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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财政学会的组织和推动下，在学会 第二 届理事会的四 年期间，财政学术 活 动 相 当 活

跃，召开了两 次 全国综合性的理论讨论会和专题研究会，各地 财政学会结 合本地 区财政经济实际

召开了上百次 专题研 究会。这些讨论会或研究会提 出和探讨的主要问题有：关于体制改革必 须 坚持

社会主义方向的财政基础理论问题；关于财政在有计划的商品 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关于财

力合理 分配和制约社会总需求膨胀的问题；关于引导社会资金、控 制基建规 模、调整投资结 构问

题；关于社会主义运行机制和运用 经 济杠杆，实现 有计 划的 宏观调控问 题；关于深化 财政体制改

革 包括税收 与利润分配体制、民族地 区财政、经济特区财政、城市财政以 及 农村财政问题；关于

国家对国营企业的财 务管理和增强企业活 力问题；关于成 本 管 理 的理 论和 成本管理 制度改革问

题；关于外国财政研究、借鉴和批判的问题；关于古代、近代财政史和革命根据地 财政史问题等

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提 出 了一些为中央和地方领导决 策参考的研究报告，其中不 少引起

了领 导同志的重视并付诸实施，取 得很 大 成效。与此 同时，我国的财政理 论建设也 有 了很 大的发

展，出版 了一批论著，一个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财政学体 系正 在逐步形 成。
我国财政学会的工作在服务现 实方 面，在促 进理 论建设方 面都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取得 了可

喜的成就。因此，很有必要总结一下我们学会工 作以 及财政科研工 作的经验。这些经验的基本点

是：（一）坚持党的四 项基本原 则，保证学会工 作、财政科研工作的正确方向；（二） 坚持实事求

是的学风、会风，为党的中心任 务服 务、为现 实服 务，使学会工 作和财政科研 工 作具有更强 大的

生命力；（三）坚持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崇尚真理、追求真理，不刮风、不追风，促进不同学

术流派的共同发展，保证学会工作有一个稳定发展的繁荣局面；（四）坚持科研部门、教学部门

和业 务部门的三结 合，实行老中青三结 合的理论梯队建设，广 泛组织 社会 力 量，深入 开 展 调 查

研究，保证学会工作、财政科研工 作有深厚的基础和广 阔的 天地；（五）在重视应用理 论研究的

同时，把基础理 论、应用理 论和发展理 论结 合起 来，从而，使财政科研根基扎 得 更 深、后 劲 更

足；在服务现实的同时，把历 史、现状 和未来的研究结 合起 来，使财 政 科 研 在继承的基础上不

断发展，把研究国内财政与研究外国财政结合起来，以 利于“洋为中 用”和 “洋 为 中 戒”。当

然，在肯定成绩、总结经验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 当前财政学会工 作和财政理 论建设同深化改

革、搞活经济的形势，仍有不太适应的一面，财政经济工 作所面临的有些新问题与新课题，尚 未

及时予以 研究和解决。因此，我们必须加倍努力、迎头赶上，为我们国家的经济振兴作出更大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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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政 治经济 形 势是很好的。全国安定团结的局面 经受 住 了考验并有所 发展，经济发展的

过热空 气正 在压 缩并逐渐趋向正 常，城 乡绝 大多数 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明显 的 提 高 和改

善。因此，国 家的团结 力、民族的凝 聚力、人民的创造力和社会生产力都得到进一 步的增强和发

展。但是，在看清事物 主流、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十分清醒地看到前进中还存在着不 少

困难，社会经 济生活 中仍然存在不 少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是空 气仍然过热，投资规模仍然过 大，

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问题尚 未根本解决，国家财政出现一些赤字，部分商品价格上涨较 多，

外汇收 支还不平衡，工 业生产建设的经 济效益不高，部分产品 质量下降和滞销积压，物质消耗过

大，生产成本上升。总之，经 济生活 中仍 然存在 着贪多图快、求成过急的问题。因此，赵紫 阳 总

理 在六 届人大五次 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我们要集中力 量办好 两 件 大事：一是 在 经 济 领

域，坚持正 确的建设方针、压 缩过热的空 气，广 泛开展“双增双节”运动，深入体制改革和扩 大对

外开放，努力保证 整个国民经 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一是在政治思想领域，深入 坚持四 项基本原

则的宣 传教育，坚决反对资产 阶级 自由化，加强社 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进一 步巩 固和发展安 定

团结的政治局面。赵总理 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还提 出 了在经济工 作中需要着重解决好的六个问题：

第一，必 须把 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 济的重要战略地位；第二，必 须按照建设规模和国力 相适应的

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第三，必须把消费的增长切实 建立在生产发展可能的基础之上；第四 ，必 须

努力做 到财政收 支和信贷收 支的基本平衡；第五，必 须 继续防止盲目追求过高增长速度的倾向；

第六，从根本上说，必 须 坚定不 移地 全 面推进经 济体制改革。我们财政学会和财政科研部门必 须

围绕“办好 两 件 大事”和经 济工 作中的六 个问题，特别要在深化改革、搞活经济，实现社会总需

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等方 面，深 入 开 展 调 查 研究，拿出 更 多更好的成果来。为此，提 出 以 下

五个课题，愿 与同志们共同探索。
（一）新形势下的国民经 济综合平衡问题。这个问题 包括：当 前国民经 济综合平衡〓 〓在的

矛盾 与问题；有计划商品 经 济中综合平衡的内容、特点和实现方式；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 平衡中

的矛盾与问题及其解决途径等。
（二）新形势下财政资金与银行资金的关 系问题。这个问题 包括：当 前财政资金与银行资金

运用 中存在的问题；新形势下财政银行的分工 协作问题；如何运用 国 家信 用、银行信用 等各种信

用 形式，正 确引导社会资金的流向和流量等。
（三） 完善企业 经营机 制，增强企业活 力问题。这个问题 包括：企业活 力的质与量的规 定性；

企业活 力与国情、国力的关 系；深化企业改革的目标与途径；财政 在增强 企业活 力 中的地 位和作

用，如何健全企业经营机 制等。

（四 ）适应有计划商品 经济要求、深化财政体制改革问题。这个问题 包括：八年 来财政体制

改革的反思与深化财政改革的构想；健 全企业经营机制、搞活 经 济与财政的关 系；财政宏观调控

方法的转 变与经 济杠杆 的运 用；新形势下的理 财之道与管理 方式等。
（五）加强 农村财政建设，调整 农村财政政策的研究，进一步促 进农村产业结 构 的 调 整问

题。

（本文是戎子和同志在中国财政学会1987年年会暨第八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上的开幕

词摘要，题目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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