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有必要改革我国预算管
理体系。”全国政协委员、香江集团
总裁翟美卿表示，虽然我国已经初
步建立了包括公共财政预算、政府
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在内的财政预算体
系，但一些问题仍制约着财政预算
管理和监督的有效性。

从管理体系上入手，翟美卿认
为，应该加快预算法修订，这不仅
能够全面反映政府的收支状况，还
能够防止腐败滋生。她建议，从预
算管理的统一完整性、预算执行的
严格规范性以及预算监督的严肃
有效性三方面着手。按照全口径
预算管理的要求，将所有政府收支
均纳入预算管理范围，全面反映政
府收支总体情况。

在预算编制上，翟美卿委员认
为，应当建立中长期财政预测机制，
按标准周期编制 3 至 5 年的滚动预
算。“这样能够增强财政政策的前
瞻性和财政预算的可持续性。”

为防止“年终突击花钱”等现
象，翟美卿委员建议，规范预算调整
行为，建立预算调整审查和报告制
度，提高预算执行规范性。“预算在
执行过程中也应跟踪分析，规范资
金下拨流程，严格结余结转资金管
理，明确责任追究制度。”

除了在编制和执行中入手，预
算监督也是翟 美 卿 委员关心的问
题。目前来看，预算监督还不够透
明，她建议加强预算透明度，进一步
加强预算信息系统工程建设，建立
政府预算公告制度。

财税体制改革攻坚前行
本报记者 崔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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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抓好

财税体制改革这个重头戏。当前，我国正处于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要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

依赖严重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科学合理的税制，是促进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
在改革进程中，如何保障国家财政收入

“大河”满、个人财富积累“小溪”欢，需要
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稳定宏观税负，凸
显税收公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营改增”拉开税
制改革序幕。2013 年 8 月，“营改增”双
扩围至全国，2014 年 1 月试点行业进一
步扩大，至今试点已经覆盖交通运输、邮
政业和现代服务业中的7个细分行业。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进税收制度
改革，把“营改增”试点扩大到铁路运输、
邮政服务、电信等行业，清费立税，推动
消费税、资源税改革，做好房地产税、环
境保护税立法相关工作。进一步扩展小
微企业税收优惠范围，减轻企业负担。

税收结构调整持续释放改革红利，
坚定了攻坚克难的信心和勇气。但必须

清醒地认识到，未来深化改革任务仍复
杂而艰巨。首先，需要调整以间接税为
主体的税制结构，提高直接税比重。目
前，我国间接税占税收收入比重约为
70%，直接税比例过低，将会弱化税收调
节收入分配的功用。

其次，我国地方政府缺乏主体税种
的问题日益凸显，对整个税制改革形成
倒逼机制。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进一
步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功能、加快房地产
税立法、加快资源税改革，都可能对公众
的日常消费、理财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

要想保障税收结构调整顺利进行，
稳定税负是关键。中山大学财税系主任
林江认为，税制改革要有利于促进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还要有利于调节社会财
富分配、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保
持宏观税负相对稳定、尽可能不开征新
税种被视为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

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是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重要保障。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实施全面规范、公
开透明的预算制度。着力把所有政府性收
入纳入预算，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各级
政府预算和决算都要向社会公开，部门预
算要逐步公开到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所
有财政拨款的“三公”经费都要公开，打造
阳光财政，让群众看明白、能监督。

当前，我国财政收入增长放缓、财政
支出压力持续增大，新一轮财税体制改
革迫切需要提高预算管理水平，盘活资
金存量、用好资金增量。

改进预算管理制度，意味着要“建
立完整、规范、透明、高效的现代政府

预算管理制度”，其中包含了改进年度
预算控制方式、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
制、清理规范重点支出挂钩机制、完善
转移支付制度、建立政府性债务管理体
系以及实施全面规范的预算公开制度等
六个层面的具体制度建设内容。而每一
项，都与政府“钱袋子”的管理息息相
关。白景明说，预算管理改革最终目标
是，实现预算编制科学完整、预算执行
规范有效、预算监督公开透明。

财政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全面深
化财税体制改革，完成顶层设计之下无
可回避的配套改革，才能为完成经济社
会转型提供“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有
效制度供给。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抓紧研究调
整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逐步理
顺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保持现有财力
格局总体稳定。

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曾表示，中央
和地方事权划分不清晰，造成中央委托
地方的事权或者说地方事权过多，只能
靠专项转移支付来解决，带来了专项过
多的问题，影响财政运行效率。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
长刘元春认为，目前中国面临的很多深
层次问题，譬如地方土地财政、地方融资
平台风险等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地方事
权和财权并没有统一。

在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分配中，涉及
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是基础，在此基础
上，划分财权，实现事权与财权相匹配。

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认
为，新一轮改革中，在适度加强中央事权
的同时，应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共同
事权、明确区域性公共服务为地方事权、
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中央和地
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
责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
方收入划分。

也有学者建议，应该在省直管县和
乡镇综合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推动财政
体制扁平化改革，争取使五级财政框架
扁平化到三级框架。在三级框架内，按
照“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
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
的原则，构建起财权与事权相顺应、中央
与省两级自上而下转移支付加必要横向
转移支付的财税体制。

税收结构调整——

稳定税负凸显公平

事权财权匹配——

提高财政运行效率

事权财权匹配——

提高财政运行效率

加强预算管理——

盘活存量用好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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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

增强财政预算的可持续性
本报记者 陈果静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财政厅厅长王一宏——

“三维”框架促财税改革
本报记者 钟华林

早 春 时 节 ，四 川 省 全 面 深 化
财税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提速。
前不久，四川省人民政府下发文
件，对企业所得税收入划分作了
新规定，即不再按隶属关系划分。

“无论哪一级、哪一种所有制
类型的企业，所得税按比例划分，
60%归中央，剩余 40%省与市县分
享，其中市县分享比例为 65%。同
时把契税和印花税下划市县作为
固定收入。”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
财政厅厅长王一宏告诉记者，以前
电信、电力、烟草等大的央企对县
级财力的贡献不是很大，推行分税
制改革后，这 3 个税种一年下来将
增加市县收入规模 30 亿元。

王一宏代表表示，财税体制改革
的重点在“全面深化”，“我认为需要

建立三维立体框架。”他说，纵向看，
实现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解决

“谁出钱”的问题；横向看，实现财政资
金更有效的管理，解决“怎么花钱”的
问题；从深度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
关系，实现政府职能的真正转变。

据了解，四川就是用“8+4+2”
的方式落实“三维度”财政体制改革
的。“8”，属于条件比较成熟、将全
面推开的改革项目。比如推进税收
分享体制改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
制度、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控制等。

“4”代表需要先行先试，择机推开，
包括健全完善事业单位财政投入机
制、建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等。

“2”就需要做好调研，打好基础，包
括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
度、全面推进税收制度改革。

本版编辑 李红光 张 双 于 泳 梁剑箫

现在中国有18个税种，其中有3个是全国人大立法征

收的，分别是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其他15个

税种目前是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通过制定税收的暂行条例

来征收的。进入新时期，全国人大将更好贯彻落实“税收法

定”原则，重点加强对新税种的立法，包括社会上关注较多

的房地产税和环境保护税的立法工作。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发言人 傅 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