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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立在基数法框架上的转移支付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全国经济发展以及西

部开发的需要，公式化、规范化是转移支付的必然方向。 文章在因素法分析的基础上，运

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提出一个均等化公式，对我国现今的转移支付方式进行了研究，提

出了适应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规范化的转移支付方式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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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转移支付政策的历史沿革及对西部的影响

政府间转移支付，就是一个国家的各级政府之间在规定的职责、支出责任和
税收划分框架下财政资金的相互转移。 我们把转移支付定义为上级对下级政府
（主要是中央对地方）的补助或拨款。 建国后，我国财政体制进行了几次大幅度的
变革，先后经历了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分级包干

的财政体制以及分税制，也带来了转移支付制度方式、内容的不同变化。 总体上

说，以往的财政体制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转移支付制度并没能真正起到均衡地区发
展的作用，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进一步拉大。

概括起来，改革前我国所实行 的财政体制所包含的转移支付关系总体上
是有利于西部地区发展和缩小地区差距的，但在改革后，转移支付制度虽屡经
调整，其均等化效果却难以体现出来，这主要表现在：（1）改革开放后我国进行
的以中央与地方分权为方向的财政体制改革，使中央财政力量弱化，财政转移

规模变小，这是使财政转移对地域均等化效果不大的重要原因。 (2) 基数法一
直是我国财政体制的一大特征，基数法的存在，是导致转移支付制度失效的根
本性原因。 (3)从有条件拨款的实施效果看，它并没有起到配合无条件拨款支

持西部经济发展的作用。 由于有条件拨款大多需要地方拿出一部分配套资

金，富裕的东部沿海地区或发展较快的地方因财力丰厚可以拿出配套资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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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该项拨款的绝大部分，而西部则由千自身财力本来紧张等原因，只获取

其中的少量部分。 有资料表明，1990年上海和广东按人均分别得到 171元和

57. 5元，而西部的广西和贵州只得到人均28.3元。(4)1996年开始实行的过

渡时期转移支付办法还很不完善，基本上是旧体制分配格局的延续，起不到平

衡地区间财力的作用。 过渡时期转移支付办法虽然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上的
一个重大突破，开始以

“

因素法
“

替代传统的
“

基数法
”

，为转移支付制度克服人

为因素的干扰提供了一个良好条件，但由于它是两个不同体制的产物，在确定

这一办法时要充分考虑地方的既得利益，因而这一转移支付制度也存在许多

问题。 一是它保留了旧体制下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无论是补助还是上解数额

的确定都是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的结果，随意性很大，没有科学的依据。 而税

收返还方面也是在保证地方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税收额多的东部地区

返还额多，其财力充裕，而财政收入较少的西部地区得到的返还额少，财力依

然不足。 二是新体制的转移支付力度有限，均衡拨款所起的作用很小。 三是

由于技术方法的有限性，在因素的选择和权数的分配上还不够科学。 回归方

程中掺杂着现实的不合理因素，还不能完全体现东、西部地区的现实状况。

综上所述，以往的转移支付制度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可以概括为：由于转移

支付方式的不规范，导致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不够；同时，对西部地区

的特殊政治、经济条件以及以往政策的历史影响没有加以充分的考虑。 对此，

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二、国内外转移支付因素法的研究与应用回顾

因素法是通过对影响地方财政能力和财政需求的因素进行分析，得到一

个可以调整的匡算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公式，中央财政可以这一公式为依

据进行对地方的转移支付。 从定性分析意义上讲，其核心是如何确定各种因

素在影响财政收入能力和财政支出需求方面所处的地位；从定量分析角度来

看，问题的关键在于求出各种因素在决定收入能力和支出需求过程中所占据

的权数。 这种方法在国外已经有几十年的使用历史，如澳大利亚、联邦德国以

及加拿大等国家运用这种方法，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美国政府间转移支付中，有条件拨款可分为专项拨款和分类拨款。 专

项拨款有公式拨款和项目拨款两种。 公式拨款约占专项拨款的2/3，是联邦

政府依据有关法律规定的公式确定补助对象和补助标准，那些符合条件的受

补对象自动获得拨款。 在公式中，一般采用人口和人均收入等因素，作为衡量

需要程度的指标。 美国的无条件拨款几乎都是根据公式进行的，最著名的要

数根据《1972年对州和地方的财政援助法》而实行的收入分享拨款，公式中的

因素包括到人口、人均收入、税收努力程度等。

日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也采用了因素法的形式。 自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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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开始实行的属于无条件拨款的地方交付税方式，分两步进行。 首先，按公

