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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压力加大情况下，财政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再谈“财

政三角困局”，希望决策者给予关注，社会公众也应该给予正确的认识和更多的

理解。

所谓“财政三角”，是指对税收、支出、赤字三种传统财政工具的运用和平衡。

减税、增支、低赤字率，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又能增强人民幸福感的良策。

近些年来，对三者中每一个的呼声都日日高涨。一是要求大幅度减税。前一段时

间，知名企业家、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去美国建厂的新闻引发了持久的关

注和议论，有人抛出“死亡税率”的观点，将企业移民海外、实体经济发展遭遇困

境的原因主要归咎于税负过重，要求大规模减税。近几年来，我国持续实行减税

降费政策，仅 2016 年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就降低企业税负超过 5000 亿元。但

目前的减税措施似乎还是无法满足社会的有关要求。二是要求大幅度增加支出。

尽管政府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多

年都是以 30% 左右的速度增长，但还是赶不上社会的有关期望。出现这种差距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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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由于对外开放和交流的深入，民众对社会福利待遇的期待不断地向发达国家看齐，甚至有人提出应实行全民免

费医疗，养老应由政府包起来，从幼儿园到大学全面实行公办免费教育，等等。三是要求严格控制赤字和债务。近年来，

伴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不断增加，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违规举债担保，使得相关债务

快速增长。2015 年 1 月 1 日，新预算法开始实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得到强化，我国赤字和债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但社会各界对政府赤字和债务的忧虑并未消减。要求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加强对国家财政风险控制的呼吁不断增加。

上述三个方面的观点、看法，站在各自的角度分析都有一定道理，若是放到一起来系统观察，三个方面则是相互矛盾的，

即无法同时实现减税、增支和控制赤字，这也被称为“财政三角困局”。

应对“财政三角困局”要做好风险的综合平衡，既要做好财政风险的综合平衡，更要做好财政风险和经济风险的

综合平衡。现实中，“财政三角”的三端总是只能兼顾两个方面，如减税、增支，就不可能控制赤字和债务 ；若要减税、

控制赤字和债务，就不能扩大财政支出 ；若要扩大支出、控制赤字和债务，就不能减税，任何财政政策都只能选择两

边，必须放弃一边。但无论怎么选择和组合，放弃的那一边总是会成为财政风险敞口。在这个意义上，“财政三角”也

就是“风险三角”，风险不可消除，只能通过选择和组合进行合理平衡。另外，减税降费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力的经济

政策工具，增加支出尤其是民生支出有助于民生等社会政策实现，而控制债务风险则是财政可持续的需要。所以，“财

政三角”也是财政风险与经济社会公共风险的组合与选择。财政要积极发挥职能作用，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事业建设，

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同时，更要控制好自身的财政风险，否则财政风险将引致更大的公共风险。

2017 年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与减税降费政策紧密结合，同时，财政支出压力较大，防范财政风险任务仍

然繁重，化解“财政三角困局”需向改革要空间。一是压缩一般性支出，压减非刚性、非急需支出。二是加大支出优化

整合力度，打破支出固化格局，更加注重优化结构。三是加大存量资金盘活力度，用好增量、激活存量。最关键的是，

要以财政改革撬动相关领域的系统性改革，资金怎样盘活、怎样整合，要跟部门职能转变结合起来，财政要从微观的

项目绩效评价中跳出来，引导厘清部门职责，撬动政府职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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