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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78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纪元。
纵观30多年改革历程，从对改革目标的艰难探索，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
标的确立，再到近年来经济社会各项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应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成功实践，我国改革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财政体制作为国家宏观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念不断更新，模式逐步完善，措施日益丰富，推
动着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促进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特别是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在立足国情并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按照市场经济的基
本规则划分中央地方收支范围，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初步形成了较为规范的政府间财政关系框架
。
经过此后的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中央宏观调控能力显著增强，财力调节方式逐步规范，地区均衡效
果日益显现，基层财政困难有效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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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还本付息、其他支出等。
属于地方财政支出的主要有：地方各级管理的国营企业投资、经济建设事业费、社会文教事业费、地
方各级行政管理费和其他支出等。
3.国家财政收入，分为中央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比例解留收入。
中央财政收入包括：农业税、关税、盐税、中央直接经管的国营企业收入等。
地方财政收入包括：屠宰税、契税、房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使用牌照税以及大行政区以下经管
的国营企业收入等。
中央和地方按比例解留收入包括：货物税、工商业税、印花税、交易税、存款利息所得税等。
4.地方的财政收支，每年由中央核定一次，其支出首先用地方财政收人抵补，不足部分由比例解留收
入抵补。
5.地方的上年结余，分别列为各级的财政收入，并编入本年预算，抵顶支出。
上年实际结余如超过编人预算的数字，其超过部分留给地方一部分，如未达到编入预算的数字，其不
足部分由中央补助。
6.为了调动地方增收的积极性，农业税超收部分50％留给地方。
1951年的财政管理体制与1950年的财政管理体制相比，由“收支两条线”改为收支挂钩，地方有了本
身的收支范围，地方财政可以从本地区组织的收入中留用一部分抵充本身的财政支出，有利于调动地
方的积极性。
但是，总的来看，1951-1952年实行的上述财政管理体制，仅仅是财政分级管理的开始。
由于当时正在进行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等重大社会改革，财政资金绝大部分仍集中在中央
，地方的财力和财权仍然较小。
1953年，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财政状况有所好转。
在新的形势下，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和国家建设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
财政管理工作不仅要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而且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随着大行政区机构的改变和撤销，国家财政的组成体系也做了相应的改变。
1953年，大区由一级政权机构改变为中央的派出机构，1954年全部撤销。
因此，1953年财政管理体制中，取消了大区一级财政。
同时，为了适应县（市）一级工作需要，设立了县（市）一级财政，全国划分为中央、省（市）和县
（市）三级财政。
1953年8月，周恩来同志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方针和指导思想，指出：“
财政体制：在中央统一领导和计划下，确定财政制度，划定职权范围，分级管理，层层负责”。
“国家预算：在国家的统一预算内实行三级（中央、省市和县）预算制度，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支范
围，按照主次轻重及集中和分散情况，分配中央与地方的大体比例。
地方收多于支者上缴，收少于支者补助。
地方财政，按照统一制度，凡超计划的征收和节约，一般归地方支配”。
1954年，邓小平同志兼任财政部部长的时候，针对1953年财政工作的问题，对当时的财政预算工作，
概括了六条方针，其内容是：（1）预算归口；（2）包干使用；（3）自留预备费，结余留用不上缴；
（4）控制人员编制；（5）动用总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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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财政体制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专家在研究，媒体在评说，人大在议论，审计在发问，地方在抱怨，部门在诟病。
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轻描淡写，人云亦云的指指点点，天马行空的空泛辨析，
信手拈来的简单临摹。
以管窥天难通条贯，以蠡测海难考文理。
改革不争论是政治家的高明决断，但如何选择改革路径以及如何设计改革方案，争论愈烈不仅是思想
解放的反映，也有利于降低改革成本。
争论让我们难以因以点概面得出的结论而自矜，让我们不致依洞穴影像形成的判断而自蔽。
我们需要一个“誓死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力”的氛围，避免居高临下或权威自
居，去除私意与私利，以平等的姿态、平和的心态，在理性的驱动下畅所欲言。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偏好和独特的视角，但需要有相近的语境和共同的信息基础。
多年来，我们焚膏继昝，深知心之所系、肩之所荷，自明智之不博、力之不逮，未敢有丝毫懈怠。
面对多方评议，我们尝试一改宛舌固声、拟足投迹职业习惯，不满足于仅为共同感兴趣的讨论构建一
个平台、提供一个背景。
因此，本书稿在案头电脑之储存梳理中融入大脑之思考，在平铺直叙中加入工作的心得。
我们的分析或有敝帚自珍之嫌，有强词夺理之虞，甚或有盛气凌人之感。
皆无妨，我们只想丢掉刻意低调的谦恭，欲言而嗫嚅的顾忌，坦露观点但不固执己见，尊重点评但不
随声附和，在清理乏味可陈的浮泛观点，拔掉一些射向财政体制之箭的同时，再树一个靶子，接受更
一针见血、更有分量的评说。
本书有前辈的心血，有全国预算同仁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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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财政体制简明图解》是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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