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之窗

挪威王国的财稅体制

及现行财政政策

宗长楚

一、挪威混合经济的主要特征

挪威王国 位于欧洲北部，国土总面积为

38.6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430 万，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 25 000 美元。挪威是一个混合的市场

经济国家，其主要特征是：（1）从所有制性质上

讲，以私有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现阶

段挪威经济成分大体上可分为五种：一是公营

经济，基本上垄断了石油工业、国防工业、交通

运输、邮电通讯等重要经济部门；二是私人垄断

资本，一般也称为大财团经济，主要集中在商业

和金融业；三是私人中小资本，以小型工业及中

小城镇工商业为主；四是外国私人资本，主要是

跨国公司在挪威的分公司和子公司；五是资本

主义农业经济。（2）从经济运行机制上讲，政府

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既不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

场运行模式，也不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

而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相结合的混合运行模

式。在市场经济一般原则下，国家允许有些产业

以市场调节为主，而对另一些产业，如国家银

行、石油、农业等，则以政府调控为主，两种方式

协调运作，促进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3）

从分配方式上讲，实行中央集权基础上的转移

支付制度，在社会保障和政府间转移支付方面 ，

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程度较高。在保持

市场经济一般活动原则的同时，政府积极参与

国民收入再分配，通过对收入分配的干预，建立

了庞大的中央财政收入体系和完备的社会保障

体系，以校正因市场分配不公给社会成员带来

的收入悬殊并缩小各阶层成员的贫富差异。

二、挪威政府预算的编制与执行

挪威国家预算的目标是提高整体服务能

力，降低失业率，控制财政赤字，防止周期波动。

在国家预算编制中，充分体现国家财税政策、货

币政策、产业政策和环境保护政策，确保财政总

量与结构上的平衡。与此相适应，提交议会的预

算“文本，必须包括预算收支水平的建议，税基、

税率的建议，削减赤字的建议，转移支付的建议

以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建议等。在预算执行

中，政府有一套保证财政收入实现的政策措施，

任何涉及全国性税种的税收优惠措施和减免，

都要由财政部报议会批准，并在有关税法中明

确规定。地方政府无权决定税收减免政策。国

家财政的支出安排，立足于量入为出的原则，通

过削减行政经费等一系列措施，确保财政收支

平衡。年度预算如果在执行中出现意外，需要国

会追加预算支出时，必须由财政部向议会补交

申请。这种预算管理制度，不仅保证了财政收入

的稳定增长，而且维护了中央财政的集中统一。

三、挪威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与转

移支付制度

挪威 1814 年宪法规定，议会是最高权力机

关，王国政府分为中央、郡、市三级管理，由 19

个郡和 435 个市组成，最小的市只有 0.7 平方

公里，5 000 多人。挪威宪法对三级政府的事权

划分和财政支出原则有明确的法律界定，王国

政府主管全国性社会公共事务并制定相关的政

策法规，主要包括国防、外交、安全、教育、社会

保障等；郡政府是王国政府的派出机构，具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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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本级和上对王国政府负责、下对市政府实行

领导的双重职能，具体负责郡级公路、交通、学

校、医院、博物馆的建设和管理；市政府的职责

一般包括本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包括学校教

育、文化娱乐、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环境保护在

内的公共服务和城市市政管理等。公共部门基

础设施建设，大型项目由中央承担，中小型项目

由郡、市承担。挪威王国政府实行中央集权基础

上的分税制。中央政府的收入来源主要有增值

税、所得税、消费税、社会保险税等，地方政府的

收入来源只有财产税一项，收不抵支部分由中

央财政对地方财政实行转移支付解决。1994

年，挪威中央财政各种转移性支出占国内生产

总值 32.8% ，占中央财政支出总额的三分之

二。在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中，一般性拨款占

65% ，专项拨款占 25% ，劳动力市场补贴及难

民住房支出占 10%。郡、市两级地方政府的收

入，分别有 41%和 47%来源于税法允许征收的

财产税，53%和 37%来源于上级财政的转移支

付，6%和 16%来源于 上级政府批准的各种收

费。挪威预算的编制采用自上而下进行，这是因

为预算政策需要协调和郡、市地方政府预算收

入中有一部分来自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只有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基数定了，地方才好进

