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事业的创汇；不发达地区脱贫致富等方面。
明确这些重点，有助 于财政信用活 动沿 着正确

的轨道前进。当 然，有些项目可能带有一定的

风险性，但如果能事先做好 可行性研究，并且

随着资金的运动进行追踪反馈，发现问题及时

解决，风险是可以 化 为效益的。
（三）财政信用 资金的使用原 则。财政信

用资金的使 用，必须贯彻国家的 财 政 经 济政

策，符合国家的经济发展战 略 和国 家 （或地

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符合国家的产业

政策，有利于按照宏观要求调整产业结构、产

品 结构。不论财政信用资金的来源如何、使 用

期限长短，都应该按期收回，周转使 用。使 用

财政信用资金，都要付息或者付费，对一些社

会效益高而 本身直接效益低的项目，可以 根据

不同情况，给予减息或者减费，直至免息或者

免费。使用财政 信用资金的项目，应 当是具有

偿还能力的社会效益项 目或经济效益项目。按

照这样的原 则 来使 用财政 信用资金，既 使财政

信用能更好地 为 国家的建设和改革服务，又能

使财政信用资金循环 使 用，川流不息，而且不

断地增值、壮 大。
四

有的同志担心，发展财政 信用是否会同银

行 信用 发生矛盾，财政是否会和银行抢生意。这

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财政信用和银行信用 不同。
首先是资金的来源 不同。财政信用资金的来源

主要是财政性资金，如前面讲的财政信用 范围

所 包括的三个主要方面，都是财政性资金。它

对银行信贷资金的来源不会有大的影响。其次

是资金投放的重点不同。银 行信 用 资金的投

放，侧重于考虑微观经济效 益 和直接 经 济效

益，着眼于加速资金周转，即使是中长期设备

贷款，一般也以 三、五 年为限。财政信用资金

的投放 则既 考虑微观的经济效益，更考虑宏观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那些宏观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高而微观直接效益低的项目，也给

予支持；它 虽 然 也 考虑尽可能地加速资金周

转，但对那些建设周期较长而 又确属必要的建

设项目，也给予支持。如 科技文教 卫生事业、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发达地 区 的 脱 贫致富

等，不是银行信用资金投放的重点对 象，而财

政信用 则把这些做 为重点对 象来支持。第三是

目的不完全相同。银行信用是按照商业原 则，

一般 须按市场利率收取利息。银行贷款 虽 然也

实行差别利率，但利 差不能过大，在一般情况

下也不搞无息贷款。财政信用 则是服务于政策

目标，不以 盈利为主要目的，因此，可以 根据

项目的不同情况，实行较大的差别利率，对有

的项目可以 减息或者减费，直至免 息 或 者 免

费。由于二 者之间的 这 些 不 同，只要处理 得

好，财政信用同银行信用不会 有 什 么 大的矛

盾，财政也不 会 和 银 行抢生意。相反，应该

说，财政信用和银行信用是分工合作、相辅 相

成的，在社会主义商品 经济的广阔天空里，二

者比翼齐 飞，可以 相得益彰，共同为四 化建设

和改革做 出自己的贡献。

简
讯

全国地、 市财政局长

第二期岗位职务

培训班结业

全国地、市财政局长第二期岗位职务培训班于 7

月 4 日在中央财政管理干部学院 举行了结业典 礼。财

政部副部长刘积斌同志，财政部顾问、全国财税系统

干部岗位职务培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陈如龙同志，

以及其他有关同志出席了结业典礼。

陈如龙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对学员们通过四个

半月的紧张学习取得的良好成绩表示热烈的祝贺，希

望学员们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把在校学习期间掌握的

财经理论应用到 各 自 的工作中去，努力做好财政工

作， 振兴国家经济。

（财政部教育司）

更 正

本刊第 7期第 6 页左栏 倒 数第 6行“月租金为

15.6元”应为“1.56元”。

本刊第 8 期第10页左栏第13行“初盟的 金触意

识”应为“初萌的金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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