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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财政转移支付作为现代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影响基层治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共

同富裕的最终实现，因此，明确财政转移支付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本

文归纳出财政转移支付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包括收入调节效应、减贫效应与经济增长效应。本文提

出：第一，我国应该调整优化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中央与地方的责权划分，明确转移支付
政策的改革目标；第二，应不断强化财政转移支付的绩效管理，合理使用资金；第三，通过转移支付促

进地区合作与协调发展，实现我国东、中、西部的跨区域经济协作。 
 
关键词 

财政转移支付，共同富裕，内在机理，效应评估，制度优化 

 
 

The Internal Mechanism, Effect Evaluation 
and System Optimization of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Kaixiu Xu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Mar. 25th, 2024; accepted: Apr. 7th, 2024; published: Jun. 18th, 2024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 can affect grassro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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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local government’s ability to provide public services and the ultimat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clarify the role of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t present,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internal mechan-
ism of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cludes income adjustment effect,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and economic growth effect.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Firstly, China should 
adjust and optimize the transfer payment system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the local govern-
ment, promote the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power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clarify the reform objectives of transfer payment policy; Second,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s and use funds rationally; 
Third, we should promote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rough transfer 
payments, and realize trans-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east, middle and west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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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为了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政

府就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着力点。因为从逻辑上看，实现共同富裕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也提出了到 2035 年“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对此，党中央强调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

三次分配的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和转移支付的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 
共同富裕是相对平衡和动态发展的统一，体现的是不平衡发展到平衡的一个动态过程，所以区域协

调发展的重要性得以体现。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共同富裕的表述集中在要增进民生福祉，提升人民生活品

质，在持续较快做大“蛋糕”的基础上更要分好“蛋糕”。而分好“蛋糕”的重要手段之一是运用财政

政策手段进行资源再分配，如使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改善各类群体的收入。因此，财政转移支付作为调

节再分配的财政政策，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并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部分。研究财政转移支付促进共

同富裕的内在机理，评估其效应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有助于发挥好财政转移支付的作用，加快实现共同

富裕。 

2. 文献回顾 

财政转移支付的经济影响效应一直备受学者们的关注。国外学者 Barro 和 Sala-i-Martin (1995)开创性

地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转移支付对地区的经济收敛效应，为该领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Cashin
和 Sahay (1996)研究了印度 20 个邦 1961~1991 年间的经济增长经验，结论指出，财政转移支付可以增加

地区居民收入，同时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异质性[2]。Alesina 和 La Ferara (2005)认为，中央政府可以通过

转移支付的手段，提升地方政府的教育水平与医疗卫生水平等，从而达到提升当地经济增长的目标[3]。
Doerrenberg和 Peichl (2014)通过使用不同的国家级数据来源分析经合组织国家自 1980年以来的不平等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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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表明政府的再分配干预行为能够有效地减少地区间收入不平等，转移支付的政策效果较好[4]。 
对于财政转移支付能否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我国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

的研究。学者们主要认为财政转移支付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例如，詹新宇

和崔培培(2016)构建了基于创新、绿色、开放、共享与协调等理念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研究得出财政转

移支付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效应，一般性的转移支付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5]。郑世林和应珊珊(2017)
认为，在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治理过程中，专项转移支付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比一般转移支付更强[6]。吕

冰洋(2021)发现，财政转移支付能够增加地方政府的自有财力，改善其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甚至推动

地方经济的发展[7]。 
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持相反的观点，认为财政转移支付会降低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导致缓解地方政

府间经济差距的作用得到抑制。马拴友和于红霞(2003)研究了新财税体制改革后，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

敛之间的关系，发现总体上财政转移支付并没有达到缩小区域间差距的效果，主要原因在于资金分配不

合理和资源使用效率低[8]。范子英和张军(2010)在实证研究对财政转移支付的经济影响的长期和短期效

应中发现，虽然中西部地区得到了一定数量的转移支付有助于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从长期上来看不利于

