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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需进行

多方面改革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体制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

程，包括许多相互联系的重要方

面的改革。一是企业机制的改

革，特别是转换国有大中型企业

的经营机制，要通过理顺产权关

系，实行政企分开，把企业推向

市场，使之成为真正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

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二

是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完善，不仅

要发展商品市场，还要培育生产

要素市场，加快建立以市场形成

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同时建立

一套规范而科学的市场规则和

管理制度。三是建立符合市场经

济要求又遵守社会主义原则的

社会收入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

制度。四是宏观调控体系和机制

应建立在市场作用的基础上，相

应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由过

去直接抓企业的钱、物、人的微

观管理为主，转到把重点放在做

好规划、协调、监督、服务，以及

通过财税金融产业等政策搞好

宏观管理上来，这方面政府职能

的转变十分关键，没有这个转

变，以上各方面的改革都难以深

化。

（摘自《经济研究》1992 年第

10 期  刘国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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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外资金数额

过大比例过高

会产生不良后果

莹摘

宁学平同志在《财政研究》今

年第 10 期撰文认为，预算外资金

数额过大，相对于预算内资金的

比例过高，会引起“质”的变化，使

它的作用走向我们愿望的反面，

产生不良后果。

（一）影响对宏观税率的准确

把握和国家收入政策的正确制

定。预算外资金的相当一部分属

于财政性资金。我们一方面把大

量的财政性资金放到预算外，搞

双轨运行；一方面又说国家财政

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要

求提高这个比重，这就把我们置

于双重矛盾之中：一是我们针对

那种认为目前我国宏观税率偏高

的观点，以财政收入的比重过低

为理由，进行批驳，并要求提高这

一比重，但认真加以分析，又不得

不承认，如果把预算内和预算外

的财政性资金加起来计算，我国

的宏观税率也确实不低；二是如

果我们把大部分预算外资金纳入

预算内管理，因原来这些资金都

已有专项用途，不能改作他用，尽

管可以在形式上提高财政收入占

国民收入的比重，但财政收支的

实际困难却不能因此而缓解，财

政工作仍将处于被动地位。

（二）不利于正确地反映整个

国家的政策。大量的财政性资金

放到预算外，使国家预算的完整

性受到不应有的损害，使它不能

全面地反映整个国家的政策，使

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变得模糊

不清。

（三）不利于国家权力机关的

审查和监督。按照国家宪法的规

定，审查预算和决算，是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的重要职责和应有的权

力。大量的财政性资金放到预算

外，客观上是逃避了国家权力机

关对这部分资金的审查和监督。

这种做法严格说来是不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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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企业

行为是规范的

企业行为的规范化，就是企

业的经济活动应以自身的利益为

准则。为了自身的利益，企业必须

力求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增加盈利，并不断扩大自己在市

场中的份额。为此，企业注重自己

的产品质量，注重自己的信誉与

形象；企业必须趋利避害，有自我

约束机制和自我成长机制；企业

必须时时刻刻考虑自己在市场上

的地位的变化，相应地调整经营

策略，调整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调

整长期发展战略。也就是说，诸如

拚设备，吃老本，把利润分光吃

净，是企业行为不规范的表现；不

顾产品质量，不顾信誉，不顾市场

销售前景，也是企业行为不规范

的表现；不计亏损，甚至亏损后仍

然照旧滥发奖金，不问消费者的

需要，甚至滞销积压的产品仍然

照旧被大量生产出来，同样是企

业行为不规范的表现。

（摘自《金融时报》10 月 19 日

厉以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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