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违纪问题要得到根治，应主要

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增强法制观念，加强法制建设。
要对所有的财会人员、征管执法人员，特

别是单位领导干部加强思想教育、法制

教育。提高大家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其

次国家有关部门要加强法制建设，进一

步修订、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从而保证

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做到依法治国，依

法理财。
（二）深化监督检查，加大处罚力度。

实践证明，监督检查是减少财经违纪问

题的有效形式，特别是税收、财务、物价

大检查具有权威性强、震慑力大的优势，

今后应继续搞下去。同时要将大检查与

日常监督有机的结合起来，并在深化上

下功夫。如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适当

奖励举报人员等内部监督机制；对于查

出的违纪问题，要加大处罚力度，要改变

以前只对违纪单位进行经济处罚的做

法，加大对责任人的制裁力度。
（三）税款及其它资金退付，由一个

部门统管起来，一支笔集中办理。目前，

税款及其它资金的退付政策多，办理部

门分散，建议由一个部门统管起来，一支

笔审批，以减少在退付环节上各种违纪

问题的发生。
（四）对预算外资金实行财政统管。

为从根本上杜绝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

问题的发生，建议各种收费审批权一 律

集中到中央。资金应尽可能地纳入预算

管理，在预算外的实行财政统管，即部门

开票，财政收款，按规定使用。
（作者单位：财政部驻河北省财政专

员办事处邯郸组）

问题探讨 栏目主持：吴春龙

国有经济
要有正确的
产业定位

黄保民  杨学志  杨远根

党的十五大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明确指出继续调

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进一步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

务。要完成这一 任 务关键是要解决国

有经济的产业定位问题。为此，必须进

一步解放思想，树 立“国有经济是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的 手段”的新观念，对国

有经济实行产业优势定位。
一、树立“国有经济是发展社会主

义经济的手段”的新观念

长期以来，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

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清楚，在所有

制关系问题上，把社会主义经济等同于

国有经济，以为搞社会主义就是搞国有

经济。结果导致在所有制政策上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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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走上了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穷过

渡的道路。以为越“公”越好，搞“一大

二公”。“资本主义的尾巴”割了又割，

试图把分散的个体经济迅速过渡到集

体经济，把集体经济迅速过渡到全民经

济，片面追求国有化程度。实践证明，

这种做法脱离了生产力发展阶段，是对

马克思主义国有化理论的误解。马克

思的国有化理论主要集中体现在《共产

党宣言》里。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将

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

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

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

产阶级的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

产力总量。”马克思的国有化理论表明，

实行国有化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快地增

加生产力总量”。这就是说，国有化是

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

总量”的一种手段，或者说，国有化必须

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相适应，

什么时候需要运用国有化手段，实行国

有化范围的大小，国有化比重的高低，

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决定

的，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空

谈国有化，只能形成不合理的所有制结

构，破坏生产力。多少年来，正是由于

没有把国有经济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手

段来认识，才导致了所有制政策上的偏

差，形成了不合理的所有制结构，阻碍

了生产力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所有

制政策上，虽然实行了坚持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政策，不

合理的所有制结构有所调整，但是，仍

然没有树立“国有经济是发展社会主义

经济的一种手段”的观念。因而，在经

济改革中经常遇到姓“社”姓“资”、姓

“公”姓“私”问题的困扰，影响经济改革

的进程。党的十五大提出了继续调整

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树立了国有经济是

发展手段的思想，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

位，使我们得以避免离开生产力发展水

平和发展阶段而空谈生产关系的过渡，

从而摆脱姓“公”姓“私”问题的束缚，把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原

则落到实处。通过实现国有资产的合

理流动与重组，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

济，形成合理的所有制结构，促进生产

力的发展。
树立国有经济是发展手段的观念，

并不否定国有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国

有经济的存在是由于国有经济自身的

特点和生产力发展要求决定的。经济

运动本身需要运用国有经济这种手段，

国民经济中的某些产业只有国有经济

的进入，才能保持整个国民经济的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树立国有经济是

发展手段的观念，也并不否定坚持公有

制的主体地位。公有制不仅包括国有

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

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国有经

济比重的下降并不表明公有制主体地

位的削弱。

二、国有经济要实行产业优势定位

根据国内外国有经济运作的实践，

国有经济的优势集中体现在资金、技术

实力雄厚，能够迅速集中力量办大事，

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对资源进行优化配

置。因而国有经济适于进入那些对资

金优势和技术优势要求比较高的产业，

适于承担资金需要量大、建设周期长、

风险比较大、直接经济效益小而宏观经

济效益大、一般企业无力或不愿意承担

的建设项目或产品的生产，克服由于外

部性所引起的市场失灵现象，弥补市场

缺陷，实现特定的政府目标，以维护市

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国民经济是由许多不同的产业部

门构成的，其中有些产业部门，如主导

产业、基础产业、外向产业等，由于其本

身的作用与特点，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

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属于关系国民

经济命脉的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主

导产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一般比较高，

实行现代化、科学化、标准化的管理方

式，产业关联度比较高，在整个国民经

济发展中的速度比较快，能带动其他一

系列产业部门的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

的发展起着前向拉动作用。它要求进

入其中的企业 要有资金和技术优势。
基础产业如能源、通讯、运输等，对整个

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支撑作用，它的发

展状况会较大程度地制约着国民经济

其他产业的发展。基础产业的投资规

模巨大、投资回收期长，缺乏资金实力

的企业无力进入。外向型产业直接面

向国际市场，通过进出口可以引进国外

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充分利用国内外

两种资源，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但面向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缺乏资

金、技术优势的企业难以进入或者虽已

进入，但在激烈竞争中难以长期生存下

去。市场在这些领域中配置资源往往

存在失灵现象或者需要经过相当长的

时间。而其他产业市场配置资源的效

率相当高，对资金规模和技术水平的要

求也相对较低。
根据国有经济的自身优势，国民经

济各产业的特点，以及国内外国有经济

运作多年的实践，国有经济应定位于以

下三类产业：一是主导产业，即国有经

济凭借自身的资金和技术优势，通过对

国民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主导产业的

国有化，来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

展。二是基础产业，即通过对交通、运

输、电讯、电力等国民经济基础设施产

业的国有化，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

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来

支撑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三是

外向产业，这些产业私营经济由于势单

力薄难以在竞争中获胜，而国有经济则

可以凭借其雄厚的实力，通过参股、控

股建立大型企业集团，集中力量、统一

对外、形成合力，不断开拓和占领国际

市场，避免分散的私人经济之间竞相压

价销售、抬价进口的弊端，以维护本国

利益，发展本国经济。这些产业对资金

和技术优势的要求比较高，国有经济定

位于这些产业，其优势才能得到充分显

现，才能开创国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

局面。这样，既有利发挥国有经济的优

势，也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发

展。 （作者单位：河南省泌阳县

人民银行 河南大学财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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