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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前财政“紧平衡”形势，在深入分析新阶段财

力构成和市县两级财力对比情况以及地区财政体制相关情

况后。应结合财政改革要求，围绕预算测算因素、编制困

难系数、合理分配市对区的转移支付资金问题。因此，着

重系统观念、底线思维、风险意识，从财政管理体制的全

局正视财政“紧平衡”形势，讲好全市预算“大账”故事，

精准算好部门“小账”要素，凝聚力量、积极商研财力紧

张状况，精打细算财政预算管理，务必量入为出、量力而行，

防止忽视甚至透支财力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坚决防范财

政运行风险、部门支付风险和基层稳定风险。

一方面，在所得税改革中，应积极将内资企业所得税

制度提高到一个统一的高度。并针对原有的性质按照改革

后的办法进行改进，以此确保税负征收的公平性。在不同企

业中，应根据改革制度促进所有企业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进

行良性竞争，并利于生产经营各项资源达到最优的配置。

另一方面，在增值税改革后，让企业明显感到减负的

除了降税率，还有留抵退税。但随之带来地区间退税分担

问题，尤其是中西部、市县基层较多反映退税压力大。针

对多份提案反映地方增值税留抵退税压力较大问题，中华

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答复称“在个别市县基层确实存在”，

由缴税地和退税地按比例分担、增设相关专项转移支付等

难度大，宜通过加大对部分地区财力性转移支付、完善省

以下退税分担机制，采取调整收入划分、库款调度、先垫

付后结算等措施予以解决。

在目前，为完善分税制度，为使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

保持稳定，应以税收改革制度切实提高地方政府理财能力，

激发主观能动性，并切实加强对地方财政分配的管理，确

保中央政府的财政职能与宏观调配能力得以发挥。例如，

可实行三公经费预算管理制度，贯彻落实省政府改革完善

省与市县分税制财政体制等事项。会议指出，要按照“三

公经费”只减不增的要求，科学测算并制定各单位预算限额，

强化预算刚性约束 [1]。

目前，中国财政在税收改革后，可将财政标准转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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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制度，并不断通过税收返还、提高相应的补助额度以此

针对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加大对地方财政的倾斜。因此，在

经济不足的地区中应按照经济增长进行更新换代，并促进地

方经济的良好发展。

一方面，为完善省与市县财政收入划分体制，调整省

与市县税收分成办法，调整省级对地区的财力集中政策。应

积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并确保达成共同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改革，将重大基本公共服务事项首先列为省与市

县共同财政事权，规范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与市县共同财政

事权的支出责任分担方式。另一方面，应积极完善转移支付

制度，实施支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财政体制激励政策，

创新完善生态文明建设财政奖补机制，完善市县财政增收激

励约束机制；深化省财政直管县体制改革，扩大省财政直管

县范围，健全省市共同帮扶省财政直管县机制 [2]。

首先，为进一步满足税收制度的合理化与规范化，应

确保按照主体税种设计出科学合理的税负水平，并以适宜的

税负结构合理化控制出基本原则。在制定出结构合理的税负

征收标准时，应满足主体税种在设计上的科学性，并实现税

负结构的合理化。因此，在制定出合理化的税收征收标准时，

应明确税负水平，并取消财政税收体制之外的收入，切实增

强政府性收入规范力度，从根本上减少纳税人的负担。其次，

税负率是指增值税纳税义务人当期应纳增值税占当期应税

销售收入的比例。对小规模纳税人来说，税负率就是征收率，

即 3%，而对一般纳税人来说，由于可以抵扣进项税额，税

负率就不是 16%或 10%，而是远远低于该比例。通常情况

下，当期应纳增值税 =应纳增值税明细账“转出未交增值税”

累计数 +“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累计数 [3]。例如，

在改革后，应设立专项附加扣除、优化调整税率结构，使个

人所得税税负水平更趋合理，个人所得税制更具科学性、公

平性，从而减轻个税税负，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

让老百姓切实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再如，以房屋套

数或者面积作为税收减免的标准，会产生税负不公平，其两

套同样价值的房产，面积少的会被免于征收房产税，而面积

多的则被课征了房产税。如果采取这种征税方式，就是变相

给高收入阶层免税，同时还会扭曲房产市场，推高市县内的

房产价值，并影响代际公平。最后，应加快个人所得税的改

革，应积极调整好低收入群体的征税起点，并按照分类扣除

和综合申报并行的所得税标准，设立出环境保护税种，并以

税收政策对企业生产模式进行约束，以此促进企业合理加强

环保意识，推广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 [4]。

第一，在税收改革后，应建立起高效的财政管理体系，

并实现省级、市级政府对县级财政的管理与扶持力度，以此

对基层财政税收管理进行促进。例如，在建立起上下级的财

政税收一体化管理时，应针对地方政府的历史债务问题进行

分流与分类处理。第二，在建立好当地财政管理体制时，应

确保地方公关债务的合理性，并允许政府对基础设施项目进

行融资，以此缓解地方政府的资金压力。例如，可以利用国

企国资改革为抓手，进一步理顺各公司之间的关系，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不断提升运营能力，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县财

政局要继续认真履行职责，聚焦财政主业，完善财政管理体

制，进一步提高财政运行质量和效益，抓好各项工作，为全

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有效贡献 [5]。

在税收改革后应切实明确新的职责安排，并强化中央

国有金融资本管理、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探索建立财政

金融监管新体系。一是以贯彻落实中央重大财政金融政策为

核心，及时掌握金融机构执行情况以及取得的成效，进一步

提出完善政策实施流程、堵塞政策漏洞的建议。二是以实施

全面预算管理为纽带，及时掌握金融机构按预算对各项资源

的分配、考核、控制，工资政策执行和薪酬管理等情况，强

化预算编制的刚性和约束力。三是以推动健全财务风险控制

体系为抓手，促进金融机构不断提高财务管理水平、规范会

计核算方式、完善内部控制流程，真正将风险管理控制嵌入

关键节点。四是以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为根本，及时掌握

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融资行为，推进金融机构完善信

贷风险控制，强化责任追究，防范化解风险 [6]。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财政税收体制，

在财政税收不断进行改革时，也加强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增

长。其财政税收改革，包括税收体制、预算管理、财政转移

支付制度等。

参考文献

颜敏芳 .对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思考 [ J ] .中外企业家 ,

陈格 .新时代背景下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思考 [J].财经

界,2021(26):161-162.

余兴灿.新形势下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创新探讨[J].中国集体经

济,2020(1):98-99.

华辉.我国税收与价格动态的影响关系[J].新金融世界

115-116+118.

窦素花 .新形势下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创新分析 [ J ] .财经

界,2020(36):233-234.

兰晓辉.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对大型国有企业的影响分析[J].大科

技,2019(36):215-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