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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支付情况的报告--2007年6月27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财政部部长 金人庆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安排，受国

务院委托，我着重就规范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情况向本

次常委会会议报告，请予审议。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落实科

学发展观、优化经济社会结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

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长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

对建立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非常重视，提出了一系列指

导方针，全国人大对此十分重视，积极给予指导并提出明确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转移支付体系不断完

善，转移支付管理不断加强，转移支付的职能作用得到进一

步发挥。但受一些因素制约，现行转移支付制度也存在一些

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并逐步加以规范。 一、财政转移支付

基本情况 (一)建立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促进地区间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1994年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后

，实施税收返还，将中央通过调整收入分享办法集中的地方

收入存量部分返还地方，保证地方既得利益。目前中央对地

方税收返还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两税返还和所得税基数返还

。其中，增值税、消费税两税返还按1：0．3增长比率计算，

所得税基数返还为固定数额。中央财政并不拥有税收返还的

分配权、使用权，这部分收入实际上是地方财政可自主安排

使用的收入，在预算执行中通过资金划解直接留给地方



。2006年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3930．22亿元。这部分收入

作为中央财政收入计算，2006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

入的比重为52．8％；如果将其视同地方财政收入，则2006年

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42．6％。 目前，中央

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由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

支付构成。 一是财力性转移支付。是指为弥补财政实力薄弱

地区的财力缺口，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地区间基本公

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中央财政安排给地方财政的补助支出

。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由地方统筹安排，不需地方财政配套

。目前财力性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

支付、县乡财政奖补资金、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

革转移支付等。 二是专项转移支付。是指中央财政为实现特

定的宏观政策及事业发展战略目标，以及对委托地方政府代

理的一些事务进行补偿而设立的补助资金。地方财政需按规

定用途使用资金。专项转移支付重点用于教育、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支农等公共服务领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