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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介绍我国现行财政体制的基础上．幂入研究了重庆市现行财政体制及其运行状况．分析 了重庆市现行财政 

体制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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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体制一般由财政收人制度、财政支出制度和转移支 

付制度组成。我国实行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级预算的财政 

制度，因此存在中央、省(直辖市)、区县与乡镇四级财政，财政 

体制主要涉及国家财政收人在各级财政之间的分配、各级财 

政的事权划分以及不同地区间的财力调配等。 

随着我国国家税收体制的逐步规范，税收成为财政收人 

的主要来源，因此．为了财政体制的规范化和法律化，我国于 

1994年实行了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度。分税制将主要税种划 

分为中央税、中央地方共享税和地方税 ．中央税主要是消费 

税．全部上缴中央财政．中央地方#享税主要是增值税，75％归 

中央财政，25％归地方财政，增量部分按 1993年核定基数返还 

地方，并通过中央对地方的纵向转移支付调节不同地区间的 

财力差距，保证贫困地区的政府运行。在实行分税制后，财政 

收人向中央集中，中央财政所占财政收人由 1993年的 笠％上 

升为 卿 年的54％．中央的调控能力明显增强。 
一

、 重庆市财政体制的现状 

重庆市1992年作为分税翩试点，在中央与地方实行财政 

分税制的背景下，重庆市人民政府于 1994年颁布的重府发 

(1994)174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的决定”．确立丁重庆市对区县的分税制财政体制。重庆直辖 

以后，本着“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稳定体制、平稳过渡”的原则， 

对重庆市原有区、县与原万、涪、黔地区各区县实行分类财政 

体制(表 1)。 

在实行分税制以后，事权划分中．市政府主要承担市统管 

的基车建设投资，市属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新产品试制费． 

支农支出．城市维护和建设经费，市级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 

出和文化、教育、卫生、科学等各项事业费支出，价格补贴支出 

以及提高全市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 

必须的支出_区市县政府主要承担区市县统筹基本建设投资， 

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新产品试制费、公检法支出和文化、教 

育、卫生、科学等各项事业费支出，价格补贴支出以及促进区 

市县经济发展所需支出。 

在实行分税制的同时．重庆市建立了市对区县的转移支 

付制度和专项补助制度，在确立地区财政的标准收人和标准 

支出的基础上．对标准收人小于标准支出的地区实行转移支 

付．并根据项 目对区县进行专项补贴，如农田基率建设专项。 

在实行分税制后，重庆市本级财力集中力增强，但总体来 

说．重庆市财政对区市县的分税翩财政体制是较为宽松的。 

2O0O年，重庆市一般预算收人 8了亿元，其中，区市县级收人 6D 

亿元．市本级收人 27亿元，市本级收人占重庆市一般预算收人 

的31％，而京津沪地区市本级财政 收人 占地区财政收人的 

50％以上，四川省本级财政收人占全省财政收人的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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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重庆市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表 

税 种 击 虫 地 方 

市本级与原重庆区县(市) 市本级与万涪黔 

市本级 区 市本级 县(市) 市本级 万涪黔 

增值税 75％ I5％ l0％ 25％ 25％ 

消费税 IO0％ 

营业税 5o％ 5o％ 5o％ 5o％ 100％ 

土地增值税 5o％ 5o％ 

城镇 土地使 用税 区县 (市)级固定收入 6o％ 40％ 

耕地使月税 40％ 60％ 

企业所得税 按企业级班分配 

近郊 6区和高新、经济区为市级固定收入．远率5区和原重庆 7个县 

城建税 市本级与区县二^分成．原重庆3个县级市和潦东区县(自治县、市) 

区县奎留 

房产税 市本级与原重庆 l3区五五分成．其奈区县奎留 

农业日税、个人所得税 区县(自治县、市)级固定收入 

资料来源：重庆市财政局 

二、重庆市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主要问题 

重庆市在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后，分税制的优势主要表现 

在以下方面 (1)与中央分税制同步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体 

制总体较为规范，操作较为简便；(2)中央分税制的优越性能 

够在重庆市对区县分税制财政体制中得以体现，使市与区县财 

政收入能够得到同步增长。(3)市级财力集中以后，加大了对 

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市对区县的财政转移支付补助由1996 

年的 7 385万元增加到 2OOO年的 18 610万元，年增长率 26％， 

市对区县的专项补助由1996年的70 844万元增加到2OOO年的 

317 948万元，年增长率46％，对促进区县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但是，重庆市的总体财政状况不容乐观。2OOO年，重庆市 

