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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财政政策仍带有扩张性(汪同三；1月4日)

文章作者：汪同三

    提着的心放下一点儿了 

    应该说，2004年宏观经济运行经历了治理经济过热的三种状态：年初，问题呈现；上半年问题加剧；下半年问题缓解。 

    实际上在2003年上半年，人们就已经开始争论经济是否有过热问题。随着形势的发展，人们的看法逐步趋近，到2003年底、2004年

初，对宏观经济存在问题的标准描述是，“粮食供求关系趋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煤电油运供求紧张”。这些问题

的存在，特别是钢铁、水泥等部门出现了投资过热没有太大的争论，但是是否需要坚决地进行宏观调控，以及以多大的力度进行宏观调控，

认识很不一致。特别是某些部门和地区都不愿意宏观调控调控到自己头上。 

    一季度开始，经济过热问题加剧起来，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左右，而2004年一季度投资增速猛增到43％，当时的形势

可以描述为，粮食供求关系依然趋近、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进一步加快、货币投放过多未见好转、煤电油运供求更加紧张。与此同时，以生产

资料价格明显上涨带动的价格总体水平的上涨在这种形势下，宏观经济决策层开始采取严控货币供给和土地两个闸门，“主要运用经济、法

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开始更严格地进行宏观调控，以致国内外担心出现“硬着陆”的议论不绝于耳。 

    到了秋季，宏观调控措施逐渐显现成效，经济增长速度、投资增长速度都减慢下来，随着翘尾因素的减弱，价格上升的势头也可令人

稍微把提着的心放下一点儿了。如果时间到此停滞，可以说宏观调控十分成功了。回首全年，虽然老百姓的日子基本上还过得去，不少人收

入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提高，但是此番歌舞升平背后的宏观调控也够惊心动魄的了。 

    宏观调控强调重点和方式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一个老词了。自1978年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我国已经经历了六次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此次加强宏观调

控，面临的问题与前几次有类似的方面，也是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过热，但是搞得比以前的结果都要好： 

    一是调控时机把握见事早、行动快。以前的调控都是在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超过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问题后，才

采取的措施。此次调控及时抓住了某些部门投资过猛的苗头，在经济增长率尚在适度范围内、价格攀升趋势刚刚露头时就及时采取了措施，

起到了拉长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效果。 

    二是调控目标选择科学合理。以前的调控主要是控制总量，容易出现因“一刀切”导致的“硬着陆”，或者因措施不到位而反弹。此次调控

目标在一开始就定为有保有压，因而不仅抑制了过热部门的盲目发展，而且调整了经济结构，同时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的势头。 

    三是调控手段使用适当全面。以前的调控较多地使用的是行政命令，不能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结果往往背离初衷。此次调控综

合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控效果明显，副作用少，各方面积极性得到保护。 

    四是调控同时坚持改革开放。早期的宏观调控受计划经济影响多，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调控效果有时不尽如人意。此次调控坚持以改

革开放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巩固和发展了宏观调控的积极效果。 

    从一年来调控工作的效果来看，我们有充分信心避免出现“硬着陆”和重新反弹，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最终取得此次宏观调控的成功。 

    以前只讲究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现在还要再加上宏观调控的重点和方式，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与时俱进吧。 

    财政政策转向要把握好度 

    目前财政政策已由过去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调整为稳健的财政政策。根据当前的国内外形势，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需要从扩大

需求和拉动经济增长，逐步转向加强薄弱环节和调整经济结构。 

    这首先是因为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国内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已经过于强烈。 

    其次，为了体现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国家财政支出和国债资金使用，应该重点增加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

的投入和支持，着力解决当前经济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再次，目前我国工业化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程度，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财政政策也应当顺应这一趋势，

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通过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最后，此次宏观调控已经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效，但是仍需继续努力，进一步巩固调控成果。既要防止价格水平上涨过快出现通货

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趋势重新抬头。因此，国家财政应适当掌握一定国债资源，松紧适度地谨慎使用，防止出现经济“硬着陆”或重新反

弹两种不利结果，保证宏观调控取得最终成功。 

    此外，前一阶段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期间开始施工的部分在建国债建设项目的完成，也需要国家财政继续发行国债，提供必要的应由

国家承担的后续资金。 

    虽然积极财政政策转变的方向已定位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但是2005年仍将发行一定数量的长期建设国债，因此，此政策仍然带有扩张

性的特点与性质。同时，目前总的形势是宏观经济运行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稳健的财政政策要防止经济运行出现重新反弹或经济“硬
着陆”两方面的问题，财政政策的基调应与宏观调控的大方向一致。 

    面对当前物价水平上涨压力，宏观调控更多的是要防止通货膨胀。因此，需要强调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一方面，要

注意政策转向不能过猛，做好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财政政策的转换衔接，实现较平稳的政策过渡；另一方面，更要把握好财政政策扩张

性的度，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进行进一步调整，继续减少扩张性特点，弱化扩张性性质，以适应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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