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论道

In-depth Comment

赵乃育

/

漫画

孙勇

/

诗

Opinion

A3

2011

年

9

月

2

日 星期五

主编

:

何敬东 编辑

:

吴智钢 电话

:0755-83501640

评论

Opinion

评论

婚房加名免征税， 舆论促成新法规。

夫妻共产很正常， 政府揩油就变味。

收税合理可接受， 争利过度要反对。

国库开源放眼量， 勿因短视惹是非。

免征“加名税”彰显以民为本

高财政赤字考验欧美政府道德

马涛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 世界主要国

家实施了经济刺激政策， 取得了一定成

效。 但这些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金

融危机带来的各种问题， 相反， 大量的

救市资金投入， 使得欧美国家政府债务

激增， 财政赤字不断扩大， 一场浩浩荡

荡的主权债务危机在欧美蔓延， 成为全

球经济复苏的 “头号杀手”。

高赤字财政是危机的“魔鬼”

在应对金融危机最关键的一年———

2009

年， 美国财政赤字达到二战以来

最高水平， 总额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

值 （

GDP

） 的

10%

； 同样， 在欧盟成员

国当中， 财政赤字占

GDP

比重最高的

是爱尔兰 （

14.3%

）， 其次是希腊

（

13.6%

）、 英国 （

11.5%

）、 西班牙

（

11.2%

）， 法国居中等水平， 比重为

7.5%

， 这些国家的财政赤字率都远远

超过了欧盟 《稳定与增长公约》 中各成

员国财政赤字占

GDP

比重不能超过

3%

的规定。 而如今， 这些高财政赤字率的

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

的漩涡里， 因此， 有人说过高的财政赤

字是危机的 “魔鬼”。

赤字财政是凯恩斯首先提出的， 但

他的初衷是要把它变成挽救危机的 “天

使”。 他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 财政政

策应该为实现充分就业服务， 赤字财政

政策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或者减少政府税

收， 对刺激经济增长是十分必要的。 在

短期内， 经济若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

社会的闲散资源并未充分利用时， 财政

赤字可以扩大总需求， 带动相关产业的

发展， 刺激经济回升。 从这个角度说，

财政赤字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它能促进经济实现充分增长。 全球金融

危机爆发后， 世界主要国家也正是按照

这一思路， 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

划， 据估算， 截至

2010

年底全球财政

刺激方案规模达

5

万亿美元。 但是， 如

果财政赤字规模过大， 会引发国家信用

危机。 因此， 许多国家都仿照欧盟规

定， 将一国财政赤字率的警戒线定在

3%

， 超过

3%

就被视为存在财政风险。

经济学家还认为， 赤字水平在

4%

以上

属于 “不可持续”， 超过

5%

就属于高

赤字 “危险” 状态。

道德风险是“魔鬼”制造者

可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国家无视

3%

红线， 使得财政赤字率飙升呢？ 西

方委托代理条件下的道德风险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原因，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人数众多的大国， 由于监督

成本上升和 “搭便车” 效应， 很多居民

行使所有权的能力有限， 往往会放弃对

代理人的监督投票权， 而委托给一些代

表性人物或者机构对代理人实行监督。

在这样一种多层级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代理人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 有可能违

