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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热议2016年政府预算报告
财政部亚太中心｜王虎  王莎

决策层对国防支出规模的控制非常明

智，这一增速将不会给中国经济造成

过度负担。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一直是境外媒体重点关

注的支出项目。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经济

增速放缓、增长模式转型的大背景下，

外界对中国进一步完善社保体系，维

护就业市场稳定给予了很高期待。英国

《经济学人》认为，完善养老金体系有助

于提振消费者信心，减税有助于增加居

民可支配收入，这些都与财政政策紧密

相关，更与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紧密相

关。香港《南华早报》则指出，中国政府

两会审议通过的2016年我国政府

预算报告受到境外媒体的广泛关注。预

算报告详细阐述了2016年财税改革工

作重点、财税政策和预算收支情况。外

媒普遍认为，预算报告清晰阐释了积极

财政政策的内涵，全面实施“营改增”、

调整优化支出结构等内容凸显了2016

年推进结构性改革攻坚之年的特色，而

如何平衡改革与增长、3%的赤字率以

及未来改革进程倍受关注。

2016年预算主要支出引发关注

(一 )国防支出。预算报告显示，

2016年国防支出增幅为7.6%，为近六

年来新低。美国《华盛顿邮报》认为，

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裁军的背景下，

这一增幅较为适中。尽管有观点认为

实际军费开支远高于国防支出，但无

论从绝对规模还是占GDP的比例上

看，中国国防支出都远不能和美国国

防支出相提并论。英国路透社则认为，

中国2016年国防支出低于军事和外交

专家的普遍预期，国防支出的增速降

低一方面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同步，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中国领导层大力

反腐之后，国防支出使用效率将进一

步提高。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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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高度关注去产能过程中的失业问

题。《纽约时报》认为，中国政府预计煤

炭和钢铁行业去产能产生的失业人数

为180万，但考虑到煤炭和钢铁对上下

游行业的联动效应，工业领域失业人数

或将持续增长。《华盛顿邮报》也认为，

煤炭、钢铁等传统行业释放的劳动力很

难全部被服务业和新兴行业所消化，如

果中国经济能创造足够的新增就业岗

位，即使经济增速更低，也是完全可以

接受的。

（三）科技支出。创新是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在2016年预算报告中，

科技支出也是境外媒体重点关注的内

容之一。美联社认为，中国正在积极建

设科技强国，“十三五”期间全社会研

发投入将达到GDP的2.5%。路透社则

认为，中国将通过科技创新支撑增长

和经济转型，未来将在半导体、新一代

芯片、机器人、航空设备和卫星制造等

方面有所作为。日本《日本经济新闻》

报道称，中国政府将推出多项推动创

新的具体举措，将向重点领域投入大

量预算资金，包括大力支持自然科学

基金、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

加快实施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

等，以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产

业结构升级。

（四）环保支出。在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将采

取更多措施治理大气、水和土壤污染。

2016年预算报告也明确提出加大大气

污染治理力度、推进实施水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南华早报》认为，政府工作报

告和预算报告反映出中国政府治理污

染的坚定信念，但防污治污可能影响经

济效益，政府需在污染治理和经济增长

之间寻求平衡。而《经济学人》则较为

乐观，认为中国在“十三五”期间对能

源消费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目标是

完全可以实现的，如果经济下行压力在

未来五年继续加大，能源需求仍将受到

抑制。

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焦点 

结构性改革备受瞩目

（一）3%的赤字率成为国际社会关

注的焦点。在全球经济复苏较为缓慢、

复苏基础尚不稳固的大背景下，中国经

济增速也在2015年“破7”，降至1990

年以来新低。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稳定增

长，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应对引发全世界

的关注。就2016年政府预算报告而言，

外媒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积极的财政

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支出安排和赤字

规模上。2016年，中国进一步加大积极

财政政策力度,拟安排财政赤字2.18万

亿元,比去年增加5600亿元,赤字率提

高到3%。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3%

的赤字率较2015年的2.3%大幅增加，

为1979年以来最高，如果考虑到存在一

定规模的预算外支出，赤字率或将接近

3.5%，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应对经济增

速放缓积极的政策立场。《经济学人》则

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配合，将

有效支撑经济稳定增长。更重要的是，

近年来中国政府已不再使用猛增固定

资产投资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开始

逐渐转向减税等更有针对性、更可持续

的措施，2016年的预算收入增长目标仅

为3%，大幅低于2015年7.3%的目标水

平。而一些唱衰中国的观点则认为，国

际社会对2016年中国赤字率的预期高

达4%—4.5%，最终仅定为3%很可能是

由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较大导致中央政

府财政空间有限，这也是穆迪评级公司

近期下调中国政府债券评级展望的原因

之一。

（二）改革进展备受瞩目。今年的

政府预算报告明确表示，要加快推进

财税体制改革，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适度扩大总需求，支持去产能、去

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推动

产业结构调整和培育发展新动力。美

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推动财税体

制改革涉及到经济增长、中央地方事

权财权划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等方

方面面，改革的阻力很多，需要各方加

强协调、共同推进。在2015年未完成

的“营改增”确定将在2016年5月1日

全面铺开，凸显了中国政府的改革决

心，虽然任务艰巨，但“营改增”将有

效推进中国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升级。

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华尔街日

报》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和财政收入增

速在放缓，稳增长的支出压力在加大，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将进一步扩大，国

际上对中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

将进一步加剧。而《金融时报》则认为，

中国政府需要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

同时控制债务规模，寻求提高赤字和

控制债务规模之间的平衡。

（三）风险与机遇并存，平衡改革

与增长尤为关键。外媒对中国经济最

大的担忧来自如何在改革与短期增长

之间达到平衡，改革的推进可能导致

短期内经济增长放缓，而追求经济高

速增长却可能滞后改革进程。长期来

看，改革能够释放更大的红利，支撑

稳定可持续的增长并推动中国经济完

成转型。而短期内，需要在稳中求进

的总基调下把握好“稳”和“进”的关

系，在向深化改革要动力和保持经济

在合理区间内运行寻求平衡。《金融

时报》认为，政府预算报告体现了中

国政府稳增长的坚定决心，但改革能

否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动力仍有待观

察。《华尔街日报》评论称，6.5%—7%

的增长目标较高，为实现改革与增长

的平衡增加了难度。《经济学人》则认

为，相比与货币政策和其他宏观经济

政策，财政政策更有助于提振短期需

求并兼顾长期平衡增长，未来财政政

策将在中国宏观经济治理中发挥更为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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