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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宏观调控需统筹兼顾
   刘尚希

财政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公共治
理中的难点。当前社会上流行的涉及财政的观点五
花八门，归纳起来可分三类：

一是要求大幅度减税。税感焦虑弥漫于整个社
会，减税的呼声不绝于耳。如有学者建议个人所得税
免征额提高至1万元，又一次掀起了针对个人所得税
的热议，其实质是关于个人所得税是否应当进一步
减税的讨论。实践中，我国政府在不断地进行制度性
减税，如把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提高到3500元，工薪所
得纳税人比率降到了8%，同时企业所得税税率降到
25%，增值税转型、“营改增”试点、中小微企业起征
点提高，等等，这些减税措施似乎还是无法满足社会
的要求。

二是要求大幅度增加支出，尤其是在教育、医疗
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尽管政府在这方面做出了很
大努力，这些方面的支出多年都是以30%左右的速
度增长，但还是赶不上社会的期望。随着我国整体经
济实力增强，特别是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之后，对于上述支出的要求更是水涨船高。甚
至有人提出应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养老应由政府包
起来，从幼儿园到大学全面实行公办免费教育，等
等。民众对社会福利待遇的期待在不断地向发达国
家看齐。

三是要求严格控制赤字和债务。自2008年再次
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
跳跃性扩增，尤其是地方政府性债务，更是迅猛增
加。虽然从总体上看，我国赤字和债务风险处于可控
范围之内，但社会各界对政府赤字和由此导致的债
务的忧虑并未消减。而欧债危机引发的国家破产风
险，更是强化了民众对财政风险的关注。要求化解地
方政府性债务，加强对国家财政风险控制的呼吁不
断增加。

上述三个方面的观点、看法，站在各自的角度分

析都有一定道理，若是放到一起来系统观察，则三个
方面是相互矛盾的，产生了所谓的“合成谬误”。对于
这种现象，实际上涉及到一个“财政三角困局”的问题。
“财政三角”是指由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政

赤字三者关系的一种几何描述。这个“财政三角”看
似简单，却像神秘的“百慕大三角”一样难以被人们
所认识，很容易困在其中。之所以产生财政三角困
局，原因在于无法同时实现减税、增支和控制赤字，
任何财政政策都可能困在其中。欧债危机就是“财政
三角困局”的表现。现实的选择总是只能兼顾两个方
面，如减税、增支，就不可能控制赤字和债务；若要
减税、控制赤字和债务，就不能扩大财政支出；若要
扩大支出、控制赤字和债务，就不能减税。在这种“财
政三角”中，任何财政政策都只能选择两边，必须放
弃一边。但无论怎么选择和组合，放弃的那一边总是
会成为财政风险敞口。在这个意义上，“财政三角”也
就是“风险三角”，若是不能统筹兼顾，整个国家财政
就会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

2013年我国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与结
构性减税政策紧密结合。减税既已确定，财政支出就
不能大幅扩张，这样才能防止赤字和债务风险进一
步扩大。这意味着，2013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应保
持适度，以控制赤字和债务攀升，避免陷入财政三角
困局之中，预防欧债危机在我国重演。同时，从长远
计，财政宏观调控应更加关注体制机制完善，将结构
性减税与税制完善相结合，为企业、产业的转型升级
和结构调整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进一步优化财政
收支结构，严格财政收支管理，完善绩效评价体系，
加快推进绩效评价工作制度的实施，推动政府科学
花钱，把财政资金用到关键的地方，发挥出最大的效
果；逐步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
体制，增强地方经济发展活力，推进经济转型和民生
改善，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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