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法利益，使企业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是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这也是建立新财政体制的基础。深化财政体制

改革，首先要为企业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

盈亏创造条件，也是为财 政 体 制 塑造新的基

础。
（ 2）逐步实行中央和地方的分级财政。

财政体制包括互相联系的两个侧面，一是国家

和企业的分配关系；一是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

系。按照加快和深化改革的要求，财政体制的

两个侧面 要同时研究确定。十 三大报告中说的

“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范围的前提

下实行分税制，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国家、
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利益关系”，指的就是财政

体制的两个侧 面。
（ 3）健全税制体系，合理调节各阶层的

利益分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

形式并存的经济结构和多种经营方式，决定了

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调节各阶层的利

益分配是 税收 的主 要职 能之一。根据公平负

担、促进竞争和体现产业政策的原则，合理设

置税种，制定税率，健全税制体系，这是构成财

政体系的重要内容。
（ 4）巩固中央财政的主导地位和增强中

央财政的调控机能。财政是一个具有特殊职能

的经济系统，中央财政是制约全系统运行的主

导环节，具有起动、导向和制约功能，也就是

人们常说的领导地位。巩固中央财政的主导地

位，增强中央财政的 调 控 机 能，需要增强中

央财政的实力，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建

立有效的职能机构，协调各种调控手段（包括

平衡机制、政策机制和行政机制），由此增强

财政系统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调控作用。
在有计划商品经济中，财政体系的基本职

能是通过自身的平衡机制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

发展，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抑
制经济波动。按照上述内容确立财政体制改革

的总体目标，就可以建立适应商品经济发展、
以间接管理为主、对宏观经济运行具有制约机

能的财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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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要为

经济的稳定和

协调发展服务

张卓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贸物资研究所所长

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 三大的报告中指出：

我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

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我国从长

时期以来片 面追求高速度到强调稳定和协调发

展，不能不说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这

种转变，是同实现我国经济从粗放经营为主逐

步向集约经济为主、从不讲究减少费用增加效

用向以提高经济 效益为 中心 的转 变紧密配合

的。我们的财政政策和财政工作，必须为这种

战略转变服务，为实现我国经济的稳定和协调

发展服务。
任何一个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都

要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关系，都要

作出把二者中的哪一方面放在首位的选择。国

际经验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

家，无论是计划经济国家，还是商品——市场

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是稳定发展，经
济增长要服从于经济的稳定，在稳定中求增长。
这种发展模式从短时期看可能速度不算很快，
但是由于波动较小，能够实现较长时期的持续

发展，因此从长时期来看，发展速度却是比较

快的，并 能 在 经 济增长过程中合理调整产业

结构和经济结构，从而有利于资源配置优化。
与此不同，如果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而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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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经济的稳定和协调发展，在某一短时期内可

能实现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必然造成比例失控

而难以持久，经济发展波幅较大，为纠正比例

失调需要付出很大的 代价，这 样从 长 时期来

看，发展速度反而不快，并且在经济增长过程

中难以及时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从

而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节约。可以说，追

求一时的高速度是我们 经济工作短期行为的集

中表现，我国过去吃这方面的亏是很大的。十

三大报告强调我国经济今后 要坚持稳定和协调

发展，充分说明我们对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性

已经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一般认为，经济稳定和协调发展的要点有

二。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适当，二是保持物

价稳定或基本稳定。财政政策和财政工作在实

现上述两个基本点方面，能 够 发 挥 重要的作

用。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又处

于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不仅生产力发展水平不

够高，商品经济也不发达，资金市场尚待建立

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财政政策在调

节宏观经济比例，保证和实现经济的均衡和协

调发展方面，显得特别 重要。这就是说，财政

收支平衡，不打赤字，在实现国民经济平衡方

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首先，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可以充分发

挥财政在宏观经济发展中的“稳定器”作用。
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表明：财政收支平衡，略有

节余，是实现信贷 收支平衡和物资供求平衡的

基础，是避免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可 靠保证，是

协调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的重要前提，而且可

以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比较扎实，避免速度

过高。相反，财政收支不平衡，出现赤字，信

贷 收支就难以平衡，物资就会出现缺口。而基

本建设战线过长，积累率过高，就容易出现经济

过热、速度过高的状况。这种状况发展下去，
必然出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最终都表现为农

业同工业发展比例失调，能源、原材料同加工工

业发展比例失调。在难以为继时被迫进行调 整，
只好降低发展速度。必须指出，这种经济起伏

同一般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经济的正常波动

是不一样的，前者是由于宏观决策 失 误 造 成

的，后者则是经济发展本身内在的客观必然性，
政策失误会加大经济波动的幅度，造成资源的

浪费和损失。这方面的教训我们已经够多了。
其次，稳健的财政政策是防止通货膨胀的

根本支柱。由于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缺乏独

立性，由于资金市场不发达，财政赤字要靠向银

行透支来弥补，银行则靠发票子来求得信贷收

支平衡。这样就常常引发出通货膨胀和物价上

涨。实行稳健的 财政 政 策，做到财政收支平

衡，避免财政向银行透支，就能有效地防止货

币的超前发行和通货膨胀。我国这几年的通货

膨胀，是同这几年财政赤字、财政向银行透支

紧 密相连的。因此，要稳定经济、治理通货膨

胀、稳定物价，首先要求 实施 收 紧 的财政政

策，预算 不 打 赤 字，同时配合恰当的货币政

策，控制货币的超前发行。一些国家的经验证

明，为了实现经济的稳定，依靠货币政策虽然

有效，但需经过一段时间，而一旦财政出现盈

余，整个局 面就能很快改观。这说明财政政策有

时能较快地收到实际效果。
当前，由于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总量和结

构失衡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农业生产特

别是粮食、生猪、糖料等产量不能满足国民经

济迅速发展的需要，有必要对经济作些小的调

整。在这种情况下，更需 要实施比较紧的财政

政策。首先要在尽短时间内做到减少财政赤字

以至完全消灭赤字，然后要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并略有节余，使国民经济逐步稳定下来。在这

个问题上，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并借鉴外国的

经验，我认为，我们在理论上必须坚决抛弃赤

字无害论。因为实践证明，赤字财政无助于经

济的稳定发展，从长期看对国民经济发展也只

能产生负效应。而且，即使将来我国财政经济

状况根本好转了，经济稳定了，也仍然要坚持

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国

民经济稳定的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从而

为 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协调的发展创造

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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