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 3.4%。公营企业债余额中下水道事业债占 43.0%，

上水道事业债占 27.1% ，交通事业债占 11.5%。

日本地方债除建设公债的原则要求外，中央政府

还对地方债的发行进行严格的管理。日本中央政府对

地方债的管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地方债

发行实行计划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中央政

府（主要由大藏省和自治省）每年都编制地方债计划。

地方债计划的主要内容有地方债发行总额、各种用途、

各种发行方式的发债额。编制地方债计划并没有法律

依据，不提交国会审议，对地方政府也无法律上的约束

力。其作用在于它表明中央政府对当年地方债审批管

理的基本方向，为各级政府编制债务发行计划提供依

据。各地方政府能基本上执行中央政府编制的地方债

计划与中央政府提供消化地方债的大部分资金有关。

也就是说，只有符合中央地方债计划要求的地方债，才

有可能获得大藏省资金运用部、公营企业金融公库等

中央政府的政策金融资金。由于地方债主要用于公益

事业建设，全靠在市场上筹集高成本资金不利于事业

发展，因此各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时都千方百计地争

取低利长期的中央政府政策资金。其二是对各地方政

府发行地方债实行协议审批制度。各地方政府要发行

公债，必须向自治省上报计划，经自治大臣批准后方可

发债。一方面由于大部分地方债资金来源属于财政投

融资资金；另一方面为了便于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

协调、管理，自治大臣在审批时，要与大藏大臣协议，听

取大藏大臣的意见，所以称为协议审批制度。

地方债计划与协议审批制度相互配合，构成了日

本严密的地方债管理制度。首先，通过地方债计划，对

每一年度地方债的总规模及各种债券的发行额度进行

管理，既防止地方债的膨胀（1993年地方财政的公债依

存度为 8.1%，比中央财政的 11.2%低约 3 个百分

点），又可以指导地方债资金的用途，对于协调地方政

府与中央政府的步调，实施经济社会政策有着重要意

义。其次，通过协议审批制度，具体落实各个地方政府

的发行额，不仅可以防止地方债发行突破中央计划，而

且通过协议审批过程，强化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联系

和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指导。

总之，日本通过建立地方债制度，一方面充实了地

方财源，加快了地方经济和公益事业发展，在提高公共

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生活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

一方面，通过法律制约和中央政府的严格管理，在防止

地方债膨胀和加强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指导等方面也发

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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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 11 月 3 日，年

仅 46 岁的美国民主党总统

候选人克林顿竞选成功，成

为美国第 42 届总统。为顺

应民意，实现竞选的诺言，

克林顿当选不到一个月，便

向美国国会发表了题为《美

国变革的前景》的演说，提

出了一揽子经济复兴计划。

这个计划的核心是既要削

减财政赤字，又要增加公共

和私人投资。因此，它又是

一个以财政政策为主的经

济计划。

一、克林顿的一揽子经

济复兴计划主要有三个内

容

一是短期刺激经济计

划。克林顿认为，美国经济

虽然进入复苏阶段，但不巩

固，且失业人数相当大，因

此他坚持在短期内增加政

府的公共开支，以刺激经济

增长和增加就业。他计划在

两年内，增加政府拨款 300

亿美元，用于扩大公共工

程、鼓励企业更新设备、延

长失业福利享受期，创造 50

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对收入

不足 500 万美元的小公司，

实行长期投资税收优惠。

二是长期投资计划。克林顿认为，导致美国经济增

长乏力、国际竞争能力不强的原因之一，是产业结构不

合理，必须努力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他提出，从 1994

年至 1997 年的 4 个财政年度内，政府拿出 1 690 亿美

元作为长期“生产性”投资。一方面加强交通、通讯等基

础设施的建设，一方面加快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带动

整个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同时，政府还将支出 600亿

美元以提高教育水平和进行职工培训。4 年内创造 800

万个高薪就业机会。

三是削减财政赤字计划。克林顿认为，美国数额庞

大的财政赤字是造成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已到

了非开刀不可的地步。他提出的目标是，在 4年的任期

内，将财政赤字削减一半，约 5 000 亿美元。扣除投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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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余 3 240 亿美元。既要削减赤字，又要增加投资，钱

