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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孙海呜

振兴财政的战略与政茉思路

当前，中央巳明确提出了振兴财政的战略目标。然而在
“

九五
”

期间要实现这一目标依然相

当艰巨。 根据我们的预测，在现行税制体系下，国家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将继续下滑。 若

要实现基本消灭赤字的目标，则总支出中的债务依存度，将从 1994 年的 18, 6%，上升到 2000

年的 32. 6% （以 1994 年支出占 GDP 比重为计算依据），或 41% （以 1991 年支出占 GDP 比重

为计算依据）．中央财政占国家财政的比重，能否在 1994 年、1995 年的基础上，继续提高，依然

不容乐观。 其主要理由是：第一，将一些同城市化与市场化发展密切相关的第三产业税种划为

地方税，会使中央财政所占比重下降。根据我们的测算，第三产业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远大于

第二产业。考虑到服务业的价格指数高千第二产业的特点，其税基的增长速率显然将快千第二

产业。第二，将国外中央税的主要税种，我国在今后五年中最易扩大税基的个人所得税，划为地

方税种，也会促使中央财政占国家财政的比重，在 1994年、1995 年的基础上下滑。 这样，财政

问题，很可能会成为
“

九五
”

期间，与衣业和通胀并列的三大经济问题之一。

分税制方案是一个能够初步解决我国财税秩序非规范的很好的改革方案。 但分税制着重

解决的是调整和变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并未触及长期存在的、导致财政收

入占 GDP 比重逐年下降的体制因素。没有配套体制改革，仅变动税率和增加税种是不够的。根

据我们的分析，造成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依然难以提高的体制因素主要有几个：第一 ．地方

政府的收入和实际经济利益的获得，并不单一依赖税收的制度依然存在，层次越是低的政府，

对非税收获益的依赖性越大。 在分级管理的条件下，目前的分税制方案，还并未向地方政府注

入充足的严格征税的动力和约束机制。只要政企未从制度上确保分开，只要现行的干部制度使

地方政府对属地的各种类型企业存有影响力，地方政府就能以低千征税的成本，介入初次分配

或
“

隐性
”

再分配，获取高于征税的实际得益。这样，放松监管、“藏富于民气滥用减免税权，就朊

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地方政府的制度行为。沿海发达地区的许多县和县级市，尽管其 GDP 很高，

但财政收入却只占 GDP 的 5 ％甚至以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第二，企业制度的改革滞后于

新财务会计准则的通行，为各类工资性项目、费用性项目和经营者
“

寻租
”

项目，在缺乏产权内

部约束的条件下，进入成本，侵蚀利润。与传统的会计制度相比，新财务会计制度如果不是建立

在内部产权监督严格的基础上，其自身对上述行为的抵制能力相当弱，其结果是，国家对亏损

企业不得不进行补贴，而效益好的企业却在初次分配的环节侵蚀税源。第三，时至今日，依然尚

未形成依法纳税的文化氛围和道德律令，税法的严肃性首先未得到相当部分党政官员的尊重，

更何况企业与平民百姓。在
“

逃税
“

非可耻的文化氛围和道德律令下，与行政区划重叠们 ·:·一飞

务组织、特别是依乡情与亲缘力强大的社区而建的税务组织，有效履行职责的难厅 ，'--'"

的。 任何一项法律缺乏道德支持时，其运作成本必然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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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速增长下的财政
＂

失血 ＂，所导致的国家财政的相对贫困化，将对
“

九五
”

期间的改革

与发展，带寀诸多不利影响：第一，国家财力不足，是公共产品牛产部门腐败的直接经济根源，

若党委、行政、司法、军队 、 菩察都不得不兴办产业或
“

创收
“

参与国民收八的初次分配以解决牛

存，经济体制的转型．就会因为缺乏市场交易公正的裁判和监督考而玻延缓 e 须知，权力机关依

赖财政再分配是保待公正的前提。第二，财政疲弱，将使宏观经济的调节更加依赖于金融手段

实际上，在
“

八五
”
期间，财政的调节功能相对金融来说．巳经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现在

的问题是机国的金融体系，正面临潜在的信用危机．这条脆弱的臂膀正面临被
“

搞活
”哎改革，

又何以独臂撑天！第兰中央财政承担转移支付和补贴的任务将加剧．前者弥补区域垫异求后者

将注八衣业、国有企业、甚至国家银行。 这样、若不能提高中央财政所占比重，极有可能会使中

央财政成为高度依赖债务收入的
＂

债务财政
” ，以及支出所对应的

“
吃饭财政 ”、“转移支付财政”

和
“

补贴财政
＇
人支出的刚性且具有增大的趋势．与收入的不确定性、将便这种平衡相当脆弱。

因此，振兴财政 一一提高国家财政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占国家财政的比重，是事关

“九五
”
期间，国家经济衬会稳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 振兴财政，不仅是财政部门

一家的工作，它应成为
“

九五
”

期间党和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之 一 。 振兴财政的途径，应标本兼

治，即通过依法治税在现有税源的基础上提高实际征得税额：通过发展扩大现有税基；通过改

革增辟税渊和非税收财政收入， 为此，“九五 ”振兴财政的战略目标，应是： （、1)财政增速不低千

GDP增速与通胀率之和；＠到2000年，力争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恢复到］991年的

