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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中期缩小地方差距的

宏观政策建议

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何盛明在

1998年第 6期《经济纵横》上撰文指

出，从我国当前的现实看，中央的直

接调控能力有限，欠发达地区的市

场发育程度较低，因此缩小地方差

距的关键在于调整和完善政府的宏

观政策。
运用产业政策，促进地区经济

结构的调整。结构趋同不仅造成大

量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而且也

导致了地区差距扩大。因此，必须

运用国家的产业政策，对区域产业

分工进行宏观指导，国家在投资、贷

款、项目布局和利用外资等政策方

面，要逐步由地区倾斜转向产业倾

斜。
进一步调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

支付政策，调节地方的财力水平。
近中期要不断加大中央转移支付的

增量分配力度，重点向西部民族地

区和一些落后地区的省份倾斜，以

缓解这些地区财力紧张的突出矛

盾。从长期考虑，要取消税收返还，

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将转移支付的

增量分配和存量分配统筹考虑，在

全国普遍实行通过测算地方的财政

收入能力，按一定的科学标准确定

地方的支出水平，据此确定中央对

地方的转移支付数额。
实行统一的税收政策，取消区

域性的税收优惠。区域性的税收优

惠会破坏国民待遇的原则，造成对

非优惠地区的歧视。在今后制定支

持中西部地区发展政策过程中，应

把税收优惠的重点放到支持农业、

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及其基础

设施方面，鼓励国内外企业按国家

产业政策的要求，参与中西部地区

资源的开发，这对于中西部的开发

和发展是有益的。
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

调，逐步建立完善的投融资制度。
从当前的状况出发，财政政策与金

融政策需要密切配合，通过建立完

善的投融资制度，加强对欠发达地

区的支持力度。中央银行必须加强

对区域间信贷资金的宏观调控，政

策性银行也应该加大对不发达地区

的金融支持；国家预算内投资项目

安排必须与产业政策配合，尽力向

中西部倾斜，国家财政的扶贫资金

力度也需要逐步加大，共同支持中

西部的发展。
（王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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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已呈现

五大特征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高级经

济师步德迎认为，我国经济已呈现与

以往不同的五大特征。
1、企业分化加快，宏观效益好与

微观效益差并存。在大批企业破产或

被兼并的同时，一批优势大企业获得

迅速发展，出现企业两极分化的趋势。
这是由于企业改革形成的优胜劣汰机

制、市场竞争形成的优胜劣汰环境、银

行信贷的择优限劣以及国际竞争等多

种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优势企业应

抓住机遇，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资本

扩张，进一步发挥规模效益，提高市场

占有率；落后企业应审时度势，或加入

大企业集团，或开发特色产品，或进行

产品结构调整。
2、经济波动减弱，进入平稳增长

期。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强宏观调控

和整顿经济秩序的技术水平明显提

高，同时，投资体制改革有效地抑制了

投资饥渴症，买方市场的形成抑制了

社会投资的盲目性，经济增长由数量

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3、经济增长点多元化。无论目前

还是今后，都存在多个热点商品和经

济增长点。
4、通胀进入缓和期。在今后的一

个时期内，我国的通胀率有望保持和

控制在 5% 以下，因为，国家不会大规

模调整物价；劳动力价格基本到位；资

金成本可能降低；农业进入一个稳定

增长期。
5、就业与再就业问题将长期存

在。由于企业大批冗员需要释放，农

业分流人员加大了城镇就业矛盾，劳

动力市场化需要一定的失业率，企业

技术升级使劳动力需求降低，就业问

题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摘自 1998 年 7 月 6 日《中国改

革报》）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财经文摘
	近中期缩小地方差距的宏观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