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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资本稀缺和资本使用效率低

下并存，金融改革不仅要提高储蓄率，

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走金融资产总

量增长的道路，更重要的是金融改革要

从根本上变革我国金融结构，将计划经

济遗留下来的“政府主导型金融交易”

转化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型金融

交易”，真正建立起以市场为配置资金

基本手段的金融结构，提高资金的配置

效率。
从政府主导型金融交易到市场型

金融交易转变的途径是，将国家银行体

制内部的改革与国家银行“体制外”金

融发展结合起来，一方面要加快现有国

家银行和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造，使

之成为与市场型金融交易制度相融合

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要鼓励规范的

非国有银行、金融机构和直接融资金融

市场的发展，打破现有国家银行对金融

市场的高度垄断，克服国家银行的“惰

性”。
1.现代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既不

是单一的国有企业，也不是单一的私人

企业，而是多种所有制、多种治理结构

并存的混合经济。不同治理结构的企

业在不同领域发挥作用，从而克服市场

失灵和政府失灵两个难题，形成以市场

为基础的有弹性政府干预为保证的市

场经济体制，在金融领域同样如此。因

此，必须把国家银行的内部改革与培育

新的规范的金融交易主体结合起来。
2.国有银行的国家所有产权制度

是金融体制转型的主要障碍。如果仅

仅对国家银行的组织结构、管理方式修

修补补，而不对其产权制度进行根本性

的改造，就无法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

约束机制，不仅不能与市场经济体制相

融，国家银行也难以取得长足稳定的发

展，进而削弱其“主导”作用。国有银行

改革的滞后，还会使其在与其它金融机

构的竞争中采取不公平的手段（主要是

借助行政干预）来抑制其它金融机构的

发展，维护其现有的垄断地位。
3.只有非国有银行和非国有企业

较多地介入金融交易，才能更有效地突

破政府主导型金融交易关系，给予市场

因素成长的空间。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

产权主体的同一性，决定了他们之间的

交易只能是以行政权力为基础的“模拟”

市场，而不是不同产权主体间的平等市

场交易，只在国有银行内部改革难以形

成真正的市场型金融交易。非国有银

行、金融机构的培育和金融市场发育，会

提高金融市场的竞争度，从而促进原有

的专业银行提高经营效率。
（作者单位：北京市烟草专卖局 南

开大学）

财经评议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

适度从紧财政政策

之辩证关系

杨沫干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我国

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我们

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但是，这并不是改

变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对此，我们

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首先，要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

认识 财政政策的正确取向。财政政 策

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每一特

定的时期内，政府根据当时政治经济状

况，需要鼓励什么和限制什么，而采取

特定的财政政策。1998 年以 来，由于受

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以 及特大洪涝

灾害的影响，国内需求不足，在这种特

定情况下，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通过发行国债，增加投入，把 大量财政

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建设，以 刺激需求，

拉动经济发展。这既是宏观调节经济

的需要，实际上也是对“适度从紧”财政

政策的适度调整和补充，是“适度”灵活

性的具体操作，而并不是对适度从紧财

政政策的否定。
其次，要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来

认识 近期措施 与 中长期政 策的 关 系。
当前面对经济收缩，必须采取反周期调

节措施，通过扩张支出，刺激经济，以 促

进发展；在经济启动之后，就要相应减

少政府支出，以 避免经济过热，防止引

发通货膨胀，这是掌握应用市场经济规

律指导经济运行的一种策略措施。今

年我国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从

中长期来看，我们必须坚持实行适度从

紧的财政政 策，逐步 实现财政收 支平

衡，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财政工

作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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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要从事物矛盾运动的共性和

个性来认识中央与地方掌握运用财政政

策的重点。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是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决

策。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中央和地

方又各有重点。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中央

政府为调节经济总量和结构专门 实施的

宏观政策措施，目标和实施 范围都是特

定的。地方没有这个职责，不能层层扩

张。地方的职责主要是管好 用好中央转

移到地方的支出，使资金发挥出最大的

效果。地方各级财政要继续实行适度从

紧的财政政策，调整支出结构，保证重点

需要，大力压缩一般性开支，严格控制支

出规模，确保收支平衡。
（作者单位：广西河池地区财政局）

财经评议

小企业要作“小”文章

贺 鑫

小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解决就业

和满足市场需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随着经济的转轨和国际、国

内市场的变化，小企业的发展遇到了前

所未有的困难。笔者认 为，解决小企业

当前面临的困难，要充分发挥小企业的

自身优势，在“小”字上作文章。
小题大作。小企业不可小视，更不

可视“小”而不 为。首先，各级 党委、政

府要充分认识发展小企业的重要性，制

定保护和支持小企业发展的 法律、法

规，切实摒弃“放小”即“一放 了之，放任

自流”的错误认识，采取有效措施，为 小

企业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其次，政

府各职能部门要为 小企业的发展排忧

解难，搞好服务。金融部门要建立小企

业信 贷专项基金，为 小企业融 资提供

“绿色通道”。财税部门要对小 企业 实

行税收优惠政策，尤其是对科技含量高

的小企业在创办初期要给 予税收减免，

等等。第三，小企业 不应自卑。任何一

个大企业都是由 小 企业发展起 来的。
小企业要树立信心 ，从大处着眼，小 处

着手，审时度势，抢抓企业发展的机遇，

为向大中企业的发展蓄势待发。
小巧玲珑。在计划经济下，我国企

业担 负着繁重的社会职能，企业 办学

校、医院等，内部机构也与 党政 机关对

口设 置，形成了 庞大的社 会机构和冗

员。这些沉 重的社会负担是国有企 业

效益低下、经营困难的重要原因。小企

业应以 此 为鉴，在创办伊始 和逐步发展

壮大的过程中，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

要求，精设内部机构，优选管理人员，规

范企业运行机制。企业就是企业，企业

就要以 实现利 润最大化 为 目标。小企

业要除掉沉疴，轻装上阵，只 有这样，才

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
小心 谨慎。一是谨慎投 资。随 着

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我国买方市场

的出现，人们慨叹 ：市场无热点。过去

短缺经济，投资即可获利的时代已经一

去不复返 了。由于投 资决策失误 而使

企业陷入窘境甚至破产的事例，屡见不

鲜。因此，小企业投资，一定要科学决

策，慎之 又慎，防 止“三拍”工 程（拍脑

门、拍胸脯、拍屁股），否则，将为企业发

展埋 下极 大的隐患。二 是谨慎经 营。
目前正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秩序

紊乱，法制不健全，经济活动中存在一

些非法现象，小企业经营一定要谨慎，

稍微怠懈，就有可能掉入“陷阱”而难以

自拔。三是谨慎担保。为他人担保是

企业的或有负债，一旦债务人难以 还

款，将负连带责任。为他人担保陷入债

务纠纷甚至株连企业破产的案例举不

胜举，必须小心 谨慎，或者干脆不要为

他人担保。尤其是企业法人要警钟常

鸣，廉洁自律。
（作者单位：湖北省十堰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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