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了，折旧率提高了，工资 增长了，开支标准提高了

等等，但是，也不能否认主观上存在的问题，如机物

料消耗过高，低值易耗品消耗增加，执行有 关财务制

度和财经纪律不严格等等.在“ 双增双节”运动中，

我们针对 “两费”增加较多的情况 ，制定了一些约束

性措施。我们算了一笔帐， 如果我市地方预算内工业

企业 “两费”降低 1 % ，就可以增加利润484万元。因

此，我们规定，两费超支速度如果高于产值实现利润

增长速度，在承包以外，按超支额的一定比 例核增上

交任务。这个规定对企业产生很大的压力，许多企业

把降低 “两费”的工作真正提到生产经 营的议事日程

上， 制定了“双增双节”、 节约“ 两费” 开支的一系

列具体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抚 顺市机械厂从

年初就制定了降低“两费”10% 的目标，并把降低额

按企管费、车间经费的二级科目分解到各职能科室、

车间、辅助生产部门， 从 上 到下实 行层层包、层层

保，节约有奖、超支有罚。实施结果修理费下降15.5
万元，低值易耗品消耗下降17万元 ， 仓 库 经费下降

6.4万元，其他支出下降4.5万 元，合计降低43.4万元。

1987年，有22% 的地方 预算内工业企业“两费”总额

下降，还有40户企业“两费”中的可 变费用下降。机

械、建材、化工三个行业“两费” 中的可变费用实现

了全行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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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紧缩的 财政政策

敖文超

财政政策是当今世界各国 普遍用于宏观调控经济

的重要手段，一般可以分为扩张的财政 政策和紧缩的

财政政策。一个国家 在 一 定 时期内 实施何种财政政

策，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社会总需求与社会 总供给平

衡的状况。如果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应实施

扩张的财政政策，即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减税，补贴

等措施刺激需求。反之，则应实施紧 缩的财政政策，

即通过发行公债，增加税收，减少补贴，压缩支出，

实现预算盈余等措施抑制需求。显然，从我国当前情

况来看，无疑应执行紧缩的财政政策。

首先，它是压缩“过热”空气的要求。空气“过

热”主要表现在需求膨胀。一是投资膨胀，二是消费

膨胀。双膨胀一方面从主观上反映了近几年某些方面

对建设急功近利，求胜心切，企望在短期内改变落后

面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心理效应。另一方面从客

观上反映了国民收入超分配，建设规模与国力不相适

应，生活消费增长幅度 与生产发展不相适应，导致社

会经济生活紧张。因此，要把 “过 热”的空气冷却下

来，唯有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银行货币 信贷政策暂

且不论），才能遏制住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口子，将过

度的社会总需求拉回到社会总供给所能承受的水平，

保证建设和改革在一个适宜的 “ 温度”中顺畅进行。

其次，它是稳定经济的要求。当前，我国处在为

实现经济发展战略，走好第二步和加快改革，深化改

革的关键时刻，无论建设和改革都面临着十分艰巨而

复杂的任务，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使建设

和改革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然而，不容

忽视的是，当前国民经济中仍 然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

素。如基本建设规模仍然过大，非生产性项目上得过

多，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产品质量低劣，不适销对

路，经济效益不高，物资 供应短缺，价格轮番上涨等

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使我们为建设和改革 事业所做出

的种种努力感到掣肘。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把有限

的资金用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

更新，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优 化资源配置，改

善和增加供给，便有利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稳定市

场物价，稳定经济，从而为建设和 改 革创造一个良好

宽松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再次，它是克服财政困难的要求。这几年财政比

较拮据，既要支持经济建设，又要支持体制改革，财

政负荷很重，以致连年出现赤字。由于我国已把发行

国库券收入列入财政经常性收入，财 政赤字只能依靠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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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银行借款或透支来弥补，这无疑增加了市场货币流

