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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财政自给能力是指地方政府为满足本级财政支出而筹集收入的能力。本文通过对西藏财政自

给能力系数以及收支状况进行分析,发现西藏财政自给能力偏低,财政收支缺口较大。分析其主要成因为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转移支付政策的影响,因此,需要通过发展经济、培育和扩大税源、优化产

业结构、完善中央转移支付制度等措施提升西藏财政自给能力。 

[关键词] 西藏财政自给能力；财政收支；中央转移支付 

中图分类号：D912.2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中

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的

一贯政策。提高西藏地方政府财政自给

能力有利于在面对西藏新形势新阶段新

任务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西

藏在全国范围内属于财政自给能力薄弱

的地区,即地方财政收入不能满足财政

支出的需要,经济社会发展依赖中央的

财政补助。因此,如何提升西藏的财政自

给能力,贯彻“富民兴藏、长期建藏”的

工作原则,实现西藏财政自给能力与西

藏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推动新时代西

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国内学者关于地方财政自给能力的

研究主要有：王雍君(2000)定义了财政

自给能力,主张用财政自给能力系数作

为衡量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的指标,

并在一系列的比较分析之后得出过低的

财政能力会扭曲地方财政决策行为的结

论[1]；张友祥、江妮娅、刘立君(2017)

认为吉林省财政自给能力持续走低的原

因在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不合理以及

现行财税制度的影响[2]；凌荣安(2013)

通过对广西1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回

归分析得出现行的税收分配制度和转移

支付制度削弱了广西的财政自给能力,

是广西财政自给水平普遍下降的主要原

因,且对上级政府的依赖会降低地方财

政自给的积极性[3]；刘勇政、贾俊雪、

丁思莹(2019)认为省直管县改革下增加

税收自主权能显著提升县级政府的自有

财力水平,而转移支付规模增加形成的

负向激励效应会削弱了县级政府的财政

自给能力[4]；吴旭东、王秀文(2013)认

为提高地方财政自给能力要从规范支出

责任、完善分税制和优化地方税收结构

三方面着手[5]。 

本文认为,西藏财政自给能力是指西

藏政府在不依赖中央的财政补助政策以

及其他兄弟省份政府对口援助的情况下,

为满足本级财政需要和实现政府职能而

独立筹措资金的能力。财政自给能力是财

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张筱凤(2009)认

为西藏在长时期的“输血”环境下提升其

“造血”功能迫在眉睫,其对于提高西藏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而言难度系数较高[6]。

通过提升西藏财政自给能力来激活西藏

的自我发展能力,吕翠苹、秦君玲(2015)

认为提高西藏自我发展能力需要通过发

展教育及西藏特色产业等路径[7]。 

1 西藏财政自给能力现状分析 

1.1西藏财政自给能力分析。反映地

方财政自给能力的指标有很多,如财政

自给能力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

变异系数等,本文参照张友祥(2017)[2]

采用财政自给能力系数来作为衡量西藏

财政自给能力的替代指标,系数越大说

明地方财政自给能力越强,反之则说明

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不足。其中,财政自给

能力系数=一般预算收入/一般预算支

出。本文选取西藏1996-2019年的数据进

行计算,可知1996年西藏财政自给能力

系数为6.55%,随后到2002年达到 低值

5.30%,后又继续攀升到2018年达到 高

值11.69%,2019年西藏财政自给能力系

数为10.18%。23年间只有4个年度西藏财

政自给系数超过10%,其余年间均低于

10%。可见,西藏财政自给能力总体而言

呈增长趋势,但总体水平还是呈持续走

低态势。 

1.2西藏财政收支现状。本文对西藏

1996-2019的数据进行分析可知西藏财

政收入、支出、中央财政补助逐年递增。

1996年西藏一般预算收入和支出为2.41

亿元、36.85亿元,2019年西藏一般预算

收入和支出为222亿元、2180.88亿元,

分别是1996年的92倍和59.18倍。西藏经

济基础薄弱,加上西藏经济发展的迫切

需要,导致西藏财政支出呈刚性增长态

势,财政支出远大于财政收入因而形成

了巨大财政收支缺口,如1996年西藏本

级财政收支缺口为34.43亿元,到2019年

西藏本级财政收支缺口扩大到1958.88

亿元,在西藏财政自己能力不足的情况

下财政缺口只能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来弥补。自1952年西藏建立地方财政以

来中央便开始实施对西藏的财政补助政

策,其中,1952和1965年中央对西藏的财

政补助为1047万元和11804 万元,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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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当年全区财政收入的80.2%和84.1%。

