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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跑部钱进”之风和转移支付软肋，

如何探寻改革之势、治理之策？增大一般性

转移支付，给专项项目大瘦身；申请、审批、

分配过程提高监管透明度；向省市逐级下放

专项权力……这些都是求解之道。但要根

治，关键要靠顶层设计，深化改革。

瘦身：对专项削减合并

近年来，社会各界人士一直呼吁大幅调

整、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今年5月6日，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

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决定再

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其中尤其提

到要“削减、合并一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要削减，要合并，但并不意味着全部取

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

认为，财政专项转移支付的存在有其合理

性。这不是中国特有的，其他国家也一样。

该所研究员张立承也表示，对于专项转

移支付制度，不可能一刀切将其完全取消。

应当遵循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合理匹配原则，

在此原则基础上，科学设置专项转移支付。

监管：立法规范问责

针对部委重资金分配、轻资金监管的问

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扶贫领导小组副组长杜

晓山表示，财政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单纯由政

府部门来操作不够完善，项目上报并由政府

评审通过后，在资金拨付前后，还需要社会

组织、专家、媒体和其他公众来参与监督。

与此同时，立法监督亟待提速。国务院

已定出时间表，2014年6月底前，财政部会

同有关部门出台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

意见。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

光建认为，现行预算法对于转移支付只是几

款原则性的规定。要下大气力推动建立公

开、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体制，为此要修

改预算法。在修法时，应详细制定转移支付

章节，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完整纳入地方预

算，加大人大监督力度，完善对各地政府的

刚性问责。

改革：自主权下放到地方

由于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在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郁

的计划经济的色彩，回避了体制中存在的一

些深层的矛盾。尤其是在各级政府事权与

财权未理顺的情况下，造成中央政府与地方

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权力与支出责任不相

匹配。而专项转移比重过大，成为一种应急

机制，演变为解决热点问题、覆盖广泛的救助

性资金。这些深层次问题应当通过深化经济

体制改革包括财政体制改革来加以解决。

基层干部呼吁，应该把适合地方管理的

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审批和资金分配工作下

放给地方政府，使地方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因地制宜地决定项目的规划、设计和资金

分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基础理论室

副主任韩凤芹表示，要遏制“跑部钱进”、

“跑省钱进”等风气，各级政府都亟待继续

转变职能，逐步弱化财政分配职能，从一些

具体繁琐的财政专项资金的层层审批中解

脱出来。 综合《半月谈》

地方干部自曝“跑部钱进”潜规则
每年定期到要害部门请客送礼搞公关

为保障改善民生、推动发展

转型，国家转移支付力度空前

加大，一些地方政府盯上了每

年逾万亿元的专项转移支付资

金。四处求人，打通关节，暗箱

操作……某些上级政府部门对

专项资金的立项审批及分配发

放如同橡皮筋，根据基层公关

力度的大小，伸缩自如，倾斜随

意。记者专题调研中，一些长

期跑专项补助的基层干部打开

心扉，爆料此间潜规则，自述他

们游走其中的得失甘苦。

跑专项，跑补助，如何跑？曾做

过8年预算科长的西南某市财政局

副局长向记者透露其中玄机。转移

支付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

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尤其需要“跑

部钱进”。目前，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年年都有2万亿元左右，共有20多

个大项，200多个小项。“大家都在

争，对相关部门而言，给谁不是给？

听话了，跑到位了，多给点；不听话

不跑，就少给点。”

当前，不少地方官员奔走于上

级各个主管部门之间，因为很大一

部分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权力都掌

握在各部门手中。而且，“省跑中

央，市跑省，县跑市，有的县有能耐，

直接跑中央部委”。河北某贫困县

的县长对记者说：“如今中央和省专

项扶贫资金很多，但僧多粥少，有的

补贴项目给谁都一样，不公关肯定

不会给你，这是潜规则。”他坦言，部

分专项资金的拨付具有很多的不确

定因素，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因此他

每年定期到省市甚至部委的要害部

门请客送礼搞公关。

江西一位长期跑专项补贴的县

级领导总结，跑专项主要通过两个

渠道完成。一个是正常渠道层层报

送。他说，这基本看运气，不跑不

动，八成没有结果。二是靠私人关

系。过去共事的上下级同事、所在

地走出去的领导干部、战友等都是

有效的渠道。

为了争取到更多的专项补助，

甘肃省的一些县曾提出，要调动部

门“工作”积极性，领导要亲自带头

争取，要舍得花人力、物力和财力，

做到放下架子，有磨劲、有缠劲、有

韧劲。

僧多粥少
跑专项要“有磨劲”

