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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库 券 和 公 债

有 何 异 同

程平在《国库卷和公债有何异同》一文中说，从今

年开始发行的国库券，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国库券与公

债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政府债券。但是它们发行的对

象和使用有所不同。五十年代发行的公债，其对象主要

是人民群众。今年发行的国库券，主要是由企业、企业

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认购；机关、团体、部队、事业单

位和农村富裕的社队，可以适当认购；个人也可以自愿

认购。五十年代发行的公债，主要用于经济建设 的 支

出，目的是减少人民群众的商品购买力，减少消费，增

加建设支出；今年发行的国库券，主要用于弥补财政赤

字，目的是减少企业和地方自有的资金，缩减他们的建

设支出，从而压缩基本建设总规模，减少财政支出，取

得财政平衡。显然，这项措施对当前国民经济的 调 整

和稳定是有利的。
为什么不采取五十年代发行公债的办法弥补 财 政

赤字而一定要发行国库券呢？这是因为：（一）目前我

国人民的工资收入不多，消费水平比较低，不能因购买

公债而再降低；（二）如果发行公债，人们会提取储蓄

存款去买公债。减少储蓄存款增加公债，从财政信贷的

平衡来说，没有多大差别；（三）五十年代的公债是减

少人民消费去增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在目前基本建设

战线过长、需要缩短的情况下，显然是不宜那样做的。

近几年来，由于一部分财政权力下放，地方和企业

扩大自主权，大多数地方财政都有一些结余资金，工矿

企业也有不少富裕的钱，国家有可能通过发行国库券，

把分散在地方、企业等方面的一部分财力吸收过来，为

调整国民经济服务。这样做，对国家有利，可以帮助国

家渡过困难；对地方和企业无损，只是推迟了使用时间。

应当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

当然，发行国库券只是国家为了弥补财政收支差额

而采取的一种应急手段，或者说是权宜之计。消灭财政

赤字最根本的办法是：彻底肃清“左”的思想的影响，坚

决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调整好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

在各项生产和事业中实行增产节约、开源节流的方针，

使国家财政真正达到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摘自1981年 4 月13日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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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 龙 江 省 财 政 学 会

召 开 首 届 年 会

最近，黑龙江省财政学会在哈尔滨市召 开 首届 年

会。参加会议的有省财政学会的理事、特邀代表，共40

余人。会上确定了1981年省财政学会的研究课 题是：

围绕消灭财政赤字、挖掘财源、搞好国民经济调整这个

中心，着重进行三个方面的研究和探讨：（1）研究如何

调整国民经济，压缩基本建设，搞好企业的生产结构，
财政资金怎样择优投放、重点使用。（ 2）研究如何挖掘

企业内部潜力，提高经济效果。（3）研究搞好财政体制

方面的改革，促进国民经济的调整。会上还确定1981年

召开五个专题研究会，即：综合财政和财政 体 制研究

会、企业财务和税制改革研究会、经济核算和成本管理

研究会、农业财务研究会、城市财政研究会。

（崔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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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 1 月 8 日至15日，中国财政

学会、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和广西壮

族自治区财政局在广西柳州市召开了全

国财政支农理论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

财政经济科研单位、高等财经院校和15

个省、自治区财政部门的代表共51人。
会议就农业现代化建设资金的来源、支

农资金的使用、支农资金使用效果和当

前国民经济调

整中财政支农

的有关理论和

实践问题，进

行了深入的讨

论。
（陈 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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