从哪里来呢？主要措施是增加税收和节约开支。在增税

方面，年收入超过 18 万美元的富人，个人所得税率从

31%提高到 36%；收入超过 25 万美元者，加征 10%的

附加税；收入超过 100万美元的企业，公司所得税率从

34%增至 36%；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使之与美国

公司同等纳税；同时，增收能源税，年收入在 4 万美元

左右的家庭，每月支付约 17 美元的税款。此外，还将强

化税收征管，减少偷漏税行为。这些措施总计可以增加

税收 2 460 亿美元。在节支方面，计划在 4 年内，从 150

个预算支出项目中削减 2 470 亿美元。其中，削减国防

开支 760 亿美元；减少社会保险、医疗服务和退伍军人

福利开支等 910 亿美元；冻结 260 万联邦工作人员的

薪金一年，减少开支 83 亿美元；白宫裁员 25%，联邦政

府机构裁员 10 万人，联邦活动开支压缩 12-14% ，共

节约 90 亿美元。

二、克林顿的经济复兴计划与里根——布什的经

济政策相比，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加强政府对宏观经济

的干预和调控。里根和布什当政期间，推行的是供给学

派的自由经济政策，主张政府应尽量减少对经济生活

的干预，放松对企业的限制，让拥有资本的人在市场机

制下充分展开自由竞争。这种“无为而治”的政策，虽然

曾有效的缓解了经济“滞胀”的难题，但最终由于美国

陷入困境而宣告终结。克林顿认为，自由放任的经济不

符合时代的要求，不符合政府对社会经济控制的需要。

要想从根本上振兴美国经济，恢复往日的雄风，政府的

经济政策就不可能脱离国家干预的总轨道。因此必须

抛弃以往的政策，加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和调控。

他在经济复兴计划中提出的削减赤字、加强人力和基

础设施的投资、选定高新技术发展方向、加强学校教育

和职业培训、促进军工转民用等等，都是政府干预经济

的证明。

第二，在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上，以财政政策为

主。在布什当政期间，为阻止经济持续衰退，主要采用

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即调低联邦基金的利率和贴现

率，以刺激私人和企业从联邦储蓄系统筹措更多的资

金投资于社会。从 1990 年起，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已先

后 17次调整了贴现率，使短期利率从 9%降到了 3%
这一历史最低水平。但这样做却未能达到刺激投资和

促进增长的目的。现实逼迫克林顿改弦更张，抛弃货币

政策，转而积极地采用财政政策。这一方面由于他已经

失去使用货币政策的余地，短期利率为 3%，扣除通货

膨胀因素则为零，再降低就成为负利率；另一方面则在

于，只有采用财政政策，才能更好地体现加强政府对经

济干预和调控的经济思想。

第三，经济政策的主攻方向，是通过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从

表面上看，克林顿的经济政策似乎与凯恩斯谋求短期

经济刺激的政策并行不悖，但实际上它真正的用意既

非用财政开支促进经济增长，亦非以增收节支减少财

政赤字，而是紧紧地抓住调整经济结构这个中心环节。

克林顿认为，振兴美国经济的关键在于，重视劳动力的

素质、资本的质量、技术潜力和基础设施状况。他提出，

必须加强高科技在制造业当中的研究和应用，以全面

提高劳动生产力，改善经济结构。看来，克林顿的经济

政策既不是凯恩斯主义，也不是新保守主义，而是他所

宣称的“介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之间”的

“第三条道路”。它很像日本政府长期奉行的经济政策。

三、克林顿政府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对美国经济发

展的影响

克林顿入主白宫已一年有余，他的一揽子复兴计

划，有的正在实施当中，有的尚待国会讨论批准。从主

客观条件上看，推行这一计划有较多的有利因素。首

先，这个计划的本身切中了美国经济的时弊。其次，美

国通货膨胀率连续四年处于较低的水平，为政府积极

干预经济事务提供了有利条件。许多反凯恩斯学派的

重要论据之一就是国家干预容易导致通货膨胀，而目

前的低通胀率则使克林顿政府的干预措施有较大的施

展余地。再次，国际环境也相对有利。苏联解体后，美国

可以大大减轻军事开支的包袱。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

状况普遍不佳，都寄希望于美国带动世界经济的成长，

因此，来自外部的阻力可能会小些。

从目前的经济先行指数等指标看，经过前一段时

期的衰退和微弱回升，加上政府的各种干预措施，美国

的经济复苏已逐渐呈加快的趋势。预计去年经济增长

可达 3% ，明显超过了 1992年水平。

克林顿经济政策的实施，将对美国今后的经济发

展和对外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产生许多重要影响。其

中最主要的是，有可能推动美国经济较长时期的增长，

从而改善其在国际经济中不断下降的地位，也会在一

定程度上带动世界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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