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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外边注入，还是

内部产生？张洪山在《 企业管理》 第 5 期

著文说，外部条件当然很重要，但活力主

要来源于企业内部，要靠企业自己搞活自

己。当前，市场的形势千变万化，供需有

缺口，投入和产出有差价，预测和决策都

有非常强的时间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

提高企业自己的应变能力，增 强 自 我 改

造，自我开发的力量，这就有一个企业本

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问题。一般说，大中

型企业现在指令性计划偏高，原材料、燃

料供应缺口较大，部分物价上调，资金不

足，这是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但是，大中

型企业的条件和优势，大中型 企 业 的 潜

力，比起一般小企业要多得多，这也是小

企业无法可比的。要打破旧的传统观念，

要从“靠上边保条件，才能保生产；靠保

生产，才能保经济效益”的观念中解脱出来，充分认

识商品经济、市场调 节的作用和威力，在经营方式上

广泛采取横向 联系，多 渠 道 做生意，开发一切可以

开发的财源。通过及时的预测，正确的决策，科学的

管理，有效的经营，来增加经济效益。这就要企业自

己拿出点“点子”来。不这样，即使上级领导机关再

给创造多少条件，再扩大多少条权力，企业也不一定

活得了。

经济文摘建立中央财政收支平衡责任制度

曾浩然同志在《 财贸经济》 月刊第 6 期上发表文

章指出：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上通过的是一个全国

的预算和决算，反映的财政赤字是全国的，不反映中

央财政的赤字，这就是说用地方财政的结余顶抵了中

央财政的赤字，掩盖了中央 财政 真正的亏空情况。从

另一方面讲，地方财政的结余是一种正常的必需的剩

余，大部分结余都是有指定的用途，要结转到下年 度

继续使用，这部分结余用来顶抵中央财政赤字，有一

定的虚假性。因此，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应该真正体

现两级财政分级管理各负其责的精神，不仅要求地方

财政自求平衡，中央财政同样应该严格的按照收

支预算来掌握平衡。为此，有必要建立一个中央

财政收支平衡的责任制度，使中央财政和地方财

政一样，收支计划核定以后，自求平衡（或基本

平衡）。

经济文摘
改革的初战阶段

尤需保持宽松的经济环境

吴敬琏同志在《 经济研究》 第 5 期上发表文

章指出：国外不少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学家

主张在改革开始的几年要有意识地放慢生产增长

速度，减少基本建设投资，避免立即大幅度地提

高工资和奖金，以便腾出足够的资金来搞经济改

革，保证改革有良好的经济环境。

我国的经济改革是在全国人民正在为争取财

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而奋斗的过程中进行的。

目前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还有不少问

题，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供应仍然紧张，财政还

有赤字，财政经济上存在问题的总根源在于经济

效益太低，而经济效益低又是由过去僵化和封闭

的经济体制造成的，因此，为了争取财政经济情

况的根本好转，治本的办法是实现经 济 体 制 改

革。然而，要使经济改革的步子迈得较大，国家

需要拿出较多的资金。而在当前国家 手 头 的 财

政、物资和外汇后备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如果各

方面的支出增加过多、过猛，就会使财政经济情

况不但不能继续好转，还有可能恶化。面对着这

样一个似乎封闭的环境，我们只能采取如下的策

略来打开一条走向良性循环的通道，这就是：在

一切其他方面尽可能地紧缩，全力保证经济改革

的资金需要。国家的财政后备越宽裕，经济改革

的步子越有可能迈得比较大，各方面的经济关系

也就能够比较快地理顺，使财政经济情况加速好

转。这样，在开始时好象经济发展慢了一点，群

众的消费水平提高得也不那么快，但是，由于保

证了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到头来还是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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