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品经济发展，广辟新的财源。

3.要探索新的投资环境机制，进一步理顺各种投

资渠道之间的关系。近几年，投资体制改革 后，由于

配套措施不得力，造成基本建设投资规 模失控，对财

源建设速度带来诸多不利。尽管中央一再强调投资规

模要压下来，在地方上仍然存在各显各的神 通，不按

照目标效益化，从整体效益来考虑基本建设， 结果延

缓了梯级财源建设的速度。作为财政部门应该研究如

何改善投资环境，怎么样去当参谋，出主意， 把各种

投资渠道的资金捆起来，融通、 配套、 衔接。在提高

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加快梯级财源建设的 速 度。

4.要探索新的分配体系，进一步 理 顺三者利益之

间的分配关系。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与财

政有关，在当前理顺分配关系中，关键 是要理 顺国家

与企业及企业内部的分配关系。要进一步 完 善承包经

营责任制，注意解决好包盈不包亏的问题，防止 企业

的短期化行为，运用企业自身的积累机制， 增加生产

投入，推进技术进步。条件比较成熟的企业逐步 实行

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特别是在企业内部分配关系的

改革上，要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运用利益 约束和激

励机制，调动职工的 生产积极性。

5.要探索新的财源战略，进一步理 顺建设梯级财

源中的短期行为和长期规划的关系。建设稳固 的梯级

财源并非轻而易举， 存在一定的难度。经济 发 展的不

稳定性， 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国家财 力的 薄弱 性， 都

加大了开发财源的这种难度。 面 对 经 济发展的新形

势， 财政部门必须高度重视研究财源战略， 要 通 过分

析、 考察社会经济环境对梯级财源的影响， 预测未来

财源发展 趋势及相关条件， 从而寻求一条 代价 最小而

又最优的科学生财途径， 去达到或实现较 为理想的财

源建设和财政发展目标。以此为出发点，从 中 央到地

方各级财政， 都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制订梯 级财源 发

展战略， 并有计划、 有步骤地开发财源， 以 实现梯级

财源优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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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源发展战略的选择要根据我国的国情。目前我

国的国情是：（一）国营企业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

来源，但是近期内，要靠增加税种或提高税率直接增

加税收的办法，大幅度地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

比重是有困难的。近几年来，随着企业扩权和财务制

度改革，企业留利有了很大增长，1986年企业留利水

平达到了49% ，其中工业为42% ，要推行企业承包经

营责任制，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今后企业留利还会

继续增加。因此，在企业实现利润的分配中，财政占

的部分不可能增加很快。（二）我国经济正开始从粗

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这就为开发效益财源提供了可

能性。（三）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使我国在微电子技

术、信息技术、核能技术、激光技术等的研究开发方

面孕育着茂盛的新财源。（四）为缓解资金需要和可

能之间的尖锐矛盾，通过财政信用筹集资金，以弥补

资金不足，将成为重要的方式。

根据以上情况，我国的财源发展战略 应作如下选

择：

（一）开发效益财源。这方面大有潜力可挖。目

前我国工业企业的产值利税率提高 1 % ，就可以增加

5 1亿元财政收入。当然，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国家需

要拿出一定的投资，用来开发和引进先进技术，提高

职工素质和改进操作 技术 等，这是必 要的。从长远

看，是能够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

（二）开发后劲财源。所谓后劲财源，一是指那

些目前暂时得不到收益，但将来会创造很大收益的潜

在的财源。例如在能源方面的投资，可以带动经济的

全面增长，从而大幅度地增加财政收入。二是指那些

将来可以大幅度增加财政收入的行业。如发展第三产

业，特别是金融、 房地产等行业。

（三）开发信用财源。虽然信用财源和税收收入

不同，将来是需要还本付息的，但是由于发行国家债

券能够迅速筹集社会资金，而且可以 发新债还旧债，

所以这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 财源。在发展我国

国债市场的同时，还要充分利用国外资金。以缓解国

内资金供需之间的矛盾。我国保险 业的迅 速发展，在

经济活动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随 着经济不断发展，

对外贸易不断扩大不断增 加新 的险 种，扩大保险范

围，提高保险程度，不 仅 可以为 财源的 开发创造条

件，而且保险形成的基金有很大一部分还可以周转使

用。这也是财政资金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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