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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共同富裕的财政再分配∗

———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动态效应与制度逻辑

焦长权　 王伟进

提要：分税制以来，地区间财力差距经历了一个从扩大到收敛的动态过

程。 分税制改革初期，中央实质财政能力仍然不足，对地区间财力差距的均

衡力度很弱，地区间财力差距持续扩大。 进入新世纪后，中央实质财政能力

明显强化，对地区间财力差距的均衡作用显著增强，２００５ 年后区域间财力

差距开始逐步收敛。 中国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同时蕴含着政治和治理的双重

逻辑：中央更关注其政治逻辑，地方政府则面临一个复杂的治理逻辑，二者

在实践中存在一定张力，需要有效整合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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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

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习近

平，２０２２：２１ － ２２）。
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是均衡地区发展差距、推动区域间财力均等化、促

进共同富裕的主要政策工具。 实际上，通过中央政府来调节不同区域间的财力

余缺，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比如，早在汉武帝时期，中央就让“往郡”向
“初郡”给予财政援助：“是时，汉灭两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
毋赋税；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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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光，１９５６：６９５）。
目前，经济学界就财政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展开了大量探讨，但尚

未对地区间财力差距的动态演变形成一个总体性的理解。 社会学界则对专项

转移支付实践中形成的“项目制”治理体制进行了丰富论析。 也有学者试图在

这两个学科的研究之间展开进一步的连接，以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化（焦长权，
２０１９）。 本文继续在这一方向上展开尝试，重点对财政转移支付的动态效应和

地区间财力差距的动态演变予以论析，并深化对财政转移支付的制度逻辑的

理解。

一、文献回顾和分析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动了以“经济分权” 为重要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

（Ｑｉａｎ ＆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６）。 在此过程中，中央同时保持了以人事权为核心的“政
治集权”。 “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分权型集权体

制”（Ｘｕ，２０１１）。 学界基本一致认为，这既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制度基础，也
是诸多社会经济矛盾的重要根源，经济分权与区域平衡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是其

中的焦点问题。

（一）经济分权的悖论

按照蒂伯特等最早提倡经济分权理论的观点，若消费者和经济要素可以在

分权体制下充分自由流动，那么经济分权会同时给不同地区的民众带来更好的

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因此分权会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和福利不平等（Ｔｉｅｂｏｕｔ，
１９５６）。 但是，理论上经济分权也可能导致人口、税收等要素不断从贫困地区向

富裕地区过度集聚，由此拉大区域差距；而且分权还可能导致中央政府的财政能

力下降，弱化其调节区域间经济差距的能力（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Ｐｏｓｅ ＆ Ｅｚｃｕｒｒａ，２０１０）。
从经验研究来看，学界也未得出一致结论。

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意义上的分权体制是一系列政治经济体制组合实践

的结果，它是否会拉大地区间不平等与政府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密切有关。 比

如，在欧盟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经济分权之所以能缩小地区间发展差

距，主要在于这些国家具有良好的政府治理能力；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府

治理能力糟糕，经济分权不仅未能缩小地区差距，还会带来一系列治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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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ｚｃｕｒｒａ ＆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Ｐｏｓｅ，２０１４； Ｋｙｒｉａｃｏ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从经济分权与区域平衡

发展的关系来看，与之最密切关联的治理体制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它的一个主

要功能就是均衡区域间财力差距。

（二）财政转移支付与区域间财力均等化

经济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探讨了财政转移支付在均衡中国地区间财力差距方

面的实际效用。 限于数据可得性，学者主要从两个层级展开论析。 一是从省级

政府角度，探讨中央对各省财政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Ｓｕｎ ＆ Ｈｅ，２０１８；贾
晓俊，２００９；曾军平，２０００）。 他们主要依据的是历年《中国财政年鉴》里中央对

各省的财政补助数据，其缺陷是无法区分各类转移支付的细致构成。 也有少数

学者从《地方财政运行分析》等财政部内部统计资料中获得了一段时期内中央

对各省转移支付的细致分类数据，并据此展开研究（Ｈｕａｎｇ ＆ Ｃｈｅｎ，２０１２；范子

英、张军，２０１０；贾晓俊、岳希明，２０１５）。
另有部分研究从县级政府角度，主要利用财政部公开出版的《全国地市县

财政统计资料》①来探讨转移支付对县级财力差距的作用效果（Ｔｓｕｉ，２００５；周飞

舟，２００６ａ；尹恒等，２００７；尹恒、朱虹，２００９；王瑞民、陶然，２０１７）。 实际上，从县级

政府层次探讨财政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应面临更大的困难。 主要原因在于，县
级政府面对着一个更为庞大复杂的转移支付体系。 县级政府既有来自中央的转

移支付，也有来自省、市政府的转移支付，但现有统计数据却难以将这些不同来

源的转移支付区分开来。 这在不同地区也差异甚大。 中西部地区由于省级自身

财政能力较弱，县级财政转移支付主要来自中央政府；东部地区则相反，中央对

省级转移支付有限，县级转移支付主要来自省市级政府。
为此，少数研究同时从省级、县级两个角度展开相关探讨（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王瑞民、陶然，２０１７）。 他们的共同发现是：县级单位之间的财力

不平等要远大于省际的财力不平等，各省省内的不平等对县际财政不平等起到

很大作用，这使财政转移支付发挥显著均等化作用的难度大大增加。 因此，省级

政府在统筹推进省以下各级政府间财力均等化方面处于关键位置，但各省省以

下财政转移支付体制却千差万别，省级政府的作用力度也差异甚大，结果导致财

政转移支付在县级层面发挥的均等化作用明显弱于省级。
从研究方法上看，相关研究主要采用了不平等指数及其来源分解方法。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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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这一资料公开出版的数据截止到 ２００９ 年，相关研究的展开受到很大的限制。



内学者的早期研究主要通过不平等指数测量来衡量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应（曾
军平，２０００），国外学者则很早就开始使用成熟的不平等指数来源分解方法

（Ｔｓｕｉ，２００５）。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普遍开始采用这一方法来对不同类型转移支

付的均等化效应进行更精细的研究（尹恒等，２００７；贾晓俊、岳希明，２０１５；王瑞

民、陶然，２０１７）。
从研究结论来看，正是因为学者们分别从省、县两个层次展开分析，在研究

结论上未能完全达成一致。 总体而言，分税制改革后到 ２０００ 年前后，财政转移

支付的均等化效果很弱，甚至是反向效应，这在省级、县级层面都基本得到了一

致结论。 但学者对 ２１ 世纪以来财政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应存在一定争议：从省

级展开分析的学者大多发现财政转移支付具有显著的均等化效应（贾晓俊、岳
希明，２０１５），而从县级展开研究的学者则认为财政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应仍然