式确定地方交付税总额。 公式中包括交付税总额、个人所得税总额、企业所得

税总额、酒税总额、消费税总额。 然后，分配地方交付税。 按照地方的基本财

政需要和地方的基本财政能力来分配地方交付税，地方政府的基本财政需要

和基本财政能力是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公式计算出来的。 如果前

者大于后者，就向该地方政府支付地方交付税，否则该地方政府没有资格获得

补助，当然也没有义务上缴盈余额。

印度转移支付资金的划拨有三条渠道：即财政委员会的转移支付，计划委

员会的转移支付，中央各部门的转移支付。 财政委员会的转移支付，主要是对

中央与邦之间税收让与标准（根据人口、收入、地区、基础设施、税收课征效率

等因素计算）做出建议，并制定从税收总额中补助财政的原则。 计划委员会的

转移支付，在分配给主要邦的资金中，70％是按因素法分配的，这些因素包括

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财政管理、各邦特别问题等。

我国于 1995 年初次采用因素法这种方式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称为
“

过渡

期转移支付办法
”

，是我国转移支付体制规范化的重要进展。 但这个办法所分

配的财政资金只占中央财政收入的 0. 5%，其均等化能力十分有限。 我国学

者也对因素法的应用作了研究，但总的来说，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十分有限。

孙开(1996)提出了一个计算地方财政能力与地方财政需求的公式，但考虑的

因素较少。 曾烤、李建泰(1996) 对因素法的相关问题作了分析。 赵阳 (1999)

对我国因素法应用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探讨。 这方面较为深入的研究是马

骏(1997)的研究，他提出了一套较为详细的因素法公式，考虑了较多的因素，

但在对实际数据的验证上，氏只有 0.42。

三、我国转移支付的均等化公式分析

这里提出一套具体的均等化转移公式，并利用近年中国的财政数据估算

中国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财政能力和支出需求。 影响转移支付的因素

有很多，我们可以将其归结为三类： 一是人口、国土面积、自然条件、行政事业

单位人员数噩等一般因素；二是基础建设、教育、卫生水平等地方社会发展因

素；三是少数民族入口、城镇人口、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等经济发展因素。 我

们力求以尽可能少的因素来制定出 一套转移支付的公式，目的是使各地区能

提供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即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使用较少因素的

目的在于简化公式，使公式易于被人们理解和计算。

（一）各地区财政能力的估算。 用公式来估算各地区的财政能力，即在全

国平均税率下应征得的税收收入，主要任务是对各地区税基的估算。 最简单

的方法是用各地区的GDP水平来近似地方税基。 回归计算的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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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786 796. 86+0. 0749GDP, 
(3. 11) (10. 571) 

式中：FR， 为i地区的财政能力，括号内的数字为T检验值。消除解释变
量个数影响后的R2 =0.787 。

此结果表明，GDP值预测地方财政收入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在统计上是
显著的。另外，从《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分地区财政收入表中可知，目前增值税
和营业税已成为地方税收中最大的两个税种。由于我国 的增值税属于生产性

增值税，可以用GDP来近似其税基。假设营业税与批发零售贸易企业的销售
额呈较强的正相关，因此就有了第二 种较复杂的方法， 即用GDP和批发零售
贸易企业的销售额来近似估算地方的财政能力。 用以上两个数 据进行回归计
算得到 的公式如下：

FR;= 107 461. 48+ 0. 0337GDP， 十0.0963 SALES, 
(0. 620) (4. 040) (4. 031) 

式中：SALES，为1地区的批发零售贸易企业的销售额。此公式的相关系
数的平方氏达到 0.861（调整后的R2 也达到0.851)， 因此，第二个估算方法
比第一个更好。以下我们就以第二个公式为例进行估算， 结果见表1。

（二）各地区支出需求的估算。 在《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分地区财政支出表
中，共有31个支出项。 我们可以把这些项按影响因素的近似程度分成九类，
每类支出需求由 一个公式来估算。

第 一类支出需求是教育支出。它在各地区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为0.16 
（按1999 年的实际数据计算，以下同）。 由于某地区教育支出与人口呈正相
关，而与人均受教育年份呈负相关，因此我们可以用以下公式来估算某地区的
教育支出需求：

