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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2010年前五个月全国财政

收入数据，有预测认为全年财政收

入总额或达 8万亿元。财政收入快

速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有关政府财

政收入比重过高、企业和居民负担

过重的讨论，并归纳出所谓“国富

民穷”的结论。一时间引起很大争

论，也体现了当下各界对于收入分

配敏感问题的高度关注与正确处理

相关问题的重要性——因为这直接

关联物质利益配置格局和社会和

谐，也表明一些相关的基本认识目

前还比较混乱，应实事求是地做出

分析判断。笔者认为，“国富民穷”

之说带有明显的偏颇与内在逻辑的

紊乱，但也带来了某些有益的提醒。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我国的经

济社会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综合国

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

高，纵向自我对比与改革开放之前

已有霄壤之别。众所周知，改革开

放大政方针、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

本路线、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观

都是“强国政策”和“富民政策”，强

国、富民的巨大进步虽然还存在增

长质量、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不如

人意之处，但面对“中国奇迹”的基

本事实，何来“国富民穷”之判断？

“国富”与“民富”本为一体，何成

对立之关系？因此，对“国富民穷”

的说法还应理性看待。

第一，预测估计的 8万亿元，

是年度财政收入的绝对数，而全

面考量财政收入的“负担”水平和

“国”与“民”间分配格局的最重要

的指标，决不应是绝对数，而必须

是相对数，即财政收入占GDP的

比重这一指标。根据财政部有关部

门按我国全口径财政收入计算，近

三年来，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分

别为 27.6%、27.9% 和 30.0%。据

口径可比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

数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世

界平均水平为40%，即使是发展

中国家，这一比重的平均水平也达

35%。因此，我国总体而言并不存

在财政收入比重过高问题。

第二，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

城镇化高速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

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发展资金。

目前我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

（负债率）在3%以内，累计国债余额

占GDP比重在 20%左右，地方政

府也有大量显性和隐性债务，如一

并计算，公共部门债务余额占GDP

的比重，即负债率要在50%左右。

因此，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还谈不

上宽松，更不用说富裕。如按人均财

政收入水平看，目前我国在世界上

的排名仍在百名之外。虽然近些年

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但人口多、

底子薄，“三农”、“民生”等需要加

大投入的领域还很多，财政收支矛

盾仍很突出，赤字率、负债率的连年

相对高位，正是其直观表现。

第三，当前造成部分群众不公

平感的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

比重连年下降的趋势。数据显示，

1996—2007年，居民收入在国民

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69.3%下降到

57.5%，累计下降11.8个百分点。而

同期企业利润所占比重却从 21.2%

升至 31.3%。目前，作为居民收入

主要渠道的工资收入，在生产要素

中的分配比例偏低，仅占企业运营

成本的不到10%，远低于发达国家

的50%。从绝对数来看，近些年来

居民收入增长还是很明显的，但

从相对数来看，社会财富这块“蛋

糕”的切分中，企业收入增长更明

显，政府收入则是从改革开放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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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以上水平，一路下滑到1995年

10.3%最低点后的恢复性增长，而

且一部分是作为转移支付用来支持

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相信今后

随着政策优化和经济发展，以及国

有企业改革、反垄断举措的推进，

居民收入比重会逐步提高。

第四，还需要说明，随着经济

的发展，财政收入规模增长明显，

表面上中央财政拿了收入的大头，

但实际上中央财政除小部分用于中

央本级支出外，更多用于对地方的

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平衡地区

间财力差异，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

改善民生。数据显示，2009年中央

本级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

为52 .4%，但中央本级支出占全国

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20.1%，中央

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由

1994 年的 2389 亿元增加到 2009

年的 28621亿元。这些也都直接关

联于中央政府通过统筹协调的措

施来“富民”。

第五，不能否定，在以“民”为

概念的全体社会成员中，有为数可

观的“先富起来”的高收入阶层，同

时存在为数不少、政府必须高度关

注、大力扶助的低收入阶层，近些

年来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7高位，位

于“收入差距过大”区间的上半区。

如果说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一部分

社会成员具体的“民穷”问题的话，

处理和解决这一问题，恰恰需要加

强政府“以政控

财、以财行政”

分配体系中的

再分配能力，即

需要通过个人

所得税和房地

产 税等“ 直 接

税”调节，“抽

肥补瘦”，适当

提高财政收入

占 GDP 的 比

重，进而加大对

低收入阶层的

转移支付来改

善其实际生活

境遇。

第六，需要

承认，从可用财

力上看，我国可

用于统筹安排

的公共财政收

入占GDP比重明显偏低。在现行

管理体制下，我国财政收入中基本

上只有公共收支预算中的财政收入

可以统筹地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等

公共支出。2007年我国公共财政

收入占GDP比重为19.9%，2008

年为19.5%，2009 年为 20.4%，均

明显低于国外水平。同时，也必须

承认，我国仍存在行政成本偏高、

财政分配绩效偏低的问题。虽然

1998 年以来在“建设公共财政”方

针纲领指导之下的一系列制度创

新、管理创新和“金财工程”式的

技术创新，以及种种压缩行政经费

的具体措施，已在发挥压低行政

成本的作用，且财政部门对于绩效

考评的要求与相关举措也在逐年

提升，但人民群众在这方面的满意

度仍然不高，政府预算信息的透明

度、预算安排的合理性、预算管理

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的提高还任

重道远，必须结合经济、行政乃至

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做出长期的

努力。如果说“国富民穷”的说法具

有偏颇与误导的话，那么也应看到，

其背后所包含的不满绝不容忽视。

我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随公民意

识提升、社会言论活跃而产生类似

的“尖锐”问题和不满压力已属不

可避免的“社会发展问题”，应把

这种舆情压力转变为政府进一步

深化改革与加强管理、为民尽责理

财、把“民众的血汗钱”花好以及提

升“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财政分配

绩效的压力和动力。财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

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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