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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有必要延续积极的财政政策 
 

杨志勇 
 

    近期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常态化的讨论比较多。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要经过权衡取舍，

往往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才能实现既定目标。特定时期的经济政策是结合经济环境作出的选择。

对于经济政策的评价，同样不能脱离当时的经济环境。 

    这一轮积极的财政政策从 2008年开始，已经持续 12年，但具体内容和运作方式在不同年份

呈现不同特点。就减税而言，最初强调“结构性减税”，近几年则是在“大规模减税降费”的背

景下进行的，减税的广度和深度大有不同。就扩张性而言，今年财政赤字率上调到 3.6%以上，从

守住不超过 3%的界限到 3%的突破，与短期经济环境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当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内容之一是扩大政府债务规模，而这离不开合理的流动性，货币政策

要为财政政策提供合理的支持。 

    财政支出在扩张的同时，政府注意“过紧日子”。近年来，随着新预算法的实施，预算支出

更加注重绩效，财政支出方式创新，建立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收到了预期效

果。因时因势而变且注意防范财政风险，是积极财政政策运作中的一大特点。 

    明年我国有必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2021年，国内外经济形势预计依然复杂，疫情影

响的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依旧存在，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有延续的必要。不少减税降费政策是制

度性的，税费负担不仅没有上调的可能，一些减税措施还需要结合现实抓紧落实。例如，增值税

税率三档并两档的简并税制改革，可行的途径是税率就低不就高，部分税目还需要根据特定服务

业的属性在税收待遇的选择上进一步优化，如金融服务增值税等。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 45%的税

率在实施中，为了吸引人才，一些地方已经采取包括奖励或直接下调税率的措施降低人才或境外

人士的适用税率。 

    与此同时，财政支出存在内在扩张压力。明年是“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年，各类重大项目陆

续启动，财政投资相对于平常年份有扩大的必要。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

社会保障水平提升，社会保障支出在持续扩大。 

    高质量发展要求高水平的宏观调控。在财政收支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在房地产调控更加注重

“房住不炒”的条件下，土地财政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为政府提供可支配财力。加强政府财源

统筹，可以释放出更多政府财力，但考虑到经济形势以及财政收支的可能，明年只有继续保持积

极的财政政策，才能实现财政的正常运行，才能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与此同时，合理设定财政

赤字率，满足财政风险防范的要求。相应地，货币政策还需要保持稳健，并提供相应的合理流动

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应该是在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的前提下，让财政政策

和货币政策的运行更加符合宏观调控的需要，而不是简单地让政策紧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