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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全球经济动荡，经济衰退，企业破产，失业和贫困在不

断蔓延⋯⋯一场空前严重的金融风暴，正在考验着中国政府

的执政能力。3个多月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振

经济，力度之大、速度之快，赢得了众多喝彩。然而，积极

的财政政策能否力挽狂澜？巨额的政府投资会否超出我国财

政的承受力度？如何避免由上项目带来的“低水平重复”、

“土地浪费”及“污染回潮”？各项投资的过程中如何杜绝

腐败？社会稳定与和谐问题会否在危机面前变得日益突出？

只有这一系列的问号获得圆满解答，摆脱危机、迎接光明的

时刻才会真正到来。 一、危机挑战中国财政抗风险能力 面对

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去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

财政收入明显下降，全国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而地方财政运

行则更为紧张。为防止经济下滑，我国由过去的稳健财政政

策转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并启动了高达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

计划。 “积极财政”催生赤字地方财政“底气不足” 所谓积

极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扩大财政开支与减少财政收入，甚至是

以赤字财政的状态，去发挥逆经济周期而动，最终拉动经济

增长的政策作用。一方面收入减少，一方面支出增加，在全

球经济风雨飘摇之时，中国有足够的财力保障吗？ 对此，国

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的看法是，我们“有能力”也“有

空间”。虽然2008年末，我国财政收入出现增速下滑，但增

速依然高于经济增长水平。而且，我国财政收入经咨询QQ



：21257408过连续多年超过20%以上增长，奠定了雄厚的实力

，具有促进经济发展、为经济保驾护航的能力。截至2008年

末，我国国债余额约5.5万亿元，占GDP比重不到20%。不仅

如此，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更低。对于大规模减税会

削弱政府财政能力的担心，姚景源表示，目前中国扩大财政

赤字、发行国债的空间还很大，不会有财政失衡的风险。 但

不容忽视的是，尽管中央财政家底还很厚实，但地方财政却

显得“底气不足”。我国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财政控制了

大部分税收，地方财政普遍税收不足，难以支持包括各项民

生工程建设在内的庞大开支，土地出让金已成为许多地方政

府财政预算外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地方财政逐渐退化成“土

地财政”。 在中央政府出台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后，地

方政府先后公布的配套投资计划总额年初就已高达18万亿元

，几乎三倍于2008年中国全年的财政收入，但对于这些配套

投资的资金来源，地方政府一直语焉不详。 房地产业“寒冬

”的到来，让“土地财政”捉襟见肘，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增

减对于地方政府的决策部署和投资行为影响甚大，地方政府

“缺钱用”的压力已成为今年财政政策发挥效力的关键点。 

中央财政救急救不了穷财政改革已到破冰时 专家指出，今年

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需要中央投资和地方配套资金的共同支

持，在目前地方“土地财政”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短期需要

通过中央转贷或代发债券的方式增加地方财力，长期则需要

通过改革转移支付体制等措施，推进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

的匹配。 要解决地方财政问题，还需要财政改革来完成。

而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推出，恰恰是财政改革的契机。而中央

与地方间财政关系的变革、调整与理顺,不仅在今年1月5日全



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成为焦点，甚至有可能在今年“两会”上

再次成为深受关注的议题。 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刘尚希提出“辖区财政”观点后，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也提出

，在保持分税制财政体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将围绕推进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

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逐步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提

高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这表明相关部门显然已经

意识到，财政体制应尽快从现行的“层级财政”向“辖区财

政”转变，建立辖区财政责任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基层财

政困难的问题。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地方政府方有可为 尽管今

年不论是预算内还是预算外，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将吃紧

。但除了紧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外，除了期待中央财政放权

外，地方政府自身对于改善财政状况也不完全是无能为力的

。 在今年财政十分困难的大背景下，从中央预算单位到包括

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在内的不少地方，提出2009年行政开

支“零增长”。例如，山东省提出，着力加强支出管理，严

格控制行政开支。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在从紧从严编

制2009年预算的基础上，硬化预算约束，强化预算执行，严

格控制和压缩一般性开支项目，勤俭办一切事业。 如果占财

政支出将近20%的行政开支能实现“零增长”，无疑可以缓

解财政困难，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而降低行政成本是一个

破解多年但始终没能取得实质性突破的课题，行政开支“零

增长”使攻克这一课题有了一个新起点，而巨大的财政压力

正好能成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动力。 二、保增长不能

押宝“低水平重复” 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避免“硬

着陆”，我国正在以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系列化的产业振兴政策、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等

