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摘每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

包括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经济每隔几年上一个新台

阶，是指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的发

展每隔几年上升到一个新的水

平，其中既包括经济速度的增

长，又包括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益

的提高。后面一点更为重要。经

济质量，主要是指产业结构优化

状况、经济比例的协调程度、技

术进步以及重要产品质量提高

的状况。一个国家的经济质量，

即生产的现代化程度，代表着生

产力的素质，是国力的综合表

现，也是决定生产力发展的最重

要的因素。没有合理协调的产业

结构，就谈不到较高的发展速

度，速度即使上去了也不能持

久。而只有采取先进技术，才能

从根本上改变产品结构、产业结

构和经济结构，提高产品质量，

使生产现代化和综合国力达到

新的高度。如果仅仅是靠数量的

增长，质量不提高，老是在劳动

密集水平上踏步不前，是谈不到

上新台阶的。经济效益低，是我

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顽症。经济

效益低，投入多，产出少，不仅造

成巨大浪费，影响积累和消费，

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

济的巩固和发展。我们必须在提

高经济效益上下大功夫，从根本

上扭转投入高、产出低的落后状

态，使经济效益逐年有所提高，

每隔几年有显著提高，才能称得

上是上了一个新台阶。

（摘自《求是》1993 年 1 期

作者：宗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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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复式预算

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要以法律形式确定财政

举借内外债的界限。复式预算规

定，建设性预算“收支差额通过举

借内外债来弥补”。那么，举债多

少有没有限度呢？根据外国实行

复式预算的经验，必须规定一个

界限。

二是实行复式预算，既然明

确规定了赤字以举债办法解决，

就 不应在举债之外再留“硬赤

字”。

三是财政以举债弥补赤字，

就不应再向银行透支，或者以“借

款”方式变相透支，也不应让企业

超计划亏损在银行“挂帐”。这笔

“挂帐”实际是一种隐蔽赤字。

（摘自《财政研究》1992年 12

期作者：李成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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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质量问题

的方法是市场

竞争机制和

行政措施相结合

解决质量问题的方法是市

场竞争机制和行政措施相结

合，两者不可偏废。在当前情况

下，政府干预、舆论监督、行政

措施还是有效的。市场竞争是

必要的，两者要结合起来。要加

强质量监督，以突击抽查为主，

使抽查有威慑力。

要抓重点产品和重点行业

的质量整改。当前主要抓四类

产品：原材料、大型装备及元器

件、耐用消费品、有碍人们身体

健康的产品。要认真实行质量

否决权，质量与工资奖金挂钩。

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要动真的。

抓质量要依靠各部门、各

战线、各行业的密切配合。工

业、商业、公安、工商、司法、商

检等都要有所行动。对质量问

题，要敢于曝光，敢于公开批

评，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摘自《经济管理》1992 年

12期新议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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