1996年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助达31.21

亿元,到2019年转移支付数额高达

1901.2亿元,是1996年的60.9倍,基本上

能弥补西藏本级财政收支缺口。 

2 西藏财政自给能力影响因素

分析 

通过上述对西藏财政自给能力以及

财政收支现状进行数据分析,可知,西藏

财政自给能力持续走低,只能维持在10%

左右；财政收支均呈现较快增长趋

势,1996-2019年西藏一般预算收入和支

出年均增长率达到21.42%、20.40%,但是

财政缺口依然很大,在获得中央逐年递

增的转移支付收入的情况下依然存在财

政收支缺口。分析其主要原因有： 

2.1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的限

制。经济发展决定了地方财政收入的数量

和质量。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优先发展东

部沿海地区,西藏经济发展相对来说起步

较晚,西藏深居内陆且受到高海拔的限制,

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加之特殊的高寒缺氧的气候条件、浓厚的

宗教信仰以及人口素质等先天条件,进一

步强化和扩大了西藏与内地省份经济发

展的差距,经济发展水平的滞后导致西藏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持续走低。 

2.2产业结构、税收优惠政策的影

响。西藏三产占总产值比重经历了从

1951的97.67%、0.08%、2.33%结构转变

为1997年的37.84%、21.85%、40.30%结

构再转变为2003年的21.99%、25.74%、

52.28%结构的变化,可见,西藏的产业结

构在逐渐优化,实现了从严重依赖农牧

业到第三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的转变,但

西藏的第二产业深受自然资源和资源组

合的限制,存在总量不足、比重偏低的现

象进而减缓了第二产业的税收总量和增

速,再加上取消农业税以后,西藏的税源

主要来源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作为西

藏的重点扶持产业也有很多相应的税收

优惠,中央为支持西藏的经济发展,提高

西藏经济发展活力,历次西藏座谈会都

强调对西藏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特殊的

税收优惠政策使得西藏税收收入减少。 

2.3转移支付制度的影响。自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央就从未间断

对西藏实施财政补助政策,1994年分税

制改革后中央更是加大了对西藏的转移

支付力度,但财政收入能力与转移支付

是负向逆向激励关系,过多的转移支付

会使西藏地方政府产生惰性,减少其自

身发展动力和征税努力,因此,改进中央

对西藏的转移支付制度,将“输血机制”

变成“造血机制”。 

3 西藏财政自给能力提升的对策 

3.1推进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培育

和扩大税源。首先,西藏应大力发展本地

经济,在中央扶持及各兄弟省份的对口支

援下大力提升自我发炸能力,提升经济效

益,化资源优势转变为财政优势；同时,

充分落实和运用的财税优惠政策,在保障

西藏税收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上积

极落实减费降税政策,减轻本土企业税收

负担的同时吸引外来企业的进驻,培育和

扩大税源从而实现西藏税收收入的增长。 

3.2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西藏

地方政府应在保持和发展原有的第三产

业优势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第三产业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综合带动作用,鼓

励第二产业的发展,并将第三产业的优

势运用到第二产业中,例如在发展西藏

特色旅游业的基础上带动民族特色产业

链的发展和壮大,形成具有西藏特色的

产业结合优势。 

3.3进一步完善中央对西藏的财政

转移支付制度。一是规范专项转移支付,

严格控制对西藏专项转移支付的数量和

规模,明确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事

权的划分,同时,规范专项的分配制度,

进行全过程跟踪,建立配套的绩效管理

制度；二是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

一般性转移支付是实现横向均衡缓解地

方财政困难以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的重要手段,在研究中央对西藏的转

移支付对西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影响

的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一般性转移支付

更能弥补西藏财政收支的巨大缺口,缓

解西藏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但同时,应

避免西藏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补助的过

度依赖,深化西藏地方政府增收节支的

意识以及提高支出效益的责任心,充分

运用全过程跟踪绩效评价管理,提高资

金的使用效率。 

由于西藏的先天条件、发展基础、资

源禀赋与内地省份有很大差别,所以不能

照搬而是需要探索适合西藏的发展路径,

通过不断创新,形成西藏特色和优势,才

能在保持竞争力的同时提升西藏财政自

给能力,激活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高质

量高水平的西藏经济,奋力谱写好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西藏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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