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滴评说栏目主持  戴开成

也谈刺激消费
郭松民

财
政部长金人庆日前撰文指 出：我

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国际

化加速的时代，市场潜力巨大，坚持以

扩大内需为主是我们发展经济的长期

指导方针，因此，“‘十一五 ’财政政 策

重点是刺激消费需求”。

消费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不

言 而喻的，没有了消费的拉动，整个经

济列车都将停止运行。把“刺激消费”

作为“十一五”期间财政政策重点，是

完全正确的，关键在于如何刺激？
在我的印象里，“刺激消费”不是

一个新的提法，从上个世纪 90年代后

半期就频频开始 出现在媒体上 了。当

时一个主流的判断是：中国人已经非

常有钱，银行里天文数字的存款可以

证明，但受“勤俭持 家”的传统影响，

大家都不愿意花钱，所以要“逼老百姓

消费”。于是“教育产业化”的政策出

台 了，“医疗 产业化”的政策出台 了，住

房制度改革的政 策出台 了……

这几招，可以说是招招 见血，全部

击中了老百姓的命门。因 为中国的老

百姓最爱孩子，勒 紧裤带也要让孩子

上学；中国的老百姓最孝敬 父母，宁可

自己 卖身也要为他们治病；中国的老

百姓最重视“安居乐业”，明知道会被

银行“按住揭你的皮”也要“按揭”买

房…… 然而 几年过去 了，我们听说 了

有 父亲付不起孩子的学费而跳楼的，

听说 了有垂死的病人因 为付不起住院

费而被 医院偷偷扔出去的，等等，惟独

没有听到“内需”被启动的消息。刚刚

出 炉的《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还在

言之凿凿地警告：由于内需不足，中国

经济的增长已经过分依赖投资与 出口 ，

容易陷入萧条，云云。那么，问题究竟

出在哪里呢？现在我们都知 道了，问

题出在中国的贫富差距太大了。银行

里的存款 虽 多，但 8 0 % 是属于

20% 的富人的，也有统计说 66%

是属于 20% 的富人的。不管这两

个数字哪个更准确，反正大部分

的钱属于少数人。由于富人的各

种消费，包括奢侈品和黄色消费

都早已趋向饱和，其消费的“边际

效用”接近于零，所以他们对“刺

激”的反应也趋于麻木。至于穷人

呢？在把有限的一点资金投放给

孩子的教育和住房之后，基本上

已经两手空空 了。即便侥幸还有

几个剩余的铜板，就更得小心 翼

翼地把它串在肋 骨上，准备应付充满不

确定性的健康和养老问题，怎么会舍得

轻易取下来消费呢？

所以 在我看来，启动中国内需的

关键其实是个缩小贫富差距和提供社

会保障的问题。只 要中国的穷人能够

享有“免于因为 贫困而失学的自由，免

于因为没有钱而得不到治疗的自由，

免于买不起房而流离失所的自由，免

于在退休之后陷于冻馁的自由”，则消

费无须刺激，自动就会蓬勃高涨起来。
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消费是天下最

容易的事，花钱享受谁还不 愿意啊，哪

里还用得着刺激？
（作者单位：空军指挥学院）

点滴评说
政府采购奢华之风当刹 何仁军

目
前不 少政府机关采购办公 用品时

往往求大求新，甚至互相攀比。

有些单位给所有的办公人员都配备 了

P4、80G、5 12M 的计算机，而这些近万

元的电脑 大部分只 用来打字；有的单

位买的高级印刷机只 是印一些文件。

有的单位本来没几个人，也在搞影像

会议室，装备背投，花大钱买回 来当摆

设。据财政部“政府采购中心”统计，

2004 年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
IT

产品 采购金额达 30亿元，比 2003年的

7亿 元增长了 300% 以上。另据 了解，

2004年政府采购的整体规模已经超过

千亿元，但因大材小 用造成的浪费就

占了近一半，加 重了财政 负担。

政府采购中的奢华之风，是一种

巨大的浪费。就拿同样的打印机而言，

A3幅 面的要比 A4幅 面的贵 3 - 4倍，这

其中的差价白花了不说，硒鼓的使用率

也不到一半，还增加 了更换和维修的成

本。为此，有关专家针对政府采购中的

奢华之风，一针见血指 出：政府采购中

的奢华现 象，关键是一些单位 为 了装门

面、搞花架子，花公家的钱不心疼，只

要有钱，就想着办法花，反正是政府集

中采购，钱不花出去也不归自己。
大家都知 道，居 家过日子，谁都会

精打细算。然而 ，一到单位，节约的人

也会大方起来。买电脑贪 大求全，办公

用品 两三年一淘汰，能买新的决不 凑

合用旧 的，好端端的东西说话间就进

了废品 站。要刹住政府采购中的奢华

之风， 关键要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制

度和相关法规。一方 面财政部门在编

制部门预算时，要根据单位工作职能

和市场行情，科学下达经费，从源头上

控制 奢华；另一方 面按 照国有资产管

理法规 ，制定出机关行政事业单位购

买 办公 用品 实施细 则，严格控制 购买

高端办公用品 支出，实行超支不补，节

余自 用，鼓励 节约；最后是国资、财政

等部门，要不 定期对各单位政府采购

的高端办公用品进行“绩效”评定，对

摆阔奢华的单位予以通报批评或控制

下一年度的部门预算经费，使他们不

敢浪费。
（作者单位：江苏省 无锡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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