14. 5％的水平；＠中央财政占国家财政的比霓，不低于199t年的水平；个新增国债规模，控制

在3％的Gl.）P以下：＼句财政总支出占GDP的甘重，保持在199]年的1?％左右；＠逐渐恢复和

加强财政欢宏观经济的调控功能。 为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建议：

第一，党内统一思想．正确认识财政对围民经济、社会稳定与协调苟展的重要性｀纠正长期

存在的将财收集中与市场改革相对立的错误观念，律议全党和各级政府．就财政与付展、改革、

开放的关系，举行大讨论；建议中央和各抽方常吞以贯彻税淕为主题，举行全会；建议国务院和

各地方行政部门召开以财政间题为核心的经济［
．

． 作会议可顷中土和各地方？扫佥监察部门．

以确保依法纳税，作为“
九五 ”

工作重点之- :律议中臾和各地方宣传部门4“纳税与公民义务、

纳税与爱国主义为主题，掀起普及税法知识的执潮，

第二，利用GDP总额、人均收入、产业结构等主要参数与财政收入的关联性．设计 一套标

准的评价考察地方政府财政工作绩效的指标体系令作为政纯的评估参数之 一 。 可通过标准抽

祥、研究分析等环节、根据不同地区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确立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标准

参数通过试验后下达贯彻。

第三．切断税务组织与同级政府的人事与党各联系建立和完善从中央到地方乡镇和城市

中街遵的金字塔型的国税体系，负责统 一征收全部税源凋地方税和分享税的年按规定解交地

方财政。 税务组织的负责人实行定期轮换制，同时建立税务督察制陟

第四，将个人所得税划归为中央税•.当前划转条件适官 f 若待个人所得税税某做大、且在地

方政府收入中占有较高比重时令调整的难度将增大个人所得税划为中央和．既庌合国际惯例，

也有利于提高公民对中央政府的认同感和责任感。待人均收入持高和现代信息技术投入后．其

征税成本会大幅下降，． 建议结合申报体系的完善书五开空和设计个人所得税倌慰卡飞程，银行应

堆行存款实名制．个人收入的获得．应推行领取人写炉叶F乌月牙洷t的「甲肺）

汒］i.. ｀在册值税体系有待宇裨的过程中，钟议将咦｀｀I�税卢吆为中屯与地卞共亨税｀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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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得30~40%，地方得70~60% 0 考虑到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迅狂丁以人均收入和城市化水

平的高低，作为判定依据。 布的则可作为分享税，低的仍可作为地方税 。

第六．对
“

九五 ”期间、各地正酝酿出台的、承担社会保障职能的“工薪税气以确立为中央与

地方共享税为官勹因为各地工薪差异较大，而保漳实际支出却主要由人的密集程度等自然因素

决定，同时低薪也经常意味若劳力资源更丰富，失业的可能性更大。 因此，中央政府必须以转

移支付的方式参与平衡。

第七，对尚未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改制的国有企业，由财政和税务部门加强对其财务收支的

监督痄i弹性的核定费用支出比例作为企业制定预符的依据。 同时，加快现代企业制席的改制

步伐，尽快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内部的产权约束机制。

第八，在确保国有资产保值与增值的前提下，通过吞吐国有资产来平衡财政。 建议建立国

有资产交易的特别预符，确保交易收益以各种方式再投入到资本形成中．使总社不减。对铁路、

高速公路、码头、机场、大桥等财政历年投入的基础设施，在确保国家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参

照土地批租．将使用权与经营权依 一 定年限｀一次性出让给境内外企业或地方政府，其收入可

纳入建设财政预符．以扩大财政来源。

第九、财政建设支出应以直接投资为主．转变为充分利用境内外资金以财政贴息和棍供借

款担保为主，这样．1000亿的财政投资大约能调控和影响大千其10倍的投资总额、 这实际 I.:

扩大了财政的功能性容扯同时也有助千引导银行资金流向国家急需发展的部门和项目中介

第十．增开环境税作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原则上｀对企业废气、废水排放征收的排污税作

为中央税；对家庭生活用垃圾排放、含铅汽油的汽车污染和企业废渣排放，所征收的污染税，仵

为地方税。 城市和乡村企业一视同仁，但在税率上可实施差别化。 对落后地区的乡村企业，可

暂时减免。 另外，对商业营利性无线信息传播的受益主体，开征环境空间资源占用税。

·书刊介绍·

《日本公有企业的民营化及其问题》一 书公开出版

自本世纪PO年代中期以来，H本公有企业的民 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虽然不大，却也

怀化取得 r 令世入弑目的成果，这对我国经济体制改 遍布邮政、通讯、运输、金融、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由

,1”或许有不少参考价值．新近由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 千缺乏经营自主权，人浮于书，效率低下，加上受到政

心编侈、上海财夕令人学出版社出版的《H本公有企业 治因素制约，日本公有企业逐渐积重难返。 为改变这

的民让化及其问题）） 书，即在这方面进行 r 有益的 种状况，政府咨询机构 一一 临时行政调查会对日本公

探索。全书共分11．个部分； 、H本公有企业的历史考 有企业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作J
一

调介，井在此基础

察；二、战后日本公有企业的作用与机能；二、日本公 上逐步对专实、电器、国铁＿．家公日1实行｝
．

民营化．日

有企业民营化及其成果；四、西方主要国家公有企业 本公有企业改革经验，特别是在政府有计划组织下的

民背化的比较；在、日本公有企业民营化及中国国有 国饮改革校式．巳受到各国的广泛可视，

介业的改尔 勹 这开个层次从各个角明．在较为广泛的 其次．该书将日仁公有令\V的民轩化齐千节个西

背护下、（扫！乍公有企业作j
于

全面系统的介绍和研 方国家的背保之下，井片当前中！订1可有企业改革进行
究｀ 了有机的联系。 其中，就中闰现阶段改革所树出的各

首先上书用较大的岱帐分析了二战后日本公有 种问题与建议，也是较为深层次的．

企业的让飞、积弊及其改革过程和几接成果。 日本公 （黄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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