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 政 学

邵鹏
博士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西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
273479214@qq.com

第29-30讲
财政平衡与财政赤字



1. 财政平衡与财政赤字

2. 我国的财政赤字

3. 财政赤字与社会总量平衡

4. 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和经济效应

5. 财政赤字未来走势

提纲



1. 财政平衡与财政赤字



财政平衡

财政
收入

财政
支出

财政平衡指财政收支间在总量
上的平衡，即通过财政预算集中
的资金与通过财政预算运用的资
金相平衡。

财政收支正好相等的情况是不
存在的，略有结余和略有赤字应
视为基本平衡。



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在总量上的大体平衡是宏观调控的对象或目标。
财政平衡是社会总供求平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财政收支平衡可以直接调节社会总需求，间接调节社会总供给。

财政平衡

财政平衡
国民经济平衡

(社会总供求平衡)

政府宏观调控
市场配置资源





赤字的产生

政府规模扩大

公共服务增加

收不抵支

亚当·斯密(1723～1790)主张
“廉价政府”和政府的“守夜人”
角色，减少对经济的干预

经济萧条

瓦格纳(1835～1917)认为随着
人均收入的提高，财政支出
占GDP的比重上升经济发展



赤字的产生

发展中国家建设需要

发达国家民生福利需要

我国改革、发展、稳定
的任务及民众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

经济发展阶段论

•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政府更多
地投资社会基础设施，如道路、
法律秩序及人力资本，是经济
起飞的必要；

• 在发展中期，政府投资还需继
续，但应逐步转换为对私人投
资的补充；

• 发展到成熟阶段，公共支出从
基建转向教育、保健和福利等。



赤字政策是指国家有意识的运
用赤字来调节经济的一种政策，

通过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支出，实行
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社会有效需
求的增长。

赤字政策

凯恩斯(1883年-1946年)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
伊德所创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
一起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

资本主义经济的病根在于有
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
足很难靠居民或企业的自发

调节去解决，而必须要有
政府的干预才能实现。



政府收支在一个经济周期中保持平衡，在衰退期实行
扩张性政策，在繁荣期实行紧缩政策，以繁荣期的盈
余弥补衰退期的赤字。

平衡财政

平
衡
财
政
预
算

年度平衡预算

周期平衡预算

每个财政年度实现收支平衡，这是大萧条以前普遍采
用的财政政策原则，也是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坚
持的“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理念。

加剧经济波动

难以事先估计繁
荣和衰退期的时
间和程度。



功能财政思想是凯恩斯主义思想，认为不能机械地用财政预算收支平衡来对待赤
字与盈余，而应根据逆经济周期调节的需要，以实现无通胀的充分就业为目标。

功能财政

国民收入低于充分就业
的收入水平（存在通货

膨胀紧缩）

存在通货膨胀

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增加政府支出和减少税收，以实现充分就业

减少盈余甚至不惜出现更大赤字

减少政府支出，增加税收

通过紧缩减少赤字，甚至出现盈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财政赤字或结余=(总收入+无条件赠款) –(总支出+净增贷款)

总收入=税收收入+非税收入(不含债务收入)

无条件赠款=各国政府赠款+本国其他各级政府赠款+国际组织赠款

总支出=经常性支出+投资性支出+其他支出

财政赤字的计量



中国财政赤字计算公式：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额=支出总量-收入总量

支出总量=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收入总量=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国财政使用结转结余及调入资金

财政赤字的计量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指财政通过超收收入和支出预算结余安排的具有
储备性质的基金，视预算平衡情况，在安排下年度年初预算时调入
并安排使用，或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的收支缺口。
安排补充基金时在支出方反映，调入使用基金时在收入方反映。

http://www.gov.cn/xinwen/2018-03/30/content_5278543.htm



赤字规模

2017年在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基
础上，根据国务院《推进财政资金统
筹使用方案》，首次调入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进入一般公共
预算，合计10139亿元。

2015和2016年一般公
共预算分别调入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以及使
用结转结余资金8055
和7271亿。



我国改革措施的结果大都是减税或增收，但同时国家财政还要还需承
担民生性支出、科教兴国和经济建设任务。

改革和发展性赤字

满足对公共产品和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意味着一部分资源需要重新配置，分流职工需要得到妥善安置，还要进
一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满足人们对公共产品和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
财政支出的适度增长和政府债务规模的适度扩大有利于满足上述需求。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117/c40531-29028054.html

