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开放过程中，应加强对股市、房地产

市场的监管，避免违规操作，防止“泡沫

经济”的产生。
3.加强对银行等金融机构业务活

动的监管，严禁银行业介入房地产和证

券业。实践证明，银行介于房地产和股

市是引发“泡沫经济”进而导致金融危

机的深刻原因之一。对银行等金融机

构实施合理有效的监管，是规避“泡沫

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重要途径。金融自

由化、国际化是当今各国金融发展的一

个重要趋势。但这绝不意味着对金融

业、银行业一放 了之，撒手不管。对于

中国来说，更应该从国情出发，切忌盲

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在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更需保持清醒的头

脑。一方面应严格按照已颁布的《人民

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规，实行

分业经营和管理，严禁银行介入房地产

和证券业，合理控制银行等金融机构风

险资本的比例。另一方面，应严格控制

金融机构信贷扩张的规模，使其必须低

于存款的增长速度。
4.积极处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不

良资产，防止信用危机。银行呆帐过多

无疑会削弱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对外支

付能力和信誉，从而会动摇整个金融体

系的稳定，一旦发生连锁反应，将会诱

发金融危机。我国的金融机构尤其是

国有银行目前也存在着巨额的呆帐、坏

帐，尽管成因与东南亚各国、日本和韩

国有所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虽短期

内还不至于危及其安全，但已成为影响

其有效运转和竞争能力提高的严重障

碍，若不尽快有效地加以遏制，等到了

银行出现支付困难时，信用危机就会发

生。

（作者单位：山东财政学院国际经

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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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舞台

呼唤“龙套”

程建平

一出好戏，除了主要演员努力，还

需要“龙套”配合。龙套的戏不多，却必

不可少。
在农村经济的“大舞台”上，除了农

民这 一“主角”的出色表演，亦需大量

“龙套”努力。倘若“龙套”的工作不合

节奏，农民奔小康的“戏”就可能演砸。
春播季节下了一趟乡，耳闻目睹了

农民对“龙套”的呼唤。有的地方想调

出少量耕地种高效经济作物，这本是好

事，农民也打心眼里想冲出单一种粮的

“藩篱”。可哪些是高效经济作物呢？

农民不得而知。假如此时跑“龙套”的

及时上场：把微机网络中的最新信息带

来 了，把今年农产品价格预测带来了，

把农产品加工企业的需求带来了，把农

产品购销合同带来了，岂不成了贵如油

的“及时雨”？

可是，有的地方的农民左等右盼、

千呼万唤，就是不见“龙套”出场。咋

办？只好“不管三七二十一”，照种粮食

不误。种粮食也无可非议，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么。可哪些是价好市俏的优

质稻呢？那些深居高山幽谷的农民一

无所知。假如此时“龙套”上场了：把质

优行销的稻种带来了，把适用的肥料带

来 了，把抛秧的技术要领带来 了，把购

粮合同带来了，岂不成了“冬天里的一

把火”？

谁来充当农村经济大“舞台”的“龙

套”呢？依笔者之见，机关干部办公桌

前有联网微机信息，知行情，懂政策，晓

市场，理当到农村经济的大“舞台”上亮

亮相，为发展农村经济助一臂之力。农

技人员，包括高层的农艺师、基层的“七

员八员”，头衔中凡带了“农”字的，都应

以广阔农村“舞台”为创业天地。农产

品加工企业也需要到农村去一展“风

姿”，加工什么产品，加工多少，需要多

少原料，也需要和农民订好契约，需要

支付一些预购定金，让农民“心明好种

田”。总之，跑“龙套”的角色还很多。
春播天气如何？气象部门可以去农村

现场说法，让农民下田“知寒知暖”；最

新农业技术有哪些？懂农业技术的领

导可以去面授机宜。

现在的问题是，在一些地方，一 方

面农村大“舞台”上跑“龙套”的迟迟不

出场，农民唱“独角戏”，急得手足无措；

另一方面，在各级机关大院，庭院深深，

“龙”浮于事。要是让这大批量的机关

干部，还有那为数不少的农技人员，比

比皆是的农产品加工企业经营者和供

销人员，都自带干粮，自带技术 、信息、

政策及购销合同，到农村“大舞台”一展

拳脚，岂不好戏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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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任何一 台戏，只要“龙头”、“龙

套”配合默契，错落有致，才有出色好戏

可看。尤其是农村经济“舞台”，台大无

比，条件各异，农民受地域、自然影响，

信息闭塞不熟外情，交通欠畅不悉市

场，加之不少农民惯于埋头种地，初涉

市场难免恐惧、茫然。这时，信息引导、

技术指导、政策促导，就能解决好小生

产与大市场脱节、科技与生产脱节的矛

盾。
“龙套”的工作虽带有配套性质，却

不是被动的。政府部门应 主动转变职

能，自觉地熟农情，知农事，通农技，想

农民之所想。急农村之所急。既不能

久不出场，也不能一出场就走错台步。
前些年，一些干部下乡指导，把过时的

信息传递给农民，搞得种桑又拔桑、丝

厂变煤场，得不偿失，农民心有余悸。
农民需要指导，指导需要信息，信息需

要筛选，去伪存真。去伪需要眼力，眼

力需要锤炼。倘农村经济的服务者眼

光短浅，在扑朔迷离、日新月异的信息

面前盲从或迷信，那农村经济就会成为

一匹驾驭不住的脱缰野马。因此，当好

一个称职的“龙套”也非易事，需要素

养，需要知识，需要创新。
“少说漂亮话，多干实际事；少在城

里转，多到乡下来”，广阔天地大有作

为。满足农民对“龙套”们的祈盼，善

哉，快哉！

（作者单位：江西上饶地区行署）

改革视野 栏目主持：方震海

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亟待改革

崔 维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作

为财政改革目标模式的分税制已在我

国付诸实施。但与之密切配合的现行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远不能满足其要求，

必须尽快改革。

一、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

问题

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主

要有专项拨款、结算补助、体制补助和

税收返还等几种。目的是用以 扶持落

后地区经济发展，协调各级政府间的财

政分配关系。但是实践表明，上述转移

支付的形式，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尤

其是体制补助和税收返还这两种补助

形式都立足于维护地方的既得利益，在

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地方对中央财政的

依赖，更不利于地方财政收支管理和提

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补助金管理

分散，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到

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 一套行之有效的

监督和审计系统。另外，补助金额测算

也不科学。目前我国各项补助金额的

测算主要是采用基数法加上主观判断，

没有一套规范的计算公式。

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目标

和原则

1 .目标。一般来说，规范的财政转

移支付制度具有体制上和政策上的双

重目标。体制目标就是最终建立完善

的收支模式和均衡拨款模式。在废除

基数法的同时，应借鉴因素法，按不同

税种的税基和税率测定地区的自有收

入能力。在充分考虑对各个项目的影

响因素的基础上测定各地区的支出要

求，并以此确定对各地区的均衡拨款。
政策目标就是通过转移支付制度的建

立提高补助金的使用效率，最终实现地

区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从而为全国

统一市场正常运作和为地区经济协调

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体制

目标和政策目标是相互关联的。只有

通过体制目标的确立，才能最终实现政

策目标；而政策目标又是实现体制目标

的前提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各个地区

公共服务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客观条

件千差万别，加之其他体制方面的改革

不配套，基本的统计数据不足，国家财

力不够充裕，因此，改革转移支付的目

标要求不能一 步到位。目前只能实行

一些过渡的办法来逐步达到建立规范

的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中
国
财
政
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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