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知识点】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本问题 

一、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内涵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简称分税制，是指在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范围的基础上，按照事权与

财权财力统一的原则，结合税种的特性，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和税收收入，并辅以补助制的一种

财政管理体制。它是财政分权管理体制的典型代表，也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推行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模式。

财政分权管理体制的典型代表是分税制。 

 

二、内容 

分事、分税、分权、分管。 

项目 含义 

分事 在各级政府间划分社会管理权和经济管理权的基础上确定各级政府的预算支出范围。 

分税 按照财权和事权相统一原则，将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 

分权 
中央和地方都对属于自己的税种有开停征权、调整税目税率和减免税权，地方也有权力开征地方

性新税。 

分管 实行分级财政管理，建立中央和地方两级税收征管体系。 

 

三、分税的方法 

（1）按税源实行分率分征——如美国。  

（2）按税种划分——包括完全形式和不完全形式两种。  

1）完全形式：只设中央税和地方税。   

2）不完全形式：设中央税和地方税之外，还设置共享税。 

共享办法有：①附加式，如伊朗的所得税和关税，中央征正税，地方征附加税；②返还式，如巴西所得税和工

业制成品税，由联邦统一征收，再按 20%返还给州政府；③比例分成式，如德国的个人所得税，不是由各级政

府分率分征，而是统一征收同时规定统一分配比例，联邦和州各占 43%，县（市）占 14%。  

 

【提示】实行分税制一般还要配合以中央对地方、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以此来调节不同地

区间预算财力的差距，实现公平分配的原则要求和财力与事权的最终统一。 

 

四、我国分税制管理体制的主要内容 

我国从 1994 年开始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一） 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项目 具体内容 

关系国家安全的支

出 
边境安全、国防、界河管理等支出应由中央统一协调和监管及承担相应的支出责任。 

司法支出 司法支出主要由中央政府负责。 

社会保障 
养老保险：中央管理；医疗保险：我国以地方管理为主，中央提供帮助； 

工伤、生育、失业保险：地方自行管理。 

公共卫生 
传染病及免疫业务支出责任由中央承担或中央委托地方实施； 

普通的公共卫生支出则由地方政府负担。 



教育 
义务教育支出由地方政府管理； 

高等教育支出和科研支出服务主要支出责任在中央和省级。 

跨区域重大项目的

建设和维护 

中央负责交通建设，跨境重点项目；地方性政府负责地方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央负

责海域和流域管理、航运、水利调度、大江大河治理、全国性生态和环保重点项目建

设。 

涉及全国市场统一

标准的管理 

如全国范围内销售的食品、药品：其安全环境具有较大的全域正外部性，如果由地方管

理该事项，对出现问题的企业进行处理就会影响当地就业、税收，不符合激励相容原

则，应由中央来承担相应的支出责任及管理执行责任，才能使外部性问题内部化。 

 

（二）中央与地方政府收入的划分 

（1）中央税。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 

（2）地方税。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 

（3）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 

 

（三）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税收返还数额的确定 

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包括基数返还和递增返还。其性质而言，中央的税收返还是一种转移支付。 

 

【例-单选题】在分税制中，下列主要采用按照税源实行分率分征办法的国家是（  ）。 

A.中国 

B.美国 

C.伊朗 

D.巴西 

答案：B 

解析：在分税制中，主要采用按照税源实行分率分征的国家有美国。 

 

第四节  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知识点】政府间转移支付 

一、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含义与特点  

1.含义  

最早提出转移支付概念的是著名经济学家庇古，他在 1928 年出版的《财政学研究》中，第一次使用这一概念。

政府间转移支付分为纵向转移支付和横向转移支付两种形式。转移性支出主要有捐赠支出、债务利息支出和

补助支出。 

2.特点   

（1）政府间转移支付是无偿的支出； 

（2）范围只限于政府之间；  

（3）政府间转移支付并不是政府的终极支出。 

 

二、实行政府间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三纠正一调控）   

（1）纠正政府间的纵向财政失衡 

某一级政府赤字，其他级次政府财政盈余。 

（2）纠正政府间的横向财政失衡 

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财力。 

（3）纠正某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外部性 

地方性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受益或受损范围很可能会超过地方政府辖区的界限，使其他地区在受益或受损的同

