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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一般分

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

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需求不足的局面，

中国开始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许多经验分析结果表明，1998年以来

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财政投入拉动实现的。相比之下，货币政

策对于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却相当微弱。

进入2004年后，由于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开始了稳健财政政策

时期，并取得了积极效果。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财政政

策、货币政策都采取了相应对策，这将对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运

行产生影响。因此，深入研究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

财政政策取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1998年以来中国具体财政政策措施

1.1998年～2004积极财政政策阶段

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来源是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是

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以达到供给和需求平衡

或者其他特定目的的一种财政政策。

1998年，中国经济经过20年的高速增长，大部分制成品已由卖

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

经济增长。1999年～2004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形势

困难，国内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经济增长粗放等问题尚未

解决。为此，中国在以后几年时间里仍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

财政支出规模根据形势变化有所调整。

2.2005稳健财政政策阶段

稳健财政政策具有新颖的、丰富的、深刻的科学内涵,概括地说,

就是“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

当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时，应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刺激经济增长。但当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时，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仅

不利于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且易于加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和

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中国2003 和 2004 年间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

9%～10%，而这两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3%和 9.5%。所以，

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已不合时宜，中国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开始

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二、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1.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1998年～2004年,中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到2003

年，共带动配套资金3.28万亿元。连续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取得

了显著成效。相关资料显示，从1998年至今，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在每

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的同时，也使国债规模达到2万多亿

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接近3%。2004年，中国经济基本走出

通货紧缩的阴影，并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

也在不同程度和方面引起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2.稳健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和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现阶段的宏

观经济形势及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钢材、汽车、房地产等过热行

业开始出现降温迹象或者局部出现降温，农业、教育、能源等相对落

后行业开始看到较好的发展前景。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于防止经济

大起大落，控制通货膨胀和防止通货紧缩，保持中国经济继续持续平

稳增长，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由于稳健财政政策实施时间较短，就目前实施情况来讲，还处于

探索和实践阶段，但是其积极效果已经在部分领域内有所显现。

三、中国未来财政政策走向

尽管尚未公布明确的时间表，但诸多迹象表明，中国现行固定汇

率制度将逐步转向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基于经济环境及各种增长要

素的变化，中国实施的相应财政政策一定要和改革步伐保持一致，即

应该将收入的增量更多地用于支持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这样既可以

实现财政支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又可以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

根据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应该将宏观调控的重心从目前以

需求管理为主转变为短期的需求管理与中长期的供给管理相结合方面

来。通过“稳健”的财政政策解决短期稳定问题的同时,保证中长期

的供给稳定，实现宏观调控的短期目标，使宏观经济指标维持在长期

来看适宜的区间内。

四、结论

1998年以来，中国财政政策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经历了从

积极财政政策到稳健财政政策过度的历史时期，成功解决了经济“软

着陆”之后的国内需求不足、就业压力大、外贸出口困难等一系列经

济问题。并且不失时机地开始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并取得了改善税

收政策、刺激私人投资增长、废除部分农业税等积极效果。应对世界

经济发展新格局及中国入世尚未解决的各种经济问题，中国应该适时

采取正确的财政政策，探索和实践适合中国国情的相关财政政策体系

及创新路径。

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出快速升温的迹象。今后经济发展必须立足

于国内资源和需求上，依靠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依

靠民间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应逐步回归年度平衡预

算，并确立相应的规则体系。未来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发展趋

势是基于有限平衡预算的相机抉择财政策略，增强财政政策的自动稳

定功能，实现经济自主性增长，改善经济财政体系运行环境。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财政政策措施及其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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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为维护地区经济稳定，采取了必要有力的财政政策，有力的维护了国家经济

利益，为亚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文章定量分析了1998年以来中国财政政策的目标及其效果，并对

中国财政政策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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