相当有限（王瑞民、陶然，２０１７）。 而且，由于学者没有明确区分不同的研究层

次，研究结论之间的分歧经常来源于不同分析层次之间的不恰当比较，因此下一

步的研究要自觉区分出不同的研究层次，以利于相关研究的深入交流与对话。

（三）研究问题和分析思路

综上可见，学界对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应已进行了丰富研究，但既

有研究仍然存在一些明显不足。 首先，既有研究的数据基本都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之

前，大大限制了研究的开展。 只有少数学者在财政部的协助下对数据有所拓展，
目前最新的也只到 ２０１２ 年（贾晓俊、岳希明，２０１５）。 其次，既有研究未能对地区

间财力差距从扩大和收敛的动态过程展开总体性阐释。 吕冰洋、刘勇政的相关

研究虽然初步触及这一问题，但均未将其作为重点予以系统深入分析（吕冰洋

等，２０２１；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最后，已有研究均只分析了中央对地方的“粗转移支

付”，没有从“净汲取”或“净补助”的角度更深入地分析中央和各省间财政关系。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７ 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东南沿海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

时指出：东南沿海 ５ 省市经济体量占全国 １ ／ ３ 以上，在地方对中央财政净上缴中

贡献近 ８ 成，有力支撑了国家财力和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 他所

说的“净上缴”就是本文所说的“净汲取”。①

造成上述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数据可得性问题。 在财政部的帮助下，我
们获得了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中央对各省转移支付的分类数据，为丰富已有研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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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李克强主持召开东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中国政府网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ｐｒｅｍｉｅｒ ／ ２０２２ － ０７ ／ ０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９９８１７. ｈｔｍ. ）。



了可能。 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分税制改革后，政府间转移支

付对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发挥了怎样的实际作用？ 地区间财力差距经历了怎样

的动态演变？ 背后又蕴藏了怎样的制度逻辑？

二、“两个大局”与“两个二十年”：
　 　 发展战略与中央—地方关系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

展起来，继而带动和帮助落后地区更好的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
１９９３：１１０ － １１１、１５５）。 １９８８ 年，他正式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①“沿海地

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这是一

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

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

局”（邓小平，１９９３：２７７ － ２７８）。 他同时指出：在 ２０ 世纪末之前，中国经济发展

应主要集中于“第一个大局”；到 ２０ 世纪末，中国总体迈入小康社会之后，即应

更加注重分配问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１９９３：３７４）。 中央和地方财政

关系的调整一直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并最终在中央和地方间建立了一个

庞大复杂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一）“第一个大局”：改革之初到世纪之交

为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央和地方之间逐渐形成了形

式多样的“财政承包制”。 财政承包制虽然使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都获得了更

大的财政自主权，但对不同地区的经济意义却相当不同。 对沿海发达省份而言，
承包制让他们获得了对上缴份额之外的财政收入的自主支配权。 但对内陆欠发

达省份而言，由于其自身无法实现财政自给自足，中央虽然给予一定财政补助，
但随着承包制更全面彻底的实施，中央财政统筹能力急剧弱化，在平衡区域间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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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１ 世纪初，中央在推动西部大开发、所得税分享改革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时都明确指出，
其主要指导思想是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 参见《国家计委、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印

发“十五” 西部开发总体规划的通知》 （计规划〔２００２〕 ２５９ 号），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ｎｇｂａｏ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０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２５４５. ｈｔｍ）以及《国务院关于印发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方案的通知》
（国发〔２００１〕３７ 号），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ｎｇｂａｏ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０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１８８０. ｈｔｍ）。



力差距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弱。
１９８０—１９８７ 年，对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的收不抵支省份，中央

承诺对不足部分按照一定比例进行调节；对于新疆等 ５ 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和云

南、贵州、青海三个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省份，中央给予定额补助，并以每年

１０％的速度增加（财政部预算司、ＩＦＭ 财政事务局编，１９９３：４９ － ５０）。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３ 年，财政承包制得以更全面彻底地实施。 由于中央财政汲取能力严重削

弱，中央对收不抵支省份的补助全部改为定额补助，并一定五年不变，补助额度

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完全脱钩。 １９８８ 年后，地方政府每年新增财政收入上交中

央的还不到 １０％ ，９０％以上留在了地方，中央从新增财政收入中获得的边际分

成比率明显越来越低（财政部预算司、ＩＦＭ 财政事务局编，１９９３：１５）。 结果，中央

对落后省份的财政补助力度大为减弱，后者不得不自求财政平衡。 比如，贵州当时

是经济最落后的省份之一，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中央补助占该省财政支出的 ６０％左

右，到了 １９９３ 年，中央补助占比已下降到 ２０％（王绍光、胡鞍钢，１９９９：２１０、２２１）。
总体而言，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早期，中央从“盈余”省份得到的上缴收入大于

它向财政不足省份的拨款补助；１９８８ 年后，中央政府向下的财政补助已超过

“盈余”省份上缴的收入，中央越来越缺乏资金来缩小日益扩大的区域不平衡

（财政部预算司、ＩＦＭ 财政事务局编，１９９３：３５）。 １９８８ 年之后的财政承包制直

接加剧了省际的财力不平衡：此前中央对收不抵支省份的补助还是一些基于

粗略公式计算的带有均衡目的的财政补助，此后的定额补助则基本成了政府

间讨价还价的随意结果。
分税制改革大大提高了国家财政能力，尤其是中央财政统筹能力得到根本

强化。 分税制后，中央即试图建立一个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以平衡地区

间财力差距。 然而，由于分税制仍然具有向发达地区妥协的渐进改革特点，改革

初期，中央虽然形式上占财政收入的主体，但由于大规模财政资金要以税收返还

的方式直接返还给地方政府，其实际可支配的财政收入仍然有限。 同时，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中国在外部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国内又面临大规

模国企改革的严峻挑战，使得国家经济和财政增长明显放缓，不得不将有限的财

政收入投入到应对经济危机和国企改革等重点领域。 因此，虽然分税制改革后

中央就试图尽快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来逐渐平衡区域间财力差距，但
整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央真正投入这一块的资金却非常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到 ２０００ 年左右，中国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明显扩大，这
已经成了学界的共识（Ｊｉ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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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个大局”：２１ 世纪以来的二十余年

进入新世纪后，中央主动调整了区域发展战略。 世纪之交，中央首先出台了

“西部大开发”战略；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又提出和实施了“科学发展观”，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统筹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
平衡发展。 在分配制度上，中央也调整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提出“初次

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主张。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进一步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提出要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
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则指出，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是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共中央宣传部，２０１９：
１７ － １９），也是新时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

