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例，农业生产连续几年大幅度增长，轻工产品增长

很快，市场供需矛盾趋于缓和，这就有力地缓解了财

政赤字带来的副作用。其次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缓

冲了财政赤字的消极作 用。随 着经 济体制改革的发

展，财力分配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预算外资金增加

很快，财政预算内虽有赤字，预算外资金则有结余，
并且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逐年增加。这些因素，在一定

程度上也缓冲了财政赤字的消极影响。再就是党和政

府对财政收支平衡极为重视，多次采取巩固财政基本

平衡和信贷基本平衡的措施，特别是采取了许多稳定

物价的措施，这对控制 财政 赤 字 可能带来的不良影

响，起了决定性作用。

然而，赤字的消极作用是会随着赤字数量的逐年

累积而扩大的。当前赤字数量虽小，并且又为大好的

经济形势所缓解与掩盖，但决不可掉以轻心，赤字长

期存在下去，达到一定限度 后，必将导 致严重的后

果，这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注意到的。
在这里，我想再谈谈“周期平衡”理论这个与财

政赤字有关的问题。有的同志很欣赏“周期平衡”理

论，认为财政平衡并不难，牺牲积累、牺 牲消费都可

以达到平衡，没有赤字。他们认为，只要中期计划总

体平衡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坚持年年平衡，可以用一

些年份的盈余补赤字年份之不足。我认为，财政学上

讲的赤字，不是简单的数字正负概念，赤字、平衡都有

其确定的含义，那种牺牲消费或牺牲积累实现的平衡，

怎么能称为平衡呢？我们要力争实现的是 财政收支逐

年平衡，即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略 有结余的原则，不

应盲目引进西方的“周期平衡”理论。这是因为：第

一，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要求经常地自觉

地保持平衡。列宁说过，计划就是“经常的、自觉地

保持的平衡”。计划的平衡并不是“‘从经常发生的

许多波动中确立的平均量’的平衡”。列宁这里所说

的是要经常的、自觉地保持平衡，没有说可以时而

保持、时而不保持。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财政基本计划

的国家预算，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必须自觉地经常地

保持平衡。更何况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是早

已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所一再证明必须遵循的一

条原则呢！第二，前期的赤字所 造 成的消极作用。并不

会由于后期预算盈余而抵消；也不会由于前期预算盈

余，后期赤字就不会发生消极作用。把赤字与盈余的

关系看成象数学那样正负可以相消，或会计上盈亏可

以抵补，这不仅在理论上说不通，而且，实践上也找不

到根据。财政赤字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财政安排了没有

收入来源和没有物资保障的空头支出。这种支出的实

现，只能靠挤占其它方面需要的物资来满足。这必然

会造成物资短缺和打乱正常比例关系，使一部分需要

得不到满足。有的同志可能说，用赤字所增加的投资

可以增加生产来满足需要，这也是一种误解。生产是

要投入必要物资的，如果没有物资，是什么也生产不

出来的。
总之，我们必须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

原则，把消除财政赤字作为我们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

本好转的一个主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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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财政对农村举办小水电有哪些支持？

我国小水电资源丰富，国家 财政为支持加速小水

电建设，促进农村电气化，从1978年起设置了“小水电

补助费”，用于补助自筹资金有困 难的集体和农户，
兴建装机总容量在1，000千瓦以下的水力发电站，购买

水轮机、发电机和部分配套设备。到1984年底止，国

家共拨补助费12亿元，平均每年约1.8亿元。

1984年为支持建设中国式农村电气化的试点，国

家又实行了“以电养电”的政策，即新建小水电站的

利润和电网趸售给县产 生的 利 润，不上交财政，除

按计划归还贷款外，全部用于发展小水电和地方小电

网；小水电站因经营收 益少，交 纳所得税确有困难

的，可按规定给予定期减征的照顾。
另外，国家还扶持小水电 站必要的建设资金，

从1985年起，每年将从基本建设投资中拿出 1 亿元支

持一些县办的小水电站。

（隆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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