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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财税改革有啥大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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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坚持授权者要负责监督？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

简称《准则》）提出：“坚持授

权者要负责监督，发现问题

要及时处置。强化上级组织

对下级组织特别是主要领

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

防止权力失控和滥用。”这

是党委（党组）履行好党内

监督主体责任的重要内

容， 也是新形势下对权力

运行加强制约和监督的重

大举措。

权力运行之所以需要

制约和监督， 在于权力自

身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权

力具有强制性、 整合性和

目的性， 同社会公共利益

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权力

又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变

异性和腐蚀性， 很容易和

私利联系起来。 权力一旦

被缺乏正确权力观的人所

掌握， 而这些权力的运行

又缺乏制约和监督， 就非

常容易变成个别人谋利的

工具。

权力运行是动态的。

要保证权力的运行始终在

正确的轨道上， 就要强化

对权力全过程的监督，包

括对权力的授予、 行使和

运行结果进行监督。权力的

授予主要体现在对干部的

选拔、任用和调配上，坚持

授权者要负责监督，就是强

调党委（党组）对党委常委

会委员（党组成员）、党委委

员，同级纪委、党的工作部

门和直接领导的党组织领

导班子及其成员承担监督

责任，选人用人管人不可偏

废。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即

使是提拔任用的好干部，也

不能放弃监督。《准则》特别

强调提拔任用干部的部门

和领导，对所提拔任用的干

部负有监督责任。现在一些

地方和部门存在的问题是

选人的人不管人、 不监督

人，有的党委对主体责任认

识不清、落实不力，没有把

党风廉政建设当作分内之

事；有的不敢抓、不敢管，抱

着“鸵鸟心态”，唯恐得罪人

丢选票， 对错误思想和作

风放弃批评和斗争， 搞无

原则的一团和气； 有的疏

于管理和监督， 放任一批

干部滑向腐败深渊； 有的

任命干部时当仁不让，平

时对干部却放任自流，出

了问题推给纪委。 针对这

些问题，《准则》 特别强调

各级党组织必须按照党章

要求， 把对下级党组织的

管理和监督、 对党员干部

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管

理和监督，尤其是在行使权

力方面的管理和监督，在标

准上严格起来，在内容上系

统起来，在措施上完善起来，

在环节上衔接起来，做到不

漏人、不缺项、不掉链，加强

对干部的日常管理，及时了

解所管干部的思想、工作、生

活状况，抓早抓小，使存在的

问题能及时发现，发现的问

题能及时解决，避免权力失

控和滥用、 小问题演变成

大问题。

（据新华社报道）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对2017年财税体制

改革定了调： 落实推动中

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 加快制定

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总体

方案， 抓紧提出健全地方

税体系方案。 为了完成年

度任务， 财税改革该往哪

儿使劲？ 有哪些难点和痛

点？ 针对公众关注的热点

问题， 记者采访了有关部

门和专家。

剑指乱花钱与乱举债

“在国家治理中，财税

体制始终发挥着基础性、

制度性、保障性作用，可谓

牵一发动全身。” 中国财

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表示，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

