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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overnment’s distribution, fiscal expenditure is not only the financial 
basis for maintaining government functions, but also the general outline of the scope and content 
of government activities under the market economy. By combing the existing data and research 
dat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cale and structure of China’s fiscal expenditure, and finds that Chi-
na’s total fiscal expenditure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the deficit rate remains high; and the con-
tradiction between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has further intensified; the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is not reasonable; the use of funds is not efficient. Then we proceed from the reality of 
our country, and propose measures to optimize the scale and structure of fiscal expenditure, for 
example, changing the concept of fiscal expenditure; rationally defining the scale of fiscal expend-
iture;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fiscal expenditure;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over fiscal ex-
penditures,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fiscal expendi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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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财政支出作为政府分配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维持政府职能的财政基础，也是市场经济下政府活

动范围和内容的总体概括。本文通过梳理现有的资料及研究数据，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结构进行分析，

发现我国财政支出总额逐年上升，赤字率居高不下，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加剧；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

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然后从我国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提出转变财政支出理念；合理界定财政支出规模；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对财政支出的监管，提高财政支出效益等四个优化财政支出规模、结构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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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基本稳定在 6.5%~7.0%之间，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持续增强，且经济结构不

断升级优化，财政作为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调整是新时代财税制度改革的重要组

成部分，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

地方财政关系[1]。今年两会中，李克强总理强调，目前我国财政收支仍存在较大矛盾，必须要调整财政

支出结构，盘活沉淀资金，进一步加快财税制度改革。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呈现回落趋势，但财政支

出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均呈现增长的趋势，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加剧；此外，目前我国财政支出大部分

还是集中于经济建设方面，虽然近年来对民生方面的支出呈现增长趋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于

民生方面的支持比例仍较小，财政支出的结构仍不尽合理，没有充分发挥财政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率。 

2. 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基本状况 

1978 年改革开放后，我国从计划经济模式过渡到市场经济模式，在转变的过程中，市场化程度越来

越高，财政态势和运行机制也有了较大变化。如表 1 所示，本文选取了近十年来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基

本数据来分析财政支出规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通过分析表中数据可知：第一，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财政支出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改革开放

以来，经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2018 年的财政支出总额为 220,906 亿元，比 1979 年的 1281.79 亿元增

长了将近 174 倍。第二，近十年来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呈逐年增长态势。第三，财政支出增长率并没

有出现逐年增长的现象，而是时高时低，呈现周期性的变化。 

2.2. 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近些年来我国的财政支出数额庞大，同时我国对财政支出的需求也大，国家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

对企业减税让利以促进其发展，由此收支矛盾也开始加剧，赤字率居高不下。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

壮大，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在此过程中财政支出压力也在不断的增加，究其成因，主要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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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hina’s fiscal expenditure scale, GDP and its growth rate 
表 1. 我国财政支出规模、GDP 及其增长速度 

年份 财政支出总额(亿元) 财政支出增长率(%) GDP (亿元) GDP 增长率(%) 财政支出比率(%) 

2009 76299.93 21.90 349081.40 9.25 21.86 

2010 89874.16 17.79 413030.30 18.32 21.76 

2011 109247.79 21.56 489300.60 18.47 22.33 

2012 125952.97 15.29 540367.40 10.44 23.31 

2013 140212.10 11.32 595244.40 10.16 23.56 

2014 151785.56 8.25 643974.00 8.19 23.57 

2015 175877.77 15.87 689052.10 7.00 25.52 

2016 187755.21 6.75 744127.20 7.99 25.23 

2017 203085.49 8.17 827121.70 11.15 24.55 

2018 220906.07 8.77 900309.50 8.85 24.54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2018 年)整理而来。 
 
结于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近年来国企改革是一个热点问题，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去产能任务

艰巨，国有企业下岗人员的安置、再就业培训等要予以财政支持；二是国有企业被推向市场市场化改革

后，政府要为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企业的良性生产经营承担起社会保障的责任；三是我国各省市

