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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8A_95_c41_545173.htm 财政政策对投资建设的影响 3.6.

财政政策对投资建设的影响 投资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投资规

模、结构不合理的话，会影响经济的正常增长，而且市场自

发调节的成本很高。 政府调控投资的目标：一是调节投资总

量，通过政府的调控使社会总投资等于社会总储蓄；二是调

节投资结构，通过政府的调控使投资结构协调和投资结构优

化。 3.6.1.（掌握）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影响 (1)财政政策

对投资总量的调节方式 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amp.调节是通

过财政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来实现的。收入方面对投资总量的

调节主要是通过税收实现的。支出方面对投资总量的影响首

先表现为财政自身的投资支出，这项支出规模占总投资比重

的大小决定了对投资总量的影响程度；其次财政投资的带动

效应，在经济不景气时，通过财政投资带动其他投资主体的

介入，进而引起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增加来扩大投资总量；

而在经济过热时，减少财政投资的支出会使需要财政支持的

投资不能实现，对投资总规模扩张起到抑制作用。 (2)财政政

策调节投资总量的作用过程 通过发行建设国债来扩大政府的

投资规模是财政政策调节投资总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债投

资政策的具体内容，就是在当年财政预算难以支持政府投资

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的方式增加国

债的发行，满足政府扩大投资的需要，实现政府通过扩大支

出刺激需求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乘数效应说明了投资增加



刺激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具体表达式为： K＝1／(1

一MPC)＝1／MPS 式中K表示乘数，：MPC表示边际消费倾

向，MPS表示边际储蓄倾向。乘数公式表明，投资乘数的大

小与边际消费倾向或边际储蓄倾向有关。 3.6.2.（掌握）财政

政策对投资的结构调节 财政政策对投资建设的结构调节是通

过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和价格政策来实现的。通过对不同产

业、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税率政策、财政补贴政策及其他的

鼓励投资的优惠政策，增强这些产业和区域的投资吸引力。

3.6.3（熟悉）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影响 在一定条件下一政

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可能会发生“挤出效应”。 (1)政府投资的

“挤出效应” 所谓“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发行国债规

模过大，从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对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

，导致民间部门投资减少。它将使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效

应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销。因此，国债规模及投向必须合

理，如产生“挤出效应”，国债政策必须进行调整与转向，

以保证其可持续性。 (2)产生“挤出效应”的条件 1)经济中资

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 2)货币供给是否相应增加。 3)社会经

济活动是否达到充分就业水平。 例题5、政府调控投资的目

标是（） A.调节投资总量，使社会总投资等于社会总储蓄 B.

调节投资总量，使社会总投资大于社会总储蓄 C.调节投资结

构，使投资结构协调和投资结构优化 答案：A、C 解析：政

府调控投资的目标有两个，一是调节投资总量，通过政府的

调控使社会总投资等于社会总储蓄；二是调节投资结构，通

过政府的调控使投资结构协调和投资结构优化 例题6、产生

“挤出效应”的大小和（）有关 A.经济中资源是否得到充分

利用 B.货币供给是否相应增加 C.社会经济活动是否达到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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