适度
提高
财政
赤字
率

实施减税的空间更大。减税有助于为企业减负，增强企业竞争力，
推动经济发展。例如，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新增不动产进项税额可以
抵扣，有助于释放经济增长潜力。针对性强的减税措施特别是鼓励创新
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财政赤字的计量
财政赤字率=财政赤字/GDP

财政赤字依存度=财政赤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按历年国
家决算报
告、中央
和地方预
算执行情
况与中央
和地方预
算草案报
告、中国
统计年鉴
等整理。



财政赤字的计量

2020年数据出
自当年中央和
地方预算草案
报告、政府工
作报告。

2020
年政府
工作报
告提出
赤字率
拟按
3.6%
以上安
排。



赤字类型

周期性赤字

结构性赤字

经济周期的波动导致。当经济处于下行
周期时，财政收入下行，刚性支出却难
以减少，用于失业和社会福利的支出增
加，赤字被动增加。

充分就业水平下的赤字，经济下行，失
业增加，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导
致结构性赤字增加。

被
动
消
极

主
动
作
为

中国既有周期性赤字，
又有结构性赤字，以结
构性赤字为主，是结构
性改革、经济发展与社
会稳定的必要代价。



财政赤字中因经济周期
性波动而产生的部分。如随
着经济增长放缓，税收下降
及福利支出上升，财政赤字
趋于恶化。

周期性赤字

周期性财政赤字是由经
济波动决定的，体现经济运
行对财政平衡的决定作用。



发生在已给定的充分就业水平
(如失业率不超过4%-5%)条件下的赤字，

如非政策性或常规的税收调整和
支出变动引起的赤字。

结构性赤字

税收

财政支出

赤字
充
分
就
业

https://zh.tradingeconomics.com/country-

list/unemployment-rate?continent=g20

>



合理的赤字能促进经济发展和实现改革任务，过高赤字产生风险。

赤字的风险

通货膨胀

赤字流量

债务存量规模 利息负担加重 债务风险

赤字货币化

赤字债务化

挤出民间投资 降低经济效率



2.我国的财政赤字



赤字率
财政赤字是一种全球现象，除韩国、新加坡、挪威和中国香港等常年保持财政
盈余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大部分年份保持财政赤字。



赤字率

2018年发达经济体赤字率平均
为2.7%。

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平均赤字率
为3.9%。

金砖国家除俄罗斯实现财政盈
余外（财政盈余/GDP为2.9%），
赤字率普遍较高，巴西、印度和
南非分别为7.2%、6.4%和4.4%。

https://finance.ifeng.com/c/7wjiwIcOIK0



债务率

发达经济体连续多年的赤字
导致政府债务率明显高于发展
中经济体。

根据BIS数据，2018年发达经
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政
府债务率分别为98.4%和47.5%。

https://finance.ifeng.com/c/7wjiwIcOIK0



https://finance.ifeng.com/c/7wjiwIcOIK0债务率
2018年政府债务率 政府债务率比较



https://zh.tradinge
conomics.com/

债
务
率



赤字率



赤字率

中
国
赤
字
率



官方赤字率

我国财政部使用的赤字率仅涉及四本预算中的一般公共预算的赤字，不
包括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计算方法为：

赤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结转结余资金使用+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调入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
出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政府主要通过调整稳定调节基金、历年结转结余科目，使得执行赤字基本上等
于预算赤字。



实际赤字率

实际赤字率与GDP增

速呈现明显的负相关
关系，财政发挥了逆周
期调节的作用。

“控制赤字率在3%以
内”的呼声不利于发挥逆
周期调节作用，也与市
场经济条件下财政事实
上发挥的功能不符。



实际赤字率

我国财政政策周期为：

• 1998年下半年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1998年在当年原定财政赤字和债务的基
础上，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性国债，1998-2004年连续七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实际赤字率从1997年的0.7%上升到2002年的2.6%。

• 2005-2008年上半年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削减赤字，2005年的财政赤字率
为1.2%，到2007年实现盈余0.6%。

• 2008年下半年-2011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四万亿”投资计划，赤字率
从2008年的0.4%快速上升到2009年的2.2%。

• 2012年至今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更加注重预调微调、结构性改革
（减税）、预期管理及财政可持续性，实际赤字率从2012年的1.6%上升到2018
年的5.7%。



