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促进“两个中心”建设的上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促进“两个中心”建设的上海城市财政>>

13位ISBN编号：9787509521045

10位ISBN编号：7509521041

出版时间：2010-4

出版时间：上海金融学院城市财政与公共管理研究所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04出版)

作者：上海金融学院城市财政与公共管理研究所 编

页数：23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促进“两个中心”建设的上海>>

内容概要

　　《中国城市财政发展报告2009/2010：促进“两个中心”建设的上海城市财政》分为四个层次：其
一，从理论上分析城市财政的目标与职能，为城市财政服务于“两个中心”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其二
，分析国内外部分金融业和航运业发达城市的发展历史和现状，通过与国内城市比较，突出上海建设
“两个中心”的优势；其三，通过与国际部分“两个中心”城市的比较，说明上海建设“两个中心”
的机遇与挑战；其四，提出促进“两个中心”建设的城市财政发展思路和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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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总报告一、城市化与城市财政二、世界金融与航运“双中心”城市的财政经验与启示三、上
海城市财政存在的问题分析四、上海城市财政促进两个中心建设的指导思想与目标五、上海城市财政
促进两个中心建设的思路与建议第二部分 分报告1 绪论：城市化与城市财政1.1 城市财政在中国的缘
起1.2 城市财政发展与国际双中心城市建设1.3 上海“两个中心”建设与城市财政1.4 报告的研究思路和
主要内容2 城市财政与“两个中心”：目标定位与内在机理2.1 “两个中心”建设背景下的城市财政目
标定位2.2 城市财政与“两个中心”建设的内在机理3 上海“两个中心”建设：历史回顾巧3.1 上海“两
个中心”建设的起步阶段（1978年至1990年）3.2 上海“两个中心”建设的发展阶段（1991年至2000年
）3.3 上海“两个中心”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01年至今）3.4 本章小结4 促进“两个中心”建设的
上海城市财政：政府职能定位钻4.1 市场与政府的边界4.2 市场的发展与成熟4.3 政府的宏观调控5 促进
“两个中心”建设的上海城市财政：国际视野5.1 伦敦的城市财政5.2 纽约的城市财政5.3 香港的城市财
政5.4 新加坡城市财政6 促进“两个中心”建设的上海城市财政：实证考察6.1 上海市财政收入状况6.2 
上海市财政支出状况6.3 浦东新区财政分析7 促进“两个中心”建设的上海城市财政：基本建设思路7.1 
目标与任务7.2 税收一翼的建设思路7.3 支出一翼的建设思路8 促进“两个中心”建设的上海城市财政：
财政体制与财政管理改革8.1 促进“两个中心”建设的财政体制改革8.2 促进“两个中心”建设的财政
管理制度改革9 促进“两个中心”建设的上海城市财政：配套措施9.1 宏观经济环境分析9.2 政策环境分
析9.3 法制环境分析9.4 基础设施环境分析上海市城市财政大事记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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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城市的发展催生了城市管理和城市政府，也推动了城市财政的相伴发展。
城市的工商业繁荣与经济发达是城市财政赖以发展、财政实力日益雄厚的基础；而城市人口与资源要
素的集聚形成了基础设施与公共需要的集聚与发展，则为城市财政增加提供公共服务、发展公共财政
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城市管理的特殊要求与城市政府职能的拓展，也为城市财政的发展形
成了自身的特点。
一般来说，城市具有人口和生产要素集聚、财富和资金集聚以及公共需要高度集聚的特点，由此决定
了城市财源财力的基本结构与公共支出的基本方向，形成了城市财政的某些基本特点：第一，城市的
工商业发达，经济资源集中，纳税人众多，由此形成了丰厚的财源，尤其是现代城市的第三产业发达
，其中的现代服务业、高科技产业、风险投资等具有比传统的第一、第二产业高得多的附加价值，财
源尤为丰盛。
第二，城市的社会财富集中，土地利用率高，因此，除了与国民经济的流量直接相关的商品劳务类税
源外，与国民经济的存量资产和社会财富相关的财产类税源具有很大的潜力，在整个城市政府财源中
居于重要地位甚至主体地位。
第三，城市经济的发展、大量人口的导入和生产要素的集聚、交汇与流动，必然伴随着城市空间结构
与基础设施的发展变化，因此，城市发展中以交通、道路、桥梁、水电、通讯等为主的基础设施需求
大、投入多，成为城市财政的投入重点。
第四，城市中的人口规模庞大，大量居民家庭高度密集生活，与民生相关的各种公共事业、公共服务
、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公共需要亦高度集中，因此，为城市居民提供大量的公共品服务、满足城市
居民公共需求，成为城市财政的另一个投入重点。
第五，现代城市金融业比较发达，大量资金集聚交汇，银行理财机构众多，特别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还往往有便于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有条件发行地方公债和运用其他融资手段，因而政府理财与投融
资的空间比较大，城市财政在提供基础设施与各项民生公共品方面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财政随着城市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化、城市化的发展，先后经历了
财源财力配置、财政税收体制、财政分配模式、财政收支结构、财政预算管理等多方面的改革、发展
、转型与变化，总体上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建设型、城乡二元型、政府主导型城市财政
，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建设型、城乡一体型、民生主导型城市公共财政转变。
当然，这种转变还在继续进行中，与现代城市财政的科学合理定位目标相比，还远未完成。
初步分析，目前我国城市财政具有以下阶段性发展特征：第一，我国城市财政处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
、城市群深化发展与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
国内外许多城市的发展经验表明，城市财政是城市化发展的助推器，这尤其体现在城市基础设施的大
规模建设上。
同时，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与和谐社会的建设，都要求相应解决好城市群发展以及“三农”问题，逐
步消除城际割据、城乡二元经济分割与市场分割，推进城市群协调发展与城乡一体化，而这同样需要
转变城市财政模式，发挥城市财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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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城市财政发展报告2009/2010:促进"两个中心"建设的上海城市财政》是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
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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