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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省级以下地方政府尽管承担了更多的财政支出责任，但同时获得了更大
的预算自主权。
省级政权是中国政治承上启下的中枢，具有开展预算监督法制改革的基础。
省级人大预算监督制度的完善将促进地方政府的法制化建设和预算民主建设，使得公民的基本权利得
到进一步保障，并将进一步完善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体制。

《中国省级人大预算监督制度研究》从研究预算民主切入宪政民主问题的研究：试图丰富宪法学科对
于民主问题的学术探索：从实体和程序上对中国省级人大预算监督制度进行评价，分析问题的成因，
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对实现实质性预算监督目标需要解决的民主架构和制度问题进行探索；
同时立足个案，从预算监督制度在实践层面的表现，为当代中国预算民主和法治化的推进提供可行性
、经验性的知识论述。
《中国省级人大预算监督制度研究》的作者张树剑在分析了省级人大预算监督无法达到实质性效果这
一问题之后，从合理配置预算监督权、加强预算信息公开、改进预算监督程序等角度具体探讨了完善
省级人大预算监督制度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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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剑，男，1978年9月生，复旦大学法学院比较宪法方向法学博士，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宪政制度、政府治理、财政宪法、公共政策等。
曾在《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美国问题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数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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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财政民主体现的是宪法上的人民主权理念。
财政民主要求赋予人民对财政事项的广泛监督权，要求财政行为的决策程序、执行过程以及实施结果
，须具备公开性、透明性等特点。
②公共财政只有赋予其民主过程和含义之后，才真正具有民主性。
预算监督是代议机构代表公民社会对公共财政进行民主监督的实质性制度实施过程。
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则，人大产生并监督政府。
预算监督是人大对政府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监督。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监督实际上只有财政意义，没有政治意义，不过是帮助政府完善其财政管理
体制而已。
但是，随着国家财政进入“税收”形态，人大的预算监督就获得了全面的政治意义。
因为，在这种监督中，人大必须直接代表创造税收的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
③因此，只有当代议机构的预算监督是代表全体纳税公民的利益参与到预算过程中后，公共财政才被
赋予民主的内涵。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省级政权的人大常委会开始制定预算监督方面的规范性文件，这也是地方层
面预算监督权力行使的规范化、民主化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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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省级人大预算监督制度研究》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学术前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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