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饱满的改革热情迎接分税制

本刊评论员

今年以 来，党中央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采取 了一系列加强宏观调控的措

施，取得了初 步成效。如何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摆脱财政困境，是我们财政战线面临的共同使命。机

不可失，时不再来。为尽快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运行机制，当前首要的任

务是，深化财税改革，建立分税制财政体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80-1984 年“划分收

支，分级 包干”；1985-1987 年“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 包干”；1988 年以 后上解地区“收入递增包

干”。这几次 改革都是在某种特定条件下进行的，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过重大作用。随着改革的不

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现行的财政包干体制弊端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国家财力

过于分散，削弱了国家特别是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沿用传统的基数法核定地方财政收 支基数，不

能体现公平和效益的原则；包干办法助长了地方发展税 高利大的产业，不利于国家产业政策的贯彻

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同时也助长了地区保护和封锁，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等等。因此，

现行财政 包干体制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进行根本性改革，代之以 一种新体制。按照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总结我国十四 年改革的实践，借鉴外国的一些成功做 法，实行分税制财

政体制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从 1992 年开始，我国对辽宁、天津等 9 个地区进行了分税制改革试点。从试点的情况看，在全

国范围内全面推进分税制改革，已越来越显得必要。与现行包干体制相比较，实行分税制有许多优

点，主要是：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组织收入的积极性，促进财政收 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 入的合理

增长，保证中央政府基本支出的需要，加强中央宏观调控；强化税收征管，防止收入流失；有利于消

除财力分配的随意性，调节地区之间的财力分配，优化 资源配置，适当缩小 地区间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差距；有利于促进政府的职能转变，保证企业公平竞争机制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等等。归根结

底，分税制财政体制适应加快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这正 是分税制的生命力所

在。

分税制改革是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对此，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担心中央过多地集中财

权财力，会走统收统支的老路的疑虑仍然存在。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实践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 来，我们搞了十四 年改革，改革总是向前走的，绝对不会回到僵化体制的老路上去。从一定意义

上说，实行分税制，乃是进一步扩大地方财政自主权、完善分级财政的一次改革。从包干制向分税制

转换，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缩小 了地方财政收 入的比重，但通过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政策，从地方最

终可得到的自主支配财力 来看，不但 不会减少，反而要有所增大，所不同的仅仅是在地方自主财力

运用中渗进了中央财政的间接指导和制约，有利于地方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好地运用财力，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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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本地区优势，加快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需要充分发挥地方财政的自主性和积极

性，也需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财

政体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财税体制占有十分重要地位。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建立新型的、规

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是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构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促进经济

持续稳定协调高效益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这是一项艰巨 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个 方面的配合支

持。它也必然会牵涉到利益格局的调整，因此，各地区、各部门要统一认识，增强全局观念，从经济上

和政治上，充分认识分税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分税制改革的重大战略意义，统一步调，同

心同德，加快推进这项改革。

关于分税制改革 若干问题的思考

谢旭人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目标，围绕这个目标，财税体制、金

融体制、投资体制、企业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将全面深入地展开。加快分税制改革，建立分税

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则是财税改革乃至整个经

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现就分税制改革的若

干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分税制改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

求

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

求，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并从公共财政理论和市

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要规范和理

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比较好的办法是实

行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就是要按照中央与地方

的事权，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按照税

种划分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和中央地

方共享收入，做到全国统一，并分设中央与地方

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科学地核定地方收支

基数，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

制度；实行分级预算管理，规范中央与地方财政

之间的资金划拨关系，强化各级财政的预算约

束。分税分级财政体制与现行体制相比具有许

多优点，符合市场经济发展对财政体制的客观

要求。

1.有利于促进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加强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从现行体制的

财力分配看，不仅中央本级收入偏少、增长缓

慢，而且地方上解收入也因包干不能与地方收

入同步增长，中央财政在收入增量分配中所得

份额过少，致使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

的比重不断下降。1992 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内

财政收入的比例只有 40%左右，大大低于市场

经济国家中央财政收入占 60%的最低水平。但

是中央财政负担的支出却占有全部支出的

50%以上，收支矛盾突出，赤字逐年扩大。由于

中央财政实力不强，弱化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

控能力。实行分税制后，不仅中央税和共享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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