来实施“救市”。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保增长的同时，如

何避免在“低水平重复”上走弯路，引起了上上下下的高度

重视。 防“旧病复发”避免“低水平重复” 在我国建设史上

，刺激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低水平重复”现象，不乏前车

之鉴。 有分析人士说，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曾出现过多次

较为明显的投资过热。第一次是1982年，围绕“翻两番”的

目标，各地在经济发展中有些急于求成，结果导致固定资产

投资大规模膨胀和偏向；第二次是1988年，表现仍是地方项

目投资过量增加；第三次是1992年以后，出现新开工项目多

、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结构不合理、房地产开发过热的现象

；第四次则始于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出高速增长势头

，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专家认为，上述4次投资过热，

从深层次看都是没有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缺乏必

要的科学论证，片面追求高经济指标的“低水平重复”。 为

了防止本轮“４万亿元投资”出现重复建设泡沫，国家采取

了一系列防范措施。 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安排新增1000

亿元投资中，将投资方向确定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农村民

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铁路、公路、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节能减排和生

态建设，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这其中，没有投入到工

业品生产项目上，更没有“两高一资”的项目。 在地方层面

，一些项目的启动，在落实国家“出手要快、出拳要重”精

神的同时，也兼顾了“措施要准、工作要实”。 一举开建10

多条高速公路的湖南省，在建设汝郴高速时就针对周边农村

公路路网不发达的情况，将高速公路便道建设与通乡、通村



公路建设结合起来，既有效整合了交通资源，提高了投资效

益，又改善了沿线百姓的交通条件，带动了当地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而同样是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来打通城市“微循环”

的长沙市，邀请专家对改造方案优化设计，在没有任何大拆

大建的前提下，仅用计划投资额的1/3，就使全市整个路网的

通行能力提高了20%以上。 同时，各地也认识到，越是在加

大力度保增长、渡难关的关键时候，越要重视提高发展质量

，重视加快发展方式转变。2009年，深圳市计划安排90.8亿元

财政资金用于全市产业升级；广东适时规划全省“科技创新

路线图”，引导企业和全国重点高校对产业发展起重大支撑

、引领作用的关键共性技术进行联合攻关，借此提升广东产

业的科技含量⋯⋯ 杜绝“顽症”须跳出局部利益牵制 尽管各

级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低水平重复

”这个老毛病，在一些地方还是有所抬头。 一名在政府经济

部门任职的干部告诉记者，中央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

宽松的货币政策后，一些地方刚刚冷落的投资建设热情又“

热”了起来。大家都在争先恐后上项目，各项工程争分夺秒

上马。在某些领域，不排除一些项目是少数人或个别单位拍

脑袋、想当然炮制出来的。 很多专家直言不讳地说，国内启

动内需上马大型项目，要防止陷入低水平重复的泥潭，关键

点之一是跳出局部利益的牵制。为此，有三个方面需要重视

： 一是“救市”措施落实要兼听和透明。在实现科学发展上

，要坚持发扬民主、发动群众参与。通过凝聚群众智慧，接

受群众监督，才能防止形式主义，避免一些低水平的重复建

设和失误决策。要做到这一点，光靠一些部门和负责人自觉

还不够，还应该用制度和具体措施把政府投资置于阳光之下



加强监管。 二是项目投资方式要多用经济手段，少用行政手

段，要吸收民间资本参与。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已经比较高

了，政府投资只占全社会投资的一部分，民间投资将占绝大

部分，这是当前扩大投资的重点。因此加大投入，不能简单

理解为加大政府投入，还要注意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 三是

要坚持理念更新。国内很多城市如长沙，近来提出今后若干

年的公共财政支出，要突出“三个倾斜”：向民生倾斜、向

增强发展后劲的项目倾斜、向急需解决的问题倾斜

。"#F2F7FB"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