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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税制改革对县级财政的影响浅析

中央决定从1994 年起在全国全面推行分税制， 这项巫大改革举拈， 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关系，

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县级经济是我国地方经济的芷耍环节， 分税制改革的推行， 无疑也
会对我国县级财政经济的发展带来影响。 本文试扰分税制改革的背炽、 分祝制改革对我国县级财政经济的
影响以及县级财政工作的对策作一简单的分析。

一、 分税斜改革的背景
找国财政体制的改革， 主耍经过了 1980~1984年的划分收支、 分级包干， 1985~1987年的划分税种、

核定收支、 分级包f, 1988年以后的收入递增包干等三个阶段。 应该承认， 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 “ 分灶吃

饭“ 财政包干体制， 对调动地方积极性， 促进我国经济发辰起了虫耍作用。 但它存在若以下儿方面的缺
点1 一 是制约中央财政不能与经济发展同步坰长， 严玉阻砃丁中央财政调控妘观经济及其他职能作用的正
常发挥；二是滋长了地方本位主义、 诸佼经济、 重复姓设， 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三是分灶

吃饭的依据（各地方的财政收支基数）不科学， 形成地区分配不均， 拉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因此，

头行分税制改革是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耍求， 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耍求改革的步伐适时加快， 分
税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用分税制取代我国现行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 “ 分灶吃以“ 凶财政谄埋体制， 朵仗财政体制适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耍求的 一 次根本性改革，是解决新旧财政体制摩掠， 加强宏观经沂稠扣， 保证经济协调稳定
发展， 摆脱当前中央财政经济困境的正确决策。

二、 分税制改革对县级财政经济的影响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 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较大的不平衡性， 去级经济的发展水平更加参差

不齐。 一般而言， 实行分税制改革对县级财政经济的影响是利弊共存， 有利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分税制改革将逐步咸少政府行为在企业经营中的作用， 使企业加快走向市场化的道路。 分税制完
全打破了现行包干财政体制的格局， 不论是哪一 类型企业， 其上缴的财政收入均按税种划分， 而且主体税

种都山国说局征收， 这就解脱了企业和政府目前存在的依附关系， 也就基本上使地方政府丧失了对企业的

干预能力， 把企业逐步推向了自主经营、 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市场化轨道。
2. 分税制改革将进一 步明确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 在现行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体制下， 孩算

内企业不仅没有上缴财政收入反而由财政补贴的情况时有出现， 其原因就在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
不规范， 企业与政府之间讨价还价和变通承包的结果。 因此， 企业利润的分配只能是与分税制改革相配套

的税利分流体制。
3. 分税制改革将进一 步埋顺县级财政祝务关系。 财政包干体制下的县级财税关系基本上是协调的。

但确实也有诸多不顺之处， 突出表现为税收计划与财政预赁的不协调。 在包干财政休制下， 税收计划属条
条管理， 而财政预算属块块管理， 在条块关系不顺的时侯， 税收计划往往与财政预算不一 致。 经常出现税
收超收而财政短收的局面， 进而出现了税务机天耍求咸免、 退积， 财政机关耍求积极收缴入库的矛盾状

况。 此外， 目前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税收收入都由 一个税务机关征收也造成财政与税务部门在某些税收统计

口径上的不一致， 不能及时准确地为县级财政决策提供有效依据。
分税制改革将解决这些矛盾和问匙。 一是税务机构改革后分为国祝局和地税局， 地税局由条条管理为

主变为块块管理为主， 县级财政预算的法伴效力将具正得到体现。 二是地方税务局专收地方税， 与财政颓

算中的税收计划完全一 致， 有利千及时准确提供县级财政预釬执彴信息， 帮助县级政府正确决策。 三是分

税制后主体悦种变为中央财政固定收入井由同税局祈收， 地方政府无权进行减免， 有利于未来市场经济休

制下地区间经济发展中的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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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度看， 分税制改革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各级地方政府， 无论对全氏

的经济发展还是县级经济的增长， 都是利大于弊的。 但是， 从局部看或从目前看， 由千旧体制作用的淆厢

性， 分税制改革对县级财政经济也有一 些不利的影响， 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县级财力增长将有暂时的困难，依附性更强了。 分税制改革后， 一些原有的稳定增长的收入将斐

