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振兴国家财政”征文振兴财政要从

重构财政运行机制入手

高培勇

振兴财政的工作，千头万绪，必须选择一个

适当的入手处。入手处选准了，找对了，便可一

着走好，满盘皆活。入手处的选择，显然取决于

对财政困难成因的判断。从经济高速增长、财政

日益困难这一特殊的经济现象不难看出，当前

中国的财政困难，在于财政运行机制本身。

传统经济体制下的财政运行机制，有两个

显著特征：一是财政收入以低价统购农副产品

和城市职工低工资制为条件，得以“超常”扩大。

二是财政支出在政府职能范围大而宽的格局

下，规模“超常”，负担沉重。财政收入水平的超

常和财政支出规模的超常互为条件，彼此依存，

构成了改革之前国家财政运行状况的基本图

景。

市场化的改革进程，带来了财政运行机制

的相应变化。一方面，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

放宽城市职工的工资管理，并扩大企业财权，打

破了原有的财政收入机制。财政收入（不包括国

外借款）占 G D P 的比重大幅度下降，由 1978 年

的 31.2%降至 1994 年的 11.8%。另一方面，政

府的职能范围难以相应压缩，经济体制改革的

各项举措又需要财政增加支出给予支持，导致

了财政支出规 模急剧 膨 胀。由 1978 年的

1 111.0亿元增加到 1995 年的 6 359.2 亿元，平

均每年递增 11%。财政收入水平的“超常”打破

了，财政支出规模的“超常”依然如故，且有强化

之势。财政收支的两翼如此不协调，便引发了改

革以来的特殊的财政困难。

特殊的财政困难，集中表现为连年的财政

赤字。财政赤字的弥补，先是采取两条腿走路

——同时向银行透支和举借国债，后来，迫于通

货膨胀的压力，“双轨制”转入了“单行道”——

全部依靠举借国债。由此，国债的发行规模一下

子突破了千亿元的大关。举借的国债终归要还

本付息，在财政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况下，偿债高

峰期的到来，迫使政府不得不用借新债还旧债

的办法应付。但是财政却因此走上了国债规模

越滚越大的循环道路。

由此可见，我国财政困难的全部症结在于：

财政运行机制的调整，未能与整体经济体制的

变革衔接、配套。

“解铃还须系铃人”。振兴财政这篇大文章，

要从重构财政运行机制做起，打下了重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运行机制这个基

础，便占据了扭转国家财政困难局面的制高点。

所以，重构财政运行机制，实乃振兴财政的重心

所在。

重构财政运行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当

前，最为关键的一步，是为之搭起与市场经济体

制相适应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的要点，应当有

如下几个：

第一，规范政府职能，科学地界定财政支出

的规模。规范政府职能应从纠正和克服“市场失

灵”现象出发，对现存的政府职能事项逐一鉴

别、筛选。由此可以达到两个互为关联的目的：

一是相应压缩现存的政府职能事项，实现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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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所要求的政府职能格局的转变；二是相

应界定作为政府活动的财政支出规模，并以此

作为重构财政运行机制的一翼——财政支出机

制的规范。

第二，以支定收，界定财政收入的规模。在

财政支出的适度规模得以科学界定的前提下，

按照“以支定收”的思路把财政收入的适度规模

界定好。财政收入规模的界定，是重构财政运行

机制的另一翼—— 财政收入机制的基础条件。

第三，严格限定国债的“配角”作用。建立在

适度的财政支出规模基础之上的财政收入任务

的完成，决不能寄希望于或主要依赖于发行国

债，而应交由以税收为代表的无偿性财政收入

形式去承担。规范化的财政收入体系，要让税收

等无 偿性财政收入形式唱“主角”。至于国债，

只应在“主角”不足以抵补财政支出需要的条件

下方可登台，扮演“配角”。“主角”和“配角”的区

分，当然要从彼此占财政收入总额的比重去把

握。1995 年国家财政和中央财政的国债依存度

（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额）数字分别高达

23.5%和 52.9%的局面，不应再继续下去。

第四，完善税制，堵住税收流失的漏洞。完

善税制的着眼点在于堵漏，把该收的税全部收

上来。这项工作意义重大，因为，如果把改革前

以低价统购农副产品和城市职工低工资制为条

件的财政收入机制称之为“暗税”，那么，随着改

革后“暗税”制度的打破，其留下的“空缺”，是应

当也必须依靠完善“明税”制度去“填补”。只有

税收制度完善了，各方面的税收流失漏洞堵住

了，国债才有可能退居“配角”地位，规范化的财

政收入机制才会形成并正常运作起来。

总之，政府职能→财政支出→财政收入→

国债“配角”→完善税制，是我们在当前国家财

政极端困难的形势下，推进重构财政运行机制

工作可以遵循的基本思路。瞄准这个方向并逐

步为之创造条件，尽快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相适应的财政运行机制构建起来，是我们

按照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的要求，完成“振兴国

家财政”任务可以选择的基本战略。

（责任编辑  方震海）

“振兴国家财政”征文

新形势下

振兴大连

财政的思 考

王家永

改革开放以来，大连财政建设有了长足的

进步和发展，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力求实现市场机制和宏观

调控有机结合的新形势下，财政也面临着许多

困难和问题，急待振兴。笔者认为，振兴大连财

政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统一思想，统一认识，齐心协力振兴财

政。振兴财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完成这项

重要任务不仅需要解决财政体制中现存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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