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强大的生命力，第三产业也以其发展迅速、适

应市场规律成为经济发展中的“轻骑兵”。因此，

财政扶持个体私营经济和第三产业加快发展，

一是要进一步放宽放活财政政策。在资金投放

政策上，财政扶持生产发展周转金要打破所有

制界限，向个体私营企业与资源产业联营及开

发高科技项目倾斜；向作为工业“第一车间”的

种植、养殖业大户和专业户倾斜；向科技人员牵

头领办的民办农技推广和农业科研单位倾斜。

在税收返还政策上，对私营企业和贷款新上的

资源产业延伸项目，行政机关和全额拨款的事

业单位分流人员兴办经济实体的（含第三产

业），同级财政可视情况给予一定期限的返还所

得税照顾。在财政补贴政策上，对私营企业凡通

过省科技市场技术鉴定、认可，引进直接为资源

产业延伸服务的高科技成果的，其引进成果费

用，同级财政可按一定比例给予补贴；私营企业

用贷款上资源延伸高科技项目的，同级财政可

视财力状况，择优在一定时间内给予适当比例

贴息；对市场载体建设，同级财政可视财力状

况，在一定时间内，给予部分贴息支持。二是要

转变投放重点，增加资金投入，各级财政安排的

周转金及预算外间歇资金要重点向个体私营经

济和第三产业倾斜。在用好科技三项费用的基

础上，拟增设三笔专用资金：省级支持资源延伸

项目专项周转金 1 000 万元，拟重点用于搞延

伸项目的民营企业；民营科技企业周转金；扶持

民营企业周转金。三是在财政工作上加大支持

力度，切实搞好服务。主要是利用财政涉及面

广、信息灵通的特点，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采取

牵线搭桥当红娘等方法，帮助个体私营企业和

第三产业解决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帮助个体

私营企业加强财务核算，培训财务人员，提高管

理水平；制止非法集资摊派，减轻企业负担；发

挥会计师事务所作用，开展对个体、私营企业和

第三产业项目论证业务，强化社会监督，加强法

制化管理。

（责任 编辑  张 沁）

问题探讨

对
住
房
资

金
管
理

的
探
讨

李

涵 
 

王
翠
兰

随着房改工作的深入进行，住房资金将从各个方

面源源不断地筹集起来。这笔资金的筹集可以说是集

百姓之希望，圆住房小康之梦的资金，因此如何管好、

用好这笔资金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本文拟就当前实

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谈谈加强住房资金管理工作的

看法。

一、建立运作灵活、管理有力的住房资金管理机

构。从 1986 年我国房改工作起步至今，几年来不少城

镇陆陆续续展开了房改工作，随之也建立了隶属关系

不同、性质各异的住房资金管理机构。但是，由于对此

项工作自上而下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和管理办

法，因此给实际工作造成了混乱。首先是机构归属问

题，有的归建设、城建部门、有的归政府办公厅、有的归

房管部门、有的归体改委、有的归财政部门等等，五花

八门。这样就造成了在资金管理上政策不一，监督乏

力，使住房资金管理处于一种混乱状态，被挤占、挪用

等违纪现象时有发生。其次目前绝大多数住房资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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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都是兼职，这样就难以树立起长期的、具有经营

