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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财政思考
包健

建立区域间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京津冀三地

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悬殊，特别是河

北省与京津两地公共服务差距较大。以

2014 年为例，每百万人口拥有三级医院

数北京市是河北省的 3.56 倍，天津市是

河北省的 3.2 倍，北京、天津市人均公共

教育支出是河北省的 3.15 倍和 2.99 倍。

如此不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促使

人才等生产要素向京津地区集中。这一

方面强化了京津两地的虹吸作用，造成

京津地区人员密集、交通拥堵的大城市

病 ；另一方面造成了强者越强、弱者越

弱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基本公

共服务的差距。因此，京津冀在区域协

同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地区内基本公

共服务的均等化，否则，基本公共福利

差距会影响地区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

动，导致区域间协同发展很难实现。

在经济新常态下，区域政策将从依

赖地区差异化政策发展的方向转向依靠

地区间一体化的方向，实现区域内公共

服务均等化就显得至关重要。为此，可

以在已有的中央转移支付制度的基础

上，率先在京津冀地区实行区域内横向

转移支付制度。以满足京津冀区域内基

本公共服务为出发点，以实现区域内横

向财政平衡、缩小地区差距为目标，同

时结合人口数量、区域定位、本地区居

民消费水平、收入水平等因素，综合考

虑地方财政能力和财政需求，确定横向

转移支付金额，均衡三地之间的财力，

实现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建立区域生态财税补偿机制

京津冀地区是全国水资源最短缺，

大气污染、水污染最严重，资源环境与发

展矛盾最为尖锐的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一

体化已经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急需解决

的问题。鉴于生态环境属于公共物品，具

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容易产生公地

悲剧和搭便车行为，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机

制解决，需要政府介入。但是在当前GDP

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对生态环境的治理

和投入并不能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和财政

收入增长，对区域性的环境治理问题自

然存在消极性。因此，在各方利益不一致

的情况下，通过生态补偿来解决生态环

境外部性的问题就成为市场经济国家的

必然选择。特别是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

建立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就显得至关重要。

在构建京津冀生态补偿机制时，首

先要从中央政府方面进行调整，将生态保

护作为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

府财政预算中设立生态保护专项资金财

政制度保障。其次，应该建立生态保护财

政资金稳定增长机制，确定环保资金占

财政支出的比例按照一定比例增长。再

者，坚持“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构建

包括补偿对象、补偿依据、补偿标准及生

态损失与补偿评估在内的跨区域生态补

偿机制。最后，京津冀地区可以采取资金

补助、产业转移、技术输出、农超对接和

共建园区等多种横向生态补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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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一体化自上世纪 90 年代正

式提出以来，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仍落

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城市之间经

济发展差距非常悬殊。探讨如何发挥财

政政策作用促进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对

我国未来区域协调发展具有示范效应。

制定统一的区域财政政策

就京津冀地区而言，由于自身资

源和区位优势，促使资本更多流向京津

地区。近些年来河北省为了促进自身经

济发展，通过加大政策优惠力度来吸引

投资，围绕着机场港口建设、产业园区

建立、能源化工产业投资等展开激烈竞

争，区域间很难形成合作共赢的状况，

从长期看不利于地区整体经济发展。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经济新常态，经

济增长将从依赖要素投入驱动转向依赖

创新驱动上，这意味着京津冀地方政府

必须摆脱依靠优惠政策特别是土地、税

收优惠政策来吸引投资发展地方经济的

老路，走要素重新配置和区域合作共享

带来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新路。为此，

京津冀地区目前需要做的是取消区域内

各类差异性的地方性财税优惠政策（如

地方自行出台的财政返还、地方税种减

免优惠等），消除地区内的财税优惠政

策洼地，减少区域间不公平竞争，推进

区域内的开放。与此同时，制定统一的

区域财政政策，减少区域内要素流动的

政策壁垒，促进资金、技术、人才等要

素的自由流动，激发区域间要素优化配

置，发挥区域集群的整体协同增长效

应，进而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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