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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自由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探析

马　颖

　　六年前自由党在加拿大全国大选中击败了执政达九年的

进步保守党, 组成了以让·克里蒂安为首的自由党政府。这届

政府自登台以来, 推行削减财政赤字和促进经济增长为中心的

经济政策, 与此同时对战后以来逐步形成的社会福利体系进行

了全面的“结构性改革”, 由此带来了本国宏观经济环境的巨大

变化, 使加拿大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或居于发达国家“七强”之

首位, 或居于前列。

本文拟就自由党上台前加拿大的经济形势、自由党政府所

实行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政策成效及前景等问题作一探

析。

一

自由党政府上台之前, 加拿大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整个

经济呈现出严重失衡的病态特征, 宏观经济运行发生了严重的

紊乱。这种状况可以从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上看出来。

11 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庞大的欠债规模

1993 年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 420 亿加元, 相当于国内

生产总值 (GDP ) 的 519%, 而包括联邦和 10 省两地区在内的

政府部门赤字总额为 660 亿加元。在西方“七强”中, 加拿大

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仅次于意大利居第二位。与赤字规模

相联系的是公债规模。1993-1994 财政年度, 仅联邦政府公债

对 GDP 的比率就达到了 71%, 而加拿大三级政府的债务总额

更是惊人, 高达 6612 亿加元, 三级政府的公债对 GDP 比率达

到 93%。这一比率在“七强”中也是仅次于意大利位居第二。据

加拿大统计局计算, 如此高的政府部门公债总额意味着 1994

年每个加拿大人所承受的负债额为 23065 加元。1993-1994

财政年度, 每一个加元的税收中有 33 加分用于支付公债利息,

而在十年前只有 11 加分。加拿大的公债总额从 20 世纪 80 年

代初以来呈加速攀升的势头, 自 1981-1982 财政年度到 1992

-1993 财政年度竟猛增 250%; 同期内加拿大人均负债额翻了

5 番, 由 4339 加元增加到 23065 加元。

21 高失业率和低增长率

1993 年秋正值自由党登台执掌权炳之际, 加拿大的失业

率为 1114%, 在“七强”中仅次于法国居第二位。从 1990-1991

年经济衰退以来, 失业率由 1990 年的 8119% 上升为 1993 年的

1114%。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失业使许多加拿大人生活难

以为继, 只好动用“已注册退休储蓄计划”资金。据加拿大统

计局透露, 仅 1991 年就有 50 多万 65 岁退休年龄以下的加拿

大人动用了这一计划下的资金, 金额达 32 亿加元, 其中约有 16

亿加元是由年龄在 45 岁甚至更年轻的加拿大人取走的。许多

人是因为用完了失业保险救济金或是根本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才动用这笔资金的。联合国有关机构在一份报告中尖锐地批评

加拿大政府“听任贫困和失业在世界最富的国家之一持续存在

下去”, 认为加拿大政府“在过去 10 年内在缓解贫困方面似乎

没有取得任何显著的进步”。①这一批评虽然显得过激, 但毕竟

表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另一方面, 加拿大一直没有摆脱 1990-

1991 年衰退以来经济低速增长的局面, 实际 GDP 没有增长。在

整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 加拿大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速度不

到 1%, 同期内多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七强”中是最低的。

31 经常帐户长期赤字和加元处于弱势地位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初加拿大经常帐户赤字