31 

EI, = TEa1 (P,C,／2EC)) 
j=l 

式中：EI， 为第i地区的教育支出需求；a1为第 I类支出，即教育支出在
总支出中占的比例；P， 为第1地区的人口数；C， 为第1地区人均受教育年份的

31 

倒数；TE为31个地区的总支出需求；P;CJI:PiCi为第1地区的 I类支出需
i=l 

求在全国31个地区 I类支出需求中的比重。

第二类是卫生支出需求。其值与某地区人口呈正相关，与人均卫生机构

床位数呈负相关。可以用以下公式进行估算：

Em= TEan ( P;B;/�PiBi) 
j=I 

式中：乌为第i地区的卫生支出需求沁II= 0. 05 为第II类支出需求在 总
31 

支出中占的比例湿为第I地区的人均医疗机构床位数的倒数；P;B;／互 P且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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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i地区 II 类支出需求在全国 31 个地区 II 类支出需求中的比重。

第三类支出需求包括：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金、离退休经费和社会保险

补助支出。这类支出需求与某地区的总负担系数和失业人口数呈正相关。估算

公式如下：
31 

乌＝TEamO. S(D;/�Di +PL;/�PLi) 
j=l 

式中：E皿 1为第I地区的第lI1类支出需求；am = 0. 1为第III类支出需求

在总支出中占的比例；Di为第i地区的总负担系数；PL; 为第1地区的失业人口

数；0. 5(0亡Soj +PL;心PLJ ) 为第i地区皿类支出需求在全国 31 个地区
j=l i=l 

皿类支出需求中的比重。这里有两项呈正相关的影响因素：总负担系数和失

业人口数，我们假定这两项因素对总的支出需求的影响程度一样，所以它们前

面的系数取 o. 5。

第四类支出需求包括：基本建设、土地和海洋开发建设支出以及各部门

事业费等。这类支出需求与某地区的面积和折算公路里程（把铁路和水运里程

按运输能力与公路运输能力的比，折算成相当的公路里程数）呈正相关。估算

公式如下：

EJV; = TEo.1vO. 5(A;/�Ai +R/�Ri)
J=l 

式中：EJV1 为第i地区的 IV 类支出需求；0.1v = 0. 19 为第 IV 类支出需求

在总支出中占的比例；A为第1地区的面积；R为第1地区折算的公路总里程。

o. 5CA/�Aj +R/�Rj) 为第 I 地区 IV 类支出需求在全国 31 个地区 IV 类
j=l j=l 

支出需求中的比重。这里有两项呈正相关的影响因索：某地区的面积和折算公

路里程，我们假定这两项因素对总的支出需求的影响程度一样，所以它们前面

的系数取 0. 5。

第五类支出需求包括：行政管理的支出、文体广播事业费、外交外事支出

和其他支出等。此类支出需求与某地区的人口呈正相关。估算公式如下：
31 

Ev; = TEav(P;/�Pi)
j=l 

式中： Ev; 为第 I 地区的 V 类支出需求；av = 0. 09为第V 类支出需求在总
31 

支出中占的比例；P，／ 2E 为第1地区V类支出需求在全国 31 个地区V类支
J=I 

出需求中的比重。

第六类支出需求包括：公检法支出、武警部队支出、城市维护费等。其数

额与某地区的城镇人口呈正相关。故有如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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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J; = TEaVI (PC;/� PCi)
j=l 

式中：EV]， 为第 1 地区的 VI 类支出需求；aVI = 0. 11 为第 VI 类支出需求

在总支出中占的比例；PC， 为第I地区的城镇人口数；PC,／2PC) 为第i地区
j=I 

VI 类支出需求在全国31个地区 VI 类支出需求中的比重。
第七类支出需求包括：支援农业建设支出、衣业综合开发支出和农林水

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等。此类支出需求与某地区的农作物播种面积正相关。用
如下公式估算：

EV11i = TEaV11 (AGJ � AGi)
j=l 

式中：EVlli为第i地区的 VII 类支出需求；CTVJJ = 0. 07为第 VII 类支出需
31 

求在总支出中占的比例；AGi为第I地区的农作物播种面积；AGi/互 AGJ 为
J=l 

第i地区 VII 类支出需求在全国各地区 VII 类支出需求中的比重。
第八类支出需求包括：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和政策性补贴支出等。此类