风险意识的经营观念，从而为下一步资金投放留下了

隐患。因此迅速统一确定住房资金管理机构及其性质

是当前房改工作的首要任务。住房资金管理机构的设

立必须有市场观念，不仅要使其能够较好地完成“服务

于房改，推进房改”的任务，从而减少以至于最终消灭

负在国家身上的住房“包袱”，而且要使其能够最大可

能地实现自身资金的增值，绝不能成为国家新的“包

袱”。这样，就要求机构的设置必须能够充分地降低资

金经营成本。具体说：因住房资金绝大部分是财政性资

金的不同方式的转化，其管理机构应设置成一个相对

独立的全额预算事业单位，挂靠在财政部门。其理由

是：唯其有独立性，才能够灵活地运转；唯其挂靠在财

政部门，才能利用现有机构，实现资金的充分筹集和有

力的监督，保证资金的完整；唯其是事业单位，才能逐

步树立起经营意识；唯其是全额预算，才能减少这项资

金的最初经营成本，彻底堵住这项资金被人员经费吃

掉的漏洞。

二、合理确定各级住房资金的来源渠道。合理的、

稳定的、长期的住房资金来源是保证房改工作健康、顺

利推进的基础。我国房改政策要求建立起城市、单位、

个人三级住房资金，以便逐步变过去住房建设、管理由

国家承担为三者共同负担，最终实现住房私有化的目

标。目前在建立这三级住房资金的过程中，由于住房资

金管理机构设置上的混乱，导致了资金筹集渠道及管

理方法上的不一和混乱，如听任下去将对房改工作的

深化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在筹集住房资金

的工作中应当严格坚持如下三个原则：一是筹集住房

资金的项目和额度应当统一。住房制度改革是我国经

济领域中的一项新工作，因此相应的住房资金的筹集

必然会对既有的经济分配格局产生影响。在今天各个

领域改革的新措施、新政策不断出台以及资金相对短

缺的情况下，房改工作必须与各项改革相适应才能顺

利推进，而目前在筹集住房资金中却并非如此。借房改

之名，大量抽取单位资金、不少单位乱摊乱挤成本、费

用的现象严重而普遍，尤其是有些住房资金管理机构

因直接归属于政府办公厅而得以片面强调其重要性，

对单位的住房集资，售房资金等进行无节制的统筹。这

对单位特别是企业单位资金的运转产生较大的冲击，

影响房改工作健康推进。同时，由于筹集住房资金没有

一个统一的项目和额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财政、

财务的监督，为挤占、挪用等不良现象的产生留下了漏

洞，因此确定统一的住房资金筹资项目和合理的额度

是保证房改工作健康进行的基本原则。二是应立足于

公平、合理的原则筹集个人住房资金。房改工作是涉及

到广大城镇居民个人的事，房改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

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在推进这一工作的过程中，必须

得到全体市民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但目前的情况是因

筹资项目上的不统一，不少地方在筹集个人住房资金

时偏重于向无房户筹资，这样实际上就使得房改政策

在落实上处于一种不公平的状况，为房改的推进和资

金的长期筹集投下了阴影。三是应坚持住房资金要逐

步走向社会化的原则。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

目前企业办社会的局面必然要得以扭转，可见建立三

级住房基金的设想和实践只是一种当前经济结构下的

过渡，因此住房资金的筹集应逐步集中于城市住房基

金和个人住房基金，对单位住房基金应实行适当比例

的统筹后逐步取消。

三、迅速制定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资金管理制度。

我们必须改变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思维套路，

用市场经济的理论作指导，让资金在滚动中求得增值

和壮大。既要利用这笔资金造出大量的经济实用的廉

价住房，让群众看见房改的曙光，又要在这个过程中保

证资金的完整和增值，同时贷款利率还必须实现低利

率。解决问题的出路只有一条即“挖潜”，就是搞好资金

的管理，具体措施有三：第一，在资金管理上，必须摒弃

过去增编加人的做法，尽可能地减少工作人员，去充分

利用现有的庞大的银行机构以及其它经济部门为这项

资金管理服务，以便较大地降低资金的内部管理费用。

第二，在资金运用上，一方面要放弃过去形成的福利思

想，另一方面要吸取当前银行业经营的教训，一开始就

引入贷款风险管理机制，尽可能大地减少或彻底杜绝

有问题资金的产生，实现住房贷款的安全性、流动性和

效益性。第三是制定灵活、科学的贷款利率政策，大体

适应不同经济支付能力的单位和个人的需要，以期实

现在贷款利率总体水平较低的基础上，取得较大盈利

的目的。

（责任编辑  王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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