一直保持较大规模, 相当于 GDP 的近 3%。在五六十年代, 加

拿大的经常帐户赤字往往是由国内强劲投资所引起, 而八九十

年代则常常是因政府长期赤字融资所致。与此同时, 加元长期

趋弱。自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 加元持续下滑, 从 1976

年 6 月 1 加元兑换 1104 美元降至 1986 年 2 月仅兑换 69113 美

分的历史低点。1986 至 1991 年间, 加拿大货币当局为抑制通货

膨胀曾大举提高利率, 使 1 加元能互换到 89 美分, 但自美国摆

脱经济衰退后出现经济强劲复苏以来, 加美两国间利差缩小,

加元再度趋弱。引起加元长期疲软的因素主要同宏观经济环境

有关。联邦政府迫于财政压力频频向外举债。据统计 1993 年的

债务总额中, 外债竟高达 5880 亿加元。联邦政府对国外储蓄

的长期依赖, 扩大了经常帐户赤字, 进而迫使加元贬值。

1993 年初加拿大大选拉开帷幕, 在野的自由党频频发动

攻势。该党领袖让·克雷蒂安提出了“10 点计划”的竞选纲领,

内容包括创造就业机会, 鼓励在职培训, 逐步削减赤字, 促进

技术开发, 投资于国民教育, 在解决紧迫的经济问题的同时实

行全面改革。相形之下, 进步保守党在竞选中处于守势。该党

自 1984 年秋执政以来, 虽然在战胜通货膨胀方面成就斐然, 并

采用高利率政策而使加元趋于坚挺, 但为此付出的高昂代价是

财政赤字和公债持续上升, 经济增长缓慢和失业率高居不下甚

至仍在上升。此外, 广泛征收商品和服务税 (GST , 即销售

税) , 利用该党在两院中的多数席位, 置有关环境与劳保标准的

条款对本国不利而不顾, 抢在美、墨之前强行通过《北美自由

贸易协定》, 引起人们普遍不满; 在 1990-1991 年经济危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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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加上未能扼制住魁北克分裂主义

