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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财政政策在我国当前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 

时间：2008-10-07 作者：辜胜阻 易 文  

   

  ［摘要］对当前通胀压力的成因和特点进行分析之后可以发现，宏观调控政策若过

于偏重货币政策并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本文在权衡了实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利

弊之后认为，当前我国需要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并且更加重视发挥财

政政策在我国当前宏观调控中的作用，采用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等政策，积极应对物

价上涨引发的通胀压力，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关键词］宏观调控；通货膨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123.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6-0863（2008）10-

0087-03

  今年上半年推高我国物价水平的内外部因素明显增多，在农产品和能源资源价格大

幅上涨的带动下，企业面临高成本困境，城乡居民生活压力加大。今年下半年宏观调

控目标开始转向“一保一控”，即保持经济在较长时间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涨幅

在经济社会发展可承受范围内。当前，在宏观调控中要防止货币政策用力过度，更加

重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通过扩大供给、减免税收、增加补贴、改善民生、优化产

业结构等措施，在积极应对通胀压力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速度。 

  一、我国当前物价上涨的成因与特点分析 

  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物价上涨形成的通胀压力日渐加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了7.9%。上半年我国工业品出

厂价格(PPI)同比上涨7.6%。［1］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使得我国当前物价上涨

的成因及特点更为特殊： 

  一是有效供给不足导致的结构性物价上涨。部分产品尤其是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

有效供给不足是当前物价上涨的直接诱因。这些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对普通百姓尤其

是处于社会收入分配结构“金字塔”底层、日常支出中以食品等刚性需求为主的低收

入者的生活影响较大。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食品价格上涨20.4%，拉动价

格总水平上涨6.64个百分点；其余各类商品价格有涨有落，物价上涨的结构性特征明

显。［2］ 

  二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引发的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今年以来，企业生产成本的

大幅攀升导致PPI涨幅一直保持高位，6月和7月同比涨幅更是连创8.8%和10%的新

高。PPI的持续走高反映了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的特征，而PPI持续创新高，向CPI传导

力量会越来越强。 

  三是受国际因素影响的输入型通胀所推动的物价上涨。今年5月和6月，无论是发

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CPI指标都在攀升，有些达到了十多年以来的较高水平。国际市

场上一些初级产品的价格，特别是石油和粮食价格，进入了一个上升的周期，今年以

来都在以30%的速度上涨，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负面影响已经波及国内。在我国经济

越来越开放、对国外资源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的背景下，国际因素推高我国物价的影

响越来越大。此外，受世界经济不景气、人民币加速升值等因素的影响，国际“热

钱”涌入中国避险套利也加大了国内通胀风险，国际性流动性过剩对本次通胀压力的

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除此之外，当前物价上涨还有长期的、历史的原因。生产要素价格的长期扭曲、

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等都是推高物价的深层次原因。   

版权所有：《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 京ICP备06058857号



  二、更多利用财政政策加强宏观调控的理论分析 

  （一）西方国家治理通胀经验的启示与借鉴 

  西方经济学对通货膨胀的治理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探索。凯恩斯经济理论认

为，在治理通货膨胀时，要采用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控制过热的投资和消费需

求，降低经济增长率，减轻通胀压力。新剑桥学派则反对用紧缩政策、压低就业的办

法来治理通胀，主张更多地注重财政手段治理通货膨胀。新古典综合派认为，抑制通

货膨胀需要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进行适当的松紧搭配运用，配合实施收入政策

和劳动政策。现代货币主义学派认为，减少通货增长率就是医治通货膨胀的唯一办

法，政府采取“单一规则”控制货币供给量，就能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供给学派认

为，要在抑制总需求的同时增加供给，运用减税、减少对企业活动的限制等刺激生产

力的方法同时解决通货膨胀与失业问题。 

  西方国家反通胀的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在西方国

家占有明显统治地位的上世纪70年代之前，各国基本都采用压缩总需求的方法来治理

通货膨胀，其中货币政策包括提高利率、控制信贷、控制货币供应量和流通速度等，

财政政策包括减少政府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削减财政赤字和增加税收等。上世

纪7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在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并存的“滞涨”局面中逐步放弃了单

