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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处理好生财的八个关系

赵吉 成

进一步支持深化改革，正确处理眼前生财和长

远生财的关系

经济要加快发展，必须在加大改革力度上

下功夫。财政自身改革进展快慢，支持经济改革

力度大小，对于整个改革进程关系很大。如果这

也不敢想，那也不敢干，就不可能迈开新的步

伐，而只能是被动应付。当然，敢想并不是胡想，

敢干也不是乱干。标准就是小平同志提出的那

几条，凡是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增

强，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有利于财政

状况好转的，财政部门都应当在财力可能的范

围内勇于实践，或满腔热情地予以支持。对那些

已不适应当前改革开放形势需要的财政规章制

度，要尽快进行清理；对经过实践证明有利于生

产力发展的经验和作法，要鼓励结合本地的情

况进行推广，受财力或其它方面条件限制不宜

一下子全面铺开的，可以先在点上或线上搞试

点。当前，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正确处

理眼前和长远的关系。财政自身改革，财政支持

经济改革，在财力上往往是先投入，后产出，中

间有一个时间差。既不能为改革而改革，不顾当

年财政日子能否过得去，超负荷去勉强改革；也

不能消极等待，只讲当年过日子，不考虑长远改

革与发展。应当在过紧日子与支持改革之间找

出一个恰当的度，既要使当前财政日子过得去，

更要在支持改革和长远发展上有所作为。

进一步支持扩大开放，正确处理生产生财与商

贸生财的关系

财政要尽力支持把经济搞上去，就必须进

一步加大支持扩大开放的力度。这里关键是必

须摆正生产生财与商贸生财的关系。在产品经

济条件下，生产是生财之本，商贸无足轻重；而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地处边境的省份，生

产与商贸在生财中的位置可以说是并驾齐驱，

相辅相成。以黑龙江省为例，近 10 年中，全省商

贸企业的利税增长幅度超过同期生产企业的

13.7%。黑河、绥芬河过去被列为老少边穷地

区，这几年边境贸易发展迅速，5 年多来，财政

收入增长一直居于全省前列，两市财政收入一

半以上直接来自边境贸易。昔日地处边疆的劣

势，已变为明显的地域优势。显然，随着商品经

济的进一步发展，商贸已越来越成为财政收入

的一个重要来源。财政部门应当充分地认识这

一变化，深化对开放生财的认识，加强对开放生

财的支持。这样做，不但可以少投入、多产出，加

快生财速度，减少投资风险，更重要的是可以调

整产业结构，形成以商贸促生产的新格局。

进一步支持振兴科技，正确处理直接生财与间

接生财的关系

实践证明，不断地提高经济增长中的科技

含量，经济发展才能步入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

心的轨道，到本世纪末实现国民收入翻两番才

有希望。物质资源丰富、科技力量较强，而经济

发展较慢、财政日子较紧的省份，要赢得较快的

经济发展速度和较快的财政收入增长，更有必

要走依靠科技振兴财政经济的路子。财政部门

应当有支持振兴科技的紧迫感。从当前的情况

看，最重要的是必须克服钱少无力支持振兴科

技和有钱不愿支持振兴科技两种偏向，纠正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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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生财与间接生财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我