赤字率比较

IMF剔除土地出
让收支，构建
IMF口径狭义赤
字率，即包括公
共财政赤字、结
转结余、调节基
金、不含土地出
让收入的政府性
基金收支差、专
项债、社保基金
收支差等。

我国存在大量
的准政府活动，
IMF构建包含
专项债、专项
建设债、铁道
债、城投债、
政策性金融债、
PSL和政府引
导基金等的广
义赤字率。



广义赤字率

在赤字债务化的背景下，政府赤字应该理解为政府收
支不足的所有债务融资。
• 2015-2018年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分别为1000、4000、8000和

13500亿元，主要投向有一定收益的基建类项目。
• 2015-2016年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发行专项建设债，采

用设立专项建设基金的方式支持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中央财政按照
债券利率的90%给予贴息支持，分别为8000和10000亿元，2017年发
行约2000亿，此后未再发行。

• 2015-2018年铁路总公司发行的铁道债分别为1600、1330、1440和
1150亿元。

• 2015-2018年城投债净发行额分别为11315、14862、5615和4945亿
元。

• 2015-2018年三大政策性银行履行政府投融资职能，发行的政策性金
融债分别为10678、14599、12023和9903亿元。

• 2015-2018年央行为棚改、扶贫、农村基建等重点项目发放的PSL(抵
押补充贷款)分别为6981、9714、6350和6919亿元。

2015-2018年的赤字
率上升为9.2%、
11.1%、7.8%和8.2%。
IMF同时估算了政府
引导基金等其他预算

外活动，测算的广
义赤字率继续上
升为8.4%、10.4%、
10.8%和11.2%。



广义赤字率



广义赤字率



突破3%限制-普遍现象

“过度赤字程序”要求违规成员国缴纳占

其GDP0.5%的不付利息的存款，如
在此后两年内财政赤字情况没有好转，这
笔存款就会转为罚金。

欧央行成立(1998年6月1日)后，欧元区

货币政策统一，部分国家的低增长、高
福利必然导致高赤字率和债务，赤字率
3%成为软约束，即使违反也未执行惩罚。

欧盟赤字率在1995、1996年分别为
7.2%和4.2%，2009-2013年分别为6.7%、

6.4%、4.5%、4.3%和3.3%，均突破3%。

1991年12月9～10日，第46届欧共
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
(Maastricht)举行。经过两天辩论，

代表们通过并草签了《欧洲经济
与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
条约》，统称《欧洲联盟条约》

（Treaty of Maastricht）即《马斯
特里赫特条约》。

赤字率低于3%和债务率低于
60%是各成员国加入欧盟的门槛



突破3%限制-普遍现象

印度常年突破5%

美、日、德、法、英国在
金融危机时期均突破3%



突破3%限制-加强逆周期调节

2018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
作报告。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在

财政收支矛盾较大情况下，着眼“放水养
鱼”、增强后劲，我国率先大幅减税降费。

分步骤全面推开营改增，结束了66年的营业税征收历
史，累计减税超过2万亿元，加上采取小微企业税收优惠、
清理各种收费等措施。

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实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
换，降低利息负担1.2万亿元。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盘活沉
淀资金，保障基本民生和重点项目。财政赤字率一直控制
在3%以内。

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广义货币M2增速呈下降
趋势，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适度增长。采取定向降准、专
项再贷款等差别化政策，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
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改革完善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基
本稳定，外汇储备转降为升。

妥善应对“钱荒”等金融市场异常波动，规范金融市场秩
序，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突破3%限制-加强逆周期调节

经济下行

长期减税
降费

中国

其他
国家

全球减税
大潮

2018年中国企业总税率
(占利润比重)为64.9%，
较2017年下降2.4个百分
点，但与主要国家比仍
严重偏高，较世界平均
水平高24.5个百分点，

较美国、越南分别高21.1
和27.1个百分点，制造
业面临转移的压力。

有必要继续减税降费。
提高赤字率，利于打
开基建投资补短板、
减税降费放水养鱼的

空间，有助于扩内需、
降成本、稳预期。

疫情冲击



突破3%限制-加强逆周期调节



突破3%限制-关注广义财政赤字

公共赤字率已不能反映真实情况，3%的红线已缺乏实际意义，应从广义赤
字率的高低判断财政积极与否，在财政“堵偏门”的背景下应该“开正门”提高公
共财政赤字率。

应从广义财政赤字角度看待财政积极与否，避免出现类似2018年公共财政
赤字率下调、金融去杠杆与财政清理整顿叠加导致广义财政偏紧、基建投资
大幅下滑的局面。在财政“堵偏门”的背景下应该“开正门”提高公共财政赤字率，
使隐性赤字和债务显性化。



