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范围掌握不严，退库审核管理缺乏有效的监督机

制。为了理顺税务经费渠道，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足额

缴入国库，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 1995 年 2 月联

合发出《关于取消集贸市场税收分成问题的通知》，

规定从 1995 年 1 月 1 日起，取消城乡集贸市场税收

分成，所征税款全部缴入国库，国税系统的经费由中

央财政负担，地税系统的经费由地方财政负担。

（财政部预算司供稿，李林池、刘小明、

陈新华执笔）

地 方 预 算

一、1995 年地方财政收支概况

1995 年地方财政共组织收入（含上划的消费

税、增值税）5510.52 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

年增 加 934.71 亿 元， 其中 地 方本级收 入完成

2 985.58 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加673.98

亿元，增长 29.2% 。地方财政支出完成 4 828.33 亿

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加 898.70 亿元，增

长22.9% 。

（一）地方财政收入分项完成情况。 1995 年地方

本级收入的分项完成情况是：（1）工商税收 2 203.81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4% 。其中，营业税 828.25 亿

元，比上年增长 28% ；个人所得税 131.28 亿元，比

上年增长 80.2% 。（ 2）农牧业税和耕地占 用税

278.09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1% 。（3）企业所得税

366.62 亿元，比上年增长 29.1% 。（4）国有企业上

缴利润 19.05 亿元，比上年下降 25.6% 。（5）国有企

业计划亏损补贴 281.01 亿元，比上年减亏 10.4% 。

（6）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预算调节基金分别完

成 3.12 亿元和 7.13 亿元，分别比上年下降 70.7% 和

48.6% 。（7）其他收入 281.27 亿元，比上年增长

45.4% 。（8）所得税退税 22.65 亿元，比上年增退

72.9% 。 （9）专款收入 129.5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2% 。（10）基本建设贷款收入 5 900 万元，比上

年增长 81.2% 。

1995 年地方财政收入的特点是：（1）工业增长

迅速，工业增加值增幅高，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

快，使增值税增长较大。（2）第三产业的发展力度

加大，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迅速发展，信息咨

询、证券、广告、房地产、体育等社会事业继续发

展，社会保险、娱乐和服务业等呈全面增长态势，使

地方营业税的增长高于工商税收的增长幅度。（3）

新体制的运行调动了各级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各

地税务部门严格执法，认真清理到期减免税，加强对

企业所得税的征管；积极宣传个人所得税税法，增强

国民的纳税意识，完善代扣代缴制度，强化对个人所

得税的征管，增加了财政收入。（4）为支持农业生

产，确保农资供应不误农时，各地财政部门增加了对

农用生产资料的补贴。（5） 1995 年起，对集体企

业、私营企业、个体经营者免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

金和预算调节基金，是“两金”下降的主要原因。

（二）地方财政支出完成情况。1995 年地方财政

支出中主要支出项目的完成情况是：基本建设支出

405.4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6% ；企业挖潜改造支出

323.81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3% ；简易建筑费支出

8.35 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地质勘探费支出 8 351

万元，比上年增长 82.6% ；科技三项费用支出 35.9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8.9% ；流动资金支出 6.73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30% ；支援农业生产支出 208.72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9% ；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

业费支出 175.1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9% ；工业、

交通、商业等部门事业费支出 68.47 亿元，比上年增

长 6.9% ；城市维护建设费支出 246.13 亿元，比上年

增长 23.2% ；文教卫生事业费支出 1 275.47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5.8% ；科学事业费支出 44.61亿元，比

上年增长 15.7% ； 其他部门事业费支出 251.29 亿

元，比 上年增长 29.3% ； 抚恤和社会救济支出

114.6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8% ；行政管理费支出

525.2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6% ； 公检法支出

277.7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8.4% ；价格补贴支出

263.6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9% ；不发达地区发展

资金支出 20.18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8% ；其他支出

456.60 亿元，比上年增长 60.5% ；专款支出 119.3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2% 。

1995 年地方支出的主要特点是：（1）各地财政

部门充分发挥财政职能，大力支持经济发展，培植财

源。如：支持企业技术进步，提高企业参与市场竞争

的能力，增加对企业的投入，使生产性支出的增长均

在 20% 以上，特别是增加了对企业流动资金的投

入，使企业流动资金支出比上年增长 130% 。（2）增

加了对农业和不发达地区的资金投入。（3）加大对

教育的投入。各地财政部门在基本满足教育系统的正

常经费外，还集中资金新建、改建、扩建了中、小学

校舍，购置或更新了教学设备，改善教职工的住房，

解决教职工的后顾之忧。（4）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促进社会秩序的进一步好转，各级财政部门增

加了对公检法的投入。

（三）财政收入中消费税和增值税的增长情况。

1995 年上划中央的消费税和增值税（75% ）完成

2 524.94 亿元（包括退税和滞纳金），比 1994 年增长

11.51% 。其中，消费税完成 554.22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0.3% ；增值税（75% ）完成 1962.47 亿元，比

上年增长 11.8% 。与国家税务总局下达的“两税”任

务数同口径比较，有九个地区短收，短收额为 19.6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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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95 年全国乡镇财政情况

