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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财政集中分配的职能

王绍飞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十三届七中全会的《建议》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总结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基本内容，制定了今后十年的奋斗目标，鼓舞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现在的任务

是如何脚踏实地为实现《建议》提出的战略目标而奋斗。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地估计经济形势，
坚持改革方向，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当前，农业丰收，工业生产

回升，市场趋于正常，社会秩序稳定，这是好的方面，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但是，另一方面，

国营企业经济效益下降，大面积亏损，财政陷入严重困境，潜伏着新的通货膨胀，对这些问题我

们也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如果掉以轻心，就会酿成严重的经济问题，影响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
财政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财政状况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向，在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的情

况下，要使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是很困难的。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生产增长，国民收入增加，
国家财政陷入困境。这种尖锐的反差，说明我们的分配机制存在问题，如果没有重大的改革措施

扭转这种趋势，听任财政困难继续发展，最终会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困境。因为，财政状况不仅

关系战略目标的实现，也关系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前途，需要给以充分重视。
总的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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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由于分配关系被

扭曲造成的，也可以说是体制性的原因。例如，以1985年为基期，到1990年国民收入用可比价计

算增长43 3%，平均每年增长9.1%；用当年价计算增长103.7%，平均每年增长15.3%。尽管其

中有水份，但增长幅度不能说低，经济改革确实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增加。然而，随着国民收入的

增长，财政赤字与年俱增。1986年财政赤字占财政总支出的8.9%，占当年国民收入 的 2.65%，

1990年预算财政赤字占财政总支出的12.7%，占当年国民收入的2.95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

因是：①财政分配的双轨制，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并存，使预算内收入不断地向 预 算 外转

移，造成预算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②预算内收入的承包制降低了中央财政

收入的增长幅度，使纯收入（剩余产品价值）的分配向企业和地方倾斜；③正常的分配秩序破坏

了，使大量国民收入在分配过程流失，把国家财政收入转作个人和单位的收入；④非规范性财政

征收措施冲击了正常的收入，加重了国营企业的负担，使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经营陷入困境；⑤各

种各样的基金分散了财源，肢解了财政职能，使财政分配陷入混乱状态，给经济发展造成困难。
如何摆脱严重的财政困境，已经成为当前财政经济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不 能 再 拖。我 认

为，根 本出 路 是深化改革，整理分配秩序，转换经济机制，统一财源，集中财权，重建平衡财

政，恢复财政集中分配的职能。具体措施是：①实行税利分流，把企业的所得税和税后利润分配

分开。国家征税，税后利润归所有者和经营者，取消包税制，取消税前还贷，取消国营企业吃国

家财政的“大锅饭”。②实行分税制，建立中央税和地方税，用划分税种的办法代替地方承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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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成办法。③建立统一的分级财政，分解预算外收入，统一财源，实行复式预算控制；④取

消遗害无穷的创收政策，统一经费供给。一切规费和罚没收入要全部归国家财政，任何单位都不

能提成和留用。规费和罚没收入都是执行国家职能的收入，不是劳动报酬，不能归单位和个人支

配，否则就会造成政权的腐败，这是消除以权谋私和进行廉政建设的根本措施。
需要指出，按照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财政的集中分配职能不是统收统支，而是要统

一分配渠道，规范分配秩序，分级集中财权，不是把财权完全收归中央。统一财源和集中财权，
包括收入和支出两方面，而且首先要使经费供给能保证实现职能的需要，在经费供给之外不再另

谋收入，这是统一财源和集中财权的前提，否则“三乱” 就无法制止，财源就无法统一，财政困

境就难以摆脱。

学习贯彻十三届七中全会《建议》（笔談）必须高度重视和妥善解决财力保证问题

朱福林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司长

学习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建议》后，感到深受教育和鼓舞，同时也深深感到作为一

个财政工作者担负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建议》在深刻总结过去十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国

情和现实情况，提出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和方针政策，规定了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

二步战略目标。同时，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在经济建

设的指导思想上，《建议》坚持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指出要始终把提高经济效益作

为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以及必须处理好集中与分散的关系问题。这对于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能

力，是十分重要的，也是促进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形成与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
通过学习《建议》，我深深地体会到，实施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必须高度重视和妥善

解决财力保证问题。国家财政工作在支持改革开放和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等方面取得了

很大的成绩，但是我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办的事情很多，生产力水平 低、财 力 有 限，
“八五”时期财政所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收支矛盾是突出的，甚至比“七五”时期 的 困 难 更

大。一是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等各方面对财政资金的需求不断增长，特别

是进入“八五”时期，偿债高峰已经到来，对财政支出形成巨大压力。二是财政收入的增长受到

多种条件的限制。主要是在收入增长机制上，缺乏有效措施推进效益的提高，做为国民经济支柱

的国营工业企业资金税利率逐年下降；财政上两个包干体制制约着预算收入和 中 央 财 政收 入的

合理增长，这种收入分配格局的最大弊端是，对增量收入的分配，国家财政得到的比例过低，国

民收入分配向集体和个人倾斜、财政收入向地方倾斜；财政的两个包袱日益沉重，不仅制约着财

政收入的增长，也限制了财力的合理分配；另外，现有的国家财政收入受到了严重肢解，减少了财

政应集中的收入，影响了国家财力的统筹安排和使用。总之，“八五”时期的财政平 衡 非 常 困

难。只有解决好财政问题，才能保证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发展大局对资金的需要，否则，必将影

响经济发展的后劲，以致影响整个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顺利完成。
那么，如何解决“八五”时期乃至后十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财力保证问题呢？我想，至少应

当抓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稳妥地解决财政问题。财政问题是国民经济各种问题的综合反映，因此，不能就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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