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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財政近期面臨來自中央的三重壓力，堪稱「三殺」。 

 

第㇐殺：統籌分配稅款的短撥。 

財政部編列本年度中央普通統籌分配稅款金額四四六一億元，依法應按月平均撥

付給各地方政府。然而根據財政部新聞稿，從二月開始，普通統籌稅款就出現了

過往極少出現的短撥情形；二至五月間，短撥比例分別為百分之十五、三十、四

十五與百分之廿五，估算累計短撥金額近五百億元。至於本月是否能夠全額撥付，

尚須視所得稅徵起情形而定。 

 
雖然普通統籌分配稅款的短撥係因實際解繳專戶稅收，與按月平均撥付款項之不

一致，理論上待稅收到位後，以後月份可望全額撥付，並依序撥補先前短撥款項，

但從年初就開始接連四個月的短撥，對地方施政的推動與資金調度，勢必造成干

擾與壓力。令人不解的是，根據《國庫法》，中央可以發行國庫券或洽借短期借

款作為調劑，然而財政部卻未採取任何具體措施，聽任短撥一再發生。 

 

第二殺：違法刪減㇐般性補助款。 

中央政府預算遭立法院刪減，行政院主計總處竟然於五月十六日發文地方，宣告

刪減一般性補助款六三六億元，各地方政府遭統一刪減額度，高達核定金額之百

分之廿七。 

 
一般性補助款屬《預算法》保障之法定經費，為法律義務支出項目。行政院在無

法律依據的情況下擅自變更，顯然已違法。此外，依《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

中央對地方的補助金額不得低於前一年預算編列數。如今行政院刪減補助款，導

致補助金額低於上一年度編列數，明顯違反法律規定，公然蔑視法治。 

 

第三殺：租金補貼縮水。 

根據媒體報導，中央推動的「三百億元租金補貼專案計畫」出現重大變動。內政

部近日發函地方政府，要求自明年起，地方需分擔租金補貼經費，自籌比例從百

分之十至百分之四十不等，引發高度爭議。多位綠營地方首長亦公開表達憂慮，

呼籲中央應審慎考量。 



 
租金補貼政策是實現居住正義的重要手段。自一一二年續辦「租金補貼二．○」

以來，申請資格符合者，經費全由中央負擔，此為既定政策；並於本年度擴大補

貼戶數至七十五萬戶，由總統親自宣示推動。如今中央卻將財務責任轉嫁地方，

不僅大開租金補貼政策倒車，一旦排擠地方既有施政資源，則形同「左手補貼、

右手收回」，嚴重削弱政策公信力與整體效益。 

 
上述地方政府遭遇財政連環三殺的情形，赤裸裸地揭示了中央對地方財政的剝削

與壓迫。為防止國家發展走向獨裁與專制，我國《憲法》設計了分權架構，將國

家權力劃分為中央與地方，旨在建立兩者間的權力制衡關係，兼顧國家統一與地

方自治。 

 
然而，遺憾的是，長久以來在財政集權下，所謂地方自治，在諸多層面，有如是

中央對地方的恩賜；與其說是中央與地方分權治理，不如說地方政府不過是中央

的附屬單位，無力真正決策，只能被動執行中央命令。 

 
這種扭曲憲制體制的國家治理模式，在民主憲政下，令人極其惶恐與不安；中央

與地方間的權力制衡，亟待重建。落實財政分權是改革的出發點。若地方財政無

從真正自主，中央集權體制下的所謂地方自治，不過是一場假戲。財政失衡導致

地方無力治理，權責不對等破壞民主根基，最終的結果就是國家的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