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改革开放中探索、奋进的广东财政

陈 继 兴

改革开放以来，广

东财政面貌发生了显著

的变化。1979 ～1998

年，财政收入从 35.63

亿元增加到 640.75 亿

元，（如加上上交中央

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则

为 968.8 亿元），年均

增长 19% （按分税制

前口径统计），约占全

国财政收入的 10 % 左

右。从 1991 年开始，

广东财政收入已连续 8 年位居全国各省市的首位。在

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广东也增加了对中央财政的贡

献，1979～1998 年，净上交中央财政收入年均增长

22.9% 。全省涌现出了一批收入过亿元、十亿元的县

（市）和收入达千万元、超亿元的乡镇。1979～1998

年，全省财政支出年均增长 19.1 % ，1998 年，地方

一般预算支出达到 825.61 亿元，较好地满足了社会

经济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从实行包干制到 1998 年，

广东已经连续 19 年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结

余，初步建立起平衡、稳固的财政。

一、不断改革和完善财政体制

（一）包干制功不可没。1980 年，中央对广东率

先实行了包干体制。广东对省以下也建立了各种形式

包干的体制。包干制使地方有了较大的自主权，较好

地实现了权、责、利三者的统一，调动了各级地方政

府当家理财、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促进了全省财政经

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1979～1993

年，广东国 内 生 产 总值从 209.34 亿元 增 加到

3 431.86亿元，年均增长22.1% ，财政收入从 35.63

亿元增加到 346.56 亿元，年均增长 17.6 % ，彻底改

变了广东财政经济发展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状况。

同时，也为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提供了可靠的财力保

证。

（二）分税制改革成功。1994 年中央对各省实行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广东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原则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

的事权和财权，规范省与市、县的财政分配关系，建

立了省以下 “分税分成”的财政体制。与之相配套，

广东于 1996 年实施了省对市、县的过渡期转移支付

制度。经过上述改革，实现了由包干制到分税制的平

稳过渡，初步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

政体制。从运行效果看，广东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是

成功的。它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统一市场的

形成，调动了地方生财、聚财的积极性，形成了收入

增长的内在机制。1994 年，广东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298.7 亿元，到 1998 年已达 640.75 亿元，年均递增

21.02% 。

二、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财源结构

改革开放伊始，广东就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和外

向型的发展战略，灵活运用各种财税优惠政策，大力

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国有经济、集体

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和涉外经济共同发展，尤其是涉

外经济发展迅速。各种类型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了

稳固的、多渠道的财政收入来源，使广东财政收入来

源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彻底改变了以往财源薄弱，

收入来源单一化的局面。多元化的财源结构是广东财

政收入快速增长的关键所在。

三、不断改革财政资金供应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根据财政职能不断转变的要

求，对财政支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广东的财政

支出结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要求前进了一大

步。一是按照市场化趋向改革的要求，对高度集中体

制下财政支出的供给式管理进行了改革，率先打破了

财政统缆支出的格局。二是发展财政信用，用活财政

资金，将部分财政资金由无偿拨给改为有偿使用，增

强了企事业单位使用资金的责任感，充分发挥财政资

金的效用。三是改革财政补贴县补贴款的拨付办法。

从 1986 年开始，广东财政对补贴县采取提前预拨补

贴款的办法，把 “吃饭”钱变成 “种子”钱，帮助这

些县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摘掉财政补贴县的帽子。

四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断调整财政支

出范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逐步提高文教科卫支

出、公检法支出、支农支出、环境保护支出和社会保

障支出等的比重，促进了社会经济各项事业的协调发

展。

四、支持和参与物价改革

1983 年以来，广东财政运用财政补贴杠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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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支持了蔬菜、猪肉、粮油等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

消费品价格的改革。1988 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决

定在粮油价格改革上先走一步，对合同定购粮实行生

产资料价格补贴，到 1992 年，广东粮食价格全面放

开。为了支持市、县财政消化以前年度形成的粮食政

策性亏损挂账，省级财政拨出有偿专项资金 10.4 亿

元。为了发展粮食生产，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稳

定粮食价格，广东又分别建立了粮食风险基金制度和

粮食保护价收购制度，为广东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广东财政还积极支持和参与了

蔬菜、猪肉、蔗糖等商品价格的改革。广东财政支持

和参与物价改革，理顺了蔬菜、猪肉和粮油等重要消

费品的价格关系，在促进了广东商品市场的形成与完

善的同时，也促进了财政自身的发展。

五、支持和参与工资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1985 年和 1993 年，中央

和广东对工资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其

间，财政在参与工资改革政策的制定及测算所需资金

的同时，运用灵活的补助政策，从资金上予以支持。

除对省级单位工资改革的增支都予以足额拨付外，对

于市（地）、县（市）的工资改革增支，省财政也尽

财力可能给予了专项补助。

六、支持基础设施和重点产业的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广东各级财政的投资

重点，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生产领域，重点支持电

力、通信、交通等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发展。1987 年

对省电力局实行总承包，同时对供电产品税、企业所

得税和调节税予以减免。1994 年以后，随着新的财

税体制的实施，对省电力局实行了增值税（地方所属

25 % 部分）和企业所得税先征后返还的优惠政策。据

统计，1987～1997 年，因实行财税优惠政策而间接

投入电力事业的资金达 86.4 亿元，年均近 8 亿元。

极大地促进了全省电力事业的发展。为支持通信事业

的发展，省财政对省移动通信总公司实行所得税优惠

和免征国家“两金”（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国家

预算调节基金）的政策，对省农村电话局实行免征所

得税的优惠政策。据统计，1988～1997 年，因实行

上述优惠政策而对全省通信事业的间接投入达 14.1

亿元（其中，1993 年以前省农村电话局的所得税减

免按 55 % 的税率计算，1994 年以后按 33% 的税率计

算），促进了广东通信事业的快速发展。为支持交通

事业发展，80 年代中期以后，广东财政参与制定了

开征公路建设基金、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基金、航运基

础设施建设基金等一系列交通收费（基金）的政策。

通过对这些收费（基金）的财政专户管理，提高了资

金使用效益，彻底改变了广东省交通落后的状况。此

外，在促进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级财政以国

家产业政策为导向，利用无偿的资金投入、财政信用

和其他财税杠杆，积极支持重点产业和重点项目的发

展，支持了包括茂名乙烯工程等在内的一批重大项目

的建设，促进了全省产业结构的调整，为广东经济的

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七、帮助贫困山区发展经济、脱贫致富

面对广东财政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状况，广东财

政一直把帮助贫困山区脱贫致富当作义不容辞的责

任。从 1986 年起，各级财政在支持山区经济发展上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从财政体制上给予优惠照

顾。在包干制阶段，省级财政对收不抵支的市县实行

了定额补贴的办法。实行分税制以后，在全省实行统

一体制的前提下，通过实施过渡期转移支付制度，对

贫困市县适当补助。二是通过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

支持贫困山区发展经济，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据统

计，仅党的十四大以来，省级财政用于扶贫的资金投

入就达 15.3 亿元。对山区县投放的财政周转金的占

用费率比非山区县要低，偿还期限比非山区县要长。

与此同时，还利用财政贴息手段，帮助山区筹集建设

资金。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扶持山区经济发展。到

1997 年底，广东全省已基本消除绝对贫困，提前 3

年率先实现《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目

标。
（本文作者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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