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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政策对完善我国财政公共支出制度的借鉴  

http://www.crifs.org.cn  2009年1月19日  钟 晨 

[摘要] 在我国建立财政公共支出制度的过程中, 有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对此, 可以结

合我国国情, 理性地借鉴美国财政政策的相关经验, 具体包括: 合理界定财政支出领域; 有效控制

行政支出; 重视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 通过政府采购制度增强政府支出透明度, 提高公

民纳税积极性; 对财政支出进行有效监管, 克服政府“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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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 其实行多年的市场经济制度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也使美国拥有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地位。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以克服市场经济天然

缺陷为目的的公共财政政策的灵活运用对此成就的取得“功不可没”。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 

学习并借鉴美国财政政策及相关经验将有助于我们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我国特殊国情的

财政支出制度。 

一、财政公共支出的内涵 

早期的西方学者普遍认为, 财政就是政府收入和支出的管理, 或者称之为政府资金的征收、使

用和管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财政的定义却更倾向于把财政政策的执行者——政府视为参与

市场经济活动的一个特殊的单位, 于是也就有了“财政是政府进行的经济活动”[ 1 ]和“财政的根

本含义不是有关资金方面的, 而是涉及资源利用、收入分配和就业水平的, ”[ 2 ]全新的基于市场

经济基础上的公共财政定义。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高速发展, 尤其是英国工业革命后带来的全世界

范围内的资源重新配置, 市场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显现无疑, 而这势必会损害公众的利益。手握市

场相当大部分资源的政府, 在实行财政支出政策时就要充分考虑其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影响, 这种谨

慎就产生了现代意义的“财政公共支出”制度。 

我国财政的公共性有一个发展过程, 计划经济条件下,财政的公共性范围无序扩张; 建立市场经

济体制后, 财政部将“公共财政”正式定义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主要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

行的政府收支活动模式或财政运行机制模式, 是国家以社会和经济管理者的身份参与社会分配,并将

收入用于政府的公共活动支出, 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一般而言, 财政公共支出有狭

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财政公共支出”指通过公共部门预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所造成的费用, 

即在公共部门支出账户上所表现的数额。广义则还要加上由于政府实行多项财政政策和法规导致的

私营部门增加的开支。本文所谈为广义上的财政公共支出。 

二、美国财政支出政策的经验 



美国十分明确的定位了财政部门的职能, 即以“市场失灵”为标准, 凡是市场能解决的, 财政

就应退出; 凡是市场不能解决的, 财政就应介入。笔者认为, 在近10多年美国的财政政策实行过程

中, 值得我国借鉴的经验有以下几点: 

1. 合理界定财政支出领域 

在我国, 一般侧重于把财政支出的应用划分为行政和国防支出、科教文卫事业性支出、政府投

资和社会保障支出。美国的划分更多地是按支出是否在经济上直接获得等价补偿而把支出划分为两

类: 

(1) 资源消耗性支出: 代表着政府公共部门的消费和投资性支出, 又称购买性支出, 这种支出

方式意味着政府可直接获得等价的商品和劳务, 并将其转化为公共产品用于满足政府活动的需要, 

支出内容有国防、教育、太空、公路、水利等。 

(2) 转移性支出: 由社保与社会福利构成, 内容有各种补贴、往来拨款、资本转移与债务利息

支出。这样的划分更能体现政府如何通过财政政策来履行其经济职能, 而且又便于计算, 且形式简

洁, 所以显得比较合理。 

2. 有效控制行政支出 

美国的行政开支占总支出的比重相对较低, 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的比重偏低, 甚至在没有事先

预算的情况下, 一个州长请客人吃饭都得自掏腰包。 

3. 重视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 

因为信奉凯恩斯经济理论, 美国在国防支出方面一直是十分“大方”的, 即认为“医治失业与

经济危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推行赤字财政同时扩大预算支出”, 而国防的支出往往是巨大的, 所以

比较容易达到赤字的“要求”。尤其美国在20世纪几次对外战争中均是国防支出高企, 比如1955年

止朝鲜战争支出了2200亿美元, 1967越南战争支出了2400亿美元,70年代以后由于军备竞争加剧, 国

防支出则达到了2800亿美元。而其产生的经济效应也是明显的。政府因国防造成的大量财政赤字有

效刺激了民众的投资需求, 缓解了当时经济运行疲软。在小布什上台后, 从2002年到2006年, 美国

政府增加了200亿美元国防科研发展资金, 分配20%的科研发展资金特别用于推动美国武装力量和技

术更新。“9. 11”以后,小布什签署了《国防拨款法案》, 进一步加大了国防开支力度, 也使得美

国经济在多年疲软后出现了抬头趋势并控制了伴随而来的通胀问题。[ 3 ]美国的国防支出政策之所

以长期受到美国政府的青睐, 原因绝不仅仅只是为了加强其防御能力,还因为其能给经济带来巨大的

拉动作用。 

4. 更强调受教育的公平性 

教育支出与国防支出相比, 前者并不是一种纯公共产品,因为额外地为一个儿童提供教育的边际

成本并不低, 可能甚至等于提供教育的平均成本。所以, 教育支出是需要政府大力扶持的。当今美

国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 这是很具长远战略眼光的, 也决定了政府要逐年增加这方面的支