的挑战而最终酿成了两次宪法危机, 更使得马尔罗尼政府的威

望一落千丈。1993 年 6 月马尔罗尼引咎辞职之后, 新继任的女

首相金·坎贝尔自上台伊始就表现出缺乏政治经验, 对经济形

势的严重性及竞选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在她提出的竞选纲领

中, 强调削减赤字, 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 调整经济结构和促

进自由贸易, 但唯独不提增加就业, 并在公开场合暗示高失业

率将延续到世纪末。当舆论指出坎贝尔并未给出实现削减赤字

的细节时, 她却公开承认, 要想消灭赤字是困难的, 她代表进

步保守党提出的只不过是“先试着干”的有待修正的草案; 当

有传闻说如果她的政府有望继续执政的话将削减社会福利支

出时, 对此, 坎贝尔起先矢口否认, 不久又改口说她的政府只

想修改福利计划, 而不是削减这一计划。相反, 以让·克雷蒂

安为首的自由党在竞选中一再承诺, 若该党当选将通过公共工

程计划和社区青年服务来增加就业, 鼓励在职培训和企业的研

究与开发, 但回避销售税和社会福利计划等敏感问题, 致使自

由党在竞选中连连得手。到了 1993 年秋形势急转直下, 进步保

守党一再失手, 选民纷纷倒向自由党, 竞选最后以自由党获胜

而告终。

二

自由党上台之后广泛征询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学家们的

政策建议, 同各省省长反复磋商并就主要政策方案取得基本一

致, 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一份削减财政赤字, 降低公债规模, 改

革社会福利计划, 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既治标又治本的政策纲

领。自由党政府认为, 要整治宏观经济环境, 关键是要理顺财

政; 理顺政府财政有助于降低利率, 通过低利率和已经很低的

通货膨胀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 反过来高经济增长率

和高就业率又将通过高税收进一步改进财政状况。这一具有浓

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色彩的政策纲领正如联邦财政部长

保罗·马丁所言, 它体现的是“双轨式”政策思路: 首先是削

减支出; 然后将政府资源集中在能使国内潜力达到最大化的那

些领域, 以创造就业和实现经济增长。②正是基于这一点, 自由

党政府避免走前任进步保守党政府以大幅度增税来削减财政

赤字的老路, 尽量少增税或不提高个人税率, 尽可能寻找非税

收的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 在财政状况明显改善的前提下, 再

实行大规模减免税, 以促进经济增长。实践表明, 自由党政府

的政策措施取得了显著效果。

11 理顺财政收支, 降低公债规模

自由党政府为了实现平衡财政收支以便为私人部门创造

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千方百计地在缩减财政开支, 增加财政

收入和减轻公债压力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在缩减开支方面,

在 1994 年初提交的第一个预算中, 军费支出, 对外援助以及对

失业津贴的支出均被削减, 公职人员薪水也被“冻结”三年不

增加。随后 1995-1996 年和 1996-1997 两个年度的预算中,

又引入了计划复审机制, 对联邦政府各部门支出进行全面复

审, 以降低支出和提高效率。计划复审机制不仅降低了支出, 而

且将支出配置到最需要的领域, 使联邦政府计划支出占 GDP

的比率降至 1217%, 达到 1949-1950 财政年度以来的最低水

平。自由党政府还收紧了在财政稳定计划下支付给付金的条

件, 宣布今后唯有当财政出现严重困难时才向有关省份支付给

付金。此外, 自 1998-1999 年度起, 自由党政府削减了对企业

的补贴达 61%。以后除继续保留对农业的直接生产补贴外, 对

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的资助将按照商业化原则, 以同私人部门共

同分担风险或贷款方式进行。在增加财政收入方面, 自由党政

府兼用了税收与非税收手段。税收手段包括提高营业税和汽油

税, 降低甚至取消对高收入老年人的税收减免优惠, 取消一定

额度内对资本利得的终身减免优惠以及对私人大公司的优惠

税率等。非税收手段包括将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 ( the Conadian

National Railways ) 的全部股份和加拿大石油公司 (Petro -

Canada ) 的大部分股份出售给私人, 将空中导航系统 (Air Navi 2
gation System ) 直接售给私人, 等等。仅非税收措施就使联邦

政府的收入一次性增加 32 亿加元。在降低公债规模方面, 自由

党政府拟定了一套债务偿还计划, 其内容除平衡预算之外, 还

包括将 1995-1996 和 1996-1997 两个财政年度的财政计划

建立在谨慎的经济假设基础之上, 并设立应急储备金。“谨慎的

经济假设”是自由党上台不久在征询社会各界政策建议的圆桌

会议上由经济学家们提出来, 并经众议院财政委员会推荐而被

采纳的。其主要内容是把预算计划建立在假设利率高于私人部

门预测的平均水平的基础上, 以便在计算名义 GDP 时留有余

地, 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时联邦政府偏离

削减赤字和偿还公债目标的可能性。“应急储备金”则是为了防

备在对财政预算作出计划时不可避免的不精确性以及未预料

事件所带来的风险, 所以储备资金不用于政策操作。另外, 自

由党政府还着力于改革债务存量结构, 以降低公债利息对利率

变动的敏感度, 并且努力改进债券市场的效率, 以降低政府债

务的服务成本。

21 改革社会福利体系, 提高公共支出配置效率

加拿大的社会福利计划是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内逐步形

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庞大体系, 由联邦政府对各省和地区的转

移支付、失业保险和老年保险所构成。联邦政府对各省及地区

的转移支付计划包括有条件的既定计划筹资和加拿大援助计

划与无条件的加拿大财政均等化计划和地区固定筹资。联邦政

府根据既定计划筹资向各省提供转移支付给付金, 主要用于资

助健康保险和高等教育; 而加拿大援助计划则由联邦政府向各

省提供转移支付给付金, 再由各省政府作为“最后的资助者”向

那些无法从失业保险、老年保险以及各类公共和私人养老金计

划中得到救济金的人给予社会资助。1994 年预算宣布, 在 1995

-1996 财政年度内将加拿大援助计划下的转移支付额冻结在

1994-1995 年度的支出水平上, 次年对转移支付体系的改革正

式出台。既定计划筹资和加拿大援助计划被加拿大社会转移支

付所取代。新的转移支付是五年期 (1997-1998 至 2001-2002

年度) 一次性的财政安排, 由现金和税点两部分组成。联邦政

府向各省返还约 20% 到 40% 不等的税收收入。对一个省来说,

若其税收部分总额上升, 则联邦政府所返还的现金部分将减

少, 反之亦然。各省从转移支付改革中得到的好处是各省在转

移支付给付金的使用上有更大的自主权。作为无条件的财政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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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化计划, 它是降低各省征税能力差距和保证各省具有大体相