通量，形成没有物资保证的社会购买力，引起物价上

涨，降低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影响人民 建设和改革的

积极性。实施紧缩的财 政政 策 ， 一方面 通过发行债

券，开征新税等办 法增加财政收入，弥补财政赤字，
可以避免货币的财政性发行。另一方面通过压 减暂时

不必要的、 可支可不支的支 出 ， 建 立合理的支出结

构，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就可 以腾出力 量大力

促进生产发展，拓宽财源，增加财 政收入 ，使财政步

出困境，增强建设和改革的后劲。

最后，它是自力更 生、艰苦创业的要求。从事建

设和改革，必须坚持对外开放 的 政 策 ，积极利用外

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现代科学管理经验。然而，我国

是社会主义国家，立足点应放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的基础之上。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有利于贯彻党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促 使 各地 区 、各部

门、各企事业单位依靠自己的 力量，挖掘内部潜力，

因地制宜，充分合理使用现有资源，努力 增产节约，

增收节支，把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优良传统发扬光

大。

可见，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有其客观必要性，

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但由于长期以来，我们 习惯了国

家运用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方式，对国

家运用政策手段指导和调节社会经济运行重视不够。

因此，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还有 必要澄清对几个问

题的认识。

第一，紧缩的财政政策是针 对过度需求（投资需

求和消费需求）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而不是限制

正常的生产增长和消费需求。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

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

此，生产建设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幅度，人民生活必

须逐年有所提高。然而，需求过度，超过了国民收入

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只会引起物资供应全面紧

张。在双重价格体系作用下，这种过度需求，必然要

通过物价上涨来抵消，无疑就将影响正常生产发展和

人民正常生活消费。因此，控制过度需 求，虽然购买

力会暂时下降，却有利于理顺经济关系，处理好社会

总供求的矛盾，实现生产要素合理 分 配，保证生产稳

步增长，给人民群众提供价廉物美实用的消费品。

第二，紧缩的财政政策是国 家宏观经济决策的组

成部分，与改革开放政策具有一致性。改革开放是党

中央的既定方针，亦是当前我国的潮流，大势所趋，

不可逆转。但九年改革的实践表明，改革不可能一蹴

即就。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微观放开搞活以后，如

宏观失控，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就会滋长企 业行为

短期化和扩张冲动，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工

资福利增长过猛，社会经济运行动荡和摇摆不定，影

响改革开放的进程。因此，在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同

时，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正是中央为稳定经济，深

化改革，所采取的一项重大宏观经济决策，也是围绕

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进行计划、

投资、 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体制配套改革，逐

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所必然

采取的步骤。

第三，紧缩的财政政策 是紧 中 有活的政策。诚

然，在紧缩的财政政 策下，各方面会 感 到 资金紧张

些，花钱要算了再用，不能象以前那样用了再算。但

对此要作具体分析。一方面，我国 进行四化建设，资

源相对不足，资金短缺是始终存在的。以 往一些企业

单位之所以感受不到资金紧缺，花钱大手大脚，不计

效果，不担责任，甚至大肆挥霍，铺张浪费，这同旧

体制下国家包揽一切，吃惯大锅饭是 分不开的。如今

紧一下，使一些人学会过紧 日子，认识到国家资金来

之不易，充分发挥每元钱的作用 ， 就能紧出效益，紧

出责任，紧出好的风气。这有助于克 服 旧 体 制的弊

端，向新体制过渡。另一方面，紧和松总是相对而言

的。不塞不流，紧了一方，才能松动一方。该紧的倘

若紧不住，该松的便松不了。每 年国家财政资金只有

2 000多个亿，这样有限的资金如果不集中使用到计划

内项目、 重点项目、生产性项目上去，处理好 “保”

和“压”的关系，社会经济效益便提 高不了，整个国

民经济亦难以实现良性循环，难以充满生机和活力。

因此，紧缩的财政政策是有 “压” 有 “保”，是紧中

有活，紧中生活的政策。

总之，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

工作，理论研究和宣传也必须紧紧跟上。唯有如此，

才能提高政策的透明度，使政策深入人心，变为群众

的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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