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效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另外，股

份制还有利于在国家财力困难的情况下，多渠道筹集

社会闲散资金，发展各项事业。因此应把推行股份制做

为事业单位走向市场的一个突破口，积极予以提倡。

第三，建立和完善市场秩序，增强事业单位走向市

场的竞争力。一是完善事业单位经济核算体系，使之与

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企业保持一致，实行公平竞争；

二是对一些尚不具备条件自我走向市场的服务项目和

内容采取按市场价值给予补偿的方式，使之通过国家

扶持尽快走向市场；三是完善事业单位社会保障体系，

解除事业单位走向市场的后顾之忧，增强其市场竞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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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转移支付

制度简介

王卫星  王绍双

财政转移支付，原义是财政资金转移（转让），它是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府财政支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从国际经验看，转移支付主要包括中央对地方

政府拨付的各项补助、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以及政

府向个人提供的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等。我们通常所

说的财政转移支付主要是指中央（联邦）政府向地方政

府拨付的各项补助，各项补助适用的财政统计原则有

所不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就是国家对财政转移支付

进行管理的一 套规定和做法，属于政府预算管理制度

的一部分。为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本

文拟简要概述这一制度的国际经验和做法。

1.转移支付的目标和作用。财政转移支付与其他

财政支出类型有所不同，有其特定的目标，即中央（联

邦）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手段，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之间的财政纵向不平衡，以及调整地区间的财政横向

不平衡。所谓财政纵向不平衡，就是指不同级次的政

府，各自的收入与它们承担的事权所需要的支出不相

等。财政横向不平衡，就是指同级政府之间在收入能力

和支出规模方面存在差异，有的地区收支相抵还有结

余，而其他地区则出现赤字。

必须明确的是，通过补助金的分配来实现财政纵

向和横向平衡的目标，并不意味着达到地区间经济发

展的均等，也不意味着达到全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均等，

而是在考虑各地的收入能力与支出需求之间的差异的

基础上，使各地在提供一个基本范围的公共服务能力

方面达到均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均等化的范围仅限

于“公共商品和劳务”，如教育、卫生保健等，也就是说

主要是指经常性支出部分，也包括部分资本性支出项

目，如住房建设、医院建设和道路维修等。在这些领域

提供补助金，目的就是为了使不同地区的居民都能享

受到同等的就业、就学、就医、交通服务等方面的机会

和服务水平。至于那些工程大、费时长的资本性支出项

目，不在补助金分配中考虑，在不少国家是通过贷款解

决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转移支付制度是中央政府不

可缺少的宏观调控手段之一。其作用有：第一，维护国

家的统一，加强宏观经济控制，保证中央政策的贯彻和

实施。第二，为地方政府提供财力补充，保证各地区都

有能力提供公平的、最低标准的公共服务水平。无论在

联邦制国家，还是在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的补助都是

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以 1988 年为例，澳大利亚

联邦补助占州政府收入的 51%，占地方政府的 19%；

加拿大联邦政府的补助占州政府收入的 21% ，占地方

政府收入的 46%；美国联邦政府的补助占州政府收入

的 20% ，占地方政府收入的 36%。在单一制国家，中央

政府的补助占地方政府收入的比重更大。通过对 1988

年 11 个单一制国家政府收入的比较发现，中央政府的

补助占地方政府收入的比重平均为 51% ，其中有 4 个

国家占 60%以上；比利时（60%）、爱尔兰（71% ）、荷兰

（81%）、西班牙（93%）。第三，鼓励地方政府积极组织

收入，加强支出管理，最有效地利用资源，从而达到公

平与效率的统一。

2.转移支付的形式。从资金的使用性质分，转移支

付一般分为两大类，即有条件转移支付和无条件转移

支付。无条件转移支付包括两种，即一般均等化补助

（简称一般补助）和共享收入。一般补助没有规定使用

要求，地方政府可以自行支配；共享收入是地方政府应

得财力，中央政府对这部分资金的使用也没有特殊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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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条件补助也分为两种形式，配套补助和专项补