同的公共服务能力的主要财政手段, 因而被视为维系加拿大联

邦制的一根重要支柱。由于在此前已作了五年期安排 (自 1994

-1995 年度到 1998-1999 年度) , 所以这次改革没有触动它,

但却触动了地区固定筹资。联邦政府冻结了 1995-1996 年度

对西北和育空两地区的给付金数额, 并削减了 1996-1997 年

度对这两个地区支付的给付金。对转移支付体系的改革既出于

近期考虑, 也考虑到了长远。就近期而言, 是为了加速削减财

政赤字的进程, 让各省和地区也为联邦政府分担一部分减少赤

字的义务。仅在 1996-1997 和 1997-1998 两个财政年度内因

加拿大社会转移支付取代原有两个计划的改革, 就使联邦政府

减少财政支出 70 亿加元。就长远而言, 是为了控制转移支付支

出的总额增幅, 提高财政支出的配置效率; 同时也是为了结束

多年来联邦和各省政府围绕转移支付操作成本的分担而引发

的纠缠不清的难题。

自由党政府认为, 现行的失业保险计划削弱了加拿大人的

就业能力, 尤其不鼓励人们对变动的经济条件作出调节。其结

果是许多个人、行业和地区越来越依赖于这一类型的经济来

源; 与此同时, 由于这一计划的筹资成本被加到工薪税上, 因

此它阻碍企业增加新的就业, 特别是不利于企业增加低工资的

就业岗位。1993 年底自由党政府宣布, 在 1994 年内每 100 加元

的可接受保险的收入的保险费率必须低于 3130 加元。随后保

险费率进一步逐年调低, 从 1994 年以后由 3107 加元降至 1998

年的 2170 加元。对失业保险体制的改革降低了失业保险金支

出, 仅 1994-1995 年度就减少支出 713 亿加元, 此后每年度平

均减少 24 亿加元。自由党政府力求通过降低工薪税和降低失

业保险金比率并强化工作经历同失业救济金之间联系的方式,

促使企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激励人们重返工作岗位, 鼓励工

作绩效。

加拿大的老年保险体系包括加拿大养老金计划和联邦公

共养老津贴, 后者由老年保险、有担保的收入补助金和配偶津

贴所组成。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是强制性的, 要求雇主和雇员双

方在工作期内缴纳保险费直至退休。在操作上, 该计划遵循的

是“边筹款边支付”的原则, 即每年所筹集的款项用于当年支

付养老津贴。据估算, 加拿大养老金计划下的资金将于 2015 年

全部用完。为了使这一计划得以延续,1997 年 9 月自由党政府

决定从 1997 年起直到 2003 年六年内把雇主和雇员缴纳的保

险费率由原来的 5185% 提高到 919%, 同时将每年所支付的养

老津贴削减近 10%, 所增加的保险费将被投资于股票、债券等

有价证券。为此, 专门设立了一个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委员

会。对联邦公共养老金津贴的改革将于 2001 年实行, 届时老年

保险、有担保的收入补助金以及其他各种税收减免优惠将合并

为一种新的免税的老年津贴。与此配套的是, 自由党政府还在

1995 年预算中宣布, 凡在 1995 年底达到 60 岁的加拿大人可以

作出选择, 或是转向新体制, 于 2001 年领取新的老年津贴, 或

是留在旧体制内, 在余生中继续领取按现行方式发放的老年保

险津贴和有担保的收入补助金。

31 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 推动经济长期增长

以让·克雷蒂安为首的自由党政府认为, 加拿大同世界各

国一样正面临着知识经济的挑战, 联邦政府有责任帮助加拿大

国民和企业对正在发生的变动作出调节, 抓住知识经济的蓬勃

