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任何一 台戏，只要“龙头”、“龙

套”配合默契，错落有致，才有出色好戏

可看。尤其是农村经济“舞台”，台大无

比，条件各异，农民受地域、自然影响，

信息闭塞不熟外情，交通欠畅不悉市

场，加之不少农民惯于埋头种地，初涉

市场难免恐惧、茫然。这时，信息引导、

技术指导、政策促导，就能解决好小生

产与大市场脱节、科技与生产脱节的矛

盾。
“龙套”的工作虽带有配套性质，却

不是被动的。政府部门应 主动转变职

能，自觉地熟农情，知农事，通农技，想

农民之所想。急农村之所急。既不能

久不出场，也不能一出场就走错台步。
前些年，一些干部下乡指导，把过时的

信息传递给农民，搞得种桑又拔桑、丝

厂变煤场，得不偿失，农民心有余悸。
农民需要指导，指导需要信息，信息需

要筛选，去伪存真。去伪需要眼力，眼

力需要锤炼。倘农村经济的服务者眼

光短浅，在扑朔迷离、日新月异的信息

面前盲从或迷信，那农村经济就会成为

一匹驾驭不住的脱缰野马。因此，当好

一个称职的“龙套”也非易事，需要素

养，需要知识，需要创新。
“少说漂亮话，多干实际事；少在城

里转，多到乡下来”，广阔天地大有作

为。满足农民对“龙套”们的祈盼，善

哉，快哉！

（作者单位：江西上饶地区行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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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亟待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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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作

为财政改革目标模式的分税制已在我

国付诸实施。但与之密切配合的现行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远不能满足其要求，

必须尽快改革。

一、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

问题

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主

要有专项拨款、结算补助、体制补助和

税收返还等几种。目的是用以 扶持落

后地区经济发展，协调各级政府间的财

政分配关系。但是实践表明，上述转移

支付的形式，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尤

其是体制补助和税收返还这两种补助

形式都立足于维护地方的既得利益，在

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地方对中央财政的

依赖，更不利于地方财政收支管理和提

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补助金管理

分散，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到

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 一套行之有效的

监督和审计系统。另外，补助金额测算

也不科学。目前我国各项补助金额的

测算主要是采用基数法加上主观判断，

没有一套规范的计算公式。

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目标

和原则

1 .目标。一般来说，规范的财政转

移支付制度具有体制上和政策上的双

重目标。体制目标就是最终建立完善

的收支模式和均衡拨款模式。在废除

基数法的同时，应借鉴因素法，按不同

税种的税基和税率测定地区的自有收

入能力。在充分考虑对各个项目的影

响因素的基础上测定各地区的支出要

求，并以此确定对各地区的均衡拨款。
政策目标就是通过转移支付制度的建

立提高补助金的使用效率，最终实现地

区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从而为全国

统一市场正常运作和为地区经济协调

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体制

目标和政策目标是相互关联的。只有

通过体制目标的确立，才能最终实现政

策目标；而政策目标又是实现体制目标

的前提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各个地区

公共服务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客观条

件千差万别，加之其他体制方面的改革

不配套，基本的统计数据不足，国家财

力不够充裕，因此，改革转移支付的目

标要求不能一 步到位。目前只能实行

一些过渡的办法来逐步达到建立规范

的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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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则。任何一 个目标只有确定

正确的原则才能实现。根据我国的国

情和参考外国在改革转移支付的进程

中的经验，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不

断调整地方的既得利益。中央财政从

收入增量中拿出一部分资金，逐步调整

地区利益分配格局。二是兼顾公平 与

效率。转移支付力求公正、合理、规范

并适当考虑各个地区增加收入的努力

程度。三是转移支付有所侧重。我国

转移支付的重点是缓解地方财政运行

中的突出矛盾，要体现对老、少、边、穷

地区的适度倾斜。

三、财政转移支付的测算

改革我国转移支付的基本内容是：

在规范政府职能和各级政府事权的基

础上，通过规范科学的办法核定地方政

府的支出水平和收入能力，再根据其自

有收支的差异，确定需要给予的转移金

额。按照规范的办法，确定均衡拨款应

该参照各地方政府的“标准收入”和“标

准支出”。但是由于各种税基的基本数

据一时难以取得，且大部分收入项目的

标准支出的测算比较困难，所以目前我

国只能采取过渡办法，即采用相对规范

的办法，进行有限的转移支付。也就是

说，在过渡期，可以按照“财力”低于“标

准支出”的差距作为确定转移支付的基

础，同时也应适当考虑各个地区的收入

努力程度。收入努力不足的地区，其

“财力”低于“标准支出”的差距，可通过

强化征管，合理利用税基等途径增加收

入予以弥补。若仍有缺口的地区，其财

力不足额可作为计算转移支付的依据。
确定“标准支出”可选择对地方财政支

出影响较为直接的客观因素，根据经验

数据，运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建立标准

支出模型。如果按照客观因素建立模

型不能完全反映中央政府的政策取向，

在统一选取客观因素的基础上，应补充

政策性因素进行转移支付。这样，各地

区享受转移支付额的计算公式是：

对某一地区转移支付的补助数额

=（某地区的标准支出 -该地区的财力

-该地区收入努力不足额）×客观因素

转移支付系数 + 政策性转移支付额。
在运用上述对地区转移支付数额

计算公式时，必须首先计算出某一地区

的标准支出额，然后还要分别计算出地

区的财力，地区收入努力不足额以 及政

策性转移支付额等等。这需要大量的

统计数据，通过建立一系列数学模型才

能测算出中央对某一地区的具体的转

移支付额。就拿确定标准支出额来说，

在现有数据和技术条件下，地方财政支

出可分为人员经费、公用经费、政策性

支出和建设性支出等四类，然后再分别

计算上述各类的标准支出。这还需要

建立一系列计算公式和模型，才能完成

对标准支出的测算任务。

综上所述，为 了确保我国经济持续

快速发展，必须加快改革财政转移支付

制度。通过对一些国家分税制和财政

转移支付不同模式的考查，我认为除了

确定改革我国转移支付的目标、原则和

对补助金额的科学测算外，还应借鉴德

国的经验，即在财政转移过程中 注入

“横向平衡机制”。我国是一个人口多、

面积大的多民族国家，各地区经济发展

极不平衡，加之中央财力有限，完全采

取自上而下补助是难以实现地区经济

协调发展的。如果能适当地进行同级

政府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这将在很大

程度上促进财政转移支付的宏观调控

作用的发挥。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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