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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矛盾。这种由于上下层级信息不对

称而导致的利益博弈，不但降低了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而且增大了监管成本，

对于优化资金管理的政策设计与推进转

移支付改革起到的是逆向调节的副作

用。“定向”管理方式的使用则从一定程

度上缓和了这种矛盾。

3. 有限自主权的下放，既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又降低监管成本。将其称为

“有限自主权”，有两点原因 ：一是被纳

入定向财力转移支付管理的专项资金是

具有特定政策目标和使用方向的，但并

非属于中央规定的政策必保范围，也就

是说，具有这类特点的资金可以由市县

统筹管理。换句话说，相比改革以前，

市县增加了一笔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

主支配的财力，既然属于财力性转移支

付，自然无配套要求，其自主性可见一

斑。其二，将省级主管部门的立项权力

进行适度调整并下放给市县政府。诚如

上文所述，这种围绕备案制度的双向管

理，不仅体现为有限自主权的下放，更

进一步明确强化了省级主管部门对市县

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责，同时将逐步解决

备受诟病的“部门财政”问题。简而言

之，“有限自主权”的下放，不仅有利于

项目决策的科学性，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 ；而且遏抑了寻租空间，权力结构

的纠偏极大地降低了事后监管成本。

（三）完善“定向”管理并助推专项

转移支付改革

1. 加大资金整合力度，将“定向”管

理向纵深推进。下一步的资金整合应不

仅仅针对同一部门管理的功能相近的专

项资金，更应针对不同部门间功能相近

的专项资金。例如乡村公路建设项目，

在很多专项资金中都有支持，包括近年

来中央一直提到的涉农资金整合等，都

属于部门间资金整合的重要内容。就四

川省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来看，

就有国土部门、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

室、农业厅以及发改委四个部门进行专

项资金的支持。如若将这类专项转移支

付资金进行整合，根据其功能性质划由

一个主管部门与财政部门共管，并且实

施定向管理，那么以往由专项转移支付

设置交叉重复、多部门分头管理和分配

下达所带来的拨付与实际发放过程中的

使用效率低、“权力寻租”等问题，就可

迎刃而解。

2. 优化制度设计，鼓励“二次定向”

管理。泸州市统筹整合专项资金，实现

“二次定向”分配，取得良好效果。下一

步应将市县落实“定向”资金管理的成

绩以及市对非扩权县实施“定向”管理

进行二次资金分配的改革实践设为绩效

目标，引入绩效管理，实施定向财力转

移支付的竞争性分配。也可同时采用奖

励补助的方式，鼓励市县探索创新，既

能落实好省财政定向财力转移支付工作

任务，又能为进一步改革积累有益经验。

3. 建立双重管理的工作机制，增强

事前管控能力。确保“定向”管理工作的

质量，建议建立省与市联合的双重管理

机制，由省抽查，市进行全面检查，防

范项目备案与项目实施不一致情况的发

生，增强省级部门的事前管控能力。

（作者单位：四川省财政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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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投入  夯实教育均衡发展

湖北省竹山县三年来累计投入资金5亿多元，消除农村

学校D级危房29.7万平方米，新建近百所村级校舍，并投入

资金1658万元用于购置教学仪器、图书、班班通、多媒体远

程教学设备、学生课桌椅、体音美器材等。图为近日新迁建

的竹山一中全貌。

(朱本双  王震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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