支出需求与某地区的人口数 呈正相关，与人均GDP呈负相关。用公式估算为：

乌＝ TEaVlII(0. 7P,／2E +0. 3G,／2GJ )
j=I j=I 

式中：坛，为第1地区的Vlll类支出需求；avi11 = 0. 06为第Vlll类支出需求

在总支出中占的上臼例；G,为第I地区的人均 GDP的倒数；0. 7P;/tPi +
l= 1 

0.3G,／2Gj 为第I地区Vlll类支出需求在全国各地区Vlll类支出需求中的比
j=I 

重。这里有一项呈正相关的影响因素 ”某地区的人口数” 和一项呈负相关的影
响因素

”人均GDP”。我们认为
＂某地区的人口数” 对总的支出需求的影响程度

更大一些，所以它们的系数分别取0. 7及0.3。
第九类支出需求包括：挖潜改造支出和科技三项费用等。它与某地区的

国有经济工业企业资产 呈正相关。估算公式如下：
31 

压＝TE吓(E/2E)
j=l 

式中：E氏为第I地区的 IX 类支出需求沁IX = 0. 06为第 IX 类支出需求在
31 

总支出中占的比例；F，为第1地区的国有经济工业企业资产总量；F;/�Fi为
J= l 

第 1 地区 IX 类支出需求在全国各地区 IX 类支出需求中的比重。
综合以上九类因索，估算出各地区的总的支出需求为：

沁

Ei = �Ek
k=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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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i +En，十臣，＋Eivi + Evi + EVIi + EVIu + E111i + E趴
31 31 31 

= TEar (PiC/�PiCi) +TEa11 (P;B;/�P凡）＋TEaIIIO.5(D1/2
J=1 J=l 

31 31 31 
Di +PLj�PL) +TEaJVO. S(Aj�Ai +R/�R) 

j=l j=l i=l 

J=I 

31 
+TEavCP／归）＋TEaVl(PCj沪Ci)+ TEaV11(AGjf AGi) 

J=l J=l 

31 31 31 
J=l 

+TEaV111CO. 7P;/�Pi +o. 3G;/�Gi) +TEaix(F;/�Fi) 
j=l j=l j=l 

（三）财政转移支付数额的估算。 根据前面地方财政能力的估算公式，以

及各地区支出需求的估算公式，可得根据公式化计算的财政转移支付数额为：

T, = E,—Fr, 

据此公式，对1999年的估算转移支付额进行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转移支付均等化模型计算表 (1999 年）

省（市、 GDP 人均GDP 实际财政 实际人均 估算人均 估莽财政 估箕支出 估箕转移 实际转移
能力 转移 转移 能力

自治区） （亿元） （元）
（万元） （元） （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北乐 2174. 76 17301 2813661 587.33 -1884. 58 3453132 1084221 -2368911 738271 
天津 1450.06 15121 1128073 465. 12 -237. 61 1306269 1078404 -227864 446049 
河北 4569. 19 6908 2232757 192.80 252.97 1997121 3670275 1673154 1275212 
山西 1501. 33 4686 1091785 237. 70 273.89 1180010 2057543 877533 761603 

内蒙古 1254. 76 5312 865714 479.36 1053.20 777517 3265172 2487655 1132250 

盓
4171. 69 10002 2796390 427.39 206.47 2709809 3570989 861180 1782626 
1680.05 6321 1012821 501. 66 396. 13 1080747 2133668 1052921 1333410 

