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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 地方财政困境的表现 

 

• 地方财政困难的原因 

 

• 地方财政解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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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表现之一：收入增长乏力 

• 受经济下行压力，税收收入增速放缓 

• 为完成收入任务，非税收入占比增大 

• 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导致土地出让收入下降 

• 县乡基层财政收支压力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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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财政统计年鉴（2015年） 

 

2005-2014年我国地方政府税收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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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财政部预算司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收入决算表（2010-2014） 
                      地方政府性基金决算表（2010-2014） 

2005-2014年我国地方政府全口径财政收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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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表现之二：支出压力增大 

• 县级财政上调工资、完善社保等刚性支出缺口加

大 

• 新预算法约束下城镇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融

资压力增大 

• 保障以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的民生支出压力增加 

• 在预算趋紧状况下，县级政府还必须安排一定的

促进经济发展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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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4年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增长对比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统计年鉴（200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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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表现之三：地方政府债务快速膨胀 

• 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迅速 

 

• 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加大 

 

• 新预算法对地方政府举借债务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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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地方各级政府性债务规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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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及以后地方政府性债务年度到期偿还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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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体制约束 

• 中央层面的财政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 

–预算管理改革与税制改革都相继推开 

–中央对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还停留在1994年

分税制改革框架 

• 地方层面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改革的

空间较小，基层的县乡政府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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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二：城镇化需要 

• 中国已经进入城镇化快速增长通道，平均

每年城镇化率增长超过1个百分点 

• 城镇化建设的主要责任主体在市、县两级 

• 按照国务院公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到2020年要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

地方市、县政府的公共投资压力很大  

• 地方政府还需要化解城镇化过程中已经累

计了巨额存量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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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三：施政理念 

• 地方政府的GDP竞赛 

• 经济增长中地方政府低效、重复、

盲目投资 

• 县级政府职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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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四：经济运行多重因素叠加 

• 宏观经济运行在下降通道 

• 财政收入弹性大于GDP 

• 地方经济结构调整压力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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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之一：顺应形势、提高支出效率 

• 经常性支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 

–进一步压缩“三公经费” 

–控制经常性支出增长 

• 民生财政理念下不宜福利早熟，一些公共

服务提标不宜过早、过快、过高 

• 大思路大改革：医疗、农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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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之二：在分税制导向下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 地方税制体系建设 

– 资源税、房地产税等的改革 

• 正确认识中央财政财力适度集中的必要性，避免分

税制框架下穷省更穷、富省更富 

•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 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缩减专项转移支付占比 

– 科学设置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分配因素 

– 公开透明分配转移支付 

– 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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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之三：合理划分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
增长中的定位 

• 省级政府：区域经济发展的统筹规划 

• 市级政府：经济增长中创新驱动的承载主

体 

• 县级政府：解决好民生问题 

– 退出低端同质化、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GDP竞赛 

– 城镇化过程中实施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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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之四：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 

• 中西部地区：涉农事权、义务教育、公共

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应该提高

由中央或省级财力保障的力度 

• 县级政策性增支，应该中央、省、市、县

多级财政共担，不应由县级财政独担或为

主承担 

–调增工资 

–调增社会保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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