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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管理体制的核

心是财权的划分，其中

又以划分收支和确定基

数为关键。多年来，我们

是采用“基数法”确定各

地的财政收支基数的，

即以某一年份的实际收

支水平作为确定财力分

配关系的依据。实践证

明，这很不合理。目前分

税制改革的方向已定，

迫切需要以科学的方法

来确定各地区的财政收

支基数。江西省财政厅

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

探索，他们在全省范围

内利用“分类因素法”对

财政收支基数的确定进

行了专题研究。

一、“分类因素法”的

基本特征及其思路

“因素法”是一种用

“因素”确定财政收支基

数的方法。所谓“分类因

素法”，是相对于“总体因

素法”或“综合因素法”而

言的。若根据因素计算

的是对财政收支总体的

影响，即为“总体因素法”

或“综合因素法”。“分类

因素法”是把各种影响

财政收支的因素分别归

类，计算其对各类财政

收支的影响。这种方法

能够更直接、更客观地

揭示各种因素对财政收

支的影响。其基本特征

是：将财政收入与财政

支出分为若干类，采用

以 定量分析为主、定性

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的方法，分别找出与各

类收支相关的因素并计

算其影响度。“分类因素法”的实质在于建立三个模型：

“理论收入”模型。“理论收入”是指根据有关因素计算

应取得的财政收入，而不是实际收入。建立“理论收入”

模型的具体步骤是：将财政收入按性质或来源分为若

干类，然后根据经验数据分别建立各类收入模型。（1）

找出与各类收入相关诸因素。先用定性分析确定可能

的相关因素，后用定量分析进行筛选，收入模型中所考

虑的因素不宜过多。（2）采用“多元回归方法”计算各类

收入的每一个相关因素的影响度。（3）基于各因素影响

度的计算，建立分类收入模型。“理论支出”模型。“理论

支出”是指根据有关因素计算所需要的财政支出，而不

是实际支出。建立“理论支出”模型的思路与建立“理论

收入”模型基本相同。财政体制平衡系数模型。财政体

制平衡系数是“理论收入”与“理论支出”的比率，以 R

表示之。就某一地区而言，若 R > 1，说明该地区属于上

解地区，其值越大财政状况越好；若 R < 1，说明该地区

属于补助地区，其值越小，财政状况越差。根据平衡系

数确定上解或补助的比例。在这里，保留了上下 0.02
的“缓冲域”，1.02≥R≥0.98 为收支平衡区，即既不上

解也不补助的地区；R > 1.02的为上解地区；R < 0.98

的为补助地区。保留“缓冲域”的目的，在于缓解由于经

验数据和因素选择不周而造成的计算结果的误差。同

时，保留上下 0.02的余地，对收入上解地区，有利于进

一步调动积极性；对于补助地区，给一点压力，能够促

进这些地区增收节支，脱贫致富。

二、江西省运用“分类因素法”建立县、地级财政收

支模型的作法

（一）财政收支的分类。江西省按照“分类因素法”

的思路，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建立县、地级财政收支模

型。模型中的财政收入仅指来自于本地的收入，即通过

本地的生产、经营、服务等而获得的收入。它剔除了外

来收入，如上级财政确定体制时给予的补助和国家对

粮食、外贸的补贴等。将收入按性质和来源综合地分为

三类，即工商税收、农业税收和其他收入。模型中的财

政支出仅考虑非生产性支出。它剔除了生产性支出和

转移性支出（仅指价格补贴支出）。将非生产性支出按

用途分为四类，即农林水事业费、教育事业费、行政经

费和其它支出。

（二）因素的选择。因素选择必须遵循客观、公平、

效率三原则。所谓遵循客观原则，就是要求所选择的因

素是直接的，也是客观的，量的界定不受或很小受主观

意志的影响。所谓遵循公平原则，就是要求所选择的因

素对各地都是平等的，并能照顾到具体情况，使各地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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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本合理。所谓遵循效率原则，就是要求所选择的因

