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彻多节约多奖、少节约少奖、没有节约不奖的

原则。单位对个人实行奖励时，要贯彻按劳分

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奖金发放的最高额，

要根据国家统一规定的标准，要考虑地区、行

业和左邻右舍之间的平衡，一般应低于生产部

门发放的标准。
有的单位因管理不善等人为原因造成的超

支、均不能追加预算指标，确实无法维持正常

开支的，可以先垫付一部分经费，但要在下年

度包干预算指标中抵扣。

财政论坛
税 收 法 规

不 能 随 意 变 通

刘保林

近一、二年来，一些地区和单位在税收法

规方面，随意搞了一些“变通”办法，擅自减

免国家税收。我认为，税收的减免应当按照国

家规定的审批权限和审批程序办 事，超过权

限，随意“变通”是有害无益的。
大家知道，税收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积累

资金的主要来源，它是凭借国家的政治权力，
依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

政收入的一种手段。税法是国家法律的组成部

分，人们必须严格遵守。税法中规定的权限是

不能超越的，规定哪一级审定的就应由哪一级

审定。现在发现，有一些地区和单位搞的所谓

“变通”，就是不按税法执行，把行不通的东

西硬要变为行得通的，结果使应收的税款收不

上来。有的地方，从本地区局部利益出发，下达

与税法相抵触的文件，还有的对税务部门施加

压力，强行减免税，否则，就被指责为卡企业的

脖子。有的企业甚至借口“变通”，违反国家

财经纪律。如想方设法逃避国家税收，以至弄

虚作假，骗取减免税，等等。这是不能容许的。

那些随意“变通”的出发点，往往是企图

少交税或不交税。有的还美其名曰：这就是

“支持生产，搞活经济”。其实，这是挖了国

家财政，侵害了国家利益，不但触犯了国家税

法，而且影响当前国民经济的调整。因此，为

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保证国民经济调整和四

化建设资金的需要，国家税收政策法令必须实

行集中统一，不能各行其是，肆意“变通”。
当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现行的税法

与当前发展变化的情况有不适应的地方，需要

加以改进。但是，必须按税收管理权限，按照

立法程序办事。凡属国家统一规定的税收条款，
在正式文件未下达或没有完成立法程序以前，
任何地区和部门都不能随意“变更，尤其不能

以“变通”作为手段，逃避税收。对那些随意

搞“变通”，弄虚作假，破坏国家税法的，有

关方面必须予以惩处直至法律制裁。

财政论坛支 援 农 业 小 议

李 承 烈

我国的《国家预算收支科目》上列有“支

援农业支出类”，高校教材《国家预算》里有

“支援农业支出”部分，还有许多个人署名文

章写支援农业资金问题。都是把国家财政资金

用于农业方面称为支援农业。查支援一词的含

义是支持、援助、帮忙，是一个主权者从精神

上、物质上帮助另一个主权者克服困 难的行

为。按照这个意思，我认为应该把我国财政资

金用于农业由“支援”农业改为“发展”农业。
因为，用支援二字会把国家财政和农业割裂开

来，摆错农业在国家中的地位，这不仅是词不

切意，而且有害处：①使人误认为国家的工业

是属于自己的，农业是属于别人的，看不到农

业和工业一样都是国民经济的不可缺少的物质

生产部门。②国家财政资金虽然是来源于工农

业创造的国民收入，但用于农业则是给别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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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意味着资金宽裕就帮，不宽裕就不帮，影

响大力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国家不

把发展农业放在自己的肩上，这是不利于农业

现代化建设的。③会使农民误认为，国家看待

农业建设是别人的事情。农民也非国 家的 主

人，自己对国家的 整个建 设，最多也是帮帮

忙，有余力就帮，无余力就不帮。这就削弱了

农民为国家贡献力量的责任心，不利于调动农

民的积极性。④目前人民公社的农业虽然是集

体所有制，但它是我国现阶段公有制的一种形

式，如果只从帮忙角度看待，则不利于巩固社

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全面发展国民经济。④同样

是全民所有制企业，预算资金用于国营工商企

业是自己份内的拨款，用于国营农场则是支援

支出。这样是不利于财政管理和监督的。
改用发展一词，能从含义上克服上述弊病，

国家财政资金作为用于发展农业，有利于巩固

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有利于发挥农民建

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巩固工农联盟；有利于

有计划按比例地全面发展国民经济；也有利于

财政管理和监督；从而有利于加速农业发展，促

进四化建设。

财政论坛

正

己

才

能

正

人付

光

明

俗话说：不能正

己，焉能正人。正己，

就是 严于 律己；正

人，就是帮助别人纠

正错误。
我们财税部门担

负着积累资 金和分

配、监督使用资金的

任务。因此，执行财

经纪律应当 为人 表

率。在这方面，我们

广大财税干部是做得

比较好的，但是，也

有个别人无视财经纪

律，甚至利用职权，

行贿受贿，投机倒把，

参与走私贩私，触犯

了刑法，受到了制裁。
打铁还须本身硬。如

果我们自身不正，不

严格执行财经纪律，

是无法正他人的。为

了加强财税队伍的思想建设，“正己”必须引

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是我们党一贯提倡

的优良传统。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

为我们军队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就是绝好的正己标准。有了这个标准，我们人

民军队才和人民群众保持了血肉关系，打败了

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

国。无数革命先烈身先士卒，也为我们树立了

光辉的榜样。方志敏烈士在《清贫》中写道：“我

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奋斗

中，我一向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

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聚

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我们

财税工作者是人民的勤务员，应该象革命先烈

那样严格要求自己，做执行财经纪律、廉洁奉

公的模范。
我们谈“正己”，也应包括自己的家属。古

人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我

们财税工作者，不仅要自己带头，严于律己，

而且对自己的家属和亲戚朋友也要严格要求。
前汉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一生小心谨慎，未尝

有过。可是对其妻管教不严，以至放任她用阴

谋手段毒死皇后而立自己的女儿为后，霍光一

死，全家便遭祸灾。今天不也有一些同志自己

无懈可击，却由于对自己亲属的错误放任、甚

至袒护而误入歧途。历史是一面镜子。对亲属

不严格要求，也不能算正己。在四化建设中，
我们财税队伍中的每个同志都要“正己”，只

有这样，才能很好地完成积累资金和分配、监

督使用资金的任务，才能在建设好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的同时建设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
国
财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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