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本”人”人”＾蠡个个“个“个个个“个急个令｀个个个小个“个心个“个参个个“个“个“个“人”个“个“个心平”入“^"午｀争个“今｀今个“牛暴....心本”本参争牛”^“

- ． 陆志方 隆 印 季经纬

市级经济效益之路
“

模式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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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治理整顿的形势下， 探索提高经济效益的路子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 本文根
据党的十三大报告有关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今，要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结合起
来的论断， 对市级经济 “效益之路” 模式作些探讨， 供广大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参考。

鉴于市级经济具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过渡与转折的中观经济之特点， 探讨模式的定
义域设置在中等城市至庭院之间。

一、关千效益的概念和提高效益。 所谓效益是指由行为而产生的有效成果与取得这些成
果的花费之间的差率。 简言之， 即人为效果与花费之差称效益。 故而， 提高效益是指在实现
减少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花费的基础上， 相应稳定或增加所产生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果。 由
此， 不难推论， 所谓走上 “效益之路” 的涵义应该包括＄ （1）以尽可能少的花费（劳动占
用和耗费）， 为人们创造尽可能多的物质（有形）财富（即经济效益）， （2）以尽可能少
的花费创造尽可能多的精神（无形）财富（即社会效益）；（3）以尽可能小的花费， 为人
类创造尽可能大的环境（生态）效果， 维护生态平衡， 改善人类生存的环境。

二、关于经济效益模式。 就市级经济来说， 要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 其工作主要包括两
个方面： 一方面是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生产、 流通、消费、分配机制；另 一方面是健全精干高
效的管理机制。

所谓科学合理的生产、流通、消费、分配机制， 是指按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 生 产 的 要
求， 合理处置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间的比例关系， 使之形成有利于生产不断扩大的动态
平衡， 从而获取经济效益。 在短缺经济的现状下， 第一位的任务是发展生产， 第二是生活，
尤其要解决好流通环节太多太滥的问题。 因此， 对内： 在工农业生产经济细胞里， 一要贯彻
按劳分配原则， 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二要根据市场调整生产结构， 三要加强经济核算
工作， 四要搞好生产、供应、销售的衔接工作；在宏观经济运筹中， 要合理安排投入 与产
出、积累与消费、近期与长远的关系， 国民收入再分配要适当加大能源、交通、原材料和农
业投资比重， 确保一、二、三产业之间正态分布关系， 以 一、三产业的超前发展， 确保经济
建设的速度和效益的提高。 对外： 一要确立国家民族自立精神， 不卑不亢跻身国际大舞台，
二要确立经济外交政治意识， 在国际大循环中， 既树立形象， 又获取经济效益，壮大财力物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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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精干高效的管理机制， 是指按照科学合理组织经济工作的要求，健全必要的管理机
构和手段， 协同工作形成有利于保证和提高经济效益的指挥、激励、监 督、保 障、调 谐 系
统。

(1)指挥系统。包括政府及其协调、组织经济建设的部委办局和行政性公司， 这是能
否取得经济工作上佳效益的关键。 其道理之一， 它是组织地方经济建设的核心和首脑，之
二， 它是上承国家总体规划、产业政策和各种指令， 下启地方建设优势和特色的重要枢纽 J

之三， 它在地方上担负着经济建设与上层建筑的运作重任： 一方面可直接组织协调和决策重
大经济问题，另一方面能有效运用激励、监督、保障、调谐系统功能间接调控经 济 建 设 过
程， 获取经济效益。因此必须精干、高效。

(2)激励系统。通过外在方式， 实现对心理强化和行为强化的过程称之谓激励。完成
一项事业或一项具体工作，光有原动力而缺乏必要的激励，得到的结果往往不是很好， 甚至会
半途而废。 因此， 正确、适当的激励是促使趋向目标的行为不断强化和心理高度激活的必不
可少的条件。激励机制的运用要区别对象和层次。 高层次的激励是向心性的组织、信仰、精
神， 包括参加政党、社团， 获得社会赞誉等等。当然， 更多更普遍的是经 济、物 质、代谢
性、散射性的激励， 比如对有功之臣经．济奖赏， 物质鼓励；对经济建设的后来人培养教育；
对生产资源的不断开发；对生产设备、技术不断更新改造等等。

(3)监督系统。只有激励，缺乏监督或忽视监督制衡机制， 会导致经济失常冒进， 最
终降低经济工作的效益。这方面，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和我国经济过热现象都是佐证。
必要的监督主要包括四类： 经济监督、行政监督、法纪监督和舆论监督， 涉及到财政、税
务、银行、工商、物价、审计、监察、检察、广播、电视、报纸等部门。加强和严肃监督部
门工作， 可大幅度地减少经济工作失误和违法乱纪事件， 确保属于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
经济效益不受或少受侵犯。

