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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赤字问题的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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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人认为，国际上评价财政赤字风险通常有两个指标：赤字率(赤字占GDP的比重)不超过3%、负债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不超过

60%。自1998年以来，我国的这两个指标基本都控制在警戒线比例范围之内，特别是负债率远低于60%的安全线。 

  一个国家赤字的多少、国债规模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经济状况和财政实力。这几年，我国财政收入大幅攀升，居民储蓄

存款快速增长，国内可用的资金充裕，市场物资丰富，物价处在较低水平，国际收支连年盈余，外汇储备较为雄厚。基于这样良好的经济

发展形势，3198亿元的赤字规模仍在国家财力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乔其兴认为，如何看待3198亿赤字，不应单纯地从中央财政的赤字占比、债务依存度等指标来看，而应站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宏观大背

景下来看。首先，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财政赤字事实上起着向经济体注入基础货币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大，经济运行

本身所需的基础货币量也在增加，需要不断地补充基础货币量，财政赤字是补充基础货币供给的渠道之一。其次，在企业融资渠道不够畅

通、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几乎是保证GDP增长率的惟一选择。考虑到2003年相当低的消费物价指数增长预期，

3198亿赤字仍然是较为保守的。总之，财政赤字本身并不可怕，需要关注的是如何用好财政赤字，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并改善经济运行的

结构，为将来财政手段的退出作一些铺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说：这几年，发行国债，增加财政赤字，由政府直接投资，创造需求，对遏制投资需求下滑、

促进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唐修亭认为，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处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以内。从我国目前的总体经济实力看，这个水平

是完全能够承受的。最重要的是，我国政府一直十分重视财政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密切关注各项相关指标的变化，已采取了一些有

利于防范财政风险的措施。随着经济增长规模日益扩大、经济增长质量日益提高以及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我国的财政偿债能力将不

断增强。  

  不少人认为，尽管有一些人对发行国债的风险有一定的担心，但是国债淡出的时机目前尚不成熟。 国债目前还不能"撤"，一个重要

原因是以前的国债建设项目不少还没有收尾。如果得不到进一步的国债支持，就可能成为烂尾工程。工期的拖延会使工程建设成本大幅增

加。当然，今年计划发行的国债主要用于收尾工程，一般情况下不开新项目。 另外，不要因为2002年的形势较好，就对今年的增长做太

过乐观的估计。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发挥国债的积极作用。积极财政政策应保持一定时间的连续性，直到经济形成自身良性循

环。如果在经济刚刚好转就停下来，可能会前功尽弃，甚至还需要开始新一轮的启动。世界上不乏这样的先例。  

  当然，国债是一个阶段性的政策，不可能无限制地发行下去。林兆木说，如果国际经济形势趋好，国内需求明显扩大，一个经济正常

增长机制形成，国债可以逐步减少，赤字也可以逐步减少。  

财政风险的问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我国财政还有许多隐性风险，如各级政府欠发的工资、粮食系统亏损挂账、国有

企业与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亏空、养老基金空账、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等，它们数额巨大，迟早需要解决。他还表示，如果仅看名义赤字和

国债指标，就会得出发债空间还很大的结论，极易把宏观调控引入误区。  

  林毅夫说，通货紧缩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治理完成，长期使用积极财政政策的后果堪忧，财政赤字积累可能造成潜在危险。 

  潘庆林认为，从衡量财政债务风险的一些指标来看，我国债务规模虽还有一定的余地，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翁礼华认为，财政是一个国家全社会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如果出现较为严重的财政风险，为了偿还内债，国家就会大量印发钞票，容

易诱发通货膨胀；为了偿还外债，就可能出现支付危机。受政府财力制约，不可能长时期、大规模实施增发国债、扩大支出的财政政策。

从衡量财政债务风险的一些指标来看，我国债务规模虽然还有一定的回旋空间，但也应对财政风险保持应有的警惕。  

  此外，在中央财政赤字高居不下的情况下，一些地方财政的隐性债务风险值得重视。一旦诸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项目泛滥，

造成地方财政亏空，这个包袱最终还要靠中央财政来承担。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朝才说，这种情况在财政上称为"或有负债"，

一旦显现，决不是一个小数目。  

  许健分析说，导致这一情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地方财政困境问题。目前县乡级财政因不规范的做法欠下的债务，约有

1000至2000亿元右，当地方财政不能消化这部分债务时，最终将转化为中央财政的负担；二是中央财政负担问题。中央财政长期实施赤字

政策形成的债务负担率已经基本到达了极限；三是潜在和或有债务负担问题，其中包括从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不良资产中的相当部分，

也将最终转化为政府债务。由于当前的金融市场还未完全开放，财政负担只能由本国储蓄来消化，如果财政与金融关联度过高，财政风险

最后将会转化成银行风险，最终转嫁给社会公众。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回到顶部]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您是第位访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