黑龙江 2874.47 7580 1701276 445.43 360.82 1726929 3095151 1368222 1689066 
上海 4034.96 27374 4199513 770.59 -2295. 52 4822164 1438565 -3383598 1135851 
江苏 7619.31 10563 3433647 195.88 -1.81 3799146 3786090 —13057 1412859 
浙江 5370.22 12000 2454 721 220.27 -133. 91 3198066 2598831 —599236 985703 
安徽 2908.59 4663 1742917 183.28 323.98 1321628 3342264 2020636 ]143114 
福建 3539.67 10675 2089218 212.05 102.93 1782303 2123619 341316 703143 
江西 1911. 98 4519 1051371 242. 71 370. 75 937352 2505998 1568646 1026922 
山东 7662. 10 8626 4044829 163.82 127.08 3561040 4689881 1128841 1455205 
河南 4576. 10 4875 2233508 171. 48 290.38 1945539 4671317 2725778 1609649 
湖北 3806.54 6410 1944425 239. 16 354.22 1612890 3716277 2103387 1420127 
湖南 3326. 75 5093 1664994 224.47 405.25 1344334 3991453 2647119 1466246 
广东 8464. 31 11643 7661882 274. 71 -432. 12 7106821 3965342 —3141480 1997108 
广西 1953.27 4144 1335647 193.96 737. 15 1127357 4601551 3474194 914128 
海南 4 70. 49 6174 361441 270.85 671. 48 429488 941153 511665 206390 
重庆 1479. 71 4812 767341 239.03 389.54 877308 2075136 1197828 735024 
四川 3711. 61 4341 2114 756 177 80 376.26 1949088 5166081 3216993 1520225 
贵州 911. 86 2458 742618 259.99 738.48 760417 3500172 2739754 964545 
云南 1855. 74 4427 1726690 489. 93 616.36 1568159 4151922 2583763 2053778 
西藏 103.43 4040 45731 1901. 61 6680.67 227761 1938013 1710253 486813 
陕西 1487.61 4112 1064033 276. 71 338.69 1109540 2334911 1225371 1001140 
甘肃 931. 00 3661 583657 351. 64 593.83 723640 2233752 1510112 894211 
青海 241. 49 4735 141736 814.62 2254.68 317020 1466908 1149888 415455 
宁夏 241. 49 4447 188393 565.29 997.84 365804 907633 541829 306953 
新疆 1168. 55 6587 713110 535. 33 1679. 01 829539 3808109 2978569 949678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摘录或推算。

同样地，我们根据此套公式，对2003年的估算转移支付额进行计算，结果

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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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转移支付均等化模型计算表 (2003年）

省（市、 GDP 人均GDP 实际财政 实际人均 估算人均 估算财政
估算支出 估箕转移 实际转移

自治区） （亿元） （元）
能力 转移 转移 能力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元） （元） （万元）

北尽 3663. 10 32061 5925388 1268.44 -1378.37 4010100 2003200 -2006900 1846846 
天津 2447.66 26532 2045295 1285.32 -214. 85 1746800 1529585 -217215 1299459 
河北 7098.56 10513 3358263 506.23 437. 7 4736100 7698873 2962773 3426646 
山西 2456.59 7435 1860547 675.28 948.05 1457800 4599628 3141828 2237869 

内蒙古 2150.41 8975 1387157 1142. 54 2245. 7 1401400 6746161 5344761 2719246 
辽宁 6002.54 14258 4470490 979.29 258.63 4840500 5929325 1088825 4122792 
吉林 2522.62 9338 1540033 1292. 19 735.5 2320000 4308795 1988795 3494079 

黑龙江 4430.00 11615 2488643 845.24 1038.07 2936700 6896924 3960224 3224608 
上海 6250.81 46718 8862277 1905.55 -1370. 97 4980300 2634573 -2345727 3260390 
江苏 12460.8 16809 7981065 451. 86 109. 75 7751300 8564133 812833 3346501 
浙江 9395.00 20147 7065607 706.26 -374. 91 6788200 5033603 -1754597 3305307 
安徽 3972.38 6455 2207487 457.8 657.67 2813300 7028948 4215648 2934491 
福建 5232. 17 14979 3047095 516. 7 146.66 3528500 4040059 511559 1802240 
江西 2830.46 6678 1681670 526.45 736. 76 1964100 5098277 3134177 2239532 
山东 12435. 9 13661 7137877 418. 19 206. 14 8209800 10090848 1881048 3816015 
河南 7048.59 7570 3380535 404.83 499.54 5030200 9859216 4829016 3913464 
湖北 5401. 71 9011 2597636 518.4 468. 12 4710200 7519871 2809671 3111462 
湖南 4638. 73 7554 2686469 493.35 531. 95 3874900 7419286 3544386 3287222 
广东 13625. 9( 17213 13155151 808.82 -282. 31 11869000 9623531 —2245469 6433356 
广西 2735. 13 5969 2036578 489. 77 813.37 1720400 5670925 3950525 2378824 
海南 670.93 8316 513205 767.45 1135. 5 270700 1191587 920887 622406 
重庆 2250.56 7209 1615618 623. 79 514.22 1726300 3335794 1609494 1952448 
四川 5456.32 6418 3365917 468.28 732.85 4036400 10412194 6375794 4074050 
贵州 1356. 11 3603 1245552 558.32 1019. 15 843600 4787696 3944096 2160708 
云南 2465.29 5662 2289992 790.56 1208.89 1512000 6802104 5290104 3459505 
西藏 184. 50 6871 81499 4947.62 13250.49 4700 3582333 3577633 1335857 
陕西 2398.58 6480 1773300 676.21 893.67 1539900 4837556 3297656 2495210 
甘肃 1304.60 5022 876561 815.69 1338.69 879400 4364002 3484602 2123229 
青海 390.21 7277 240411 1784.47 4 785. 81 98900 2654522 2555622 952909 
宁夏 385.34 6691 300310 1275.47 1726.59 138300 1139721 1001421 739775 
新疆 1877. 61 9700 1282218 1229.47 3171. 92 760700 6895190 6134490 2377799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4 》、《中国财政年鉴 2004 》摘录或推算。

