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 政 法 制

一、财政立法取得新的进展

（一）为了加强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健

全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制度，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国务

院于 1996 年 1 月 25 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192 号发布了《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是指国有

资产管理部门代表政府对占有国有资产的各类企业的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等产权状况进行登记，依法

确认产权归属关系的行为。该《办法》分别就企业国

有资产占有产权登记、变动产权登记和注销产权登记

作了规范，并规定了产权登记的年度检查制度以及违

反该办法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二）为了规范事业单位的财务行为，加强事业

单位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障各项事业健

康发展，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于 1996 年 10 月 22

日以第 8号令发布了《事业单位财务规则》，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规则》对各级各类国有事业单

位的预算管理、收入管理、支出管理、结余及其分

配、专用基金管理、资产管理、负债管理、事业单位

清算、财务报告和财务分析等财务活动的全过程作了

全面、系统的规范，并规定了经费自给率、资产负债

率、人员支出比率等财务分析指标。

（三）除上述两件外，由财政部起草并已上报国

务院的财政行政法规还有《契税暂行条例（ 修

订）》、《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修订）》等 11 件。

（四）审核、协调了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人

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局和国务院有

关部门送来征求意见的法律、法规草案 88 件。主要

有：《人民防空法》、《枪支管理法》、《行政处罚法》

等。

二、财政法制宣传取得显著成绩

1996 年是全国“三五”普法的第一年，财政部在

全面总结财政“二五”普法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认真贯

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的要求，按照中宣

部、司法部关于“三五”普法的具体安排，开展了财政

“三五”普法的启动工作。同时，日常性的财政法制宣

传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一）对全国财政系统“二五”普法工作进行全面

总结表彰。1996 年 3 月，财政部召开了全国财政法

制工作会议。会议全面总结了财政“二五”普法工作，

对在财政“二五”普法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

人进行了表彰，授予湖南、广州等 10 个省、区、市

财政厅（局）全国财政系统“二五”普法先进单位称

号，授予北京、陕西等 12 个省、区、市财政厅

（局）全国财政系统“二五”普法组织奖，授予杨锡

铨、张杰等 42 位同志财政系统“二五”普法先进工作

者称号。全国普法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全国财政系统的

“二五”普法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财政部条法司、

湖南省财政厅、广州市财政局、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

县财政局被中宣部、司法部评为“二五”普法先进单

位，财政部条法司王家林同志、四川省财政厅廖冬冰

同志、湖北省财政厅傅光明同志、吉林省财政厅王志

强同志、成都市财政局聂江萍同志、江西省财政厅毛

祖逊同志、河南省财政厅邹平同志、贵州省财政厅陈

庆智同志被评为全国“二五”普法先进个人，财政部会

计司陈毓圭同志被评为全国学法用法先进个人。

（二）开展财政“三五”普法启动工作。

1.制订全国财政“三五”普法规划。 1996 年 6

月，《财政部关于开展财政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三个五

年规划》由财政部党组讨论通过，并报经全国普法领

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后，下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规划》对财政“三五”普法

的主要任务、基本要求、工作方法、实施步骤、保障

措施等作了规定。

2.编写了全国财政“三五”普法统编教材—《法律

知识讲座》。该教材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预算法规、税

收法规、国有资产管理法规、财务会计法规等财政专

业法律法规以及与财政工作密切相关的其他法律法

规，共23 讲。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丙乾、全

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迟海滨、财政部部长刘

仲藜、副部长刘积斌为教材题词，刘仲藜部长还为教

材撰写了《坚持依法治国的方针，把财政法制宣传教

育工作推向新阶段》的序言。

3.举办普法骨干培训班。1996 年 8 月财政部条

法司与全国财政干部培训中心联合举办了首期全国财

政“三五”普法骨干培训班，聘请国务院法制局、人事

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及财政部内

有关司局的领导同志和专家重点讲授了财政法规和与

财政工作密切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由于组织周

密、管理严格，培训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各地财政

部门也陆续举办普法骨干培训班，为财政“三五”普法

的全面实施奠定了基础。

4.1996 年 11 月，财政部配合中央电视台录制了

《刘仲藜部长就财政“三五”普法答记者问》以及有关

背景资料，在 11 月 24 日的新闻联播中播出。12 月

23 日财政部举办了部党组成员和全体司局长参加的

法律知识讲座，请行政法专家应松年教授讲授《行政

处罚法》。此举，极大地推动了各级财政部门的领导

带头学习法律知识。

（三）日常财政法制宣传工作有所进展。

1.继续补充、完善财政法规数据库。为国家财政

法规数据库补充了 1995 年下半年和 1996 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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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政法规数据，并根据财政部办公自动化的统一安