背其对委托人的契约责任， 并采取损害

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

后， 政府主导救市导致政府收入减少但

开支急剧增加， 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急

剧上升。

2009

年

2

月， 美国国会通过

了耗资

7890

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

其中

35%

用于减税，

65%

用于增加政府

投资， 刺激方案中一大块被分配到社会

服务领域， 如提高失业补助、 发放食品

券以及为穷人和老人提供医疗补助等。

看上去不错的方案， 却为多方所诟病，

原因就在于这个方案资金来源主要是发

债。 按照李嘉图等价定理， 政府通过举

债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是零， 因为政

府发的债券迟早是要还的， 人们会为将

来的高税率做准备， 增加储蓄而不会增

加消费。 可以说， 这个经济刺激方案无

非是美国政府作为代理人， 为了尽快摆

脱危机局面以获得选民支持， 主动过度

举债， 透支了委托人的长期利益而已。

二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人能

力有限等原因， 为了维护自己的短期利

益， 代理人可能会置委托人的利益于不

顾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有着非常强烈

的举债和制造财政赤字的冲动。 因为债

务到期时间往往超过政治竞选周期， 还

债责任一般都由继任者去承担， 而眼下

为了竞选连任， 政府可以寅吃卯粮， 毫

无顾忌。 发行公债是赤字财政政策的重

要工具， 而公债的担保者是政府主权信

用， 政府有税收收入， 所以政府不会出现

破产情况， 即使债务到期而又无财力还

债， 它仍然可以借新债还旧债， 甚至不惜

开动印钞机。 尤其像美国这样的国家， 不

管国内负债还是国外负债， 都是以本币计

价， 它完全可以通过印刷更多的货币来还

债， 通过制造通货膨胀使债务无形蒸发。

危机处理欧美再临道德考验

财政赤字是天使还是魔鬼， 政府道德

是界限。 欧美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过后， 人

们仍然无法从哀鸿遍野中寻找到一丝希望的

曙光， 经济增长乏力， 财政可持续性不强，

欧美政府几近黔驴技穷。 单纯的财政赤字并

不可怕， 可怕的是它背后数以万亿计的政府

债务， 大规模的政府债务存量以及各种没有

显现出来的隐性负债， 将拖累未来经济的持

续增长。 面对高额财政赤字和巨额政府债

务， 稳定增长的财政收入是缓解危机的关

键， 而这有赖于经济的企稳回升。 主权债务

危机爆发后， 缩减财政赤字和促进充分就

业， 对欧美国家来说同等重要。

在通货紧缩、 低利率的经济环境无法

通过公债贬值减少赤字的时候， 竭泽而

渔、 寅吃卯粮的危机处理方式又不可持

续。 摆在欧美国家面前的道路有三条： 一

是缩减一切不必要的开支， 推进经济结构

调整； 二是变卖政府资产， 获得资金收

入； 三是实行本币贬值， 向债权人转嫁危

机。 走哪条道路， 欧美政府再一次面临道

德的考验！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主权债务危机在欧美蔓延， 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 “头号

杀手”。 按照李嘉图等价定理， 政府通过举债来刺激经济增

长的效果是零， 因为政府发的债券迟早是要还的。 债务到期

时间往往超过政治竞选周期， 还债责任一般都由继任者去承

担， 而眼下为了竞选连任， 政府可以寅吃卯粮。 大规模的政

府债务存量以及各种没有显现出来的隐性负债， 将拖累未来

经济的持续增长。

中国税负重不重该怎么看

马涤明

近日， 据美国 《福布斯》 杂志推出

的榜单显示， 中国内地的 “税负痛苦指

数” 居全球第二， 这也是继

2009

年中

国内地首次排名第二位后， 再次位列该

名次。 而中国近来房地产 “加名税” 和

“月饼税” 等税收问题也引发了公众对

我国税收制度的讨论。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

研究室副主任杨涛认为 “从目前我国税

收收入负担来看， 我国的税负并不是处

于很高的水平。”