一步提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

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

化（习近平，２０２２：３１ － ３２）。
在财政体制上，进入 ２１ 世纪后，中央进一步推动了所得税分享改革和农村

税费改革。 这两项改革都同时涉及中央和地方、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财政关系

调整。 所得税分享改革主要是中央从东部地区汲取更多财政收入并向中西部地

区进行转移支付的过程，而农村税费改革的本质则是中央主动承担中西部农村

地区基层政府大规模财政支出的行动（周飞舟，２００６ｂ）。 所得税分享改革汲取

的财政增量正是中央推动农村税费改革、让公共财政逐渐覆盖农村的主要财政

来源。 实际上，这两项改革都是分税制改革的延续，所得税分享改革主要从财政

收入端出发，农村税费改革主要从财政支出端展开，二者一起对中国区域间财政

关系进行了一次深刻调整。 正是在所得税分享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础上，
中央才逐步建立了一个庞大复杂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可见，从区域发展格局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大致可以划分为

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分别约二十年时间。 从改革之初到世纪之交，中央采取了不

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但区域发展差距也

明显拉大。 进入 ２１ 世纪后，中央提出了区域平衡协调发展的新理念，出台了以

“西部大开发”为代表的诸多战略举措。 进入 ２１ 世纪二十余年后，中国顺利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推动区域平衡发展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改革前二十年中持

续扩大的区域差距问题得以明显缓解（吴彬彬、李实，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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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政转移支付的分配格局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能力逐步增强。 １９９４ 年，虽然中央占全国财政收

入的比重由改革前的 ２２％增加到了 ５５. ７％ ，但其中很大部分又通过税收返还转

移到了地方。 扣除税收返还，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年中央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还不足

２２％ ，１９９６ 年后中央实际占比开始快速增长，２００１ 年达到 ３８. ３％ ，２００６ 年后一

直在 ４０％以上。① 因此，直到 ２０００ 年之后中央财政能力才得以实质性强化。
分税制改革初期，一般性转移支付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很低，１９９８ 年之

前一直在 ５％以下，２００１ 年才超过 １０％ ，此后增长迅速，２００８ 年超过 ３０％ ，２０１２
年超过 ４０％ ，近年已接近 ４５％ 。 改革初期，专项转移支付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

重刚过 １０％ ，１９９９ 年超过 ２０％ ，此后平稳增长，２００９ 年超过 ３０％ ，２０１２ 年之后

有所回落，但仍然在 ３０％ 左右。 改革初期，二者合计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刚

超过 １５％ ，１９９８ 年才达到 ２０％ ，此后快速增长，２００１ 年已接近 ４０％ ，２００９ 年达

到 ６６％ ，此后长期稳定在 ７０％左右。 显然，２０００ 年之前，财政转移支付占中央财

政收入的比重明显较低，财政转移支付的功能并未凸显。 但进入 ２１ 世纪后，财
政转移支付占中央财政收入比重迅速由 ３０％增长到 ７０％以上，全国财政收入的

３０％以上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进行再分配。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主要指向了中西部地区。② 分税制改革初期，东部地区

所获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总量的比重高达 ３０％左右，但很快迅速下降，２０００ 年之

后基本在 １０％左右。 西部地区获得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在改革初期就达到

５０％左右，２０００ 年之后则长期稳定在 ４５％左右。 中部地区在改革初期占一般性

转移支付的规模较小，２００１ 年后长期稳定在 ４０％ 左右。 显然，２０００ 年以后，一
般性转移支付的 ８５％ ～９０％流向了中西部地区（见图 １）。 分税制改革初期，东
部地区获得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也接近 ３０％ ，此后逐年下降，２０００ 年后基本在

２０％以下。 中部地区占比在改革初期达到 ４０％ 以上，并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
西部地区在改革初期占比不足 ３０％，此后逐步上升，２０００ 年后一直在 ４０％左右。
因此，２０００ 年之后专项转移支付的 ８０％以上流入了中西部地区（见图 ２）。

将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合计，分税制改革初期，东部地区占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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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除另外说明外，本节其余数据系作者根据李萍（２００６）和历年《中国财政年鉴》中的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中央在财政政策上的东中西部区域划分与通常东中西部划分略有差异，主要是将河北、海南纳入中部

地区测算，其他省份不变（李萍，２００６：１８６ － １８７）。



资料来源：图 １ ～ 图 ３ 中，１９９４—２００４ 年的数据来源于财政部《地方财政运行分析》；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年税收返还数据来自《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专项转移支付分区域数据来源于李萍（２０１０：
８８ － ８９），一般性转移支付根据中央对各省转移支付总量与上述两项相减所得；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

的数据来自《地方财政统计资料》；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来自财政部申请资料公开数据；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决算表”。

图 １　 不同地区占一般性转移支付总量的比重

图 ２　 不同地区占专项转移支付总量的比重

的比重达 ３０％ ，此后逐年下降，２０００ 年后稳定在 ２０％以下。 改革初期，西部地区

占总量的比重略高于中部地区，２０００ 年之后，二者占比基本持平，都在 ４０％ 以

上。 可见，改革初期，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分配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偏向于东部地

区，进入 ２１ 世纪后才开始大力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中西部地区的大规模倾斜从其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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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看得更加清楚。 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地方财政自给能力很强，地方财政支出

的绝大部分来自地方财政收入：１９９４—２００８ 年，财政转移支付占东部财政支出

的比重一直在 １０％以下，２００９ 年后略有上升，但最高也未超过 １５％ 。 中西部地

区则相反：１９９４—１９９７ 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占中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仅 １０％ 左

右，１９９８ 年开始迅速上升，２０００ 年为 ２８％ ，２０１１ 年达到 ５２％ ，此后略有降低，但
也一直稳定在 ４５％左右。 １９９４—１９９７ 年，中央转移支付占西部地区财政支出的

比重即达到 ２０％左右，１９９８ 年后快速增长，２０００ 年已达到 ４１％ ，此后继续上升，
２００８ 年达到 ５７％ ，２０１２ 年后略有下降，但也一直稳定在 ５０％ 以上。 显然，２０００
年以后，财政转移支付已经成了中西部地区地方支出的主要来源，地方支出中的

一半左右长期依赖中央转移支付（见图 ３）。

图 ３　 中央转移支付占不同地区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

四、净汲取与净补助

我们可以把中央从一个地区汲取的财政收入与对该地区的财政补助之差称

为中央从该地区的净汲取（或净补助）。 东部地区是创造全国财政收入的主体，
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补助主要来源于从东部地区的财政汲取。 １９９４ 年，中
央从东部地区净汲取财政收入就达 ９９８ 亿元，此后逐年增长，但 ２０００ 年之前增