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为此, 自由党政府制定了一个对基础设施、

高新技术及人力资本进行战略性大规模投资的雄心勃勃的计

划。

首先, 扩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自由党就任不久, 总理让·

克雷蒂安就同各省省长就修建全国性基础设施计划达成协议。

第一期工程二年, 联邦政府投入 20 亿加元, 各省市政府投入配

套资金 60 亿加元, 用于兴建和维修道路、桥梁、下水道等设施。

1997 年初第一期工程期满后, 联邦政府再次拨出约 43 亿加元,

各省政府也提供相应资金。这样一来, 原计划实施二年的公共

工程计划延长到四年。自由党政府推行此计划的目的, 主要是

为了兑现竞选时说过增加就业的许诺, 同时也是为了更新和修

复市政设施。据统计四年内公共工程计划总共提供了约 80000

人一年的同建筑业有关的就业机会。

其次, 促进对新技术的投资。自由党政府认为, 加拿大之

所以能完成从一个资源禀赋丰盛的生产初级产品的经济到建

立在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基础上并跨入西方“七强”之列的发

达经济的转变, 主要得益于知识和技术。今天当各国都面临知

识经济的挑战时, 加拿大这个自然资源富庶的国家只有同时也

开发知识和技术才能取得成功。基于这一考虑, 联邦政府每年

将 50 多亿加元用于同科学技术相关的活动, 其中有不少支出

用于同私人公司的合作, 例如空间技术开发等。联邦政府每年

投入研究与开发的经费在全国用于该领域的资金总额中占到

21%, 每年还用 13 亿加元以联邦科学研究与实验开发投资税

收减免的方式资助私人部门的研究活动。此外, 在 1996 年预算

中, 联邦政府向加拿大工商开发银行注入 5000 万加元资金,

以此启动追加的 315 亿加元银行贷款, 资助小企业和以知识经

济为依托的和出口导向的企业。1998-1999 财政年度, 联邦政

府又以 215 亿加元资助私人部门开发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新技

术。这一资助以基金而不是以赠款方式操作。

再次, 加速对人力资本投资。自由党政府在这方面的措施

包括在加拿大学生贷款计划之下每年用 10 亿加元资助新入学

大学生作为大学教育期间的预付款, 并在 1996 年另外追加

8000 万加元资助学生及其家庭克服学费上涨等困难。联邦政

府还另外拨出 3115 亿加元帮助大学毕业生在正式找到工作之

前从事社区服务工作, 以积累经历, 完成从大学到就业的转变。

1997 年预算中又提出了通过税制变动来鼓励家长为将来其子

女接受高等教育而在已注册教育储蓄计划中增加储蓄的税收

减免方案。同年, 让·克雷蒂安宣布创立加拿大跨世纪奖励基

金以奖励杰出人才, 并向中等和低收入加拿大人提供奖学金。

自由党政府之所以重视对人力资本投资, 除了知识经济挑战这

一因素之外, 还有对吸引外资的考虑。加拿大就业中的 10% 以

及出口产品的 50% 直接同外国在加拿大的投资有关。加拿大吸

引外资的主要障碍并不在资源禀赋方面, 外国高技术公司对加

投资作出选址决策时, 更多考虑的是熟练劳动力。这一点不仅

影响加拿大经济结构, 而且对历届政府的政策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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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实行税收减免和增加转移支付。自由党政府在财政

