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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中央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 , 无论是理论界 ,还是实践部门 , 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这一政

策认识上的偏差 ,这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正确贯彻与实施。因而亟需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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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应付亚洲金融危机和解决国内需求严重

不足的矛盾 ,防止经济下滑 ,确保国民经济持续 、

稳定 、健康的发展。自 1998 年下半年开始 ,政府

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时至今日 ,无论是理

论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 ,都有不少人对于当前实

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认识上存在着片面性的理

解。这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这一政策的贯彻

与实施 ,亟需纠正。

一 、关于对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一词的理

解问题

国内有不少学者认为:称积极的财政政策 ,不

如叫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好。因为财政政策一般

可以区分为“扩张性”和“紧缩性”两大类 ,而“积

极”一词与“消极”一词相对应 ,如果把现在的财政

政策称之为“积极的” ,那么言外之意就是说我们

以前的财政政策是“消极的” 。所以 ,称扩张性的

财政政策会更准确一些。

诚然 ,如果是单从财政政策的类型以及所采

取的具体措施来考虑 ,那么 ,称积极的财政政策为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似乎也可以 。但是 ,对于当前

我国的实际而言 ,称财政政策是“积极的”比称“扩

张性的”更好。这是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还未完全建立 ,财政硬性约束机制也尚未形

成 , —切还处于不完善之中。在这一特殊国情下 ,

如果简单地将西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用于我国财

政工作的实践中 ,显然是有害的。这样做必然会

降低人们对运用这种政策的成本和风险的警惕

性 ,使财政支出与债务规模有无限扩大的趋势 ,从

而有可能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 ,最终将影响经济

的正常发展。因此 ,称财政政策为“积极的”比“扩

张性的”更为稳妥。就我国当前的实际而言 ,积极

财政政策的本意就是:在有选择地采用西方扩张

性财政政策的各项措施和手段(如减税 、发债 、增

支或几者并用)的同时 ,不能盲目追求数量上的扩

张 ,而应该把财政政策同强化财政的风险意识 、强

化投资的效益意识与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结合起

来。所以说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西方扩张性财政

政策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是有中国

特色的财政政策。

二 、关于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减税”措施的认

识问题

相当一部分的观点认为:我国当前经济处于

通货紧缩时期 ,财政政策应该减税 ,而不应是太强

调抓收入。如果是单纯的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

理 ,在经济紧缩时期 ,运用减税措施来刺激经济的

增长 ,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但是 ,不同国家在不同

时期和不同税制的情况下 ,是否采取这一措施以

及采取这一措施的办法和力度都是会有所区别

的。目前 ,为了进一步鼓励消费和投资 ,国家已经

对一些在通货膨胀时期制定的抑制投资和消费的

税收政策作了一定的调整。不过 ,我国目前还不

具备大规模减税的条件 ,这主要是因为一来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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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太小 ,近几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

仅为 12%左右 ,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而且也

低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大规模减税只会导致国

家财力的严重不足 ,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不断扩

大 ,这不仅会影响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从而也就

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也会削弱抵御金融风险的

能力 。二来现行的税制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

结构 ,所得税比重很小 ,这样 ,减税就无法使所得

税在大范围内发挥“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因此 ,

减税尤其是大规模的减税 ,不能成为当前积极财

政政策的现实选择。

另外 ,不减税并不意味着企业和个人的负担

不能减轻 。目前 ,我国企业负担过重 ,主要不是由

税收负担所引起的 ,而是各种名目的收费和基金

的迅速膨胀所致 。所以 ,要想真正减轻企业和个

人的负担 ,以促进消费和投资 ,只能是“缩费保

税” ,而不应是盲目的减税 ,这才是当前积极财政

政策的税收措施之取向。

三 、关于对积极财政政策中“扩大财政支出”

这一措施的认识问题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 ,通过增加财政支

出 ,在拉动内需 ,刺激经济增长等方面 ,确实收到

了比较显著的成效 。那么 ,能否一味地依靠扩大

财政支出来拉动经济的增长呢 ? 回答是否定的。

虽然 ,我国目前的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 GDP 的

比重还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还可以承受 。但

是 ,目前财政收入占 GDP的比重却远低于国际上

的一般标准 ,特别是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已经

高达 60.4%(1998年),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

全线(25%一 30%)水平。因此 ,一味地依靠增加

财政赤字来扩大政府支出 , 是有着很大风险的。

再者说 ,由于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在短期内难

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这就使得进一步扩大财政支

出的余地己经很小。况且我国经济增长受国内需

求的制约是我们今后要长期面对的问题 ,这就需

要从体制上和政策上来建立起促进企业投资和居

民最终消费的激励机制 ,而不能简单地依靠政府

扩大支出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所以 ,在当前实施

的积极财政政策中 ,扩大政府支出也只能是适度

的 ,今后的重点还应放在有利于开拓市场和刺激

最终消费需求以及为增加民间和企业投资创造条

件的方面 。

四 、关于对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

合的认识问题

自1996年 5月以来 ,中央银行连续七次降低

国内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 ,但对于刺激国内的

消费需求 ,效果甚微 。因此 ,政府又果断地实施了

积极的财政政策 ,来拉动经济的增长 ,己初步收到

了明显的成效 。这一反差 ,使得一部分人 ,特别是

实际工作部门的人们 ,产生了对财政政策的盲目

“崇拜” ,甚至认为: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 ,只有财

政政策才真正有用 ,货币政策已无所作为。其实 ,

这一想法是片面的 。众所周知 ,财政政策与货币

政策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政策工具 ,

由于两者在调控手段 、传导机制 、政策目标 、政策

时滞以及调控力度等方面是有差别的 ,这就要求

二者必须并用和相互配合 ,尽可能地减少政策间

的磨擦 ,增强彼此间的互动性 ,以更好地实现宏观

调控的目标 ,忽视了哪一方 ,都不利于国家宏观调

控目标的顺利实现 。实际上 ,货币政策在刺激消

费需求方面效果不理想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当时缺少税收和转移支付等相关财政政策的有力

配合 。因此 ,在不同时期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只

能有侧重之别 ,而决不能忽视哪一方。

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但并不意味着货

币政策可以不用或者不重要 ,积极的财政政策需

要货币政策的紧密配合 ,特别是在目前多重经济

目标并举且相互制约的情况下 ,只有财政政策与

货币政策同时着力 ,乘数效应才能得以最大发挥。

所以 ,靠单一的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需求 ,拉动经

济增长是不现实的 ,只有将货币政策与之相配合 ,

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 ,更好

地促进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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