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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国际范围内财政赤字的历史发展，并对此作比

较分析，即可发现：

一、财政赤字的基本定义存在差异

财政赤字国际比较涉及的首要问题是：何为财政赤

字？简单地回答，即是财政的收不抵支的差额。但是，由

于各国对财政收支范围的界定不一，对财政赤字基本定

义也就不同。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类：（ 1）“赤字的

总差额概念”，即财政赤字是财政总支出（含经常性支出

和资本性支出）超出财政总收入（含经常性收入和借款

收入），采用此种定义的国家以原苏联为代表；（2）“赤字

的净值概念”，这是指财政赤字仅是财政经常性 支出超

出经常性收入，美国是采用这一定义的典型国家；（3）

“赤字的公债概念”，此概念将财政赤字定义为，经常性

支出超过经常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用于资本投资的那

部分借款收入）之和，日本就是采用这一定义的国家 ，它

明确地将借款收入（即公债收入）分为建设公债和赤字

公债，并将消除赤字公债作为重建财政的根本目标。

各国对赤字的定义之所以不同，主要原因是国家预

算组织形式的差异。原苏联的国家预算囊括了不同性

质的财政收支，其财政赤字自然采用总差额概念；美国

联邦政府因不正式编制资本预算，故其公布的财政收支

状况仅限于经常性收支；日本的政府投资支出反映于有

关的特别会计之中，其一般会计预算的平衡状况当然就

不涉及资本性支出。

二、财政赤字的横向发展为人关注

从事实比较的角度看，财政赤字的实际发展 可从纵

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从纵向看，持久而又日益

膨大的财政赤字主要出现在少数西方发达国家，财政赤

字的长期化则是西方财政实践上的一大特征，特别是在

本世纪 30年代至 70 年代的半个世纪中，财政赤字的纵

向发展引人注目。80 年代以来，国际范围内财政赤字的

横向发展更为人关注。这种横向发展具体表现在：（1）

财政赤字不仅久存于少数发达国家，而且也出现在广大

发展中国家。进入 80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每年的财政

赤字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左右，约为同期财政支

出的 1/5。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财政一贯盈余的高收入

石油出口国也开始出现财政赤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

等国自 1983 年起，每年都出现财政赤字，近来受海湾战

争 及其他影响，赤字的势头有增无减。（2）财政赤字既

存在于中央财政，也存在于地方财政。70 年代前后，财

政拮据基本仅限于各国中央财政，但此后不少国家的地

方财政陆续出现收不抵支现象。从西方发达国家情况

看，经常出现赤字已成为地方管理机关预算的典型特

征，这在美国表现得最为典型。美国州、地两级财政 80

年代中期一直有结余，但从 1987 年起开始出现赤字，此

后日趋严 重，1 99 1 年州地两级财政赤字预计额超过 4 00

亿美元。

三 、财政赤字缘出多头

财政赤字在纵向表现为持久化，在横向表现为普遍

化，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从理论方面看，30 年代兴起

的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理论，为西方各国财政赤字的进

一步 衍生提供了契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些发

展中国家对赤字财政理论的认识偏差，对其财政赤字的

发展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从实践方面看，财政赤字的主

要根源则在于，财政支出以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而

增长。导致财政支出超速增长的共同因素主要有：（1）

人口因素：在发达国家表现为，老龄化的人口结构致使

社会福利支出居高不下；在发展中国家则表现为，人口

绝对规模的不断扩张日益增大了财政用于教育、卫生、

住房和就业等方面的开支。（2）军事因素：至 80年代末，

全球每年的军费支出约为 1 0 000 亿美元，其中发展中

国家占 1 8% 左右。（3）债务因素：随着公债的陡增，债务

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直线上升，至 80 年代中后期，发

达国家的这一比重为 20% 左右，许多发展中国家则超

过了 30%。（4）行政因素：近几十年来，政府机构的扩增

已成为世界性趋向。（5）经济因素：无论在发达国家，还

是在发展中国家，个人不愿或无力投资的项目基本上由

政府包揽。（6）物价因素：全球性的通货膨胀使财政支

出趋于上升。

四 、财政赤字的利弊之争初见分晓

自财政赤字出现之日起，其利弊之争就随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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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出现的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