排，提出了完善国家财政法规数据库的可行性报告。

2.继续与《中国财经报》合作举办“财政法制专

栏”，共刊登 21 篇专稿。另外，还编写了 21 期反映

财政法制工作最新动态的《财政法制动态》和 9 期

《法规信息反映》。

3.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等共同创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法规公告》，已出版 5 期。

三、财政行政复议和应诉工作水平进一
步提高

（一）认真及时办理行政复议案件。1996 年，各

地向财政部提出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案件共有 8 件，

其中受理了4 件。对新疆石油管理局不服财政部驻新

疆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1996）财驻新监字 170

号、（1996）财驻新监字第 080 号处理决定两起复议

申请，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财政部作出了维护

原处理决定的复议决定。对此，新疆石油管理局没有

提出异议。对秦皇岛海燕安全玻璃有限公司和泛华亚

有限公司不服河北省财政厅作出的泛华亚退还违反规

定从合资公司所分 1992 年度利润、缴纳资金占用费

并处以罚款的处理决定申请复议案，在审理过程中，

河北省财政厅改变了原处理决定，申请人提出撤回复

议申请，财政部同意其撤回复议申请。对陕西合阳电

力电容器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不服财政部驻陕西省财政

监察专员办事处有关退税处理决定的复议申请，财政

部作出了维持原处理决定的复议决定。合阳电力电容

器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又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

讼。

（二）为贯彻《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加强

中央国家机关国家赔偿费用的管理，着手起草《中央

国家机关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暂行规定》；对国家税务

总局起草的《税务行政赔偿办法（试行）》进行审

核，并提出修改意见。

（三）积极帮助河北省清苑县财政局、平泉县财

政局、湖北省黄冈地区财政局等地方财政部门进行行

政应诉工作并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和服务。

四、为贯彻《行政处罚法》做了大量工
作

（一）1996 年 3 月 17 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这是

我国全面规范政府行政处罚行为的第一部法律。为了

保证行政处罚法的全面正确实施，国务院于 1996 年

4 月 15 日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 的通知》。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和

国务院通知精神，结合财政工作的实际情况，财政部

制定下发了《关于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 的通知》，要求各级财政部门抓紧抓好对行政处

罚法的学习、培训工作；认真搞好财政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的清理、修订工作；依法清理行政执法机构，加

强财政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加强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工

作；并以贯彻实施行政处罚法为契机，把财政法制建

设提高到新的水平。各地财政部门按照《通知》要

求，做了大量工作，如清理地方性法规、规章、整顿

执法主体，举办培训班等。

（二）召开部分省、区、市财政厅（局）法制处

的同志参加的座谈会，对贯彻行政处罚法的有关问题

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就执法主体资格、执法监督、听

证程序等重要问题提出了意见。

（三）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和国务院关于法规

清理经常化、制度化的要求，财政部组织力量对建国

以来发布的财政规章进行了清理，对其中涉及行政处

罚的条款，将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作出相应的修

订和废止。

五、涉外财政法律工作取得一定成绩

（一）为向世界银行申请贷款和向国外发行国债

出具法律意见书。具体包括世界银行贷款河南沁北电

站项目、我国在美国发行全球债项目以及增加在美国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注册债券总额和为世界银行贷款

“广东农业开发与地震重点建设项目”与云南、内蒙古

签订《项目实施协议》出具法律证明书等。

（二）办理了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国家与我国签

订的税收协定的审定工作。

（三）编辑出版了《中国涉外税收法律法规新编

（中英文对照本）》，翻译出版了《企业所得税资料选

编》和一些国家增值税法、消费税法方面的资料。

（四）接受世界银行法律技援项目的检查，并与

世界银行谈判关于扩大财政法律技援项目和建立财政

法制干部培训项目等事项。

（财政部条法司供稿，祝向文执笔）

财 政 教 育

1996 年，财政教育工作认真贯彻党和国家有关

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切实转变部门管理学校的职能

和方法，努力提高管理层次和管理水平，加强对全国

财政系统教育事业的规划和指导，以深化部属院校改

革、促进部属院校发展为工作重点，突出加强了对财

经教育的长远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各项工作。

1996 年，财政部部属院校高等教育共招收本、

专科生 8 170 人，硕士研究生 625 人，博士研究生

93 人；共毕业本、专科生6 864 人，硕士研究生495

人，博士研究生 48 人。部属院校成人教育共招收

本、专科生 10 4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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