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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何要举债？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2020年，既有决战脱贫攻坚的硬任务，又有疫情冲

击下保就业稳民生的硬需求，还要为实体经济减负，努
力扩内需、促创新、补短板……每项工作都不容有失，每
项工作却都“花费不菲”。

而另一个事实是，国家“钱袋子”今年也比较紧张。
－14.5％，这是今年前4个月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增幅。
一些地方财政捉襟见肘，部分出现了保基本民生、

保工资、保运转“三保”困难情况。
解决“钱从哪里来”，是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也是

全球遭受疫情冲击国家都需解答的“难题”。
特殊时期要有特殊举措。
两个“1万亿元”，正是对冲经济社会风险，积极的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的体现。
一定有人疑惑，为什么要选择扩大赤字和债务规模

这一政策工具？
全国政协常委张连起认为，扩大内需、激发市场活

力，结构性财政政策比总量性货币政策效果更明显。
“这些政策各有侧重、协调配合、综合发力，可有效

对冲疫情造成的财政减收增支影响，支持补短板、惠民
生、促消费、扩内需。”他说。

（二）钱花到哪去？
有了资金来源，花到哪里非常重要。
几万亿元的资金和百姓有啥关系？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说，两个“1万亿元”全部转给地

方。
具体讲，特殊的转移支付机制将建立，让资金坐着

“直通车”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
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决不允许截留挪用。

抗疫特别国债的用途“顾名思义”——主要用于地
方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

抗疫特别国债的发行是首次，但特别国债并非新鲜
事物。我国曾在1998年和2007年分别发行过2700亿
元和1.55万亿元的特别国债。

所谓“特别”，就是为特定目标发行，具有明确的用
途。

特别国债不计入财政赤字，纳入国债余额限额。此
次1万亿元的规模，发行期限将以10年期为主，与中
央国债统筹发行。

至于3.7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既可作为重
大项目资本金，又能支持重点在建项目和补短板工程。
以5G为代表的新基建、新一代信息网络、智能充电桩、
新能源汽车、新消费等都能从中受益。

这里，想到财政部部长刘昆日前在“部长通道”上算
的一道加减题：

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0270亿元，支出
247850亿元。一收一支，多出来的6万多亿元就是今
年增加的支出所在，也是两个“1万亿元”等特殊安排的
特殊用意。

（三）怎么样花好？
2020年，新增1万亿元赤字规模后，财政赤字率拟

按3.6％以上安排，创下历史新高。
有人又担心了，今年赤字率可是突破了所谓的3％

“国际警戒线”，安不安全？可不可行？
说起这事，业内一直有争议。
3％的赤字率“国际警戒线”说法，主要源于欧盟对

成员国的财政准入条件，财政赤字须低于GDP的3％，
政府债务余额必须低于GDP的60％。

不过，欧盟也认同，成员国面临严重经济衰退时不
受此限制，短暂超过3％也是允许的。

事实怎样呢？
关注世界经济的人会发现，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的

赤字率经常突破3％，高的达到两位数都不奇怪。尤其

今年，受疫情和世界经贸形势影响，全球财政赤字率和
公共债务水平明显上升。

据 IMF预测，2020年全球平均财政赤字率将由
2019年的3.7％上升至9.9％，比国际金融危机时的峰
值还要高。举例看，美国赤字率将由5.8％升至15.4％，
法国由3％升至9.2％。

专家指出，每家有每家的具体情况。在如今的复杂
变局下，很难将3％的赤字率视为国际通行标准。

客观上讲，每个国家应该有符合自己实际的赤字率
警戒线，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物价水平、债务余额、政策
取向等情况，以此衡量债务水平的高低。

“我国赤字率和政府负债率在世界经济体中一直是
相对较低的，适当提高赤字、扩大债务是有可行空间的，
风险也是可控的。”恒大研究院原院长助理罗志恒说。

“真金白银”来之不易，要坚决管好用好。
铺张浪费的钱绝不该花，没有绩效的钱绝不该花，

花了就要依法依规问责，还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
险底线。

一句话，节用裕民。“钱袋子”紧了，政府就要过“紧
日子”，花钱就要精打细算，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

（新华）

两个“1万亿元”，有何特殊深意？
财政赤字规模增加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发行1万亿元。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一出炉，两个“1万亿元”就迅

速占领各大媒体头条，格外打眼。有人算了笔账：新增1万亿元后，今年赤字达到3.76万亿元，加上1万亿元抗疫特
别国债，约占中国GDP总量4.1％。

国内专业人士分析，除了赤字和抗疫特别国债的4.76万亿元，报告还提到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
元。合计下来，这些政策总规模按小口径计算约8.5万亿元。

为何要举债？钱花到哪去？怎么花好？特殊之年，这些都是打理好“国家账本”的必答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