� 4)保障系统。激励和监督是正常情况下确保经济效益的手段和方法， 而经济建设往
往会遇到 一些突发性、不可抗拒的超常情况， 比如自然灾害、经济纠纷、人身事故， 以及不
法分子、敌对分子捣乱、破坏等， 这就需要有福利保障、法律保障和社会安全保障系统来帮
助缓解和渡过暂时困难，而取得长远经济效益。达到这一 目的， 主要通过强化保险、民政、

公安、司法、安全、保安、执法工作来实现。
(5)调谐系统。对经济效益潜在作用很大， 主要可分宏观调谐和微观调谐两种。从宏

观上看， 规划、环保、计划、协作工作的健全和强化， 可以直接提高地方城 市的社 会、经
济、环境（生态）效益，从微观上看， 强化文化、体育、旅游、园林和社交事业， 可以提高
人民精神生活质最， 净化城乡环境， 使人民得到更好的休养生息， 转而以更高涨的热情， 投
身于经济建设之中去。

三、关于社会效益模式。据测算， 由于我国工业布局问题及流通领域的混乱， 造成的原
材料往返运输一项， 每年耗资数十亿元， 平均每个省市自治区每年在滚滚车轮声中流失社会
效益逾亿元。r 惊人的事实给人们一个启示： 中等城市真正建设管理好了， 不声不响就可节约
无谓开支成千万元。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和解决社会效益问题又是迫在眉睫。

讲求社会效益，要求科学设置城市范围和行政区域。研究表明： （1）市级经济的优势
性在于， 交通运输便捷， 人民生活舒适，行政指挥灵验， 信息传递畅快；城乡建设协同， 自
然环境优关。(2)中等城市管辖的县， 太少了不利千社会主义建设竞赛气氛的造就，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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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利于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 一般以5个为宜。(3)中等城市辖区总面积以1万平方公
里为宜， 即以建成区为轴心， 向外辐射50~60公里， 形成城市场。(4)县（市）辖区设置
范围在1千至2千平方公里；县（市）管理的乡镇场圃原则上设置30个，其范围大 小分别

为： 建制乡60平方公里， 建制镇100平方公里，场圃按实际情况设置。 基层乡镇管理10,.._,20
个行政村， 每个行政村由1~5个自然村(10个村民小组）组成。

讲求社会效益， 要求科学设置城市行政体制和基层布局。优生劣汰，熟能生巧。中等城
市体制可沿袭以块为单位的行政首长负责制；．管理方法是下管一级， 即市管县，县（市）管
乡镇场圃，乡镇管行政村，行政村管自然村、村民小组。

出于社会效益的考虑，一个县建制镇至多不能超过10个，因为镇区别千乡的 主要标志
是， 商品经济相对集中和发达。过分多地设置镇不利千高效益交通运输网络建设，不利千高

效益功能分区规划实施，不利千高效益的规模经济发展。
讲求社会效益， 还要求城市建设和管理者强化三个观念。一是强化 “功能分区” 的规划

观念，使城市建设规范化。即根据城市各种要素和特点规划用地， 实行功能分区，如规划出
一些住宅生活区、工业开发区、风景旅游区、商业文化区等等。二是强化交通、流通超前观

念，使城市功能扩大化。即根据城市发展趋势，及早搞好 “两通” ： 市内，以搞好各功能区
｀

的通勤为基础目标，建设好多层次不同功能有机联系的道路系统；外部，以市县间、市际间
乃至国际间交通便捷为长远目标，建设好铁公水、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保证精神文明、物
质文明交流顺畅，提高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力和凝聚力。三是强化维护管理观念，使城市风貌

个性化。即根据城市历史、地理、人文特点，加强环卫保护， 历史文物保护， 名胜古迹保

护， 地方风貌管理等，启发和激励人民更多地了解历史，珍视现实，开拓未来。
四、关于生态（环境）效益模式。大家知道，在大千世界里， 人和动物生存、繁衍要吸

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而植物光合作用则要利用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这是 “人与生物圈” 的
．动态平衡。而维护和改善了这种动态平衡就是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效益。如何达到这

一目的呢？下面对自然村、乡镇（场圃）、县（市）以及农村庭院经济生态模式分别作些阐
述。

(1)自然村生态效益模式。出于宏观战略的考虑，模式以迁建的自然新村为核心。村

落周围是桑荼果园和绿化带，环境幽雅， 空气清新，形成了动植物良性生态循环；桑园果园
内养家禽捕食昆虫及小动、植物， 粪肥坚田， 形成种养业良性生态循环；外围开辟油料瓜果