速比较缓慢。 所得税分享改革后，中央从东部地区的净汲取规模急速上升，２０００
年仅 １７００ 多亿元，２００５ 年就超过 ８０００ 亿元，２０１０ 年则达到 ２ 万亿元以上，２０１７
年更是高达 ４. ６ 万亿元（见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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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负数表示财政净补助量，正数表示财政净汲取量。
数据来源：图 ４ ～ 图 ５ 中，中央对各省财政补助和中央从各省汲取财政收入的原始数据分别来

源于历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税务年鉴》，二者差额即为净汲取或净补助。
图 ４　 中央对各地区的净汲取 ／净补助规模

１９９４ 年，中央从中部地区净汲取 １３０ 多亿元，１９９７ 年增长到 １８０ 多亿元，
１９９８ 年下降到 ８０ 多亿元。 １９９９ 年开始，中央对中部地区转为净补助，当年净补

助 ２３０ 多亿元，此后净补助规模逐年增大，但增长速度并不快，到 ２００５ 年也仅

６６０ 多亿元。 但是，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中央对中部地区的净补助规模迅速增加，
２００６ 年达到 １１００ 多亿元，２０１０ 年增长到 ４６００ 多亿元，２０１７ 年则超过 ９０００ 亿

元。 １９９４ 年，中央从西部地区也净汲取 ９. ９ 亿元；但从 １９９５ 年开始，中央对西部

地区即转为净补助，但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到 ２０００ 年也仅为 ６９０ 多亿元。 所得

税分享改革后，中央对西部地区的净补助规模迅速扩大，２００５ 年达到 １５００ 多亿

元，２０１０ 年增加到 ６６００ 多亿元，２０１７ 年则高达 １. ４６ 万亿元。 可见，中央从东部

地区净汲取的财政收入规模越来越大，向中西部地区的净补助规模也越来越大。
２０１７ 年，中央从东部地区净汲取 ４. ６ 万亿元，向中西部地区净补助超过 ２. ４ 万亿

元，二者之间的差额是中央本级支出的主要来源。
我们可进一步分析中央净汲取或净补助占各地区财政支出的相对比重，以

深入理解其重要性。 分税制改革初期，中央从东部地区净汲取财政资金约占地

方财政支出的 ５０％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这一比重下降到 ３０％ 左右（见图

５）。 但进入 ２１ 世纪后，中央从东部净汲取的财政资金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又

迅速上升，２００８ 年达到 ８１％ 。 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受经济危机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影

响，这一比重略有下降，但也长期保持在 ６５％ 左右。 因此，分税制改革初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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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从东部地区净汲取的财政资金相当于东部地区创造的财政总收入的 ３０％ 以

上，２００８ 年达到 ５０％左右，２０１０ 年后长期保持在 ４０％以上。 截至 ２０１７ 年，中央

对东部地区所有省份都是净汲取关系。① １９９８ 年之前，中部地区也是中央净汲

取地区，但中央净汲取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非常小。 １９９９ 年开始，中部地区转

变为财政净补助地区，净补助占当年地方财政支出比重为 ８. ６５％ ，此后稳步增

长，２００１ 年达到 １８. ６２％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年略有回落，但自 ２００６ 年开始再次快速增

长，２００９ 年达到 ２３. ８％ ，此后长期维持在 ２０％以上。 西部地区自 １９９５ 年开始就

是财政净补助地区，当年净补助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仅 ０. ３６％ ，但此后快速增

长，２０００ 年就达到 ２６. ６％ ，２００１ 年高达 ３５. ６６％ 。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略有回落，但此

后迅速增长，２００９ 年达到 ３５. ６７％的高位。 ２０１０ 年之后，中央净补助占西部地方

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在 ３０％ 以上。 截至 ２０１７ 年，中央对中西部所有省份都是

净补助关系，其中绝大部分省份都在 １９９４—２００１ 年先后成了净补助省份，河北

和山西 ２００９ 年才彻底转为净补助。②

图 ５　 中央净汲取 ／净补助占各地区地方财政支出比重

可见，当前中央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形成了两种性质不同的财政关系。 中

央对东部是一种净汲取关系，对中西部是一种净补助关系。 深层来看，中央对中

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中央从中西部地区汲取上来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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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辽宁省在分税制改革初期净汲取规模仍较大，２０００ 年后净汲取规模逐渐变小，但截至 ２０１７ 年一直是

净汲取。
河北和山西分别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 年和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年进入净补助状态，但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年又重新成了净

汲取省份，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彻底成了净补助省份。



政资金，这部分全部转移了回去；另一部分是中央从东部地区汲取并转移到中西

部地区的财政资金。 厘清财政转移支付的这两个部分，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

中央和地方、东部和中西部间财政关系。 那么，中央净补助在财政转移支付中到

底起到多大作用？ １９９９ 年，中部地区成为财政净补助地区，当年中央净补助占

转移支付总量的比重为 １９. ０５％ ， 此后增长迅速， ２００１ 年达到 ３５. ８６％ ，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明显回落，２００６ 年开始重新上升，２０１０ 年后一直在 ４０％ 左右。①

西部地区自 １９９５ 年开始成为净补助地区，当年中央净补助占转移支付总量的比

重仅 ０. ６４％ ，此后快速增长，２００１ 年达到 ５６. ０３％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年明显下降。
２００６ 年开始重新上升，２０１０ 年之后一直在 ５０％ 以上，２０１６ 年达到 ５７. ５３％ 。 可

见，２０１０ 年后，在中央对中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中有 ４０％来自中央净补助，西
部地区则超过 ５０％ 。

因此，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包含双重意涵：它一方面是中央和地

方间财政关系的重要内容，中央从地方汲取财政收入并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再分

配；它同时也是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间财政关系的调节，中央从东部地区汲取财

政收入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进行支出，在此过程中完成对区域间财力不平等的均

衡。 由中央统筹的对中西部地区的大规模净补助，是区域间财力差距得以有效

均衡的体制基础。
下面运用不平等指数分解的方法进一步分析财政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应。

五、区域间财力差距的动态演变

（一）变异系数分解

各省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的差异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地方上解、税收返

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为更加准确地衡量一般性和专项转移支

付对地区间财力差距的均衡效应，我们将各省“地方财政收入 ＋ 税收返还 － 地

方上解”定义为各省自有财力，这是各省获得一般性和专项转移支付之前能够

自主支配的财政资源。 在此基础上，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Ｈｕａｎｇ ＆ Ｃｈｅｎ，２０１２；
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我们分步纳入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据此分析二者

对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的不同贡献。 为消除通胀影响，我们以 ２０１７ 年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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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各年分省 ＣＰＩ 指数对财政收支进行价格平减处理。
从变异系数分解结果来看（见图 ６），历年各省自有财力变异系数明显小于

财政收入变异系数，２０００ 年前尤为明显。 由于税收返还是分税制改革对发达地

区的让步，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地区间财力差距，这里的变异系数缩小主要是由地

方上解所产生的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的功能，其他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贾晓