经济增长[9]。毛捷等(2011)通过研究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认为，理论上可以通过优化公共支出的结构

来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但是政策作用程度有限，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并未显著缩小民族地区与其

他地区的差距[10]。 
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体现了国家的再分配能力，现实表明社会由贫富差距走向均衡只是暂时

历史偶然现象，借助于财政调节收入差距更能体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意志。杜江和龚浩(2020)认为，共同富

裕是我国“后小康社会”阶段的奋斗目标，现代化的公共财政政策作为增加社会财富的关键工具和促进

财富合理分配的直接手段，必须发挥其共同富裕职能，科学合理安排财政政策工具[11]。邓文硕(2021)指
出实现共同富裕，可以通过提升社会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的比重和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

付力度[12]。王英家等(2022)通过回归研究得出，不同地区转移支付规模与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对于推进

共同富裕的效果也不同[13]。罗明忠(2022)回顾了我国共同富裕的理论脉络和实践进程分析得出我国城

乡间、地区间和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制约我国共同富裕进程的主要问题[14]。卫志民和杨修博(2022)
提出了财政治理可通过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格局，完善和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的现实路径，彰显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15]。 
财政转移支付的研究历史较为深远，积淀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形成了一些讨论的问题：财政转移支

付如何改善贫富差距？转移支付影响共同富裕的因素有哪些？通过相关的文献梳理发现，一些研究提出

了财政转移支付可以促进地区财力均等化，也有较多文献关于财政转移支付的经济发展效应和财政调节

如何推动共同富裕。但总体上看，研究财政转移支付影响共同富裕机制还不够全面，因此，本文将系统

呈现财政转移支付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同时展现评估其影响程度的研究，最后将在解决上述问题

后再给出相关的制度优化建议。 

3. 财政转移支付推动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 

共同富裕的关键要义是实现物质生活层面的富裕，吃饱穿暖才是老百姓最本质的需求，因此促进共

同富裕的关键就是要提高收入水平以改善人民的生活，再逐步缩小并解决地区差距等问题。近年来，在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对地方转移支付占比也一直保持在 70%以上。我国转移支付规模如此之大的

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是大部分省份总体发展动力不足，发展极不均衡，没有相应的产业支持地方提升

GDP。其次是许多省份属于资源和人力资本输出型省份，每年的财政收入薄弱。 
在坚持全国上下一盘棋的方针背景下，中央对发展不均的地方就要帮扶，需要一定量的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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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离不开财政政策，科学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基层政府的期待，也是

实现中国全体居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因素。财政转移支付作为一种社会政策工具，推动共同富裕主要

是通过收入分配调节效应、经济增长效应和减贫效应来实现的。 

3.1. 收入分配调节效应 

在财政推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全体居民更关心的是财政如何保障公平分配。依靠市场进行的初次

分配，其收入调节的作用有限，不利于促进高质量均衡发展，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平衡我国较大的收入

结构差异与均衡差异，而财政转移支付具有很好的收入再分配调节效应。政府获得财政收入，或是向公

众提供直接转移性收入，或是直接将经费投入基础公共服务的建设中，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这实质

上是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据相关数据显示，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近二十年来，我国的城乡收入差

距比在不断的缩小，从 2002 年的 3.11:1 逐渐稳定的回落到 2022 年的 2.46:1。取得这一成绩的主要原因

之一是我国对于共同富裕发展的足够重视，十分关注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通过不断完善转移支付

制度，保障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城镇居民。 
 

 
Figure 1. Mechanism of classified transfer payments affecting income distribution 
图 1. 分类转移支付影响收入分配的作用机制 

 
通过分析可以将转移支付影响收入分配作用机制图绘制如图 1 所示。一方面，转移支付通过直接渠

道影响收入分配，比如提升义务教育普及率、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和普及医疗卫生等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水平的行为。另一方面，转移支付可以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等间接渠道影响收入分配。就目前我