累计财政结余21 630万元，累计财政赤字78 658万元，品迭财 

政赤字56 980万元，其中，市本级累计财政赤字 35 350万元。 

巨额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除了总体经济形势的下滑、刚性支 

出政策导致刚性支出增长迅速以外，财政体制及操作问题也对 

此有影响。 

总之，重庆市现行财政体制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第一，“分类指导”的财政体制缺乏充分的合理性与规范 

性。一方面“分类指导”的财政体制导致区县的财政体制的不 

规范、不统一。从重庆市实行分类财政体制的沿革来看，源于 

重庆市行政区划的调整。原重庆市在 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 

体制时，对辖区内的区和市县采用分别一致的体制，即各区的 

财政体制一致 各县的财政体制一致。在对原万涪黔地区代管 

及直辖以后，为了实现原万涪黔地区的平稳过渡，在财政体制 

上体现对三峡库区及边远贫穷地区的倾斜，继续沿用了四川省 

对原万涪黔地区的财政体制。这种分类指导的财政体制在当 

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合理的，也对原万涪黔地区的平稳过渡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与推动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区间经 

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原重庆的区县财政与原万涪黔地区财政的 

不平等关系凸显．逐步显示出相当的不合理性，使原重庆区县、 

特别是边远贫穷区县产生了很明显的不公平感．一定程度上对 

原重庆区县发展经济、开拓的财源的积极性产生了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从现行财政体制表可以看出，原万涪黔地区享 

受的体制最为优越，其次是原重庆的县．而原重庆的区财政体 

制最严格。但是，各区县经济发展、财政实力并不与其享受的 

财政体制完全一致。原万涪黔地区的各区县之间区位条件、经 

济实力、财政能力差异相当大，有近主城区、经济水平和财政状 

况比较优越的区县，也有远离主城区、经济发展十分落后、财政 

濒于崩溃边缘的极度贫困地区；而原重庆的区县中，也存在经 

济发展水平的显著差别。特别突出的是原重庆困矿设区远离 

主城区的万盛区，无法享受主城区各区乃至近郊各县在公用设 

施、经济辐射、经济流通、招商弓l资、商贸活动等方面的好处，基 

础设施投资远大于市郊县，并且由于矿务局生产大幅度下降形 

成了经济 财政、就业、社会稳定等方面的沉重负担，同时却在 

财政体制上与主城区相同，远不如近郊县，更不用说与经济发 

展水平良好的原万涪黔的一些区县的财政体制比较了，其不合 

理性显而易见。 

第二，与分税制配套的共享税(主要是增值税和营业税)的 

属地化纳税问题设有完全落实，使财权与事权分离，挫伤了税 

源所在地政府支持企业的积极性 按照分税静l原则，共享税应 

该属地化原则征收，并由税源所在地财政与市本级财政分享 ， 

企业所得税按企业级次分配，市级企业所得税属市财政收^， 

区县企业所得税属区县财政收入。但在实施过程中，共享税部 

分的非属地化征收现象较为严重 主要有两种情况：直属企业 

的增值税(营业税)部分，比如，100万美元以上的涉外企业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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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税，由市直属征lI丘，挫伤了区县对三资企业引资的积极性；叉 