俊、岳希明，２０１５；王瑞民、陶然，２０１７）。 ２０００ 年后，尤其是 ２００５ 年后，税收返还

和地方上解的相对比重均大为下降，两条变异系数曲线间的差距也显著缩小。
加入一般性转移支付后，各年变异系数均大幅下降。 相对而言，２０００ 年之前的

降幅更小，这表明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均衡效应较小；２０００ 年之后，变异系数下降

幅度显著增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在均衡区域间财力差距方面的作用显著增大。
进一步加入专项转移支付后，各年变异系数继续下降，但下降幅度较加入一般性

转移支付后要小很多，这表明专项转移支付虽然对地区间财力差距具有一定均

衡效应，但比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效应明显要小。 加入专项转移支付后的变异系

数曲线和各省人均财政支出变异系数曲线已高度重合。

注：ＣＶⅠ为各省人均财政收入变异系数，ＣＶⅡ为各省人均自有财力（地方财政收入 ＋ 税

收返还 － 地方上解）变异系数，ＣＶⅢ为各省人均（自有财力 ＋ 一般性转移支付）变异系

数，ＣＶⅣ为各省人均（自有财力 ＋ 一般性转移支付 ＋ 专项转移支付）变异系数，ＣＶⅤ为

各省人均财政支出变异系数。
数据来源：各省人口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各省历年财政收支和

地方上解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其余数据来源与图 １ 相同。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的数

据目前缺失。
图 ６　 转移支付对历年各省变异系数的影响

从动态趋势来看，从 １９９５ 年到 ２００４ 年，地方人均自有财力变异系数曲线一

直在快速上升，加入各种转移支付后人均财力变异系数也在波动上升。 这表明，
虽然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对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发生了显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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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各省人均财政收支差距仍然在不断扩大，财力不平衡的扩大趋势未能缓解。
大致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变异系数曲线均开始同步下降，尤其是加入各种转移支付

后，各条变异系数曲线下降非常明显。 到 ２０１３ 年，各变异系数均下降到了一个

低点，与 １９９５ 年相比，２０１３ 年人均自有财力变异系数明显更高，但人均财政支

出变异系数却明显更低，这主要得益于财政转移支付的巨大均衡作用。
从 ２０１４ 年开始，各省人均财政收支的变异系数又开始小幅上升，这主要与

全国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有关。 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影

响力度不一样，东部地区人均财政收入继续快速增长，但中西部地区增速明显放

缓，这使三大区域人均财政收入差距扩大。 同时，大规模减税降费使中央从东部

地区净汲取财政资金的增速放缓，对中西部地区净补助规模的增速亦放缓，财政

转移支付对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的效应有所减小。 结果不同省份间人均财政收

支差距又重新略微拉大。
我们同时用基尼系数分解对上述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① 结果发现，在

总体演变趋势上，基尼系数分解测算结果与变异系数高度一致。 但由于两个测

量指标的特点不同，变异系数针对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对不平等的影响均

给予了较大权重，而基尼系数则对高收入地区的影响给予了较大权重，对低收入

地区的权重较小（梁进社、孔健，１９９８）。 因此，基尼系数测量与变异系数测量相

比存在一个细微差异：２０００ 年之前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均衡地区间财力差异所起

作用非常微弱，１９９５—１９９７ 年加入一般性转移支付后基尼系数还有微弱的上

升，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年一般性转移支付也只是略微减小了基尼系数。

（二）基尼系数边际效应分析

仅仅用不平等指数变化来衡量财政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应并不完全准确，
还需要深入分析不同类型财力来源对不平等程度的边际效应（尹恒等，２００７）。
根据勒曼（Ｌｅｒｍａｎ）和伊扎奇（Ｙｉｔｚｈａｋｉ）提出的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各省人均总

财政收入的基尼系数 Ｇ 可被分解为： Ｇ ＝ ∑ ｋ

１
ＳｋＧｋＲｋ ，其中 Ｓｋ 为财政收入来源

ｋ 在总财政收入中的比重，Ｇｋ 为收入来源 ｋ 自身的基尼系数，Ｒｋ 为收入来源 ｋ 与

总财政收入的基尼相关系数（Ｇｉｎｉ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由此可以将转移支付

对总财政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分为三部分：一是各项转移支付的相对规模 Ｓｋ，二是

各项转移支付内部的不平等程度 Ｇｋ，三是各项转移支付分布与总财政收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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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程度 Ｒｋ （Ｌｅｒｍａｎ ＆ Ｙｉｔｚｈａｋｉ，１９８５）。 而且，由此可求得在其他条件不变

时，某种类型收入的增加对财力不平等的边际影响。 经计算转换，该边际效应等

于 Ｓｋ（ＲｋＧｋ ／ Ｇ － １），当值为负时表明该项收入的增加会降低地区间财力不平等，
反之，则扩大地区间财力不平等（王瑞民、陶然，２０１７）。

运用以上分解方法测算的结果显示：①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在各省人均自有财力

的基础上，单位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增加会带来省际财力不平等的增加，即一般性

转移支付对省级财力基尼系数的边际效应为正，也就是说一般性转移支付扩大

了财力不平等；但自 ２００１ 年开始，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基尼系数的边际效应开始

转为负，即单位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增加可以降低省际财力不平等，一般性转移支

付开始发挥均衡区域财力不平等的作用。 在各省人均自有财力的基础上，专项

转移支付则对基尼系数的边际效应一直为负，即单位专项转移支付的增加可带

来省际财力不平等的下降，起到均衡财力差距的作用。
可见，无论是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的分解测算，还是对各类转移支付的边际

效应分解，都得出高度一致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结论的稳健性。

（三）地区间财力差距的动态演变

综上，分税制改革后，伴随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中央实质财政能力日益

增强。 为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中国逐步建立了一个复杂庞大的财政转移支付

体系，地区间财力差距经历了一个从不断扩大到逐步收敛的动态过程，并呈现出

一些明显的时间节点特征。
从财政转移支付对地区间财力差距的均衡效应来看，２０００ 年前后是一个重

要节点。 ２０００ 年之前，中央实质财政能力仍然较弱，财政转移支付占中央财政

收入的比重长期在 ３０％ 以下，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很低；转移支付

分配在一定程度上仍偏向于东部地区，对地区间财力差距的均衡作用非常微弱。
但是，进入 ２１ 世纪后中央财政能力很快得到实质性强化，财政转移支付占中央

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上升，财政转移支付分配也大力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对中西

部地区的净补助迅速增加，对地区间财力差距的均衡力度显著增强。
从区域间财力差距来看，２００５ 年前后是一个重要节点。 ２０００ 年之前，中央

财政转移支付的均衡力度很小且不稳定，地区间财政收入差距也逐年拉大，地区

间财政支出差距明显快速扩大。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虽然财政转移支付对地区间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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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差距的均衡力度日益增强，地区间财政支出的不平等程度较财政收入不平等