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的前提下, 为刺激经济增长, 实行了较大规

模的税收减免和增加转移支付给付金。具体措施有 1997 至

2000 年三年内对中低收入者减少总额的 70 亿加元的个人所得

税, 取消自 1985 年以来实行的对年收入在 5 万加元以上者所

征收的 3% 超额所得税, 在今后 5 年内向各省每年增加 23 亿加

元的健康转移支付给付金, 等等。

三

自由党政府执政六年来, 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 对宏

观经济进行综合治理, 既注重短期政策效果, 又考虑短期政策

与结构性改革对经济长期发展的影响, 有计划、分步骤、讲策

略地推行既定政策, 不仅使财政状况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而

且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降低了失业率, 并在一定程度上

改进了经常帐户, 缓解了加元的压力。加拿大经济这几年所取

得的成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IMF 有关机构给予了高度评

价③, DECD 也向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推荐并建议采纳加拿大政

府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④在 1997 年全国选举中, 自由党再度

当选, 开始了它的第二个任期。该党在经济政策上的成功无疑

是其连选连任的主要原因。

11 财政状况的历史性转变

卸去了财政赤字的沉重负荷, 把加拿大转变为一个拥有财

政盈余的国家, 这是自由党政府执政六年来最重要的成就。

1997 年OECD 将加拿大列为“七强”中财政绩效最佳的国家。⑤

及 1997-1998 财政年度, 联邦政府实现了 35 亿加元的财政盈

余。这是自 1969-1970 财政年度以来 28 年里第一次出现没有

赤字且有盈余的年份。联邦政府 1996 年曾宣布, 截止 1998-

1999 年度, 赤字减少至 90 亿加元, 后又作修正, 承诺最迟不晚

于 1998-1999 年度平衡财政预算, 但削减赤字的实际进程超

出了联邦政府的预期。1994-1995 年度预算赤字额为 397 亿加

元, 但赤字实际减少至 375 亿加元, 比预算多减少 22 亿加元;

1995-1996 年度预算赤字为 327 亿加元, 但最终赤字降为 286

亿加元;1996-1997 年度的最终赤字仅 196 亿, 比目标赤字多

减少 53 亿。正因为每个财政年度都超额完成减少赤字的目标,

所以, 自由党政府提前一年于 1997-1998 年度实现了平衡预

算, 而且获得了财政盈余。截至 1998 年底联邦政府财政盈余达

104 亿加元。省级政府财政也已经步入良性循环,10 省 2 地区

的赤字总额由 1992-1993 年度的 250 亿加元下降为 1997-

1998 年度的 34 亿加元。目前已有 5 省 1 地区达到了预算平衡

甚至还有盈余。省地政府计划在 2000-2001 财政年度完全实

现平衡。随着联邦政府卸去了财政赤字负担, 其公债持续上升

的局面也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1997-1998 年度联邦政府偿还

了 96 亿加元的债务。自 1969-1970 财政年度以来联邦政府第

一次有能力偿债。这一年度内公债对 GDP 比率降为 6718%, 实

现了距 1956-1957 年度以来 313% 的最大比率的降幅。联邦政

府宣布, 不再到私人信贷市场去借款。在 1998 年底出现 104 亿

加元盈余前提下,1999 年预算计划将 30 亿加元留作应急储备

金, 另外 30 亿加元用于清偿债务, 余下部分作为政策操作之

用。

21 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1993 年至 1997 年五年间加拿大实际 GDP 平均增长

