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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财政政策  促进社会和谐

刘尚希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要坚持扩

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

依靠投资、 出口 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 出口 协调拉动转

变”。在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相互纠缠的情况下，单一的政

策手段往往难以奏效。而财政政 策具有经济政 策和社会政

策的双重属性、双重功能和双重作用，以公共消费为切入

点，提高国民消费率，既可以有效地缓解当前宏观经济运

行面临的“三高”经济病（高房价、高股价、高CPI），促进

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又能化解一系列民生问题，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和质量，推动社会公正与公平，促进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建设。

作为政府重要的政 策手段，财政政 策既可以通过公共

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公共消费来带动内需，

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以公共消费为重心 ，在经

济学的意义上，其实质是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主要由

投资、出口 拉动转变为主要由消费、投资与出口 来协调拉

动。单从 GDP数字上看，靠什么拉动没有差别，但增长的

内容及其分配格局却有很 大的不同。以消费为主要动力的

经济增长，意味着高投入、高消耗的增长方式发生改变，增

长质量提高，同时也意味着发展成果将由更多的社会成员

分享，改变高投资下形成的过分向资本倾斜的初次分配格

局，并通过公共消费直接调整第二次分配结构，从而可以

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公平。

因此，以公共消费为重心 的财政政 策可以把经济政策

的功 能和社会政策的功能融于一身，有利于协调生产与消

费、经济与社会、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

近年来，财政 支出结构得到调整和优化，支出重心 向

社会性支出倾斜，公共消费得以扩大，“民生财政”趋向

日渐凸显。从经济的视角来看，这有利于调整积 累 与 消

费的比 例关 系，降低过高的储蓄以 及减少外贸顺差，无

疑有助于化解我国 当前宏观经济中的许多矛盾。但由于

公共消费的扩张力度尚不很 大，未能有效带动国民消费

率的提升，故而实际的效果并不明显。从社会发展的视

角来看，我国 当前如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

社会是全社会都在关注的大问题，而教育、 医疗 、社保

等公共消费问题则成为时下公共政 策的作用重点。解决

经济与社会发展 “一条腿 长、一条腿短 ” 的问题，需要

大力研 究并实践科学的社会政 策，而财政政 策自然在这

方面 大有可为。

公共消费的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协调、可持

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对于财政政 策而言，无论是构建和谐

社会、经济与社会的统筹、区域之间的协调，还是民生问

题的解决，实际上都归于公共消费。从这点来说，当前我

国实施的财政政 策改变了在经济增长方面的单一作用，而

同时加 强了其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功 能，表明政 策重心 正在

转向公共消费，社会政策的功能增强。

公共消费的实现形式是财政 支出，在调整支出结构过

程中，应以公共消费为导向，以社会性公共消费为重点，不

断提高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的即期消费支出和相关的

消费性投资，压缩政府自身消费引致的过高行政运行成本，

尽力提高公共消费对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即调整公共投

资与公共消费的比例关系，逐步提高后者的比重；调整公

共投资中生产性投资与消费性投资的比例关系，适当提高

消费性投资的比重；调整公共消费结构，逐步降低政府自

身消费，也就是行政运行成本，同时提高社会性消费在公

共支出中的比重。与此同时，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公共消费

的社会结构和区域结构，依然要向农村倾斜、向中西部倾

斜、 向低收入人群倾斜。

扩大公共消费，不只是一个量的概念，更重要的是通

过公共消费规模的扩大来推进基本消费的平等化。扩大公

共消费规模，既是实现社会公正与公平的手段和实际载体，

也是判断基本消费平等化推进工作的重要标志。基本消费

的平等化至少 包括基本营养、基本住房、基本教育和基本

保健四 个方面，公共消费的作用最终要体现到这四 个方面

来。社会的“公平”标准有很多种，可以从财富、收入、消

费多个角度进行衡量和测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基本消费的

平等化。当然，从财富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测度社会公平

也很重要，但基本消费的平等化，更直接和更接近问题的

本质，因为对于消费而言，任何财富与收入都只是手段，惟

有消费才是目的。基本消费的平等化，对于财政政 策而言，

要通过扩大公共消费来实现。当然，扩大公共消费不过是

手段，实现基本消费的平等化才是目标。

平等化地扩大公共消费，可带动私人消费，既有利于

提高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又能转换经

济增长动力，进而转换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在实践

中具有双重效应。相比之下，这是当前条件下最佳的财政

政 策选择，也是贯彻落实十七大提出的 “实行有利于科学

发展的财税制度”要求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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