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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处理当前的财政收支关系

白景明

持续的财政收入高增长引发了一系列认识问题，这些

问题本质上是对策思路上的问题，认识上的分歧实际上是

对策思路上的分歧。有分歧不足 为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

全面地看待，只 有全面，才能综合出能够协调各方利益需

求、 长短期利益需求的政 策思路。

超收是财政运行中的常见现 象，既便是在经济增长相

对放缓时也可以有超收，比如 1 989、 1 990、 1 998、 1 999 几

年，只 不过最近几年超收额剧增，达到了数千亿规模，使

人们大跌眼镜。然而必须强调的是，人们在看到超收时，没

有看到超支，没有认识到有超收就有超支、 没有超收也可

能有超支，造成超收的因素也同样会造成超支，有时幅度

甚至大于超收。2003年以来每年财政赤字在 1 400亿以上完

全可以说明这一点。那么，如何看待我国的超支呢？实际

上，影响收入的因素同样会影响支出，比 如物价和制度 变

动等。一方面，政府支出与物价 变动是直接挂钩的，物价

上涨时，虽然会出现财政超收，但政府所要做的事的资金

成本必 然相应加 大，从而造成超支，如近年来基本建设总

额加 大，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投入品价格上涨造成的。再

比如现在政府提高低保标准和离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支出

标准、设立猪肉涨价补贴专款等，其重要原因就是要弥补

物价上涨给弱势群体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另一方面，目前

中国处于制度转型期，政府的社会职能正在迅速扩大，制

度的 变动也常常会导致超支，如今年新出台的城镇全民医

疗保险制度和建立 农村低保制度，对当期财政来讲都是超

支因素。此外，我国经济正处于转轨时期，经济波动较强，

超支具有较强的冲动。各级政府往往可以只通过简易程序

（内部行政讨论）来当即决定办什么样的大事，而各部门就

会要求追加 预算规模，财政就要立即筹措资金。显然，在

处理超收与超支的关系时，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超收

的冲动实际上低于超支的冲动，超收可能更多地依赖预算

编制时的谨慎性操作思路（有意打低收入增长率），而超支

则更多地由于外在因素的拉动、挤压。由此出发，处理超

收与超支的关系时应注意如下几点：一是超收较多时，各

级政府应主动多留结余。二是各级财政部门应细化收支预

测，把这项工作当作预算编制的重点基础工作来抓。三是

加 强项目预算支出标准化、合理化研究，并转变为可行的

支出管理依据。

在财政收入连年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减税的呼声日益

高涨。近年来我国也连续推出了多项减税政策，但社会各

界普遍觉得“不过瘾”，国外媒体（福布斯排行榜等）也跟

着添油加 醋，把中国评为国际上的高税负国家。总之，现

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认识，基本倾向是税负越轻越好，反

正政府收入高增长，减税无碍政府政策的落实。但笔者认

为，一个国家的税制改革中能否采取减税措施取决于多种

因素，我国的减税应适可而止。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财政支出需求膨胀的压 力。近年来我国的财政

收入处于高增长期，但支出需求亦然。目前我国正在构建

新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形成了要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要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两大类支出需求压力。前

者体现在教育、科技、国防、环境保护和治理、公检法、城

乡社区事务等投入需求的扩张上，后者体现在社保、 饮水

安全、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城乡分步统一战略的实施所构成

的支出压 力上。这种体制转轨究竟需要多少资金，尚无统

一的计算口 径和公认的计算结果，但单纯从这几类支出近

年来的增长率来推算，体制性压 力造成的年增支率要在

1 0% 以上。我们一定要认清一个道理：如果公众不愿纳税

又要政府扩大福利供给，那么，减税势必造成政府过度负

债，这是世界各国的规律。

第二，税收征管完整性不足。分税制以来，我国税收

征管水平确实在不断提高，确保 了税收高增长，但必须看

到受多种因素制约，税收征管本身还不能完全按照税制执

行。比 如 鉴于商品销售的高度分散化对庞大的城乡集贸市

场只 能采取定额税制。再比 如餐饮业、娱乐业居民消费部

分的税款受企业避税（不开发票）的影响也不可能做到依

法全额征收。概括起来，就是我国经济的企业化程度相对

较低势必导致税收征管不完整，在这种条件下，如果再不

断减税，势必撼动整体税收增长的基础。

第三，区域经济发展程度不一。在近年来财政收入高

增长的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并没有缩小，在财

政方面的体现就是财政自主率低的省份的财政自主率并没

有提升多少，当然，这里有增支政 策挤压的因素在起作用。

现在的矛盾就是如果持续减税，落后地区的财政 自主率会

进一步下降，发达地区的收入上解能力也会下降，中央财

政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 ，留给

中央财政的手段只 有提高收入集中度了，但现在的问题是

地方政府普遍认为中央财政目前的收入集中度已经偏高，

再提高收入集中度，肯定会遭到地方的抵制。显然，我们

不能再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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