我们的税负水平或许是真的被夸大

了， 所以专家们不服； 可专家们对税负

水平高的否认， 也很难服人， 并没有说

出太具体的论证来。 我认为， 中国税负

水平是否被夸大， 是一个问题； 中国的

税负重不重， 百姓是否感到痛苦， 则是

另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更重要。 那么我

们纠缠于税负水平是否被夸大， 意义便

不大。

讨论税负水平， 我觉得应该先弄

清几个问题：

首先， 国富民穷的问题是否存在？

不争的事实是， 近

20

年来财政收入增

长过快， 而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政府拿

走了蛋糕的大头。 财政收入主要来自民

众纳税， 那么， 国富民穷也好， 居民收

入增速远低于财政收入也好， 证明的都

是民众税负之重。 官方数据显示， 今年

1

至

4

月， 扣除物价因素， 城镇居民和

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长仅

4.1%

和

5.7%

， 而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增长则达

到

27.2%

。 人大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

认为， 政府大量与民争利， 国富民弱的

格局正在日益严重。

其次， 税款受益方面， 中国百姓的

情况如何？ 有资料显示， 北欧一些国家

的宏观税负在

50%

以上， 但他们很多

税费都返还到民生建设中， 医疗、 教

育、 养老全都可以通过社会保障来解

决。 而我国， 税收收入用于民生的比例

低也是不争的事实， 财政收入的大部分

被用于政府工程、 政府行政开支等。 比

较而言， 我们的税负水平无疑又在这个

概念上高出一块。

其三， 税外 “税” 不能忽略， 比如

土地出让金， 比如公路收费， 以及名目

繁多的各种行政事业收费。 仅以土地出

让金来说， 在有些地方甚至超过地方税

的收入水平， 别管它叫不叫税， 这种负

担都实实在在地压在老百姓身上。 与其

说老百姓买不起房， 不如说是交不起

“土地税”； 税负压得百姓居住都成问题

了， 我们讨论税负是不是 “处于很高水

平”， 有意义吗？ 否认税负痛苦， 又如

何服人？

再有， 我国实行低工资高物价———征

收过多的商品价内税， 而不是西方国家实

行的高工资低物价———更多的是商品价外

税， 比如所得税、 财产税等。 这种穷人富

人一律 “无差别纳税”， 加重着占人口大

多数的低收入者的税负。 据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政府财政统计年鉴 （

2007

）》 公布

的

2006

年数据， 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

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 是美国的

4.17

倍， 是日本的

3.76

倍， 是欧盟

15

国的

2.33

倍。 而这种税负倍数则是被我们自己

“夸大” 的。

我认为， 我们的税负水平是否被夸

大并不重要， 重要的， 一是百姓能不能

承受？ 二是是否能体现公平？ 三是于经

济健康发展利多还是弊多？ 这些问题上，

不论专家， 不论有关方面， 都不要自欺

欺人。

免征“加名税”只是半个好消息

王石川

8

月

31

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下发 《关于房屋土地权属由夫妻一方

所有变更为夫妻双方共有契税政策的通

知》：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房屋、 土地

权属原归夫妻一方所有， 变更为夫妻双

方共有的， 免征契税。

“加名税” 征不征收的靴子终于落

地， 公众久悬的焦虑， 可望找到一个稍

微释然的出口。 此前， 征收加名税的消

息， 引得舆论大哗， 甚至人心惶恐， 反

对声持续高亢， 如今， 加名税终于不再

征收， 无论什么原因， 都值得欣慰。 但

我们在欣慰之余， 尚需厘清一些问题。

其一， 此前一些地方已经征收的加

名税， 是否退还？ 日前新华社报道， 武

汉市对房产证加名的征税方式和办理手

续是按 “赠予行为” 对待， 如今， 免征

加名税了， 这钱退不退？

其二， 免征加名税， 为何由财政部

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消息？ 乍看起来，

两部门是负责财税的政府部门， 免征消

息由其发出， 再正常不过， 实际上恰是

这一细节， 凸显出了我国税收行政化的

现象。 据报道， 我国目前有

19

个税种，

只有

2

个税种是经过全国人大审议批准