们必须看到，在生产领域中，凡是高质量、高效

益的企业，背后都是科学技术、科学经营在起作

用。科技在生财中的作用是间接的，是必须经过

生产与流通转化的。就这个意义也可以说它是

用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左右着生产、效益和财

政形势。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高度的认

识，要把支持振兴科技作为从源头上振兴企业、

振兴财政的根本措施来抓，努力作好振兴科技

这篇文章，尽快提高经济和财政增长中的科技

含量。

进一步振兴县级财政，正确处理扶贫生财与帮

富生财的关系

县级财政是县级经济的综合反映，而县级

经济是省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一个薄

弱环节，但发展潜力很大，因此，振兴县财政与

振兴县级经济和发展全省经济是密切相关的。

近 5 年间，黑龙江省先后对 5 个自然条件好、发

展后劲足、领导班子强的县（市）实行财政计划

单列，予以重点扶持，促其超前发展。从去年开

始，我们又全面实施了“八五”期间振兴县级财

政的发展规划，决定重点扶持 22 个县财政收入

进档达标，21 个财政补贴县脱补，真正把扶贫

与帮富有机地结合起来。但也有不足，主要是扶

贫帮富的力量比较平均，相比而言，帮富的力度

还不够大。这种大体平均使用力量的作法，不利

于能够先富的地方更快地富起来，然后在适当

时候让他们多作贡献，反过来带动落后地区发

展。事实证明，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有先有后、

拉开档次前进的办法，更有利于从总体上加快

经济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正确地处理好

扶贫与帮富的关系，恰当地把握扶贫与帮富工

作中的政策与投入的倾斜。

进一步支持搞好企业，正确处理扭亏生财与增

盈生财的关系

企业是经济的“细胞”，也是财政收入的主

要“源泉”。企业的盈亏与财政的富穷有着直接

的、内在的联系。黑龙江省企业经济效益差，主

要表现是亏损大、盈利小。如 1991 年全省预算

内工业企业近半数发生亏损，亏损额达 7.74 亿

元，盈亏相抵实现利润只有 7 529 万元。因此，

我们必须加大支持企业的力度，要把着力点放

在提高企业扭亏增盈能力上。然而，对扭亏与增

盈在生财上的作用，还没有真正被人们认识。许

多人重增盈，轻扭亏。目前黑龙江省各行各业每

年亏损高达 20 多亿元，大大高于同期企业盈利

数额。盈利企业利润翻一番，只相当于减少亏损

50%；而亏损企业亏损全消灭，则相当于盈利企

业利润增加两倍。可见扭转企业亏损是一条重

要的生财之道。不认识这一点，就不能说是抓住

了提高效益的主攻方向。财政部门对企业扭亏

增盈应树立新的观念，确立新的标准，拿出新的

对策，去争取新的进展。当然，对有盈利的企业

也要进行认真的分析，提出更高的要求。

进一步搞好财政分配，正确处理政策生财与投

入生财的关系

财政分配政策性强，涉及面广，财政分配搞

好了，就能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否

则，对经济发展就会产生制约作用。因此，进一

步搞好财政分配是扩大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对

财政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财政分配政策必须适

应生产力发展，而不能让生产力发展去适应财

政分配政策。相对而言，财政分配搞死很容易，

只要循规蹈矩，以 不变应万变，遇到问题找本

本，简单地点头或摇头即可。而真正把财政分配

搞好却很困难，因为它需要从实际出发，从有利

于发展生产力出发，还要有敢于突破老框框解

决新问题的勇气和闯劲，甚至敢于承担某些风

险，承受某些非议。当前，应根据国家的基本政

策，处理好政策生财与投入生财的关系，把用活

政策与搞活分配有机结合起来。在促进经济发

展中，财政政策与资金投入从某种意义上说具

有相同的作用，但运用政策往往可以收到比单

纯投入更大的功效，今后应当更多地采用给政

策的办法，更好地发挥政策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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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正确处理监督生财与服

务生财的关系

财政监督作为财政职能之一，其根本作用

是维护财经纪律，保障经济正常运行。但由于种

种原因，在执行财政监督时，既有失之于宽的问

题，也有执行过严的问题。在进一步改革开放、

把经济搞上去的新形势下，财政监督的作用不

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加强。实际上，监督本身

也是服务，监督与服务都是手段，都是为把经济

搞上去“保驾护航”。当前，监督与服务这两手都

要加强，不能偏废。一方面，对各种严重违反财

经纪律，采用不正当手段截留坐支国家财政收

入的违纪单位与个人，一定要坚决查处，严肃处

理，决不能姑息迁就；另一方面，必须掌握政策，

分清违纪问题的性质，对属于在改革探索中一

时的失误，要帮助出主意、想办法，及时进行调

整和完善。对过去制定的财经制度与法规，由于

情况的变化、政策的调整已经不适应当前形势

发展需要的，有权修订的要及时修订，无权修订

的也要在执行中向上反映。只要我们牢牢把握

服务的宗旨，就一定能够改善监督，强化服务。

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正确处理工作生财与资

金生财的关系

财政工作尽力支持把经济搞上去，需要全

方位地发挥财政职能作用，进一步转变工作作

风，正确处理工作生财与资金生财的关系。从一

些地市的情况看，立足加大工作生财的力度，应

该是财政工作的一个重点课题。在某种意义上

说，谁在这个方面取得突破，谁就掌握了财政工

作的主动权，谁就能尽快赢得财政经济状况的

好转。近几年，各级财政部门着眼于不花钱或少

花钱去促进搞好企业、支持经济发展，做了大量

富有成效的工作，拓宽了理财领域，积累了不少

新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和总结推广。如牡丹江市

财政局出面穿针引线当红娘，促成牡丹江啤酒

厂与林口啤酒厂联营、联销、联利，每年多获收

益 300 多万元；齐齐哈尔市财政局促成猎枪厂

与台板厂合并，每年扭亏增盈上百万元；佳木斯

市财政局促成该市啤酒厂与两个没有啤酒厂的

县达成联销联利协议，使佳木斯啤酒厂富余的

生产能力得到发挥，两县从包干销售啤酒中也

得到好处，三方每年预计可增加效益 600 万元

以上。这些，都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说明财政

支持经济发展的领域是广阔的，形式是多样的。

靠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去促进企业提高效

益、加快经济发展，同靠增加投入相比，不仅有

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有时还可以起到单靠投入

所起不到的作用。

工作研究
财政部门

应积极参与土地

使用制度改革

陈 智 刚

目前，房地产业发展迅猛，全国已有房地产开发公

司 3 700 家，经营公司 4 700 家，房地产交易所 1 500

家，职工 300 万人，固定资产 90 亿元，年产值近千亿

元。可以说，全国正在兴起以沿海为中心的房地产热。

在房地产业中，土地使用权的有偿使用有着举足轻重

的地位，伴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

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在这种形势下，作为土地所有者代

表之一的财政部门，应积极参与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

开辟财源，振兴经济。

一、财政部门参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是当前整个

经济形势的要求

今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对我国经济发展有

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意义，表明我国又将进入改革开

放和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党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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