突破3%限制-根源是财政体制和考核机制

债务风险的根源是财政体制和考核机制，而非赤字规模本身。控
制赤字主要是基于控制债务、通胀和挤出效应风险的考虑。

我国政府债务率在国际处于较低水平，风险可控：
• 2018年底中国政府部门债务率（49.8%）低于日本（203%）、意大利

（134.9%）、美国（98.6%）、法国（99.5%）、英国（85.5%）、印度
（67.2%）、德国（61.8%）、南非（58.8%）、G20平均（81.5%。

• 我国广义政府债务率（包括融资平台和其他隐性债务）为72.7%，仍低于主要
发达经济体。我国中央政府债务率较低，2018年底为16.3%，具备增加赤字和
杠杆的空间。



突破3%限制-根源是财政体制和考核机制



突破3%限制-根源是财政体制和考核机制



突破3%限制-根源是财政体制和考核机制

2017-2019年，我国
债务付息支出分别为
6185、7345和8338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21.9%、
17.1%和12.6%，增速较
高。

虽然我国政府利息支
出增速较快，但是利息
支出/财政收入在全球处
于中等偏低水平。



突破3%限制-根源是财政体制和考核机制

地方政府在预算外的无序、大
规模举债可能造成巨大风险：

• 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不到位，地方承担过多支出责任；

• 中央对地方的考核长期以GDP为
主、新官不理旧账，地方政府过度
负债。

目前的形势不同于1998和2008年：
• 经济增速下行，开启减税降费，财政收
入增速仅为个位数，远低于1997、1998
年的14.2%和15.9%以及2007-2009年的
32.4%、19.5%和11.7%；

• 随着预算法修订并实施、财政整顿，赤
字和债务隐性化的空间缩小，不得不提
高赤字。

我国是公有制国家，政府拥有大量的国有资产，可承受更多债务。2018年底全国
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国有金融企业、全国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总额分别
为210.4万亿、264.3万亿和33.5万亿，相较西方具备更大的举债能力。



3. 财政赤字与社会总量平衡



国民经济总平衡

C+S+T+M≡C+I+G+X

国民经济模型

• 不论经济处于何种状态，在给定的
时期内，作为总供给的收入流量恒
等于作为总需求的支出流量。

• 政府的所有支出，无论是赤字支出
还是非赤字支出，都汇入支出流量
而构成总需求。

财政赤字预算恒等式

G-T≡(S-I)+(M-X) 财政赤字是储蓄、投资账户结余和对
外贸易经常账户赤字之和。

总供给 总需求

预算
收支
平衡

储蓄
投资
账户

对外贸
易经常
账户



M-X=0     →    G – T ≡ S - I      

国民经济模型-封闭型经济

财政赤字 储蓄投资
账户结余

封闭型经济 一个部门的赤字正是
另一个部门的结余。
政府预算赤字可以由
非政府部门的储蓄结
余来弥补。

财政赤字的增加可以不影响需求总量，因为弥补赤字的资金可以来源于民
间的储蓄结余。政府多支出的那一部分正是非政府部门少支出的那一部分。

赤字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以替代支出的方式嵌入总需求，而不改变需求总量；如
果财政赤字超过储蓄、投资账户结余，则赤字会以增加新的需求的方式叠加

在原有的总需求之上扩张总需求。



M-X>0

国民经济模型-开放型经济

S>I

S=I

S<I

开放型经济

非政府部门有结余，资源净流出。

政府动用国外流入的资源，国外流入的
资源与财政赤字相等。全部赤字都会以
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有总需求之上。

非政府部门的储蓄、投资账户也出现赤字，
需要筹资弥补。由于政府部门也有赤字，
因此两个部门都必须从国外筹集资金。

G-T≡(S-I)+(M-X)

