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部数额为基础计征税款的累进税率，这样极易在各

级征税对象数额的分界处造成负担相差悬殊，甚至导

致利税呈反比增加，不利于鼓励企业提高效益。因此，

只能做为暂缓政策，不能当作成型法规长期执行。

三、实施“税利分流”需要进行配套改革。一是税制

配套，建立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所得税体系。遵循“公平

税负”鼓励竞争，“实现所得税法律化规范化，确保财政

收入稳定增长”的原则，颁布统一的内资企业所得税

法，停止承包所得税，用所得税规范国家与企业的分配

关系，统一税前列支标准，统一财务开支范围，统一税

后还贷形式。二是税后利润分配形式配套，建立“同股

同利”的税后利润分配关系。探讨利用股份制的方式处

理国家与国有企业税后利润分配关系，初步建立国家

按投入资本金总额定比收取利润。实现国有资产的优

质高效地保值、增值与经营。三是企业财务管理模式配

套。参考国际惯例，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财会管理模

式，改革过去传统的体现计划经济需要的固定基金分

配体制、流动基金分配体制、利润分配体制和成本开支

及补偿体制。建立各类企业通用、资金统筹运用、成本

自控性强、税后利润自主分配、依法纳税的企业财务新

模式。四是企业投资运行机制的配套改革。全面实行

“税后还贷”，坚持“拨款与贷款”分流，组建财政性投融

资银行，制定企业“挖革改”产业性拨款政策，在企业内

实行基建投资税后还贷承包责任制，增强企业基建投

资运行机制的自我约束功能。五是财政管理体制的配

套改革。正确划分企业所得税的财政归属关系，加强对

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宏观控制。鉴于现行企业所得税是

按行政隶属关系分别归属同级财政的现状，从宏观上

就要严格控制企业所得税的“减免”、税前扣除范围和

标准，编制所得税税式支出预算，以利严肃税法，防止

相互攀比优惠，促进企业公平竞争，培育市场机制。

财政改革

实施“分税制”
要改革中央

与地方结算办法

冯卓茹中国人民银行普兰店支行

自 1993 年 1 月 1 日起大连地区实行“分税制”，使

财政预算收入上解由以往的总额分成改为“共享收

入”。即按入库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工商统一税、

资源税五种收入的 50%上解给中央。这种改革有很多

可取之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

财政预算收入上解实行“共享收入”后，对过去有

“总额分成”上解的地区的财政收入影响不大，而对没

有上解任务的贫困地区却造成了预算收入减少、支出

困难的问题。原因是：实行“总额分成”时贫困地区不上

划预算资金给中央，全部留归地方使用。而实行“共享

收入”上解给中央后，由于这些地区的产、增、营、工商

统一税、资源税五大税种的资金占整个预算收入的

80%还强，这就使预算收入 40%资金上划给了中央，这

40%的预算资金短缺只能等到上级财政一级级的下拨

定额补助来解决。然而中央给予地方的定额补助并不

能定时足额到位，给贫困县的财政支出造成了严重的

资金短缺，有的乡级财政连续几个月无法开工资。如大

连地区普兰店市以往无上解任务，乡级收入全部留归

乡财政，已有 22%的乡财政收不抵支，实行“共享收入”

上解办法后，乡财政的产、增、营三大税种 50%上解给

中央，基本上是上解了预算收入的一半，乡镇的预算收

入主要来自这三大税，减少了乡财政预算收入的一半，

使乡财政收不抵支上升到 45%。不少乡镇连续几个月

无钱给职工开工资。乡财政解决资金短缺的唯一途径

是向市财政借款。而市财政已揭不开锅又怎能来解决

乡财政资金短缺问题，这给乡镇干部、职工生活带来了

困难。

根据上述问题提出以下两点改进意见：

一是中央定额补助要做到足额、及时拨给下级财

政，各级财政下拨不能克扣，拖延时间，以保证预算支

出的正常执行。二是对过去无上解任务的贫困县，实行

名义上划给中央资金办法，即实行“共享收入”上解时

贫困县只报表不实划资金，这样中央不需给定额补助，

也解决了资金不到位的问题，以保证各级财政预算计

划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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