助。配套补助就是，得到补助的地方政府必须从自有收

入来源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进行配套；专项补助通

常是用于实现中央政府特定的政策目标，如保证教育

和卫生等公共服务活动的最低服务标准。

按预算性质分，转移支付的形式可分为经常性转

移支付和资本性转移支付。很明显，资本性转移支付属

于有条件转移支付，而经常性转移支付既包括有条件

转移支付，又包括无条件转移支付。从总的情况看，各

国的转移支付形式主要是经常性转移支付，资本性转

移支付的规模不大。

3.转移支付分配方法。在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国家，

补助金都是按模型分配的，各种模型由许多公式组成。

分配模型可分为两类，收入能力模型和收入能力与支

出需求相结合的综合评估模型。这些评估模型实际上

就是用因素法来分配补助金。收入能力使用的主要因

素包括税基、税率、人口等。支出需求则要考虑每一项

支出涉及到的相关因素。如澳大利亚的教育支出需求

评估考虑了 12 个因素：应入学人数、学校管理规模、年

龄和性别、跨地区因素、人口密度、经济环境、年级成

本、投入成本、学校分布、社会经济结构、城市化程度、

财产损失与保护。根据这些相关因素，计算出教育支出

需求总额。各项支出需求总和，即是一个地区的总支出

需求。支出需求与收入能力之差，就是该地区需要的补

助总额。能否全部满足地方政府对补助的需求，取决于

中央政府可用于转移支付的总财力。因素法使得补助

金的分配具有科学、规范、公平、稳定和高透明度的特

点。按模型和公式分配补助金的方法，因素的选择和必

要数据的收集是基础。

4.转移支付的管理和分配机构。转移支付的管理

和分配机构因国而异，但概括地说，主要的模式有三

种：第一种模式是，在财政部内设一个专职机构，这个

机构直接向财政部负责，并由该机构来执行补助金的

计算和分配任务。第二种模式是，建立一个专门的部级

委员会，其中包括地方政府的代表，并尽可能设有委员

会秘书机构。第三种模式是，建立一个独立的补助委员

会。补助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模型和公式计算补

助金的分配方案，然后把这个方案推荐给中央政府，最

后的决策由中央政府作出。这三种模式各有利弊，具体

采用哪一种，视各国的具体国情而定。

在我国目前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中，也包含了一

些转移支付的做法。转移支付的形式包括定额补助（即

体制补助，相当于国际做法的一般补助）、专项补助（相

当于有条件补助）、结算补助、税收返还（相当于一般补

助）。按照转移支付的本义理解，我国的转移支付是双

向的，既包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各项补助，也包括

地方和企业向中央政府的上交。

我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不大，力度不强，在

分配和管理方面极不规范，随意性大，资金使用效率

低，这些问题，亟待改革。同时，实行健全的财政转移支

付制度也是我国实行科学、规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

重要配套改革措施。

简讯·文摘讯
简  

农 业 四 税 咨询 服 务到 乡村

为了提高广大 干部和群众自觉纳税的积极性．强

化纳税意瑷，山西省沁水县财政局开展了农业四税咨

i{0服务活动。今年 7 月 1 H 至 7．
月 31 日．他 ffJ走遍了全

县 21 个乡镇、341 个行政村和 9 个国营农牧林场，开展

一次学法、懂法、守法、遵法的宣传教育，共接待咨 询服

务人员达 50 000 余人次．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通

过这次的咨询服务．使 该县夏征完成农业税达到 180

万元，占全年任务的 7%。  （郭国庆、王淑珍、高 虎）

简讯·文摘扎 兰屯市开办“财政之声”

广播节目效果好

财政工作担负着生财、聚财、用财的繁重任务，涉

及到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但由于财政工作专业性强，

社会上很多人对它缺乏了解。为了搞好财政宣传，使全

社会增进了解，大力支持财政改革，内蒙古扎兰屯市充

分发挥广播电台覆盖面广、听众多的优势，由市财政

局、市广播电台联合开办了“财政之声”广播节目。该节

目从 6 月 15 日起与听众见面，每周三、五黄金时间播

出。

“财政之声”设置财政概览、财政漫谈、财政热点、

财政快讯、回音壁、财政法规等栏目，比较全面地介绍

了财政及其职能和财政工作有关方面的知识，宣传财

政状况、财税政策、财税法规、财政制度、国有资产管理

等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该节目的播出，宣传了财

政工作，增强了财政工作的透明度，受到了群众的普遍

欢迎。  （谷占升  供稿）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工作研究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