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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财税改革意

义重大。这次改革从广

度、深度和力度上看，都

是前所未有的。为了及

时掌握改革进展情况，

发现问题，采取措施，保

证改革顺利实施，不久

前，财政部组织 9 个工

作组分赴上海、江苏、山

东、四川、河南、黑龙江、

天津、河北、陕西等地调

查了解财税改革落实进

展情况。情况表明，各地

对财税改革都很重视，

运转情况是好的。但也

存在一些值得注意和亟

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保证搞好财税

改革，各地做了大量艰

苦细致的工作。

（一）各地政府都十

分重视和支持财税改

革。如四川省政府领导

多次听取省财政厅关于

分税制的汇报，对准备

实施工作做了一系列重

要指示。省政府还就进

一步做好分税制准备工

作向全省发出紧急通

知，就有关政策问题作

了具体重申。西安市政

府组成了由市领导亲自

挂帅，财政、税务、银行、

体改部门参加的工作领导小组，以及时协调和

解决财税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

（二）财税部门抓紧做好宣传和业务培训工

作，加强监督和检查。为使社会各界尽快了解新

的财税改革，各级财税部门充分利用宣传舆论

工具、掀起了一个宣传财税改革的高潮。同时，

抓紧进行业务培训。如河南省税务局从去年 10

月下旬开始，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对全省税

务人员的业务培训工作。11 月底完成了对重要

企业的培训。有的地方业务培训已进入第二轮、

第三轮。如山东大部分地区的税务人员一般都

培训了两轮以上。天津和平区税务分局的业务

培训已进入第四轮。在搞好宣传和业务培训的

同时，各地财税部门还加强了对财税改革的监

督和检查。元月初，山东省税务局派出 16 个督

导组，分赴全省各地指导新税制执行工作，帮助

基层税务部门和企业解决疑难问题，并及时向

省税务局反映有关情况。四川省财政厅 5 位主

要领导先后组成了 7 个工作组，深入到 12 个地

区和部分县，对分税制的执行情况进行实地监

督和检查。

（三）省对地市的财政体制基本上比照中央

对省的体制执行。据了解，省一级对地市一级的

体制各地都已确定，并进入实运转阶段。尽管各

地在某些地方收入的划分或共享比例的分成等

方面不尽一致，但总的说，省对地市的财政体制

基本上比照了中央对省的体制执行。目前，地市

对县和县对乡一级的体制也正在加紧制定和组

织实施。

（四）大多数企业对税负变化反应平稳。实

行新税制后，各地反映商业零售环节的流转税

税负比过去降低了一半左右，批发环节的税负

比过去有所提高，商业批零算总帐，税负与过去

基本持平或略有下降。工业企业税负有升有降。

另据了解，企业关注的焦点是增值税和消费税

的税负变化，对企业所得税等其他税种税率的

变化反应不大。总之，大多数企业对税制改革反

应平稳。

（五）各地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比较严

格。由于国家税务总局统一印制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还未正式使用，因此，目前地方临时代用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各省区市税务局统一印制

的。据了解，各地税务部门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管理十分严格，制定了一系列严密详尽的有关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购领、发售和保管制度。上海

专门指定了印刷厂印制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在

各税务所设置供应点组织发放，保证了今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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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前一般纳税人及时得到增值税专用发

票。另外，大多数企业也十分重视增值税专用发

票的管理，都将其按现金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六）大多数地区开年以来税收收入入库情

况正常，比上年同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调查中发现，财税改革运转中也存在一些

值得重视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有的地方、有的

人对财税改革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部分企业

对税负增加反应较大；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中

已开始出现一些苗头性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

题，已经和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从对 9 省市

财税改革运转情况看，当前，特别需要注意做好

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财税改革宣传。利

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对社会各界特别是地方

和企业做好宣传引导及解释工作，要注意用通

俗易懂的道理和群众性语言消除对改革的疑

虑，澄清一些模糊认识，以争取更多的人理解和

支持财税改革，为财税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社

会舆论环境。

（二）要尽快进一步研究有关实际问题。对

于财税改革中出现的政策性问题，一定要继续

抓紧研究和提出改进的意见和措施。对于因新

1日体制交接而出现的政策空档，也要尽快予以

明确。

（三）要加强调查研究。各级领导特别是财

税部门要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了解和

注视财税改革的发展动向，并注意进行跟踪分

析，尽可能做到及时掌握财税改革中出现的新

．情况和新问题，争取掌握财税改革的主动权，确

保财税改革取得预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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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教行政财务改革的认识

朱维新  陈永年

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共振，职能

完备，调控有力的文教行政财务管理体制，是文

教行政财务改革的基本目标。完成这一目标应

从压缩过大过宽的文教行政财务供给范围，优

化经费分配方式，加强文教行政财务管理的制

度化、法制化、规范化建设入手。具体思路是：

一、压缩财政供给范围，纠正财政“越位”。

压缩经费供给范围，需要对现行财政供给范围

进行界定。对事业单位所需经费，要坚持，凡是

通过市场可以解决的事项，财政就不应介入；凡

是通过市场不能解决，依靠企业或居民办不到

的事项，财政必须给予必要的经费保证。也可以

按产品性质来划分，也就是，凡属经营公共产品

的事业单位，其经费财政可负担全部或多些；除

此之外，财政不供或少供经费。如科研事业中，

基础性研究属公共产品范畴，其成果为社会所

共享，不能作为商品出售，财政应给予全部经

费；而应用性研究成果直接运用于生产和生活，

可作商品出售，收取补偿费用，所以，财政不应

负担或不应全部负担其经费。教育是一种“混合

产品”，既有公共产品特性又有私人产品特性。

基础教育公共产品特性比重大，主要是社会受

益，其经费应由财政供给较大部分；高等教育更

多具有私有产品特性，享受高等教育的人可获

得比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多的受益，财政只

能负担的较少的经费。岗位培训和职业教育所

需经费，财政更不应全部负担。文化事业、商品

劳务经营性事业，如文艺团体、剧场、广播、电视

电影等制作，公园、群众文艺娱乐等，也可以作

为商品经营，收回成本或盈利，自收自支。文化

遗产整理、保护等事项，不宜作为商品经营，财

政应供给经费。对于职工医疗保健费用，应进入

职工工资，服务费用向职工（医疗保健对象）收

费来补偿，财政可通过组织实施社会保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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