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型外生性增长转变为消费推动型内生

性增长。2009 年上半年，投资对经济

增长贡献率高达 88% ，是过去十年平

均值的两倍，但 消费增长不同步。而

且，政府部门投资占据主导地位，相

当部分贷款投向了政府主导的城市投

资公 司等平台，挤压 了私人部门投资

空间，民间投资没有同步跟进。政府

投资应该有一定限度，也应该有适当

的节奏。因此，经济刺激计划重点应

由“保 增长”转向“调结 构”，应向现

代服务业倾 斜、向消费倾 斜、向中小

企业等私人部门倾 斜。

2 .把 握好退出时机 和力度。我

国大部分资金投向基础设 施、民 生、

节能减排、低碳 经济等产业升级 上，

是 政 府投资拉动型增长，而非自然、

可持续增长，复苏基础尚不坚实，不

确定因素很 多，仍 处于激励期，说经

济刺激计划退出言之 过早。但要未雨

绸缪，提前设计退出的路径、机制等，

确 保 退出政 策的 前瞻性 和 预 见性。

要考虑货币政策传导到实体经济的时

滞性，因而货币政 策应在 C PI同比增

速进入目标区间之前、G D P 同比增速

尚未见顶时就考虑转向，只要通胀趋

势继续上行，就应该 开始“小步走”进

入加息周期，以 渐进的方式退出；如

果看到经济过热才开始 紧缩，会被迫

要求加 大力度，政策效果不佳，且 容

易造成经济大起 大落。

3. 要提前设计刺激政 策退出的

先后顺序。第一步应该停止上马一般

性 新项目，以 遏制产能过剩，避免增

加 新的不良贷款。同时，考虑化解商

业银行的融资风险，包括通过资产证

券化等方式为中长期项 目融资；银行

调整资产结构，出售贷款资产给其他

金融机构，改善其资产与负债结构的

不匹 配问题，缓 解商业银行可能 面临

的流动性风险。政府可以 考虑发行 长

期建设债券，将短期存款转换 为长期

融资工 具，置换银行 贷款。同时降低

门槛，允许民间投资参与基础设施项

目，分散政府投资风险，政 府投 资做

到不与民争利 。

（作者单位：山东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  刘慧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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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财税政策

陈立宏

美国应对 气候 变化 政 策由国会

和政府共同主导，相关利益方参与决

策，联 邦和 州政 府各 自确定政 策体

系。联 邦政 府重点 关注气候 变化 科

学研究与政 策制订、可再生能源及其

他能源科技开发利用、建立全球气候

观测体系、强化 资源管理等，并通过

一系列财政政策措施予以 推动。

1.联邦预 算拨款

美国 气候 变化研 究与技 术最高

管理机 构是内阁级 别的“ 气候 变化

科技综合委员会”，负责向总统 提供

气象科学和技 术建议，审议联邦各

部门相关研发项目，与白宫预 算局协

调应对气候 变化的预 算安排；审查

气候 变化 相 关 建议等。委员会下设

两 个机 构 ：“ 美国 气候 变化研 究计

划”办公 室，由商务部领导，旨在开

展气候 科学研 究，减少气候 科学的

不 可 靠性，鉴别亟 需投资的研 究领

域，为决 策者提供政 策支持 ；“ 美国

气候 变化技 术计划”办公 室，由能源

部负责，旨在支持国家实验室和大学

相 关技 术研 究，推动研 究机构与应

用部门的伙 伴 关 系，开发并改 进减

排测量技术，为《 联合国气候 变化 框

架公 约》设 定的长期减排目标努力。

联 邦政 府预 算安排中，与 气候

变化相 关的 支出 分 为 四 类 ：科 学、

技 术、国际 行 动以 及 税 赋优 惠。气

候 变化 科 学 研 究 方 面，包括 气 象、

农业、林业、生物学、环 境学、交通

管理等领 域应对气候 变化 的研 究 活

动、公 众教育、相 关机 构运作、研 究

与设备经费等；气候 变化技术计划

方面，包括 气候 变化 技 术研 发、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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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基金、拨 款和优 惠贷款、项目担

