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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我们花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分税制财政体制与地方政府财源建设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
，之所以要撰写《地方政府财源建设问题研究》这本书，主要基于以下两点思考：　　（一）分税制
体制与地方政府财源建设问题的研究是我国财税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长期以来，我国的财政学、税
收学主要研究的是中央财政和中央税收，尽管财政职能、财政收支、税收征管、税种划分的论述是对
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税收职能和财政收支在内的总体进行分析的，但其主导仍然是中央财政和中
央税收，对地方财政、地方税收，尤其是分税制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财源建设问题论述的内容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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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期以来，我国的财政学、税收学主要研究的是中央财政和中央税收，尽管财政职能、财政收支
、税收征管、税种划分的论述是对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税收职能和财政收支在内的总体进行分析
的，但其主导仍然是中央财政和中央税收，对地方财政、地方税收，尤其是分税制体制下的地方政府
财源建设问题论述的内容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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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分权有时无法得到提供公共产品的规模经济效应。
对有些公共产品而言，使用他们的人越多，人均成本越低。
这时，如果几个地区协调对这种公共产品的提供，这些地区的居民都会受益，因为摊到每个人头上的
成本因协调而降低。
但各地区很难为此类协调达成共识，因为每个地区都将掩饰自己对这类公共产品偏好的战略，借此希
望别的地区尽可能多地承担提供这类公共产品的成本，结果是好事难成。
这就是说，在存在规模经济效应的情况下，分权在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方面也是低效率的。
　　4．分权几乎完全不能解决宏观经济问题。
宏观经济稳定的主要目标是高就业、稳物价，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无外乎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即使赋予地方政府运用这两种政策工具的权利，他们也无法达到稳定宏观经济的目标。
道理很简单。
假设某地试图通过大规模减税来刺激本地经济增长，以降低失业率。
只要当地的经济是开放型的，减税形成的相当一部分购买力用来购买产自外地的产品，从而增加外地
的就业率。
如果为了让本地经济从减税中得到全部好处而掐断本地与外地的经济联系，则不仅整体经济效益下降
，并且当地经济效益也会下降。
再假设地方政府被授权决定货币发行量，这使得每个地方政府都可以印出花花绿绿的纸币，并凭它们
从其他地方购来实实在在的物品和服务。
与此相比，向本地居民征税就显得既麻烦，又没必要了。
但是，如果所有地方政府都决定这样做，其结果必定是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物价暴涨，导致宏观经济的
极度不稳定。
　　5．分权体制不利于解决收入再分配问题。
进行收入再分配是体现社会公平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
不论出于何种动机，靠地方政府来实现收入再分配都难以达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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