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的意识。从财政部门来看，缺乏立法和执法手段，管

理不 严 二是资金投放受行政 干预多。投放时，一些部

门领导批条子给 单位借款，戴帽子下达投资项目，造成

资金分散，项目重复。由于投资效益差，资金难以收回。

三是回收的措施不力。缺乏必要的管理制度和办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投资主体的多元

化，以及财政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对财政周转金的管

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笔者以为采取有力措施管理财政

周转金势在必行。

一是制订财政周转金管理法规，将财政周转金管

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法规内容包括总则、资金来源与

使用、资金的发放与回收、法律责任等内容。要突出资

金的发放和回收、法律责任的条款。资金的发放要通过

一定的方式和程序，纳入司法管理的轨道，强调投放的

文书要规范，并进行公证。投放的对象应是具有法人地

位的机关团体、企业组织和部分个体工商户，有一定的

经营能力和资金偿还能力。对回收要有明确的时间限

制，处罚幅度，对违反规定的要有明确的处罚措施。法

律责任应包括投放和被投放人两方面的责任，投放人

决策失误、投放的资金收不回，应负连带责任，对呆滞

的资金要从工资中扣还一定比例。

二是逐步实行风险抵押制度。在确定周转金项目

和资金数额后，借款单位和有关项目责任人，应根据借

款数额的多少，按比例一次性预交风险抵押金，统一存

入财政风险抵押专户。如难以偿还时，用风险抵押金抵

补。

三是对有诉讼时效的拖欠案件要及时提起诉讼，

或提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一定范围一定时限内开

展回收工作；对于有偿付能力的单位和个人要强制其

归还；对于效益差而偿还无望的企业，要按照《破产法》

的规定宣布破产，偿还债务；对于效益差且有希望的企

业要分类排队并签订补充合同限期还款。

四是增强财政干部的法律意识，培养财政专业法

制干部从事财政周转金管理回收工作。湖北省一些地

市县财政部门 成立条法机构后，十分重视对财政法制

干部的培养，增强了财政干部的法律意识，提高了用法

律手段管理经济的技能，从而为周转金的回收工作步

入法制化的轨道打下了坚实基础。因此，要在今后的工

作中大力宣传法制，进一步增强财政干部的法律意识，

严格执行法规，学会运用法律法规组织财政周转金的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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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第三产业？

张宝安  张 扬

1935 年，新西兰出现了“第三次产业”的提法。1940

年，英国经济统计学家克拉克在《经济发展的条件》一

书中，把产业结构划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以农业为

主；第二部门是制造业；其他的经济活动归入第三部

门，称为“服务产业”。此后，西方国家在划分产业结构

时，多沿用克拉克的“三次产业分类法”，但具体的划分

标准并不一致。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按国际标准

划分产业的分类》，第一产业包括农业、林业、畜牧业、

渔业、采掘业；第二产 业包括加工工业、建筑业、电力、

煤气及自来水业；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业、商业、金

融保险、不动产业、生产和生活服务业、科学研究、文化

教育、卫生保健以及公共行政和国防，等等。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进步，西方发达

国家在第一、二产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第三产业异军

突起，蓬勃发展。七十年代末，西方国家第三产业就业

人数已占整个就业人数的 60%以上，按西方统计计算

的产值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 50—65%。

我国对三次产业的划分标准是 1985 年正式提出

的。根据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标准

局联合颁发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编码》一文，对三

次产业所作的划分是：第一产业为农业（包括林业、牧

业、渔业等）。第二产业为工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自

来水、电力、蒸汽、热力、煤气）和建筑业。第三产业为

上述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具体可分为以下四

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

通讯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第二层次是

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业、保险业、地质

普查业、房地产业、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咨

询信息服务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等；第三层次是为提

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

化、广播电视事业，科学研究事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

利事业等；第四层次是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

括国家机关、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和警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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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第三产业极端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长期以来，人们在观念上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才创

造社会财富，致使我国的第三产业长期得不到发展。改

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重新调整了第三产业在国民经

济中的位置，适当加大了对第三产业人力、物力、财力

的投入，扭转了第三产业长期徘徊不前和走下坡路的

不良局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发达国家比较，

我国的第三产业还十分落后。1981 年，世界银行公布世

界各国第三产业产值占各国国民生产总值比例的名

次，我国以 20.6%的比例排在 128 个国家中倒数第一

位。1989 年，世界银行再度公布名次，我国以 26.5%的

比例，仅仅排在乌干达之前，列倒数第二位。目前，我国

第三产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比重小。1991 年，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

重，发达国家为 60%左右，中等收入国家占 50%左右，

低收入国家为 35%上下，而我国还不到 30%。二是提

供的就业岗位少。现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占

到劳动力总数的 60% ，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占到 40% 上

下，而我国还不到 20%。

最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快发展第

三产业的决定》，这是我国为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第一

个纲领性文件。可以预见，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

鼓舞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国家产业政策

的合理调整和地方、企业自主权的扩大，我国的第三产

业将步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简讯、文摘
简讯

  滁县地区对购买小汽车

实行“五宽、五严、五不批”

安徽省滁县地区加强控购工作，对集团购买非生

产性小汽车采取区别对待的做法，具体是：“五宽”，即

对大中型企业从宽、对经济效益好的企业从宽、对外向

型企业从宽、对报废更新从宽、对计划内分配的从宽，

“五严”，即对纯行政事业单位从严、对财政拨款购买的

从严、对欠缴税利的企业从严、对旧车换新车从严、对

亏损企业从严，“五不批”，即对资金不落实的不批、对

单位级别不够配车的行政事业单位不批、对经营性亏

损企业不批、对长期拖欠税利的企业不批、对未经分管

县长签字转来的报告不批。

（本刊通讯员）

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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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业企业资金

来源众多，目前已初步

形成了国家投资、银行

贷款、企业自补、社会集

资、引进外资和租赁、股

份等多形式、多渠道和

多层次的资金供应格

局。但按资金来源性质

划分，仍不外乎有两个

基本方面，一是企业自

有资金，包括国家投入

供企业长期周转使用的

资金和企业自补的各种

经营资金；二是企业借

入资金，包括银行贷款

和各种企业债券及专项

投资借款等。自有资金

一般具有自主使用、无

偿占用和长期积累的特

点；借入资金与此相反，

表现出专项使用、还本

付息和短期周转的特

点。由于企业借入资金

需要按时还本付息，又

由于企业投资利润率与

借入资金利息率在差额

上的不确定因素，借入

资金与自有资金比例的

大小，给企业财务带来

的风险程度也就不同。

一般说来，当投资利润

率与资金利息率在平均

利润规律作用下基本持

平时，借入资金比例越

大，风险程度也越大；借

入资金比例越小，风险

程度也随之越小。但当

企业投资效益好，投资

的利润率高于负债的利

息率，甚至远远超过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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