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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财政收入占国

民收入的比例时，涉及到

财政透支该不该计入财政

收入问题。初看起来这个

问题很简单，仅仅是两种

不同的 观 点而已，实 际

上，计入与不计入，其关

系极大。笔者以为，财政

透支虽然具有虚和实的两

重性，但仍以计入财政收

入规模为好。理由如下：

1 .财政透支不是国

民收入生产额，没有相应

的实物量和它对应。从这

个角度上来说，财政上透

支的是虚帐.
2.财政透支，使财

政收入和支出轧平，填补

了财政上入不 敷 出 的 亏

空；和其它货币一样，财

政透支资金也能买到所需

货物，满足实际需要。从

这个角度上来说，财政上

透支的是实帐。

3 .财政透支的由虚

变实，是由于部分货币由

实变虚，或者说是通过货币贬值而实现的。

为说明这一点，我 们假定，某 年有100亿元 的国

民收入价 值量，与 之对应的是100亿元 实物量。国民

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 再分配 后，若30亿 元为 财政收

入，70亿元为劳动者报酬和企业留利等，则二者之比

为 3 ∶ 7.若由于财政上入不敷出，透支 5 亿元，则

财政收入的名义值为35亿元：国民 收入 名义值为105

亿元，而与之对应的实物量，仍 然只 有100亿元。为

使之平衡，每亿元 价 值量 便只 能与0.95（100/105）
亿元实物量对：应。这样一来，实 际财 政收入为33.33
亿元；实际劳动者 报酬等为66.67亿元。这 是因 为财

政透支，使得财政实得为33.33亿元，而 不是30亿元。

劳动者报酬等实得为66.67亿 元，而 不是70亿 元。很

显然，财政多得的3.33亿元，正是 劳动者报酬等实际

收入中减少的部分 现 在二者之比为 1 ∶ 2 . 而不是

先前的 3 ∶ 7。

4 .由此可见，财政透支部分 应当计 入财政收入

之中， 从为什么要透支和透支后财政方 面得到的好处

和导致的后果看，应当作如斯观。否则才真是不符合

实际，不利于正确了解国民 收入实 际上是 如何 分配

的，以及打赤字预算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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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牛负重的财政补贴

出路何在

林 彬  黄静远福建福州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

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财政 支付的价格补贴

和税收减免逐年增加。1987年福建省福州市财政支付

的补贴达9 739万元，占当年财政收入 的14.31% ，比

1985年增加了63.30% ，年均递增17.76% 。如加上中

央、省和粮食经营渠道方面的补贴，福州市1987年财

政补贴金额达17 841.72万元。作为国家调整国民收入

分配、调节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杠杆的财政补贴

在对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 促进 工农业生产的发

展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一是稳定物价，提高城乡人民 生活 水平，保证社

会安定。据统计， 1979年至1987年，福州市用于城乡

人民生活的各项 补 贴 达 67 645万元，其 中1987年为

12 588.72万元，按城镇人口计算，人 均年 受益107.17
元。在农村，一方面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增加

了农民的实际收入；另一方面，对部分农用生产物资

实行价外补贴，减轻了农民负担，降 低了生产成本，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是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对社会需 要但生产经营

亏本的一些产品，如农机（具）、化肥、农药、电、

部分工业日用必需品等，通过给予政策性亏损补贴，

使企业生产经营的利益损失从财政补贴上得到补偿，

保证了社会商品 的正 常 生产 和流通，满足了社会需

求。

三是通过减免税收，促进了工 业企业和优势产业

的发展。据统计，1983年至1987年 5 年间，全市仅对

工 业企业就减免各项税收达1.07亿 元，有力 地扶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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