国的财税制度而言，从财政转移支付的结构来看，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等不同类

型的转移支付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不同。税收返还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比重逐年降低，加上税收返

还与基尼系数的关联度较低，且具有较强的扭曲财政激励，因此本文只讲述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

支付的作用机理。 
在财政转移支付结构影响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原则上立足于地区间的财政均等化，目的是弥补财政

缺口，因此使用时一般不规定资金用途。比如，均衡性一般转移支付采用因素法分配资金，而因素分配

法依据财政缺口和地区困难程度进行资金分配，因此该项资金主要向较为困难的农村地区倾斜。历史的

实践证明，我国对转移支付政策的重视程度很高，1999 年我国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此后的时间里，

不断地增加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资金支持力度；2005 年为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财政部出台了“三奖一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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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提出对财政困难政府增加税收收入和对财政困难县给予转移支付奖励；2013 年 9 月财政部下发《办

法 2013》，设立中央财政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加强财政管理；2023 年我国财政转移支付首次突破十

万亿元为加强基层保障，支持基层政府财政运行，事实证明，一般性转移支付在促进我国共同富裕事业

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专项转移支付是有条件的转移支付，一般是专款专用，中央政府以委托事权的办法将项目资金拨付

给地方政府，目标是基础设施建设、社保、教育和民生方面。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显示，专项转移支付

大部分与农村生产经营相关，主要包括农业生产资料补助、农业基础建设资金和农产品价格补助等，其

中又以促进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为中心，可见专项转移支付也主要是向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倾斜，这一

政策倾向也保证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财政专项转移支付需要地方政府逐

级向上申请，并非自上而下进行分配，往往不同地区得到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存在较大差距，也在一定

程度上助长了“跑步钱进”、“寻租设租”等反向激励，因此，专项转移支付存在均衡财政优点的同时，

也具有反向激励的作用。 

3.2. 减贫效应 

通过党中央带领全体人民不断地努力，截止至 2021 年，我国实现了在现行贫困标准下农村人口全部

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是我国的贫困治理工作还未结束，缓解相对贫困作为一项长期

的任务，是未来反贫困事业的核心。党的第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共同富裕”，要将巩固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起来，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后，要将解决相对贫困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石。无论

在绝对贫困治理历程中，还是在相对贫困的治理事业中，财政制度和资金投入的支持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财政转移支付则是在援助贫困人群和精准扶贫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宏观上来讲，可以从两个角度考虑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减轻贫困的作用路径，基于收入角度，财政转

移支付可以通过直接补贴居民、农业和商业的方式增加贫困地区人口的收入。该种做法是政府对社会的

初始分配进行修正，使贫困人口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据相关统计数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占贫困地区

居民收入结构的 20%左右，该笔资金有助于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其精神面貌，使其

经济自立能力得到强化，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基于支出角度，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能减少居民的公共服务

支出和农业生产支出以达到减贫效果，其次，政府在医疗、保险、农业生产和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

基本保障或是资金支持有助于贫困家庭提升获得感和幸福感，在精神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最后，公共

支出的增加还会带来消费效应、投资效应和就业效应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也会降低居民贫困程度，助力

居民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微观上来讲，我国现行转移支付资金在对接贫困治理对象方面已发生转变，由以往的资金帮扶到区

域，逐渐精准转移到市县和村户。尤其在“十三五”期间，精准扶贫政策的进一步实施提高了转移支付

对贫困家庭资金帮扶瞄准率，能最大程度上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率并惠及贫困人口，间接提升了城乡居民

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是否有效的关键点就是资金与帮扶对象的有效衔接，从统一帮扶

到精准帮扶，不仅是在治理贫困过程中的又一进步，更是展现了我国财政转移支付方针政策的灵活性。

中央政府应采取财政政策以“造血式”地、有效地、长期地增加我国贫困人口的收入以减轻贫富差距，

争取早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3.3. 经济增长效应 

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具有强大的收入效应，能够显著提升地方财政收入，注重其收入效应固

