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专栏——江苏篇

完善财政管理体制
  苏州经济“锦上添花”

苏州市财政局

1980 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临姑

苏大地，20年弹指一挥间，苏州大地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0年苏州全市

财政收入为 9.46亿元，而 2000 年达到

158.27亿元，是1980年的17倍。1980—

1993年，省对苏州市分别采取了 “财政

收入包干”、“全额比例包干”、“分档分

成”和“收入递增包干”的财政体制，

这种相对集中的财政体制，使苏州地方

可用财力留成比例仅10%左右。低比例

的地方留成，严重制约了苏州地方经济

的进一步发展，也使得财政收入的增幅

趋缓。从 1980年至 1993年苏州全市的

财政收入年均增幅是 11.04%，比同期

GDP年均增幅低 10.25个百分点。1994

年，中央实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大大

提高了地方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促进了

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

分税制实施7年来，我市共完成财政收

入 594.61 亿元，是前 14 年的 2.2倍；
年均增长 23.25%，比前 14年的年均增

幅提高 12.21 个百分点，比同期 G D P

年均增幅高 6.66个百分点。

一、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运行

情况和存在问题

分税制财政体制实施7年来，苏州

市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得到了长足

的发展，财政收入也呈现出持续、快

速增长的良好态势。2000 年，全市实

现全口径财政收入 158.27 亿元，比上

年增收 48.89 亿元，增长 44.70%。然

而，在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施过程

中，也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 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不

稳定。主要表现在上划中央收入增量返

还比例逐年下降，中央分配基数加大，

地方分配基数减少。我市的税收返还收

入占上划两税收入的比例已由 1994 年

的 87.13% 下降至 2000 年的 36.36%，

下降了 50多个百分点。而两税上划收

入 2000 年比 1 994 年增长了近 4 倍

（383.4% ）。

2、 事权与财权不协调，地方财政

负担过重。主要表现在上级开口子，

下级拿票子，几乎所有的政策性增支

都由同级财政负担，一些专项拨款要

求下级财政按一定比例配套，各条线

文件规定的各项支出安排占总支出的比

例太大，与各级的财力可能相脱节。

这无疑使地方财政的自主权受到削弱，

加大了地方安排支出的难度。

3 、 分税制按税种划分收入不彻

底。企业所得税仍按企业隶属关系来

划分，而对部分收入按环节、 行业进

行划分，将进口产品增值税、 金融、

保险企业所得税、 营业税等划分为中

央或省级收入。如此不符合分税制改

革的要求，不利于调动两个积极性，

也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地区为国家提供的

税收情况。

4、收入的增长并没有带来财力的

同幅度增长，不能充分调动地方增收

积极性。2000 年，我市两税收入比重

为 64%，这部分收入地方可用财力有

限。其中收入增量的大头交给了中央和

省。2000年收入比1995年增长193.86%，
而留用比例只增加了4.65个百分点。同

时，财政实行“分灶吃饭”，市级税源呈

萎缩趋势，2000年市级收入只占全市的

10%，留用的财力60% 以上用于保证人

员经费的开支。

二，新的财政管理体制给予地

方更大的活力

根据省委确定的 “激励苏南，锦

上添花；扶持苏北，雪中送炭”的指

导思想，以及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

从 2001 年起省对市确定了新的财政管

理体制方案。从我市的实际情况看，

新体制的实施理顺了财政分配关系，

增加了地方可用财力。提高了增收节

支积极性。

1 、 新体制 “效率优先，兼顾公

平” 的原则恰当地处理了地方经济发

展不平衡的矛盾。近年来，我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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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较快，财政收入年年创新高，人

均财力相对高于苏北。新体制以鼓励

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以先富带后富、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目标，在保证各

