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6 中国财政 CHINA STATE FINANCE

击
退经济的通胀威胁，除了紧

缩性货币政策，也需要寻找

货币政策以外更有力的工

具。笔者认为，改善民生也是治理通

胀的重要措施。加大改善民生的支出

投入，可以稳定通胀预期，保障低收

入者生活水平，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本轮通胀的原因很多，有货币因

素，有供给因素，也有国际影响的因

素，可以说是国内外各种因素碰撞到

一起导致了本轮通胀。除此之外，预

期通胀是真实通胀的重要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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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预期通胀直接影响到下期的工资

和价格水平以及投资和消费决策。影

响公众通胀预期的首先是前一期的通

胀率， 2010 年给 2011 年的通胀翘尾

因素全年平均为 3.50%，也就是说，在

2011 年前几个月的通胀，很大部分并

不是 2011 年新的涨价引起，而是 2010

年后几个月通胀的惯性所至。而且从

2010 年最后几个月的通胀的环比价

格看，近期的通胀压力依然较大，政

府采取一系列限价措施和货币政策的

效果在未来几个月显现。政府应该让

公众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这样才能稳

定住公众对于未来的通胀预期。其次

是原材料的囤积居奇，比如 2009 年和

2010 年初的大蒜与绿豆等农产品价格

的大幅上升，这会让公众预期短期内

其他食品价格也将上升，从而推高当

期通胀水平。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也

是一个长期的因素，就是货币供给的

持续增加。从 2005 年以来，我国的货

币供给速度一直保持在高位，这增加

了公众对通胀的长期预期。  

保持公众稳定的通胀预期，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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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方面是通过对低收入者的民生改

善，增加大众福利，平滑大众消费，避

免产生大规模的抢购和囤积居奇。特

别是财政增加社会保障等的投入，可

以防止实体经济过分紧缩的风险，又

可以稳定大众预期，也可以综合提高

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一项长期

的利国利民之道。    

一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不应该受到短期经济波动的影响，

也不应该受到其他政策变动的影响。

增加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建设的

份额，是国家中长期计划的一部分，

也是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要按照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

系的总目标，考虑需要与可能，既要

考虑地区间、城乡间的发展不平衡、

收入水平的差距，又要考虑不同群体

间社会保障水平的公平性，循序渐进，

建立一套覆盖城乡，保障水平多层次，

保障方式多样化，资金来源多元化，

保障制度法制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

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在建设社会保障

制系的过程中，要坚持可持续发展、

适度保障、多方参与原则和科学性的

原则，稳步推进。

二是增加农业生产方面的财政支

持。改善民生，应加强对农业生产方

面的支持，包括增加投入、发挥资金

作用以及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增加的

财政投入，必须包括对农业种植补贴、

农产品价格补贴、农产品市场化建设

费用、农业存储费用等的增加。要继

续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充分利用

担保、贴息等手段，通过“先建后补”、

“以奖代补”、民办公助等方式，吸引

社会、金融资本进入农业领域，调动

各方面投入的积极性，支持农业产业

化。在资金的使用管理上，完善资金

监督管理体系。建立事前竞争立项、

事中跟踪检查、事后绩效考评的资金

监管体系。加强预算执行过程中的检

查，制定支农专项资金绩效考评办法，

开展绩效考评，并在资金分配中运用

绩效考评结果。还需要提到的是，近

期开始试点的农产品保险制度也可以

使得农民有稳定种植的预期，规避农

业风险，从而在长期内稳定农产品价

格，抑制通货膨胀。

三是加大对低收入者的直接补

贴。加大对低收入者的直接补贴，可

以进一步提高低收入者面临通胀的抵

抗能力，也能稳定社会预期，同时保

障低收入者正常的生活。应建立低收

入者补贴与消费者价格指数中食品部

分的涨幅相配套的补贴机制，保证低

收入者的实际食品购买力不变，从而

减少直接运用货币政策对抗通胀对低

收入者造成福利的损失。同时，建立

涨价补偿的专项基金，作为价格补偿

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用于调控居民

生活必需品等重要商品的价格。

四是持续保障教育、卫生事业

的稳步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是改善

民生的重要方面，对于稳定公众通胀

预期也具有重要意义。教育和卫生事

业，在通胀时期能够保证不涨价，或

者价格稳定，相当于减少公众用于发

展的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平稳

通胀预期，缓解公众的通胀压力。要

继续发展义务教育，搞好经费保障，

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支持义务教

育发展。认真抓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

造，加强寄宿制学校管理，解决好农

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加快

发展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按照经济

发展需要抓好人才培养，根据市场需

求调整学科设置，不断提高毕业生的

就业率。要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目

标，加快卫生事业发展。要健全公共卫

生服务体系和疾病防控体系，不断提

高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积

极推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加强乡镇

卫生院基础设施、设备装备和技术骨

干队伍建设，全面提高农村医疗机构

水平。发展城市社区卫生事业，优化配

置城市卫生资源，合理分工，密切协

作，做到群众小病不出社区。大力推进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行风建设，切实

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作者单位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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