的。 而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立法法》

明确规定， 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 税

收、 海关、 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 须

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至

于税种的增设、 变更以及征税改革等

等， 同样不例外。 但现实情况是， 像加

名税征收不征收， 却由财政部或国家税

务总局说了算， 甚至一些地方的税务部

门就能定夺， 让人备感悲哀。 这就是人

们常说的税收行政化， 征不征税、 怎么

征税， 由行政部门说了算， 全国人大和

公众俨然被撇在了一边。

其三， 能否以免征加名税为契机，

掀起一场减税的热潮？ 免征加名税了，

国人的税负依然高， 就像提高个税免征

起征点了， 不代表国人的税负大为减

轻。 近日， 据美国 《福布斯》 杂志推出

的榜单显示， 中国内地的 “税负痛苦指

数” 居全球第二。 当前， 我国最需要减

的是间接税。

免征 “加名税”， 只是半个好消息。

如果不改变税收行政化， 回归、 坚持设

税民主、 税收法定， 今天可以免征 “加

名税”， 明天行政部门就有可能征收

“减名税”。 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说得

好， 任何税收政策的出台都需要对合法

性、 合理性二者进行兼顾平衡， 在满足

合法性的基础上， 用合理性说服社会公

众， 以理服人。

章玉贵

伯南克在怀俄明州举行的美

联储年度经济座谈会上， 称美联

储已做好准备使用额外工具以促

进美国经济复苏， 不过伯南克并

未进一步表明将实施新一轮货币

宽松政策， 预计

QE3

悬念要到

本月才能揭晓。

其实， 正如 “末日博士” 鲁

比尼稍早前所说的， 伯南克是否

在本次央行年会上宣布

QE3

不

再重要， 年底之前肯定推出， 因

为美联储几乎没有什么 “弹药”，

差不多只剩下

QE3

选项。

低成本的合法劫掠

日本人最早提出 “量化宽

松” 概念， 但用得最频繁也最娴

熟的是美国。 说白了， 这是一种

经济政策兴奋剂， 为的是创造新

的流动性。 一般来说， 只有在利

率等常规工具不再有效的情况

下， 货币当局才会采取这种极端

的做法。

所以， “量化宽松” 不在负

责任的经济政策之列。 小国玩

不得这种政策游戏， 更没有资

格玩。 但是美国可以玩， 而且

越玩越上瘾。 伯南克就有这种

偏好。

先是在雷曼兄弟于

2008

年

9

月倒闭后， 于当年

12

月推出

了第一次量化宽松 （

QE1

）， 向

市场注水了将近

1

万亿美元， 不

过收效甚微， 美国的经济数据依

然令人失望。 急火攻心的伯南克

于

2010

年

8

月

27

日在怀俄明州

杰克逊城的联储官员聚会中宣布

了他的

QE2

计划， 再次拧开货

币水龙头。 细算

2008

年

12

月以

来的前后两轮该项政策， 美国实

际上已向市场注水

2

万多亿美

元。 尽管伯南克在

2011

年

7

月

14

日的美国参议院就经济及货

币政策发表半年一次的证词中，

表示将不会有第三次量化宽松政

策 （

QE3

）， 此次央行年会上也

不敢做得太露骨， 但谁又能保证

一个习惯了随地小便的人会立马

改掉这个习惯？

伯南克自然明白， 既然美国

现在还有印钞票的特权， 过期不

用才是傻瓜。

美国吃准了铸币税特权

站在全球经济与金融稳定的

角度来看， 美国这种极不负责任

的货币政策无异于饮鸩止渴。 众

所周知， 求解世界经济复苏难

题， 治本之策在于全球协调一致

的负责任行动。 例如， 美国应鼓

励储蓄并减少财政赤字， 限制支

出， 提振实体经济； 欧洲国家应

维持低利率以刺激消费需求， 同

时还要降低金融化享受的倾向；

日本的金融改革应继续， 并加强

财政政策对投资的激励； 而大多

数亚洲顺差国家则应增加内需，

提高大众消费需求， 减少对外部

市场的依赖； 石油出口国可以考

虑增加其社会消费支出， 增加在

石油生产及经济结构多样化方面

的投资， 等等。 但是国际经济格

局中的博弈各方对失衡调整的方

式远未达成共识。 特别是美国，

由于保持现有的全球经济失衡反

而有利于维持美国在经济领域的

霸权地位， 所以迟迟不肯采取负

责任的经济行动。

世人不禁要问： 作为全球经

济主导力量的美国， 在凭借自身

的金融特权低成本掠夺他国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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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 在本国经济