中到中央， 风怜性收入、 零散性收入将实行共享或列为地方的固定收入。 从目前我国税制结构看， 流转税

作为主体税种， 是比较稳定、 数额较大、 征收客易的税种， 中央全部或大部分拿走， 有利于保证中央某中

收入和稳定增长。 一 些零散、 征收难度大、 数额小的税种留给地方， 县级财力将十分有限， 而且增长也很

困难， 今后只能依附于上级政府 ＇｀ 过日子 ” 。

2. 一 些县级经济将背着沉亟的包袱进入，趴体制， 县级财政运们将会更加艰难。 实行分税制后， 找囡
一 些基础差的县级财力所剩无几， 经常性开支大部分得靠上级补助来维持， 资金1闷度将会更加紧张， 旧休

制遗留的包袱会因财力不足无力逐步解决， 县级财政的运行将会更加艰难。

8. 发展县级经济， 培植财源的积极性将会受到 一 定影响。 改革开放后的财政邑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

调动了发展生产开辟财凉的积极性。 一些县为了增强财政后劲， 节衣缩食， 压缩非生产性开支， 挤出负金

扶持县乡企业发展。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财税包干体制下的减

免政策， 乡镇企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保证了县级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分税制改革后虽然中央也考忠到地方

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但县财力增长毕竞受到限制， 也难以再挤出更多的资金扶持县乡企业发展。

4. 扶持企业发展增加的税收上缴中央财政， 企业还贷能力将减弱， 沉重的侦务负担难以承受。 近几

年一 些县乡经济发展较快， 县财政收入稳定地大幅度增长， 主耍得益千对县乡企业投入的增加。 这些投入

都是有偿的。 为了减轻企业债务负担， 各地对新建的乡镇企业一般都采取减税让利还贷政策。 分税制改革

后， 地方无权减免屈寸中央固定收入的税种， 企业靠税后利润和折旧基金等还贷的能力显然将会减弱。

三、 分税制改革后昙级财政工作的对策

如上所述， 分税制改革将给县级财政带来一定影响， 但也将给县级财政的建设与发展带来机遇。 应当

把握机遇， 适时调整思路， 努力促进地方财政经济工作早日走上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轨道。

1. 积极做好财政收支工作， 力争收支平衡。 一是下大力气解决企业欠税问题， 这是完成和超额完队

年度财政收入的关锭。 二足加强税收管理， 严格控制减免税收。 三是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严格控制社会生

团购买力。

2. 适时调整地方财政与企业的关系。 分税制改单给地方财政如何开辟新财妳提出了新的课迎。 笔者

认为在开辟新财掠问题上地方财政应适时调整投资方向和投资结构。 财政信用资金的投向应由现在的对工

业企业基本建设和挖潜改造为主转变为对工＼廿企业的齿新技术改造和农业、 第三产业投资为主。 财政对企

业的支持主耍是通过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来协调和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 促进县城经

济不断发展， 财政实力不断壮大。 在对企业的财务管理与监督上耍逐步减少直接管理和监督的方式， 建立

起由会计师事务所等代理机构审查企业，财政审查会计师事务所的社会服务和监籽体制。

3. 完善财政预算管理制度， 强化预算约束， 充分发挥财政负金的使用效益。 分税制改革后， 县级财
政首先应加快实施复式预算， 对经常性预算实行硬约束， 严格以收定支， 不得随意追加， 在此基础上集中

财力促证建设性孜算。 应细化预算编制内客， 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顶算编制经验， 把财政收入预算编到

各企业和单位， 财政支出执并编到各具体项目。 除人代会批准外， 任何部门、 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变动收支

预算， 以充分体现县级财政预算的法律效力。

4. 抓住机遇， 调整机构， 理颠财政和税务关系。 拟建中的县级税务局应与财政局合并为财税局， 人

员从现有财政局和税务局各出 一部分。 合并后的县级财税局将使税收计划与财政预算一致， 包干财政体制

中存在的财税矛盾将得以协调， 县级政府的财税关系得以理顺。

5. 加速建立和完善预算外资金管理体系。 在分税制改革后新的收入分配格局下， 仪靠桢算内提供的

财力将远远不能满足改革开放和经济加迪发展对财政资金的需耍。 县级财政耍在扩大资金渠逍， 综合运用
社会财力上继续进行大胆改革和探索。 可以进一 步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扩大预算外收入米椋和预算外专

户存储范围；完善财政信用资金管理制度， 扩大财政信用资金投放总叭成立专门机构加强行if炉｝业性收

费管理， 开辟祈的财税和融资渠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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