蔬菜基地， 间忽着鱼塘千其中，河泥肥田， 农作物桔杆，瓜菜青饲料喂鱼，形成副业渔业良
性生态循环。由于粮棉作物布局在最外层， 又可把农田用药对种桑养蚕和家畜家禽的危害大

幅度减小。此模式的优点在于： 充分利用了自然村特有的物质基础，既花费少，又收到了人
类与自然，动物与植物，种植业与养殖业，农业生产与多种经营之间多种良性循环的生态环

境效益。
(2)场圃（行政村）生态效益模式。即以农作物粮棉油茶果瓜莱林木，组成转化太

阳能的生产者，家畜家禽猪牛羊鸡鸭鹅， 组成以粗料谷物桔杆等为主食的消费者；动物粪
便、加工厂有机废水女日常生活粪便、水、垃圾进入沼气池，沼池内微生物组成了二次能源
的生产者，沼气供日常生活和发电、育雏所用，沼渣沼水肥水养鱼，鱼塘泥肥则作为优质农

肥还田，从而构成规模较大的场圃高效生态模式。模式的特点有三个： 一是种养加三业良性

循环系统更大，二是物质、能量、养分 “三流” 进一步利用效率更高；三是 人 民生 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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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工作三位协同更好。
(3)县级经济生态模式。 在上述(1)、（2)两种模式的基础上，作适当延伸分段，即可得

到宜于不同地区的生态经济模式之多种方案。 例如，江河湖荡地区的县份，可以水为主，做
到养鱼业与畜牧业、加工业相结合，组成多种经心生态体系。 具休说， 扜荡地区可退田还塘
（湖），湖里种稻，稻田养鱼，堤上种草，堤坡放牧养禽，畜禽粪喂鱼，鱼粪肥稻，河泥培

树，良性循环，多节利用；江湖渔区可改单一渔业经营为多种经营，改单一品种养殖为 水面
分层次多品种立体开发养殖， 改单一养殖生产为生产、加工、销售联合经营。

又如， 沿海平原地区的县份，可以出口为导向，组成贸工农生产体系。 形成诸如滩涂
（平原）种桑养蚕一一缆丝织绸一一 印染服装一—出口一条龙；养兔一一毛纺一一针织一一

出口一条龙；粮食一一畜禽一一加工一—出口 一条龙等等。
再如，低山丘陵地区及高寒平原地区的县份， 则可因地制宜， 组成林牧、草牧、林粮、

养殖、加工等良性生态循环体系。
(4)庭院经济生态模式。 从(3)模式中取一子系统形成小生物链即成。需要注意的是两

岛对具体庭院来说要因地、因家制宜，发挥现有优势；对领导者来说要善千规划，诱导扶
持。 这里不妨举一些以沼气为纽带的庭院生态经济模式。 有江南平原庭院可循的 “麦一一

猪一一 沼一—稻” 和 “鸡一一 猪一一 沼一一鱼” 模式；也有城市近郊可循的＂奶牛一一沼—一
莱” 和 “鸡一一猪一—沼一一莱“ 模式，有宜于平原及低山丘陵庭 院 的 “桑蚕一一 猪一一

沼” 和 “猪—一 沼一一稻麦” 模式；也有宜于湖荡 水乡的 “ 猪一一沼 一一鱼鸭” 和 “稻一一

猪一一 沼一一鱼” 模式等等。
总而言之，探索市级经济效益之路，一要充分认识其重要性迫切性；二要真正弄清经济

效益的内涵与外延概念定义；三要从中观经济实际出发，对市、县、乡镇（场圃）、自然村
乃至家庭院落经济分层次研究， 掌握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实践，进而使治理整顿形势下
的市级经济走上良性发展的路子。 这就是本文探索 “模式” 的思路和宗旨。 ．

＜＜财政财务审计手册»简介

由我校陈荣法教授主编的＜＜财政财务审计手册»已由中国发展 出版社出版。随着我国在
经济方面的治理、整顿，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 我国的审计工作已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
开展。 “手册” 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条例＞＞作为编写的依据，并兼及与审计有关的财
政、现金管理和银行结算等法规，全书共分三十四章， 主要内容有：审计的分类、审计的证
据、会计基础工作的审计、宏观经济审计、金融审计、税收审计、 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审计、
厂长经济责任、商业企业财政收支审计、农业财务收支审计、联营企业审计、对外贸易企业
财务收支审计、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财务收支审计等等。

“手册” 是一部具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专业工具书，可供审计工作者、财会工作者
和高等财经院校审计、会计专业师生作为工作和教学的参考书，也可作为一般读者和参加我
国高等教育审计专业自学考试的自学用书" ,,,, 

（佳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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