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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地方政府预算改革研究》探讨了地方财政的基础理论及制度安排《中国地方政府预算改革
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倡导一种真正的研究精神，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地方政府预算体制地方主流理论
起源于文艺复兴运动，成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时期、这一范式存在两个基本缺陷：片面强调个人
和片面强调物质　前者表现为财政经济理论以“经济人”为假设，与此相适应个人的物质利益成为立
法的基础：后者表现为把个人之间相同的物质需求看做是“公共需求”，实际上否定了“公共”的基
本内核是公正正义的本质属性我们认为在建构中国地方政府预算体制的过程中，在上述两点上是不能
学习西方的我们主张立法的基础应该是“家庭”而不是“个人”，这有利于协调“价值”和“道德”
的关系：我们主张”公共”的基本单位是“社区”，而不应该以基层政府的辖区为公共基本单位的依
据
　　我国在地方政府预算体制的设计中，考虑“两个比重”提高的问题多一些，考虑预算中性、税收
中性的问题少一些　《中国地方政府预算改革研究》重点探讨了按税收中性和预算中性原则来安排地
方政府预算制度的问题，并据此提出改革建议　另外，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统筹城乡发展
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地方政府预算改革研究》对农村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热点问题作了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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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俊培，1947年11月生，江苏苏州入，经济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
±生导师，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顾问，湖北省财政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政府
咨询委员等：30多年来一直从事财政经济基础理论和宏观调控研究，率先提出公共商品是公共经济中
的核心概念，率先提出财政学同样应该区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分支学科：近年来致力于对主流理论的
批判，本书的一些观点反映了有关研究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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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预算补助的类型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补助类型取决于
中央政府的补助目的，通常有三种形式。
 1.定额配套补助 定额配套补助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提供开放性公共商品的补助。
在地方公共商品成本收益内部化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对开放性公共商品的提供可能有两种结果：不提
供或提供规模太小。
“不提供”是因为从地方的角度看成本太高。
“提供规模太小”是因为减少地方公共商品的收益外溢。
这两种情况从全社会看都是存在效率损失的。
如果开放性地方公共商品的成本负担问题处理不好，那么通常会发生地区边界的公共劳务较差的状况
。
配套补助的特征是配套性、定额性。
地方政府得到这笔资助后，可以在该项目上有效率地自主使用。
 2.综合补助 综合补助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资助规定的资金数量，但并不规定资金的使用方向。
综合补助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地方政府可以“自主”决定用于预算支出的各个方面。
 3.地方专项补助 地方专项补助是中央政府为了实现某种目标对地方政府的定量补助。
例如，我国有支持农村生产支出，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等等。
对这类补助中央政府通常有专门的资助计划，有利于地方各项事业的发展。
地方政府通常可以自主统一安排该资金。
 三、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一般方法 实际的补助方法非常复杂，而且，有些补助可能兼有上述各类补
助的特点。
转移支付制度经常被抱怨为“外行弄不懂，内行说不清”，可见一斑。
这里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讨论政府转移支付的一般方法。
 1.确定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总量 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总量是由制度安排决定的，其中有两个关键因素
：一是选择什么税种的收入作为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收入来源；二是决定怎样的比例用于转移支付。
如果上述两个因素是确定的，那么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总量就可以被计算出来。
 中央政府通常选择税收量大且收入和地方公共商品成本联系不太紧密的税种作为转移支付的来源。
比例通常根据预算管理体制的状况决定。
目前，发达国家通常选择商品劳务类税收，比如增值税或某些精选的税种，以及要素收入类税收，比
如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等。
商品劳务税的纳税人和负税人是不一致的，纳税人通常规定在交易双方的卖方，因此，政府从某地获
得商品劳务税并不表明是由该地居民负担了税负。
因此，将这一类税收的一定比例作为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收入的来源是适当的。
个人所得税通常被认为是不能转嫁的，但居民有流动性，可以在某地工作，也可以在另一地居住，还
可以在第三个地方购物，因此纳税人的收入和其享受公共商品之间的对称性是不明显的。
对于公司所得税来说，其税后利润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分配给个人；二是再投资。
前者可纳入个人所得税的分析，后者则是流动性很强的生产活动。
因此把所得税的一定比例作为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收入的来源也是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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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在地方政府预算体制的设计中，考虑“两个比重”提高的问题多一些，考虑预算中性、税收中性
的问题少一些。
《中国地方政府预算改革研究》重点探讨了按税收中性和预算中性原则来安排地方政府预算制度的问
题，并据此提出改革建议，另外，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统筹城乡发展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
程。
《中国地方政府预算改革研究》对农村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热点问题作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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