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房改业务。今年建设银行原则上不再成立新

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对已经成立的独资或合资

经营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要狠抓巩固、提高的

工作，切实加强领导，加强管理。特别是对合

资经营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要定期检查其经营

方针、经营范围和经营成果，有的要派出干部

参与经营，决不能入股了事，放手不管。
五、加强现金管理，做好结算改革，控制

现金投放，严肃结算纪律。随着建设银行业务

的开拓发展，现金业务的 收 付量 日益 增加。
1988年全年现金收付总量已经超 过1 000亿元，

其中70%以上是企事业单位 的 现金收 付。因

此，加强现金管理，控制现金投放，已经成为

建设银行的一项重要工作。今年各级行要认真

贯彻执行国务院《 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加强

对企事业单位的现金管理，经常检查企事业单

位的现金库存，未经允许严禁坐支现金，对于

超过规定的现金 库存，必须督促 单位 交存银

行。各行要加强现金调度，在保证客户和储户

提取现金需要的前提下，把库存现金压缩到合

理的限度。

简 讯

财政部机关召开

“三八” 红旗手表彰大会

3 月 6日下午，财政部机关召开“三八”红旗手

表彰大会，向在经济 体制改革 和本职工 作中 取得成

绩，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做出贡献

的六十二位女同志授予了财政部机 关“三八”红旗手

光荣称号，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财政部副部长刘仲藜在大会上讲了话，他首先转

达了王丙乾部长对大会的祝贺，接着他向财政部广大

妇女干部、女职工表示了节日的问候，并希望妇女同

志继续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在

今后的工作中再接再厉，不断前进，在治理、整顿和

深化改革中做出更大的成绩。出席大会的还有财政部

副部长迟海滨、项怀诚、刘积斌及部长助理傅芝邨、

李延龄等。  （财政部人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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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如何搞好国

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

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改

革中面临的一个共同问

题。在我国，随着经济

改革的深化，这个问题

越来越成为人们的热门

话题，迫切需要从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上作出科

学的回答。

改革势在必行，国

有制基础不可动摇

近10年来我国社会

主义国 有 制 内 部的改

革，主要是循着所有权

与经营权分离的思路，
通过给企业扩权让利，
健全经济刺激机制，调

整了国家、企业和职工

之间的关系，收到了明

显的效果。但是，宏观

经济失控、国有资产经

营效益不高、企业行为

短 期 化等 问题十分突

出，急需通过深化改革

研究解决。
在研究进一步改革

时，已出现两种思路。
一种是循着国家放权的

思路继续走下去，实行

企业所有制、“法人所

有制”，或者在名义上

承认国有制，但要求国

家把所有权仅仅当作食

利权来使用（这只是前

者的改头换面）。它们

共同的要害是动摇了国

有制这一根本制度，既

会带来资本主义所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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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失调问题，又会发生资本主义所不存在

的对经营者和劳动者约束软化的问题。另一种

思路是在坚持国有制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健全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资产过 去 是、现 在

是、将来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基

石，是决定社会经济结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主导国民经济继续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物

质技术基础。改革势在必行，国有制基础不可

动摇。改革不得改变国有制本身，而是要解决

国有资产的管理多头、无人负责、权力失衡、

效益不够理想的弊端。这是探索符合中国国情

的国有资产的管理形式问题，我认为后一种思

路是应该坚持的。

改革目标： “一化三制”

