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讯·文摘应确立把财政支出

纳入市场体系的观念

目前财政支出方面缺乏一种

把它纳入市场体系的观念。首先，

缺乏“成本”的概念，尤其在非生产

领域的支出更是如此。在非生产领

域的支出我们仍然直接把它看作

是社会消费，而不是把它看作是满

足社会消费需求的“生产成本”。例

如国防，人们需要消费的并不是军

队，而是军队产生的“安全、安定”

的社会环境。军队开支只是生产

“安全、安定”这种社会需求的“成

本”。没有这种观念，无法把财政非

生产性 支出纳入市场均衡要求的

成本—效益分析。其次，缺乏社会

消费的替代概念。替代分两个方

面：第一，既然社会消费也是人的

一 种消费，因此象个人消费品一

样，社会消费品之间也有替代效

应。例如，要解决一个城市的交通

拥挤问题，可以有众多方案。可以

拓宽马路，可以增开公共汽车，可

以调整居民的居住地或开设新的

商业网点等等。只有以某种需求安

排财政支出而没有替代概念，就不

可能有真正的效率。第二，替代还

包括公共消费和个人消费之间的

内容。公共消费多了，个人消费就

要相应减少。但无论是公共消费还

是个人消费，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人

们的消费质量。这就有效益比较问

题。唯其如此，才能使公共消费开

支的范围、规模、质量受到市场法

则的约束。由于缺乏上述概念，就

无法把财政收支联系起来进行分

析。因此在财政支出方面的分析，

仍然只是停留在“满足长远利益和

整体利益的需要”这样较为抽象、

无法实际操作的层次上。

（摘自《经济研究》1992 年第 8 期

作者  刘小玄）

简讯·文摘应以效益制约

投资总量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速度 加

快，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长，若无

行之有效的调控措施，新一轮的投

资膨胀将不可避免。因此，必须建

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

总量调控机制。基本思路是：把投

资效益与投资主体的生死存亡联

系起来，以效益约束促成企业的自

我约束，使其由争投资、争项目变

为慎重投资，精选项目，通过企业

的自我约束，实现对社会投资总量

的控制，即由自上而下的控制变为

自下而上的“收敛”，建立起由投资

效益制约投资总量的调控机制。要

实现这种转变，须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深化企

业改革，通过企业股份制改组，资

产评估等措施，促进企业转换经营

机制，理顺产权关系，使企业真正

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

险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二是强

化投资主体的外部约束。第一，提

高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利率，迫使企

业把无效投资降低到最低限度。第

二，大力发展资金市场，把企业推

向市场筹措资金，增强其风险和责

任意识。

（摘自 1992 年 8 月 31 日《金融时

报》作者  史瑞培  刘桂峰）

简讯·文摘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继续发展下去

将成为改革顺利进行的严重障碍

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已

成为一个既定事实，它既建立在不

合理的基础 上，同时又具有某种历

史性的积极意义，问题在于我们如

何因势利导，改造其不合理的基

础，发挥其积极因素的作用。如果

说前一段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

斜尚有某些历史客观性的话，那么

现在再让其在不合理基础上继续

发展下去，就会越来越丧失其某些

积极意义。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如

不充分利用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

倾斜所提供的某些有利条件深化

改革，那么它的历史意义就将丧失

殆尽，所剩下的只是不合理性。而

且，它将成为改革顺利进行的严重

障碍。因为，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

倾斜的最终结果，实质上就是国有

资产“个人化”，掏空公有制的物质

基础，显然这是与我们的改革目标

模式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们不能

无限度地放任国民收入分配持续

向个人倾斜。

（摘自《改革》杂志 1992 年第 4 期

作者  周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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