明显减小，但是由于地区间财政收入不平等仍然在快速扩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均

衡效应远赶不上收入不平等的扩大速度，地区间财政支出不平等程度仍然在继

续扩大。 大约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一方面，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地区间财力差距的

均衡力度持续增强，对平衡地区间财力差距起到显著作用；另一方面，西部大开

发等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开始发挥明显作用，地区间财政收入差距的不平等程度

也开始逐步缩小，结果地区间人均财政支出差距开始显著下降，地区间财力差距

明显有效收敛。

六、财政转移支付的制度逻辑

可见，自分税制以来，地方间财力差距明显经历了一个从扩大到收敛的动态

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所得税分享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的完成具有关键性意义。
所得税分享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中央因改

革所得税收入分享办法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一般

性转移支付。① 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以均衡性转移支付为主体，２００５ 年后，所得

税分享改革中央所获得的增量部分占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比重已达 ９５％以上（李
萍，２０１０：６０）。 进入 ２１ 世纪后，国家财政能力大为增强，这为全面推动农村税费

改革并最终取消农业税奠定了基础。 农村税费改革的重难点都在中西部地区，
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本主要由中央政府买单，这部分财政资金来自中央从东部地

区的汲取。 因此，农村税费改革形式上是国家与农民、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
实际上也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间财政关系的协调，是中央政府通过分税制在发

达地区汲取财政资金并转移到中西部农村地区支出的一个系统工程。
经过分税制后近 ３０ 年，尤其是 ２１ 世纪以来 ２０ 余年的发展和完善，中国当

前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之一，中央和地方间财政关系也

呈现出一些看似相互矛盾的特征。 一方面，它体现为收入相对集权与支出高度

分权的结合。 若以地方支出占比衡量，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分权的国家之一，但
是中西部地区地方支出的很大部分又来自具有明确中央“意图”的财政转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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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国务院关于印发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２００１〕３７ 号），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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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为收入组织高度统一与支出过程高度差异化的结合。
在收入组织方面，中央政府负责制定高度统一的财政收入组织规则并直接征收

税收，以保证全国市场统一和公平竞争；但在财政支出过程中，中央政府又针对

不同地区、不同政策和不同项目给予地方高度差异化的财政补助，以促进地区间

财力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因此简单以传统收入法或支出法来衡量中国中央

和地方间财政关系（Ｏａｔｅｓ，１９８５）都难以得出准确的认识，深入理解财政转移支

付的制度逻辑就成了其中的关键。

（一）转移支付的政治逻辑

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有两大原则：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邓小平，
１９９３：１７２）。 这也可以称为发展问题和分配问题。 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只能先集中解决发展问题，再将重点放在分配问题上。 越到晚年，他对分配问题

越加重视，进而反复指出：只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否则

“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中央和地方矛盾都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解决的办法之一，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①

“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就是通常所说的财政转移支付。 当前，中央对地

方一般性和专项转移支付都主要指向了中西部地区，二者均具有显著的均衡地

区间财力差距的功能。 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的主要政策目标是“保运转”，专
项转移支付则主要聚焦于“保民生”（焦长权，２０２０）。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不仅具有重要经济功能，更具有重大政治功能。 “保运

转”关乎地方政府的基本运转。 当前，若没有中央大规模一般性转移支付，中西

部不少地区的基层政府将陷入严重财政困境，无法维持政权基本运转，甚至威胁

社会政治稳定。 “保民生”同样是重大政治问题，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

出具有很强的刚性。 中央之所以将大量民生支出确立为专项转移支付，主要原

因是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中具有很强的“生产性支出”偏向，财政支出经常偏向

于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活动，而对民生领域则容易选择性忽

视（吕冰洋，２０２１）。 中央希望以专项资金的形式对以民生为代表的地方支出中

的薄弱地带予以有效保障。 若没有大规模专项转移支付，不少地区的民生支出

将下降到难以想象的极低水平。 因此，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对中西部地区民生支

出的兜底，对地方财政支出的生产性支出偏向起到了关键弥补和底线保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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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小平同志对此进行了一系列论述，参见邓小平，１９９３：１１０、２２５、３７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２００４：
１３５６ － １３５７，１３６４。



对确保地方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对维持政治社会稳定也具有

重要意义。
可见，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从一开始就注入了明确的政治“意涵”，

最核心的是“共同富裕”和区域平衡发展的政治理念，它成了推动财政转移支

付规模不断扩大和体系逐渐完善的深层动力，这可以称为转移支付的政治逻

辑。 “共同富裕”和区域平衡发展是新中国成立后七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所

形成的重要政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新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同志提出

“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就是希望分阶段地解决发展和分配问题，“一部分地

区先富起来”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到“二十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

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２００４：１３５６ －
１３５７，１３６４）。 过去四十余年的中央和地方间财政体制变迁，尤其是分税制实

施以来的财政转移支付实践清晰地展现了这一历史过程。

（二）转移支付的治理逻辑

当前，若仅从财政转移支付的分配结果来看，它确实有效贯彻了中央的政治

逻辑，地区间财力差距得以显著收敛。 但是，仅仅是财政资金大规模转移到中西

部地区并不意味着其治理目标的有效实现，它还需要一个漫长复杂的治理过程，
才能真正扎根落地并发挥治理功能。 这在专项转移支付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公

共财政项目的分配和实施是一个中央与地方、财政部门与支出部门、政府与民众

等多元主体的复杂互动过程，它能否有效实现治理目标高度依赖这一治理过程，
这可以称为转移支付的治理逻辑。 社会学界对项目制的系列研究就是对专项转

移支付的治理逻辑的重要阐述（折晓叶、陈婴婴，２０１１；渠敬东，２０１２；周飞舟，
２０１２；周雪光，２０１５）。①

总体而言，财政转移支付的治理逻辑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财政资金的支出

效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即能否实现财政资金的高效使用；二是财政资金的支出效果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即能否真正与公众需求偏好有效对接，为社会提供公共品和公

共服务。 当前，专项转移支付在这两方面都还面临不少严峻挑战。
从支出效率来看，一方面，由于大量专项转移支付在年初无法细化预算到具

体地区和项目，必须在年中预算执行中进行“二次分配”，这极大影响了专项转

移支付的实施效率，形成大规模资金沉淀和浪费。 另一方面，专项转移支付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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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社会学者对项目制在基层的实践逻辑进行了大量案例研究，代表性的成果包括（陈家建，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陈家建等，２０１５；狄金华，２０１５；冯猛，２００９；付伟、焦长权，２０１５；李祖佩，２０１６；史普原，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和执行过程不规范和不透明，使分管专项资金的政府部门拥有很大自由裁量权，
造成了地方政府大规模的“跑部钱进”行为。 在专项转移支付的申请、竞争、审
批、实施、检查等一系列环节中，地方政府不得不花费很大力气，这不仅引起大量

