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深化财政运行机制改革的思考

梁尚敏

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经过 1989— 1991 年三年的

治理整顿，社会供需总量大体均衡、市场物价趋于稳定、

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若干主要目标已经基本实现。这为

执行“八五”计划，振兴经济，消除深层次矛盾，提供了有

利条件。同时也对克服财政困难，进一步改革财政运行

机制提出了更高的紧迫要求。

一、集中财力与支持企业经营机制改革

国家财政面临财力过分分散，财政调控机制乏力的

挑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已从 1978年的 37.2%
降至 1990年的 21.6%，1991 年也没有多大的改变。这

种降至最低点的状况，是减税让利扩权过度的表现，也

是财税收入流失、分配过分向个人所得倾斜的结果。出

路在于必须审时度势地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增税、堵漏、

减亏等在内，适当提高财政收入的集中率。但是，为支

持国营大中型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国家采取了提高部分

企业折旧率、降低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所得税税率、增

加技术开发费、已提折旧免交一部分企业的能源交通重

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等，一句话，新的有控制、有

步骤、有重点的减税让利出台。人们对此疑虑，一方面

强调集中财力，另一方面又在制造新的财力分散，岂不

自相矛盾。对此，如果机械地从表面看问题是只会迷惑

不解的。但是就财政运行机制和企业经营机制的同步

深化改革来说，则是新的突破和必由之路。我国国营大

中型工业企业 1990 年为 10 707 户（其中年实现利税 1

亿元以上的为 170多户），这些大中型企业的产值占工

业生产产值的 53%，其实现利税占 65% 、上交利税占

80%，是公有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脊梁，同时也

是财源的支柱。它们的内部经营机制不转换，不能真正

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不能切实作到政

企分开、两权分离，不能彻底改变企业吃国家的“大锅

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旧传统，越来越不适应计

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的要求。预算内

国营工业企业的资金税利率 1980年为 24.8%、1989 年

为 17.1%、1990年为 12.9%，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减少

利税 100亿元，以致 1/3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靠国家

亏损补贴过日子，同时财政的负担也日益加重。因此，

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权衡利弊，必须抢时间、挤出

财力支持企业上质量、上品种、上效益，支持企业用好自

主权，支持企业把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与转换经营机制

结合起来，增强企业产品的竞争能力、技术发展能力、资

金增殖能力、市场应变能力和效益开发能力。这是摆脱

财政困境，改革财政运行机制，为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创

立外部条件的关键所在。这一步启动好了，有利于实现

全盘皆活，取得制胜的主动权。

当然，注入推动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催化剂”，调

整国家与企业之间若干分配政策，扩大企业的自主财权

和财力，需要切实加强财政的宏观控制，引导企业把有

限的财力用于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真正用到刀刃上，

防止以往出现的那种“放得越多，漏得越多，吃得越多”，

企业留用的资金变相地漏入个人腰包或大部分转化为

消费基金的旧病复发。这样，有控制、有步骤、有重点地

“放水养鱼”，把“蛋糕”做大，财政运行机制方能在一个

新的基础上运行，财政、经济的活力和后劲也就在其中

了。

二、补偿不足与制止分配机制带病运转

国民经济运行中，由于折旧率偏低，资源收费低或

不收费，再加上物价变动等因素，长期存在着固定资产

和流动资产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价值补偿和物质替

换的明显不足，大批企业拚设备、“吃老本”的现象十分

严重，补偿机制、分配机制均处于带病运转状态。它的

直接后果，一是打乱了社会总产品价值构成 c、v、m 之

间的合理比例界限，即虚小了 c，虚大了（v+m ），造成企

业“吃老本”（c），财政分配“吃老本”（参与虚大了的 v+
m 的分配），同时使补偿基金、积累基金、消费基金之间

发生了不应有的错乱或“虚位”。二是严重影响简单再

生产的进行。固定资产折旧率低，价值补偿不足，阻碍

固定资产的及时更新和加速进行技术改造。固定资产

带病运转，实物替换不足迫使企业产品质量、消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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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改观，困难重重。以流动资产为例，在物价上涨条件

