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很多中央部门也对内部机构职责进行了调整，将不同业

务司局管理不同功能经费改为由财务司局统一归口管理。

二、扩大报送全国人大试编部门预算的范围

2000 预算年度，所有中央一级预算单位都试编了部门

预算。但只选择教育部、农业部、科技部、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 4 个单位的部门预算上报全国人大。按照全国人大预算工

作委员会的要求，2001 预算年度上报全国人大试编部门预

算的单位扩大到国务院所属的 26 个组成部门，同时进一步

规范和细化了报送的内容。向全国人大报送的预算，要求既

能反映 26 个部门的预算全貌，又能反映出各部门的不同特

点和具体情况。在明确列示财政预算支出项目的同时，按照

综合预算的口径，还要全面反映部门用预算外资金、政府性

基金和单位自有收入安排的支出项目情况。

三、进行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试点

工作

2001 年，财政部出台《中央部门基本支出预算管理试

行办法》和《中央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管理试行办法》，将部

门预算支出分为基本支出和专项支出。对人员和日常公用经

费等经常性支出实行定员定额管理，对专项支出则采取项目

库管理方式。

（一）基本支出预算。2001 年，财政部在清产核资和对

93 个中央部门的行政费开支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

国家行政机关行使职能的实际需要和国家财力的可能，进行

了中央部门经常性支出定额标准的制定工作。首先，将国务

院所属部门分为综合部门、经济管理部门、事业主管部门、

公检法司部门和一般政务部门 5 类，测算确定 5 类部门的基

准定额。然后，在基准定额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根据各部门

履行职能的不同需要，对有关支出项目进行适当调整，制定

出符合各部门支出实际情况和客观需要，比较准确、公正、

实用的分单位定额。同时，选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等 10

个部门作为编制 2001 年行政费预算定额试点部门，并对试

点部门 2001 年行政费经常性支出预算按定额办法核定。

（二）项目支出预算。主要是对行政事业单位经费中的

大型修缮、大型购置费，教育、科学、卫生、文体广播等事

业性专项支出以及基建、挖潜改造、科技三项费、支援农村

生产建设性支出等项目性支出，采取规范的项目管理方式进

行预算的审核和编制工作。从项目立项论证、申请到项目审

查等各个环节，统一进行规范化和标准化管理。通过项目综

合排序和分类排序的方法建立项目库，并根据国家财力可能

和事业发展需要择优安排项目，逐步实现项目的滚动管理。

2001 年，对 10 个试点部门试编了项目预算。

四、提前预算编制时间，修订部门预算报表，

完善编报系统软件

2001 年部门预算编制工作较 2000 年提前了约 1 个月。

给中央各部门留出了更宽裕的预算编制时间，从而使预算编

制的质量有了明显提高。为全面反映部门或单位预算收支和

政府采购情况，2001 年部门预算报表体系也作了适当调整。

即在2000 年部门预算报表体系基础上，增加了“收入预算

总表”（按科目）、“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预算表”和“政

府采购预算表”，撤销了“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表”（按科

目）。同时，增加了预算报表之间的钩稽关系。与此相适应，

部门预算编报系统软件也进行了修改完善。增加审核公式，

提高了部门预算报表数据的准确性。

通过两年的改革实践，中央部门预算改革取得了积极的

成效。与此同时，在财政部的积极推动和中央部门预算改革

的示范作用下，地方各级部门预算改革也取得明显进展。到

2001 年底，全国 3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本

级财政、80 % 以上的地（市）本级财政以及 40 % 的县（市）

本级财政已经全面实行部门预算。

（财政部预算司供稿，罗 云执笔）

所得税收入分 享改革

1994 年的财税改革，统一了内资企业的所得税。但企

业所得税收入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分配，仍继续沿用了改革前

的传统做法。实践证明，这种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企业所得

税归属的做法，强化了企业对政府的行政依附和政府对企业

经营活动的干预，既不利于企业开展公平竞争，也影响产权

的合理流动和重组。特别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和

企业投资主体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以及合资、合作、联营和

相互参股等企业运营形式的日渐增多，企业的隶属关系越来

越难以准确确定，企业所得税收入的归属操作日趋复杂，很

容易造成企业所得税交库混乱的情况。为此必须对现行所得

税分享制度进行改革。为进一步规范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

分配关系，建立合理的分配机制，减缓地区间财力差距的扩

大和支持西部大开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决定，从 2002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保证地方既得利益、

循序渐进和力求统一规范的原则，将现行按企业隶属关系划

分中央和地方所得税收入的办法改为中央和地方按统一比例

分享。《国务院关于印发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方案的通知》，

还对改革方案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作了明确的

规定。

一、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遵循邓小平同志关于沿海地区和内地

发展“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

重要思想，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并借鉴

国际通行做法和经验，在保持分税制财政体制基本稳定的前

提下，进一步规范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为企业改革

发展和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环境，促进地区之间协调发展和经

济结构合理调整，维护社会稳定，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二）基本原则。第一，中央因改革所得税收入分享办