1995 年是分税制财政体制和新税制运行的第二

年，全国乡镇财政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领导

和财政部门的关心指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克服

重重困难，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积极发展生产，培

植财源，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实现了收支平

衡，略有结余，促进了乡镇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健康发

展。

（一）乡镇财政基本情况。到 1995 年底，全国

已建乡镇财政所 45 964 个，建所面为 97.5% 。乡镇

财政干部职工总人数为 255 786 人，比上年增加

3 184 人， 其中行政编制 57 243 人， 事业编制

149 616 人，以工代干人员30 063 人，集体财务人员

18 864 人。建立乡镇一级国库 13 572 个，比上年增

加 996 个，增长 7.9% ，建库面为 29.5% ，比上年提

高 2 个百分点。

1995 年全国 乡镇财政预算内、预算外、自筹三

项资金总收入完成 1021 亿元，三项资金总支出

1020.6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29.7% 和 21.4% 。

全国乡镇财政预算内收入完成 639.5 亿元，为调

整预算数的 106.6% ，比上年增长 28.8% ，占县乡两

级收入 48% ，占地方财政收入 21.4% ；预算内支出

659.3 亿元，为调整预算数的 99.3% ，比上年增长

16.1% ，占县乡两级支出的 31.4% ，占地方财政支出

的 13.7% 。年终滚存结余 14.4 亿元，扣除结转下年

支出，净结余 8.5 亿元。乡镇财政为平衡县级财政及

地方财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全国乡镇财政预算外收入完成 102.4 亿元，比上

年增收 26.4 亿元，增长 34.7% ；预算外支出 83.4 亿

元，比上年增支 21.7 亿元，增长 35.2% 。年终滚存

结余 13.6 亿元，净结余 10 亿元。

全国乡镇财政自筹资金收入完成 279.1 亿元，比

上年增收 64.7 亿元，增长 30.2% ；乡镇财政自筹资

金支出 277.9 亿元，比上年增支 66.8 亿元，增长

31.6% ，自筹资金基本做到了量入为出，收支相抵收

大于支 1.2 亿元。年终滚存结余 24.6 亿元，其中乡

镇统筹结余 20.3 亿元。

（二）乡镇财政主要工作。

1.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努力调动乡镇增收节

支的积极性。1995 年是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的第二

年，从全国来看，乡镇财政体制基本上还是新老体制

并存。从决算中可以看出，1995 年底已有 21 517 个

乡镇实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占 乡镇财政数的

46.8% ，比上年增加了 8 458 个，增长 64.8% 。在实

施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省份中，各地市县的作法也不一

样，但大多数都能从调动县乡两级增收节支的积极性

出发，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新体制。

2.注重抓乡镇国库的稳定和完善工作。分税制财

政体制改革、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以及农业银行体制改

革对乡镇国库的正常运转影响较大，但大部分已建立

乡镇国库的地方，都能从健全乡镇财政的长远目标出

发，在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后，积极巩固已建立的乡

镇国库，避免出现乡镇国库名存实亡的局面。经过各

地的努力，全国乡镇国库虽然受到一定影响，但大部

分国库仍在正常运转。

3.积极筹措资金，加强地方财源建设。分税制财

政体制的实施，打破了原有的资金分配格局，更为乡

镇财源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全国乡镇财政普遍加强

对农业建设的支持，巩固基础性财源；大力支持发展

乡镇企业，保住主体财源；支持兴办第三产业、鼓励

发展私营企业等等。1995 年，全国乡镇财政用于发

展农业生产和用于扶持乡镇企业的资金分别为 74.6

亿元和 145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8.9% 和 37.7% ；

共扶持乡镇企业 63.5 万个，比上年多扶持 6 万个，

增长 10.4% 。

4.抓乡镇财政机构建设，稳定 乡镇财政干部队

伍。一些省市从发展乡镇财政大局出发，重新设置乡

镇财政、税务机构，有的采取财政、地税合一的形

式，有的采取财税合署办公的形式，这些都为乡镇财

政工作打开新的局面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针对实

行分税制后迫切需要对乡镇财政干部加以培训的现

实，全国各级财政部门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多渠

道、多形式培训乡镇财政人员，1995 年共举办乡镇

财政干部培训班 12 828 期，培训人员 266 980 人

次，达到人均一次，改善了职工的知识结构，增强了

乡镇财政干部的业务素质，提高了工作质量。

各地还在抓增收节支、抓三项资金统一管理、抓

乡镇财政宣传调研以及开展创建和评选“文明财政所”

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财政部地 方司供稿， 张 健、 关 虹执笔）

综 合 财 政

一、编制财政“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

目标纲要

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财政部从

1994 年 6 月开始着手研究财政“九五”计划和 2010 年

远景目标规划。整个计划的编制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

阶段。

第一阶段：1994 年 6 月至 1994 年底，重点是初

步分析财政“八五”计划执行情况，研究“九五”时期财

政形势和发展趋势，以及财政“九五”计划的基本框架

和思路。1994 年 8 月上旬，财政部向国务院汇报了

“九五”时期的财政问题，提出了振兴国家财政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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