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文摘

迎接知识经济的方针

李京 文在《当代财经》1999 年第 2

期上撰文指出我国迎接知 识经济的 方

针：既要 高瞻远瞩，努 力追 赶，又要从

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具体讲，就是 10

个并举：（ 1）在经济发展模式 上，工业化

与信息化 并 举 、物质（工 业）经济与 知

识经济并举；（2）在经济增长的方式上，

支柱产业 、新兴产 业 量的扩张 与整体

经济 依 靠 科技 进 步实现质的提 高 并

举；（3）在技术发展模式上，自主研究开

发 与有 重点地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

并举；（4）在产业发展模式上，积极实现

高新技 术 产 业化 、加速 发展高技 术 产

业与用高新技术改造提高传统产业并

举；（5）在城乡发展模式 上，提高城市化

水平与 发展农村城镇化、大 力 建 设小

城镇并举；（6）在市场开发模式 上，全 方

位开 辟国际 市 场与促 进国内 市场成

长、更多依靠内需并举；（7）在对外开放

上 ，积极 与国际经济接轨和注意国家

经济安全并举；（8）在区域经济 上，继续

发挥东部沿海地区优势和加强对中西

部扶植，逐 步将经济增长 重心向中西

部推进，实现区 域协调并举；（9）在发展

知识经 济的 布 局 上，支持北 京 、上海 、

深圳等少数科技实 力强 、高技 术产业

基础好的城市优先行动和全国 普遍进

行观念更新并举；（ 10）在宏观经济管理

上，充分 发挥市场机 制作用 与适 度发

挥政 府 在 宏 观经 济 调控中的 作用并

举。

财经文摘
制约转移支付效率的因素

1 .从中国的现状分析，如果转移 支

付的规模安排过大，与传统体制 和做

法反差太 大的 话，势必 会影响各地区

和发 展经 济的 自 主性 和 积 极 性。因

此，必须本着实 事求是的精神，科学地

选择适度规模，有计划 、有步骤地推进

改革的进 程，避免“一抓就死，一放就

乱”的状况再次发生。

2.转移支付资 金 周转慢，逐层划拨

链条过 长，严 重影响资金的使用效益

现行转 移 支付资 金运 行 模式，是中 央

“两税”（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自 下而

上逐级 上 解，税收返 还资 金 自 上而 下

逐级调拨。这 就造成 了数额巨大的预

算资金处于 长期的“迂回旅途”之中，

而使原本紧张的资金供应更加困难。
3.政府预算体制尚不统一，降低 了

转移支付的有效性。政府 在 承担 了一

些不该由政府 承担的经济建设任 务的

同时，又把一些应由政府 承担的公共

职能转移给 了企 业 和社会。政府预算

的现状，为准确 了解地方的财政收入

能力和 支出需求造成 了很 大障碍，也

为因素法确定转移 支付均衡拨款的范

围和额度增加 了难度。
4.扩 大转移 支付的规模和范围，打

破地区之间 苦乐不均的状况，会或多

或少地改 变 原有的财政 分 配格 局，从

而必将会因 为 调整地 方的既得利益 而

遇到各种阻 力。

5.资金挪用和地方截留是我国目

前转移支付资 金渗漏的主 要形式。这

些资金的渗漏，都形成 了转 移 支付的

成本，严 重地损害 了转 移 支付效率的

充分发挥。
（摘自 1999 年第 3 期《 上海财税》

  作者：张鸿羽）

财经文摘
1999 年经济工作

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 .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居

民收入。必须注意从调整收入分配关

系入手，提高最终消费率，逐 步把过高

的积累率降下来，使 居民的收 入 和消

费水 平能 与国 家的 生产能 力相适 应，

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循环。
2.投资消费双向启动，加强启动消

费力度。无 论 从短 期还 是 长 期 来 看，

扩大内需都需 要注 重投资需求 和消费

需求，而 且从 长期来看，归 根结底最 重

要的还是消费需求。
3.全面落实财政政策，有效用好财

政资源。国家财政投资除了 对基础 设

施建设投资之外，还应当适 当 考虑对一

些有较好技 术基础和较好市场前 景的

国有项目适当投资。还应该通过 各种

方式带动全社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加速中小城镇的建

设和发展。
4.稳妥落实各项改 革，稳定居民未

来预期。各项改 革的时机选择要 考虑

宏观经济形势，恰当安排，以 利于保 证

必、要的消费和投资需求。
5.发行 专项建设国债，发展开拓资

本市场。为了 将国债的发行数 量控制

在国家财政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同时又

能够集中足够数 量的资金投入建设项

目，可以 考虑采取发行 专项建设国国债的

办法。此外，应该 考虑有计划地允许地

方
方 发行一定数 量的政府债券。

（摘自 1999 年 4 月 19 日《经济 日

报》）

财经文摘从新的需求认识高等教育

新视角之一：迅速增加高层次 人才

资本存 量应成为国家发展政策的战略

性 考虑。大 力发展高等教 育事业，培养

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 千万 计的

高 素质专门 人 才，发挥我国巨 大人力资

源的优势，促进教 育 与经济 、社 会 和科

技 更紧密地结合，才能为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 才保障和技

术 支持。
新视角之二：就学需求是高等教育

发展的主体导向。高等教 育的总供给

滞后于社会需求的 矛盾日 显突出。社

会和家庭对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是推

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强大动 力。
新视角之三：拉动即期经济增 长和

扩大内需的新领域。在现实 上，高 等教

育需求已成 为国内居民 重要的消费热

点，已构成 重要的投资领域。从 另一个

角度讲，发展高等教育将有力地推动现

实社会消费。
（摘自 1999 年 4 月 9 日《中国经济

导报》  作 者：李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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