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国家宏观调控功能，又恶化了经济环境，加大

了通货膨胀压力，应理顺国家、集体、个人之间

的分配关系，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

重，采取有效手段，强化约束机制，控制消费基

金过快增长，坚持消费基金增长低于经济增长，

职工收入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并为逐步

缩小城乡收入差别，优化分配格局打下良好基

础。
（六）深化 企业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切实转换企业经

营机制，实现政企分开。理顺产权关系，完善企

业法人制度。给企业充分的自主权，政府不干

预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结合“抓大放小”改革，

国家重点抓好一批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龙头

企业，通过破产、兼并、联合、出售等多种形式对

小企业进行改组和改造。同时为保证国有企业

改革顺利进行，还应力求积极稳妥地搞好相应

的社会保障体制等配套改革。
（七）大力整顿 流通秩序，规 范经济行为。

在当前市场发育不全、价格形成机制不规范的

状况下，要大力整顿流通秩序，强化必要的市场

物价监督和管理，制止乱涨价、哄抬物价、垄断

价格、牟取暴利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并加大处罚

力度，形成威慑力。对群众基本生活消费品价

格和服务项目价格进行重点监控。加快法制建

设步伐，逐步规范价格行为。
1996年物价控制目标能否完成，主要取决

于各项调控措施能否顺利落实。只要适度从紧

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够把握好，宏观调控力度掌

握适当，各项经济指标不出现大的偏差，10% 的

物价控制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责任编辑  张 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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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是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提高要素配置和利

用效率的一切环节。财政作为一种政府经济行

为，具有资源配置、稳定经济 、收入再分配等多

种职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尤其是建立与集约

型经济增长方式相适应的企业经营机制、技术

进步机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客观上都离不开财

税体制的深化配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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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硬化财政预算约束

经济理论研究表明，在影响增长方式的其

他因素一定时，财政预算约束越软，企业外延式

扩大再生产和粗放经营的机会成本就越小于内

涵式扩大再生产和集约经营的机会成本，资源

利用效率效益就越低，增长方式也就会越粗放；

反之，财政预算约束越硬，增长方式才有可能更

加集约化。在软预算约束条件下即使企业的收

入不足以补偿其生产成本，也可用税收减免、财

政补贴、优惠贷款甚至是只借不还的软贷款来

抵销；即使企业发展资金内部筹集不足，其发展

所需资金也会由政府以无偿拨款或软贷款形式

来提供；在这种内无动力外无压力的情况下，企

业也就不会积极主动地去适应市场和价格，挖

潜革新、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增加内部积累，而

往往只是把眼睛盯住政府。这是造成我国投资

需求反复膨胀、资源利用效率不高，整个国民经

济长期外延式、粗放型增长的重要原因。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必须解决财政预

算约束软化的问题。一是通过企业制度创新，

真正使企业成为具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

纳税并对出资者承担资产保值增值责任的法人

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企业能够以法人财产为

基础、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自主决策，自担生产经营风险；二是通过转变政

府职能和规范政府行为，把财政收支、信贷收支

和企业财务收支依法严格分开，政府原则上不

能对经济活动进行直接干预，斩断长期以 来政

府通过财政和金融吸纳企业生产经营风险的渠

道，把企业行为由依赖政府转为依赖市场，使企

业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三是依法规范

政府掌握的财政投资、财政补贴、减免税、银行

贷款等经济手段的运用，公平税负，为企业平等

竞争创造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

二、理顺资金宏观配置关系，促进投资和技

术进步由以政府为主体向以企业为主体转变

企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资金宏

观配置只有以企业为主体，企业只有对资金的

筹措和运营的全过程负责，资金投入和使用才

会不断地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社会经济技术水

平的不断提高，单位资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才会不断增加，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内涵、集约