纯依靠抑制需求治理通胀的政策，开始采用主动遏制通货膨胀的手段，货币政策与财

政政策也不再是一味从紧，两者的组合也更加灵活。80年代美国政府就以供给学派的

理论为指导，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与宽松的财政政策“松紧”搭配的政策，一方面

减少货币供应量，另一方面实施减税措施，当经济走出滞涨后再实施削减财政赤字的

政策。这一系列措施帮助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基本摆脱滞涨。战后的德国和

日本则高度重视物价的稳定，变治理通胀为积极预防通胀，治理通胀同样采用了紧缩

性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上控制公共支出、削减赤字，重视通过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

产率扩大供给抑制通胀。 

  西方国家治理通胀的实践经验主要有：一是治理通胀要重视采用更加主动的政策

措施，既要尽力减轻通胀的负面影响，也要积极从源头化解通胀压力、遏制通胀蔓

延，在一些情况下，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是实现这些调控目标的重要工具；二是在保

持各种政策协调配合打出“组合拳”的同时，也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所侧重地加大

某些调控政策的实施力度；三是政策的制定也要注意着眼长远，着眼解决经济发展中

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而不应仅仅是应急之策，注意在治理通胀同时优化经济结构，加

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努力在治理通胀和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之间寻找平衡点。 

  （二）我国利用财政政策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我国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应对通胀压力。

从紧的货币政策是世界各国治理通胀的重要政策工具，在缓解当前通胀压力的过程中

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结合当前通胀压力形成的原因和特点分析，从紧货币政策也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难以有效解决供给总量不足的问题，更是难以在短期内有针

对性地调整供给结构；二是货币政策作用的外部时滞较长［3］，在我国金融体系不健

全的情况下容易出现传导阻滞，政策效果难以在短期内有效显现；三是抑制输入型通

胀压力效果不明显，通胀压力在全球不断蔓延的今天，一国的货币紧缩政策难以完全

抵御输入型通货膨胀；四是过度紧缩可能削弱实体经济的活力，导致企业经营困难，

失业率攀升，经济下滑；五是在经过多次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之后，这些货币政

策的操作空间和余地已显狭小。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在应对当前通胀压力中则应具有

一定的优势： 

  第一，财政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利用财政政策调整经济结构

的外部时滞短、指向性强，在强势政府主导的宏观调控中效果更加明显。在治理供给

不足引发的通胀压力时，财政政策可以在短期内直接、有效地改善短缺商品的市场供

给，抑制过快的结构性物价上涨，同时也可为其他调控政策充分发挥作用，争取更多

的时间。 



  第二，财政政策可以在抵御通胀压力的同时，拉动经济增长，有利于政府在宏观

调控中实现“压通胀”和“抓增长”之间的平衡。受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的影响，

今年我国净出口的增速可能会大幅下滑。在外需受到抑制的情况下，需要通过扩大内

需弥补外需求不旺对经济增长的拖累。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稳定并刺激社

会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 

  第三，财政政策可以有效弥补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影响。从紧的货币

政策可能对中小企业融资造成更大困难，“误伤”经济实体，损害经济运行效率。实

施财政政策可以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政策，最大限度消除从紧货币政策产生的

负面影响，帮助因实施从紧货币政策而受到影响的企业渡过难关。 

  近年来，中国财政收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2008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再次达到

30%以上，这意味着我国政府具有相当强的实力和较大的政策回旋余地应对可能会持

续时间较长的通胀压力。因此，短期内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依然有待观察的情况下，

更多利用财政政策应对通胀压力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三、利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 

  为缓解物价上涨压力和企业经营困难局面、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需要在宏观

调控中更加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财政政策在保障供给、帮助企业化解高成本压力、

缓解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压力、提高居民抗通胀能力等方面大有作为。未来甚至可以考

虑设计一套应对居民消费品价格或企业生产成本短期内过快上涨的财政应急预案，当

物价涨幅在一个连续的时期内超过某个设定限度时，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者和中小企

