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性赤字的合理与否，要看社会和经济中结构性问题需要

解决程度的大小。

我国目前的结构性财政赤字，对于平衡宏观经济总量，

推动经济增长、 稳定通货和促进就业发挥着积极作用。但

是，这种积极作用是以赤字的适度规模为前提的。赤字的大

小首先要看社会需要解决问题严重度的大小，但还要看宏

观经济指标值和财政信用指标值，就是说，经济增长、通货

正常、债务负担合理与否是重要的判断值。

首先是通货膨胀值。如果有严重的通货膨胀，赤字政策

或赤字的大小都应当重新考虑。从“供求”矛盾看，目前和

未来一段时期，物价不可能大幅度上涨。总体看，严重的通

货膨胀的可能性很小，甚至，在消化成本推进因素，一段时

间的物价上涨以后，接着还有通货紧缩的危险。其次是经济

持续发展指标值。如果经济因为赤字的原因而失去未来发

展的“后劲”，赤字政策就应当重新考虑。由于高额储蓄的

原因，现实购买力不足，宏观供给大于需求的不平衡的状态

将持续存在，赤字没有挤出效应，反而有填补效应，有利于

持续发展。再次，财政自身的信用度值。在全球市场经济自

由度和最适宜投资国家评比中，财政制度健全、债务依存度

低是一个重要指标。债务依存度低意味着政府管理能力强，

也意味着财政信誉度高。

欧盟的协定中规定了欧洲国家当年赤字的上限是G D P

的 3%，累计债务不超过 G D P的 60%，这个限度是他们在摸

索中得到的，有他们自己的合理性。中国的问题有很强的特

殊性，如多民族国家、大量的农业人口、经济落后、金融体

系较为脆弱以及存在大量的隐性债务等，因此，我们要通过

发债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条件以外，还必须为自己应

对未来更多的挑战留有债务余地。通过对“十一五”经济增

长、财政收入和债务的乐观预测，如果需要发债，只要保持

每年不超过3000万的新增债务，就可保证连续10年的累计

债务占 G DP的 15% 左右，当年债务占 G D P的 1.5% 左右。

发达国家财政收入的四大支柱（包括统筹）中，我国

“缺少一个，两个不足”，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财政的收入结

构是“幼稚”的。但是，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有如下特征：第

一，“早熟”特征，比如城市中有部分过高的公共服务和福

利，包括豪华的办公、教学设施，高级的医疗器械和医疗支

出，部分城市高比率的退休支付等，这些已经与西方发达国

家看齐了，它们都需要财政支持。第二，“补欠账”的特征，

比如离退休人员的退休支付，不仅没有积累，靠“现收现付”

仍然不足，还要财政拨款。第三是“成长中痛苦”的特征，

比如基础设施投入、下岗、农村待转移的人口等需要投入，

财政有难以承受之痛。

上述支出与收入的矛盾如果继续存在，结构性赤字也

将继续存在。结构性赤字的减少或结束有两个条件：第一，

从支出的角度看，就是转型阶段社会经济矛盾得到缓和，支

付改革成本的高潮期能成功度过，一般支出靠正常收入可

以维持。第二，收入结构的健全，包括个人所得税有大幅度

的提高，财产税开征并有一定的收入，社会保障收入有较大

增长等。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 究所研 究 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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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江西

省赣县每年财政拿出80多万元实施农

村文化民心工程。组织采茶剧团、电影

队、文艺宣传队到乡村巡回演出，以喜

闻乐见的形式向农民宣传党的农村方

针政策，给农民送去健康的文化食粮，

丰富了农民的业余生活。图为近日文

艺宣传队在长洛乡长洛村的演出现场。
（谢人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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