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信用
对财政信用
的 再认识

——部分省、 自治区、直辖市

  财政信用理论讨论会简介

前不久，全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财

政信用理论讨论会在安徽省召开。会议就发展

财政信用的客观必然性、财政信用的特征、职

能作 用、活 动 范 围、公债管理、租赁信用、

机构设置等有关财政信用理论问题，进行了认

真讨论。这是一次理论联系实际的会议，也是

对财政信用再认识的会议。
与会者一致认为，发展财政信用，是有计

划商品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改革开放的必然趋

势。理由是：（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金供求

矛盾突出，但在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

的同时，地方、企业的资金大幅度增长，由于

经济体制改革使地方财政包干、企业成为相对

独立的经济实体，国家只能在不改变资金支配

权的条件下，采取信用形式吸收地方、企业的

闲置资金，弥补预算资金的不足。（ 2 ）国家管

理 经 济 的 职能发生转变，由直接控制为主转

向间接控制为主，经济运用机制是国家调节市

场，市场引导企业，这就要求发展财政信用，
参与对市场资金进行计划调节。（ 3）财政转轨

变型，由供给型变为经营管理型，由守财型变

为开拓型、效益型，这就要求发展财政信用，
更好地经营管理财政资金。（ 4 ）实行对外开放

也必然要求发展财政信用，在考虑国内资金、
物资配套条件和偿还能力前提下，吸收外资，
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以加速我国经济建设。

关于财政信用的特征，会上有四种不同观

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财政信用有三大特征：

一是财政信用收支规模受国家预算制约；二是

财政信用资金是财政性资金；三是财政信用行

使财政的职能。第二种观点认为，财政信用有

四个特征：一是财政信用资金来源一般具有稳

定性；二是财政信用资金投放一般偏重于长期

性项目；三是财政经营目标主要追求宏观经济

效益最大化；四是财政信用资金 “价格”具有

灵活性。第三种观点认为，财政信用的根本特

征是公共性、政策性，财政信用强烈地体现政

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扶持的往往是银行不能顾

及的周期长、风险大、微观效益低的项目，而

这些项目又是发展国民经济所不可缺少的。第

四种观点认为，财政信用是一个完整的概念，
不能肢解为财政与信用两个方面。财政信用既

是信用体系中的特殊信用，又是财政分配体系

中的特殊分配。
在讨论财政信用的特征时，不少同志还将

财政信用与银行信用加以比较，认为财政信用

与银行信用有五点区别：（ 1）分配主体不同。
财政信用的主体是国家或代表国家的 地 方 政

府；而银行信用的主体是银行。（ 2 ）资金来源

不同。财政信用资金目前主要来自公债、财政

机动财力、财政间歇资金、委托贷款等；而银

行信用资金目前主要来自财政性存款、企事业

单位、机关团体存款、储蓄存款等。（ 3 ）经营

目标、投资重点不同。财政信用以主要追求宏

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重点投向期限

较长、有战略价值的经济开发项目；而银行主

要着眼微观经济效益，重点投向期限较短、回

收较快、微观效益好的经济建设项目。（ 4）贷

款对象不同。财政信用贷款对象只限于所属各

级单位；而银行信用贷款对 象 包 括 辖区内中

央、省、市等各级单位。（ 5）贷款利率不同。
财政信用贷款利率一般较低，对重点扶持项目

甚至贴息；而银行信用存贷利率 必 然 存 在利

差。与会同志认为，正是由于财政信用与银行信

用客观上存在差别，决定了财政信用与银行信

用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相互补充，并行不悖。
关于财政信用的职能作用，意 见 比 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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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大家认为，财政信用的职能是，通过财政

资金有偿分配，行使财政职能。财政信用的作

用主要有：（1）筹集生产建设资金，实现政府

经济发展战略目标。（2）参与调节社会总资金

运动、社会总供求比例、积累与消费比例和投

资结构，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3）管理经营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并通过投资导向，提高整个社会资金使用

效益。
关于财政信用的活动范围，从 资 金 来 源

看，多数同志认为，主要是：（ 1）每年预算安

排的各项生产性资金。（2）历年积存的各项周

转金。（3）专户存储的预算外资金中的沉淀部

分。（ 4）财政间歇资金。（ 5）国库券等各种公

债。（ 6）国外借款。（7）财政委托贷款和有关

主管部门委托贷款。有的同志认为，还应包括

固定资产投资 “拨改贷” 部分、委托银行办理

的财政小技贷款、固定资产变价收入、租赁收

入、社会保障基金等。也有同志认为，财政信

用机构还可办理存款业务，吸收 社 会 闲 散资

金。从资金投向看，多数同志认为，要侧重于

生产领域和内涵改造，着眼于优化经济结构，
支援资源开发，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培植

后续财源。 （刘兆恩、徐尚模、翟连升）

简讯 江西省财政厅召开首

届中青年财税理论研 讨会

1988年11月26日， 江西省财政厅为了推动 本 省中

青年财税干部队伍的建设，鼓励中青年 干 部大胆地探

索财税理论，在本省财政厅内召开 了首届中青年财税

理论研讨会。研讨的主要课题是：（ 1）当 前 江西省

财政税务工作存在哪些问 题，矛 盾 的 焦点在什么地

方。（2）深化财政税务改革，摆脱江西省财政困境

的设想。（ 3）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

面深化改革中，如何发挥财税的作用。与会 青 年紧紧

围绕着课题发言，并着重研讨了江西省财政困境的表

现、原因、改变财政困境的对策以及完善财 税 体制、

发展财政信用等问题。研讨会开得认 真热烈，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  张林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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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确定，治理经 济 环

境、整顿经济秩序是今

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

点。加强法制建设，不

仅是治理整顿的重要保

证，而且是发展社会主

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内

在要求。围绕着建立社

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

来加强法制建设，任务

是繁重的，内容也是多

方面的。其中，加强财

政法制建设，就是一个

十分重要而且是必不可

少的方面。这是因为：

第一，社会主义法制作

为一个大系统，是由若

干个子系统组成的，每

个子系统都在各自特定

的领域内发挥着不同的

作用，互相之间难以替

代，缺一不可。财政法

制也不例外。第二，财

政是国家实现其职能的

重要工具，只有通过加

强财政法制，建立良好

的财政秩序，才能保障

国家职能的顺利实现。
否则，财政秩序紊乱，
国家机器也就难以正常

运转。第三，财政作为

国家宏观调控的基本手

段之一，其调控的范围

不仅包括社会生产、交

换、分配和消费各个领

域，而且涉及参加社会

政治经济活动的一切主

体。加强财 政 法 制建

设，保证财政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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