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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字经济”淡出与财政政策转型(巴曙松)

文章作者：巴曙松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2004年3月6日向人大所作的预算报告中，财政赤字的变化趋势引人关注。纵观中国的财政赤字走向，目前已经是

连续三年突破三千亿，连续两年达到3198亿，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个最高并列值。但是，进一步的分析显示，中国经济中“赤字经

济”的色彩正在淡化，这表现在以政府直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正逐步淡出，标志之一就是2004年长期国债发行水平已经和

1999年相同。同时，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一度触及国际公认赤字警戒线(3％)后，已由2003年的2.9％下降到

2.5％，负债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近五年来始终未超过60％的安全线。 

  赤字财政的淡出有其特定的宏观政策环境和背景。首先，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快速的经济增长推动下迅速扩大，即使保持同样的税率，经

济规模的扩大也会自然带动税收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控制财政赤字膨胀的能力有现实支持，除了遏制财政支出的膨胀之外，保持

经济的稳定和较快增长是关键性的因素。其次，中国经济增长的自主性和内生性增强，目前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基本上是民间投资

和居民消费，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使得这一增长动力成为中长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此时如果继续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可能

会对民间投资形成挤出效应，而且还会导致经济增长受到资源约束而趋于过热。第三，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也是促进税收上扬、进而导致财

政支持有条件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目前看，赤字经济的淡出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实际上，长期国债的发行只是一个信号， 

  这显示出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不仅是为了控制财政赤字的扩张，同时也是配合当前宏观调控中以控制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政策基调。

在2004年赤字率大幅下降的情况下，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规模又进一步缩减，2004年预算报告中将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规模从2003年的1400

亿元缩减为1100亿元，这是继2003年调减100亿元后，再一次调减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与此形成对应的是，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

要性迅速上升。 

  赤字经济的淡化实际上还反映了十分深刻的财政政策重点的转型，这就是从刺激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转向促进经济均衡发展、矫正

经济发展中城乡失衡、农业发展滞后、地区发展失衡等的财政政策。换言之，如果说原来的赤字经济主要强调的是“建设财政”，那么现在的

财政政策将更多关注的是公共财政，仅仅从国债资金的运用看，基本上集中用农村、社会事业、西部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生态建

设和环境保护倾斜。 

  当然，赤字经济的淡出与财政政策的转型，还有待于其他方面的配合，例如税收政策的转型、对财政收支活动的更为清晰的约束监督等

等。但从目前的趋势看，财政政策的转型已经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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