革，最重要的任务有三项：

改进预算管理制度、 完善

税收制度、 建立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

度。从目前来看，前两项

任务进展明显，很多改革

措施已经落地见效。

预算是公共财政的

基石，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是深化财税改革的首要

内容。抓住预算这一“龙

头”， 就等于牵住了改革

的牛鼻子。这两年，预算

管理制度的大框架已经

搭起来了，财政资金管理

越来越规范，预算公开迈

出新步伐，地方债务风险

的“缰绳”越勒越紧。

比如，完善政府预算

体系，是改革的一项重要

内容。2016年两会上，“国

家账本”中的四大预算齐

“亮相”， 一个定位清晰、

分工明确的政府预算体

系就此建立。按照新《预

算法》要求，政府的收入、

支出和债务，全部纳入预

算管理，从根本上解决花

钱不到位和“乱举债”的

问题。

同时，加大各预算之

间的财力统筹，将政府性

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资金，更多地调入一

般公共预算。我国政府预

算体系包括四本预算，各

有侧重和分工。 相对而

言，一般公共预算和社会

保险基金预算主要涉及

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

障，与百姓的切身利益直

接相关。“将资金更多地

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意味

着公共财政实力增强，政

府可以更好地保障百姓享

有的基本公共服务。”中央

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管理研

究所所长李燕教授认为。

预算公开透明， 百姓

才能了解财政的钱花到了

什么地方， 花得是否合理

到位。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

介绍，2016年，我国预算公

开迈出实质性步伐， 预算

公开法制框架基本确立。

除单独公开“三公”经费预

算外， 公开范围由一般预

算拓展到政府性基金预

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由

单独公开部门收支预算拓

展到公开部门职责、 机构

设置、机关运行经费安排、

政府采购、国有资产占用、

预算绩效等情况。

政府预算体系进一步

完善的同时， 税改也成效

显著。“税制改革和减税政

策， 不仅直接降低了企业

税收负担， 有力地支持了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且

助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和企业转型升级， 对稳定

经济增长和增强市场活力

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国

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局

长王军表示，2016年营改

增全面推开， 改革总体运

行平稳、渐行渐好，成效好

于预期。 全年累计减税超

过5000亿元， 所有行业税

负只减不增的改革目标如

期实现。

央地关系调整更精准

“作为深化财税改革

的三大任务之一， 划分中

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相对滞后。当前，中央

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

亟待精确落地。”中国社科

院经济所所长高培勇认

为，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的三方面内容， 不是简单

的并列关系， 而是有机联

系、相互贯通的统一体。如

果一个方面的改革相对滞

后， 不能与其他两个方面

步调一致、形成合力，则会

影响改革的总体效应。

那么， 央地财政关系

应当如何调整？ 中国财政

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

为， 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 是今年

财税改革的重心。 首先要

界定政府边界， 明确政府

和市场、 政府和社会关系

之后， 再来划分央地间财

政事权， 进而再确定央地

收入划分、 健全地方主体

税体系。

“央地关系调整的传

统思路是下移财力， 这是

不对的。 未来应该上移事

权和支出责任， 哪些事权

上移， 这要做大量细致工

作，需要持续推进。”刘尚

希认为， 地方政府支出占

全国财政支出比重， 现在

已经超过85%，中央本级支

出不足15%。中央支出比重

如此之低， 导致中央对地

方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

有一定的风险隐患。

“深入推进财税体制

改革， 要按照构建现代财

政制度的要求， 加快理顺

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 在一些领域取得

突破性进展。”财政部部长

肖捷表示。 国务院已经出

台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

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

指导意见， 明确了改革总

体要求、划分原则、主要内

容。 今年将加快制定中央

与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

案，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

收入范围， 健全地方税体

系，推动形成权责利清晰、

更加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

方两个积极性的财税体

制。

减税降费仍是主基调

“现在制造业的利润，

差不多也就是5%左右，这

费那费一多，企业很难承

受。降成本，首先要把费

降下来。”全国政协委员、

会计审计学家张连起认

为， 大规模减税降费，对

实体经济肯定是利好，负

担轻了，振兴的动力才会

更足。

减税降费仍是今年财

政政策的主基调。 大力实

施减税降费政策， 进一步

减轻企业负担， 有利于发

挥减税政策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积极效应。 具体措施

包括： 继续落实并完善营

改增试点政策， 扩大减税

效应； 落实好其他已出台

的减税降费政策， 研究实

施新的减税措施。同时，进

一步清理规范基金和收

费，再取消、调整和规范一

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公开中央和各地收费目录

清单。

减税方面， 营改增将

继续担当重任。专家预计，

今年营改增减税规模将进

一步扩大， 有可能达到

7000亿元。因为，去年营改

增全面推开是在5月份，时

间只有8个月。2017年则是

一整年， 四大行业减税存

在翘尾因素， 不动产纳入

抵扣也有翘尾因素。 两个

“尾巴” 一翘， 全年减税

5000亿元就打不住了。

如果前几年大家谈个

税主要是从收入角度看，

现在则更注重公平性，应

该从家庭支出负担角度考

虑，因此“增加专项扣除项

目” 就成了近两年讨论个

税改革时的高频热词。专

项扣除的可能性、 扣除项

目的设计以及扣除额度的

核算方式等， 都成为个税

改革的焦点。

“在修订个人所得税

法的基础上， 应研究决定

专项扣除可能的方向。具

体讲，就是通过建立‘基本

扣除+专项扣除’ 机制，适

当增加专项扣除， 进一步

降低中低收入者税收负

担。”张连起说，比如在现

行3500元和三险一金基础

上， 去年已在31个城市试

点商业健康保险扣除政

策。下一步，根据社会配套

条件和征管机制的完善程

度， 可适当增加专项附加

扣除项目，比如，再教育支

出、赡养抚养支出、首套房

贷利息等支出， 以此降低

中低收入群体税负。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