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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税显示出了较强抗周期性。同时最终消费

的稳步增长又稳住了营业税收入。这使地方税

收占比反而上升。

（二）允许地方在一定范围内自定支出政策，

充分调动了地方财源建设积极性。我国是实行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国家。在支出政策方面，

中央的统一领导体现在公共产品供给规划制定、

公共产品质量标准控制、主要基本公共服务支

出标准确定等方面，比如9年制义务教育、人均

公共卫生支出限额、基本养老金定额等。分级管

理主要体现在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标准上限由地

方自行决定和建设性支出自行决策上。这等于

赋予了地方投资环境营造权和资源配置引导权。

因此，地方政府普遍利用支出政策提高公共服

务保障水平和以支出奖励替代税收优惠扶持企

业发展，来推高增长速度并调整产业结构和招

商引资。这直接扩大了地方财源，并带来了地方

税收高增长。

（三）统一市场确保地方税收增长。国内统

一市场状况是决定一国经济发展势态的重要因

素。经济增长过程就是国内市场统一性程度不

断提高的过程。历次社会经济制度大变革都包

含着对阻碍统一市场运行的制度障碍的突破。

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创建就是打破封建领地对

商品和劳动力自由流动限制的过程。我国从计

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首先是

改革商品流通体制，打通城乡两个市场，让商品

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其后分步推动市场体系建

设，形成了全国统一的资本市场制度、技术市场

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总体看，我国的统一市

场具有广阔性和完整性两大特点。广阔性是指

地域广，覆盖960万平方公里；消费群体大，涉

及13.9亿人；国民经济体系健全，主要农业产

品和劳务产出规模位居全球前列，因而供给链

长、需求层次多。所谓完整性是指法律制度、税

收制度、财政体制、商品流通制度、价格制度等

全国一盘棋。这种广阔性和完整性为要素自由

流动和宏观政策上下贯通创造了基本条件，从

而使经济增长动能得以持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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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服务知识问答

问：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有哪些？

答：包括以下几类：

（一）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的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

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以及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但不由财

政拨款保障的社会组织；

（二）依法在工商或行业主管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等从事经

营活动的单位，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

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

（三）按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政策规定，划为公益二类的事

业单位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主体。

问：个体工商户或自然人是否可以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

主体？

答：推行政府购买服务的主要目的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创

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因此，由

各类符合条件的组织机构而不是个人作为承接主体是科学合

理的。但考虑一些县乡农村基层地区组织型承接主体不足，

以及政府采购法允许自然人作为供应商等因素，某些情况下，

也可以由具备服务提供条件和能力的个体工商户或自然人承

接政府购买服务。

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向个体工商户或自然人购买服务时，

应当严格遵守政府购买服务及政府采购等制度规定，不得将

其异化为变相用工。

问：为什么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不能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

主体？

答：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资格取决于是否承担行政职能。

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其功能定位是负责

直接提供特定领域公共公益服务的主体，与行政机关性质不

同，不宜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需要说明的是，公

益一类事业单位不能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是指其

不能购买其承担的主要事项，即不能将自身的主要职能委托

出去。为完成自身职责，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可以采购所需辅

助服务事项。

（财政部综合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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