时并不承担任何成本或没有得到补偿；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地方性公共物品出现数量不足、质量不佳的问



题。 

 

（4）加强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宏观调控 

经济繁荣时，减少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经济萧条时，增加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在地方遭到严重自然灾害时，中

央政府有条件非配套转移支付。 

 

三、政府间转移支付的种类 

1.根据地方政府使用补助资金权限的大小可分为 

（1）无条件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不附带使用条件或没有指定资金用途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形式，由

受助者 

（接受补助的一方）自主决定和支配，重点解决下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与责任不对称问题。 

（2）有条件转移支付（专项补助）：一种具有明确的资金用途规定，即附有关于资金使用的附加条件的政府

间转移支付形式，它体现着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定向支援或者委托下级政府办理某项公共服务的意图，分为

配套补助和非配套补助。 

 

2.根据政府间的关系，可以把政府间转移支付分为： 

（1）纵向转移支付：自上而下的纵向资金转移，主要方法是拨付补助金：分为一般补助金和专项补助金。 

（2）横向转移支付：发达地区直接向落后地区转移财力，实行地区间的互助。 

（3）混合转移支付：以纵向转移支付为主，辅之以横向转移支付。 

 

四、政府间转移支付的一般方法 

1.财政收入能力均等化模式。 

2.支出均衡模式。 

3.收支均衡模式。 

4.有限的财政收入能力-支出需求均衡模式。 

 

【例-单选题】若某个地区出现义务教育提供不足，需要进行政府间转移支付，其理论依据是（  ）。 

A.纠正政府间的纵向财政失衡 

B.纠正政府间的横向财政失衡 

C.纠正公共产品或服务的外部性 

D.加强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宏观调控 

答案：C 

解析：若某个地区出现义务教育提供不足，需要进行政府间转移支付，其理论依据是纠正公共产品或服务的

外部性。 

 

【知识点】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一、 我国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类型 

（1）专项转移支付 

① 专项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在我国一般指中央、省、市级政府）为实现特定的宏观政策目标，以及对委托

下级政府代理的一些事务进行补偿而设立的专项补助资金。实行专款专用。 

② 我国在农业、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均设立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③ 按照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专项转移支付分为共担类、委托类、救济类、引导类、应急类五类。委托类，

中央政府足额安排预算；共担类，中央、地方按各自应分担数额安排资金；引导类、救济类、应急类，中央政

府严控资金规模。 

 

（2）一般性转移支付 

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 



作为国家增支减收政策配套措施的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3）共同事权转移支付 

主要包括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学生资助补助经费、就业补助资金、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补助资金、城乡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 

 

2.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1）优化转移支付结构 

形成以地方政府作为主体，统筹安排使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并将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相结合的

转移支付制度。 

 

（2）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 

① 建立一般性转移支付稳定增长机制：将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提高到 60%以上； 

② 清理整合一般性转移支付； 

③ 加强一般性转移支付管理。规范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分配，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采

取适当奖惩等方式，引导地方将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投入到民生等中央确定的重点领域。 

 

（3）从严控制专项转移支付、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分配和使用 

① 规范资金分配； 

② 严格控制新设专项； 

③ 建立健全专项转移支付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事项原则上不得新设专项转移

支付，研究用税收优惠政策替代部分竞争性领域专项，探索实行基金管理等市场化运作模式。 

④ 取消地方资金配套要求； 

⑤ 严格资金使用。 

 

（4）强化转移支付预算管理 

① 及时下达预算：除据实结算等特殊项目可以分期下达预算或先预付后结算外，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

在全国人大批准预算后 30 日内下达，专项转移支付在 90 日内下达。省级政府在接到中央转移支付后，应在

30 日内正式下达到本行政区域县级以上各级政府。  

② 推进信息公开：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在全国人大批准后 20 日内由财政部向社会公开。 

③ 做好绩效评价。 

 

【例-单选题】我国在不断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逐步将一

般性转移支付占比提高到（  ）以上。 

A.40% 

B.50% 

C.60% 

D.70% 

答案：C 

解析：建立一般性转移支付稳定增长机制：将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提高到 6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