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俏彬：明年财政政策应以

调结构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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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 

 

近日，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青年学术论坛举办“2023 年如何做好

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专题研讨会，就 2023 年我国面对新的国内外经

济金融形势，应当如何统筹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治理中的

职能定位、如何把握好财政货币政策的力度、如何优化财政货币政策工具

结构以及财政货币政策如何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深入研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冯俏彬出席会议并作专题发

言。 

冯俏彬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赤字率一直维持在 3%以内，

成为财政政策事实上的刚性约束。尽管当前我国名义赤字率和债务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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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 IMF 的国际可比口径看，中国实际赤字率为 6.1%，债务率为 71.5%，

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并不如想象中大。当前我国最大的问题是“三多三少”

的债务结构，即中央债务少，地方债务多；一般债务少，专项债务多；显

性债务少，隐性债务多。这会对 2023 年的财政政策产生很大影响。冯俏

彬认为，2023 年财政政策总体上会继续保持积极态势，但要在结构调整上

做好文章。具体来说，一是要优化债务结构，适当增加一般债规模，缩减

专项债规模；二是要优化财政投资结构，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推动财政

在投资方向、投资主体、协同性方面做好协调，加强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三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保持一定支出强度的同时，重点支持教育、

科技、就业、社会保障等领域，用好现有政策工具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四

是要优化政府收入结构，发挥好国资国企在国家财政体系中的作用；五是

要优化减税降费结构，从支出端、收入端两方面进行调整，同时完善社会

激励机制，鼓励通过勤劳致富来获得较高收入，加强政策和制度信号的引

导；六是要解决好地方财政运行困难的问题，防范土地收入下降对财政的

日常运行产生过大冲击，在专项债和一般公共预算之间建立“防火墙”。 

从当前的国际形势、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情况、国家重大战略等各方

面看，明年财政政策要继续保持积极态势。但在“积极”这一大方向确定

的前提下，财政政策的具体内容要牢牢地抓住“结构调整”做足文章。 

第一，优化债务结构，适当增加一般债规模，缩减专项债规模。基于

我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投资方面出现的一些新特点和新要求，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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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可考虑适当缩减专项债务规模，相应增加一般债务。因此，也可适当增

加中央债规模，缩减地方债规模，并严格控制隐性债务。 

第二，优化财政投资结构。从今年专项债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出，专项

债使用效果不及预期，这与我国经济转型的关系密切。中国经济进入新发

展阶段以后，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空间大大缩小，以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为

主线的新基建投资在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更需要为社会投资、民间投资

创造空间。这对政府投资方向、主体和规模都有很大影响。某种意义上讲，

我们已经进入了重新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关键时点。从财政政策的角度

看，政府投资仍要继续。但一要坚持财政投资的基本特性，突出基础性和

公共性；二要牢牢地抓住数字经济、绿色发展这两个方向，突出重点；三

要想方设法带动民间投资和社会投资。总而言之，应该从深化投融资体制

改革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推动财政在投资方向、主体、协同性方面做好协

调。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还需要做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过去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更多强调交叉点，比如政策性金融。

近年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出现了很多新形式，包括结构性

的货币政策、总量性的财政政策等。今年在“适度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的情况下，政策锚点已经转向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这意味着大部分

任务可能会落到政策性、开发性金融身上，而这正是传统财政政策与货币

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领域，相应的工具和手段比较成熟，经验也很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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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在这一点上做好配合。 

第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受各种因素影响，今年财政确实比较困难。

但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上看，明年财政支出仍要保持一定的支出强

度、同时要加快支出进度，通过财政政策向各方面传递出积极信号。要进

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好重点支出，包括二十大报告中提到的教育、

科技、就业、社会保障等领域，当然也包括受疫情和经济下行影响较大的

中小微企业。要发挥好“自动稳定器”的作用，用好用足我国社会保障、

社会救助体系，解决好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问题。 

第四，优化政府收入结构。当前我国宏观税负只有 15%左右，但正常

情况下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在 30%~35%之间，这其中差距主要通过其

他收入进行补足，包括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其他收入等。

从体制层面看，当前我国提高税收的可能性不大。要在税收收入有限的情

况下保持财政支出强度，就只能多在统筹存量上做文章，如国有资产经营

红利上交比例、盘活存量、加强对国资国企收益管理等。最近一段时间，

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明年还要进一步加强。这也体现出

我国的体制特点，国资国企作为政府资源，理应在国家财政体系中起到应

有的作用。 

第五，优化减税降费结构。从支出端看，减税降费要逐步从大规模、

总量式减税，优化为结构性减税，突出支持重点。对该支持的领域要继续

支持到位，比如制造业、科技行业、绿色产业、中小微、个体户等。从收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88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