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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国债发行规模是什么意思.经济下行是需求小于供给
？ 应该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吗-股识吧

一、扩大国债发行规模为什么属于扩张性财政政策

发行国债的目的是扩大政府投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
发行国库券，由市场买入后，央行达到回笼资金，收缩货币供应的目的，是紧缩的
货币政策。

二、发行国债是不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内容

国债一方面影响财政收支，是财政政策一方面影响货币供求，(发国债就是减少货
币流通量)，属于货币政策.显然，发国债是紧缩货币政策.但是不是扩张的财政政策
，要看它是否对经济增长和就业有刺激作用。
个人认为，发国债是下一步扩张（也就是增加政府支出）的前兆，或者扩张过后采
取的平衡收支的行为，属于扩张财政政策的一部分。

三、商业银行进一步扩大金融债券的规模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你所说的举债我觉得是指通过间接融资，以拆借现金、延迟付款、提前收款等形式
增加企业净现金流入，用于企业再生产投入。
如果是这种模式，增加企业负债应该统筹考虑一下几点以控制风险实现既定发展目
标：1.投入的扩大企业规模的项目风险，包括市场风险、回款周期和风险、投资回
报率，简单的说就是投的项目一能否稳定的支付我借款期内的各期利息和支出，二
能否最终实现销售或交易且收入足以覆盖成本和目标利润。
2.借款的还款周期应充分考虑项目的回款节点，并做好预留。
3.一般企业负债率规模控制在60%以内属于风险较低，其中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的
比例也应合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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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什么增加国债发行规模和降低税率能扩大内需呢?

发国债是从政府的角度，发了国债政府有钱了，就可以大兴土木，搞基础设施建设
。
修路、修桥什么的，每项工程砸钱的同时就消费了东西，带来了就业，就拉动内需
了；
降低税率是从经济体内企业和个人的角度，税率低了，大家交的钱少了，相当于手
里的可支配收入多了，收入多了自然花的也就多了，今天买套衣服，明天换个手机
，内需就拉动了
但是像发国债，政府钱多了得同时人民手里的钱就少了，因为拿去买国债了。
这也会“挤出”一部分居民的消费，但是消费减少的部分要小于因为政府投资带来
的内需增加，所以总效果是：发国债促内需（这段可以忽略）

五、经济下行是需求小于供给？ 应该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吗

理论上是对的。
但单纯扩大国债发行规模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国家国债的使用范围有很多的限制，
还需要有其它许多配套措施才能扭转经济下行。
例如，发改委要扩大审批项目的数量、规模，银行的贷款规模也要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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