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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财政政策

确保增长与稳定

1998 年财政政策的主要特点是采取

更加积极的财政措施，加大对基础设施

建设的投入力度，以有效地启动经济；通

过增加投资来弥补出口和消费对经济增

长贡献率下降所带来的需求缺口。1999

年要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可能将会面临更为严峻的国内国际和复

杂多变的局面。稳定经济的难度与 1998

年相比可能有增无减。全年财政政策的

思路仍然是围绕确保增长与稳定，在

1998 年财政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1.继续支持基础设施投资，实现扩大

内需的要求。基础设施是投资周期较长

的投资项目，只有一 年的财政投入是不

够的，引导民间投资于基础设施是必要

的，同时要通过综合配套实现投资回报。
2.财政政策既要支持国有大中型企

业改革又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这对解

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都有很大意义。

3.在支持基础设施发展的同时，适当

支持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并

对企业重组的金融、税务等问题提出规

范化的制度或法规。
4.用发行特别国债等措施继续充实

商业银行资本金，使其达到巴塞尔协议

规定的股本金比例，这对推进商业银行

改革有重要意义，也为探索商业银行的

股份化改革奠定基础。

5.会同有关机构尽早提出社会保障

体系的框架以稳定居民的社会预期，有

利于刺激消费。
（摘自 1998年 12 月 18 日《中国经济

时报》作者：李泊溪）

财经文摘
防止出现新的

经济“亏损点”

《中国经济信息》1998 年第 23

期发表胡成国的文章认为，新的经

济增长点，能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但也可能转变 为新的经济“亏损

点”，让企业背上沉重的包袱。据有

关资料统计，我国现有的大中型亏

损企业中，有 20% 以上并非主要缘

于“历史原因”而造成亏损，而是因

为新的经济“亏损点”拖垮了企业。
为什么会出现新的经济“亏损点”？

作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决策水平不高。诸如决

策不讲科学、没有认真搞好市场调

查、项目实施进度缓慢等都是决策

水平不高的表现。其二，缺乏责任

约束。那些盲目上马、决策失误造

成损失的新项目，决策者总能以种

种借口逃避责任。又由于缺乏舆论

上的追根问底，行政上的奖优罚劣，

法律上的严明惩治，使得项目决策

失误往往以堂而皇之的名义大行其

道。其三，没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有些领导干部好大喜功，贪图虚名；

不是把工作的立足点放在为民办实

事和振兴一 方经济上，而是一味追

求个人政绩，打着为群众办实事的

招牌，不顾当地实际，急功近利，搞

短期行为，盲目铺摊子，上项目，甚

至乱集资、乱摊派，抱着“项目上了

就是眼前的政绩，后果如何是以后

的事”的态度，结果导致决策失误，

造成经济损失。

财经文摘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五大空间

1998年 12月 14 日出版的 第 50

期《了望》周刊刊登作者易纲的文章

认为，如果调整宏观经济政策，转向

以推动结构转换、消除供给约束的

供给政策，中国经济就存在可持续

性高速增长的 5 大空间，这 5 大空

间应该是中长期宏观调控经济政策

的主要着力方向。
1.城乡结构转换空间。如果中

国农村城市化步伐能达到国际平均

水平，中国市场需求就会呈现比较

好的梯度，仅家电产业至少还可以

高速增长 20 年，耐用消费品对中国

的带动至少还有 10 余年。因此，现

阶段投资的方向之一应向城市化发

展方面倾斜，加速城市化进程。

2.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空间。在

工业中，非国有资产比重每上升一

个百分点，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大

约为 2.24 个百分点，因此，非国有

经济的成长和壮大，将换来经济高

速增长的空间。
3.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产业

政策的正确与否对经济增长关系重

大，尤其是连续正确的产业政策能

够产生的并不是简单的叠加的增长

效应，而是累积的效应。中国目前

的产业政策显然还没有将资源配置

到有效率的产业中来。为此，有必

要思考产业政策的取向，对需要振

兴的支柱产业进行倾斜，有效地增

加投资力度。

4 .区域结构转换空间。中国这

样一个 12亿人口的经济大国，劳动

力投入增长的可持续性可因为区域

差异的存在而长久保持，支撑起中

国经济 30—40 年的高速增长。
5.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这将

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

有活力的一部分，中小企业的成功

将意味着我国经济效率、活力、就业

及可持续有了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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