四、模拟结果检验

检验该套公式的均等化效果，也即检验各地区在相似的税收努力程度下

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由于各地区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与其财政能力

密切相关，而财政能力与人均GDP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因此我们可以用各地

区人均转移支付与人均GDP水平的相关性来近似反映一个转移支付体制的

均等化程度。 建立线性回归方程：

PT严窃-0+a1PGDP,

式中：PT， 为1地区得到的人均转移支付，PGDP;为I地区的人均GDP。

1999 年的数据线性回归的结果如下：

砌： 1036. 04 T 检验值： 8. 784 

a1: -0. 0923 T 检验值：－ 7.083 （样本数为31，自由度为 30)

2003 年的数据线性回归的结果如下：

知2383.72 T 检验值： 3.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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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 0. 103 T 检验值： － 2. 157 （样本数为 31，自由度为 30)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人均转移支付与人均GDP之间具有较强的 相关

性，统计上也十分显著。这说明该套公式的均等化效果是比较好的，充分体现
了该体制的均等化的再分配效果。

而以实际的人均转移支付和人均GDP为数据样本，进行回归计算的结果
是 ： 1999 年的数据线性回归的结果如下顷＝ 343. 193 (3. 168), a1 = 0. 00716 

(0. 598)（括号内数值为 T 检验值）； 2003 年的数据线性回归的结果如下：砌＝
783. 422(3. 114), a1 =O. 01457(0. 859)（括号内数值为 T 检验值），说明目前

所 实行的转移支付体制基本不具有均等化效果，而且人均转移支付与人均

GDP之间还略有正相关性知为正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国目前转
移支付制度造成的

＂

穷的越穷，富的越富 ＂的客观效果。

五、规范化的转移支付方式对西部的影响

该套转移支付公式，根据客观化的因素推导而出，具有规范化 、客观化的
特点，因此，所计算出的转移支付数额比较能反映西部现实的需要，对加大对

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缩小东西部差距提出了一个规范化的依据。这从我
们根据公式估算的转移支付数额与现在实际的转移支付数额的比较中可以看
出（见表3、表4与图l～图4）。

表3 实际转移与估算转移比较 (1999 年）

省（市、 实际人均 估算人均 实际转移 估算转移 应增比例
自治区） 转移（元） 转移（元） （万元） （万元） （％） 

陕西 276. 71 338.69 1 001 140 1 225 371 22.40 

云南 489. 93 616. 36 2 053 778 2 583 763 25.81 

重庆 239.03 389. 54 735 024 1 197 828 62. 96 

甘肃 351. 64 593.83 894 211 1 510 112 68.88

宁夏 565. 29 997.84 306 953 541 829 76.52 
四川 177. 80 376. 26 1 520 225 3 216 993 lll. 61 

内蒙古 479.36 1 053. 20 1 132 250 2 487 655 119. 71 

青海 814. 62 2 254. 68 415 455 1 149 888 176. 78

贵州 259. 99 738.48 964 545 2 739 754 184.05

新疆 535. 33 1 679. 01 949 678 2 978 569 213.64

西藏 1901. 61 6 680. 67 486 813 1 710 253 251. 32

广西 193. 96 737. 15 914 128 3 474 194 280.06 

合计 11 374 200 24 816 209 (118. 18) 

注：括号中的数值 118. 18％为西部总计应增比例，或西部平均应增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0》摘录或推算。