素具有客观性、公平性，使体制基数定得公平、合理，从

而能调动上下左右的积极性。根据因素选择原则和财

政实际工作情况，江西省财政厅进行反复的分析和研

究，最后确定了一定数量的与收支密切相关的因素（见

第 46 页附表）。

（三）模型的质量。通过对所确定的模型分别进行

检验，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通过了，效果比较好。其中

84 个县（市）由于样本较多，效果更好些，11 个地（市）

由于样本较少，模型的质量相对差一些。通过对县、地

级模型进行 3 年（1988—1990 年）的验算，基本上与实

际情况相吻合。模型中各因素变量的系数，即各因素对

分类财政收支的影响，基本上揭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

关系。绝大部分因素同分类财政收支存在正相关关系，

但也有一些系数是负的，如工商税收，由于有些地区工

业中重工业较多，而且大多是中央的，产值反映在地

方，但收入大多反映在中央。

（四）运行结果分析。从理论收入和实际收入差异

来看，首先，理论收入小于实际收入的县（市）在 1988—

1990 年的 3 年中呈递增趋势，理论收入大于实际收入

的县（市）在 3 年中呈递减趋势。其次，差异较大的县

（市）均有一些模型难以包含的特殊情况。理论收入小

于实际收入且差异较大的县（市），主要是工业基础较

好的县（市），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较大，

且有自己的支柱财源。理论收入大于实际收入且差异

较大的县（市）主要是农业大县或有大型农垦企业的县

或中央、省、地（市）企业较多的县（市）。

从支出差异看，首先，与收入差异相比，差异额较

小，且较逼近于实际。其次，支出差异很大程度上由收

入差异决定。理论收入小于实际收入的地区，一般理论

支出也小于实际支出，理论收入大于实际收入的地区，

一般理论支出也大于实际支出，理论支出大于实际支

出的地区，有的是因财力的限制，有的是因原有支出水

平较低，等等，理论支出小于实际支出的地区，有的是

因财力充裕，有的是因原有支出水平较高，有的是因基

础好，等等。这充分体现了包干体制下各级财政受其财

力影响的特点。

从贫富判别看，模型运行结果表明：84 个县（市）中

有 30 个县（市）的财政体制平衡系数 R < 1，即理论收

入小于理论支出。这里的理论支出仅包括非生产性支

出。也就是说，有 30 个县（市）的理论收入不足于非生

产性支出，即不足于“吃饭”。考虑到收入与支出计算口

径的可比性，他们用 R 1 即实际可用财力合计数与非生

产性实际支出合计数的比率调整 R，即 R /R 1，得到判

别贫富的标准即财政体制平衡系数 R 2。R 2< 1 的县

（市）为 36 个，比调整前增加了 6 个。要使这些县（市）

保证“吃饭”并安排一些生产性支出，就要适当地给予

补助。在现行体制下，这 36 个县（市）的财政客观上都

比较困难，绝大多数属于补助县（市）。R 2≥1的县（市）

为 48 个，在现行体制下，这些县（市）的财政客观上都

比较富裕，绝大多数属于上解县（市）。可见，通过曲折

复杂的计算，最后求得的财政体制平衡系数，是比较符

合江西财政实际情况的。

三、对江西省“分类因素法”的看法

我们认为，江西省在“分类因素法”下建立的财政

收支模型，是基于经验数据，所建立的“理论收入”和

“理论支出”模型，实际上是在全省范围内结合影响各

种财政收支的因素，对各地实际财政收支数的一种“平

均”，它也继承了历史上基数法的一些不合理因素。但

财政收支基数确定方法的调整实际上涉及现有利益格

局的调整，江西省的“分类因素法”属于微调性质，它对

历史上不合理的一些东西通过模型有所调整，而且经

过模型的几次调整以后，财政收支基数的确定能够逐

步趋向合理化。通过因素选择和模型建立的进一步完

善，也可以把不合理的东西限制在最小的程度。我们认

为，“分类因素法”的基本思路是可行的，但要推广还有

许多工作要做。

首先，统计资料的真实性，是利用“分类因素法”确

定财政收支基数的必备条件。“分类因素法”下财政收

支模型的建立，是运用数学方法，通过对影响财政收支

的各项因素的选择和计算而得出的结果。这样，各项因

素的统计数字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模型的质量。由于

财政收支过程实际上是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过

程，所以要使模型建立过程中取数准确合理，必须以科

学的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为基础。

其次，目前财税改革还在进行之中，特别是税制改

革还未完成，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尚未确立，由于各地

税源很不一致，有烟、酒税的地方，因其税率较高，收入

相对较多等等。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就应把收入分类划

细，而不能仅考虑产值因素。

第三，若要在全国范围内利用“分类因素法”确定

财政收支基数，就需要考虑一些特殊因素，诸如人均收

入、地理环境、中央在地方的投资等等。同时，还应考虑

政策因素对财政收支的影响。

第四，地方政府的建设职能对今后地方财政建设

性支出规模的确定具有决定意义。江西省在研究“分类

因素法”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但在全国范围内则应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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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研究这一不可回避的内容。

总之，我们认为，江西省在“分类因素法”下建立财

政收支模型，是利用因素法确定财政收支基数的有益

尝试。当然，“分类因素法”在因素选择和模型建立方面

还有待完善。目前，他们对课题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

段，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斟酌，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研

究和探讨。

附表：财政收支模型变量选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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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办经济实体

是县（市）农口

事业单位机构

改革的方向

刘海涛

县（市）农口事业单位是一个融管理与服务为一

体，对农业进行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相对独立的经

营系统。如何积极审慎地进行农口事业单位的机构改

革，发挥其人才、技术、信息等优势，最大限度地服务社

会，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促进县（市）经济的发

展，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一、机构改革要实现的目标

县（市）农口事业单位的机构改革就是要将县（市）

农口各局全部从政府部门分离出来，除县（市）政府可

设立一个农业指挥部，负责气象预测、防汛抗洪指挥、

农业计划及水利工程计划制定以外，其余全部同财政

脱钩，向第三产业转移。脱钩的单位按照专业分工协作

原则，成立具有法人地位的农工贸、林工贸、渔工贸、牧

工贸等企业总公司，把农业生产同农产品的加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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