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观条件制约，现行财政管理体制中还存在政府间支出责任

划分不清、基层财政困难等问题。

进一步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一是要按照中央统一领

导、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各级

政府的支出责任；二是要合理调整和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

制，切实缓解县乡财政困难。

（张弘力  许宏才  张志华  郑 涌  王法忠）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安全性

“财政资金使用的安全性”是指财政部门、预算单位、

人民银行和代理银行，通过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加强管理、

严格监督，保证财政资金在支付和使用过程中，能够按照部

门预算、用款计划及相关要求，准确、及时、足额地拨付到

用款单位或商品、劳务供应者，并能够确保财政资金按规定

支付和使用。

评价财政资金的使用是否安全，主要设定了四个目标：

一是确保财政资金支付使用过程中，能够严格按照财政资金

支付管理办法所规定的程序执行；二是能够保证财政资金的

支付和使用控制在用款计划和财政授权支付额度之内；三是

能够保证财政资金的使用符合预算规定的用途；四是能够有

效防止预算单位或代理银行违反规定擅自向其他账户划拨资

金。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安全性的基本思路是，逐步建立法规

制度完善、程序科学严密、监管规范严格的，财政部门、预

算单位、人民银行、代理银行权责明晰对称的，保障财政资

金合规支付、使用的安全防控体系。

（国库司课题组）

国债债务风险分析与预测

国债风险是由于国债发行和偿还等诸方面造成损失的不

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表现为：国债无法足额发行或者只

能以较高的利率发行，国债无法按期偿还及由此引发财政、

金融危机乃至政治、社会危机等等。

对我国现阶段的国债风险状况进行分析，主要参考国际

上普遍采用的以下两项指标：一是国债负担率，即国债余额

与GD P 的比率；二是赤字率，即赤字总额与 GDP 的比率。

将国内两项指标的数据与欧盟标准以及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

比较后，得出的风险结论认为：我国现阶段的国债负担仍然

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但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是我国

国债余额在短短 20 多年时间内，就迅速累积到现有规模，

如此快的发展速度令人担忧；二是我国债务负担除了预算内

安排的直接显性债务外，还包括代地方政府发债等形成的或

有显性债务以及隐性债务，这些非直接显性债务负担的数目

庞大，管理不善也有可能转化为直接显性债务，增加中央财

政的债务负担。因此，我们的国债风险意识不能松懈，必须

不断提高国债管理水平，尽可能消除非直接显性债务转化风

险，有效的防范和化解国债风险。

通过对国债规模风险指标的测算，对我国未来 5～10 年

国债风险进行预测和分析，结果表明：未来5～10 年，在赤

字率维持在 3% 水平等假设条件下，我国国债的负担率从

2004 年的19.83 % 上升至2013 年的31.7% ，国债风险仍然

可控。

加强我国国债风险管理的四项政策建议是：一是加强对

国债发行规模的管理，优化国债的期限结构。二是加强国债

市场体系建设，推动国债利率市场化。三是强化国债资金的

使用管理，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四是优化财政收支结

构，改善财政收支状况。同时，应尽快建立国债风险预警、

监控机制，建立、完善偿债基金制度，分担偿债风险，在进

一步完善分税制的基础上，考虑地方政府的发债问题，加强

对地方债和外债的管理，尽量减少隐形债务的显性化等等。

（周成跃  刘延斌  王 宁  谷体峰）

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公共投资政策

——包含一般拥挤性公共基础设施资

本存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

包含一般拥挤性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动态经济增长

模式主要是分析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

制，揭示公共投资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一个模型是包

含外生公共基础设施资本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将自

然资源分为直接生产性和基础设施性两类，所得到的结果

是，无论是纯公共性还是拥挤性的外生公共基础设施资本，

都能够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第二个模型是包含由公共投资

形成的内生公共基础设施资本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此模型

假定公共基础设施资本由政府通过征税进行的公共投资形

成，得到的结果是，如果基础设施资本为纯公共性质，就能

产生恒定的内生增长；如果基础设施资本为拥挤性质，则虽

然不能产生恒定的内生增长，但也能减缓增长率的递减，从

而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模型的结论表明，分析研究公共投

资政策的重点不应当是政策的短期逆周期调节效果，而应当

是其推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不仅能够解释经济增长

的典型化事实，而且可以为研究我国公共投资政策、积极财

政政策、城市化战略、支持不发达地区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等

重大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分析方法。

（娄 洪）

关于安徽、湖北省

粮改的调研报告

2003 年，根据国务院粮改工作组的统一安排，由财政

部牵头组织的粮改调研小组，赴安徽、湖北两省，就粮改中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调研。从调研了解的情况来

看，两个省粮改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粮食购销市场化步伐明

显加快，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加快，国有粮食企业改革速度加

快，老库存粮食处理速度加快，粮食补贴方式改革试点初见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