217%, 其中 1994 年和 1997 年分别达到 319% 和 318%,1998

年实际增长率仍达到 3%。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上升, 加拿大

生产率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多要素生产率在 1997 年升幅为

218%, 不仅高于美国, 而且高于“七强”平均水平; 劳动生产

率增长率同年也达到 219%, 明显超过美国。十年来这两个指

标第一次超过美国。经济增长加速, 加拿大人实际收入随之增

加, 政府财政收入随之扩大。据统计,1994 至 1998 年四年内,

联邦政府所增加的 372 亿加元的财政收入中约 310 亿加元是

经济增长带来的结果。⑥需要指出的是, 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对

刺激增长尤其是对刺激投资起了重要作用。联邦政府同中央银

行密切配合, 确立了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 1%～ 3% 升幅的目

标。这一做法使投资者们确信, 货币当局承担了在经济扩张期

内控制成本与价格压力的义务。另一方面加拿大银行注意随时

调整利率, 使之与联邦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目标相吻合。1994 年

当加拿大利率高出美国一个百分点, 加拿大银行在 17 个月内

17 次降低利率, 硬是将利率调到低于美国的水准上。低利率与

联邦政府财政状况明显改善, 再加上从 1996 至 1998 连续三年

通货膨胀率平均低于 2%, 极大地刺激工商界增加投资。仅在

1996 年下半年至 1997 年上半年间, 企业对机器设备投资增长

25%。自 1993 年以来加拿大固定投资增长在“七强”中居第二

位, 仅次于美国。

31 失业率的显著下降

加拿大的失业率由 1993 年的 1114% 降为 1998 年的

813%, 抵八年来的最低水平。从 1993 至 1998 年五年间加拿大

总共创造 130 多万个就业岗位, 平增每年就业增长 117%。以就

业增长速度而言, 加拿大居“七强”中第二位, 次于美国; 就

失业率下降速度而言, 加拿大仅次于英国。事实上这几年里加

拿大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比德、法、英、意四国相加总和还要多。

尽管自由党政府登台以来推行的经济政策在某些领域收

到了显著成效, 但在另一些领域却成效不大。从目前看, 影响

加拿大经济前景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几项:

首先, 公债规模。加拿大目前公债总额为 5797 亿加元, 公

债对 GDP 比率仍达 6718%, 在“七强”中居第二位。按联邦政

府 1997-1998 年度确立的偿债计划, 公债对 GDP 比率将在五

年内下滑至 55%, 即每年下降 2 个百分点。按此速度计算, 假

设不发生经济衰退等未预料事件, 距今算起直至债务偿清至少

也需 31 年。如此大规模的公债, 需如此漫长的时期才能偿清。

这犹如一把久悬在联邦政府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其前景

难容乐观。前任马尔罗尼政府也曾使联邦政府赤字大大削减,

所不同的是, 前任一方面大举征税, 同时又无法扼制公债的持

续攀升, 当 1990-1991 年经济衰退到来时却全然束手无策, 到

头来不仅未能减少赤字, 同时也酿成了巨额公债的苦果。自由

党政府会不会重蹈覆辙? 目前尚难以预料。同公债规模相关的

是债务利息和利率。目前在每一加元税收中有 27 加分用于支

付公债利息, 公债利息支出占到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 2ö3 以

上; 而巨额的公债规模倾向于推动利率上升, 这势必阻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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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信心。所以说, 公债规模以及与此关联的债务利息及利率

在相当的时期内仍将是影响自由党政府及其绩效的重要因素。

其次, 美国经济的带动作用。由于历史和地缘上形成的同

美国的特殊联系, 加拿大在经济上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自

由党执政以来的六年里可以明显看出美国经济对加拿大经济

的深刻影响。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同亚洲有贸易紧密

联系的西部省份受到强烈冲击, 而 1997 年美国经济的强劲扩

张带动了加拿大经济, 使之部分地抵销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

影响。1998 年的春夏之交;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工人大罢工, 导

致加拿大第二、三季度 GDP 分别下降 013% 与 016%, 但随着

下半年美国经济再度扩张而增加从加拿大进口, 致使第四季度

GDP 猛增 416%。近期内可以预见到的是美国利率的牵动效

应。目前美国宏观经济运行正接近达到生产潜力水平, 一旦抵

达这一水平时, 美国的通货膨胀将趋于上升, 联储将提高利率,

由此产生的溢出效应又将带动加拿大利率上升, 进而对加拿大

经济施加全面的影响。

最后, 经常帐户状况和加元地位。自 1993 年以来, 加拿大

实际贸易余额达到 190 亿加元, 导致 1996 年第二季度出现了

占 GDP 016% 的经常帐户盈余。这里自 1984 年以来首次出现盈

余。目前虽然经常帐户仍有赤字, 但其规模远低于 90 年代初。

加拿大多年来依赖外国资本弥补其经常帐户赤字, 但随着财政

状况明显改善, 联邦政府不再向国外举债, 这无疑有助于巩固

经常帐户地位。加元长期疲软的状况自自由党任期以来没有根

本改变。1997 年世界范围内商品价格猛跌以及亚洲金融危机

的爆发, 使美元相对于加元更趋坚挺, 加元惨跌至 1 加元兑换

63131 美分的创纪录低点。从近期看, 虽然加拿大经常帐户趋于

改善, 但其他因素如公债规模, 投资者信心, 同加拿大商品出

口相联系的贸易条件, 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政策等仍将

对加元币值保持重要影响。因此, 加元疲软的状况在近期内不

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由此将继续对未来的加拿大宏观经济运

行施加影响。

注释:

