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保证完成税收任务。税收是为国家提供资金，把分

散在千家万户而应当集中的一部分纯收入集中起来，由

国家分配使用。税务专管员就担负着这项光荣 而 艰巨

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了解和掌握经济的发展

变化情况，发挥主观能动性 因为经济情况是不断发展

变化的，税源与税收任务发生暂时的矛盾是经常会有的

事。特别是当前，随着调整方针的贯彻，经济体制的改

革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生产结构、流通渠道的变化，经

济税源发生的变化更大。这就要求税务专管员 加 强经

济税源的调查研究，努 力做到对所管范围 的 税源底 子

清，发展变化的趋势明，尽可能地针对经济税源发展变

化的具体情况，提出增收的措施。这样，才有可能更好

地完成税收任务。

应当强调指出，经济是税收的源泉。一个税务专管

员必须关心企业的生产、企业的经营，积极地开展促进

生产发展的活动。促进生产发展，必须按照一定时期国

民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作有益的促进。当前，我国

国民经济正处在调整时期，税务专管员在促进生产时，
必须按照国家调整方针的要求去做。凡是调整方 针 要

求发展的，我们就应当积极支持，促进；反之，不利于

调整的，就不能促使其发展了。税务专管员促进生产的

目的，就是在增产的基础上达到增收。税务专管员只有

把促进生产与组织收入互相联系起来，在完成本职工作

的同时，关心生产，促进生产，达到增产增收，才是正

确的方向。

业务知识世界之窗
  介绍日本的长期投资银行（一）

——日本的金融机构

建 中

1980年10月，应日本日中经济协会的邀请，我们对

日本金融界进行了访问，重点考察了日本的长期投资银

行业务。日本朋友向我们介绍了日本金融业的历史、现

状和日本各长期金融机构组织、供应和管理长期资金的

作法。我国正在进行经济调整和四化建设，在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经 验 的 基 础

上，研究别国长期投资银行的经验，是有益处的。
为了说明日本长期金融机构的工作，首先要从日本

金融机构的概况谈起。
日本的金融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十分发达的。现

在日本共有银行、金融公库、保险公司等7，800多家，设

有分支机构64，000多个，约有职工70多万人。庞大的金

融网将各方面的闲散资金吸收聚集起来，又通过信贷业

务供应给资金不足的部门和企业，为调节各行各业资金

余缺的枢纽和桥梁。
日本企业的自有资本一般只占总资本的20 % 左右，

80%的资金是通过发行股票，公司债以及向银行借款等

方式筹集的。日本的资本市场不象欧美国家那样发达，

依靠股票、公司债等手段筹集的资金有限，绝大部分来

自银行贷款。据统计，企业依靠银行贷款筹措的资金，

占资金总额的 比 例，1956—1960年 为78.2%， 1961—

1965年为81.5%，1965—1970年为89.5% ，1971—1978

年为91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金融机构在整个经 济活

动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日本的金融机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政

府的金融机构，包括日本银行、日本开发银行、日本输

出入银行等三个银行和十二个金融公库。一类是民间

金融机构，即私人银行。
各种金融机构按其业务内容，分为两种：一是从事

长期信贷业务的长期金融机构，包括政府系统的日本开

发银行、日本输出入银行和为特定目的而设立十二个金

融公库；民间的长期金融机构有 3 家长期投资银行和 7

家信托银行。另一类是从事短期信贷业务的商业银行，
主要有13家，在全国设有分支机构的城市银行，67家地

方银行，此外还有数以千计的面向中小企业和农林渔业

的金融机构。
日本政府对各类金融机构的管理，主要是由日本银

行和大藏省（即财政部）进行的。
日本银行是日本的中央银行，它对个人和企业不直

接办理存放款业务，主要负责发行货币，办理对各民间

银行的存放款业务，并根据政府的委托发行国库券、国

债，办理外汇收付。因此，人们称之为：“发 行的 银

行” 、“银行的银行”、 “政府的银行”。稳定币值是

日本银行最主要、最基本的职能。日本银行同其它各金

融机构的关系，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是通过银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世界之窗
	介绍日本的长期投资银行（一）—— 日本的金融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