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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税制利益分配机制通道的调整，开阖之间，提放之余，

若有效的发挥出其导向作用，微调需为先。 今年8月，江苏

自1994年以来第三次对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成

为全国率先调整省级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省份。 本次调整

，以省与市县收入划分级次不变、既得利益不变为前提，改

革的是“省对市县集中方式、激励和转移支付制度”，向“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导向转变，

以有利于使得新增财力更多地向下倾斜为基础。 “营业税增

量部分省不再集中”在本次出台的各项新机制之间，颇为醒

目，却令江苏地方政府心事合揣。面临事权财权再适应，纷

纷拿起“小算盘”。 这一重新明确“省与市、县”财政分配

关系的新体制一经实施，江苏地方政府刹车不及，“诉求”

者有之。 事实上，作为划分上下级政府间财政收入、规定各

级政府财政权益的分配制度，分税制要有效发挥出其导向作

用也尚需要时日。 本报独家获悉，江苏省财政厅已在积极酝

酿对原有措施进行调整。 “即便是调整，也仅仅是微调”，

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近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既定

大方向是不会改。” 财力下倾 根据江苏省委财政厅、国税、

地税等部门的多次测算，调整后的体制，今后5年省财政将少

集中地方财力300多亿元。 然而，少收是有原则的。以调整后

“营业税增量部分省不再集中”的措施来看，地方只有在“

发展方式转得快、转得好”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早得益、多



得益。” 因此，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产业结构得到不断提

升、财政收入质量得到较大提高，是财力下倾能够实现的前

提。 不过，“这在短期内很难见效”，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

会有关负责人对本报表示。 地方政府若要在调整之后增加可

用财力，就必须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否则难免会被“省财政

‘多集中’”。 而在江苏，现行经济结构是“两头在外”、

以制造业为主，短期内工业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仍然是经济发

展的主要增长极，特别在县乡两级，受地理位置、经济规模

、消费水平的影响，要发展高端服务业、服务外包等，还需

要一个过程。 制造业发达的苏南的市、县多数反映，即：“

营业税增量不集中等部分不能抵消增值税的集中部分。”省

财政对增值税的集中部分由增量的20%提高到50%. 然而，目

前经济形势发生的变化，更使得地方财力遭受到考验。 我国

自1994年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将“财权上移”，但“事权

下放”。 政策实施时，对于“土地出让收益”则由地方政府

支配，无须上缴中央财政。于是，房地产行业得到了空前且

在一些地方畸形发展，“土地财政倚重”应运而生。 在营业

税的构成中，房地产贡献“举足轻重”，在一些地方所占地

方财政比例超过50%，建筑、房地产业缴纳的营业税成为各

地营业税增量的主要来源，也提高了各地营业税的基数。 同

时，考虑到宏观调控，促进土地的合理节约与规范市场秩序

，对资源类主要税种如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省财政

返还集中增量的50%. “房地产营业税的增幅普遍低于调整分

税制财政体制测算时的增幅”，省财政厅预算处有关人士表

示。 宏观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到营业税收入。今年1-10月

，江苏营业税为563亿元，增长16.4%，较上年同期回落18.3%.



不久之前，江苏省财政厅厅长潘永和在向省人大作2008年省

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报告时，将2008年省财政收入增幅

调整到20%左右，其中省本级一般预算收入增长预设为17%. 

常熟样本 “我们少了6000万”，常熟市财政局预算科的曹科

长向本报记者强调。 常熟市代表了苏南等制造业发达县（市

）的诉求，这也是省人大财经委调研中的第一类：是否某些

地方被“多收了”。 1-9月常熟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增长，但销

售额下降了33.6%，使得营业税税收下降了30.6%. 增值税与营

业税是常熟财政主要收入，2007年的基数为13.5亿、12.8亿，

各占到30%左右。其中，营业税基数在房地产业强力刺激下

提高幅度极大。 曹科长说，“搞得不好，财政局得动用往年

节余财力才能保持今年的预算收入与支出的平衡。”现实的

问题是，《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

、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 “整个改革的大方向

是对的，我们也积极支持，但问题是，调整得花时间”，曹

科长对记者说，“希望到年底结算的时候，省财政能够考虑

到基层的难处。” 省财政厅副厅长江建平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时表示，鉴于苏南等县市的反映，“省里会在年终决算时适

当考虑返还。” 祭出“微调策” 省人大财经委调研发现，江

苏省“发达地区中不发达地区”以及欠发达省辖市尚需更多

的激励政策。 南京溧水县地处苏南，但属于欠发达地区，“

从1994年开始就显露出贫血迹象”，该县财政局有关人士向

本报记者表示，“预算下来，今年增值税要多交2000万”。

增值税为溧水主要财政来源，占比40%左右。而至于所谓的

“财力下放”的部分，“对于我们这个穷地方来说，基本没

效果”。 同时，由于地处“发达地区”，不能完全享受到新



政中开发区、全返奖励与转移支付政策。 “我们连老政策中

对老区从新型合作医疗和农村改水、道路建设等方面的补助

政策都没有完全享受到，何况新政策”，溧水县人大办公室

一人士向记者表示，“没得办法”。 依据新规定，省财政将

完善省集中收入全返奖励政策。对省脱贫攻坚重点县新增收

入省集中部分，实行全额返还奖励；对2007年前享受全额返

还政策的其他市县新增收部分，若当年增值税增幅达到全省

县市平均水平，则全额返还，反之则仅就当年新增收入集中

部分按80%返还。 但上述优惠政策对于苏北欠发达省辖市来

说很难。 对此，省财政厅副厅长江建平表示，针对宿迁市的

反映，省里已考虑将宿迁市经济开发区等同于县级单位来考

核，“这样就可以享受到优惠。” 这一考虑有可能放大到江

苏省更大的空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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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