
宁四年颁布了免役法。此法废除以前按户等轮

流充当州县官府职役的办法，改由官府出钱雇

人应役。募役费用的征收办法是：（ 1）把民

户分等，上户分五 等，中户分三等，下户分二

等，上四等户按户等定 役钱，随 夏 秋 两税交

纳，称免役钱。（ 2）各路、州、县依当地差

役事务繁简，自定额数，供当地费用。定额之

外另加20%的“免役宽剩钱”，供灾年募役之

用。（ 3）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官宦人家、女

户、僧道户、未成丁户等，要按定额的半数交纳

“助役钱”。免役法的实施，使农民减轻了劳

役负担，增加了农业劳动力，也使官府获得了

收入。
六、为了加强市场管理，充裕国库，熙宁五

年颁布了市易法。此法是先在开封后在全国各

地先后设置官署机构 “市易务”，亦称“市易

司”，藉以控制市场，统辖行会头目和买卖中

间商人。“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评定物价，

收购市场滞销物资或出 卖市场紧缺物资，向商

人贷款或向商人赊销货物，“市易务”收取月

息一分或年息二分。市易法使官府掌握了 “开

阖敛散”之权，分商人之利 归官府，于国于民

都有实益。
从王安石的改革措施中，我们不难看出他

的理财思想，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财政必须为巩固国家政权服务。王

安石改革兵制，实行保甲法、保马法、藉以兵

强马壮；他改革财政，抑制兼并，发展生产，
充裕国库，藉以国富 民强。他极力推行新法，
志在振兴衰落的北宋王朝。

第二，从发展生产入手解决财政困难。王

安石主张“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

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其意就是把财政建立在

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生产发展了，就有可能把

更多的财富集中到国家财政中来；而通过财政

杠杆去抑制兼并，撙节财富，以及投资于某些

生产及事业上，又为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

条件。这是王安石的一个重要的理财思想。
王安石的财政思想和兴革措施，虽然有他

的局限性，在新法推行中，产生了这样或那样

的一些问题，但他的思想是积极的，作用也是

明显的。据史料记载，北宋熙宁、元丰年间，

从中央到地方州县的仓库里积存的钱票“无不

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 减 二 十 万”。可

见，王安石的改 革，还是有成效的。

简讯  

抓 紧培训干部  搞好利改税工作

本刊通讯 员

国营企业实行利改 税 是 一 项新的工作，工作量

大，政策性强，牵涉面广，财税部门 的工作量也增加

较多，为了适应这一新的情况，不少地区的财税部门抓

紧时机，因地制宜的举办了各种 形式的培训班或学习

班，提高财税干部 业 务水平，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天津市财政局在培训中，对财税专管员本着 “应

知应会”的要求， 提出 了 “三懂三会”，即：懂得国

营企业实行利改税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更好地运

用和发挥税收经济杠杆作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稳定

增长的重要意义， 会向企业进行宣传；懂得利改税的

各项方针、政策和具体规定，会审定计税利润额和计

算上交调节税或利润；懂得稽征管理的各种规定，会

核定登记鉴定表，填审申报表和交款凭证。在培训方

法上，采用讲课、辅导、实际操作相结合，理论联系实

际，提高学习效果。通过培训，掀起 了学 习热潮，青

年同志虚心求教，老同志主动传帮带。多数同志已能

掌握所得税计征方法和手续，有的同志在 深入企业审

查中，还发现和纠正了一些问题，取得 了良好开端。

内蒙古满洲里市税务局举办了 税务专管员短期训

练班，学习《 财政部关于国 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

和有关实行利改税的暂行规定，并指定专人主讲业务

基础工作，学习工业、商业企业财务和会计核算，以

及所得税有关税法规定 和计算方法，学习期间还分阶

段进行考试，多数同志学习成绩 良好，为开展利改税

工作创造了条件。

广东云浮县税务系统新增人员多，业务知识跟不

上形势发展的要求，县局领导下决 心采 取了措施：

（一）成立领导小组，由一位副局长专管学习班，轮

训税务干部；（二）聘请有教学经验的退休干部专职

管理和任教，充分发挥退休干部的积极作用；（三）

落实办班经费，抓好后勤工作，妥善解决学 习专业课

本、教室和学生膳宿等问题，确保学员 安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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