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项目的投资应用企业的发展资金、银行贷

款去解决。这样权责分明，有利于提高投资效

果，也有利于宏观调控；第三，坚持投资偿还

制或承包制，进一步加强投资管理，提高投资

效果。
（四）中央财政要有强有力的调节手段，这

就是补助或直接拨款。中央财政通过补助或直

接拨款，对地方财政进行调控，对经济不发达

地区进行合理的支持。
这样的改革，中央同地方权责分明，各负

其责，各尽其职，各得其利，有可能比较彻底

地打破“大锅饭”，基本上拆除由于条块的自

身利益而堆起的“围墙”；也就有可能从根本

上改变把企业作为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使

其真正成为相对独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达到把整

个经济搞活的目的。
税收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我认为，应

当围绕强化宏观管理的总要求，增强税收在经

济活动中的调节作用。一方面税收要在缓解价

格扭曲，调节产业结构，体现宏观经济政策，
实现宏观管理目标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另

一方面在完成国家财政收入任务方面起到保证

作用。按照以上双重任务的要求，税收体制改

革的原则应当：一是结合价格改革，调整不合

理的分配关系，使企业之间、行业之间保持合

理的分配关系，促进企业横向联合；二是促进

理顺价格、建立市场机制，为企业竞争创造一

个好的外部环境；三是增强税收对经济运行的

调控作用。实现这些要求，科学地 设 计多 税

种、灵敏税率具有重要意义。要按照经济活动

的诸环节设计各种不同的税种，使各种不同税

种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各自不同而又互为补充的

调控作用。要制定合理的、敏感的税率，使其

体现宏观经济政策的要求，有效地发挥鼓励和

限制的作用。要根据搞活企业的要求，取消那

些不符合企业自负盈亏管理原则的一些税种，
相应设立一些能够促进企业经济核算、技术改

造、提高效益的税种。通过税种与税率的合理

设置和调整，发挥税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各

企业的分配水平的调节作用，保持一个合理的

分配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在加强宏观管理与微

观搞活的原则下协调发展。

证购买、定点供应、专用发票、专项审批等六

项。但后来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工业企业自

产自销的扩大，商品流通渠道增加了，商业部

门继续实行“凭证供应”遇到了困难。因此，

逐步取消了凭证购买、定点供应和专用发票三

项措施。从加强监督与控制角度看，我们认为

有必要恢复“凭证供应”制度。控购管理部门

可于每年年初，在核准各单位的计划和限额的

同时，向各单位发放《购物证》。《购物证》

载明各该单位的限额，单位凭证购买集团消费

物资，商业、银行部门根据《购物证》所列限

额进行严格控制。专控商品也要在继续实行专

项审批的基础上，实行凭证供应，切实起到限

额控制的作用。
四、提高表报统计效率，处理好加强管理

与简化手续和报表的关系。控购统计工作，现

在一般由各单位的财会部门承担，逐级上报汇

总。这样做，存在的问题是，由于一些单位的

财会人员比较紧缺，素质有待提高，统计手段

比较落后，以至报表迟迟不能上报，影响管理

部门分析 和研究社会集团 购买力支出情况。
因此，要重视统计手段现代化的建设，运用计算

机技术，把基层财会人员从繁重的手工劳作中

解放出来。我国有些大中型企业已经开始运用

电子计算机进行企业管理，效益较高，为我们

展现了乐观的前景。各单位的集团消费观念要

来一个变革，在安排社会集团购买力支出时，
要提高办公室现代化的支出比重，压缩不必要

的、效益低的支出和带有福利性的支出，以便

利用计算机技术，形成控购 资 料 统 计网络，

迅速、准确地汇编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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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管理

新形势下加强控制

社会集团购买力的

几个问题

彭 智 勇

我国的商品供求矛盾在目前乃至将来较长

一段时期仍会很突出，必须严格控制集团购买

力的增长，使其增长速度低于居民购买力和农

村生产资料购买力的增长速度。其原因是：第

一，集团购买力的支出过大，将直接冲击消费

市场，影响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第二，集团

购买力支出属于非生产性支出，其消耗不能直

接创造财富。第三，集团购买力属于集体消费

性质，其不合理或超标准的支出带来的后果将

是：造成铺张浪费、损公肥私，败 坏 工 作 作

风，给经济犯罪分子造成可乘之机。
我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工作始于1960

年，起初由国务院于每年年初发布严格的控购

指标。1962年开始实行计划管理，即单位编报

计划后，由财政部门进行审查，核定限额并发

放购物证，单位凭证按限额购买商品。十年动

乱时期，控购工作基本上陷于瘫痪。1977年，
国家计委、财政部、商业部、供销总社联合颁

布了《社会集团购买力管理办法》，恢复了计

划管理，控购工作重新纳入正轨。此后，各地

又根据国务院要求，成立了控制社会集团购买

力领导小组，控购工作逐步成为一项制度化、
经常化的财政管理工作。1984年，为了适应经

济形势的需要，对控购管理办法进行了改革。
但是由于措施不完善，致使放松了 必 要的管

理，社会集团购买力一度上升过猛，加剧了消

费基金的失控，给财政平衡带来不良影响。有

些地区和部门铺张浪费严重。去年年初根据国

务院指示，重新加强了控购工作，社会集团购

买力猛增的局面得到了控制并逐步减缓下来，
但是执行结果仍比往年高。

实践证明，控购工作抓与不抓、抓得紧还

是抓得松，对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经济建设所

产生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在当前对内搞活、

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我认为要继续做好以下

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控购的宣传教育工作。前一二年

控购管理一度放松，集团购买力增长过猛的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不少同志认识模糊，
把改革放权与放松管理等同起来。因此，要加

强宣传教育工作，提高人们对 控 购管 理的认

识。宣传、教育工作不能只搞一阵子，应成为

财政部门、控购管理部门一项经常性的工作。
二、要使控购工作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近

年来，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实际工作

中，经常遇到许多所谓“合理不合法”或“合

法不合理”的新问题，例如，为了迎接新技术

革命的挑战，逐步实现办公自动化，计算机、

复印机、传真机以及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办公

机器将纷纷涌入办公室。这些商品从理论上说

应属于控购范围，但从发展角度来看，则应该

给予支持。因此，对这一类确实需要的高级办

公用品以及某些商品，在严格控制的同时，管

理部门要考虑到新形势下的新要求以及市场供

需情况的变化，在加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到

合理安排。当然，对于 这 些“新问 题”，第

一，要看工作是否确实需要，能否提高工作效

率，能否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第

二，必须考虑经费可能，量入为出，不能寅吃

卯粮，影响单位的正常工作；第三，必须以消

费者的利益为重，不能冲击消费市场。
三、健全管理办法。财政部等 四 个 部门

1977年颁布的《社会集团购买力管理办法》，

规定的管理措施有：计划管理、限额控制、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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