①④Canadlan News Facts , May 16- May 31,1993, pp 147,55 1

②Government of Canada , News Release , Oct 19,1996, pp 121

③Canadian Newstacts , April 16- April 30,1997, pp 154861

⑤Department of Finance , Canada , The Economic and Fiscal Up 2

date , Oct 115,1997, pp 1351

⑥Department of Finance , Canada , The Economic and Fiscal Up 2

date , Oct 114,1988, pp 1511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　武汉　4300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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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03 页) 性工时制的劳动力市场, 职工并非全部工时就

业, 而是有选择有时段间隔地就业, 即实行部分工时就业。这

样数量一定的就业岗位就被分割为数倍于原岗位的量。若假定

原有就业岗位m 个, 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有 n 个, 在存在

失业的情况下, n> m , 以每天 8 小时工作量计, 在实行弹性工

时制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 以每人每项工作 t 小时计, 则可增

加的就业岗位为:

[ ( 8
t

-1 ) ] ×m

显然, 当 t 取 4 时, 新增的就业岗位数比原来的将翻一番,

令 [ (8öt) -1]= A , 笔者称A 为“部分工时乘数”, 该乘数

与现行弹性劳动力市场的人均每天每项工作的时间长短有关,

工作时间越短, 新增的就业岗位越多, 反之就越少。对于人均

每天每项工作的时间长短的确定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

考虑: 首先, 从劳动力市场的均衡考虑: 由于 t<8, 则 [ (8ö

t) -1]>0, 当 n=[ (8öt-1 ) ] ×m + m 时, 市场达到均衡,

此时　　8m = tn

即　　　t=
8m
n

即每人每天每项工作时间为 8m ön 时, 劳动力市场达到均

衡, 此时就可消除非自愿失业。

其次, 从劳动者个人效用最大化考虑: 假定劳动者个人效

用由工资效用和闲暇效用构成, 其中工资效用包括其多个部分

工时工作所带来的报酬, 用 Y1、Y2、Y3 表示 (假定部分工时

以 3 项为宜) , 闲暇效用用U 表示, 它们均表示为时间 t 的函

数, Y1= Y1 ( t1)、Y2= Y2 ( t2)、Y3= Y3 ( t3)、U = U

(t4) , 职工的时间满足如下表达式: t= t1+ t2+ t3+ t4=24, 职

工效用函数表示为W = U (t4) + Y1 ( t1) + Y2 ( t2) + Y3

(t3)。职工为了使其效用最大化, 就必须对其时间进行合理的

配置, 运用拉格朗日函数, 求极值。

当5W
5t

=0 时, 其效用最大化,

即
5 [Y 1 ( t1) +Y 2 ( t2) +Y 3 ( t3) +U (t4) ]

5t
=0

那么当
5Y1

5t1
=

5Y2

5t2
=

5Y3

5t3
=

5U
5t4

时

职工的效用达到最大, 具体而言就是该职工的时间配置满

足: 三项部分工时工作的边际净收入效用等于闲暇的边际效用

时, 他所得到的效用满足程度最大, 此时, 职工必定要按约束

条件所要求的时间 t1、 t2、 t3、 t4 来合理地配置自己的时间。

四、结语
弹性工时的制度化其实就是我国逐步解决就业压力, 促进

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 在当前妥善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

生活保障和再就业问题, 以及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

展的关键时刻, 以市场机制为基础, 使人力资源的配置市场化,

并辅之以制度创新配套, 来积极推行弹性工时制, 这必将对我

国的经济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经济系　杭州　310027 )

(责任编辑: 向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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