然重要，但是转移支付的经济激励效应也较为重要，因为实现经济增长是在共同富裕进程中“做大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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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体制主要以“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中央财政收入调节–财政转移支付”为基本逻辑。 
大规模的转移支付资金在下拨后，如何作用于经济体来发挥其拉动经济增长的效能，促进区域均

衡发展，最后实现共同富裕？一方面，财政转移资金通过中央政府无偿给予地方政府后，地方政府首

先会满足特定人群的需要，例如发放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农业补贴和各类补助等，该类转移

支付属于特定人群的直接资金来源，直接导致区域内人均收入的增长。截止至 2022 年底，全国共有城

市低保对象 683 万人，农村低保对象 3349 万人，数量较多的低保人口要依靠现金转移支付、救济金维

持基本生活。另一方面，无论是从转移支付的总量还是从转移支付的类型来看，财政转移支付先是影

响地方政府的行为，例如政府调整财政收支结构、供给公共产品和还清债务等，既而影响企业和居民

以及地方经济发展。 
地方政府是否会将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用于增进民生福利或基本公共服务建设，这一问题也值得我们

讨论。在中国式的财政分权体制、地方竞争体制和官员晋升激励的三重背景下，我国地方政府官员不仅

是“经济参与人”，而且是“政治参与人”，存在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政治晋升和政治利益缩减在基本公

共服务和民生福利上的支出，将大部分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用于耗时长和难度大的“资源密集型”工程，

如修路、架桥和工程建设等。这些项目能够为官员带来政绩，有利于人员升迁，但是不利于提升人民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上文分析概括如图 2 所示，财政转移支付的提高首先能够直接保障部分特殊群体的基本利益，其次

可以间接促使地方政府可支配收入增加和提高公共支出，增加企业投资等以发挥公共支出外部性，促进

经济发展。 
 

 
Figure 2. Mechanism (path) of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s on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图 2. 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路径) 

4. 财政转移支付推动共同富裕的效应评估 

现代社会中，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主要任务是平衡国家级政府与地方级政府之间的财政收支不平衡

的矛盾，是平衡地区财政状况调节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工具。分税制改革以后，我国才出现了真正意义

上的转移支付，其巨大的资金规模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引起了学者们的讨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否促进

了区域协调发展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的加快实现，这就需要对以往的制度效应进行相应的评估，系统地呈

现财政转移支付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评估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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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定性评估 

4.1.1. 财政转移制度跟随实践进程不断创新 
本文着重梳理 1994 年以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进程。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产生阶

段(1994 年~2002 年)，在此期间，为了匹配事权与财权和调动地方发展的积极性，我国提出了适应经济

体制改革背景下的分税制改革。在这个时间段，转移支付一般分为特殊性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

鉴于我国的地区间差距较大，同时考虑自身的特殊性，中央出台的政策充分考虑了地方特色，在改革当

年，财政收入就较上年增长了 24.8%。与此同时，地方财政规模也得到相应的扩大，保障了地方经济的

发展与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升。直至 2002 年，国务院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实行中央与地方按比例

分享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并将集中起来的收入用于中西部财政困难区域。由此看来，早期中

央政府纵向提供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可以增加地方政府的财力水平，提升总体富裕程度和富裕水平。 
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维持不变阶段(2002 年~2008 年)，在此期间，财政转移支付分为财力性转移支

付与专项转移支付，财力性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与民族地区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主要按规

定定向补偿给特定地区。从 2002 年起，财政部每年公布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一般保持不变，但是

2008 年公布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与以往相比，在标准支出测算办法上有了很大的改进，各项支出

