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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 年来我国财政规模变化及原因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12月11日  吕凯波 

摘要：改革开放30 年以来，我国财政预算规模经历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对这30 年预算报告的

分析可以看出财政预算绝对规模逐年上升，财政预算收支占GDP 的比重则呈U 型变化。结合改革开

放的历程，得出我国财政收支规模变化与改革有密切关系的结论，财政收支规模的变化源于经济体

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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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财政体制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中，尤其是改革开放30 年来， 以放权让利

为核心的体制变革使得财政体制的变动更为剧烈。财政收入和支出占GDP 比重的变化引起了社会的

广泛关注和讨论，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力的这种变化已经出现太大的负面影响，应该采取

有力措施加以制止；有人则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力的变化尚属正常，国家财力下放和集中是

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还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财力就没有发生明显

变化，所以不存在一些人担心的问题。 

一、改革开放财政收支规模的变化 

1978 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

期，从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伴随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是政府财政收支规

模的不断变化，显示了在这30年中财政收支规模的变化： 财政收入绝对数除1979 年和1980 年略有

下降外都有增加，财政支出绝对数也除了1980年和1981 年略有减少外都以不同速度增长。与1978 

年相比，2007 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增加了45.76 倍和44.62倍。从财政收支增长率来看，有的

年份增长快，有的年份增长慢，而且在1994 年前后几年波动较大， 没有明显的变化规律。如果与

GDP 增长率变化结合起来看，可以发现在1994年以后财政收入和支出增长率基本大于GDP 增长率， 

而在1994 年之前是有的年份GDP 增长率大于财政规模变化率，有的年份小于财政规模的变化率。 

作为衡量财政规模的另一种更好的指标——财政收支占GDP 的比重的变化则是另一种情形。改

革开放30 年国家财力的变动情况,以改革开放的第17 年（ 1994 年） 为转折点, 在1994 年以前有

下降趋势, 而在1994 年后又有上升倾向。1978 年以来全国财政预算收入占GDP 百分比表示的国家

财力呈明显下降趋势，1978 年为10.18%， 而在1995 年下降到10.18%的最低点， 在以后几年又有

回升趋势,2007 年达到了20.80%。与此相对应的全国财政预算支出占GDP 百分比在1987 年为

30.50%，在1996 年达到最低点11.11%，2007年又回升到20.09%。 

二、我国财政收支规模变化的原因分析 



1.对财政收支绝对数增长的解释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首先得益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

高。在这30 年中GDP 年均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1987 年GDP 为3 642.2 亿元，而2007 年是246 

619.0 亿元，是改革第一年的67.7 倍。在财源扩大的基础上，财政收入迅速增加。其次，价格变动

也是引起财政收入增加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一方面，随着价格总水平的上升财政收入会同比例

地增长，表现为财政收入的虚增；另一方面，我国采用了累进税制，“ 档次爬升”效应使得财政收

入有所增加。此外，分配政策和分配制度也会对财政收入有一定的影响。 

财政支出规模变化趋势方面的研究，以“ 瓦格纳法则”最为著名，之后，又有皮考克和怀斯曼

的梯度渐进增长论和马斯格雷夫与罗斯托则的经济发展阶段。此外，还有从政治制度角度来分析

的，如尼斯坎南的官僚预算最大化模型、普维亚尼的财政幻觉假说和选举权扩大增长论等。以上各

种理论对我国财政支出不断增长都有一定的解释力, 但不能解释全部原因。 

2.财政预算收支占GDP 比重U 型变化的解释 

从1978 年开始，在财政体制方面进行了“ 让利—放权—分权—非对称性分权”的改革路径。

改革开放之前，国民收入分配实行统收统支体制，根据当时实践总结出的“ 2、3、4”比例关系，

财政收入占GDP 比重普遍较高。在改革开局之年，传统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仍未改变，1978 年财政

收入占GDP 比重高达30.78%。为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 我国政府加快了市场化的改革

步伐， 多次对企业放权让利， 在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时向企业倾斜。当时国有企