下，补偿其价值往往低于下一个生产周期后的重购价

值，其差额被视为利润进行了分配，使流动资金的货币

量所能代表的实物量，随着物价上升而不断减少。据初

步统计，全国一年的资产补偿不足或“吃老本”达 600 亿

元。三是不利于推进科技进步和更新国民经济的物质

技术基础。资产、资源的合理补偿，是分配机制得以正

常运行的必要条件，是扩大再生产和科技进步的基本前

提。四是不利于严格财政、财务管理。国家财政，一方面

因虚小 c而产生补偿不足，另一方面又将已集中的一部

分 m ，以挖革改资金、贴息等形式，用于支持企业补偿，

这本身是对补偿机制失控的表现。财务管理中的产品

成本的及时足额补偿与资金的正常周转、产品成本与企

业纯收入的实现、产品价格与价值的基本一致或背离

等，都决定着微观基础的补偿、分配能否正常运行。财

政、财务的补偿、分配机制出现故障，宏观和微观管理及

其调控便会困难加剧，最终不利于提高整体经济效益。

我国国营企业 1990 年的折旧率为 5.3%（1980 年

为 3.4 % ），国营工业企业的折旧率为 5.87% ，平均折旧

年限 17 年。对某些重点行业，如机械制造业还试行了对

其重点生产线上使用的机器设备实行按折旧年限加速

30%的政策。这在财政困难的条件下，为解决固定资产

补偿不足，作了不小的努力。但是全国每提高 1%的折

旧率，增大成本每年达 50 亿元，相应减少财政收入 14

亿元，这对相当大的一批微利企业或亏损企业是承受不

了的，同时引起财政减收。据此，怎样解决补偿不足与

制止分配机制的长期带病运转呢？这里关键是必须正

视补偿不足的现实。经济上的“吃光、用光”，久而久之

“空心化”，最终要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回避补偿

不足，甚至认为财政如此困难，还空谈提高折旧，增加资

源付费，等于为财政的困难火上加油。这些都是忽视实

际，单纯财政观点的表现。可行的选择是按照行业的特

点和产业政策的要求，分类、分批、分档提高折旧率；定

期评估国有资产价值，并制订重估价的相关政策；有选

择地征收资源税，实行资金付费制；建立可靠的新产品

开发基金；规范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盘亏、报废或毁损

的处置程序和方法等，逐步过渡到资产、资源价值的大

体足额补偿，恢复正常的分配运行机制。

三、减轻财政负荷与推进价格改革

国家财政超负荷运行，反映在价格补贴、企业亏损

补贴有增无已，成为导致，财政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

一。我国 1979 年的价格补贴、企业亏损补贴为 169 亿

元，占当年财政支出 1 4 % ；1990 年迅速扩大为 1 143 亿

元（包括进口退税在内），占当年财政支出的 34.9%。在

1979— 1990 年期间，累计承担的各种补贴达 6 400 亿

元，相当于“六五”时期国内财政收入合计数 6 616 亿元

的 96.7%。国家财政多方面支持价格改革，推进价格结

构的调整，建立新的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管理体制，起

了重要的财力保障作用。但是，在财政日益困难的条件

下，通过深化价格改革，特别是整顿、压缩价格补贴和企

业亏损补贴，反过来减轻财政的负荷，支持财政运行机

制的改革，不仅必要，而且也有可能。例如，我国外贸体

制推行进出口代理制，取消外贸出口补贴，缩小进口补

贴，大大地减少了外贸亏损补贴的压力。又如，199 1 年 5

月进行的粮油统销价格调高，缩小购销价格倒挂，减少

原有的价格补贴，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还有一些地区实

行粮油购销同价，只补经营费用，压缩财政补贴的办法，

更前进了一大步。这些证明配合价格改革，加大价格改

革力度，以价格调整支持财政减轻补贴的负荷，逐步卸

掉一大块补贴包袱是完全可行的。

有计划地推进原煤、原油等基础产品价格的调整，

扭转其价格偏低的状况，有利于提高这些行业的自我发

展能力，引导其价格结构向合理化方向发展，并且可以

大大地减轻企业亏损，扭转行业亏损补贴的局面。以原

煤为例，1990 年原煤价格比 1978 年上升了 1.75 倍，但

成本却上升 3. 47 倍，1990 年 亏损额比 1988 年增加

2.67倍。只有适当提高其计划价格，才能逐步扭转企业

亏损的局面，同时缩减财政的亏损补贴负担。

四、制止赤字性国债，逐步恢复平衡机制

我国“七五”时期，由于经济过热带来的国民收入超

分配，使财政硬赤字累计达 461 亿元，软、硬赤字合计达

1 698 亿元，软硬赤字年平均增长 49.8% ，其占同期财

政支出的比重达 12%以上，超出正常所许可的 3%的比

例近 9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截至 1990 年底，国内外债

务余额 1 198 亿元，其中内债 882 亿元，外债 3 16 亿元。

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即国债依存率，1 986 年为

10.3% ，1990 年 上升为 1 4.9% ，超出国际上公认的 5%
左右近 9 个百分点。这些表明财政收不抵 支的缺口扩

大，财政困难险峻，国家借债的压力也愈大。这里有三

个问题值得探讨：

1.面对财政不平衡的状况，怎样采取有效的措施，

使之切实加以扭转，逐步恢复财政平衡机制。因为连续

每年发生财政赤字，总是经济不合比例、效益上不去的

综合反映。久拖只会加剧财政、经济不平或不稳的矛

盾。因此，无论是振兴财政，还是调整分配，都必须把财

政平衡作为首要目标，通过压需求、控支出、减补贴等方

式，把财政支出超过财政收入增长的势头制止 下来。与

此同时，制止收入流失，开辟新的财源，增加财力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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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相应地在增收上下功夫。这样经过 2—3 年的调整，