都有统一的计算公式，更具有可操作性。从 2002 年到 2008 年，转移支付规模大幅增长，大量的财政转

移支付被用于保障财力，除此之外，还将一定的边境地区的、革命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转入专项转移支

付，目的是防止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用于平衡预算失衡。可见，弥补财政失衡、协调区域间发展是这一时

期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功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善阶段(2009 年至今)，2009 年我国进一步规范了财政转移支

付制度，即财政转移支付简化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此次对转移支付分类名称进行再调节，

更多地体现转移支付均等化的功能。无论是否规定了资金的使用用途，都能让转移支付制度平衡地区间

财力状况。2014 年，为了进一步均衡地区间财力与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党中央围绕建立现代财政制

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形成了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体，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

付相结合的转移支付制度。到了 2023 年，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总额已经超过十万亿元，2009 年

至今，转移支付的有效性与科学性有力地推进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保障了人

民共同富裕目标的进一步实现。 

4.1.2.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社会效应显著 
财政转移支付在完成我国第一个百年计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缩小不同地区间差距发挥了重大作用。进入 21 世纪，

为了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我国加大了转移支付资金支持力度，将中央财政的专项扶贫资金用

于集中困难的区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大统筹协调力度，采取资金支持、产业帮扶、易地搬迁

和教育保障等大口径的转移支付政策措施，促进共同富裕效应极为明显。不仅促进了我国地区间基本公

共服务的均等化，而且加快了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了人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脱贫攻坚目标的完成与小康社会建设也离不开财政转移支付，这不仅反映了我国物质财富的不断

积累，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财源。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倾斜和特殊照顾，使得相

对落后的区域财政保障能力明显提高。特别是实行分税制以来，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转移支付

制度，其资金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例如，西部大开发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与西部大开发

新格局等过程中，财政转移支付发挥了关键作用，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财源。一是增强了相对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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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地区的财力，弥补了部分地区因经济发展滞后而产生的财政缺口，从资金上保障了本地区政府管理

本地区事物的权利。二是提升了相对落后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了地方的社会事业的发展，

地方政府在提升财力水平后的职能得到全面发挥。例如，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完善基础设施与助力商

业农业发展等有利于人民生活的举措，这些方式能够使地方与全国的差距缩小，助推共同富裕目标的

实现。 

4.2. 定量评估 

4.2.1. 收入分配调节效应评估 
财政转移支付具有正向收入分配效应，国内外现有文献较多，评估方法也较为多样。转移支付具有

良好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最早可以追溯到国外，19 世纪初 Jeremy Bentham 就从理论角度出发指出，当人们

的收入增加到一个阈值，收入的再增加带来的效用就会下降，因此将收入高的群体的资产转移给低收入

群体，就会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这种观点来源于社会还未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Baqir (2002)认为，财

政工具的使用可以使 GDP 增长，并且可以能有效地均衡收入分配[16]。 
国内多数学者也认为转移支付能够改善收入分配，持该观点的学者，在数据使用和实证方面都作了

详细的说明，胡日东和王卓(2002)等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在我国逐渐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基础上，对财富

转移给低收入群体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财政转移支付能够显著缩小收入分配[17]。寇铁军和金双华(2002)
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出我国基尼系数与财政支出呈明显的负相关，加上对财政支出的福利效应

分解发现，政府加大公共教育支出与医疗卫生支出可以减少收入分配差距[18]。何晓霞(2022)利用 UL 模

型结合年度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分析了政府转移支付对不同消费水平地区的收入分配影响。实证显示，转

移支付再分配效应对全国低收入、中低收入人群较为显著，对高收入人群的作用较少[19]。 
财政转移支付具有逆向的收入分配调节效应，部分学者认为转移支付对收入差距没有显著的作用，

甚至会加剧收入差距的扩大。该部分文章普遍认为，资金使用效率低、资金配比不科学加上各地区经济

情况差距大是导致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分配调节效应不高的原因。黄祖辉等(2003)在研究 1993~2001 年

