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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陈抗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

是目前中国财税体制最大的问题，中国新一轮财税改革的关键在于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建立具有合理

性、稳定性、自律性的财税体制，从而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陈抗说，如果政府事权总是大于财权，就会使得预算不平衡成为常态，也创造了不断在预算外找钱的需求。

从这个角度看，明确事权与改进预算管理制度之间有着互相影响、互为制约的必然联系。因此，财税改革的重点

是要搞清楚中央政府做什么、地方政府做什么，然后赋予与各级政府职能相匹配的财政资源，并用法律形式固定

下来。 

陈抗指出，预算管理体制改革需要治理体系改革的支持和保证。此外，明确事权对收入二次分配很重要。事

权明确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转移支付、福利开支就能够有着落，不会出现中央不管、地方没有能力管的情

况。 

陈抗认为，中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基本体现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但财税体制改革是项长期任务，往往容易

受到短期目标的影响或冲击，所以在执行层面上，地方政府的自律性非常重要。地方领导的绩效评估标准要使自

觉遵守财税规则比破坏规则更有利。一味确保经济增长不应成为地方的唯一考核标准。 

他说，财税体制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涉及方方面面，不可能一步到位。比如，省、市、县、乡的四

级地方政府层级是否需要调整？地方行政区划要不要从税基稳定、税源分配、经济和交通联系等出发点考虑重新

加以合理划分？ 

上述问题不考虑清楚，将来对财税体制的合理性和稳定性都必然产生很大影响。然而，达成共识却不那么容

易。所以，新一轮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时间短，任务重”。 

陈抗认为，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是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需要，体现了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的特

色。新一轮改革需重点推进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对政府开支进行有效的约束。 

他说，“预算公开，民主理财，阳光政府”是很好的理念，但实行起来就不容易了。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重

点在于加强社会的参与、通过组织起来的社会对政府进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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