出。 



美国政府提供的教育支出主要有3种方式:(1) 学费补助——直接补给学校当局, 用于政府对私

立高等教育的支持; (2) 收入补助——为了使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能上学; (3) 定额补助——让居民

享受到一定数额的免费教育, 这有利于普及基础教育。 

通过这些途径, 美国的地方、州、联邦政府在教育上的总支出每年超过3800亿美元。自1970年

以来, 实际生均教育支出共计上涨了80%。 

目前美国又有了新的途径支援教育事业, 那就是开展职业培训计划, 其主要是针对贫困的另一

可能原因——缺乏劳动市场所需技能而被提出。大部分参与者都反馈说这些计划常常会提高他们的

收入, 且提高的收入大于参加计划的成本。[ 4 ] 

在美国, 教育支出可以看作特殊的政府投资, 也就是对人才的投资。已有人证明, 对人力资本

的投资是西方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5. 通过政府采购制度增强政府支出透明度, 提高公民纳税积极性 

现代各国的政府采购资金数额庞大, 一般要占GDP的10%以上, 这使政府采购对社会经济有极大

的影响力, 也是市场供应商极为关注的对象。在美国, “政府采购制度”大大地提高了财政的支出

效益。同时, 推行此制度还有利于规范政府行为, 降低采购成本, 提高财政支出效益并优化资源配

置, 还可以提高政府支出透明度, 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监管, 从而有效抑制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现象。 

6. 强调转移支付的社会保障支出方式, 缩小贫富差距力度显著 

美国采取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所以非常强调私有权利, 并逐步形成了个人主义色彩浓

烈、不爱储蓄、商界与劳工界及政府三者互相怀有“敌意”的生活方式。[ 5 ]于是美国政府一直很

注重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 尤其是对低收入者的扶持。其支出制度一般采用类似征税制度的累进、

累退和按比例支出的方式, 主要有支付食物和支付补助金两种形式。前者提供诸如“医疗补助支

出” (各州和地方按人均收入的不同, 向医疗补助支出基金提供20%-50%的资金, 剩余的由联邦政府

通过转移拨款进行补贴) 之类为低收入者提供免费医疗的政策, 而后者主要是向穷人们提供可随意

使用的现金救济, 比如“家庭及子女救济支出” (AFDC) 政策。 

7. 医疗支出注重建立“防范于未然”的保健体系 

在美国, 虽然医疗方面的支出已经比较巨大, 主要有医疗补助支出、退伍军人医疗支出、公共

部门卫生机构的研究教育支出等, 但仍有相当大部分用在了“老年医疗保健”上。美国的保健业十

分庞大, 雇佣者1000 万人左右, 创造了13.5%的GDP。 

8. 与独立的货币政策良好地配合, 政策实施针对性较强 

在美国, 由于其中央银行——联邦储蓄委员会是高度独立和自治的一个机构, 它并不听从于任

何政府部门, 只对国会负责, 所以, 政府往往先想到用财政政策应对经济危机,以便更好地传导市场

变化信息给消费者, 再用相应货币政策工具辅助已颁布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 以努力

降低财政支出过大造成赤字的负面影响。 

9. 对财政支出进行有效监管, 克服政府“失灵”问题 



在美国, 财政体制实行联邦财政、州财政和地方财政三级管理的体制, 并设立了“联邦审计

署”, 负责对财政资金使用和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重大违法违纪问题进行调查处理。监管上也运用了

高科技管理手段, 比如建有全国联网的计算机系统, 使财政监督信息得以共享。同时, 美国还在不

断加强和完善20世纪初就借鉴英国经验建立起的“预算财政支出制度”, 以接受全国人民的审查。

此举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的势头, 改善了政府和民众的关系, 从而增强了政府行使其经济职能的正当

性。 

三、结语 

面对当前国际社会的诸多政治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 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的中国面临

着多方面的压力, 亟需一个以国家为有力保证的且运行良好的财政支出政策, 以实现缩小社会贫富

差距、增强综合国力、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刺激有效内需、缓解GDP过于依赖出口而导致流动性过剩

和物价上涨等多层次的目标。对此, 我们可以理性地借鉴美国的相关经验, 但要注意“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 财政支出政策应该着手强调其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减低社会低收入群体心理落差的职能

等方面, 并致力于完善我国财政公共支出制度。 

参考文献: 

[ 1 ] [日] 岸田俊辅. 图说日本财政[M ]. 东洋经济新报社, 1978. 

[ 2 ] [美] 理查德·A ·马斯格雷夫. 财政理论与实践(第五版) [M ].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 2003. 

[ 3 ] [美] 哈维. S. 罗森. 财政学(第6版) [M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4 ] 陶 坚. 美国自由市场经济[M ].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5. 

[ 5 ] [美] H·N·沙伊贝, H·G·瓦特等. 近百年美国经济史[M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1983. 

 

    文章来源：经济体制改革      （责任编辑： xl） 

  

  

  

 
 

Copyright© 2005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版权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通信地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   邮政编码: 100142  联系电话: 86-10-88191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