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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且在诸多重大财金议 题 上需借重

我国力量，应妥 善处理与主要发 达国

家的关 系，在大国博 弈中切实维护国

家利益。在区域合作中，还应客观分析

和处理与日、美在具体领域的合作，将

中日、中美在 本地区的互动变为促 进

双方关系健康发展、促 进地区政治经

济稳定发展的积极因素。

二是 妥 善处 理敏 感问题。作为经

济实力不断上升的新兴大国，我国与传

统经济强国之间的利益交 叉点日益增

多，在涉及各自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将出

现更多分歧和摩擦。发达国家在全 球

经济再平衡、人民币汇率、应对气候变

化等问题 上压我国承担 更大责任。我

们既要坚持原则、顶住压力，拒绝接受

超出能力范围和发展阶段的责任，同时

也应客观看待自身在国际经济事务方

面所应 发挥的作用，以建 设性的方式

参与国际经济 合作，树立负责任大国

形象。

三是 着力推 进区域合作。区域 财

金 合 作 涉及 区域合 作 利 益 分 配 格局，

是我国运 筹周边、积极有所作为的重

要 平台，也是我国可发 挥 核心 作用的

财金 合 作 机制之一。我国在 地 理、历

史、人文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完全

有能力发挥重要作用。应继续以 10+3

为主 渠道，着力推 进区域 财金合作向

前发 展，统 筹运用各种区域、次 区域

和双 边渠道，进一步完善参与合作的

总体 布局 ；加大在 资金、人 力等 各方

面的投入，积极有所作为，巩固和提升

在合作中的重要地位 ；根据本区域的

现实情况，围绕资金救助、经济监测、

金融市场发展等重点领域推动合作取

得实效。财

     （作者为财政部国际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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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离不开财

政体制的科学化。科学的财政体制要

求遵循分工规律，正确处理政府与市

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分工关系以及公

共权力机构内部横向、纵向财政管理

责权的科学合理分工关 系，明确划分

财政与市场配置资源边界、公共经济

主体横向管理责权和各级政府间财政

责权。

构建 科学的财政体制，既是 一 个

国家或地区公共财政现代化的主要标

志和内在要求，也是正确发挥财政职

能有效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

条 件。主 要解 决 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

是兼顾政府和市场调节作用的有效发

挥，合 理 界定公 共 财政职能范围。也

就是要清楚合理地确定在经济社会发

展方面哪些事情应该由政府筹资来办、

哪些事情应该由企业和个人（家庭）这

些市场活动主体自行筹资，将财政资源

配置职能限定于 解决 公共性问题，避

免公共财政职能不适当地向市场竞争

领域过分延伸，导致 对民间经济的挤

出效应，减损整个国民经济体的效率，

这是整 个财政体制的基础。二是构建

能够保障公共经济体有效运作的横向

财政体制。横向财政体制是 指国家财

政责任和权力在立法、行政、司法三类

政权机构以及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配

置。合理而详细地界定各 个公共权力

机关、政府与财政部门、财政部门与其

他公共部门之间的财政管理 权责，直

接关系到财政资金配置、使用效 益和

财政管理 效率，进而关 系到整个公共

经济活动效率。三是构建有利于经济

社会 科学发展的纵向财政体制。纵向

财政体制是由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

分、财政收 入分享和 转移支付三大环

节环环相扣构成的有机体系。各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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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支出责任划分应当符合政府之间效

