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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财政改革
须上议事日程

不够有效，国债市场“无风

险”收益率曲线的缺失等。 

目前饱受关注的地方融

资平台问题在中国的现行财

政体制下，只是反映了中国

深 层 财 政 体 制 问 题 的 一 个

侧面而已。30余年的渐进改

革，并没有对于政府与市场

的边界确定，对于政府的角

色定位与职能转变，提供最

后的与合理的答案。

 在凡事由中央政府说了

算的大一统政体下，政府间

财政关系本质上还是一笔糊

涂账。20世纪90年代的财政

改革曾试图把此理顺，但取

得的成果只是阶段性的。一

方面，为了政治上的需要，

政府已经且继续做出许多经

济和社会义务的承诺，并提

出 了 一 系 列 具 体 的 政 策 目

标，比如普及“九年制义务

教育”、保障性住房、控污

减排等。另一方面，在政府

财政计划中对这些承诺并不

都有相应的预算安排，人为

地留了许多缺口。其中相当

大比例的财政支出责任推给

了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

府的有限自有税源和中央财

政转移支付的不足，往往使

得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

难以兑现这些承诺。这就是

为什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就提出的九年义务教

育目标迄今未能百分之百普

及的原因所在。

因此，地方政府要么在

教育、卫生、养老等领域严

重欠账，要么挖空心思广辟

财源，房地产成了地方财政

收入的重头戏，无怪乎过去

十年间中国三度房地产调控

都是无功而返。与此同时，

地方把本应纳入政府预算的

地方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放在

预算外。既然《预算法》完

全排除了地方财政赤字的合

法 性 ， 那 么 通 过 平 台 进 行

债务性融资来弥补“隐形赤

字”就成为了地方财政的普

遍模式。

由此可见，地方融资平

台在现行财政体制下有其必

然性与合理性。但是，地方

融资平台的急剧蔓延，使得

公共财政更不透明，政府支

出更加缺乏问责制。大量政

府投资项目上马没有相应的

监督与制衡，除了滋生腐败

与低效，还将显著增加地方

财政过度杠杆化与负债率过

高的风险。如果按国际通用

口径计入地方政府举债，中

国政府债务余额占 GDP的比

重将上升到70％，已在警戒

线水平之上。  

如果对于不断积累扩大

的财政问题迟迟按兵不动，

那么财政体制的稳健性将不

断减弱，投资者和公众的信

心将会下降，威胁经济的持

续增长并动摇中国社会与政

治稳定的基础。现在中国的

社会与经济结构和国际环境

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启动新一轮的财政体制改革

已有必要，而且条件已经具

备。中国不应错过改革的有

利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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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国以慷慨姿态表示协

助欧元区小国度过债务危机

的时候，人们把注意力投向

了中国地方融资平台的泛滥

及其后果。中国的财政问题

从没有引起过如此广泛的担

忧 。 不 管 显 得 多 么 耸 人 听

闻，经济学家、国内外投资

者和公众已经开始在问：中

国会发生债务危机吗？

财政的持续稳健，需要

合理的财政制度与审慎的财

政 政 策 。 近 年 来 地 方 融 资

平台的大量兴起及其10万亿

元巨额举债规模，已为“审

慎”打上了问号。而自从20

世纪90年代初所完成的重大

财税改革，保证了其后国家

财政收入每年以甚至高于名

义GDP速度成长以后，财政所

过的好日子意味着深化体制

改革失去了政治上的动力。

但是，中国的财政体系

存在许多缺陷。比如个税最

高 边 际 税 率 与 增 值 税 率 过

高，高营业税的继续存在，

国税与地税的税种划分不合

理，财政在医疗、教育与养

老等社会性支出严重不足，

各级政府预算编制的严谨化

与制衡监督机制不够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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