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中國經濟網23日報道 從今年
11月25日起，浙江省6家農村合作銀
行將恢復執行正常的存款準備金率
水平，這一舉措不能理解為下調其
存款準備金率。
人民銀行解釋稱，近年來，人民

銀行對農村合作銀行實施有區別的
存款準備金率政策，每年11月對農
村合作銀行當年前三季度的信貸情
況進行評估，對支農信貸投放力度
不能達到一定標準的農村合作銀行
執行比正常水平高0.5個百分點的存

款準備金率。2010年11月25日起，經
評估對全國20多家農村合作銀行(其
中浙江省6家)執行有區別的存款準備
金率(現為16.5%)，期限一年。今年11
月到期後，人民銀行對其恢復執行
正常的存款準備金率水平(16%)。
人民銀行相關負責人表示，人民

銀行將繼續貫徹實施穩健的貨幣政
策，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
促進貨幣信貸總量合理增長，引導
金融機構加大對「三農」、小微企業
等經濟社會薄弱環節的信貸支持。

農合行存準率復常
央行：不能理解為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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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政府年底搶花3.5萬億
專家促公開預算　改革預算體制

據《上海證券報》23日報道 國家
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白景明22日在中
央財經大學地方債論壇上表示，財政
政策未來或將再出手。他預計未來財
政投資將有新增長點，且新一輪財政
投資規模不會小於上輪投資。
雖然近期投資增速連續數月走低，

各機構也預測未來投資增長將進一步
回落，白景明仍表示目前新一輪投資
規劃正在形成中，其中保障性住房、
水利建設以及交通投資在一段時間內
仍將持續為投資增長點。
根據其預測，下一輪財政投資的整

體規模將不會低於上一輪經濟危機時
投入的財政支出。白景明指出，當前
財政支出有幾點變化趨勢值得注意，
其中首先就是財政支出規模膨脹已成
為必然趨勢，中國正不斷加大對基本
公共服務的支出。

地方發債仍有壓力
而在地方債方面，白景明表示，近

年來中央財政對債務的依存度有所增
加，且財政支出規模的剛性增長和財
政制度的變革未來還將持續對地方發
債造成壓力。
據其分析，過去財政收入的高增長

主要來源於稅收增長，特別是進口環
節稅收和所得稅比重近年來不斷上
升。「若財政收入未來仍能保持高增
速，則地方要求發債的壓力也會減
輕，但接下來財力高增長的可持續性
還需研究。」

財政部數據顯示，2007年，各級政府
在最後一個月花掉近1.2萬億元，2008年
12月財政支出超過1.5萬億元，2009年達
到2萬億元，2010年則為1.3萬億元。而
今年，這一數字或將達到3.5萬億元。

節約「吃虧」 來年預算縮減
無論最終能否花掉3.5萬億元，財政年

底突擊花錢已是不爭的事實。《中國青
年報》分析認為，財政年底突擊花錢的
根源在於，中國實行傳統的「基數預算」
的制度。
在這種模式下，每一年的預算決策都

是在上一年撥款的基礎上增加一定的數
額，並且結餘全部上繳。「這就導致了
政府大多寧可花錢也不願意省錢，花掉
的錢可以轉化為光鮮的GDP和顯赫的政
績，而省下來的錢，除了上繳沒有別的
用處。」
「我們不允許上一年沒用完的預算留

到下一年，因此只能在有限的時間裡全
部花完。」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在
接受《中國青年報》採訪時說，「突擊
花預算」是各個部門、各個單位都存在
的普遍現象，節約只會吃苦，「人們習
慣上還是會把上一年預算花銷的數額變

成下一年的金額」。

財政部將建預算績效管理
專家認為，要改變年底突擊花錢現

象，預算公開和預算改革才是治本之
道，把各級行政機關的行政經費公開，

將行政成本的控制置於公眾監督之下。
對此財政部有關負責人近期重申，財

政部門將堅決制止「年底突擊花錢」，
下一步將進一步健全各單位部門預算執
行管理制度，完善預算支出責任制度，
建立預算績效管理制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內地各級財政年底突擊花

錢，就像是一部年度播出的連續劇，飽受爭議卻年年上演，而突擊

花掉的金額卻如滾雪球般越來越大。據《中國青年報》報道，今年

年底或將有逾3.5萬億元（人民幣，下同）財政收入被突擊花掉，達

到全年財政支出預算總額的35%。有關專家認為，儘管中央三令五

申堅決制止，但要改變財政年底突擊花錢的「頑疾」，

預算公開和改革預算體制才是治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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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年底，在中辦、國辦

「嚴禁突擊花錢」的禁令下，卻

還是「又到突擊花錢時，歲歲年

底『花』相似」。政府年底突擊

花錢的現象，顯然已成為中國特

色的頑疾，幾乎每年都會上演，

今年最後一月要突擊花掉3.5萬

億，從金額上看可謂達到了歷史最高峰。

之所以年年突擊花錢，筆者認為，其中一個

重要原因是中國多年來一直實施「赤字財

政」。近三十年來內地一直奉行通過財政支出

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導向，在制定政府預算時

都安排赤字目標，這種「赤字預算」實質是鼓

勵政府「花錢」，而不鼓勵財政盈餘的。

穗地鐵省18億老總挨批
在政府依靠花錢來拉動經濟的體制下，花錢

少，並非「節約有功」，而是「辦事不力」。

2008年廣東省兩會上，原廣州地鐵老總盧光霖

曾提到，地鐵2號線的預算是106億元，結算時

只花了88億元，省下18億，盧光霖卻挨了上級

批評。

還有媒體曾報道，某地級市整治一條河涌，

預算沒花完，將餘額上交財政時，上級部門卻

說：「績效不好！怎麼還剩1,000多萬？」

如果一個部門將預算經費結餘下來，不但得

不到制度上的鼓勵，反而會影響其工作成績的

評價及下年預算經費的數量，那麼該部門當然

會選擇在年終時將預算經費突擊花完。

另外，中國現行財政預算制度本身也有不合

理之處，編制預算時以上年情況為依據，今年

花不完明年就可能被核減，政府部門自然會有

「不花白不花」的心理，助推了突擊花錢的行

為。

實際上，一個對納稅人負責的政府，應以節

約為原則，將財政盈餘還富於民。從近年來政

府高速增長的財政收入來看，是具備獲得財政

盈餘的可能的，而在目前這種「官富民窮」的

情況下，可以考慮將財政盈餘分給全民，以減

輕民眾生活負擔。新加坡、香港等地政府都曾

用財政盈餘為全民發「紅包」。

■海巖

 

赤字預算 實質鼓勵花錢

■財政部重申，將堅決制止「年底突擊花錢」。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