供应学派等学术流派，又使这种纷争波澜迭起。不过时

至今日，西方学者大多主张或赞同这样一种观点：财政

赤字的效应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变化，它不仅涉及

宏观方面（如经济的增长与稳定），而且亦关及微观方面

（如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因此对其进行全面评判是异

常复杂的；不过，在优先考虑经济效率的前提下，赤字和

公债居高不下，即使是净值概念的财政赤字，亦是弊大

于利，它只会进一步增加债务与通货膨胀，这无疑会损

害经济的增长 与稳定。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学者对总差

额性的财政赤字更是持普遍的否定态度。事实上，即使

是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者也并未将财政向银行透支作为

调节需求的唯一手段，他们同样也将发行公债作为刺激

需求的重要途径。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财政赤

字的认识更趋同一。鉴于发展中国家财政赤字的实际

后果，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普遍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赤

字财政不可取，它虽为政府提供了额外的资金筹措手段

和需求调节手段，但由于社会经济背景的不同，其弊害

尤甚。这体现在，一方面总差额性的赤字带来持续的通

货膨胀，从而扭曲了市场价格，妨碍了市场体系的发育；

抑制了外国资本的流入，刺激了本国资本的外流，恶化

国际收支状况；虚增了纳税者收入，纳税者因承担更大

的税负而丧失投资与劳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净值性

的赤字导致了公债（特别是外债）的迅速增加。

五、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渐趋同一

尽管各国在理论上倾向于反对财政赤字，但大多数

国家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财政赤字，因此财政赤字的弥

补已成为有关国家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从理论上讲，

赤字的弥补存在着三条可供选择的途径，即增加税收、

银行透支和发行公债。但是在发达国家，为避免通货膨

胀，各国普遍放弃银行透支之举，而税收改革又难以使

税收收入在短期内得到迅速增加，在发展中国家，严重

的通货膨胀致使政府难以继续向银行透支，而纳税人较

低的纳税能力和纳税意识则又制约了税收收入的增长；

实际上，大多数国家都倾向于发行公债以弥补财政赤

字。

然而，80 年代以来，利用公债发行来弥补财政赤字

的方法正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这是因为：无论是发达国

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公债规模已使公债发行机

制日益僵化。其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沉重的债务开支本

身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之 一。在一些国家，公

债发行、债务开支和财政赤字已呈恶性循环之势，在这

种严峻势态下，根本的问题已不再是赤字的弥补，而是

赤字的遏制与消除。正因如此，各国大多将消除赤字作

为中近期财政奋斗目标。但事与愿违，遏制与消除赤字

的努力或是收效不大，或是劳而无功。以头号赤字大国

美国为例，虽然 1989 财政年度的联邦赤字降至1 533亿

美元，但 1990财政年度又升至2 204亿美元，1991 财政

年度则达到创纪录的2 687亿美元。

工作研究财政困难的成因与对策

章 彤

经济发展与财政困难并存是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中

的一个突出问题。较长时期以来，财政一直处于紧张运

行状态。从 1979 年到 1990 年的 12 年间，国家财政有

11 年收不抵支，累计硬赤字约 900 亿元，如加上内外债

的软赤字则高达 2 600多亿元，软赤字占同期国民生产

总值（以下简称 G N P）的比重已突破 2%的国际公认的

警界线。连年财政赤字，财政的回旋余地甚小，不但其

正常的职能得不到发挥，而且正在逐步被挤出生产领

域，使国家财政陷入相当困难的境地。

造成财政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

收入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主

要表现是国民收入分配过份向企业和个人倾斜，财政收

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过低。1990 年国内财政收入占国

民收入的比重为 21.7%（按老口径计算为 19.7%），比

1979 年的 31.9%和 1985 年的 26.2% 都下降很多。而

个人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却不断上升，1979 年

为 52.3%，1990年上升到 62% ，比 1979 年上升了近 10

个百分点。国家财政所得份额过少，资金分散，对克服

财政困难，增强大中型企业活力和政府职能的发挥都产

生了严重的影响。

——企业经济效益差，亏损增加。有关资料表明，

1979 年企业资金利税率为 50 元，198 1 年最高时为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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