法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一般性转

移支付。第二，保证地方既得利益，不影响地方财政的平稳

运行。第三，改革循序渐进，分享比例分年逐步到位。第

四，所得税分享范围和比例全国统一，保持财政体制规范和

便于税收征管。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二、改革的主要内容

除少数特殊行业或企业外，对其他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

得税收入实行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享。中央保证各地区

2001 年地方实际的所得税收入基数，实施增量分成。

（一）分享范围。除铁路运输、国家邮政、中国工商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

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海洋石油天然

气企业缴纳的所得税继续作为中央收入外，其他企业所得税

和个人所得税收入由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享。

（二）分享比例。2002 年所得税收入中央分享50% ，地

方分享50% ；2003 年所得税收入中央分享 60% ，地方分享

40 % ；2003 年以后年份的分享比例根据实际收入情况再行

考虑。

（三）基数计算。以 2001 年为基期，按改革方案确定的

分享范围和比例计算，地方分享的所得税收入，如果小于地

方实际所得税收入，差额部分由中央作为基数返还地方；如

果大于地方实际所得税收入，差额部分由地方作为基数上解

中央。

（四）跨地区经营、集中缴库的中央企业所得税等收入，

按相关因素在有关地区之间进行分配。

三、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与使用

中央财政因所得税分享改革增加的收入，按照公平、公

正的原则，采用规范的方法进行分配，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

地区实行转移支付。

地方所得的转移支付资金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统

筹安排，合理使用。首先用于保障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发

放和机构正常运转等基本需要。

四、改革的配套措施

（—）关于所得税的征收管理。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实

施，防止所得税征管脱节，改革方案出台后，现行国家税务

局、地方税务局征管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包括储蓄存

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的范围暂不作变动。自改革方案实

施之日起新登记注册的企事业单位的所得税，由国家税务局

征收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另行制定。

（二）关于税收优惠政策的处理。中央统一制定的所得

税优惠政策，原则上由中央和地方按分享比例分别承担，但

改革方案实施前已出台的对中央企业先征后返政策清理后确

需保留的，改革后仍由中央财政继续承担。各地不得自行出

台所得税优惠政策，否则，一经发现，将如数扣回影响中央

的财政收入，并按规定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三）关于违反税收征管规定的处理。凡属地方违反税

收征管规定，人为抬高收入基数，或将应属中央的所得税收

入混入地方国库等，一经查出，相应扣减中央对地方的基数

返还。

改革方案实施后，如果某省（区、市）以后年度的所得

税收入完成数达不到 2001 年数额，中央将相应扣减对该地

方的基数返还或调增该地方的基数上解。

（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要

相应调整和完善所属市、县的财政管理体制，打破按企业隶

属关系分享所得税收入的做法。中央增加对地方一般性转移

支付后，各有关地区要建立和完善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

度，管好用好转移支付资金，切实解决基层的财政困难。

（财政部预算司供稿，龚亚麟执笔）

政 府 采 购

一、全国政府采购情况

（一）政府采购执行的基本情况。据全国 36 个省、直辖

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和部分中央单位报表统计，2001

年全国政府采购预算 731.6 亿元，实际采购金额 653.2 亿

元，比预算节约资金78.5 亿元，资金节约率为10.7% 。

1 .从采购资金构成看，预算内资金为 419.9 亿元，占

采购资金总额的64% 。其中，地方300.7 亿元，中央119.2

亿元。预算外资金94.1 亿元，占采购资金总额的 15% 。其

中，地方86.8亿元，中央7.3 亿元。自筹资金为139.2 亿

元，占采购资金总额的 21% 。其中，地方 111.14 亿元，中

央28.02亿元。

2.从地区情况看，采购规模在 20～50 亿元的有 7 个地

区，分别为江苏省、广东省、上海市、浙江省、山东省、辽

宁省、北京市。这 7 个地区的采购规模为272.7 亿元，占地

方采购资金总额的54.7 % 。采购规模在 10～20 亿元之间的

有河南、福建、河北、湖南、甘肃、黑龙江、云南、安徽、广

西、湖北、江西、天津12 个地区。其余地区均不足10 亿元。

3.从采购项目构成看，货物类采购 413 亿元，工程类

采购188 亿元，服务类采购 52 亿元。在政府采购总规模中

所占的比重分别为63% 、29% 和8% ，其中：货物类采购比

重比上年下降 4 个百分点，工程类采购比重比上年上升 6 个

百分点，服务类采购比重比上年下降 2 个百分点。说明工程

政府采购工作正在逐步加强。

4.从采购品目看，货物采购仍集中在计算机、小汽车、

复印机等一些大宗通用产品上。2001 年，地方政府采购计

算机558 197台，采购金额为 44 亿元；采购小汽车40 322

辆，金额为70 亿元。从计算机、小汽车的采购数量看，国

产品牌占绝对优势，占采购总量的 90 % 以上。反映出政府

采购可以有效地保护国内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民族工

业，支持国有企业创造名牌新产品，从整体上提高国有企业

在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作用。

5.中央单位政府采购工作全面启动。中央单位实现政

府采购规模为 154.6 亿元，比上年的 29.8 亿元，增长 4.2

倍，占全国的比重从去年的不足 10% 上升到 24 % 。中央单

位政府采购开展工作相对滞后的状况得到初步扭转。

6 .集中采购和公开招标已成为政府采购的主要组织方

式。在653.2 亿元采购规模中，集中采购为430.6 亿元，占

采购资金总额的 66% 。其中，采购中心自行组织采购 336

亿元，占集中采购的 78% ；在全年的政府采购规模中，采

用公开招标方式的采购占 5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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