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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是财政工作的重要内

容，综合性强、涉及面广。青年干部正

确认识、合理把握、科学运用经济规

律对于做好资产管理工作十分重要。

如何认识经济规律？

规律是事物之间内在的必然联

系，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向，是

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从一般性看特殊性，经济规律是社会

经济现象之间普遍的、本质的、必然

的联系。正确认识经济规律，需要辩

证看待经济规律与其他方面规律，以

及财政资产管理工作的关系。

一是更好按经济规律办事，恰恰

是抓住了重点和关键。一方面，强调

经济规律，与我们党的远大理想和当

前历史阶段主要任务是统一的。实现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需要物质财富极

大丰富，经济高度发达。当前我国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需要突出经济规律。另一方

面，强调经济规律，与同时用好其他规

律并不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

济是人类活动的中心，涉及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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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规律在一定程度上是其他多种规

律的综合反映，更好把握经济规律也

需要了解掌握运用好其他方面规律。

二是更好按经济规律办事，要着

眼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财政资

产管理工作息息相关。用好经济规律

是手段，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目的。

财政部门属于宏观管理部门，做宏观

管理，搞经济调控，不懂经济规律，

就找不到目标和方向。比如，近年来

持续推进的减税降费就是基于经济下

行时通过政府让渡部分收入，相应增

加市场主体收入，提高其投资和消费

意愿，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经济规律。

再比如，近年来中央财政积极落实支

持政策，较为彻底地剥离了国有企业

办社会职能和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

切实减轻了国企办社会负担，拿掉了

国企长期以来背着的“包袱”，也是基

于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各种所有制企

业公平竞争的经济规律。

如何把握经济规律？

把握好经济规律，需要考虑多种

因素，我认为要重点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经济规律发生作用是有条件

的。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的，但是经济规律发生作

用是有条件的。比如，市场主体优胜

劣汰的经济规律发挥作用，一个重要

条件是要有公平竞争环境，大家要在

同一标准和约束下开展竞争，这样才

能实现好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不好的

企业淘汰退出。如果没有公平竞争的

条件，市场主体优胜劣汰的规律就难

以发挥作用，甚至是劣币驱逐良币的

负面作用。

二是经济规律是不容易发现掌握

的。规律是蕴含在事物之间的必然联

系，它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

识升华的理性认识，这既受物质条件

制约，也受人思维水平的限制，不是

随随便便就能发现和掌握的。从宏观

方面看，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

别，我们今天都很清楚，但实际上是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探索，付出

巨大代价，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邓

小平同志才在“南方谈话”中较为系统

地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可见发现

规律之难。从工作层面讲，如有些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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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制定的文件，有的刚印发没多长时

间，就又下发补充通知，因为即使制

定文件前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但也

可能由于相关因素限制，没能一次性

较好地解决问题，可见探求规律之艰。

三是经济规律是涉及价值判断

的。经济规律是客观的，它所产生的

作用也是客观的，但评价经济规律发

挥作用的利弊是涉及价值判断的。就

拿资本的逐利性来说，前几年各路资

本大量涌入教培行业，站在资本的立

场，这些投资风险小、利润大，但站

在老百姓的立场呢，费用高、负担大，

有失教育公平。所以，经济规律是客

观的，但对它发挥作用的判断是主观

的，是有立场之别的。

如何运用经济规律？

对于财政资产管理干部来说，运

用好经济规律绝不仅仅是掌握几个经

济学原理，也绝不能停留在口号上，

遇到问题还是想当然的经验主义，关

键是要有尊重规律、按规律想问题办

事情的意识和自觉，努力使制定的制

度、出台的文件、抓的工作，更加科学

合理，更为符合实际，达到更为理想

的效果。具体来说，我认为要重点把

握以下几点。

一是勇于积极作为，发挥好主观

能动性。经济规律发挥作用是有条件

的，当条件尚不具备的时候，不能急

于求成，但也不能消极等待、无动于

衷，而是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努

力创造条件，或者提前筹划、打好基

础，当条件具备时就能扛起来，顶得

上。比如财政部牵头的国资报告工

作，国有资产属于全民所有，受全国

人民监督，应向全国人大报告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在条件并不具备的时

候，财政部门就一直在做积极准备，

建立了全口径的国有企业财务信息管

理系统和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

系统等，当中央部署这项工作时，相

对来说就比较主动。当前，数字经济

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资产管理也

面临着向数字化管理转型的趋势。现

在的数字化管理已经取得了不少成

绩，但受条件所限，在深度、广度、联

通度等方面还有差距，需要我们进一

步发挥好主观能动性，提前布局，夯

实基础，为最终实现高水平的数字化

管理打好基础。

二是立足实践创新，努力探寻掌

握规律。规律是对事物本源的理性认

识，认识来源于实践，并接受实践的

检验。这要求我们在研究制定政策时

一定要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掌握一手信息和鲜活材料，

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善于利用外脑

资源，集中各方面智慧，研究形成科

学合理的政策办法。如地方政府接收

中央企业独立工矿区、市政社区等办

社会职能运营困难问题，2021 年财政

部资产管理司会同国务院国资委专门

赴河南、湖北进行调研，深入菜市场、

垃圾站，对地方接收比重大、地方财

政短期担不起、中央均衡性转移支付

顾不到的情况进行了详实分析，提出

了具体思路和金额测算，形成的调研

报告得到部领导肯定，为领导决策提

供了支撑。再如，当前在资产评估管

理方面也存在亟待通过实践创新探寻

规律性认识的问题，2016 年实施的资

产评估法放开了法人股东的限制，这

样虽然扩大了市场准入，但不利于提

升机构风险意识。资产评估机构究竟

应是人合机构还是资合机构，对于这

样一个关乎行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问

题，还需要立足实践，进行研究判断，

提出政策建议。

三是站稳人民立场，牢固树立家

国情怀。面对客观的经济规律，我们

在认识、运用的时候，一定要有正确

的立场和价值判断。这个立场就应该

是人民立场，要为群众办实事、解难

题，要站在人民群众整体利益上想问

题、办事情。人民立场不是抽象的，

它是具体的，与我们的工作紧密相

关。如，2020 年河北某子弟学校多位

教师反映的 30 多位教师十多年难以

移交地方管理问题，根据部领导批示

要求，资产管理司坚持“群众利益无

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理念，系统梳

理政策、召开现场办公会，协调国家

能源集团和河北省财政部门，积极落

实财政补助政策，2021 年推动 30 多位

教师顺利移交地方，解决了他们长达

十多年的难题。再比如，制定财政资

产管理政策制度时，有时看似一个简

单的政策适用问题，背后一定程度上

也蕴含着整体利益的考虑。目前正在

修订的《企业财务通则》, 适用范围是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金融企业除外。

此次修订就是否调整适用范围问题，

大家的认识还不一致 , 有的认为应聚

焦国有企业 , 不宜将民营企业纳进来，

主要考虑是财务管理属于民营企业内

部事项 , 政府不宜过多干预 ; 有的认为

可以将民营企业纳入适用范围 , 主要

考虑是从近几年暴露出来的 OFO 共享

单车、恒大、海航等民营企业财务危

机案例看，虽是企业内部事项 , 但具

有较强的外部效应。对此问题 , 后续

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论证。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

成。对经济规律的认识、把握和运用

是一个宏大课题，财政青年干部应正

确认识、合理把握、科学运用经济规

律，进一步做好本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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