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摘

抑制通货膨胀的

税收政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当

中，抑制通货膨胀，税收至少可以在

总量、结构等两个方面起到作用。

从总量方面来看，由于我国不

可能通过全面提高税率的方法来压

缩总需求，所能采取的措施一般是：

（1）清理税收支出项目，严格控制税

收支出规模，废除带有浓重的地方

主义保护色彩的税收优惠，杜绝越

权减免，把该收的钱都收上来；（2）

完善税制结构，开征一些必要的税

种，如社会保险税、资本利得税、消

费税等，提高税收收入，加强税制的

整体弹性；（3）强化原有税种的征收

管理，特别是充分发挥投资方向调

节税、个人所得税的作用，控制投资

需求和消费需求。

从结构方面来看，实施有利于

增加总供给的税收政策。从我国目

前的情况来看，增加有效供给的途

径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源配置

效率。从优化产业结构来说，政府应

对国民经济中的“瓶颈”产业，如农

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交通通

信业、建筑业，以及带动产业升级换

代的产业，如高技术机械设备和电

子工业等，实施优惠的税收政策；同

时，利用税收筹集上来的财政收入，

通过财政支出向这些产业倾斜。从

高效率配置资源来说，税收支出政

策要改变过去那种财政补贴性质的

优惠，对亏损企业特别是经营性亏

损企业，绝对不能再以税收支出的

形式，利用国家资金维持其生存，无

效地占有有限的社会资源。税收支

出作为经济刺激性质的税收政策，

主要是用来改善资源配置、增进经

济效率，对积极开发新产品、新技

术、安排劳动就业的企业，予以税收

优惠照顾。

（摘自《经济研究》1994 年第 10 期，

作者：郭庆旺、赵志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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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制度改革

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
王法德同志在《财政研究》

1994 年第 10 期发表文章，提

出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必须

处理好三个关系：

（1）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关

系。社会保险是一种政策性、非盈利

性的保险，被保险对象必须强制参

加。它的目的是保障社会公民的基

本生活需要。商业保险是一种盈利

性的保险，被保险对象自愿参加。社

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之间不是对立

的，而是统一的。目前我国个人收入

有一定差距，商业保险可作为社会

保险的补充。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

系，关键是划分清楚职责范围和业

务范围。

（2）社会保险和家庭保险的关

系。社会保险是政府保险，但政府保

险不能包揽一切。应该发扬中华民

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充分发挥

家庭的保险作用，建立社会保险、商

业保险和家庭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

保险体系。

（3）处理好社会保险中的效率

和公平的关系。我国是一个发展中

大国，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产品还没

有达到十分丰富的程度。持久的公

平是以效率为基础的，没有效率的

公平只能是一种短暂的公平。因此，

社会保险只能保证相对公平，不能

走西方国家的高福利道路。

（蔚然摘）

文摘治理通货膨胀

两个应重视的关系

1.抑制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上

升的关系。

实行经济紧缩政策，压缩投资

规模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无疑会

带来失业人数的增加，这是任何国

家在抑制通货膨胀时期都不得不付

出的代价。但是，如果把经济增长率

控制在 9%左右，虽大大压缩加工

工业的投资和增长，但仍使第三产

业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失业率的

上升幅度不会太大。由此带来的影

响，肯定要比出现惯性和恶性通货

膨胀所造成的影响小得多，因为后

者会全面冲击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稳

定。

2. 治理通货膨胀与推进体制

改革的关系。

要使治理通货膨胀不过多地影

响体制改革的推进，特别是防止出

现旧体制复归或阻碍改革的现象，

目前必须：（1）尽快采取各种有效的

经济和法律手段遏制通货膨胀的发

展，阻止其演化为恶性通货膨胀；

（2）注意行政手段与经济和法律手

段的有效配合，用行政调控弥补经

济调控的不足和法律调控的空间；

（3）注意一般不使用已放弃的行政

手段，通过行政办法去协调改革措

施，要注重巩固改革成果，避免阻碍

或影响到下一步的改革。

（摘自《财贸经济》1994 年第 10 期，

作者：郭克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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