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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李鹏总理 1990 年 12 月 1日在

全国计划会议结束时的讲话，其中谈到财政问题时指

出：财政收支平衡不下来，是 1991 年计划安排中的

突出矛盾。原来提出过改变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实行

分税制以提高两个比重。但考虑到现在地方和企业都

比较困难，1991 年和“八五”期间仍维持现行的包干

体制，分税制继续试点。1991 年财政收支差额要力

争压缩到较低的数额之内。为此，必须采取若干增收

节支的重大措施。如提高商业零售环节的营业税税

率；进一步加强对个人收入调节税的征管工作；下决

心精简机构，裁减冗员，进一步控制集团消费。李鹏

总理指出，解决财政困难，仍然是整个经济工作的重

要环节，各方面都要继续过紧日子。

1 月10日

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今天上午在钓鱼台国

宾馆与来访的日本大藏大臣桥本龙太郎举行会谈。应

桥本龙太郎的要求，王丙乾介绍了中国当前经济、财

政情况以及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方向和重点。双方表

示，要在经济方面加强合作。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1990

年经济形势和 1991 年经济工作。

袁木说，1990 年我国经济保持适度增长，全年

国民生产总值达 17 400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上年增长 4.4% 。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5% 以上，

粮食总产量超过 4 250 亿公斤，总产和单产创历史最

高纪录。工业生产逐季回升，全年乡及乡以上工业总

产值比上年增长 6% 。全民所有制单位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 2 980 亿元，比上年增长 7.9% 。国内市场逐步

复苏，从 1990 年 6 月开始扭转销售下降趋势。预计

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 8 250 亿元左右，比上年增

长 2% 。1990 年 1 至 11 月出口 530 亿美元，增长

16.2% ；进口459 亿美元，下降 12.2% 。实际利用外

资 88.1 亿美元。预计全国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总水平

比上年仅上升 2% 左右。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将

达 1 360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630 元，扣除物价上涨

因素，实际增长分别为6% 和 1% 左右。

袁木指出，经济好转的基础还比较脆弱。突出表

现为产成品积压严重，经济效益下降，潜在通货膨胀

压力加大。据统计，到 1990 年 11 月末，预算内工

业产成品资金占用比年初增加约300亿元，实现利税比

上年同期下降 18.8% ，亏损企业亏损额增长1倍。

袁木介绍说，1991 年的计划安排，国民生产总

值增长 4.5% ，农业总产值增长 3.5% ，工业总产值

增长6% 。

《新华社》讯，1990 年全国关税征收 160.4 亿元

人民币。其中征收进口货物关税（含进口调节税）

156.9 亿多元，出口货物关税 3.5 亿元。海关还代征

进口环节产品税、增值税、工商统一税、直接对台贸

易调节税等共计 122.35亿元。

1 月11日

《人民日报》刊登消息：到 1990 年底，中国工

商银行各项贷款比年初增加 1 107 亿元，比上年多增

325亿元。其中工业贷款新增加 765 亿元，商业贷款

新增加230 亿元，技术改造贷款新增加84 亿元。

1 月12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粮食购销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

《通知》规定：一、继续实行粮食购销调拨包干

办法。二、稳定国家粮食定购任务。三、压缩平价粮

食销售，保证基本口粮和军粮等供应。四、压缩平价

食油销售，力争做到食油收支平衡。五、加强对议价

粮油经营的领导和管理，搞好市场调节。六、积极支

持产粮区发展粮食生产，保进缺粮区提高自给水平。

七、改进粮食财务管理办法。要继续坚持粮食财务分

级管理的原则，适当加强中央和省两级粮食主管部门

的调控手段。八、改善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

力。九、贯彻粮权集中在中央的精神，增强国家对粮

食的宏观调控能力。

1 月14日

李鹏总理就如何提高经济效益提出八点意见。

1 月 14 日，他在天津考察工作时强调指出，要

真正把提高企业效益作为今年工作乃至今后一个时期

工作的重点。经济要有一定的发展速度，产值要增

长，但这个速度必须建立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如果

我们只求速度而没有效益，那么企业就不可能进步。

李鹏在同天津市领导和部分大中型企业负责人座

谈时就如何提高企业的效益，讲了八点意见：一、要

把提高企业效益作为今年企业工作的重点。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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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来推动企业的进

