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财政信用的社会效益、 非盈利性原则，使财

政信用具有银行信用所不能取 代的 作 用。主要表现

在：（ 1）银行业务的盈利原则决定，银行信用，必

然要坚持商业原则，一般不搞政策性低息或无息贷款。

而财政信用坚持社会效益原则，对有些项目，如某些

政策性亏损企业或应该扶持的 企业，提供低息或无息

贷款。（2）由于银行信用坚持商 业性原则，为了通

过存贷款业务的活动取得利息差，所以对每一笔信贷

资金的投向和项目 选择，都很注重直接的微观经济效

益和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一般不愿意承担贷款

的风险，贷款期限一般较短。 而财政信用，由于坚持

非盈利性原则，所以，它的经营目标既注重直接的经

济效益，也注重间接的社 会效 益。只要有利于整个社

会效益的提高，即使贷款时间长一点，风险大一点的

项目，如调整产业结构以及城建、 交通、环境治理等

一些改善投资环境的非盈利 性社会公共事业，也给予

支持。（3）银行信用坚持 “有借有 还”的原则，贷

款原则上不能豁免。而财政信用则可以根据不同情况，

把政策原则与经济原则结合起来，针对具体 情况灵活

处理，对有些项目可以转 为财政投资，免予归还本金。

这些情况表明，财政信用所坚持的社会效益性、非盈

利性原则，决定它能够无条件地服从于 和服务于国家

的宏观经济政策，能 够更直接、 更有效地发挥调节宏

观经济的职能作用，从而更好地 为调 整 产 业 结构服

务，更好地促进商品经济的 发展。这种作用是银行信

用所不能代替的。

（三）财政信用没有银行信用的那种自行创造资

金的功能，使财政信用能够较好地发挥调节宏观经济

的职能作用

一般来讲，银行信用透明度低，容易在不知不觉

中产生信用膨胀，因而导致通货膨胀。这是由于银行

信用有自行创造资金的 功能，这除了指银行有现金发

行职能外，还因为银行信用容易产 生派 生性存款。由

于我国中央银行准备金制度 不 很有效，我国的派生性

存款不易得到很好的控 制，进而有可能造成银行信用

在总量上的膨胀，致使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从而

造成物价上涨，以致通货 膨 胀。财政信用则不同，在

财政信用关系中，财政部门代表政府 作为债务人或债

权人，通过债券的发行、 偿还以及弥补投资缺口这些

信用活动，与社会各集团或居民发生资金借贷行为，

只改变和调节年度国民收入 分配所形成的消费基金与

积累基金的比例及其内部构成，仅起 到 对社会资金结

构和流向的调节作用，即对社会购买力起 到结构性调

整作用，它不存在银行信用的那种自行创造资金的功

能。因此，财政信用 对市场货币供应总 量也就没有多

大影响。由于财政信用没有银行信用的那种自行创造

资金的功能，因而能够较好地发挥调节宏观经济职能

作用。例如：（1）当社会货币流 通 量过多时，可以

通过财政信用向银行发行专项债券，以调节市场货币

流通量。同时，还可以通过提高债券贴现率的办法来

减少货币投放。（2）当前在预算外资金比较多，以

及随之出现的重复建设、 盲目建设和基建规模失控等

弊端的情况下，通过财政信用有偿集中一部分预算外

资金，并投放到国家重点建设上 去，可以起 到控制投

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的作用。（3）通过财政信用

筹集的资金，可以向一些适销对路的企业提供流动资

金贷款，以缓解银行信贷资金不足的矛盾等。

（四）发展财政信用有利于完善财政职能，更好

地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

在我国，财政作为国家财力分配的工具，不仅要

满足国家行使各项职能以及全社会 发 展教育、文化等

各种事业的资金需要，而且还担负着为国民经济建设

筹集资金、供应资金和管理资金的重要 职责。随着经

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各方面

对财政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仅靠预 算内资金的无偿

分配已经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 要求。因此，发展财政

信用，从多方面筹集财政资金，搞好财政资金的有偿

分配，已经成为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的一项重要措

施。同时应当指出的是，预 算外资金也是国家财力，

通过财政信用集中一部分，调整其使用结构，合理引

导其流向，也是发挥财政分配职能作用的一个重要体

现。因此，只有在抓好财政资金的无偿分配的同时，

又抓好财政资金的有 偿分配，财政的分配职能才能得

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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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贫困》 是一本理论联系实际 ，系统研究山

区贫困县财政经济发展，实现财政、农民 “双脱贫”

的专著，对于致力于脱贫的山区人民和爱好研究贫困

地区问题的 科研工作 者来说，都是 一本较 好的参考

书。全书近30万字。该书已由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出

版。

如要邮购，款请寄“湖北 省襄樊市经济管理出版

社襄樊发行站，工商银行襄樊市襄办，帐号 4-4198”，

每本5.70元（含邮费），欲购 者请写清详细地址、姓

名和邮政编码，以免 错漏。  （于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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