逐步恢复财政基本平衡。这是深化财政运行机制改革

的需要，是财政走出困境的主要标志之一。

2.发展财政信用与扩大赤字性国债，这是两个不同

性质的问题。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运行，发展财

政信用，包括发行建设性国债和部分财政资金实行有

偿、周转使用在内，是一种客观的必然。但是，单纯地为

弥补赤字发行国债，变相地实行债务赤字化，这是世界

资本主义国家也认为不可取的。因为它必然增发货币，

导致通货膨胀，最终演变为经济危机。我国一方面发展

财政信用，为弥补建设资金不足，适度发行建设性国债，

只要保持国债结构合理化、避免还债高峰的到来，并努

力提高这部分资金的效益，是利大于弊的。另一方面，

又必须不搞赤字性国债，因为靠它弥补财政赤字，等于

是“寅吃卯粮”，引发新的通货膨胀和信用膨胀，置财政

于困境而不能自拔。所以，发展财政信用，适度发行建

设性国债，是社会主义财政向实现经营转变的一个重要

方面，而为弥补财政赤字，发行赤字性国债则不属于正

常的财政信用的运用，和社会主义财政运行机制不相

容，是应当全力避免的。

3.财政赤字有益还是有害的争论并未结束。在连

续多年发生赤字，但经济并未出现大的波动的情况下，

有 一种观点，认为赤字可以刺激经济发展，搞点赤字反

而有利于扩大需求，赤字有益论 又开始抬头。我国经济

运行，由于加强了政府的宏观管理，经济正朝着好的方

向发展，但是比例关系、结构调整、效益提高等面临的难

度还很大，财政的困难并未减轻，财政赤字的隐患（诸如

财政向银行透支截至 1990 年止已达 800 多亿元；财政

挂账未弥补亏损 500— 600 亿元；国营企业潜亏 1000多

亿元等）远未充分暴露。如果把潜在的赤字，潜伏的挂

账等估计在内，其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危害可

想而知。财政连年发生赤字，表明当年财政支出的资金

总量超过了它当年所集中掌握的可分配的物资总量，是

一种没有物资保证的支出。财政赤字扩大，物资供给不

足，必然增发票子，引起市场流通货币过多，通货膨胀和

物价上涨随之到来，财政和经济的稳定便失去了控制。

因此，必须正视财政赤字的危害性，并采取有力措施，逐

步向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转变。这样，治理财

政不平衡的顽疾，整个财政的运行就能沿着社会主义的

方向发展，振兴财政方能在 一个坚实的基础上阔步前

理论探讨
当前经济生活中

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从安妮  刘尚希

当前，三年治理整顿主要任务基本完成，宏观经济

状况相对稳定。但由于一些深层次的经济矛盾并未从

根本上解决，对经济生活中几个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应予

以充分重视。

一、社会供需总量不平衡的状况并未完全缓解

对社会总供需态势的判断，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

基本出发点。治理整顿之前，人们对社会总供需的判断

基本一致，即社会总需求过大。但目前，一些同志却认

为，我国经济生活中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已转化成总需

求不足。其依据是 1988年到 199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需

求和消费需求均低于同期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三年新

增 4 000亿元工业产品，已缺乏相应的投资和消费购买

力来吸收。近几年出现的“市场疲软”，正是社会总需求

不足的表现。

我们认为，治理整顿之后，总量不平衡已有所缓解，

但并未根除。有效供给不足仍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

期内我国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依据是：

1.受资源约束，我国有效供给不足将是长期的。我

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本质上是资源约束型经济，基础设

施薄弱、基础产业落后、基础产品短缺都不是短期内可

以解决的。以粮食为例，到 2000年，我国人均占有粮食

为 400公斤。这不但低于美国 1982 年人均 1 464 公斤

的水平，也低于前苏联 1982 年人均 791 公斤的水平，仅

与 80年代世界人均粮食占有量大体相当。据我们初步

测算，与 1984 年相比，到 2000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只增

长 1.7% ，而同期的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将增长 170% ，由

于粮食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其它高蛋白食品，如肉、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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