步。三、搞好经济结构调整。四、充分利用对外开放

的条件搞好企业技术改造。五、在增强企业的活力中

处理好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六、建立企业技术后方，

搞好新产品开发。七、加强企业管理，向管理要效

益。八、充分发挥企业的政治优势。

1 月16日

国家税务局、经贸部、海关总署、财政部、中国

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出《关于加强出口产品

退税管理的联合通知》。通知中规定：

一、加强出口退税计划管理。（一）出口退税实

行与出口企业出口创汇任务、上缴中央外汇任务挂钩

的办法。（二）全国年度出口退税计划按国家预算确

定的指标执行，并按经贸部批准的超计划出口调整。

（三）国家税务局、经贸部根据国家下达的出口计

划、年度总退税指标和税收等有关情况，核定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及中央外贸（工贸）企

业出口退税的年度和季度计划，分别下达各地税务局

（直属进出口税收管理处）、经贸委（厅、局）、各外

贸（工贸）总公司和中央金库各分金库执行。（四）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直属进

出口税收管理处）、经贸委（厅、局）应根据国家税

务局、经贸部下达的出口退税计划，共同核定市、县

和各出口企业的出口退税计划，并抄送当地财政厅

（局）、中央金库各有关分支金库。（五）各地区和各

外贸（工贸）总公司应当努力完成国家下达的出口计

划，实行出口退税与国家下达的出口计划挂钩，按季

度进行考核的办法。（六）按企业核定出口退税计划

后，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应在核定的计划内严格

按照出口退税的政策规定进行审核并及时办理退税。

擅自批准超计划退税的，上级财政、税务部门应责令

其改正，并在财政决算时，从该地区财政收入中扣

回。（七）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在经贸部下达的出口

计划和经贸部批准的超计划之外，增加出口企业出口

任务的，可由当地政府和财政部门酌情对这部分新增

出口产品安排一定数额的出口退税计划，由地方财政

负担。无论实行何种体制的地区，均不得从中央金库

退税。（八）中央金库和各分支金库对出口退税计划

的执行负有监督责任。

二、严格退税凭证管理，加强出口退税审核。

（一）出口企业申请退税，必须提供海关盖有“验讫

章”的产品出口有关单据。税务机关必须认真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审核无误后，才能办理退税。（二）申请

出口退税的企业，应当具有出口经营权并承担出口创

汇任务。（三）对企业申报出口的高税率产品，经海

关审核后，将该项产品的出口退税报关单加封后交出

口企业带交企业所在地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拆封

登记，然后交出口企业办理退税。（四）出口企业申

请出口产品退税应提供银行出具的结汇水单，并由出

口企业每半年提供一次经当地外汇管理部门出具的

“已核销”证明。（五）改进对高税率产品和贵重产品出

口退税管理。（六）出口退税必须有专门机构管理。

三、严厉查处出口退税违章行为。

1 月17 日

新华社报道：1990 年全国已有 95 个县市财政收

入超亿元。全国财政收入最多的前百名县市平均财政

收入为 1.7 亿元。其中嘉定县、无锡县、川沙县、上

海县、江阴市、南海县、南汇县等 10 大“财神县”财

政收入均在 3 亿元以上。财政大县分布格局呈现出由

沿海向内地不断扩大之势。亿元县由开始时主要集中

在上海、江苏和浙江三省市，到现在已扩展到闽、

鲁、皖、赣、粤、川、京、辽、鄂、桂、陕等 19 个

省、区、市。

1 月 23 日

财政部发出《关于对外国企业、外国人及华侨、

港、澳、台同胞征收契税的通知》。

《通知》规定：凡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外国企业和

外国人，应依法交纳契税；华侨、港、澳、台同胞用

侨汇（或外汇）购买房屋，给予减半征收契税的优

惠。

1 月26日

财政部副部长迟海滨会见以段惟成为组长的越南

经济考察小组。考察小组来华是为了了解中国改革开

放的经验。

财政部发出《关于颁发（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财务

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共 28 条。《办法》规定，

财务公司是办理企业集团内部各成员单位金融业务的

非银行金融机构。财务公司依照国家法律，实行自主

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照章纳税。财务公司

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取得法人资格。《办法》规定财务

公司财务管理的范围是：一、资本金管理及其他信贷

资金管理；二、资产的监督和管理；三、财务收入管

理；四、成本、费用及营业外支出管理；五、损益和

损益的分配；六、资金和财产的余缺管理；七、其他

财务管理。《办法》规定，财务公司隶属于集团公

司，行政上受集团公司的直接领导。财务公司应在中

国人民银行批准的业务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在业务

上受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管理、协调、监督和稽

核。财务公司的财务管理工作纳入企业集团财务管理

范畴，由集团公司统一对口同级财政部门。

2月

2 月1 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

的通知。《通知》说，国务院决定 1991 年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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