地政府实现公共服务财力的前提下，

允许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不以牺牲效

率来获得绝对公平。在确定省集中基

数问题上，省财政考虑到原来的财政

收入形成的财力已进入各地的支出基

数，因此对各地的原存量财力不再进

行调整，而是采用对增量调整的办

法，既保证了地方既得利益，又便于

省级财政财力的集中，提高了各地组

织收入的积极性。

2、建立了合理的激励机制，调动

地方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增强地方财

政自给能力和自求平衡意识。以往省

对下补助采取的是定额补助办法，补

助一旦进入基数后，不再具有约束

力，因此不能调动地方增收节支的积

极性。新体制按照 G D P 等计算标准财

政收入，计算出的标准财力相对合

理。同时，为鼓励各地增加收入、控

制人员、节省开支，省对我市采取了

奖励与地方上交挂钩的办法。如新体

制规定对我市市本级和所属市（县）

地方财政收入当年新增上交额给予10%

的发展资金，专项用于支持我市的经

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此外，对市、县

建立了地方财政收入上台阶奖励制度，

省辖市市本级财政收入每增加 1 亿元，

省一次性奖励 3 0 万元，县（市）每

增加 4000万元，省一次性奖励20万元

等，大大提高了我市各地增收节支的

积极性。

3、新体制较好地解决了现行体制

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适当控

制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二是控制人

员经费居高不下的状况，缓解了地方

财政收支矛盾；三是加大对经济欠发

达地区的扶持力度；四是简化体制结

算，规范体制运行；五是扩大省级转

移支付规模，增强省级财政宏观调控

能力。

三，以体制调整为契机，充分

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努力提升地方

财政收入水平

新体制的出台，为我市财政工作

开辟了广阔的舞台。全市各级充分发

挥财政的职能作用，努力抓收入，合

理安排支出，确保收支平衡。

1、 发挥中心城市的调控作用，适

度集中市（县）、 区财力。省级体制

调整实施后， 我市着手对所属市
（县）、 区的财政体制作相应的调整

和分解。为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宏观

调控作用，我市对各地的财力进行适

当集中，用于全市的统一调配。

2 、采取有力措施，强化收入征

管。首先，加大财税宣传力度，配合

财政宣传月和行风评议工作，我市各

地分别在当地新闻媒体开辟了《财政

之窗》专版或专栏，努力提高全民纳

税意识；其次，坚持依法纳税，依法

治税，实现应收尽收；第三，加强财

政部门的税收组织工作，根据农村税

费改革的新情况， 组织好农业税、 特

产税等的征收。

3、 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加强财政

支出管理。一是按照建立公共财政框

架的要求，严格执行《预算法》，改

革预算编制方法，实行零基预算、部

门预算和综合预算，重新界定财政供

给范围，调整单位预算级次，优化财

政支出结构，使预算编制工作上一个

新台阶。二是扩大范围，规范管理，

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水平。重点抓好

采购目录、 采购内容的确定，注重培

植采购中介机构，认真做好招标工

作，加强对中标中介机构的跟踪管

理，严格执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规范政府采购的各项运作程序。

三是加强对预算资金使用的监督。今

年我们对市计生委等部门的预算编制、

资金使用实施全方位跟踪监督，加强

对这些部门的业务指导，保证财政资

金的合理使用。

4 、以 “促改革、保稳定、求发

展” 为工作重点，加大对社会事业和

经济建设的支持力度。财政加大对农

业、教育、科技、再就业等方面的投入。

主要包括组织完成农业生产建设性项目

的立项论证和资金落实工作；积极开

展社会保险费扩面、 征缴和压欠工

作，保证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按

时足额地实行社会化发放；支持深化

医疗制度改革，促进新的医疗改革方

案顺利实施；对企业破产、重组、改

制以及国有股减持等作了必要的政策研

究和资金准备，明确了当年贴息项

目、科技专项经费和第一批扭亏贴息

项目。同时加大对第三产业、民营经

济和股份制经济财政扶持的政策研究，

出台了鼓励外贸出口奖励试行办法，

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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