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嘀嘀嘀——”，竞赛在继续进行，掌声、笑声在赛场回荡

……

这次竞赛是在广大农民纳税意识普遍提高的基础

上进行的。在这之前。该乡就印了 15 000多份农税政策

学习资料，发动 40多名乡干部分片包村，深入全乡 18

个村登门宣讲，组织学习，广大农民政策法制观念的提

高为这次竞赛的圆满成功奠定了基础。吉令村一农民

感慨地说：“去年我种了六亩西瓜，缴农林特产税时我还

认为是乱摊派，和税收干部吵嘴，现在我才明白了。

……”

债券投资

简述国库券的四性

张加伦

1981 年，我国恢复了举债搞建设的途径。12 年来，

通过发行国债筹集了巨额资金，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为平衡财政收支，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然而，国债事业

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其中主要问题是至今人们对发展

国债事业仍存在模糊认识，对国债性质不甚了解。国库

券是国债的基本券种，本文试图对国库券的全民性、唯

一性、服务性、无风险性作一简述，以期对今后的国债发

行、流通转让和兑付工作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全民性。国家财政为支持改革开放，筹集建设资

金，向全社会发行了国库券，其意义在于集腋成裘，聚沙

成塔，变闲散资金为积累资金。在我国这样一个收入水

平低但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发行国库券的办法

将广泛小额的社会资金聚集起来，客观上需要全民的支

持和参与，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实践也证明，面

向全社会发行国库券的路子是走得通的，是正确的。在

过去 12年里，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国库券得

以年年超额完成发行任务，可以说中国公民当中几乎家

家都有国库券。国库券的全民性还表现在，它所筹集的

资金用于国家重点建设和发展基础产业，造福于全社

会。因此，今后无论采取何种发行手段或方式，国债“取

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宗旨不能变。国库券的全民性是

我国国库券得以广泛发行的基础，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一

点。

唯一性。任何举债行为，必然是由债权人和债务人

的契约关系构成，债务人对债权人负有法律责任。国债

是国家处于债务人的地位向公民举借的债务。财政部

是为国家当家理财，执掌财权的重要职能部门，它代表

国家举债筹资，应当是国家的唯一债务人。这也是国际

上公认的准则，其他任何部门均不能取代。当今有人认

为，国债的发债主体不是唯一的，可以有两个发债主体，

可以按“三七”开或“四六”开的比例，肢解国债的发行主

体。这是糊涂的、错误的观点，这在根本上有违于国家

债务的法律准则，将导致债务关系的紊乱，偿债责任的

不清，以致破坏国债的信誉。

服务性。基于国库券的全民性，财政部在对国库券

的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作决策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国库

券的服务性。发行市场要为流通市场铺路，流通市场要

为发行市场奠基，而牵动这两个市场“中枢神经”的是亿

万的投资者，这是中国国债市场的特点。12 年来，财政

部制定的一系列国债政策，诸如发行市场的“两条腿走

路，”流通市场的保护价格措施和两种交易方式，以及多

渠道办理还本付息等等，无不体现了国库券的服务性。

过去是如此，今后仍然要走这条路。

无风险性。我国发行的国库券，作为特殊的金融商

品，活跃于债券的两个市场，并成为主体债券，有其特有

的生命力——投资无风险。证券包括种类很多，国家债

券、公司债券（企业债券和金融债券）、股票等，都属于它

的成员。按投资风险分类，除国库券有国家财力作后

盾，属于无风险投资外，其他均属风险性投资。在当今

我国的社会条件下，虽然证券风险度的界限模糊，概念

不清，但这是暂时现象，终将泾渭分明。因此，广大公民

投资者，在对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作投融资活动时，应具

有风险意识的选择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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