业运行状况不佳，微观效益不理想，政府逐年加大放权让利的力度，以激励企业行为。这使得财政

预算内收入占GDP 的比重不可避免地呈直线下降的趋势。同时，为扩大部门财务自主权，把一些本

应纳入国家预算内管理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交给各个部门，实行自收自支，形成了大量的预算外管理

资金，虽调动了各部门发展经济和增加收入的积极性，但造成了预算外资金挤占预算内收入，肢解

了财政预算，也使得财政预算收入占GDP 比下滑。因此，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预算内财政收入

的绝对规模虽逐年递增，但其增行速度显然不及GDP 的增长速度。1994年，中国进行了根本性的税

收制度改革， 初步建立了较为规范的财政预算收入体系， 有效地阻止了财政预算收入占GDP 比重

持续下滑的势头。1996 年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开始出现止跌回升的态势。税收作为预算

收入的主体，要解释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必须从税收体制和预算体制两方面入手：（ 1） 我国当前

的税制结构是以增值税为主体，而增值税与工业增加值有密切联系，由于工业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

长速度，税收收入也显著高于GDP 的速度增长， 从而财政收入也开始快于GDP 增速；（ 2） 通过

预算体制进行分析。从预算编制阶段来看，在安排税收收入计划指标时往往低估，从而在一开始就

预留了一定的“ 超收”空间；从预算执行阶段来看，由于1994年税制设计时的基本思路是“ 宽打

窄用”， 名义税负设置过高，因此随着近年来税收实际征收率的不断提高，实际税负持续接近名义

税负，导致税收收入的高增长；从预算审批阶段看，现行预算法对“ 超收”的规定比较模糊，

“ 超收”收入的决策与动用基本上在行政体系内完成，未纳入人大的审批范围。因此从预算收支扩

张来看，预算内收入持续高增长，产生大量“ 超收”收入的根本原因是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收结构

和不健全的预算管理体制。结合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具体历程来看，1995 年国家逐步实行“ 费改

税”试点工作和清理整顿各种基金和收费项目；1996 年又进一步强化了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 将

一批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和基金转化税收征收，纳入预算内管理；1997 年政府将13 项基金和附加

纳入预算内管理，减缓了预算外资金对规模的增长；1998 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

是分配制度的完善，经济秩序逐渐好转，同时加强税收征管，财政收入增速比GDP 增速快，造成了



财政预算收入占GDP 比重的U 型变化。同样在经济体制改革前,由于“ 低工资、高就业”等政策，

需要对国有企业和工人进行大量财政补贴，财政预算支出占GDP 比重相当高，在1978 年仍为

30.5%。为改变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局面，调整政府职能和分配格局，激发经济

活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府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财政支出规模也逐年下降。1984 年的十二届

三中全会明确了发展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 真正启动了改革的历程。1994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

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改革,尤其是分税制改

革对财政收支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1997 年的十五次代表大会规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是不断减少对经济干预的过

程， 同时又是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所以在这一阶段财政支出占GDP 比重持续下降。在经济体制走

上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之后，随着改革的逐步到位和GDP 的增长，逐年下降的趋势得到了扭转。

一方面，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力发展科教文卫事业、扩大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

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保护生态环境，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来满足公共需要；另一方面，政治决

策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有决定性作用，不合理的决策机制扩大了财政预算支出规模，存在着政府预

算中的“ 公地悲剧”。因此，财政支出占GDP 的比重又逐渐回升。 

三、结论 

改革开放30 来， 我国财政预算规模经历了比较大的变化。财政收支绝对规模逐年增长，而占

GDP 比重则大致呈U变化。我国财政预算收支规模的变化深刻地体现出了改革的过程和经济体制转轨

时期的特征。经济体制的改革直接导致了我国财政收支规模的变化，同时其他因素对财政预算收支

规模的变化也有一定的影响， 但最重要的还是源于改革实践。因此，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财

力就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是不现实的；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力的这种变化已经出现太大的负面影

响而要加以控制也是不太合理的；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力的变化尚属正常，国家财力下放和集

中都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是个重要推动力量是片面的，应该注意到改革开放同时也导致了

国家财力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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