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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开放

和培育二级住房交易市场，重点解决

住房的“边际小幅增长”问题。停止福

利分房是重要的一步，但仅此是不够

的，当务之急是加快开放和培育住房

二级市场。
2.大力发展大城市轨道交通建

设，带动城市结构提升。在城市化进

程中，大型和特大型城市仍然有很大

的发展潜力，但思路要调整，城市结构

要提升，要向市区以轨道交通为主，居

民居住逐步向郊区和卫星城转移（这

样住房面积才可能扩大，价格才可能

明显下降），并通过高速公路等与市区

连接的格局过渡。其中当务之急是发

展快捷、大运量的轨道交通（地铁、高

架和地面轨道运输）。
3.降低收费，扩大需求，推动轿车

生产和消费进入良性循环。大都市市

区交通必须以现代公交系统（轨道交

通）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轿车不可以

进入家庭。大都市的私人轿车可以向

外走（与住房向郊区和卫星城转移相

适应），也可以成为闲暇时间的重要代

步工具。而在较大城市、中等城市以

及小城镇，私人轿车则可成为主要的

代步工具。
4.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采取

切实措施弥补社会保障基金缺口。这

方面改革蕴含的风险之一，就是当“破

旧”而未能有效“立新”时，会出现预期

不确定问题，即居民倾向于“多存钱，

少花钱”，以进行“自我保障”。目前扩

大内需中就遇到这一问题。从这个意

义上说，加快社会保障体制建设也是

扩大内需的题中应有之义。
5.加快中小城市发展，并以此带

动乡镇企业改造、基础设施和第三产

业发展。发展中小城市具有丰富的扩

大内需内容。首先是带动乡镇企业改

造。近几年乡镇企业滑坡与其布局相

对分散、缺乏积聚效应有较大关系，中

小城市发展将会为其布局集中、技术

改造、产品和企业组织升级提供机遇。
6.支持装备工业技术改造，改善

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一方面，我国

已有了相当规模的装备工业基础，其

中的多数企业产品档次较低，缺乏市

场竞争力，处于困境而难于摆脱。另

一方面，我国装备采购依然是一个颇

具规模且在成长的市场。所以，支持

我国装备工业的技术升级，加大进口

替代，是扩大内需中不应忽视的一个

重要领域。
7.促进非义务教育的产业化。教

育是智力投资，非义务教育特别是高

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也可能产业

化（当然是不以盈利为目的产业）。因

此，在“宽进严出”的原则下较大幅度

地增加高等院校招生人数，推动高等

教育的产业化，对于扩大内需（增加智

力投资）、增加就业（学校及相关行业

的就业机会）和延缓就业压力、提高中

长期的供给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摘自 1999年 9 月 15 日《中国经

济时报》  作者：刘世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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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转股既非末班车

也不是锦上添花

最近，国家经贸委有关负责人在

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目

前，债转股已进入实施阶段，符合国务

院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规定的可实施债

转股的企业约五六百家，将分期分批

进行。
今明两年的债转股一定要与国家

制定的国企三年脱困目标紧密相连。
许多企业认为债转股是国企改革“末

班车”，将截止到今年年底，这完全是

误解。债转股本来是资产管理公司的

一项业务，是件长期的工作，不是三年

五年的事情。只要企业存在不良资

产，只要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收购并经营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债

务重组及企业重组、债权转股权等内

容，债转股就要进行下去。因此，国务

院要求在重点行业的重点企业中先行

实施。今后，凡是符合条件的企业均

可以实施债转股，适宜进行债转股的

企业，国家已有明确界定。“七五”、

“八五”以及“九五”前两年，一些工业

企业主要是依赖商业银行贷款新建或

承建；国家确定的 512 户重点企业中

有一些企业因改建、扩建致使负债过

重的，是进行债权转股权改革的主要

对象。此外，还需具备三个条件。第

一必须是亏损企业。债转股目的就是

扭亏、解困，不是锦上添花，有许多盈

利大户也想债转股，但其资产在银行

的资产负债表上表现良好，因此根本

不适合债转股。二是大的企业，国家

控股企业，要解决重点行业中的重点

企业。三是对于各省市完成国企脱困

目标有帮助，亟待解决问题的企业。
（摘自 1999年 9 月 15 日《经济参

考报》  作者：高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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