用国外资源弥补
赤字，使总需求
扩张

用国内结余资金弥
补赤字，总需求结
构改变但总量不变

政府动用国外流
入的资源

G-T≡(S-I)+(M-X)
<0>0



财政平衡是社会总供求平衡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平衡
角度研究财政平衡，就财政本身研究财政平衡难以得出全面的、正确的结论。

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目标是社会总供求的大体平衡，财政平衡不过是其中的一

个局部平衡，因而对社会总供求而言，财政平衡本身不是目的，而不过是调节总
供求使之平衡的一种手段。

消费、储蓄、投资以及进出口属于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行为，或者说属于市场
行为，也就是通过市场实现的，而财政收支属于政府行为，因而财政收支平衡
是掌握在政府手中的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财政平衡可以调节社会总需求，也可
以间接调节社会总供给。

财政平衡与总供求的关系



4. 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和经
济效应



财政赤字弥补方式

财政赤字可以通过借钱（债务化融资）和印钱（货币化融资）弥补。

第二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为执行货币政策，可以（五）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
及外汇。
第二十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可以代理国务院财政部门向各金融机构组织发行、兑付国债和其他政
府债券。
第二十八条 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95年3月18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四十六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1995-03/18/content_1481309.htm

货币化融资(赤字货币化)：通过货币创造方式
弥补财政赤字。
• 直接方式：财政部直接向中央银行借款或透支。
• 间接方式：财政部向公众出售国债，随后中央银行

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即中央银行将债务货币化。

债务化融资(赤字债务化)：
通过向公众借款，即发行国
债为赤字融资的方式。



财政赤字弥补方式

中央银行借钱给政府，但各国基本禁止中央银行直接
向财政透支，而主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买国债，基础货
币增加，同时体现对政府债权的增加，有可能引发通胀。

弥补
赤字
弥补

债务化
融资

货币化
融资

需求从私人部门转移到政府部门

增加基础货币，可能产生通胀

财政部门发行中央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当居民和
企业购买国债时，私人部门的银行存款减少，持有的国债
金融资产增加，M2减少，待财政支出时M2增加；当商业
银行购买国债时，超储率下降，国债金融资产增加。



财政赤字弥补方式

赤字债务化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赤字 国债

居民和商
业银行

政府

资金
转移

发行

购买

获取资金 财政支出

准备金

存款
减少

减少

增加
增加

准备金不变则货币
供给规模不变，财
政赤字只是以替代
方式嵌入总需求，
并不会增加总需求。



债务化融资

赤字
发行
国债

流通
货币

央行
买进
国债

-④

基础
货币

持续循环

通货
膨胀

+④

赤字债务化会导致通货膨胀

利率
+②

政府
投资

货币
需求

+ 



债务化融资

赤字 国债

国债利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弥补赤字

税收自然增长无法支付国债利息



货币化融资及效应

货币化融资

基础货币增加

货币供应量

物价水平上涨

财政赤字

财政平衡

货币化融资

基础货币 货币供应量

物价水平

财政赤字

通货膨胀+

+

+

+

Bm =           M



货币化融资及效应

M = B  m 

货币供应量 基础货币 货币乘数

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提高超额准备金率
提高现金比率
降低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率