期间转移支付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现，转移支付反而拉大了分配差距[20]。张凤和刘吕吉(2015)研究

发现，在 2010 年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所减小，财政支出提高了经济增长，但是却拉大了收入差

距[21]。陆伟健和韩建雨(2016)在财政转移支付和初次分配对收入再分配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分配体制的

不足会使得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22]。 

4.2.2. 减贫效应评估 
在治理贫困的过程中，财政转移支付工具发挥了重要作用，财政资金是贫困人口和相对弱势人群的

基本经济保障。我国学者杨怀宏(2015)通过使用我国 30 个省的宏观改进数据分析了经济增长、人力资本

以及财政转移支付对城镇贫困的影响状况，结果表明，财政转移支付具有正向的减贫效果，经济增长是

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23]。卢洪友(2019)测度了财政再分配工具的减贫效果，结果显示，财政再分配工具

具有较强的减贫效应[24]。 
最典型与最普遍的观点认为，转移支付从收入角度可以减轻收入贫困。有学者很早就提出，将收入

从贫困的人手中转移给更贫困的人会使贫困率会下降。马光荣等(2016)利用住户调查数据结合 UL 模型说

明，政府的转移性支出能够影响群体的收入分配，减轻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25]。李实等(2021)
认为，政府的转移支付能够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因而可以保障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26]。蒲晓红和徐咪

(2021)在研究中指出，转移支付可以显著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缩小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距[27]。从

代际收入角度分析，政府转移支付不仅有助于促进代际收入的流动，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收入不平

等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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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观点认为能够给予贫困人口更多的机会和能力，从而减轻多维贫困。陈国强和吴世艳(2018)
的研究认为，公共转移支付对收入贫困的减贫效果大于对多维贫困的减贫效果。同时，转移支付对极端

贫困的人群效果较好[28]。刘成奎和齐兴辉(2019)研究发现，转移支付可以提高贫困儿童家庭的人力资本

水平[29]。王礼贤(2020)从单维和多维角度对我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测算，研究表明，在单维角度下政府

补助的减贫效应在逐渐缩小，多维标准衡量下的政府补助减贫效应较高[30]。汤晋等(2021)追踪了 5629
户农村家庭的数据，发现多数家庭处于多维贫困当中，政府补助、外出打工情况与农村家庭的贫困呈显

著的负向关系[31]。 

4.2.3. 经济增长效应评估 
财政转移支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地区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加速实现。多数文献认为

转移支付可以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从而改变政府行为以提高财政支出，发挥公共支出的外部性促进地

区经济增长。 
唐沿源(2014)认为，我国的转移支付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增长，其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的同时，也有利于

效率的提高[32]。曾明等(2014)在考察 1994~2012 年财政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发现，中央财

政转移支付能够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增长，随着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的上升，经济增长效应逐渐由强变

弱，“分水岭”为 67%的财政自给水平[33]。还有学者分析得出在 1996~2012 年间，政府转移支付促进

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增长，政府间转移支付能够带来 0.03%的经济增长速度，且对全国欠发达地区的经济

增长效果要强于全国总体水平。 
詹新宇和崔培培(2016)的研究中说明，从地区数据看转移支付显著增加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

但却没有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其次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的经济增长效应不同[5]。张凯强(2017)
利用县级面板数据实证说明，均衡性转移支付占转移支付的占比提高 10%，该地区的实际 GDP 增长率将

提高 0.46% [34]。武蕊君和郝治超(2021)在基于面板数据与系统 GMM 模型对云南省县市进行考察中，他

们认为转移支付对云南省的县域经济起到了极大的拉动作用，但是由于云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

构的限制，贫困地区运用转移支付资金的效果不佳[35]。张凯强(2023)基于政府层级的面板数据和 2002
年所得税分享改革政策，经验发现，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提高 1%，有利于降低地方政府营业税收入占比；

