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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94年以来分税制改革主要成就

二、当前财税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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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的实践充分表明，分税制改

革及其后续的不断完善，对促进市场经济

发展、全国市场统一、稳定财政收入、调

节地区差距、促进地区竞争和提高国家宏

观调控能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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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强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支持了

各项改革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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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动了社会事业的发展进步，促进

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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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初步建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财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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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强化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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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分税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基本适应，方向是正确的，需要继

续坚持并不断深化。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

的快速发展和结构的深刻调整，财税体制

暴露出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9



（一）政府间的支出责任和收入划分尚未

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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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以下的财政体制不够健全、省以

下的财力分布不够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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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税制结构不够合理，不利于资源的

有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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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可持续性风险隐患逐渐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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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应该在明确政府与市场边界

的基础上，理顺各级政府间的支出责任和

收入划分，完善税收制度，加强预算管理

和债务管理，稳步化解财政风险隐患，推

动经济结构优化，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

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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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确立有

限政府的理念，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第一，进一步理顺商品价格

第二，大幅削减行政审批事项

第三，大力收缩政府的经济职能

第四，积极推动收入分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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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中央政府支出责任，明确界

定政府间支出责任

以中央上划部分事权带动事权结构重

构。按照事权优先于财权原则，重塑中央

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责任架

构。在事权合理划分的基础上，调整优化

各级政府税收划分和财力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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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顺政府间收入划分，加快地方主体

税建设

第一，加快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全国推广

第二，加快建立完善的不动产登记制度

17



（四）促进省以下各级政府财力与事权相匹

配

应强化省级政府责任，划清省以下各级

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完善县级政府基本财

力保障机制，形成合理财力分布格局，促进

省以下财力均衡。继续推进“省直管县”和“乡

财县管”财政管理改革。进一步完善乡级财政

职能，提高财政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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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努力与发展阶段

相适应

第一，改革资源税税制，试点开征环境税

第二，不断完善个人所得税制

第四，增强社保基金征收力度，完善社会

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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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改革预算管理，健全地方债务管理，

逐步化解财政风险

第一，推动修改预算法，加强监督和约束

第二，规范地方发债制度，防范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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