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012.07  中国财政

卷　首CHINA STATE FINANCE

财政助力稳增长
白景明

否则，经济增长就会放缓。因此，我国要继续保持高增长，

必须进行结构调整。具体说就是要在带动效应强、市场前

景好、能耗低、民生效应高的产业集群上发力，减税要促

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中小企业发展，扶持企业发展的支出

要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群上。从讲求实效的

角度看，要把保民生和扩内需有机结合起来。稳增长的目

的是提高公共福利水平。比如加大水利设施投入，既为农

业生产创造条件，也保护居民财产安全，同时还带动了相

关产业发展。再如保障房建设，2010—2012年财政投资

近1万亿元，既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又直接拉动

固定资产投资。又如交通运输支出，连续几年保持20%以

上的增速，既为生产和生活提供了便利，缩小了城乡基础

设施水平差距，也直接推动了投资和消费的增长。财政促

进扩内需是有针对性地扩大中低收入阶层的需求，这与

保民生有着内在统一性。近年来个人所得税改革，目的就

在于刺激中等收入阶层消费扩张，上调企业退休人员基

本金标准、建立低保补助与物价挂钩机制、免征蔬菜流通

环节增值税等措施则主要是确保中、低收入阶层基本生

活消费支出合理增长。

当然，财政助力稳增长是有成本、有风险的。2012年

预算把赤字压到8000亿元就是要防控财政风险。当前财

政助力稳增长的成本实际上在攀升，具体表现在 ：物价

上涨直接抬高了单位公共产品成本和公共投资项目投入

水平，利率上升直接抬高了国债利率水平进而造成利息

支出连年放大规模，劳动力成本上升直接推高了公共产

品供给人力投入水平。在这种背景条件下，如果财政收

入保持匀速高增长，完全可以对冲成本增长压力，但问

题是目前财政收入增长空间实际上在缩小，主要是受到

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降低经济增长率指标、汇率上调

压低进口环节税收增量、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压缩部分

产业产能、部分产品价格开始下行等因素影响。可见，我

国面临着尖锐的财政收支矛盾，确立财政助力稳增长的

政策时，必须找到可行的收支平衡点，不能加剧后期收

支矛盾。

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发达经济体形势尤

为严峻，新兴经济体出现高物价与高增长并存格局，此间

唯有中国取得了经济增长率年均9.6%、消费物价上涨率

年均不到4%的骄人成绩。步入2012年，全球经济疲弱格

局未变，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负面因素增多，因此，稳增

长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总体目标。

稳增长具有双重含义：一是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

长，没有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就没有就业和收入增长，就

没有社会稳定；二是要实现结构调整型的经济增长。财

政政策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走势的主要手段之一，具有

点面结合、长短期结合的特定优势，稳增长离不开财政助

力。而财政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政策定位和切入点

的选择。前者决定财政政策的力度和范围，后者决定财政

政策的措施组合和着力点。

做到合理定位财政政策首先要准确把握财政政策的

性质。从理论上讲，财政政策是一个特定概念，意指政府

运用财政手段调控经济运行，包括长期和短期两类，后者

主要是反周期，也称为相机抉择型财政政策。财政调控经

济运行主要依靠收支两大手段，直接影响当期的消费、投

资和进出口。实践中，财政政策只是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

工具之一，而且其效应的显现要以其他政策的发力为条

件，有时还要配合其他政策的发力。因此，财政政策要与

其他宏观调控政策手段联动，既要发挥特有功能，又要借

力其他政策功效。具体而言，当前稳增长，不能把一切希

望都寄托在减税增支上，要在风险可控和配套联动理念

的引领下选择政策措施。进一步说，财政助力稳增长，要

在合理的货币、产业、贸易和收入政策的基础上，运用收

支手段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选择财政政策切入点应坚持有针对性、可行、讲求实

效三个原则，即使政策发力点落在国民经济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上，同时还要见效快、成本可承受。目前我国已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GDP总额高达7.5万亿美

元。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GDP超过万亿美元后，就要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就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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