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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防止萧条和实施

反周期战略为重心

80 年代以来经济的持续高速

增长，总量经济的普遍短缺已基本

消除，大面积生产过剩业已出现，

特别是消费品工业供给能力，在短

短的几年内迅速超过了有效需求

规模的增长。当然，基础产业部门

的相对短缺也未改观，但这只能说

明我国经济中存在结构性短缺，而

结构性短缺与过剩是各国在经济

周期中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在过

剩经济阶段中，国民经济系统中已

形成了巨额的实物投资能力和供

给能力，只要市场的有效需求能持

续、稳定、较快扩张，总量供给有能

力迅速跟上。过剩经济阶段，居民

收入差别拉大了，边际消费倾向趋

向降低，储蓄率提高，金融资产结

构也多样化了。这就使一方面，居

民 消费结构复杂化、细分化，不同

收入水平之间消费层次的转换，递

进难以衔接，市场需求扩张趋缓，

消费品工业支撑带动的功能弱化，

持续 10 年之久的强劲增长势头难

以为继；另一方面，民间储蓄率大

幅度增加和金融资产供给持续扩

大，会引起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困

难。上述两个方面复合影响的结

果，很可能是挤压国民经济重新回

到重工业为中心的自我循环之路，

引致周期缩短和国民经济较长时

间处于衰退、萧条之中。造成资源

更多的闲置、浪费。必须指出的是，

与短缺经济阶段中经济周期波动

相比，过剩经济阶段中，经济周期

波动弄不好会更加严重、更有破坏

性。因此，在九十年代过剩经济阶

段中，宏观发展政策必须改弦易

辙，转换重心，变抑制总需求膨胀、

经济过热为主要着眼点为防止经

济陷入萧条，阻止经济增长滑落和

实施反周期目标。当然，为优化、调

整经济结构，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不能排除短期内强调加强宏观调

控、防止经济过热。短期政策可随

时变动、调整，而中长期政策却必

须目标清楚，思路明确。

摘自《文汇报》1993 年 9 月 10

日《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的深层分

析及思路选择 作者：张道根）

简讯·书讯·文摘财税改革势在必行

《经济日报》9 月 4 日发表汪兴

益同志的署名文章，认为要充分认

识改革现行财税制度的必要性和

紧迫性。首先，从国家财政面临的

困难和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看，最突

出的表现是赤字逐年增大，债务负

担沉重。财政赤字从 1981 年的

25.5亿元扩大到去年的 237.49 亿

元，硬赤字更高达 905 亿元，占

G N P 的 3.8%，高于西方工业化国

家的一般水平；财政负担的内外债

余额去年底已达 1538 亿元，财政

还本付息压力加大。由于国家财力

不足，影响了财政职能的正常履

行。而导致财政困难的原因主要是

现行财税体制和财政运行机制与

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其

次，从国际 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

发达国家来看，往往通过制定一 系

列宏观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

宏观管理和调节，财政在收 入分

配、资源配置、经济稳定等方面都

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必

须通过财税改革，健全财政职能，

加强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宏观

调控能力。财税改革任务艰巨，涉

及面广，政策性强，事关全局，必须

抓住重点，有计划地推进。当前要

着重先推进以下三项改革。一是实

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分税制是按照

财权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合理划分

中央与地方的收支范围，理顺中央

与地方的分配关系，确定中央财政

的主导地位，充分调动地方增收节

支的积极性。二是加快税收制度改

革。按照公平、中性、透明、普遍的

原则，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消费

税和营业税相配合的流转税制度；

健全和完善所得税制度——统一

内资企业所得税，取消调节税，建

立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制，同时积极

推进其它税种改革。三是加快国家

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改革。

通过改革硬化所得税，明确国家与

企业的利益和责任，实行依法征

税，按资分利，建立起符合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企业利润分配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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