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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吕晨飞博士的导师，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他所撰写的《澳大利亚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研究》一
书在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支持下正式出版。
　　记得2001年访问澳大利亚时，其均等化转移支付的制度设计和操作细节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在确定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时，考虑到吕晨飞博士曾在北大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的经历，我向他提议对
澳大利亚的转移支付制度开展一次深入的研究。
　　研究他国的财政制度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一方面，财政制度本身的复杂性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相应的财政、政治、公共管理等多学科知识；另
一方面，跨国研究在资料、信息的获取、研读领悟和判断等方面必然存在若干困难。
　　面对这些可能的障碍，吕晨飞博士以其勤奋的工作、严谨的态度做出了很好的回应。
在相关研究者的帮助下，他有效地完成了前期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并与澳大利亚的相关机构取得了联
系，而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也向他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帮助。
经过四年的努力，此研究终于在2008年6月完成。
他所提交的学位论文也获得了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
　　在我看来，晨飞博士的这一研究在三个方面是很有特点的。
首先，对澳大利亚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的细节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国内的学术研究多具有“大而化之”的特点，公共管理作为一个新兴学科，这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
多数研究囿于“道”的层面，热衷提炼新的理念、实践模式或者理论范式，致力于整体制度架构或跨
越时空的宏观指导原则的规范设计，而对制度的具体细节等“术”的层面往往不屑一顾。
然而，“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没有细节的制度是无制度的制度”！
只有通过对实施细节的考察，我们才能揭开制度本身的面纱，还原其真切容颜。
吕晨飞博士在他的研究中针对制度细节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对澳大利亚均等化转移支付的决策机制和
分配流程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并相对深入地考察了在此制度安排下各主要参与方的行为选择，
从而使得我们对该制度的具体状况有了更为全面、更加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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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关注税制改革后的澳大利亚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
首先，作者从制度环境、基本安排以及核心机构等方面来分析其总体设置，从相对数估算的主要原则
、指导方针、基本流程等方面来分析其具体操作。
随后，作者从理论分析和建模分析两个层面进一步考察了制度的现实有效性。
在此基础上，作者对该制度的可借鉴性及内在的环境适应性进行了论述。
研究中，作者对制度的历史演进与实施细节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通过定量分析实现了对制度实效的
更为深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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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伊文嘉，李凤梅（2005）；罗荆，唐红军（2006）都关注到了澳大利亚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中的
法制化的特点。
　　刘剑文（2005）注意到了澳大利亚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的决策机制，认为其“建立一个准独立的
、以设计与改革拨款制度为目的的拨款委员会”的经验应该学习，但是未继续深入探讨。
　　孟添，张恒龙（2007）介绍了澳大利亚的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并认为，“经过多年的调整与完
善，澳大利亚形成了目前世界上最细致、最全面、考虑最周全的转移支付制度。
”但是对于这一结论并未深入阐释。
　　王泽彩（2007）介绍了澳大利亚均等化转移支付分配的基本流程，认为“澳大利亚自1933年建立
均衡拨款制度后，经过多年的不断调整和完善，形成了一整套既考虑州政府收人能力，又考虑支出需
求，及地区间公共服务成本差异的，自上而下的公式化因素法财政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
是一个最完善、最全面、又高度公平的财政均衡制度”。
但是，该研究同样未能就澳大利亚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的具体优势开展进一步的阐释和分析。
　　（3）第三类文献则对澳大利亚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开展了相对深入的分析，并得出了若干研究
结论，部分论文还针对我国提出了实践性的政策建议。
　　财政部科研所中长期财政政策考察团（1992）宏观地介绍了澳大利亚转移支付制度的设置，将中
央政府在政府间财政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视为其转移支付制度高效表现的关键原因。
但是研究中尽管提及了均等化转移支付的分配以及（；GC的设置，但是未曾展开讨论。
仅认为澳大利亚“形成了一套在当今世界上被称为最完善、最全面、公平程度很高的财政均等化制度
”。
同时，进一步认为澳大利亚的均等化转移支付估算方法的突出优势在于“一是客观性强，统一制定数
十种影响因素，所有地区均按实证统计数据和统一公式加以标准化得出不同权数，再计算出具体数额
；二是贯彻政策意图的稳定性好，来自地方的‘讨价还价’式的争执，充其量只能影响某些因素的设
定及其评估结果，而很难对数十个因素构成的公式体系所内含的总的政策导向发生重大的冲击和影响
”。
由此，建议要尽快学习澳大利亚经验，实施转移支付分配中的因素法。
　　李克平（1996）注意到了澳大利亚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中的决策机制和联邦拨　款委员会的设置
对于整个制度运行的重妻意义，并认为：“澳大利亚现行的财政转　移支付制度在其国内受到了各方
面的肯定，对一般目的拨款的财政均等化原则给　予很高的评价，拨款分配模型具有客观、中性、公
开、规范的特征，为各方面所赞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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