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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重约束条件下我国均等化财政制度框架的构建》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逻辑切入，循着“我国
公共服务非均等供给格局形成的原因—我国为什么要提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在社会转型、
经济体制转轨、经济欠发达、民主政治制度不健全和法治化程度低等多重约束条件下，我国应当从什
么路径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以及如何重新构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财政制度框架—公共
服务均等化改革后我国应如何协调新产生的各种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基本思路来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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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要想在我国真正实现公共服务提供成本的公平分担，首先必须彻底取消所有形式的“暗税”，并
“清费正税”。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暗税”是一种极不规范的公共服务提供成本的分担形式，它既不透明，
也不具有公开性，而且还不受任何约束，很难想象通过这种不规范的形式能够将公共服务的提供成本
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公平的分担；而“费”自身的属性，也决定了它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担
公共服务提供成本的辅助形式。
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暗税”和各种政府收费的规模非常大，甚至是远大于“明税”的规模。
即使是采用最保守的估计，我国1953-1985年间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也有4214亿元，而同一时期
农民直接缴纳的农业税总额还不到1000亿元，前者是后者的4倍多；1986-2001年间，我国农民承受的包
括“三提五统”和各种劳役在内的杂项负担为1774亿元，是同期农业税的10倍多①。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取消“暗税”，那么即使做到了税收负担的公平分担，最终也无法实现公共服
务提供成本的公平分担。
只有消除了“暗税”，并让“费”回归其本来应当处于的位置，才有在城乡之间公平分担公共服务提
供成本的可能。
改革开放后，我国取消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并对价格体系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
上理顺了工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关系，缩小了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但仍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它。
进入21世纪前后，我国在城市和农村分别进行了相应的“税费改革”，“费大于税”的局面都有所改
观，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三提五统”以及各种集资和摊派等费用，这对扭转以非税形式来弥
补公共服务提供成本占较大比重的格局很有帮助，然而直到现在“费”仍保持着一定的规模。
我国具体可以通过三方面的措施来消除“暗税”：第一，继续推行工农产品价格体系改革，彻底消除
价格“剪刀差”；第二，加快推进城乡用水、用电和通信的“同网同价”改革；第三，在城市化进程
中要给予失地农民以足额的补偿。
而在“清费正税”方面，则主要是理顺税费之间的关系，明确“费”的存在范围，并对其规模进行必
要的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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