-

货币需求量

通
货
膨
胀 -

+

货币化融资

+



通货膨胀税

货币发行
数量增加

名义收入增加

物价上升

纳税额增加

购买力下降

通货膨胀税



通
货
膨
胀

https://zh.trad
ingeconomics.
com/

2021-12-31







委内瑞拉

石油储存量世界第一。1970年，
全球最富有的20个经济体之一

忽视本国的农业和工业发展，依
赖美国进口，农民失业

没有独立开采石油的能力，开采
设备严重匮乏。美国控制石油开
采和市场

2010年，美国开始减少进口石油
2014年，国际原油价格下跌
2017年，美国制裁委内瑞拉

大量印钞

物价走高

通货膨胀

产业停滞



铸币税
一国政府可以通过新发行货币去购买

商品和非货币性资产而获取的实际收益。
货币当局总是可以增加货币供给提高货
币铸币税，货币发行的越多，获得的铸
币税也就越多。

铸币税是指由于政府拥有发钞的垄
断权而获得的收益，它是用一定时期
内政府货币创造的购买力来度量，等于
名义货币增长率乘以实际货币余额。



铸币税
汉初允许民间和诸侯国铸造货币，采取货币自由

竞争的制度。汉初统治集团是将货币看作普通财
富，国穷民困只是因为没有钱，铸币就是生产，有了
货币，就可以购置各种各样的消费品。

汉景帝在位时发生七国之乱，吴王刘濞依靠其封
地的铜矿开矿铸钱，掌握了大量货币。

桑弘羊认为，只有将铸币权彻底收归中央，严禁
任何形式的私铸、盗铸，才能缓解财政危机。元鼎四

年（前113年），武帝下令“悉禁郡国毋铸钱”。五铢
钱也成为中国历史上行用最久的铜币，直到唐初才废
除，改用开元通宝，共历时七百多年。

告缗令+商业税 盐铁工业收归国有皮币+白金疯狂“卖爵”



5. 财政赤字未来走势



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增势不减

一是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补助支出
高速增长。

• 本世纪初起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60岁以上
人口已达2.7亿，其中1.7亿为65岁以上人口。我国
属于养老金替代率较高国家，且又建立了退休人员
基础养老金逐年增长机制。这些因素对养老保障构
成了强劲支出增长压力。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养老保障支出2019年已突破1.8
万亿元，年增加额近2000亿元。降低企业养老保
险缴费率之后，养老保障水平又不得降低，这实
际上形成了新的收支缺口，要求加大一般公共预算
对社会保险预算的补助力度。

https://new.qq.com/rain/a/20201103a03e6u00



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增势不减

二是医疗卫生支出将高增长。

• 保证14亿人享受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是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突出表现。这要求
财政持续加大投入。2013-2018年医疗卫生与计划
生育支出从8279.9亿元增至15699.7亿元，增幅90%，
分别超出教育44个百分点、科技27个百分点、交通
运输72个百分点、社会保障和就业3个百分点。

• 未来人口老龄化加速、公共卫生体系优化、医疗保
障水平抬升和医疗保险缴费增速下调四大因素将迫
使医疗卫生支出高速增长。

•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对我国公共卫生体
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适龄人口数量增加的条
件下保障水平还要提升。



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增势不减

三是教育、节能环保、扶贫等支
出仍将持续扩张。

•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教育支出进入高增长时期，
近十年年均增速超过8%，占GDP比重已达4%。
未来我国青少年人口数增速会下调，但绝对数
还会增加。2亿多的在校生数短期内不会跌破。
按占GDP比重4%推算，今后年度教育支出将在
4万亿元以上。如果考虑到要加大学前教育和职
业教育投入因素，未来五年教育支出要突破4.5
万亿元。

• 节能环保压力和扶贫压力不会减弱。如按年均
10%增速推算，两项支出合计未来五年将突破
1.5万亿元。

https://new.qq.com/rain/a/20201103a03e6u00



财政收入增长乏力

未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额将呈低水平
平稳运行势态，原因有三：

• 税制改革把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两个主体税
种的收入增长制度空间大大压缩。

• 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渐强将抑制总体税源扩
张。

• 政府行政事业性收费改革极大地规范了非税
收入制度，相应瓦解了收费收入增长的制度
基础。

https://new.qq.com/rain/a/20201103a03e6u00



赤字自循环压力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不断增
长债务规模相应急剧扩张。一般公共预算中
支出债务付息比重不断上升。

• 2017年为23.6%，2018年为18%，分别超
出当年支出总额增速16和10个百分点。

• 2019年中央财政债务付息支出占中央本级
支出比重为13%。2020年升至15%，在中
央本级各项支出中排位第二。

在付息支出规模扩张过程中，其他刚性
支出又不能减少，只能靠增加赤字来解决问
题，导致债务规模和付息规模越来越大，形
成赤字扩张自循环。

https://new.qq.com/rain/a/20201103a03e6u00

赤字

发债

债务还本
付息

+

+

+

赤字自
循环

我国为弥补
赤字，发债
产生的利息
列入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赤字自循环压力

凯恩斯主义强调可运用赤字刺激经济。

从经济增长拉动角度看，财政赤字形成
的财政支出占总需求比重不会超过10%，财

政赤字只能小幅助推经济增长。

从结构角度分析问题，财政赤字派生的

财政支出大部分是流向消费而不是投资，
则经济增长拉动力就更低。

赤字是良药，是药三分毒。有偿化筹措
政府收入人为加大了公共产品供给成本，加
大了当代人和后代人的负担。

https://new.qq.com/rain/a/20201103a03e6u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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