业展开力度不同的应急救助和财政扶持，使通胀时期财政扶助政策规范化、制度化。 

  ——完善财政支农、惠农、强农政策，防范自然灾害损失，全力确保全年粮食丰

收；减免农产品流通、加工等环节的税费；增加国内农产品供给，全力化解国际粮价

上涨风险。加大对“三农”的转移支付力度，对农机具、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

的生产和购置环节进行一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加大财政在农田水利建设、土地

开发改造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产品生产，维

持市场供应；完善应对自然灾害的应急处理预案，预备充足的财力应对突发自然灾

害，全力确保全年粮食丰收；减免粮食在收割、运输、储存和交易环节的各项税费，

提前预备充足的运力，确保粮食尽快投放市场。对肉类、油脂、乳类等食品加工企业

实施加工环节增值税减免和补贴政策，减轻企业生产成本压力，降低食品出厂价格。

限制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出口，继续采取有效降低粮食出口的税收政策，提高农业

生产资料出口关税，严打农产品走私，尽最大可能减缓国际粮价上涨风险向国内传递

的速度。 

  ——定向加大对城乡低收入者和在校学生的生活补贴力度，缓解其生活压力，帮

助他们平稳渡过物价上涨期。在生活必需品领涨的情况下，处于社会收入分配结构

“金字塔”底层的劳动者的日常支出以食品等刚性需求为主，对于物价尤其是食品价

格变动的反应更加敏感。对于涨幅较大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如猪肉、食用油，政府

可以考虑采用向城乡特困家庭发放专项食品和生活用品券的实物救助方式，安排定点

发放，保障特困家庭的基本生活。适当提高大学生和低收入家庭学生的生活补助标

准，适时加大补贴高等学校学生食堂的专项资金的力度。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线，建立

健全基本养老金、失业保险金和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指数化调节机制，确保社会保障金

发放标准能够及时调整，最大限度缓解物价上涨对老年、失业人口和“低保”家庭生

活的影响。 

  ——对企业实施税收减免与补贴政策相结合的政策，特别是要对中小企业大规模

减税，帮助企业减轻要素成本上涨压力，延长中国经济的繁荣周期。要素成本上升是

否能够转化为大范围、持续的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将取决于生产企业消化成本

上涨的能力，关键是生产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4］当前，税收减免和财政补

贴应当向更多地向中小企业倾斜，推进增值税转型，扩大中小企业增值税抵扣范围，

继续调整出口退税政策，适时提高纺织、玩具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减轻外需萎缩、



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给中小企业带来的成本压力。更多地向劳动密集型企业

倾斜，减缓劳动力价格上涨给劳动密集型企业造成的成本压力，稳定社会就业需求。

更多的向自主创新企业和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倾斜，对创新创业型中小企业，可采取

加速折旧、放宽费用列支标准、设备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等多种税收优惠形式；对

技术开发的中小企业进行财政补贴，对其新产品的开发、员工培训等活动提供无偿资

金资助，并以贴息贷款的方式优先为这些中小企业提供政策性融资，减缓企业技术创

新的成本压力，加快产业升级步伐，提升劳动生产率和能源利用率，推进节能减排，

从根本上增强企业内部消化要素成本上升的能力，减少PPI上涨向CPI的传导速度和影

响程度。此外，还需要继续清理行政审批费用和治理滥收费，直接减轻企业税外收费

负担。 

  ——对个人实施的税收减免政策，提高居民抗通胀风险的能力。通过减税措施不

仅可以减轻居民生活压力，还能够刺激社会需求，激发人们的工作积极性，提高生产

效率，推动经济增长。当前可以考虑，降低边际税率；取消利息税，改变物价上涨背

景下银行存款实际利率为负的局面；停征证券交易印花税，进一步降低股票交易成

本。 

  ——长期坚持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不断加大政府在公共领域的消费支出比

例，消除社会恐慌心理，稳定通货膨胀预期；通过限制政府投资和引导社会资金流向

的途径，减少流入高资源消耗产业的资金，抑制市场对国际石油、原材料的过度需

求。通过增加财政对教育、卫生、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公共产品供给保障力度，降低

居民在公共支出体系的分担比例。在提高居民实际购买力的同时，增强抵御物价上涨

的心理承受能力，稳定通货膨胀预期，防止社会恐慌心理引发抢购囤积而进一步推高

物价现象的出现。科学甄别并谨慎审批高资源消耗型项目，控制政府在这些领域的直

接投资，同时利用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社会投资资金避开高资源消耗项

目，让社会资金更多地支持节能产业的发展，缓解国际石油、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形

成的输入型通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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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mportant Function of Fiscal Policies in Recent 

Macro controls 

Gu Shengzu  Yi Wen 

［Abstract］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features of the current inflation 

pressure in China shows that the present solutions, if over relying on monetary 



policies, cannot obtain ideal results. In this connection, on the basis of weigh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both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ies in inflation 

period,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China should adopt more fisical policies, including 

tax cut, fiscal subsidies, etc., in Macro controls to deal with the inflation pressure 

and keep the stable economic growth when strengthening a coordinated utilization 

of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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