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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转移支付，尽管形式多样、做法各异，但归纳起来基本

上都是以规范化和均等化为原则。按照这个原则来衡量我国目前中央对地方

的财政转移支付，基本符合的只有 1995 年的 20 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和 108 亿

元的老体制补助，另有 380 亿元的专项补助虽然不符合规范化、均等化原则，但

设置的初衷是照顾困难地方，今后也可通过改革分配办法使之符合规范化、均

等化原则。三笔总共 508 亿元，占全国总财力的 8 % 左右。而各类上解、税收返

还、结算上解下补、两税增量分成等均不符合规范化、均等化原则。由于我国财

力还不雄厚，中央财政还比较困难，又处于经济发展阶段，均等化问题刚刚提出

来，因此转移支付处于初始阶段（或叫过渡期转移支付），它有三个明显特征：一

是规模小，转移支付仅占全国财力 8 % ；二是均等化力度小，一般性转移支付的

20 亿元中，客观性转移支付才 10 亿元，仅达到标准收入能力与标准支出需求差

额的 2.3 % ；三是规范化程度低，专款补助没有按因素和公式计算。
对于财政转移支付今后发展的政策取向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的

看法有以下几点：

第一，种类不求多。纵向转移支付可搞两类，一是一般转移支付，在保留原

体制补助的基础上，增大 1995 年起步的一般转移支付的额度；二是规范专款转

移支付（救灾补助也可归入专款转移支付类）。横向转移支付暂不搞，今后有条

件了，再考虑增值税 25% 部分按地方人口横向共享问题或建立横向转移支付基

金等。
第二，规定比例或目标，尽快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额度。当前，在转移支付

的规范化方面花一些精力研究因素、选择公式是必要的，但这主要是具体经办

业务人员考虑的问题。而国务院、财政部的高层领导应更多地关注和决定一般

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和额度问题。应该改变到年底才从原结算补助中挤资金搞

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做法，一个办法是每年中央财政拿出多少钱来搞一般转移支

付，年初应打入预算；另一个办法是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与每年的两税增量挂

钩，比如每年的两税增量 50 % 用于一般性转移支付，50 % 用于解决中央自己的

困难。
第三，因素不求多，公式不求繁。规范化的手段是因素法、公式化。转移支

付一定要坚持按因素、按公式计算，而且应采取收入、支出两类因素。但并不是

因素越多越好，也不是公式越繁越好，选取四五个关键因素，使准确程度达到

90% 左右也就可以了。因为绝对科学合理的因素和公平公正的公式是不存在

的。
第四，1995 年 380 亿元的专项拨款，额度为一般转移支付的 19 倍，但分配的

方法不是按因素和公式计算。正因如此，沿海经济较发达的十个省得到了总额

的 45 % ，导致了转移的方向与规范化均等化财政转移支付所要求的方向正好相

反，由“均等化”变成了“差距化”。要使这 380 亿元成为规范的均等化财政转移

支付的内容，必须改变其分配办法。对于专款的分配，应该按规范化的要求选

取相关因素按公式计算，可以按专款的类别分别设计公式和选取因素，例如，救

灾专款按受灾损失计算，卫生专款按社会人口计算，教育专款按学生人数计算

等等。
第五，中央财政 1995 年起步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数额虽不大作用却不小。

它是一场及时雨，下到了最干旱的地方，而且分配办法公平公正，大家不争不

吵，是财政资金分配历史上最顺利的一次。这种既考虑标准收入能力，又考虑

标准支出需求，既确定因素，又设计公式的办法是科学合理可行的，今后只需在

一些因素及其权重方面作适当调整和改进就行了。重要的问题是，全国用于一

般性转移支付的资金数量太小，占标准收入能力与标准支出需求差额的比例太

低。因此，增加资金数量，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乃当务之急。
（责任编辑  石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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