提高基础建设投资，进一步使得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提升 0.21% [36]。 

5. 结论及财政转移支付促进共同富裕的制度优化建议 

本文从财政转移支付的作用方式出发，系统梳理了其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一是财政转移支付对地区的收入分配调节效应显著，无论是否规定了资金的使用用途，一般性转移支付

与专项转移支付都能协调区域间收入水平。二是财政转移支付对贫困地区影响较为显著，从收入和支出

方面能够减轻贫困人口的负担，但是可能会存在部分群体形成“等靠要”的依赖行为与“养懒汉”情况

的出现。三是财政转移支付的经济拉动效应显著，通过直接或者间接改善地方福利，但是也存在地方官

员为政治晋升将资金投向不利于民生建设的地方。在推进共同富裕实现的政策目标下，我国现行转移支

付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够完善，要持续地增强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加强综合

管理，更好地发挥转移支付促进共同富裕的再分配效应。 

5.1. 调整优化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 

基于我国财政分权体制的特殊背景，地方政府接收到的转移支付不仅可以调节财政纵向失衡和横向

失衡，而且对于激励地方政府行为，最终调节地区和群体差距，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具有关键作用。

因此，有必要对我国转移支付制度进行调整优化，推动我国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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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促进中央与地方相关事权支出责任划分相适应，对于中央政府，应该做到对财政事权的进一

步加强，同时也要保证地方政府有资金履行事权；对于地方政府，相关支出责任应该履行，在收入和支

出的资金缺口主要用上级转移支付来弥补。整体来看，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支出责任划分有利于调

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等。 
其次应明确转移支付政策的改革目标，政策改革的目标需要从横向和纵向出发，这是改革的重点。

纵向上看，我国各地区的情况和条件并不相同，财权与事权实现完全匹配存在一定的障碍，这将造成转

移支付的纵向失衡与财政支出的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横向上看，地方政府间的财力差距过大，不利于

实现公平效率与共同富裕。总体上看，仍需在促进共同富裕的视角下调整完善转移支付的体制机制和方

式方法。 

5.2. 强化财政转移支付的绩效管理 

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存在大量的浪费与结余等，资金的合理使用应该受到重视，各级政府应该

以具体项目为抓手，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进行精细化管理。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治晋升激励和

政治利益，会缩减在基本公共服务与民生福利上的支出，将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用于政绩建设项目。另一

方面，在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实施的过程中，部分民众存在着“等靠要”的心态，对于自身竞争能力的提

升不重视，这就会减弱财政转移支付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 
应明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输血”功能，不断地扩大转移支付的规模。“输血”功能体现的是资

金帮扶力度，一是可以壮大地区财政实力，缩小和均衡地区间的差距，保障地方政府社会事业的发展；

二是能够直接帮扶特殊群体缓解相对贫困，提高其应对风险的能力。扩大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后，

要进一步加大对地方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力度以拓宽“输血”力度。提高财政转移支付的共同富裕效

应，还需增强“造血”能力。“造血”能力的重点要在人力资本的培育、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资本水

平的积累等，为地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动力。 

5.3. 通过转移支付促进地区合作与协调发展 

中央应该加强全国的跨区域经济合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本文研究已经明确，财政转移支付有促

进地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均衡区域间财力的作用，在实现共同富裕整体目标的大背景下，要发挥好

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的正向激励作用，通过逐步建立地方间合作机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加速实现。 
进入新时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仍然较大，通过转移支付，不仅要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和推进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作用，更要实现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中央应设置地区协同的转移支付政策，

促进当地政府提升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能力。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空间结构和发展格局都在发生

变化，依照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模式正在逐渐被改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要素发展的

集中地。因此，要推动区域和省域合作共赢，提升经济圈的引领作用。最后，应适当关注人口因素在

区域和协调发展中的作用，要用财政转移支付政策适当地引导人力资本在城市群之间流动，以此推动

城镇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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