省（市、
自治区）

严

表4 实际转移与估算转移比较 (2003 年）

气告了1 詈气艺I言孚孚：1 :百昙了：
应增比例

（％） 
132. 16 
152.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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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实际转移与估算转移比较(2003年）
省（市、 实际人均 估算人均 实际转移 估算转移 应增比例
自治区） 转移（元） 转移（元） （万元） （万元） （％）

重庆 623. 79 514.22 1 952 448 1 609 494 82.43
甘肃 815.69 1 338. 69 2 123 229 3 484 602 164. 12
宁夏 1 275. 47 1 726. 59 739 775 1 001 421 135.37 
四川 468.28 732.85 4 074 050 6 375 794 156.50

内蒙古 1 142. 54 2 245. 70 2 719 246 5 344 761 196. 55
青海 1 784. 47 4 785. 81 952 909 2 555 622 268. 19
贵州 558. 32 1 019. 15 2 160 708 3 944 096 182. 54 
新疆 1 229. 47 3 171.92 2 377 799 6 134 490 257. 99
西藏 4 947.62 13 250. 49 1 335 857 3 577 633 267.82
广西 489. 77 813.37 2 378 824 3 950 525 166.07
合计 26 769 560 46 566 198 (173. 95) 
注：括号中的数值173.95％为西部总计应增比例，或西部平均应增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财政年鉴2004》摘录或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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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西部地区实际转移支付额与估算转移支付额(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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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西部地区实际转移支付额与估算转移支付额(2003年）

由表及图可见，西部各省（市、区）根据公式估算的转移支付额与入均转移

支付额都比实际的转移支付额与人均转移支付额有一定程度的增长，特别是

西藏、新疆和青海增加的比例较大，这是由千这几个民族自治区特殊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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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西部地区实际人均转移支付额与估算人均转移支付额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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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云南重庆甘肃宁夏四川内蒙古青海贵州新疆西藏广西 （地区）

西部地区实际人均转移支付额与估算人均转移支付额(2003年）

地理及国防等情况所造成，也反映了本套公式充分考虑到了这些因素。 西藏

的人均转移支付额增长较多，是由于西藏相对于广阔面积的稀少人口造成的。

从2003年与l999年的 数据比较可以看出，1999年的西部平均应增比例为

118. 18%，而2003年的西部平均应增比例增大到173. 95%，说明我国的转移

支付均等化效果有进一步降低的趋势。

考虑到东部对西部的补偿因索和可持续发展及长期效率因索，在均等化

的转移支付公式上可考虑增加西部系数，以增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

实现西部大开发的目标。

六、结 论

根据以上分析，特别是对西部数据的检验，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 实施因索法，可以较好地体现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达到转移支付

的目标。

2. 本文提出的这套公式，特别是提出的计算各地区财政支出需求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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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公式，从九个大类进行分析，充分考虑到了影响各地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各种

因素，从实际数据检验的结果来看，能够较好地反映我国各地的实际情况，具

有较大的可操作性，可以作为我们制定统一因素法公式的重要参考。

3. 本文的研究表明，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普遍偏低。 从 2003 年与

1999 年的数据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的转移支付均等化效果有进一步降低的趋

势。 根据因索法计算出各地财政转移支付的现实数额，为财政转移支付提供

客观依据，加大对贫困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以缩小地区差距，是

我们谋求均衡发展、和谐发展的迫切要求。

＊山西省高等学校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资助(2005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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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fer model based on law of base figure can not m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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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ed of national and we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y more. Formula

tion, standardization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of transfer paym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n equalization formula based on the factor analysis, which 

produces a better simulation result. 

Key words: transfer; factor analysis; western area; equaliz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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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two kinds 

credit regulations on econom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nvestment lags. The 

phase diagram shows that if the target is to accelerate economic growth, the 

credit and the consumption will fluctuate at the same direction, and the e

conomy will tend to converge. Otherwise, if the target is to eliminate infla

tion, they will be at the opposite direction, and the economy will tend to di

verge.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China show that the credit change and con

sumption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hich means that the target of China's 

credit policy is to accelerate economic growth. Meanwhile, the credit to in

vestment does not show super exogenous, which indicates that with the 

change of China's credit policy, the credit effect on investment should be e

valuated again. Finally, in order to stabilize the economy, the money policy 

should attend both credit and money supply, and target of the credit policy 

should be to accelerate the economy. 

Key words: credit regulation; economic dynamics; investment; con

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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