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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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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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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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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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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