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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主义公共财政

周 渭 兵

摘 要
: 我国将在近几年 内初步建立公共财政的塞本框架

,

但如何理解

社会主义奋共财政
,

理论界却存在很大的分歧
。

本文认为建立在社会劳动价值论

基础之上的财政理论
,

更符合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科学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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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初
,

财政部部长项怀诚明确宜布
,

我

国将在近几年内初步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
。

但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公共财政
,

理论界却存在很

大的分歧
。

笔者认为要防止两种倾向
:

一是把公

共财政等同于国家财政
。

因为作为计划经济产物

的国家财政强调凭借国家的公共权力
,

强制地
、

无偿地取得财政收人并进行再分配
,

容易导致财

政决策依赖于国家意志和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的误会
,

这与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相矛盾
。

二是

把公共财政与西方的公共需求财政相提并论
。

这

是因为公共需求财政强调需求的一面
,

疏忽了需

求与可能的关系
,

对公共需求没有制约
,

就使财

政理论本身存在不够完备的缺陷
。

相 比之下
,

本

文认为建立在社会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 的财政理

论叭 更符合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科学内涵
,

下面

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分析和阐明
。

一
、

国民核算大改革对财政收支性质的重大

影响

国民核算是以社会再生产为核算对象的宏观

核算
。

但是
,

我国原先采用的 M PS 核算体系所界

定的生产范围仅限于物质生产
,

它用于反映国民

经济生产活动的总量指标
。

因为它只能反映物质

产品的生产
,

不能反映非物质性服务的生产
,

因

而也就不能全面地反映国民经济生产活动的总体

规模
。

这对第三产业的发展
,

以及整个国民经济

协调
、

快速
、

健康地发展尤为不利
。

鉴于此
,

199 2年 8月
,

经国务院批准
,

我国对国民核算实施

了重大改革
,

采用 了以 S N A为基础的新国民核算

体系
,

将生产范围从物质生产扩大到非物质生产
,

包括以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
,

并对其计算了产值
。

由于生产范围的扩大
,

分配范围
、

消费范围和投

资范围也相应地扩大
,

因而对财政理论
,

首先是

对财政收支性质产生了重大影响
。

随着生产范围的扩大
,

国家管理
、

国防治安
、

文化教育
、

科学研究以及众多的服务事业单位统

统被列为生产部门
,

向社会各界提供公共服务
。

对生产部门提供的服务应该得到相应报酬
,

对于

生产部门则应算作中间消耗C
,

但很多报酬不直接

支付
,

只能通过财政部门转拨给公共部门作再生

产之用
。

税收是剩余价值m 的组成部分
,

致使剩余

价值m之中存在非剩余价值叭
。

叭属于中间消耗
,

对叭的分配自然属于中间消耗C的补偿
。

可见
,

由

于生产范围的扩大
,

财政分配的内容也发生了变

化
,

相当一部分与生产费用直接联系在一起了
。

过去
,

我国传统财政理论坚持物质生产的观

点
,

否定公共服务部门的生产性质
,

所有服务部

门包括文化教育
、

科学研究
、

国家管理等都没有

初次分配
,

自然会得出税收是凭借政治权力无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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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财政收人
,

支出则是对政府等社会管理部

门的活动的货币支付
。

现在情况不同了
,

承认了

非物质生产也是生产
,

税收的相当部分是对过去

公共服务部门提供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
,

财政支

出则是对未来公共服务部门的生产投人
。

财政收

支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

这种变化导源于改革

开放
、

国民核算大改革和第三产业大发展
。

一句

话
,

改革开放推动了财政理论的发展
。

既如此
,

公共财政就不是家计财政
。

财政理

论研究就不能就财政论财政
,

或者仅仅考察社会

福利
、

公共需求
、

国家凭权力分配国民收人等等
,

而是把财政收支立足于发展生产
,

建立在提高生

产效率和为生产创造更好的条件上
。

生产发展
,

财源扩大
,

从而使财政工作负有更大的责任和使

命一一优化资源配置
。

二
、

财政收支应为社会再生产创造更好的软

硬环境和条件

财政收支与社会生产有着紧密的联系
。

财政

收支要发挥对生产的巨大促进作用
,

为社会生产

提供更好的软硬环境和条件
,

就要做到
:

(一 ) 充分利用税率杠杆
,

调节经济增长和产

业结构
。

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
,

税率提高
,

财政收人增加
,

企业生产成本提高
,

企业收入减

少
。

经济繁荣时期
,

采用增税政策
,

防止投资膨

胀
。

经济衰减时期
,

则采用减税政策
,

促进生产

投资
,

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

通过免税增税
,

促进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老企业技术改造
,

使产业结

构进一步优化
。

对不发达地区
,

在税收上给予优

惠或财政补贴
,

调节地区平衡发展
。

对于同一行

业的生产单位采用累进税制
,

实现公平税负
,

促

进企业的平等竞争
。

(二 ) 保持合理的财政收人规模
,

促进三次产

业协调发展
。

判断财政收入占国民收人的比重是

否合适的标准因不同财政理论而不同
,

西方财政

学以居民对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选择的价格均衡

为标准
,

国家财政论则以需要与可能的均衡为判

断标准
。

我们认为财政收人归根结底来源于生产
,

自然应以是否促进社会生产顺利发展为标准
。

社

会大生产
,

三次产业既分工又协作
,

要求三次产

业 比例协调
,

作为第三产业的公共产品部门也应

保持适当的 比例
,

参与社会分工和协作
。

当前
,

我国财政比重严重偏低
,

而我国在基础教育
、

科

学研究等方面发展落后
,

资金短缺
。

说明当前我

国财政收人规模极不合理
,

应调高其比重
。

(三 ) 财政支出应以促进公共服务结构优化为

原则
。

财政支出表面上是对资金进行分配
,

实际

上是对物资和人力进行分配
,

向社会提供各种公

共服务
。

公共服务的内容多种多样
,

除了国家管

理和国防治安等行政性服务外
,

还有其它种种服

务
,

如科技服务
、

信息服务
、

文化教育服务
、

城

乡交通管理服务等等
。

财政支出要处理好两个比

例
:

一是居民服务与生产服务的 比例 ; 二是以上

两大类服务内部的结构比例
,

以适应随着社会经

济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不同时期的公共服务需求

的增长和结构变化
。

为社会生产
、

居民生活提供

更好的硬软环境
。

三
、

需要进一步认识的几个财政理论问题

从国家财政到公共财政
,

理论上和实践上都

存在明显的不同
,

有许多问题仍存在争议
,

进一

步分析这些问题并予以认真回答
,

有助于公共财

政框架的构建
,

有助于对公共财政的进一步理解
。

(一 ) 财政不仅仅是一种分配行为
。

长期以

来
,

我国传统财政理论一直坚持物质生产的观点
,

不承认服务也是生产
,

自然得出财政只是对剩余

价值的分配
,

属于再分配范畴的结论
。

计划经济

时期
,

个人和企业都是作为政府的附属物存在的
,

资源配置和收人分配问题主要通过政府计划的途

径来解决
,

财政部门只是围绕政府计划来筹集资

金
、

分配资金
,

这时期的财政只能起到筹集资金
、

供给资金的作用
。

改革开放以后
,

生产范围扩大

了
,

政府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都是生产单位
,

在

市场经济中
,

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
,

都是身份相

等的市场活动主体
。

国家依靠提供公共服务取得

收入
。

企业和个人交了税
,

就有权要求政府提供

优质服务
,

这时财政就担负了更大的责任
,

提高

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

争取以最少的投入生产最

多的公共产品
。

(二 ) 不能将公共产品与公用事业
、

转移性质

的公共福利相混淆
。

进一步弄清它们之间的区别
,

对于财政支出的结构优化有重要意义
。

公用事业



。

3 0
。

一般指邮电
、

通讯
、

电力
、

煤气和自来水业
。

他

们很多都是由国家组织或经营
,

有的还实行国家

补贴
,

与公字联系
,

故称公用事业
,

但不同于公

共产品
。

因为享用公用事业
,

无论是电
、

煤气
、

水或邮政
、

电讯
、

服务等都是直接付费
,

与一般

商品和劳动力购买大致相似
,

用不用自便
。

另外
,

公共产品不论是城乡交通
、

公费医疗
、

文化馆场

等很多都具有福利性质
,

是为生产
、

为居民提供

的各种公共福利
。

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

有物质

的和非物质的
,

但必须是公共产品部门的劳动成

果
。

而现代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障
,

其中相当部分

为各种福利付款和种种费用减免
,

这种属于社会

义务的各种转移支付
,

如对鲜寡孤独
、

老弱病残

的各种补助
,

不论是现金支付或购物相赠
,

其经

费都来源于企业和个人的缴纳
,

并构成居民的公

共福利
,

但未经公共产品部门的加工
,

不算生产

成果
,

所以不论其物质形态还是价值形态
,

都不

能列人公共产品总值之中
。

(三 ) 财政学与政治学的关系不能绝对化
。

坚

持财政分配是上层建筑的观点认为
,

财政是国家

运用权力
,

无偿地
、

强制地参与国民收人的分配
,

税收被用于维护国家的统治制度
。

可见
,

这种观

点源 自于对国家范畴的认识
。

现在
,

生产范围扩

大了
,

国家
、

军队
、

警察都列为生产范围
,

归于

经济基础
,

政府通过财政分配参与社会资源分配
,

与企业和个人的资源配置活动没有什么不同
。

提

出这一点可能会引起更多
、

更大的非议
。

但是
,

我们冷静地分析一下
,

哪个时期
,

社会生产和人

们生活不需要国家的管理和军队
、

警察提供大量

的安全保障服务呢 ? 当然
,

财政作为政治程序直

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
,

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

度和规则密不可分
,

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体现政

府的政治主张和意图
,

自然属于上层建筑
,

并对

财政收支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

四
、

社会劳动价值论应该成为公共财政研究

的基础性理论

确认公共产品
,

是以确认第三产业为前提条

件的
。

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部门生产的成果
,

它

与一般产品的差别
,

只是在于它是公共产出和公

共消费
,

私人不能占有
,

也不能排斥他人消费
。

这表明公共产品同样是生产部门生产出来的产品
。

但是
,

我国经济学界至今仍坚持物质生产观点
,

导致财政理论研究出现逻辑矛盾
,

原因就在于对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存在误解
。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
,

只有人类劳动才创

造价值
,

这是理论的核心
。

物质生产是劳动
,

第

三产业以服务为主要内容
,

也是劳动
,

同样创造

价值
。

那么
,

我国经济学界为何仍然坚持只有物

质生产才创造价值呢 ? 原因有二
:

一是源于马克

思提出的
“

物质生产部门
” 。

在这里要弄清楚
,

马

克思是在 19 世纪第三产业规模很小
,

还不能以一

个独立产业出现的情况下提出
“

物质生产
”

概念

的
。

在当今
,

第三产业普沪得到迅速发展
,

在经

济发达国家
,

其产值和劳动力的 比重已达到 60 %

叮0% 以上
。

二是由于长期以来
,

我国生产力水平

低
,

第三产业的产值过小而被忽视了
。

改革开放

以来
,

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
,

并把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作为重大国策之一
,

目前我 国

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上升到

35 %左右
,

现在再也不能对第三产业的生产视而

不见了
。

现在
,

我国新国民核算体系扩大了生产范围
,

就是承认了第三产业创造价值
。

一
、

二
、

三产业

劳动合称为社会劳动
,

也就是社会劳动创造价值
。

社会劳动价值论是基于改革开放
,

基于生产范围

扩大
,

基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所形成的理论创新
,

它推动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
,

因此
,

社会

劳动价值论自然应成为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基础

性理论
。

只有站在社会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
,

才能确

认财政分配的剩余价值m之中存在非剩余价值叭
,

进一步明确财政与生产的关系
,

理解公共财政的

真正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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