增长才有可靠基础。

我国资金宏观配置格局一直是以政府为中

心来安排的，企业在资金宏观配置中始终处 于

被动、从属的地位。改革以来，企业由财政注入

资金的大渠道已逐渐变小，与此同时，市场经济

中企业部门普遍拥有的大量未分配利润向投资

转化的机制又没有建立，企业自我积累、自我改

造 、自我发展能力不能形成。究其原因，财政一

方面放权让利，另一方面又以基金、认购国债等

多种方式从企业中抽取资金；财政部门以外的

许许多多政府行政管理部门都能向企业集资、

摊派、收费，剩下的企业留利还要用于养老救

济、医疗费用等，最终真正能用在“自我发展”的

份额已所剩无几。这样，国有企业投资发展就

只能过度依赖间接融资（银行借贷），目前国有

单位投资债务率已高达 80% 左右。国有单位

的投资负债过度，再加上财政负债过度（主要是

中长期国债），又破坏 了正常的银行投融资信用

关系，几大国有专业银行的自有资本金目前不

过 1 000 多亿元，而呆帐、坏帐就达 3 000 亿元

以上，银行贷款的资产存量趋于僵化，也严重制

约了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集约型增长方式不

仅要有以企业为主体的投资机制，而且还要有

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进步机制，即企业在技术

改造 、技术开发、技术引进、成果转让、新产品研

制与开发，以及科技经费筹措、使用和负担中居

于主体地位。我国在企业工作的科技者人数占

全国科技者人数的比例、企业使用的科研经费

占全国科研经费的比例以及企业负担的科研经

费占全国科研经费的比例都只有 30% 左右。

而日 、美、原联邦德国的三项指标都在 60—

80% 之间。
投资主体和技术进步主体由政府主导型转

为企业主导型，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必须

依法明确区分政府活动的领域与企业活动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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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把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真正转变到制定和

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

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上来，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

职能逐步转给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同

时，相应地建立企业对项目的规划、筹资、建设

实施直到生产经营、归还贷款、偿付债券本息以

及资产的保值增值等全过程负责的制度。政府

对技术进步的管理工作应主要是制定产业政

策、技术经济政策、技术装备政策等。其次，在

分离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硬化产权约束和企

业预算约束的基础上，降低企业的财政和非财

政负担，适当扩大企业未分配利润份额，为实现

投资主体和技术进步主体由以政府为主向以企

业为主转变奠定基础。其主要措施应包括：建

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减轻企业的社会负担；

按完整性、公开性原则整合政府预算，把政府的

分配职能统一集中到财政部门，归并和取消财

政部门以外的各级各类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集

资、收费，消除企业的非规范性政府负担；理顺

财政、金融和国有企业之间的资金宏观配置关

系，解决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制定和实施科学 、配套的科技、财政政策，改进

政府财政的科技支出方式，提高支出效益。对

于最后一条措施，可学习借鉴日本的经验，即推

进“产（企业）、官（政府研究机构）、学（大学）”交

流与合作，扶植中小型企业技术进步，采用补助

金、委托费、政府财政投融资、优惠税制等多种

方式，有效资助民间企业技术进步，实现企业与

政府在投资领域和技术进步方面的有效分工与

衔接 。

三、优化财政分配结构，跳出财政自我循

环，加入到国民经济的大循环之中

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财政体制是按“大

工厂”理论构建的，“财政办企业→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的自我循环已运行了几十年。而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以企业部门为主体，

政府的活动主要是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其范

围一般应是公共性较强的领域，这也就是财政

支出范围 。 财政支出结构实际上也就是公共产

品内部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全国性公共

产品与地方性公共产品之间的构成。因此，市

场经济条件下，财政与企业、财政与经济的关系

应是一种间接的互补关系，其循环模式应为：企

业在市场机制引导下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照章

纳税；政府通过法定的预算程序将税款转化为

公共产品，为企业和居民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

和生活环境；良好的公共服务有助于降低交易

成本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吸引更多的企业、资

本、技术、人口和人才；这一切又会推动产业结

构优化和升级、经济高效增长、财源更为茂盛、

财政更为充裕，形成财政经济的良性循环。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为跳出财政自我循

环，优化财政分配结构，促进增长方式转型创造

了条件。但是，现行分税制还是在原有事权划

分基础上稍作调整后设计的，或者说，政企之间

以及政府上下级之间的事权结构和主要矛盾依

然存留在新的财政体制里，并作为新体制的基

础继续运转并起决定性作用。从财政体制改革

入手促进增长方式转型，必须按照经济运行和

资源配置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政府进行宏观调

控的原则，科学界定并以法律形式合理划分政

府职能与市场职能、民间事务与政府事务、公共

产品与私人产品的范围；明确各级政府财政在

市场经济中的支出范围和支出责任，构建合理

规范的政府、企业、居民、社会之间的费用分担

机制；各级政府分级提供公共产品，为企业和居

民创造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实现财政经济

的良性循环。只有这样，财政才能促进经济增

长方式从根本上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

变。
（责任编辑  李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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