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摘

克服产成品资金占

用过多的政策建议

林兆木、王大成、马抗、文海平

在 1 991 年 12 月 28 日《经济日 报》

上发表文章，对克服产成品资金占

用过多提出政策建议：1.尽快制定

切实可行的经济结构调整规划，将

“八五”计划中关于结构调整的要求

更加具体化。规划要突出两头，即突

出基础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对于一

般加工工业则应当坚决压缩。2.加

强重点建设，适当扩大需求。当前产

品积压表明社会需求不足，适当扩

大投资是启动需求最有效的途径。

根据产业规划，我们又不能对基本

建设全面加码，只能加强重点建设。

3.实行企业兼并，控制生产规模。应

当借压缩库存的机会对该淘汰的企

业进行改造，改造的最好办法是实

行企业兼并。应当大胆运用优胜劣

汰的机制，兼并一批企业，扶持一批

企业。4.鼓励工商联营，建立商品储

备风险基金。一方面要提倡工商联

手，互相让利，共同发展生产，繁荣

经济。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大的企

业集团，使这些集团兼顾工业和商

业，更好地促进工商结合、工贸结

合。为解决商品超储问题，可考虑建

立专项风险基金，与商业部门的正

常购销分开，不占用其流动资金，不

侵蚀其利润，超储商品的吞吐盈亏

完全由风险基金承担，使商业物资

部门更好地起到“蓄水池”作用。5.

加快价格改革步伐。产品大量积压，

为较彻底地调整不合理的商品比价

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适时地进行

价格改革，不但会增加农民的收入，

扩大工业的销售，减少工业品库存，

而且会使能源、原材料自然升值，加

工产品相对便宜，易于销售，更重要

的是价格合理化将推动生产结构的

合理化。

（王 摘）

文摘
要正确区分经济

增长与经济发展

《湖北财税》去年第 12 期发表

了谭崇台“关于我国经济发展问题

的两点想法”的文章，作者认为，经

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两个既相互区

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经济增长是

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手段，经济发展

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与目的。因此，为

了谋求经济发展，必须要启动经济

增长，并力争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

长的势头。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确定

经济增长的速度时，要切实地考虑

这种经济增长速度在经济发展过程

中究竟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社会

目标究竟会不会完美实现。我们决

不能把经济增长指标等同于经济发

展战略，或者将经济发展战略仅仅

简单化为经济增长这单一指标。在

进行国民经济建设时，一 定不要只

着眼于它本身的经济效益如何，而

应要关注此项国民经济建设对社会

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在对每项

投资项目进行选择时，我们都要对

此项目进行科学的社会项目评估，

作出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分析和

详细论证。总之，我们对待一切经济

工作的考察均应当将视野从经济增

长扩大到经济发展上来，因为：我们

若单独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待国

民经济建设，看见的往往只是局部

的、短期的利益，而忽视的却往往是

全局的、长期的害处，从而也就不利

于我们权衡取舍，作出正确的决策；

但我们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

国民经济建设，看见的是全局的、长

期的利弊得失，从而有利于我们权

衡取舍，作出正确的决策。

（质 摘）

文摘
当前的财政困难

是由分配机制

被扭曲造成的

《财政研究》1991 年第 12 期发

表王绍飞的文章说，我们当前的财

政困难不是由于生产下降和国民收

入减少造成的，而是由于分配格局

不合理和分配机制被扭曲造成的。

这种扭曲和过去用算死帐的方法决

定改革措施，注重现有收入的增减，

不考虑分配机制变化可能产生的后

果有直接联系。明确地讲，分配格局

不合理，分配机制被扭曲，是由于过

去的改革措施失误造成的。在社会

经济运行中，分配机制会直接影响

经济效益和财政收入，但财政收 入

未必能改变分配机制。实践证明，用

算死帐的办法决定改革措施，往往

会扭曲分配机制，造成财源流失。结

果是要保的收入保不住，不保的收

入完全流失。如果只在现有财政收

入范围内打算盘，就财政论财政，不

改变分配格局，不触动既得权益，不

转换分配机制，要振兴财政是困难

的。因为现在的财政困难是在生产

发展和国民收入增长过程中出现

的。

（春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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