灰色交易和官员腐败，更是对财政资金的支出效率造成很大影响（范子英、张
军，２０１０）。

就支出效果而言，专项转移支付在回应公共需求、将政府项目体系与公众需

求偏好有效对接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地方

和民众的公共需求极其多元分散，并因具体情况而动态变化，一些中央转移支付

项目在设立之初就和实际公共需求有较大偏离。 其次，地方政府经常有意将大

量项目资金集中到一个地点实施，以“垒大户”的方式打造“亮点”。 这直接导致

“亮点”地区的项目资金过分扎堆，大量普通地区却难以得到有效投入，形成“马
太效应”（杨善华，２０１７）。 再者，专项转移支付都由相关政府部门负责管理，基
本在中央和地方同一部门内相对封闭地分配实施，经常形成相关部门的部门利

益，由此造成公共服务供给的严重“碎片化”。
在实践过程中，上述因素经常叠加作用，使项目制的实践效果经常偏离其治

理目标，与公共需求偏好发生严重错位，造成财政资金的大规模浪费耗散；甚至

出现财政转移支付逐年大规模增加，地方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却没有明显改善，治
理绩效也没有显著提升，形成“内卷化”现象（陈锋，２０１５）。

应该说，学界从公共财政项目的治理逻辑切入，对项目制的反思性批评是深

刻而有力的。 为提高项目制的治理绩效，真正实现其治理目标，对某些过于分散

的项目资金予以归并整合，清理取消一些过时或不符合实际的项目，加强项目资

金预算和执行过程的规范性和透明性，这些都非常及时必要。 但是，我们也不能

因此对专项转移支付全面否定，因为它还承担着极其重要的政治功能。
质言之，中国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同时蕴含着政治和治理的双重制度逻辑。

中央政府更聚焦于政治逻辑，即更关心区域平衡发展和共同富裕所承载的政治

意义，典型地体现在财政转移支付对中西部地区“保运转”和“保民生”所带来的

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等政治功能中。 相反，地方政府则更关注转移支

付的治理逻辑，即转移支付在实践过程中的支出效率与支出效果，这反过来又会

影响其政治功能的达成。 因此，政治逻辑和治理逻辑不是截然分离的，二者可以

说是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制度逻辑的“一体两面”：政治逻辑为其注入政治动力

和演进方向，治理逻辑则确保其治理效果和运行效率。 但是，二者在实践中也存

在一定张力和矛盾，需要有效的结合与平衡。 当前，如何在确保财政转移支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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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功能的同时提高财政资金的支出效率，优化治理效果，真正实现其治理目标，
这是财政转移支付实践面临的重大挑战。

七、结　 语

改革以来，中国区域发展格局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分别约二十

年时间。 中国区域间财力差距也经历了一个从扩大到收敛的动态过程。 改革之

初，中央和地方间实行了多样化的“财政承包制”，中央财政统筹能力急剧下降，
对区域间财力差距的均衡力度大为弱化，不同地区间财力差距显著扩大。 进入

２１ 世纪后，分税制的体制效应充分释放，中央实质财政能力显著强化，对地区间

财力差距的均衡力度明显增强，２００５ 年后区域间财力差距开始有效收敛。
决定中国区域发展格局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国家关于区域经济格局

的政治“理念”，即中央是采取以区域平衡取向为主的发展战略还是区域不平衡

为主要取向的发展战略。 二是中央和地方间关系，这是贯彻中央发展战略的关

键因素，中央和地方间财政关系又是其中的枢纽环节：中央和地方间收入分享体

制决定了中央财政汲取能力，而中央和地方间财政转移支付体制则是均衡地区

间财力差距的体制基础。 中央和地方间财政体制深度嵌入于政治集权与经济行

政分权相结合的“分权型集权体制”，也是这一政治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权型集权体制”为中央在转移支付体系中注入“共同富裕”的政治理念提供

了根本性的制度基础，同时也塑造了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双重制度逻辑。
目前，本文仍然遗留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关键的包括：财政转移支付的政

治逻辑与治理逻辑的内涵外延及其复杂关系，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在实践中如

何有效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真实获得感，新时代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新特点和新

挑战，等等。 这些都有待于更多的数据积累与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财政部预算司、ＩＦＭ 财政事务局编，１９９３，《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陈锋，２０１５，《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社会》第 ３ 期。

陈家建，２０１３，《项目制与基层政府动员》，《中国社会科学》第 ３ 期。

———，２０１７，《项目化治理的组织形式及其演变机制》，《社会学研究》第 ２ 期。

陈家建、张琼文、胡俞，２０１５，《项目制与政府间权责关系演变：机制及其影响》，《社会》第 ５ 期。

邓小平，１９９３，《邓小平文选》第 ３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４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２３． １



狄金华，２０１５，《政策性负担、信息督查与逆向软预算约束———对项目运作中地方政府组织行为的一个解

释》，《社会学研究》第 ６ 期。

范子英、张军，２０１０，《中国如何在平衡中牺牲了效率：转移支付的视角》，《世界经济》第 １１ 期。

冯猛，２００９，《后农业税费时代乡镇政府的项目包装行为———以东北特拉河镇为例》，《社会》第 ４ 期。

付伟、焦长权，２０１５，《“协调型政权”：项目制运作背景下的乡镇政府》，《社会学研究》第 ２ 期。

贾晓俊，２００９，《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横向均衡效应研究》，《经济学动态》第 ３ 期。

贾晓俊、岳希明，２０１５，《我国不同形式转移支付财力均等化效应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 １ 期。

焦长权，２０１９，《从分税制到项目制：制度演进和组织机制》，《社会》第 ６ 期。

———，２０２０，《项目制和“项目池”：财政分配的地方实践》，《社会发展研究》第 ４ 期。

梁进社、孔健，１９９８，《基尼系数和变差系数对区域不平衡性度量的差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第 ３ 期。

李萍，２００６，《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图解》，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２０１０，《财政体制简明图解》，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李祖佩，２０１６，《“新代理人”：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社会》第 ３ 期。

吕冰洋，２０２１，《国家能力与中国特色转移支付制度创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 ６ 期。

吕冰洋、李钊、马光荣，２０２１，《激励与平衡：中国经济增长的财政动因》，《世界经济》第 ９ 期。

渠敬东，２０１２，《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第 ５ 期。

史普原，２０１５，《科层为体、项目为用：一个中央项目运作的组织探讨》，《社会》第 ５ 期。

———，２０１９，《项目制治理的边界变迁与异质性：四个农业农村项目的多案例比较》，《社会学研究》第 ５ 期。

司马光，１９５６，《资治通鉴》第 ２１ 卷，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

王瑞民、陶然，２０１７，《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应：基于县级数据的评估》，《世界经济》第 １２ 期。

