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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房地产市场与住房体制改革是一个当前的热点问题。
本来房地产市场是整个市场体系中的一部分，价格与供求之间存在着市场经济的互动调节。
然而。
一旦非市场因素，诸如利益集团等介入房地产行业后就会使其价格出现扭曲。
许多学者提出了政府作为一个公正主体而介入房地产市场，其目的在于保障房地产市场可持续地健康
发展。
介入方式一方面通过税收抑制需求，男一方面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廉租房。
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应该提供廉租房，而在于政府提供廉租房的标准应该如何确定。
这包括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如果廉租房的标准过高，地头过好，那么，入住廉租房的低收入群
体都不愿意通过提高收入而尽快搬出来，其结果，政府提供多少廉租房都是不够的。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是用纳税人的钱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保障的。
在地方政府可支配财政收入一定条件下，提供廉租房所花费的支出增多了，其它方面的改善就减少了
，或者说，用于改善其它公共服务的支出增多了，而用于提供廉租房的支出就减少了。
在这种公共选择中，谁说了算?地方政府的选择偏好主要来自于当时的上级要求，还是通过诸如人代会
对政府预算的公开审议来加以制衡。
　　基于公平与效率的教育体制改革。
这本论文集中的一部分文章涉及了享有受教育权利的问题。
分配公平主要来自于机会公平，而机会公平与受教育的平等权利相关，这已经成为学者们的一个基本
共识，问题在于，如何创造一个教育公平的社会机会。
一方面在区分非义务教育与义务教育的前提下，更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力量、挖掘社会潜力投资教育，
创造更多的人们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不是仅仅依靠地方政府的财力来提供受教育的机
会。
这种对社会资源向教育部门配置的动员需要与政府税收机制结合起来，诸如设立各种教育基金等，对
贫困家庭学生安排教育资助与补贴以及通过市场方式进行教育信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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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残疾人工作对策研究我国当前社会不和谐的主要表现及其原因分析和谐社会构建中反贫困“双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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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公共选择与公共部门改革　　无论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就都毋庸置疑。
在上述图表统计数据之外的一些经济变量的考察，也一样可以佐证发展的巨大成绩。
譬如，按照世界银行的资料，我国1990年尚有3.6亿贫困人口（以每日每人消费支出不足1美元为标准
），到1999年贫困人口下降到2.33亿人，到2002年则下降到1.61亿人；贫困人口比例的变化为，从1990
年31.5％下降到1999年的17.8％（到2002年的12.5％）。
这一成就的显著性并不只是由其迅速的绝对减贫数据来反映。
如果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绝对数是在不断增加的事实，那么对中国减贫的成
就就应给予高的评价。
据世界银行（2003）估计，1987—1998年全球贫困人口总数减少了800万，而中国以外的贫困人口数目
却增加了8200万。
这意味着，全球减贫事业中，中国是一个成绩卓著的主力国家！
　　但是，发展中的问题和挑战也是存在的。
即便从我们前面提到的各项资料中，也很容易发现一些持续并日益严峻的问题。
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几个现象和问题。
　　（一）近10年发展缓于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不明显　　图l（e）（略）表明20世纪90年代
中期以后职工的真实工资有了相当快速的增长，但是图（f）却表明城镇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一
时期增长并不明显；如果将真实工资增长率与真实的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放在一起（图2）（略），可
以发现，在1992年到1997年，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平均的工资率增长速度，而1998
年以后则情况刚好相反，工资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而可支配收入没有明显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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