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文摘

保经济增长不需减税

众所周知，经济萎缩时期，各国政

府往往要采取减税手段刺激需求。最

近韩国和日本相继宣布的减税计划，

正是基于这样的惯例。在我国，已经

出现要求减轻企业负担，通过减税来

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呼声。然而，

瞻前顾后，我们却不能也无法选择减

税。

这是因为，实行减税的必要条件，

一是税收拥有较大的作用空间，或起

码有可调节的余地。二是不致对政府

财政收支状况产生较大冲击，或起码

不会危及宏观经济的稳定。这两个条

件，我国目前都不具备。1997 年，我国

各 项 税 收 之 和 占 GDP 的 比 重 为

10.7%。这样的宏观税负水平，同多

数西方发达国家的 35% —40% 、中等

发达国家的 25% —35% 以及发展中国

家的 20% 左右比起来，显然是偏低的，

甚至相当低了。在税收的调节余地十

分狭小的情况下，税率上的任何削减

（哪怕是轻微的削减），都将对财政收

入产生重大影响，使本来就已相当困

难的政府财政雪上加霜。若再考虑到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本身即需要加大

财政上的投入，大量下岗、待业人员的

存在以及国有企业改革需要财政给予

相应支持，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分流

安置亦需财政拿出配套资金，等等，可

以说，目前税收规模的大小或增减，所

牵涉的已经不仅仅是或主要不是政府

财政收支范围内的事情，而是直接关

系到宏观经济稳定与否，甚或整个经

济社会能否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所

以，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不仅不能减

税，而且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保持一定

的税收总量和增长速度。这样做，同

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并不矛盾，相反，

它还是拓宽税收的作用空间，增强税

收的宏观调控能力，保证经济长期稳

定发展的必由之路。
（摘自 1999 年 1 月 18 日《人民日

报》 作者：高培勇）

财经文摘注意提高扩大内需的质量

扩大内需是一个数量概念，其本义

就是通过提高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来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如果只注意扩

大内需的数量，而忽视扩大内需的质量，

结果可能是速度上去了，人民生活并未

得到改善。因此要把经济增长同经济效

益、结构调整、经济质量有机地统一起来。
提高扩大内需的质量，主要工作在

投资领域，这里有两个方面应给予重视。
其一，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建立高科

技风险投资基金。我们已经进入知识经

济时代，未来全球经济竞争的主要方面

是知识经济、高科技经济的竞争。因此，

我们在以各种手段增加投资需求的同

时，应积极向高科技项目倾斜。但是，发

达国家经验表明，在高科技项目方面的

投资，风险极大，有关资料表明，其成功率

只有6% 左右。这也是在我国为什么早

就强调重视高科技，而高科技的产业化

一直进展不畅的基本原因。值得欣慰的

是，近年来，资本市场在我国有了长足发

展，资本市场的功能之一，就是运用基金

工具，为高科技产业化提供安全通道。
其二，对财政投资实行质量保证责

任制。目前，国务院对财政投资严格控

制在基础设施方面，这从根本上避免了

历史上每次投资热潮都形成大量重复建

设，从而资源浪费的覆辙。但是，应当提

出，财政投资在基层的操作层面上，可能

会出现偏离行为，例如，地方应配套的资

金不及时到位，有些资金被挪为他用，还有

的项目本身就既没有经济效益，又没有社

会效益。因此，应从各个环节入手，建立层

层责任制，责任制内容必须规定，违背了有

关要求时，负责人承担何种责任；更应规

定，由什么部门监督、识别和落实。
（摘自 1999年 1月 11日《经济日报》

作者：牛仁亮）

财经文摘刺激消费

需政策扶持

从总体上看，去年我国消费品市场和

服务业增幅不理想，很多消费品降价后仍

卖不出去，库存商品数量继续增加，许多企

业不得不限产、压产甚至停产，以致经济运

行产生障碍。为改变现状，启动新一轮消

费热潮，使消费需求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

展的强大动力，有关专家建议国家在今年

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为刺激国民消

费作进一步的政策调整。
第一，从长远利益出发，取消短缺经济

时期的一些限制消费的政策和措施，具体

说就是：取消一些限制消费的政策规定和

习惯做法；加速职工收入工资化、货币化进

程；采取适当政策，稳步发展消费信贷，目

前有些城市开展的购房、购车银行按揭已

取得一定经验，应大胆推广。
第二，建议针对当前或下一轮城乡居

民需求的热点加以政策扶持和引导，以形

成带动产业链良性增长的相关产业，从而

培育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比如，推动

住房商品化，加快发展房地产业；推动小轿

车消费；扩大农村工业品消费市场；扩大城

镇服务性消费。
（摘自 1999年 1月 7 日《中国消费者

报》作者：邹清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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