益 外溢性和承受能力的原则，收 入权

利划分应当符合权责对称和管理效率

原则，政 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应当有 效

解决财政纵向平衡和地区间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问题。多年来，河北财政部

门围绕构建科学的财政体制，进行了一

系列理论和实践探索。

一、探索推进横向财政管理

责权配置改革

从 2003 年开始，河北在政府内部

层面对实现横向财政体制的科学化进

行了认真研究，2005 年以地方政府规

章形式出台了《河北省省级预算管理规

定》，对政府与一级预算单位、财政部

门与其他公共事务部门之间的财政管

理责任与权力配置作了比较清晰的界

定，明确了财政预算管理 过程中政 府

的核心地位、财政部门的综合管理责权

和其他公共 事务部门、单位应有的责

任与权力，基 本 构建起政 府内部不同

层面符合规律的财政管理责权配置关

系，较好体现了责权明确、依责赋权的

原则，为财政管理中有效 发挥政 府的

主导作用、财政部门的综合枢纽作用、

其他部门和单位履行特定公共服务所

需的财政管理责权提供了法制依据。

二、积极开展财政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

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是财政

体制的关 键环 节。着眼于提高专项转

移支付调控效 果，并为政府间收 入 划

分 提 供 依 据，河 北 省于 20 05 年 对 地

方各级财政支出责任划分进行了重点

研 究，20 06 年 形 成 初 步 框 架，20 07

年提出了省以下政 府间财政支出责任

划分方案，对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环

境保护等 249 项支出责任提出了划分

意 见。20 08 年，选 取 其 中 的 12 类 47

项支出进行了首批改革试点，明确省、

市、县所对应的财政 支 出责任，对 涉

及全 省整体利益、跨区域的重大公共

事务由省级 承担主要财政支出责任 ；

对 适 宜 基 层 政 府 管 理 的 一 般 公 共 事

务由市县政府承担支出责任 ；对两级

以上政 府共同承办的公共 事务，建 立

财政支出责任合理共 担机制，在分担

形式 上，针对不同责任的 性 质，分 别

采取了按项目分担或按比例分担的方

式。20 09 年试点范围扩大到 114 项支

出，并相应推 进了全 省交 通和交警 两

个系统财政财务管理体制改革。2010

年将试点范围扩大到现行所有支出责

任，不断健全各级政 府间财力与支出

责任相匹配的体制，推 进 基 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

三、不断深化收入划分体

制改革

2002 年借助中央推进所得税分享

改革的契 机，着眼于推 进财政体制的

科 学化，按照“ 简明规 范、利 益 共 享、

风险共担”的原则调整了省与市县之间

的税收分享体制。之后，按照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的

要求，不断改革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

一是促进经济加快发展的激励性

财政体制。着眼于促 进各地区经济加

快发展，2003 年开始实施第一轮激励

性财政体制，取消原先省集中市县“四

税”50%增量的政策，改为针对不同地

区特点的 分 类 激 励 政 策 ：对 张 家口、

承德两个困难地区以及国家和省政府

确定的其他扶贫开发重点县，实行“四

税”收入“定额分享、超收全返”政策 ；

对其他市县，实行“超分成增长率收入

全 返”的激 励政 策。2008 年又开始实

施 新一轮 激 励性 财政体制。以近 3 年

各地区包括人均 GDP、人均财力、农民

人均纯收入和机关公务员津补贴水平

在内的财政 经济综 合 平均 值 为标准，

把 全 省 136 个县 （ 市 ） 划分为困难、中

间、较好三类地区，分类施策，以不同

力度激 励三类地区竞相发展。对困难

地区实行省“四税”收入“定额分享、超

收全 返”政 策 ；对中间和 较 好地区实

行“超分成增长率收入全返”政策，中

间地区和较好地区分成增长率分别为

5% 和 8%。对 11 个设区市本级全面实

行“超分成增长率收入全返”政策，根

据近三年市本级财力情况和市直机关

津补贴水平分别实行 5% 和 8% 两档不

同的分成增长率。 

二是引导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体

制优惠政策。如果说激励性财政体制

重在“激励”的话，那么体制优惠政策

则更侧重于“引导”。为加快 打造沿海

经济隆 起带，充分发 挥经济增长极在

经济发展和结构优化中的引领作用，相

继对唐山曹妃甸新区、沧州渤海新区核

心区实行了“四税”收入“定额分享、超

收全 返” 的激 励性财政体制政 策。为

打破行政区划对经济资源合理流动的

制约，加快优势产业聚集，优化生产力

布局，实 施 鼓 励异地投资税收分享的

财政体制政策。着眼于科学发展、可持

续发展，抑制乱采滥挖行为，调整资源

税收 入 划分体制，改变资源税收 入县

级独享的局面，从 2008 年起，资源 税

收入实行省、市、县按比例分享。着眼

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农业产业

化 经营，将新建扩建高新技术企业和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新增增值税省级

分享部分下划市、县，促进高新技术产

业 发展和农 业产业化 经营。着眼于促

进县域 第三产业 发展，省级不再分享

县（市）新增一般营业税。这些调整都

初步发挥了预期效应。

三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

进程的省直管县体制。2005 年，对 22

个县（市）实 施了扩权 强县改革，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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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享有与设区市相同的部分经济

