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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地区差距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的必经之路

作 者：     发布时间： 2004-7-3 16:21:01 

  中国社会科学财贸所课题组认为， 缩小地区差距是我国今后20年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的必经之路。 

  课题组指出，缩小地区差距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应从三方面着手：财政转移支付、开放市场、进行资源税改革。 

  1、财政转移支付。在目前中国社会经济的现状下，政府的转移支付是缩小地区差距的有效手段，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调整

现行转移支付的结构，其一，统一转移支付的基本形式。将现行的多种转移支付统一为两种，均等化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其二，压

缩专项拨款规模，精简当前的繁杂的专项拨款项目，同时，建立专项拨款项目的严格的项目准入机制。减少专项拨款项目设立的随意性和

盲目性。规范资金分配的原则和程序，加强监管，提高乡专项资金使用效率。其三，扩大均等化转移支付的规模，使转移支付资金真正能

发挥均等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作用。目前，转移支付的规模虽然逐年递增，但数额仍然过小。目前中央实得增量每年都有较大的增加，已

经从地方集中了可观的财力，改变了分税制前中央政府的被动地位，使中央财政有可能从多集中的财力中安排一部分财力用于对地方的财

政转移支付。  

  2、开放市场。由于多种因素使地区发展不平衡，这其中有资源方面的差异，也有体制方面的差异。要解决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最终要依靠资源的合理配置。这最终要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于资源配置不当造成的不平衡，避免造成新的不平衡。

地区间的市场一体化程度，对要素收入的基本平衡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完全的市场一体化是不可能的，就像理论上完全竞争性的市场并不

存在一样，中国国内市场从来就不是一体化的市场，在地区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障碍，形成了市场间的门槛，这种门槛具有非常明显的

行政性特征，即地区间市场主要以省级行政单位区划为边界。地区市场间障碍的存在，劳动力、资本在地区间的流动受到限制，使市场机

制的作用效果受到削减，地区间资源配置的效率降低，要素收入在地区间形成了相当明显的差异。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就造成了地区间的

发展不平衡。这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目前地区间采取的"地方封锁"一方面对要素的合理流动形成了障碍，

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对于内部外部要素都是一种消极的因素，另一方面它对保护区内的经济发展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这

一点与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极其相似，既当区内的产业竞争力还不足以与外部产品抗衡时给予一定的保护，使其得到一个相对宽松的发

展时期，就像过渡期一样，是必要的。但地方保护要有一个透明度，使内外部的要素都知道自己可以获得什么，不可能或不为政策支持的

领域在哪里以及保护的措施和保护的期限等等。 

  3、进行资源税改革。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往往也是资源较丰富的地区，应改革资源税的税制设计，调整现行的资源税。一是扩大资

源税的征税范围。二是在合理调整资源性产品比价和改革国营采矿企业经营机制，适当降低其政策成本和非经营性成本的基础上适当提高

资源税税额。三是配合以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合理化，在适用因素法的基础上，考虑资源型省份在过去对其他省份的间接转移支付因素。四

是结合如何实现资源资产化确定资源税的使用方向。  

  另外，合理地安排产权、定价机制和税制，在此基础上有效地开发资源，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配，使地方政府享有一个稳定而相当

的份额，使地方政府具备用于发展的财政资金，同时也会减少中央对贫穷省份的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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