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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财政分权财政政策与需求结构失衡》主要从财政角度分析需求结构失衡，尤其是其中的居民消费需
求不足问题。
之所以选择这一主题，主要源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是中国内外经济双重失衡的根源。
居民消费需求不足问题不解决，中国内外失衡问题不可能有效解决。
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扩大内需，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就一直是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和主要抓手
，但收效甚微，因为在经验上，居民消费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到
2010年已下降至37％以下，这远远低于50％的世界平均水平。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居民消费需求不足？
为什么宏观调控未能稳定并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本项研究试图从财政分权、财政政策等财政角度对上述两个问题展开分析。
应该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已有文献讨论的收入分配差距、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城乡二元治理等，但从财政角度研究的文献却很少。
而实际上，在中国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居民消费需求受到挤压主要源于财政分权的制度
安排，因为在现行的分权体制和制度结构下，政府与企业更容易形成隐形战略联盟，从而形成不利于
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
同时，政府出于竞争压力和增长目的，更倾向于采取有偏的财政政策治理经济，而这些政策虽然在短
期内对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有一定作用，但从长期看，由于受工具性约束和制度性约束，对居民消费需
求产生了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所以不仅未能稳定和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反而使居民消费意愿进
一步下降。

整个研究包含八个部分，这八个部分既相互独立，又有一定关联性，从不同角度分析居民消费需求不
足的财政原因。

第一部分对我国需求结构失衡与否及其失衡程度作出判断，在钱纳里和赛奎因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
造需求结构变化与收入转换、市场规模和结构特征的关系等式，探究需求结构，主要是居民消费率变
化的一般模式及其主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数据模拟结果对我国需求结构变化是否偏离其变化
的一般模式作出判断。

第二部分给出从财政角度研究我国需求结构失衡的分析框架。
首先分析财政分权体制、分权制度设计与分权体制下的财政政策选择对中国需求结构变化的影响，揭
示前者引起后者的内在机理。
在此基础上，进而对需求结构失衡的风险传递效应进行实证描述。
接着对需求结构失衡中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可能的财政解决办法进行分析，构筑居民能消费、敢消费
的财政体制与政策环境。
最后对体制调整和政策选择过程中需要处理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第三至第五部分主要从财政分权角度考察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财政体制因素。
其中，第三部分主要从体制演进视角研究财政分权策略与政府财政支出意愿的关系，重点解释公共品
供给不足产生的原因。
第四部分主要从地区间竞争视角研究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策略选择，重点解释竞争压力与政府财
政收支决策的内在逻辑关系。
第五部分主要从激励结构视角研究分权体制下的转移支付制度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行为的关系，重
点解释分权制度安排对公共品提供主体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影响。
这三部分主要是对第二部分分权体制及其制度安排对需求结构主要是其中的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分析的
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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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遵循的逻辑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源于公共品供给短缺，而公共品供给短缺又源于财政分权策略
及其分权制度安排。

第六至第八部分主要从财政政策角度考察居民消费率下降的财政政策因素。
其中，第六部分主要研究消费者信心与居民消费需求的关系，重点解释消费者信心对扩大居民消费需
求的重要性。
第七部分主要研究消费者信心与财政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重点解释消费者信心在财政政策调控
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消费者信心非对称变化的财政政策因素。
第八部分主要研究消费者消费意愿与财政政策关系，重点解释消费者消费意愿趋势变化特征及其财政
原因。
这三部分主要针对第二部分分权体制下的财政政策选择对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分析的深化。
分析遵循的逻辑是：居民消费需求高低是否除了受收入约束外还受信心约束？
消费者信心与财政政策之间存在怎样的双向作用关系？
消费者信心下降直接表现为消费者消费意愿的下降，在消费意愿下降过程中，财政政策又扮演了怎样
的角色？

通过研究，获得了如下结论：
·在经验上，我国需求结构自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就开始进入失衡状态，其中水平偏低和下降速度
过快是其主要特征。
尽管失衡一直存在，但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严重，尤其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如果考虑水平
偏低的历史因素，需求结构失衡程度依然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当前需求结构失衡在某种程度
上可以说是高增长的必然结果。

·我国分权体制下的财政制度安排是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的重要财政原因。
重新平衡需求结构，需要在现行体制框架内重构财政支出体系，构筑居民有钱消费、敢于消费的制度
环境，同时确立以直接税为主的财政收入制度，构筑政府有效行政的激励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内生平衡
机制。

·以中央政府为主导、财权划分为核心的财政分权策略是中国公共品供给相对短缺的根源。
提高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和政府公共品提供意愿，需要重塑财政体制的激励结构，从财权意识转向公共
责任意识，而不是仅仅解决财政体制存在的收支不匹配问题。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中国地区间竞争正在由单纯的粗放式税价竞争转向财政支出竞争，财政支出竞
争的结果是社会事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以及社会性支出增长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
社会事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和社会性支出增长滞后，直接导致公共品供给相对不足。

·分权体制下的转移支付制度设计对地方财政收支决策构成了不恰当激励，造成地方政府严重的预算
软约束和有偏的支出倾向。
转移支付下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和行为变异，直接导致转移支付资金难以充分转化为地方政府的公共
品供给。

·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导致的公共品供给不足，不仅使低收人群体难以充分参与经济增长成果分享，而
且恶化了中等以上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预期，成为居民消费不足的主要财政根源。

·积极财政政策对恢复消费者信心作用显著，但作用效果在不同政策工具之问差异明显。
扩张偏向的财政支出政策虽在萧条时期对消费者信心有显著促进效果，但主要是通过增加社会性支出
实现的；而快速膨胀的行政管理费却恶化了消费者信心，抑制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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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主要源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而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与财政政策调
控策略密切相关。
中国以扩大财政支出为主的内需扩张政策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呈显著非凯恩斯效应。
虽然财政收入政策的作用效果表现为凯恩斯效应，但在过去10多年中，我国财政收入政策总体上却是
紧缩的。

《财政分权财政政策与需求结构失衡》的作者是李永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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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实际上，在经历了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之后，伴随着物质财富的膨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成为了当下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如何解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应成为当前解决所有问题的抓手。
但直到21世纪初，中国还没有摆脱改革开放初期的认识，依然将增长和效率作为一切问题的中心。
当然，我们不是说增长和效率不重要，增长和效率始终是资源配置的两个最重要的目标。
但在强调增长和效率的同时，传统的认识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换之后并没有被及时地更新。
各种社会矛盾向后推移，致使社会的各种潜在矛盾不断累积，各种潜在风险不断升级并最终累积为影
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公共风险。
所以应当摆脱问题可以在增长中自动解决的传统认识，突出稳定和公平的相对重要性，在稳定中追求
增长，在公平中兼顾效率，只有如此才能逐步缓解社会的各种矛盾。
那么为什么稳定与增长、公平与效率在中国没有发生适时地转换呢？
其主要原因在于固化的利益结构。
在固化的利益结构下，公平问题和稳定问题被推向了市场，而效率和增长成为政府执政的两大行为目
标。
然而事实上，无论是稳定问题还是公平问题，都不可能通过私人部门的分散决策得到有效提供和解决
。
相反，稳定问题、公平问题都是政府职能，两者都是典型意义上的公共品。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领域存在的环境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教育卫生科技投入不足问
题、社会保障缺失问题、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内外部经济失衡等问题都是政府在公平和稳定问题上责
任缺失的外在表现，都属于公共品供给短缺问题。
所以解决公共品供给不足应成为当前解决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的核心抓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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