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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全解读改革新坐标

财税改革将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和财权

医医疗疗等等民民生生事事权权或或上上移移中中央央

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现国家
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发挥中央和地方
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
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地方债务和土地财
政依赖，都与财税体制不合理有关。如果不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那么强迫征地、剥夺农民利益
的事还会发生。

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财经大学
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华认为，在明确
事权上，未来的趋势可能是财权向中
央集中，事权也相应地上移；尤其是关
系民生的教育、卫生、医疗等领域，中
央一级将承担更多的事权，使财权与
事权相匹配，便于地方政府开展工作。
在透明预算方面，应实行全面、硬化的
预算管理，没有列入预算的一分钱也
不能列支，做到预算科学、公开、透明，
解决预算单位列支不科学、不规范、不
透明的问题。

山东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教
授潘明星认为，公报体现出涉及到财
税体制的两点新变化：一是对财税体
制的认识提高到新的高度，从保障国

家财力需要上升到“国家治理的基础
和重要支柱”；二是“科学的财税体制”
出现在中央和国家正式文件中，反映
出科学的财税体制与科学发展相贯
通、相协调的导向。

潘明星认为，财税体制改革下
一步将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比如在
合理安排支出方面，向民生领域倾
斜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将是趋势，同
时保持民生、经济建设、国防等领域
支出适当的比例关系，兼顾短期和
长远发展目标。

而就现代财政制度，潘明星认为，
核心将在于建立科学、公开、透明的预
算制度，从财税立法、监督、效率等方
面体现市场经济的要求。

财权或向中央集中，事权相应匹配

●十八届三中全会(2013年11月)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
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年10月)

分步改革税收制度；强化财政管理；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财政预算
体制改革；金融企业改革，推进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健全金融调控，稳步推进
利率市场化；完善金融监管。

●十四届三中全会(1993年11月)

发展以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规范股票的发行和上市，并扩大规模；央行不
再对非金融机构办理业务；建立政策性银行；金融财税改革尽快迈出重大步伐。

延伸阅读

金融财税改革，二十年三变

许多矛盾与财税体制有直接关系
■中央党校教授 周为民
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事权和财权相匹配。财税制度也

是长期以来存在的突出问题，许多矛盾跟这个有关，土地财
政、宏观税负太重的问题都与财税体制有直接关系。其中一个
重点就是用更规范的制度化来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那
么要靠财税制度的改革，就是事权和财权，或者支出责任要相
适应相匹配的问题，所以这是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

完善地方税不意味着提高税负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贾康
将“增值税”作为中央税，由中央政府统一征管，以切

断地方政府分享收入规模与经济规模的关联，避免地方政
府对经济的不正当干预。完善地方税并不意味着提高税负。
2012年，我国广义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为31 .57%，这就说明税
负不宜再继续提高。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应降低企业主要是垄断
和资源性产业、行业的收入占比，提高居民收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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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改革就是要给地方政府一条活路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

副部长徐洪才认为，公报中涉及财税
体制改革的部分，实际上是对事权和
财权的重新划分。总体上来看，就是
要完善分税制体系。

在财权方面，原来地方政府担着
很多责任，特别是“营改增”以后，由
于地方政府税源减少，就造成了他们
对土地财政依赖。现阶段的改革，就
是要给他们一条活路。

下一步的改革过程中，首先要明确
地方政府主要的财政来源主体。虽然这
次的公告中，并没有对此做明确的表
述，但估计之后的“决定”中会给予确
定。一般来说，像房地产税、遗产税、消
费税等可能会交予地方政府，保证他们
合法、稳定的收入。此外，还需要建立一
个规范、公开透明的融资机制体系。

实际上，财政体制改革需要厘清
两个关系，一个是中央和地方的关
系，另一个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
要厘清这两层关系，需要一系列的配
套改革，包括投资领域的改革、行政
审批体制改革等内容，对整个市场经
济建设的辐射作用很大，所以我认为
财政体制改革是所有改革的重点。

财政体制改革的进行，将使合理公
平的税负，更好地发挥杠杆的引导作
用，维护市场公平、提高市场效率、激活
市场微观主体的活力，最终形成一个统
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可以期待，在之后的“决定”中，
可能会对此次公告中未予明确的内
容，包括技术层面对地方税体系、分
税制体系等等的完善，进行更为详细
的表述。

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改革，确定
了中国财政体制的整体框架，支撑了
市场经济发展。分税制财政体制主要
涉及三大部分，事权划分、收入划分和
支出及转移支付。由于改革并不彻底，
省以下未真正落实分税制，后续调整
主要针对增量，现实中积累了不少矛
盾。例如，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不清，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脱节，收支
结构不合理，转移支付制度复杂低效，
造成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等。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12日在接受媒体访谈时指出，地方政
府如此依赖土地财政，地方债务这么
高，都与财税体制本身不合理有关。这
么多年来没有比较大的调整，一方面主
要和地方不匹配，常规性转移太少，专
项转移太多，这就导致了“跑部钱进”，
导致了腐败，问题都聚焦到财税本身，
所以这一次三中全会召开以前，社会各
方面都非常关注这一点，我们如果不改
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那
么强迫征地、剥夺农民利益的事还会发
生。 据财新等

分税制落实不力导致“土地依赖病”

本报记者 刘德峰 王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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