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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概念不适用市场经济

                   ——凡以“财经”命名者理应正名

黎诣远

众所周知，经济是一个大系统，财政只是经济的一个子系统，但我国一直流行财政经济（简称财经）这一概
念：中央有财经领导小组，人大有财经委员会，学校有财经院校，媒体有财经报刊、财经专栏、财经频道，实际
上，财经就是指经济，两者当作同义语。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财政与计
划、金融、外经一样，只是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之一，因此财经这一概念已经不再适用。

财政经济，无论理解为财政与经济，还是财政的经济，都是强调财政在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和支配作用，包括
整个经济的各个领域。我国特有的这一概念，有其历史渊源。在古汉语中，并没有财政这一词汇，相近的概念是
食货，主要指粮食，由皇帝亲自掌管，管理粮食就是管理整个经济。及至近代，才传入财政概念，但无论北详军
阀的财政总长，还是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都以官僚资本为支柱，管理财政就是管理整个经济，财政经济这一概
念也就流行起来。我国曾是世界最早、最大、最强、最长的封建国家，官本位源远流长，根深蒂国，财政经济这
一概念，正是这种官本位的具体体现。

全国解放以后，中央和各级政府都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做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
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从此，财政经济也成为新中国的规范用语。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包揽一
切,财政包干一切，直接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决定社会主义国家财政不仅包括生产领
域以外的再分配关系，而且包括生产领域内的分配关系，从而形成一个包括国家预算、银行信贷和企业财务的广
泛的社会主义财政体系。”（《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

随着改革开放，我国逐步采用市场经济国家通行规则。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订和执行宏观经济政
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议，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综合财政正逐步转变为公共财政，财政支出的重点是公共需
要，不再用于竞争性领域。在我国的学科分类中，原有财经类各个专业，也分别归入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财政
只是经济学科的二级学科。无论内地还是台湾出版的权威辞书，都找不到财政经济这一辞条。为此，从理论上
说，凡以“财经”命名者，都应当放弃财政经济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过时概念，与时俱进，重新正名。

对“财经”正名，不仅可以明确定位经济与财政，做到名副其实，而且对完善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西方历来存在财政学派与货币学派之争，这里不去探讨两者主次，因为各有所重，各有所长，必须结
合。但不可否认，随着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货币政策的作用日益重要。过去，我国宏观经济以指令计
划为主，以财政手段为主，银行只不过是“第二财政”。宏观经济体制全面改革以来，由于财政经验丰富，财税改
革进展迅速，金融改革缺乏经验，则相对滞后，且险象环生。从这几年扩大内需来看，增发国债、调整税收等积
极的财政政策效果显著，而稳健的货币政策由于传导机制尚未形成，就未达到预期效果，尽管一再调低利率，民
间投资仍然不旺，尽管经济形势大好，证券市场至今不死不活。或许，这与财政经济这一概念不无关系，令人一
提宏观调控，便首先想到财政政策，不利于发挥货币政策的应有作用。为此，从实践上说，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
控体系，也应当放弃财政经济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过时概念，与时俱进，重新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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