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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与中国角色是一个非常宏大

的题目，所以当我们探讨全球治理与中国

角色的时候，首先把中国事情做好是最重

要的。那么要做好中国的什么事呢？很多

人在讨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或发展模式转

变，有趣的是这个话题不仅很多中国人关

注，很多外国人也在关注，但外国人似乎

认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将会成为中国对世

界经济做出的最大贡献。尽管经济结构调

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另外一个问

题对中国来讲也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从

此次金融危机中应该吸取的教训——财务

纪律问题，财务纪律既包括宏观层面也包

括微观层面，涉及到财政、货币和金融等

领域。

财务纪律不仅是中国应该做好的

事情，也是全球治理结构的重要基石。

2008年以来的美国和欧洲金融危机尽管

在表现形式和发生机制上大不相同，但我

们可以从中发现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在不

同层面上表现出的财务纪律松弛现象，并

且由此一现象最终引发了全球性危机。在

美国，财务纪律松驰首先体现在家庭房屋

按揭、次级贷款等层面，随后出现在政府

救助、政府赤字和政府债务等问题上。在

欧洲，财务纪律松驰则更多地发生在宏观

层面。如一些国家政府给予的承诺和支持

远远超出了自身财政能力，首先引发了政

府债务危机，而这些危机不仅威胁银行系

统，甚至把整个欧元区拖下水，最后波及

全球。

虽然中国财务纪律的现状并没有太

大问题，但是潜在风险依然十分值得我们

关注。首先从财政层面来看，十年前我国

预算内财政收入为一万多亿元，而今年会

达到十万亿元，恐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

政府能够实现如此快速的财政收入增长。

当然这是名义上的绝对值，如果与GDP相

比，我国预算内财政收入每年平均上升一

个百分点，由十年前财政收入占GDP14%

左右，上升到到今天的财政收入GDP25%

左右。但是在成绩面前我们应该考虑到以

下四个问题：

第一，在财政收入如此高增长的情况

下政府每年仍然存在赤字，这说明政府承

诺和支出的比收入更多。

第二，很多地方仍然存在财政矛盾、

社会矛盾等问题。

第三，财政收入的高增长今后还能继

续十年吗？答案毋庸置疑是否定的，我国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可能再以每年一

个百分点的速度持续增长，因为增长总是

有极限的。如果政府继续以过去的支出形

式做事必然会产生严重危机。

第四，我国M2与GDP之比在2003年

达到150%的高峰之后，接下来的五年中

有所缓和与下降是一种比较好的情况。但

是2008年后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致

严格财务纪律
是全球治理结构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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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M2与GDP之比大幅度反弹，并且这种趋

势仍会继续。

从微观的层面上讲，我国财务纪律

管理则是喜忧参半。在某些方面我们的财

务纪律非常严格，如个人房屋抵押贷款的

首付非常高，因为中国人更倾向于现金付

款，越早付清贷款越好，这与许多西方国

家的国民还贷情况存在很大差异。有压力

测试表明，即使房价大幅度下降，我国个

人房屋抵押贷款变动对银行造成的影响并

不会像西方国家那么大。我们的问题不是

出在这些方面，而是出现在其他一些行业

和贷款类型上面，特别是牵扯到房地产

业、基础设施项目地方融资平台、民间信

贷、体制外循环等等。

财务纪律这个问题，最早是由匈牙利

经济学家科尔奈于1979年提出的。此人是

研究计划经济问题的专家，他当时提出一

个术语叫“软预算约束”。这个词在20多

年前的中国和其他计划经济国家曾经非常

流行，并且软预算约束被认为是计划经济

中存在的非常严重的问题。出乎预料的是

虽然计划经济时代已经终结，我们也越来

越少听到这个术语，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

弥漫的软预算约束被遗传到了市场经济当

中，并造成了全球性问题。产生软预算约

束的根源是什么呢？当年的观点认为，首

先与所有制有关，所以在国有制企业中更

可能出现财务纪律松驰，而在私有制企业

中不太可能发生此类情况。但此次金融危

机告诉我们，即使是在非公有制体制下的市场经济当中，如

果不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或者政府过度承诺和制定超越发展

阶段的福利政策，同样会导致财务纪律松弛。

在全球治理问题中，救助是治标，严肃财务纪律是治

本。不论是家庭、企业、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都要警惕软预

算约束。虽然金融危机此次发生在发达国家，但过去更多地发

生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美国的特殊性是因为美元的国际

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它没有硬预算约束，它可以任意印钞票。

而如果希腊不在欧元区的话，其货币很早之前就会大幅贬值。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元区设立的本意就是想建立硬预算约束

机制，比如为政府赤字与GDP之比设置3%的上限。但事与愿

违，恰恰因为欧元区仅仅实现了货币统一，而没有实现财政意

2010年4月7日，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中）出席对2008年次贷危机进行调查的听证会

2011年8月16日，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左）和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会晤，呼吁加强欧元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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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联邦制，也就缺乏对各国的财政约束力，导致

3%的上限成了空话。所以，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

达国家都面临着类似的财务纪律问题。

虽然近年来有很多批判华盛顿共识的意见，

但华盛顿共识的十条内容中第一条就是严肃财政纪

律。所以在我们反思金融危机，思考全球治理和中

国角色的时候应该回归最基本的市场经济原则，即

严格的财务纪律。也就是说我们要有硬预算约束，

根本上回归实事求是的道理。全球治理首先应该是

各国治理，各国应该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财

务纪律，既不能超越实际支付能力做事，也不能做

出超越实际支付能力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