国有制内部分权格局不稳定，其根源在于

没有造就与分权格局相适应的权力主体的行为

合理化。因为单纯的权力关系的调整不能导致

主体行为的合理化；没有主体行为合理化也就

没有国有资产管理的优化。
确保国有资产管理主体行为合理化的关键

是实现国有 资 产 人 格化。实现国有资产人格

化，需要健全三大制度。
1.民主制。这是全体人民在国有资产管理

上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也是制约各种盲目性

和任意性，确保国有资产的运行符合全民共同

利益和意志的根本保障。有一种误解认为，国

有资产的民主管理是人人随心所欲、各行其是

的自由王国。事实上，没有求同存异，没有共

同意志，就没有社会化大生产，从而也就没有

国有资产。民主的权威并不是个人的权威，而

是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国有资产的民主制包

括三大要素：一是根据全国人民的利益要求任

免、考评国有资产的管理者；二是根据全国人

民的利益要求制定法规、政策、体制，以规范

国有资产管理行为；三是根据全国人民的利益

要求实行计划和合同约束。当前特别重要的是

实行国有资产管理公开，通过国有资产报告和

国有资产预算，疏通全国人民参与国有资产管

理的正常渠道。

2.委托制。委托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

物。国有资产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

的，一方面，委托管理制使全民所有制成为可

能；另一方面，委托管理是同社会主义有计划

商品经济的运行特征相适应的管理制度。没有

委托，全民一拥而上共同管理公共财产既不可

想象，而且冗长的协调环节无法适应瞬息万变

的市场。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上的委托管理制度

有两个层次：一是对国有资产所有权代表资格

的委托，全国人民赋予国家综理国有资产管理

事务。二是国家对企业的委托，国家授权企业

按照社会的利益经营和运用国有资产，这是国

有资产有效运行的组织保障。
3.责任制。它是对一定的社会利益承担一

定的义务，并且要求其活动后果直接影响自身

利益的制度。国有资产实行委托管理，使责任

制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因为授权进行所有权

管理和经营的政府部门及企业，都具有相当大

的自主权，使责任制成为把自主能动性规范到

全民利益上来的基本条件。实行委托制而无责

任制，就会使国有制变质或者出现低效率。当

前，最紧迫的是引进竞争机制，在委托关系建

立过程中，就制定明确的产权代表责任制和国

有资产经营使用责任制。

改革措施：统分结合，导向竞争

实现 “一化三制”的改革目标需要实行一

揽子改革措施。当务之急是推出 “统分结合、

导向竞争”的措施。
先说 “统分结合”。“统”是指国有资产

所有权的一元化管理。现行体制把国有资产的

所有者权能分散在众多的部门，各项政策措施

相互抵触的情形时有发生，资产优化管理的责

任和机制无法建立，同时使综合管理和行业规

划部门有了 “亲生儿子”和 “非亲生儿子”之

分，妨碍了宏观调控的加强。为此，有必要把

国有资产所有者的权能集中起来。国务院组建

国有资产管理局正是这一措施的组织保证。有

“统”必有 “分”。“分”就是实现政府社会

经济管理职能与所有者职能的分离，同时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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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巩固国有资产管理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

成果。表现在财政上，就要实现税利分流，实

行复式预算。国家应单列国有资产预算，与经

常性预算分报，以反映、监督、计划、指导社

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发展和壮大。
再说 “导向竞争”。它是指资产配置的各

种方法、委托管理的各条途径、承担责任的各

类人选等，都在优化国有资产管理总目标的导

向下实行全面的、公平的、充分的竞争，在竞

争中优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特种市场，它既

不是通常的商品市场，更不是资本主义条件下

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而是国有资产配置

市场。这个特种市场的客体是国有资产，不同

于唯利是图的资本；它的主体是国家，从而决

定着特种市场直接服务于社会利益的目的性；

它的调控手段是计划，并且运用必要的行政、

法律、教育手 段，从 而 不同于资本的自发市

场；它的杠杆是导向竞争，从而竞争的目的、

性质和方式都有别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目

前，运用特种市场主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引

进竞争机制，选择国有资产的委托经营者，使

资产这个 “足球”总是受控于最优秀的球员。
二是引进竞争机制，推动资产存量和流量的优

化配置，按照优化资产管理的要求在不同的用

途间进行选择和不拘一格地流动。

国有资产管理谈谈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中的财政对策

王淑敏  陈东浩

国有土地作为国家的一种宝贵资源，几十

年来，一直实行无偿划拨、无偿使用的管理制

度。这种管理制度使得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得

不到合理有效的利用。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改

革的深入，我国已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国家依法

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目前，一些城市

已开始了国有土地批租、收取土地使用费等方

面的试点。我国有关部门也正在研究制定国有

土地有偿使用的管理办法。这些工作的进行，
对促进我国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开发将起着

积极的作用，也是我国土地使用制度的一项重

大改革。在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中，必然会涉

及一些财政问题，本文就国有土地使用制度中

的若干财政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与财 政 的 关

系。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

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

体制下，我国国有土地和房产一样，实行“供

给制”。这种对国有土地的无偿使用，不仅使

用地单位不计经济效益，好地劣 用，大 地小

用，占而不用，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也

使用地单位不讲社会效益，滥施滥用土地，造

成自然环境的破坏。随着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逐

步发展，旧的国有土地管理体制已不适应经济

发展的需要。外资的引进，外商投资企业的发

展，使我国国有土地资源不可能由外商无偿使

用；城市房地产业的发展，在事实上也使土地

使用权由无价变成了有价。在这种情况下，有

必要将土地使用权的“供给制”改为“购买制”

或“租赁制” 。国有土地使用制度 改 革 的核

心内容是，将国有土地的无偿使用改为有偿使

用，它的途径是通过国家收取土地使用费和有

关税来实现。这项改革既是一个管理问题，也

是一个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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