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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财政仍是

启动经济的主力

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最近指出，

理论界强调直接鼓励民间投资和消

费，并增加金融支持的力度，这是正确

的和必要的。但在直接启动民间投资

和消费的措施尚未发挥足够有效作用

以前，以 及在出口需求不振的局面尚

未扭转的情况下，为了支撑必要的经

济增长幅度，今年下半年以 至明年上

半年，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

有必要的。这是因为：

——启动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需

要一个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去年以 来，由积极的财政政

策开启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期长

规模大的，需要继续投资才能建成。
否则会发生建设投资的断层现象，造

成损失。
——政 府投资“乘数”效 应的减

弱，并不意味政策失效，这里有一个时

滞问题。只要实施政策力度和时间足

够，行程中不发生断层现象，其推动经

济增长后续作用的增强，是不容忽视

的。
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一项特

殊情况下实行的特殊政策，不宜长期

实行。但现在看来，这个特殊的短期

政策延续的时间可能要比人们的设想

还要长 一点。这种延长既有必要，也

有可能。其可能性可从三个层次来分

析。第一个层次，国债余额占财政支

出的比率和财政赤字占财政支出的比

率。我国财政支出对国债和赤字的依

存度相当高，如果单从这一角度考虑，

那么，只有提高我国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否 则，财政扩张空间有限。
第二个层次，国债余额占 GDP的比重

和赤字占 GDP的比重。这是更全面更

综合地反映一国举债能力和赤字负担

潜力的指标。据测算，我国 1998 年、

1999年国债余额占当年 GDP 比重约为

10 % ，赤 字占 当 年 GDP比重分别 为

2.2% 、1.7% ，债务和赤字的相对规模

均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因此，如

果从全社会可动员资源的角度综合考

虑，那么财政扩张的空间还是比较乐

观的。第三个层次，储蓄 与投资的关

系。当前居民储蓄增长过快，目前储

蓄余额达到 53 407 亿元，存 大 于 贷

11 000 多亿元。这也说明，进一步实

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还有很大的余地。
刘国光强调，进一步实施扩张性

财政政策，必须注意适时适度。要根

据外需变动和内需启动的情况，及时

调整财政政策的力度 和持续的时间，

合理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提高财政货

币政策的绩效和协调，引导和启动社

会投资和居民消费，提高国家财政能

力。  （摘自 1999 年 6 月 16 日《中

国改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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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经济增长的力度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 日前撰文指

出，为什么财政的大规模投资未能把

经济一 直拉动起来？可能有以 下原

因：（1）财政的投资基本上都用于基础

设施建设，而从某种角度看，基础设施

建设的产业关联度较小，能拉动的主

要是钢材水泥之类的产品的生产，还

有少量机械产品的生产；（2）增加基建

投资因然可以增加消费，但对经济的

拉动力较弱，因为主要是增加了民工

的消费，而民工的消费又主要是食品、

衣着之类，可是食品、衣着本来是供给

过剩的，增加其消费主要是减少了库

存，对拉动生产的作用不大；（3）民间

投资没有明显启动，这是由于民间从

银行和证券市场融资仍较困难，许多

产业民间资本不能进入；（4）股市长期

低迷，无法将更多的储蓄转化为投资。
为了更好地发挥投资拉动经济的

作用，有必要在投资政策和方向上作

一些调整。需要对一些产业关联度大

的有发展前景的加工工业项目增加投

入（包括技术改造和基建），这对调整

产业结构、促使其升级，增强经济增长

的后劲有帮助。引导民间企业更多投

资，为此应让更多的好的民间企业上

市融资，银行从资金上也应多给民间

企业以 支持；除少数必须由国有企业

垄断或控制的产业外，其余产业应考

虑允许民间企业进入；一些效益好的

投资项目可由政府与民间共同投资，

或就让民间企业投资。目前股市走

旺，为防止昙花一现，要陆续出台一些

利好的政策，例如降低 A 股市场的印

花税率、降低利率等。股市好了，就会

有大量沉淀于银行和手头的储蓄及富

余资金转入投资，投资者从股市上赚

了钱，消费也会相应增多。
在刺激经济增长中，松的财政政

策的运用包括两个方面，即增加财政

支出和减少税收收入，这两方面要协

调好。
（摘自 1999 年 6 月 21 日《经济日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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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决实行多元化的

产权结构调整

老工业基地的国企决不要再在国

有独资的路上继续走下去了。从区域

经济的角度看，老工业基地型经济中

对国有独资的单一企业依赖过大是政

企不分、市场经济成份发展迟缓的根

本原因之一。从产业角度看，由于重

化工业大都具有资金密集的特征，客

观上进入壁垒很高，新的所有制成份

很难从产业内部独立地生长起来。大

企业的产权结构多元化是破解众多难

题的首要一 步。迈出这一步，以资本

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

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

经营的大企业集团 才有可能发展起

来，产权流动、资产优化重组与资本运

营才有可能真正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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