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

经济实体，让企业真正走向市场。

二、财政生产性资金的使用要以效益为主。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在生产领域仍然要发挥

其职能作用，其根本不同点在于要突破计划经

济体制下财政供给制的模式，改变过去不论社

会公益事务还是企业部门事务均由财政统一包

起来且不注重效益的做法。今后，财政对各种生

产性资金的使用必须以效益为主。资金的发放

要打破所有制和行业界限，打破专款专用老框

框，无论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个

体私营企业，或是农村经济、合作经济，决定支

持与否，不以企业性质定论，而主要看是否有利

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符合产业政策，经济效

益是否好。同时要变财政生产性资金无偿使用

为有偿使用，资金占用费的收取可高可低。在这

个前提下，部分财政生产性资金也可以搞股份

投入、入股、参股；也可以搞合资项目、合作项

目、集资项目，通过效益滚动，实现财政资金的

不断增殖，加大财政的投入能力。这样按市场经

济搞财政，财政就会越搞越活。当然，以效益为

主并不影响财政重点扶持职能的发挥，如扶持

农业生产始终是财政工作的重要任务，在坚持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下，仍要以

经济手段促进农业结构的调整，支持农业向高

产、优质、高效方向发展。

三、扩大事业性筹资渠道，规范财政支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

变势在必行，改革财政统包科教文卫等事业经

费支出的体制也是必然之举。这就需要重新界

定这些事业领域中的财政职能范围。将一切不

属于社会共同事务的应用性、服务性、商品劳务

经营性等。可以企业化经营的事业，推向社会、

推向市场，其经费不再由国家预算安排，而通过

它们收取一定的服务费或经营投资收入来解

决。财政从这些事业的经费供给领域退出去之

后，集中力量搞好那些必须由财政供给的事业。

四、扩大财政平衡范围，拓展财政信用业

务。发展市场经济，扩展财政平衡范围，变编制

预算的消极平衡为在实现预算过程中的积极平

衡，变单纯预算内平衡为综合平衡是势在必行

的，这些正是目前财政职能范围缺位的方面。一

是建立综合财政预算，着眼社会总财力的有效

调控和运用，运用经济手段，统筹预算内资金，

调整预算外资金，引导社会资金，发展经济；二

是大力拓展财政信用，活化财政资金，利用财政

信誉，发行地方经济建设债券、股票，广辟筹资

渠道，发展财政融资市场；三是大胆吸引、利用

外资；四是建立地方事业发展基金，扩大农业基

金征收范围，恢复征收专控商品附加等；五是要

设置社会保障预算，使各种社会保障资金纳入

财政范畴，建立起国家、集体、个人共同负担的

社会保障体系。总之，通过对财政职能范围缺位

的弥补，一个扩大的综合财政平衡体系是完全

可以健全的，是可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促进经

济发展不断上新台阶的。

简 讯

北京市清理和处理地方

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潜亏

最近，北京市财政局、市经委联合发出了《关于清

理和处理地方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潜亏的通知》，要求

在全面清查库存产成品、生产、储备等专项资金的基础

上，对其他流动资产进行清查。清查的主要项目是：应

收销货款、其他应收款的各种坏帐损失；应摊未摊，应

转未转的各项费用；1986年以来应提未提的折旧、大修

理基金及新产品开发基金等。《通知》还确定了潜亏处

理办法：（1）1992 年当年发生的潜亏，全部列入当年成

本，体现当年损益。（2）1991 年底以前发生的潜亏，企业

列出分年度消化计划，经企业主管部门审核，报同级财

政部门批准，从 1993年起分三年摊入成本。（3）1986 年

至 1991 年底以前发生的应提未提的折旧基金、大修理

基金、新产品开发基金和应补未补的流动资金等，一律

不再补提，对 1986 年以前少提部分不再追查。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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