行本级政府的预算。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收支平

衡，举债自行偿还，不准地方财政有赤字。

四 、挪威税收体系及税收征管制度

挪威设有 19 个隶属于中央、400 多个隶属

于地方的税收评估机构，组成中央、地方两套税

收征管机构。税收评估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依据

已有的法律，对直接税进行计税测算，作为税务

部门征税依据；中央税局负责征收以增值税为

主体的间接税，地方税局负责征收包括社会保

障税在内的直接税。挪威每年根据收支总体安

排，对税基、税率进行一次调整，由财政部长在

财政年度之前提交议会决定。财政收入在各级

政府间的分配，实际上就是税收收入的分配，增

值税、社会保障税等归中央，财产税及一部分规

费收入构成地方固定收入。实行分税后，中央财

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 70%以上。在税收结构

中，政府对个人征收的税收比重较高，可分为以

劳动收入为课征对象的个人工薪所得税和社会

保险税，以资本和资本所得为课征对象的公司

所得税、个人资本收益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

赠予税、增值税以及汽油税、烟酒税等消费税。

五、挪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以 及财政

部与中央银行的关系

90 年代挪威政府的预算目标是，依赖运转

灵活的财政政策和稳定货币的金融政策，减少

公共部门支出，稳定物价，保持低通货膨胀率，

促进经济发展。在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对国有企

业尤其是关键部门的国有企业所需的投资在预

算中予以保证，以此影响国民经济向预期目标

发展。80 年代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进一

步扩大，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

程度的提高，国内金融市场组成之间流动性的

加强，以及整个生产领域进出口关系的变化，挪

威选择了对外开放和实行稳定汇率的政策，

1983 年起取消进出口外汇限制，1991 年取消对

国外资本的限制。现在，挪威政府把货币政策当

作“反周期”政策的一部分，金融市场实行全面

开放，外汇需求与供应完全由市场调节。

挪威财政部和中央银行都是内阁管辖下的

重要职能部门。财政部与中央银行是互相协作

的关系。财政部负责制定经济发展长期目标，中

央银行通过金融手段保证长期目标的实现。中

央银行采取调控措施时，必须与财政部会谈和

协商。在执行过程中，通常的作法是，中央银行

定期向财政部长或财政部秘书长提交报告，包

括金融市场状况，各商业银行、私人银行营运状

况，当前金融政策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等，与

财政部取得一致意见。当政府财政支出大于收

入时，中央政府不能向中央银行借款，只能通过

发行国债解决赤字。中央银行注册资本来源于

预算，某些政策性银行如住房银行、学生银行的

资本也来源于预算。中央银行给商业银行提供

流动性贷款，也可向商业银行借款，以短期补充

资金流量。中央银行可以通过买卖方式，直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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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外汇市场，并通过对国债市场的操作，开展商

业性融资等，调节商业银行活动。

六、挪威的产业政策与环境保护政策

挪威是建立自然资源会计制度最早的国

家，国家非常注重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政

府采取保护环境的经济政策。其主旨是发展经

济，解决贫困，同时反对乱用资源，污染环境。当

两者都重要时，就要考虑以下两个因素：一是经

济成分的资源构成，二是资源配置效益。挪威是

石油产量很高的国家，为促进石油资源的有效

利用和尽量减少其对环境的污染，国家除征收

较高的消费税外，对某些污染严重、超过国家规

定排放标准的产品，还要征收一定比例的“绿色

工程”税，有的还要加收环境污染费。征收税费，

既是资源保护手段，又是环境保护手段，国家每

四年对工业企业污染及其造成的危害进行一次

评估、分析，在此基础上采取经济手段、行政手

段和管理手段进行调节，以实现产业发展与环

境保护的统一。

七、挪威的国有企业管理

80 年代以前，国家主管的带垄断性质的企

业通称国家企业，有的不是独立法人，对政府的

依赖性很强。1991 年实施国营企业新型组织模

式，对“国家企业”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国家水

电公司、国家电讯公司就是根据《挪威国营企业

法》组建的，也是目前挪威最大的国营企业。国

营企业法规定，无论是全部或部分的国营，都是

独立法人，自负盈亏，在商业活动和资源分配方

面具有较大的自主权。中央政府参与商业活动，

一般以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身份出现，国家经营

的商业 半商业活动，如国营证券公司等都按国

营企业法统一管理。政府在采矿业持股 15% ，

在商业银行、证券公司持股 30%以上。国家在

这些部门、行业的权益，主要表现为按股分红，

并不干预具体事务。挪威国有经济成分在国内

国民生产总值中占 15% ，其中一半来自石油工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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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的社会

安全福 利制度

河北省财政 厅赴美考察团

美国是实施“社会安全福利”制度较早的西

方国家。从当初罗斯福理想中的“强迫性退休金

储蓄”演变为今日涵盖“遗属保险、残障保险及

医疗保险”三大范围，其发展规模是相当快的，

作用也日渐明显。

社安制度的沿革及变化

美国的社会安全福利制度（简称社安制度）

始自 1935 年。当时的总统法兰克林·罗斯福签

署社会安全法案，目的在于防止美国人到年老

时贫苦无依。因此决策者的初衷是想建立一个

“强迫性的退休金储蓄制度”，规定所有被雇用

的人员都得从薪水中扣一笔钱交给政府，等退

休后（65 岁）再定期向政府领取生活费。此外，

失业者、残障者或工作的配偶死亡者，也可以获

得接济，补偿他们失去的部分收入。1940 年，美

国政府按照社安制度付出了第一张退休者的生

活费支票。那一年 22.2 万名 65 岁以上的退休

者共领了 3 500 万美元福利金。1993 年，3 600

万人共领了 1 500 亿美元的福利金，其中有一

半的人不到 65 岁。

五十多年来，立法者不断修改社安法案，使

美国的社安制度已经象气球一样吹起来，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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