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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状况及时调整，公共投资及国债

效果也应跟踪问效，以避免浪费有限

的公共资源 ；“家电以旧换新、汽车、

摩托车下乡”等扩大城乡消费的一系

列政策需要研究应对政策边际效应

递减倾向 ；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统筹

层次、管理体制等没有完全定型，制

度“碎片化”现象突出，财务可持续

性不强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

距依然较大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三

是政府间事权、支出责任有待进一步

明晰。“十一五”时期，我国在城乡免

费义务教育等方面的政府间支出责

任已经明确，但在基础设施建设、养

老等公共服务领域事权或者说支出

责任尚不够明晰，势必导致相互推

诿，影响政府公共服务项目的实施效

果。因此，从制度设计层面讲，宏观

调控手段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五、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宏观
调控效力面临严峻考验

一方面，财政收入状况不容乐

观。“十二五”时期，结构性减税政策

中，除对房地产税收优惠政策等个别

事项作出调整外，大部分减税、减费

政策将继续影响财政收入。新兴产业

正在培育期，对财政收入的增收效果

不明显，同时，增值税增幅有放缓趋

势。另一方面，财政支出任务较重。

“稳增长、调结构、防通胀、惠民生”

这一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每一个环

节都需要财政做好保障工作。农业、

教育、科技等方面支出刚性强，医疗

卫生体制等改革性支出规模大，延续

时限长，在财政难以实现较大超收的

情况下，财政预算平衡压力加大。此

外，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形势严峻，

社会保障支出势必增加 ；支持中小企

业发展，支持自主创新，缓解部分行

业和企业经营困难的财政支出也将

增加 ；支持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

环境保护等也需要加大财政投入。另

外，地方政府出于融资和保障基础设

施项目资金供给而建立了各种政府

投融资平台，大多数融资平台总体负

债率较高，盈利能力较低，监管难度

较大，存在金融风险向财政风险转移

的倾向。在收支压力大，财政风险累

积的情况下，“两个比重”的持续提高

尚有一定难度，“十二五”时期，宏观

调控效力将面临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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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上看，宏观调控

应在保增长、调结构、防通胀上进行

综合平衡，并把握好转换时机。

四、规范制度设计，宏观调控
手段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是税收制度有待完善。从税收

调节功能看，现行税收调节分配力度

不够强，部分税种调节分配功能有待

进一步发挥。如 ：个人所得税实行分

项征收制不完全适合调节收入分配

差距的需要，部分高档消费品未纳入

消费税征税范围，财产税体系未完全

建立，弱化了调节财富分配、增进社

会公平正义的功能。从促进产业调整

的税收政策看，对工业环节征收消费

型增值税，但对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征

收营业税，不利于企业服务外包和生

产型服务业的发展 ；过多、过繁的产

业税收优惠项目客观上改变了不同

行业的收益率，最终影响了产业结构

的调整，甚至造成逆向调节。此外，

还缺乏促进节能减排的有效税种，对

高污染、高排放产品生产的限制性或

惩罚性税收力度也不够。二是刺激扩

大内需的政策措施仍需深入研究。政

府公共投资规模和方向应根据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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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一议惠及华宁10万
农民

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通过实施村级公益事业建设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先后在276个自然村建成287

个公益项目。其中，村内道路硬化项目152个，文化体

育设施及科技文化室99个，人畜饮水工程25个，小型

农田水利项目2个，环卫设施项目9个，极大改善了农

村生产生活环境，使10.44万农民直接受益。

          （钱正芬   马美萍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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