保、建立标 准体 系等；国际 行 动 方

面，包括国际组 织 与项目资金支持、

发展援 助、国际 减灾、热带 雨林保

护、全球环 境基金 事务费用以 及 相

关外交和领 事 事务费用等；税收 减

免 方面，针对新技 术、清洁 燃 料汽

车、持有清洁可再生能源债券、新能

效住宅建设、已建住 宅能效改进、能

效设 备、住 宅太阳能和 燃料电 池购

买与安装、商用燃 料电 池电 站安装

提供 税 收优 惠，以 及 提供 商用建筑

能 效 补 助、节能 补 贴 等。

支持节能和新能 源开发是 政 策

重点。能 源部下属的能 效 和可再 生

能源局负责节能和新能源开发事宜，

提 高能 效和 生产率，向市场转 让 清

洁、可靠的能源技术，其预 算通过各

类节能计划和项目实施。2009财年，

能效和可再生能源局的预算为 12.55

亿 美元，主要用于可再 生能 源技 术

的研发与推广，大力生产清洁能源；

推动能效技术的使 用；提供 信息服

务，促进能源系统 大规模快速转型。

该局还与联 邦及 州政 府 配合，通过

推出政 策法规、开展技 术研发与推

广、提供 贷款 贴 息和担 保、低 收 入

家庭节能补贴、企业能源审计、制订

实施 能效标 准标识、开展 宣传教 育

与信息服务、加 强政 府 机 构 节能工

作等方式，大 力推动 节能 和新能 源

领域各项活 动。

2.税收减免及津补贴政策

税收 减免措施 是 财政 政 策应对

气候 变化 最 为广泛 和 重要的措 施。

广 义 上，税收 减免 包括 税收 优 惠、

免税、补贴、债券税收优惠等多种形

式。对节能产品 减免部分税收 是 美

国联邦政府和 州政 府提 高能源利用

效率、强化居民节能意识的重要措施

之一，“节能设备减免税收”促进了

节能型产品 和设备的规模 化 推广使

用。在建筑领域，对于新建住宅，凡

在 2004 年国际节能标准基础上能效

提 高 50% 以 上的新建筑，每幢减免

税 2000 美元，符合“能源之 星”（美

国能源部和环保局于 1992 年共同启

动的商品 节能标识体 系）标准的住宅

每幢可获得减免税 1000 美元；对于

现有住宅，所有者可获得为达到国际

节能标 准而 支出相 关费用 10% 的优

惠额度，上限 为 500 美元。

3.优惠贷款、抵押贷款及贷款担保

2008 财年预 算中，安排 用 于支

持农村企业可再生能源体 系和能效

项 目建设的 贷款 达到 2100 万 美元，

视项目情况 不同，贷款规模 从 1500

美元到 50 万 美元 不等，同时提供 最

大额 度 为 1000 万 美元的贷款担保；

2007 财年预 算中，“创新性技术贷款

担保 项目”安排预 算 700 万 美元，主

要向有助于可持续增长、具有环 境

效益、形成更 加 稳 定和安 全能源供

应体 系的新技 术或技术改 进项目的

商业化 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联 邦保

险 抵 押贷款 计划”、常规二 级 抵 押

市场均提供“能源之 星”抵押贷款 服

务—能效抵押贷款。居民在购买经

“能源之 星”认证的建筑时可向上述

机 构申请抵押贷款。以 联 邦住房管

理局抵押贷款 为例，贷款 人可以 在

已 批 准贷款之外获得 与改 进能效费

用相当的贷款额 度，上限 为 4000 美

元 或住 宅价值的 5% 。抵押贷款项目

的实施，可以 有效促 进节能建筑的建

设 和 开发，降低 建筑 物的能耗 和维

护运行管理费用，同时可带动墙体、

屋 面保 温隔 热技 术的进步，刺激 建

材市场发展，增加 就 业机会等，具有

环 境、经济、社会的多重效应。

4.节能公 益基金

美国政 府应 对 气候 变化 资金可

分为财政拨 款 和公 益 基金 两 类。节

能公 益基金 来源于电价上调带来的

额外收入，通常由各州的公 用事业委

员会负责管理，相关部门都可以申请

利用该基金开展节能活 动。通常，节

能基金很 少用于支持某个具 体的 节

能 改造项目，而是作为激励 手段，构

建、维护节能市场机制，调动参与方

自发从事节能活动，着眼于从根源上

逐步推动和解决节能问题。

5.政府采购

美国各级 政 府和公 共机构 率先

使 用节能设备和办公 用品，颁布了多

个总统 行政令 和总统 备忘录，对政

府机构的节能目标、职责、管理、采

购等内容做 出全 面 而 具 体的规定。

以 联 邦法令、总统 行政命令为推动

政 府绿 色 采购的 法律基础，美国环

保 局以“ 环 境优 先 性 采 购”为 参考

依 据，“全面性 采购指导纲要”为核

心，出台并更新政 府采购绿 色产品

清单、采购循 环产品 计划、“能源之

星”计划、生态农产品 法案、环 境友

好产品 采购计划 等一系列绿 色采购

计划，要 求采购部门 必 须优 先 采购

绿 色产品、使 用再 生物品。政 府 采

购 法和总统 令都规 定，政府必 须采

购“能源之 星”认 证产品，对参与“能

源之 星”项目的设备制造商给予大力

支持。政 府办公 楼要符合建筑节能

标准，采用建筑节能技术。如 加 州萨

克 拉 门 托市政 府的办公 建筑中，采

用了 节能型建筑 外墙、节能型窗户、

高效节能灯、高效节能中央空调系统

等，在设计过程中注意了自然通风、

遮阳及 自然采光等节能措施，取得

了良好 的经 济、社会 效 益。政 府机

构厉行节能，一方面节省了政府的能

源 支出，另 一方面可以 起 到 示 范效

应，在公众中树立并强化节能意识，

使“ 节能”概 念 逐 步 深 入人心。

（作者单位 ：财政部亚 太财经

与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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