王绍光、胡鞍钢，１９９９，《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

吴彬彬、李实，２０１８，《中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变化：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年》，《经济与管理研究》第 １０ 期。

习近平，２０２２，《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北京：人

民出版社。

杨善华，２０１７，《“项目制”运作方式下中西部农村社会治理的马太效应》，《学术论坛》第 １ 期。

尹恒、康琳琳、王丽娟，２００７，《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管理

世界》第 １ 期。

尹恒、朱虹，２００９，《中国县级地区财力缺口与转移支付的均等性》，《管理世界》第 ４ 期。

曾军平，２０００，《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财政平衡效应研究》，《经济研究》第 ６ 期。

折晓叶、陈婴婴，２０１１，《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与治理逻辑》，《中国社会科学》第 ４ 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２００４，《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宣传部，２０１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

版社。

周飞舟，２００６ａ，《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第 ６ 期。

———，２００６ｂ，《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社会学研究》第

３ 期。

———，２０１２，《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第 １ 期。

３４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 迈向共同富裕的财政再分配



周雪光，２０１５，《项目制：一个“控制权”理论视角》，《开放时代》第 ２ 期。

Ｅｚｃｕｒｒａ，Ｒ. ＆ Ａｎｄｒéｓ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Ｐｏｓｅ ２０１４，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 ４６（７） ．

Ｈｕａｎｇ，Ｂｉｈｏｎｇ ＆ Ｋａｎｇ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２， “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ｑ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３（３） ．

Ｊｉａｎ，Ｔ.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Ｄ. Ｓａｃｈｓ ＆ Ａｎｄｒｅｗ Ｍ. Ｗａｒｎｅｒ １９９６，“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１）．

Ｋｙｒｉａｃｏｕ， Ａ. Ｐ. ， Ｌｅｏｎｅｌ Ｍｕｉｎｅｌｏ⁃Ｇａｌｌｏ ＆ Ｏｒｉｏｌ Ｒｏｃａ⁃Ｓａｇａｌéｓ ２０１５， “ 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９４（１） ．

Ｌｅｒｍａｎ，Ｒ. ＆ Ｓｈｌｏｍｏ Ｙｉｔｚｈａｋｉ １９８５， “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ｂｙ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６７（１）．

Ｌｉｕ，Ｙ. ， Ｊｏｒｇｅ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Ｖａｚｑｕｅｚ ＆ Ａｌｆｒｅｄ Ｗｕ ２０１７，“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ｑ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ｔｒａ⁃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４（２） ．

Ｌｉｕ，Ｙ. ， Ｊｏｒｇｅ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Ｖａｚｑｕｅｚ ＆ Ｂａｏｙｕｎ Ｑｉａｏ ２０１４，“Ｆａｌｌｉｎｇ Ｓｈｏｒｔ：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４（４）．

Ｏａｔｅｓ，Ｗ. Ｅ. １９８５，“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５（４） ．

Ｑｉａｎ，Ｙ. ＆ Ｂａｒｒｙ Ｒ.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 １９９６， “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Ｍａｒｋｅｔ⁃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ｙｌｅ.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ｆｏｒｍ １（２） ．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Ｐｏｓｅ，Ａ. ＆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Ｅｚｃｕｒｒａ ２０１０，“Ｄｏｅｓ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ｔｅｒ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 Ｃｒｏｓ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０（５） ．

Ｓｕｎ，Ｍ. ＆ Ｑｉｃｈｕｎ Ｈｅ ２０１８，“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ａｘ⁃ｓｈａ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５４（２） ．

Ｔｉｅｂｏｕｔ，Ｃ. Ｍ. １９５６，“Ａ Ｐ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６４（５） ．

Ｔｓｕｉ，Ｋ. ２００５，“Ｌｏｃａｌ Ｔａｘ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ｏｃａｌ Ｆｉｓｃ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３（１）．

Ｘｕ，Ｃ. ２０１１， “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９（４）.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焦长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王伟进）

责任编辑：向静林

４４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２３． １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　 　 　 　 　 　 　 　 　 　 　 　

２０２３
１

Ｖｏｌ. ３８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２３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Ｐ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ｕ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Ｌｉｕ Ｘｉｎ ＆ Ｈｕ Ａｎｎｉｎｇ　 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ｔｏ ｍｉｃｒｏ ｊｕｓｔｉｃｅ，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ｂｙ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ｄｅｓｅｒｖｅｄ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ｍｉｃｒｏ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ｅｍｂｏｄｉｅｓ ｍａｃｒｏ⁃ｊｕｓｔｉｃｅ，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ｗｅｌｌ⁃

ｂ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ｂ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ｆ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 ｄａｔａ，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ｊｕｓｔｉｃ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ｂｕｔ ｎｏ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ｉｍｉｚｉｎｇ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ｒｕｌ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ｉｍｉｚｉｎｇ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ｒｕｌｅ ｂｕｔ ｎｏ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ｊｕｓｔｉｃ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Ｂｏｔｈ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ｗｅｒ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ｂｏｔｈ ｏｆ ｔｈｅｍ ｃｏｕｌ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ｉｓｃａｌ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Ｊｉａｏ Ｃｈａｎｇｑｕａｎ ＆ Ｗａｎｇ Ｗｅｉｊｉｎ　 ２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ｔａｘ⁃ｓｈａ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ｓｃａｌ ｇａｐ 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ｗｉｄ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ｆｉｓｃ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ｗａｓ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ａｓ

ｖｅｒｙ ｗｅａｋ，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ｗｉｄ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６２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ｆｉｓｃ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ｅｑ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ｈ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５，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ｈａｓ ｂｅｇｕｎ ｔｏ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ｓ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ｍｂｏｄｉｅｓ ｂｏｔｈ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ｏｇｉｃ：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ｗｈｉｌ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ｆａｃｅ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ｗｈｉｃｈ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ｏ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Ｇｕ Ｘｉｎ　 ４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ａｎ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ｒ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ｎｅｒｓｔｏｎ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ｗｈｉ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ｉｌｌａｒ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ｓｉｘ ｆｉｅｌｄｓ ｌｉｅｓ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ｎ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ｙｎｅｒｇｉｚ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ｗｅｌ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ｉｎ ｅａｃｈ ｆｉｅｌｄ．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Ｅｄｕ⁃Ｇｉｎｉ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Ｌｉｕ Ｊｉｎｇｍｉｎｇ　 ６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ｎ ｉｔｓ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ｅｑｕａｌｓ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ａ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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