和社会管理权限，包括计划直接上报、

财政 直接 结 算、经费直接安排、政 策

直接享用等 11 个方面 62 项。省财政对

扩权县（市）实行财政体制直接管理模

式，税收收 入 划分仍以“四税”分享为

基础属地征收，在中央及省级分享比例

不变的基础上，原市县分享部分全 部

归扩权县所有，市级不再分享。在公共

财政 建 设的视角下，扩权 强县改革实

质上是 一次省管县 体制模 式的试 点。

2009 年省直管县总数达到 64 个，2010

年扩大到 92 个。

四是促进县域经济资源合理配置

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县乡财政体

制改革。县乡财政体制一直 是财政体

制 管 理中 的 薄 弱 环 节。2002 年 以前，

河北的县乡财政体制五花 八门、很不

规范，体制效 能 难以有 效 发 挥。2002

年，在全省推行“统收统支加激励”和

“相对规范的分税制”两种体制模式。

2005 年，按照因地制宜、分类 指导的

原则，明确相对规范的分税制和统收

统支加激 励体制的适用范围，并且就

实行分税制的乡镇支出责任和分享收

入项目提出了具体要求，当年在 12 个

县试点，2006 年扩大到 81 个，2007 年

扩 大 到 126 个，2009 年 实 现 全 覆 盖。

2010 年 进 一 步 完 善 县乡财 政 体 制 模

式，缩减实行分税制的乡镇数量，每个

县（市）实 行分税制乡镇控制在 1/4 左

右 ；将统收统支加激励体制改为统收

统支体制，以更有力地促 进县域 经济

资源的集约化配置和一般乡镇政府职

能向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转型。经

过 几年的运行，两种体制的预期效 果

逐渐显现。分税制调动了乡镇自我发展

的积极性，加快了县域经济和农村城镇

化发展步伐 ；统收统支加激励体制缓

解了县乡财政困难，保障了基层政权的

正常运转，维护了社会稳定。

四、持续推进政府间转移支

付制度改革

着眼于增强政府间转移支付资金

分配的科学性和精细化程度，采用因

素公 式 法，规范一般 和专项转移支付

制度。1995 年开始在省对困难县的一

般补助资金分 配 上 采 取 规范的办 法，

增加了两个照顾因素，即地理性 增支

因素和人口密度因素，对地 理 环境 恶

劣、人口密度低的县在计算公用经费支

出需求上给予适当照顾 ；一个鼓励因

素，即按粮棉产量增加补助金额，以促

进粮棉生产 ；一 个 制约因素，即确定

财政困难 县应 有的财政供养人数，以

促进控编减员。在专项转移支付方面，

1996 年根据地方人口、经济总量、财力

水平、相关人员数量等客观因素，采用

数学公式测算分配“二片贫困地区义务

教育工程”资金补助额，以后逐步将这

种科学分配方法应用于所有社会发展

性 专项转移支付。这些年来 一直 坚 持

这种规范透明的分配办法，并根据经

济社会变化，逐步增加细化影响因素，

使资金分 配 更 科学，既 摆脱了人为因

素干扰，又强化了政策导向功能，促进

了全省纵向与横向财力均衡，促进了地

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

    （作者为河北省财政厅厅长）

                   责任编辑  陈素娥

  湖北竹山：林业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近年来，湖北省竹山县积极探索 “合作社（经

济人）+基地+农户”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兴基地、

树龙头、活流通、创品牌，大力发展林业特色产业，

使林业特色产业走上了规范化种植、企业化管理、

集约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道路。目前，该县已建立

林业特色产业基地 60多万亩，涌现林业特色产业专

业村117个。

                       （朱本双  周友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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