如，珞璜电站建设中，江津地方做出了巨大贡献 ．至今还存在移 

民遗留同胚，但增值税中只能享受增量部分的分成，由于近年 

电力需求增长不明显，能够得到的增量分成十分有限．这是明 

显的付出与获得的不平衡；非属地化征收的第二种情形是分支 

机构的增值税在总机构属地征收，对分支机构提供政府服务的 

区县不能得到财政收人，得到分支机构财政收人的区县役有提 

供政府服务，这种制度导致区县对非本区县的总公司在区县设 

立分支机构不热 tl,，也使得企业的跨区域扩展存在一定阻力 

第三，关于转移支付与专项补助的问题。1996年 来，重 

庆市本级财政加大了对各级区县财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 

项补助力度。从制度上说，专项补助应该用于专项工程，但由 

于各级区县财政总体比较困难，大部分属于吃饭财政，为了弼 

补一般性财政支出缺口，地方财政挪用专项补助的现象屡见不 

鲜，从制度上是违规操作，但就区县而言，往往是不得已而为 

之。从数量上看，200O年市本级对区县的专项补助是一般性转 

移支付的 17倍，也就是说，20O0年对区县转移支付和专项补贴 

的额度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仅占5 6％，1996年到20O0年专项 

补助的增长率是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率的 1 77倍，在专项补 

贴被挪用的现象极为普遍的情况下，这种构成比例与增长方式 

的台理性也十分值得商榷的。 

第四，~-41g问胚主要有：(1)市与区县事权划分的不明确， 

比如：消防、预备役的费用支出，在分税制体制的形成时是属市 

财政承担，1999年支出下划到区县，使财权与事权不对等；教育 

经费的支出问题，在中央实行大中央财政的背景下，教育经费 

的承担责任逐级下划，越往基层可支配财力越薄弱．教育费负 

担比例越重，其台理性值得探讨；(2)在对企业的抓大放小中， 

常见将效益好的企业划为市级企业，将效益差的企业下放区 

县，使区县的所得税收^受到影响，同时加重了区县不良效益 

企业产生的再就业等负担，从而加重财政支出；(3)关于分税 

制财政基数的确定问题．分税制规定的财政基数是以 1993年 

的财政状况为基础确定的，从 1994年起宴行已近 8年，各区县 

的经济发展与财政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继续使用原有基数是 

不台理的，等等。 

三、美干重庆市财政体制改革的建议 

第一，逐步改变分类指导的财政制度，建立对各区县统一 

规范的真正意义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同时通过加大一般性转 

移支付的方式调节区县间财力差距。实行统一的财政体制，是 

中央对省、直辖市分税制的基本原则相统一。即不论是直辖市 

还是省，也不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还是西部贫困省区，均采用 

同样的分税比例。而地区间财力的不平衡问题，中央财政也是 

通过增大对贫困省区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和专款补贴进行调节。 

这种方式能真正使得分税制财政体制规范化、法律化、减少人 

治成分和地区间的负担不均等 

第二，在重庆市与区县的共享税(包括中央与重庆市共享 

税)征lI丘中，真正实行属地征收的原则，以实现财权与事权的统 

一

，调动区县政府为属地企业服务的积极性，从而推进区县经 

济的发展。 

共享税的非属地化征收，并非重庆市特有 而据报道．北 

京市与上海市也存在类似问题，特男Ⅱ是分支机构增值税、营业 

税的非属地化征收的问题。而上海市采用了按总机构集中征 

收、再返还分支机构属地的方式，激发了地方政府为企业服务 

的积极性，为此，我市可借鉴上海的经验，可 直接按属地化原 

则征税^库。 ， 

第三，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减小专项补助力度。转 

穆支付制度是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调节地区间 

财政收^的不平衡 在目前重庆市区县政府财力十分困难，甚 

至吃饭问题都难以解决的前提下．专项补贴的挪用在所难免 

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可 提高区县当家理财的自主性，通过 

区县自主的财政支出安排，实现市本级财政对区县财政补助的 

主要 目的。 

第四，关于乡镇财政的建议 目前，重庆市各区县 自主决 

定耐乡镇的财政体制，大部分依然采用的是分税制，分税的方 

式可能有所不同。但是，绝大部分乡镇的财政状况十分困难． 

特别在边远贫困区县，比如彭水县、秀山县等。乡镇财政难以 

为继，将直接影响乡镇政权维持。从这一点而言．可以探讨乡 

镇级政府建立一级财政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后． 

乡镇财政收^将大幅度降低，对根本不具备建立一级财政的乡 

镇，可考虑撤销乡镇财政，对维持乡镇政府运行的开支实行报 

帐制。 

此外，在乡镇财政支出中．教育开支占相当比例。对于乡 

镇义务教育的费用，是由乡镇承担，还是由区县或市甚至全国 

性统筹，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胚。在现实中．人才一般由落后 

地区流向发达地区，而教育经费由地方性承担，归根到底是发 

达地区对贫困地区教育投^的无偿占有。由于人才流动是全 

国性的，教育、起码是义务教育经费从理论上说应该由中央财 

政全国统筹，特别在目前中央财政收^比例不断提高的前提 

下，教育支出问题十分值得研究。 

四、结束语 

总体来说，重庆市本级财力与区县财力都非常薄弱．这是 

形成市本级与区县间 及区县之间财政体制纷争的基本原因。 

区县经济的发展与财政体制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台理的 

财政体制将对区县经济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进作用，同时，只 

有区县经济的发展，才是解决财政问胚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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