区发展状况差异明显，东西部差距较大，这需要加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并且提高比例；四是在公共基

础设施的建设方面，虽然这几年有大量的投入，但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要求仍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未

来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财政支出带来的巨大效益来实现；五是社保支出方面，随着我国综

合实力的不断提升，面临着严峻的改革发展任务，我国人口基数大且增长速度快，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

相应的教育、社会救济支出等的压力较大，财政支出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增长存在较

大压力，我们应重视对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调节，优化支出结构，一定要注意缩减和控制不必要支出，

增加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保证经济全面协调发展[2]。 

3.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基本状况 

近年来，在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不断上升的同时，财政支出结构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如

表 2 所示，目前我国对经济建设支出的比重逐步降低，用于社会服务性支出的比重呈逐步上升趋势。 
 
Table 2. Functional structure of China’s fiscal expenditure 
表 2. 我国财政支出的职能结构 

年份 
社保和就业 社会文教 国防 一般公共服务 

支出数额 
(亿元) 

占支出总额 
比重(%) 

支出数额 
(亿元) 

占支出总额 
比重(%) 

支出数额 
(亿元) 

占支出总额 
比重(%) 

支出数额 
(亿元) 

占支出总额 
比重(%) 

2009 7606.68 9.97 15,107.41 19.80 4951.10 6.49 9164.21 12.01 

2010 9130.62 10.16 18,289.42 20.35 5333.37 5.93 9337.16 10.39 

2011 11,109.40 10.17 23,187.69 21.22 6027.91 5.52 10,987.78 10.06 

2012 12,585.52 9.99 27,963.08 22.20 6691.92 5.31 12,700.46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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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14,490.54 10.33 29,630.45 21.13 7410.62 5.29 13,755.13 9.81 

2014 15,968.90 10.52 31,047.68 20.45 8289.50 5.46 13,267.50 8.74 

2015 19,018.69 10.81 35,211.09 20.02 9087.84 5.17 13,547.79 7.70 

2016 21,591.45 11.50 37,799.82 20.13 9765.84 5.20 14,790.52 7.88 

2017 24,611.68 12.12 40,812.09 20.10 10,432.37 5.14 16,510.36 8.13 

2018 27,084.07 12.26 44,066.24 19.95 11,069.51 5.01 18,606.61 8.4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通过分析上表可知：第一，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投资主体和经济来源

愈发多样化，使得经济建设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财政职能更偏重于收入再分配以及经济稳定。第二，近

年来，我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加之高校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导致就业形式不容乐观，

为此我国逐步加大对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持力度。第三，自“十二五”时期以来，我国政治局势稳定，

国防支出总额逐年增加，但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却逐年下降。第四，近年来随着政府机构的改革，尤其是“放

管服”改革，虽然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总额在增加，但其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 

3.2.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方面，一般性公共服务支出的使用效率距离期望值还有一定差距，由于我国人口庞大，行政管理

支出必不可少，但如何在保证正常财力需求的前提下，提高行政管理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率是亟待解决的

问题。另一方面，社会文教费用支出相对不足，近年来我国虽加大了对科技教育领域的经费投入，科技

教育支出占 GDP 比重维持在 4%左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水平相距甚远。最后，财政资金对社会保

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有待进一步加大，近十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维持在 10%
左右，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占到财政支出的 40%~50%。这就凸显了我国财政支出中的短板，明确了下

一步财政改革的方向。 

3.3. 对财政支出结构中问题成因的分析 

财政支出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其深层原因在于对公共财政的内涵认识不足。一方面，没有政府宏观

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力量加以干预，市场机制本身无法解决现有矛盾，这为政府介入社会经济生

活提供了契机。财政对经济扶持付出总量过大，财政支出内部结构的不合理，乃至出现滥补助现象，恰

恰是政府过分插足微观市场造成的恶果。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得政府职能的着

力点发生转变，财政支出方向和政府投资方向也随之发生转变[3]。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财政支出

