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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 下的

财源建设

莫连营

相对于计划经济下的财源建设而

言，“公共财政” 下的财源建设应该是

全方位、高层次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财政资金投入方向公共化。财

政资金投入在首先保证公教人员工资、

政权机关正常运转等“份内”的事外，

应侧重于解决市场失灵的领域。对地方

财政而言，要侧重于以下几点：一是通

过扩大社保范围、提高社保深度等途径

做好社保工作，为国有经济的发展解除

后顾之忧，为各种类型的经济成份共同

快速发展创造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这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也是财源建设

不可或缺的。二是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尤其是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等，提供社会公共产品，解决各类产

业、各类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为

经济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三是通过支持

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提供社会战略产

品。高新技术代表一个国家和地区将来

的竞争力高低，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但其固有的风险性也使部分民间投资望

而却步，政府除利用政策引导民间资本

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外，财政部门应在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中占有一席之地。四

是大力加强科技、教育投入。未来的竞

争关键是靠人才和产品，人才靠教育，

产品靠科技。我国已树立 “科教兴

国”方针，财政要始终不渝地支持这

一伟大战略， 动摇不得。但山于科

技、 教育又具有一定的 “消费性”，

属于 “准公共产品”， 其资金也不能

全由财政完全包下来解决， 应注重吸

引民间资本。五是利用破产、 兼并、

产权转让等多种形式， 使国有资本集

中到优势产业之中。 同时， 今后应禁

止财政独资兴办竞争性企业， 充分发

挥市场机制在这一领域中的基础性调节

作用。总之，“公共化” 的核心就是

真正将财政定位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

服务，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生产、

经营环境，促进全社会经济效益的普

遍提高，在此基础上， 必然会有财政

收入的较大增加。

（ 二）财政 支持范围 社会化。在

符合财政资金投入方向的领域， 其支

持的范围应是各种类型的市场经济主

体，牢固树立 “大财政、 大财源”的

思想，真正从过于侧重培植公有制经

济向培植以公有制为主休、 多种所有

制经济成份并存的复合型财源转变，

维护和鼓励不同所有制经济成份之间的

公平竞争，促进经济全面发展。当

然，这种转变有赖于财政部门思想的

进一步解放， 有赖于对以往财政政策

的不断修订。

（三）财政支持手段政策化。在

符合财政资金投入方向的领域，在财

政支持的范围内，其支持的手段必须

由以往的 “临时动议” 向侧重于财政

政策宏观引导转变。通过深入调研，

科学决策，制定出有前瞻性的支持经

济发展的财政政策， 向社会各类经济

主体鲜明地表示财政支持什么，不支

持什么，限制什么，从而更好地发挥

财政政策的宏观导向作用，提高财政

政策的透明度。实现支持手段政策

化，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财政政

策要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二是财政

政策要在科学规划、 严密论证的基础

上制定， 增加政策本身的科学性；三

是政策制订过程要公开、 透明、 民

主，吸收民主大众的意愿；四是充分

发挥政府采购的规模优势，有效地调

控经济， 引导政府支持的产业加快发

展；五是继续深化预算管理改革，滚

动支持项目发展。

（ 四 ）财政资 金使用方式多样

化。在符合财政资金投入方向的领

域，其使用方式应追求多样化，要注

重运用贴息等手段启动社会资本投入到

政府倡导的领域， 发挥财政资金的乘

数效应， 共同把有效投资的“ 蛋糕”

做大。

（五）财政监督管理全程化。财政监

督和财政管理不仅可以促进财政收入的

增加、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和财政效益

的提高，而且有利于整个社会效益、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提高，给财源增加

带来的好处是长期的和不可估量的。因

此，必须从战略的高度转变以往重财源

建设、轻财政监管的现象，做到监管全

程化，将财政监督与管理寓于财政日常

收收支支的各个环节。要做到这一点，

一方面需要通过立法提升财政监督的法

律地位，重塑财政监督的权威性，使其

有具体的、操作性强的法律可依；另一

方面，需要根据财政工作的实际，通过

加强法制建设，细化财政管理的各个方

面，使财政管理的各个步骤都生动、具

体、 可行。

（作者为河北省唐山市财政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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