为了跑关系，一些地方政府笼络

部委主管干部的家人，提供优质服务，

吃喝玩乐一条龙。太行山区某县一位

林业局长说，他们管着一个森林公园，

本来可以盈利的，可经常接待大量的

人，基本上年年倒贴。“不过钱花了，人

熟了，能争取到补贴资金也值了。”

广西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记

者，他曾到自治区某厅局跑重点镇市

政设施维修的项目，第一年跑两次。

头一次是项目分配的时间过了，分不

到项目；第二次敌不过一个县委书记，

还是不成功。但他不服气，第二年开

春，他通过内线得到信息，赶在项目分

配之前两次到厅里打点机关处室，最

终争取到了两个15万元的项目。每

次出去，几乎把当月镇政府的公务费

开支压缩了一半，才有1万元到2万元

经费出门。只能请一桌几千元的普通

晚宴。看起来寒酸，但是拿一两万元，

换来10多万元，也算赚了。

有人士透露，一些地方政府跑专

项的成本开支，甚至能占到专项资金

的30%～40%。

违反“八项规定”，摊大行政成本

广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市级领

导对记者说：“过去送钱、送卡，但现在

有些人觉得有风险，怎么办？他把这

个专项给你，会安排一个他熟悉的设

计院，到你那里去象征性地弄弄设计，

或者搞搞调研，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

合理合法地将原本不敢要的红包，变

成了设计费、调研费。有的甚至直接

介绍自己熟悉的公司去做这个项目。”

浙江一位知情者透露，近年来一

些地方流行所谓的雅贿，送石头、送字

画。一幅名人字画动辄百万，为了规

避纪检部门检查，一般对名人字画不

装裱，这样就构不成行贿。个别地方

为了能够准确地掌握相关领导的行

踪，甚至开始给相关领导家庭免费提

供保姆，把这些干部的家务活全包了。

如果说停留在灰色地带的暗中交

易“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赤裸裸的

受贿行贿则表明部分专项补助资金成

为腐败分子进行权力寻租的“唐僧

肉”。部分专项转移资金从国家部委

到省、市、县、乡乃至村，面临层层截

留、雁过拔毛的风险。

游走灰色地带，花样竞相翻新

一些基层县乡领导反映，地方之

所以要争跑上级专项补助，主要是基

于发展压力、政绩压力。

江西一位县级领导告诉记者，在

一些地方，跑到了专项转移支付就意

味着当地经济发展有了资金，有了增

长点，也有了政绩。“要搞经济建设就

得往省里跑要资金。你不跑，别的县

跑到了手，那我这个县发展会落后。”

广西财政厅一位负责人表示，许

多地方宁可跑一个专项转移支付项

目，不愿引一个企业。道理很简单，对

市级财政而言，引来一个百万元的专

项转移支付项目，意味着实打实有百

万元可用，而费很大力气，引来某个企

业，按年纳税百万元计，留给市级财政

的税收，有30万就不错了。在当前这

种考核体制和政绩观作用下，跑专项

比拉一个项目更容易，来得更快。

一些地方跑专项，是出于生存压

力。这些地方的财政基本属于“讨饭

财政”，如果不去上面跑要专项补助，

一些县市财政就会“揭不开锅”。现在

中央严禁地方出现财政赤字，而县里

要保吃饭、保运转，压力越来越大，因

而向上面要资金跑项目更为频繁。

河北一位市领导对记者感叹：“自

己原来是不屑于‘跑部钱进’的，可是

上面专项资金给谁都行，你不跑不送，

就得不到更大支持，这种大环境还得

适应，除非从中央建立机制将这种风

气遏制住，使潜规则失去市场。”

压力山大，“跑部”实属无奈

亮剑正当时：
瘦身、监督、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