应倾斜于公共服务支出，减少管理部门支出。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财政支出的倾斜方向，政府职能转变

进展缓慢，削减行政支出只是停留在表面，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4. 改革我国财政支出的若干思考 

4.1. 转变财政支出理念 

财政问题牵涉国家战略，如何将有限的财政支出资金发挥出更大的效益，是各级政府需要重点把握

的问题。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要进一步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优化，加大对财政支出内部结构变化趋势的

分析研究，把效益作为衡量财政支出的重要标杆，落实管理责任，提高财政支出效益。 
此外，当前阶段，我国的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财政经济形势也发生着很大变化，要加强对财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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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监督，使得财政支出的各项工作都要做到有法可依。 

4.2. 合理界定财政支出规模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大到强的战略性转变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急需大量人才来支撑，要

逐步提高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数额中的比重，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科教的发展要改变以前不合理的投入方式，根据我国改革发展的实际，按照科教事业的发展需求，合理

调整和界定支出范围，首先要确保义务教育的支出需要，其次要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投入，实现技能教

育的有偿服务和适当资助相结合：对高等教育和科研支出要向基础研究和重大科研项目倾斜，对应用科

研要通过分步减少财政支持来促进其向市场转变。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速放缓，就业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大环境下，我国面临严重的去产能任务，国企改革也在持续推进，大量的下岗工人需要安置和重新就

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财政支出要向民生领域倾斜，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增加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支

出。逐渐改变过去的普惠制补贴为定向补贴，以精准扶贫为着力点，专款专用，体现社会公平原则，维

护社会稳定，相应减轻国家财政的补贴支出压力。 

4.3.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对财政支出的结构进行优化，最重要的就是要合理把握财政支出中的分配顺序，从而寻求财政支出

效益的最大化。要想改变以往笼统的财政支出局面，就要正确合理的分清财政支出的分配顺序和轻重缓

急，对政府支出进行合理调整和配置，以坚决有力的措施克服政府和财政职能“越位”与“缺位”现象，

各级财政既不可越俎代庖，又不可偏颇失衡，有效地寻求财政支出效益最大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就

是要对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与法律、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和教育等方面的财政支出进行合理布局，准确

分配其在财政领域的支出份额，做到紧张有序，松弛有度。 

4.4. 加强对财政支出的监管，提高财政支出效益 

1)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现阶段我国公共部门机构仍然扩张，人员依旧膨胀，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不相符合，不但提

高了政府运行成本，而且造成政府职能严重错位，导致收入与成本的比例严重失调，随之而来的是政府

活动绩效的低下，这种状况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因此，为提高政府支出效益，就必须大力精简公共

部门机构和人员，在公共机构内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构，改变不作为、懒政庸政现象，以提高公共部

门工作效能。 
2) 引入激励–约束机制 
引入激励–约束机制是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和监督，提高财政效益的关键一招。对不同行业、不同部

门、不同项目的财政支出进行考核，评价其支出效益，并对考核结果进行公示和奖惩，使项目效益与个

人效益相互衔接。结合当前我国财政支出效益评价开展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外国发展的有益经验，今后

对我国财政支出效益的评价工作应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各级政府的财政投资应进一步强化“成

本–效益”评估。使用这种方法的目的是更好地实现我国投资项目决策方法与程序的科学化，对各项投

资预算支出进行详细的评估和考核，避免财政支出的盲目性和资金浪费，切实提高投资支出的效益[4]。
第二，在财政部门内部要建立专门的评价管理工作机构，对财政支出过程和结果紧密跟踪，用专业手段

实施监控，用数据结果进行评价，改变目前我国评价工作零碎涣散、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状况，使评价

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真正形成了对财政支出的计划、决策、管理的监督和制约，为实现宏观评价和政

府宏观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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