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的财政资金集中用于支持这些重点行业，以促进

其加快发展。

四、处理好财政监督与服务的关系，加强对第三产

业企业的财务管理与监督。从当前看，主要是帮助新办

第三产业企业加强财务管理，培训财会人员，建立健全

财务制度，严格成本（费用）管理，会同审计部门开展经

常性的财务指导和审计监督，规范其经济行为，使之制

度化、法制化。督促由全民企业兴办的集体性质的第三

产业企业划清与原企业在资金、设备、人员、业务等方

面的界限，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支持现有第三产

业企业深化内部改革，转换内部经营机制，推行“税利

分流”，真正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个人之间

的分配关系。配合税务、工商部门加强对从事经营第三

产业的个体户的管理，从多方面给第三产业的发展创

造一个公平的、合理的外部环境，使第三产业在加快发

展中外有压力，内有动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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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是在五十年代初建立起来

的。1951 年由政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

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中，对疾病、因工负伤、养老待

遇、生育待遇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对保障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

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整

个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保险事业也发生了

新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就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待业保险作了一些改革，国家财政就社会保

险政策也作了一些相应的配套改革。这对于缓解企业

负担畸轻畸重的矛盾，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发挥

了积极作用。但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一是各

项保险的范围不明确，重复交叉的保险内容很多，导致

企业负担增加。如养老保险与工伤保险之间，医疗保险

与养老保险、待业保险、工伤保险之间都不同程度存在

着交叉。二是各项保险费提取比例过高，资金结余过

多。三是保险机构设置过多，其管理费提取比例太高，

不同程度存在损失浪费现象。

改革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需要，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

要组成部分。要保证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必

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不

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水平保障”，同时，还要考虑我国目

前职工工资水平较低，个人负担能力有限的实际，应适

当负担社会保险费。要充分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尤其

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效益不太好，资金周转困难，因此

各项保险费收取比例不应定得太高。

保险制度改革，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先搞，条件差的

地方可以暂缓，保险面由小到大，逐步发展，逐步完善，

经若干年在全国形成普遍的制度。在法制建设上，可先

地方立法，后国家立法，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同时，相

关保险项目的改革应配套进行，不能孤军深入。总之，

应既具有统一性、原则性，又具有灵活性、适应性。

2.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必须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险机

构。各地在设立保险机构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保险的经

办机构，统一管理工伤、医疗、待业、养老、妇女生育等

各项社会保险。对各项保险进行统盘考虑，不宜分别设

立机构，分散管理。世界上凡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国

家，无一例外地均由中央政府的某一职能机构负责全

国社会保险事业的管理、监督和实施。如美国的社会保

障署、日本的厚生省、瑞典的社会部和挪威的社会卫生

部等均是统一管理本国社会保险事业的权威机构。统

一设立社会保险机构，对社会保险金进行统一管理，有

如下优点：①可避免各部门间相互扯皮，政出多门，各

行其是，妨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②防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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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改革措施不配套。养老、待业、工伤、医疗、妇女生育

等保险项目之间联系十分密切，有些内容还有交叉。从

各试点单位的情况看，不统一设立社会保险机构，弊端

很多。就医疗制度改革来说，实行公费医疗制度改革的

试点地区，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医疗费用得到扼制，

但企业职工的劳保医疗费用相应提高；反之，劳保医疗

制度改得好的地区，公费医疗费用又上升。这主要是由

于政策不配套，改革步骤不一致，导致公费医疗费用和

劳保医疗费用相互倾斜的结果。因此，各项保险制度改

革措施必须相配套，改革进程必须一致。各项保险制度

改革若分属于不同的部门、不同的机构管理，难以统一

步骤，协调行动。③有利于资金的合理筹集，避免使企

业重复缴费，减轻企业负担。统一建立保险机构后，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实行内部分工，统一规定向企业提取

社会保险基金比例，避免各个项目都重复提取风险基

金和保险金，并可调剂使用，减少资金浪费。④国家统

一设立的社会保险机构具有权威性，有利于改革的顺

利进行。搞好社会保险工作，可以使企业丢掉包袱，一

心一意搞经营，这是政府为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提供的

实实在在的服务。同时，社会保险又具有强制性，也是

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因此，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险机

构，势在必行。

3.必须加强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从试点地区

来看，不同程度地存在资金浪费现象。由于现在尚未建

立统一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部门之间争办保险，缺少

监督机制，往往是部门自己制订办法，自己执行，在资

金管理上存在占用、挪用、浪费等问题。因此，必须加强

财政、审计、银行等部门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和监督

作用，努力做好以下工作：①认真搞好社会保险基金收

缴比例的测算，力争使计提比例定得科学、合理。②管

理费的提取要本着节约的原则，避免资金浪费。管理费

的开支项目和开支标准，由财政部门核定。③社会保险

基金应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社会保险管理机构按年编

制基金收支预算和决算，并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④财

政部门要帮助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制定财务、会计制度，

并经常检查其执行情况。⑤社会保险基金必须专款专

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挪用。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对社会保险基金必须在银行设立“社会保

险基金”专户，实行专户存储。对于挤占、挪用、贪污、浪

费社会保险基金的单位、个人按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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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企业福利基金

普遍超支，有些企业仅医药

费支出就占了福利费的大

部分甚至全部。企业医药费

支出的恶性膨胀日益成为

一个老大难问题，不仅对于

微利和亏损企业是个包袱，

就是盈利企业也难以承受，

严重地困扰着企业的发展。

鉴于此，许多单位根据具体

情况，采取了一些改革措

施，如实行医药费包干，节

约奖励，超支自负等，收到

了一些效果。但超支问题依

然存在。突出的问题是单位

和个人之间苦乐不均，待遇

不等。一方面，少部分人享

受的劳保医疗造成很大的

浪费；另一方面，大多数人

因没有医疗保障而“怕 生

病”或“看病难”。故而，需要

深化改革。笔者认为，这项

改革涉及面广，影响大，必

须在兼顾国家、企业、个 人

三者利益的前提下，建立起

一种合理的企业职工医疗

有限保险制度。

企业职工医疗有限保

险制度就是遵循保险原理，

建立在互助互济，共担疾病风险，减少因病致贫原则基

础上的医疗保健制度。其做法是：由国家、企业、享受者

个人共同筹集医疗保险基金，向保险机构投保，由保险

机构对医疗单位提出具体管理办法，建立相应的医疗

保险机构，对医疗单位进行检查监督并支付合理的医

疗费用，实行医疗和费用管理相统一的管理体制。从而

使医疗保险机构和医院建立起节约医疗资源和医疗费

用的意识，承担起控制医疗费用的责任。所谓“保险”就

是按照保险原则，企业职工因病就医所花医疗费用的

大部分应由保险机构支付；所谓“有限”，就是企业职工

因病就医所花医疗费又不能全部由国家、企业包下来，

职工个人要负担有限的数额，还要与医疗单位的经济

利益挂上钩，形成一整套新的制约机制。

根据世界有关国家的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我们认为改革后的企业职工医疗有限保险制度可以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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