已经到了寅吃卯粮的境地， 为

何依然没有展现作为负责任大

国的形象？ 美国何以能够屡屡

成功 “绑架” 别国为其外部负效

应极大的经济发展模式买单？ 全

球经济走向稳定乃至健康发展的

出路在哪里？

美国之所以能让别国为自己的

金融烂账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买

单， 就是吃准了世界各国对美元支

付体系的依赖。 由于短期内美元危

机的爆发缺少时间和制度性底蕴，

因此没有哪个国家敢于轻易抛弃美

元， 美联储依然充当着世界中央

银行。 甚至， 美元的背后可以没

有黄金的支持， 美国发行债券的

背后也不需要国内储蓄的支持。

于是， 在这种 “铸币税特权” 架

构内， 美国可以绑架各国经济而

不必承担多少后果， 而美国之外

的其它各国却必须承担美国经济

波动的成本。

本质是高明的欺骗

有人比喻， 牙买加会议是给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补办一个

葬礼。

不过， 美元反而借此完全放开

了手脚。 表面看来， 美元地位是削

弱了。 实际上， 美元地位反而在某

种程度上加强了。 以美元纸币为本

位的世界浮动汇率制大行其道。 这

期间， 尽管产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

所谓金融创新和各种金融工具， 但

本质则是一种高明的欺骗。

在美元本位下， 美国欢快地玩

起了赤字经济。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

体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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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两次石

油危机闹得西方世界异常惊慌， 但

美国却趁着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之

机， 让世界各国的美元需求大幅上

升。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 时任美联

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放弃了美元

货币供应量的管制， 而改用利率作

为调控宏观经济的货币手段。 从

此， 美元印钞机开始满负荷运转，

铸币税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 向世

界拼命注水的美国也过起了债务经

济的生活。

形象地说， 在债务经济的框架

下， 美国即便不生产也不愁过日

子。 因为美国所需要的商品， 只需

用美元去国际市场买就是了； 而美

国买东西花掉的美元， 又可以通过

出售美国债务回流到美国， 变成美

国政府或公司可以可支配的现金。

当然， 美国出于强化国家竞争力的

需要， 是不会放弃实体产业的。 但

美国可以做到保留选择的权利。 而

缺乏本位币的国家， 必须通过出口

换汇， 持有相当数量的美元储备；

而为了美元储备保值增值， 这些国

家又不得不去购买美国债券或其他

所谓安全的美元资产。 跌入了所谓

的 “美元陷阱”。

所以， 只要美元国际结算货币

的地位不倒， 只要外国政府和企业

不放弃美元结算的偏好， 美国即便

欠下数十万亿美元的债务， 也不会

有事。 所谓的 “还本付息” 就是一

种数字游戏。 美国支付的利息完全

可以通过美元贬值稀释掉。

按照格林斯潘对美国的债务经

济模式的解读： “美国增加债务能

力是全球化的一种职能， 因为负债

能力的显著提高与成本的降低以及

国际金融载体范围的扩大休戚相

关。” 格老的意思非常明白， 所谓

经济全球化， 就是美元本位下的美

国印钞他国买单。

其实， 从经济基本面和国家行

动能力来看， 美国完全可以按照正

常逻辑解决自身的债务问题， 但这

不符合霸权国家的个性。 在替代性

货币力量发育成熟之前， 各国千万

不要指望美元会老死在自己的床

上。 作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 中国

亟待摆脱 “美元陷阱”。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

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美债还本付息的数字游戏

美国之所以能让别国为自己的金融烂账和量化宽

松货币政策买单， 就是吃准了世界各国对美元支付体

系的依赖。 美国买东西花掉的美元， 可以通过出售美

国债务回流到美国， 变成美国政府或公司可支配的现

金。 只要美元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不倒， 只要外国政

府和企业不放弃美元结算的偏好， 美国即便欠下数十

万亿美元的债务， 也不会有事。 所谓的 “还本付息”

就是一种数字游戏。 美国支付的利息完全可以通过美

元贬值稀释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