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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财政政策

空间有多大

积极财政政策空间既有资金来源

问题，也有资金使用问题。首先是资

金来源问题。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空间还是比较

大的。世界银行中国财政政策课题组

提出，财政的可持续性有两种方法来

判断，一是按财政规则方法，即国债占

GDP比例来分析，另一种是根据资产

负债平衡表来判断是否有清偿力。按

前者，我国财政预算赤字占 GDP比重

在 3% 以下，而国债余额占 GDP 比重

在 10% 左右，大大低于国际上 60% 的

警戒线。但是，这种估计，是否太乐

观。因此，还要从资产负债平衡表角

度来分析，应当说，这是相对困难的。
大概涉及到以下几方面：一是或有债

务并不影响我国近两年的国债发行。
世界银行对我国财政或有债务进行了

深入分析，认为我国或有债务占总债

务的 50% 以上。这是有价值的结论，

对我们谨慎理财用财、防止财政危机

有提醒和预警作用。但是，或有债务

对我国当前财政政策影响是有限的。
因为或有债务是多种类型或说不同类

型的，不是完全的财政债务。有些债

务离财政承付还有相当多的中间环

节，既不是当即要财政支付，也不是必

须由财政支付。二是即使已有的直接

财政债务存量比较大（实际统计反映

的还不算大），其对积极财政政策也不

是最重要的影响或制约因素。年度的

还债量和还债能力才是重要的，具体

讲，近两三年的还债量和还债能力更

是重要的。但目前我国的还债能力应

当说没有什么问题。三是我们现在国

债债期多在 7-10 年，近几年不会出

现大的支付问题，只要安排好还债时

期，就会形成均匀还债态势，而不会形

成还债特别高峰。四是因为我国外汇

储备尚在增加阶段，起码是持平阶段。
由于外汇储备总量比较大，外汇偿还

最终支付不会有大的问题，何况近几

年也不会出现大量支付外债的局面。
2000年财政赤字搞到 1 600亿元或更

高一些，仍然是可行的，没有危险的。
赤字占 GDP水平仍可与 1999年一样，

仍可控制在国际警戒线 3% 以内。
（摘自《财贸经济》1999 年第 8 期

  作者：李晓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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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应具有的

功能和作用

第一，国有经济具有供给公共产

品的职能。公共产品在供给上不能以

盈利为主要目的，在使用上不能有排

他性，不能按照市场机制和市场规则

去要求和运作，这些特点，要求政府作

为供给者来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和运

作，这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国

有经营性资产、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

的客观依据之一。国有经济首先要为

政府履行公共产品的供给职能服务，

公共产品领域是国有经济必须而且能

够发挥有效作用的领域。
第二，国有经济具有形成国家控

制力的功能。通过国有经济的存在和

发展，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必要的社会

经济资源，构成国家控制力的物质基

础，另一方面又可以充分发挥国有经

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效强化

和迅速提高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发展大

局、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
第三，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要

发挥主导作用。国有经济的突出特点

在于，它能够直接利用国家的力量来

动员和运用资源，也就是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能力，这是社会上其他经济成

分所难以比拟的。所谓主导作用，即

在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素质提高、升

级换代的过程中，发挥带头作用。这

是我国工业化历史发展的必须要求。
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带有“方向性”含

义，它要探索和引导国民经济下一步

的发展方向、发展领域。这样，国有经

济在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推进

经济的现代化水平方面，就将是大有

可为的。
第四，国有经济是改革成本的主

要承担者。改革的社会成本，一方面

通过改革的收益来予以消化，另一方

面就需要政府来负担，同时还会有一

部分让社会成员予以承受。在体制转

轨时期，国有经济仍然是财政收入的

主要支柱，同时国有经济也是改革调

整的主要对象，这就意味着，国有经济

是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这个任务

是国有经济必须承担的，又是非常沉

重的

（摘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9

年第 9期  作者  谢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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