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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研究缘起　　众所周知，县乡财政是我国的基层财政，面对的基本上是农村和农民，1994年以
来县乡财政收不抵支、负债累累的困境使得基层政权运转、公共产品提供、公益事业发展等历经艰难
。
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的全面推行以及2006年全国范围内的取消农业税改革，使得县乡财政面临更大的
困境。
尽管中国的县乡财政困难问题已持续了10年有余，但尚未从根本上缓解。
县乡财政困难这一理论难题和现实顽疾已直接影响到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也与中央政府提出的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理念很不适应。
如何通过实地调研和理论探索，在总结和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突破现有认识的局限，整
合多学科知识，系统分析县乡财政困难的成因，全面谋划县乡解困的方略，无疑是摆在财税理论工作
者面前的一项艰巨课题。
本书正是朝这一方向努力的初步探索。
　　二 本书结构及主要观点　　本书对县乡财政解困问题的研究，遵循了县乡财政地位职责——总体
运行——困境——成因分析及对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因此，本书共分四章。
第一章对县乡财政的地位、职责、适度规模进行规范分析，从而为下面的研究奠定基础。
这一部分先是通过历史考察发现，自秦以来县制是相当稳定的一级地方政权，尽管各朝各代的县一级
的财政管理机构名称各异，但县级财政的存在是基本稳定的。
乡镇财政作为乡村基层政权的财政机构，总是随着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并也随着乡村基层政
权的变化而变化的。
县乡财政作为国家财政体系的基础，无论对国家财政活动，还是对本地公众，都具有湿著而重要的意
义。
但当前县乡财政表现出的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赤字、债务的严重性大大制约了县乡财政作用的发挥。
对此，我们认为，应清晰地界定县乡政府的职责，促使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并通过引入私人投资和有序
地培育、壮大非营利组织来缓解基层公共产品提供的不足。
在政府层级调整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缩省、市县平级、保留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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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青年学者文库”之一，全书共分4个章节，对长期困扰我国财政的县乡财政困难问题做
了很好的研究，沿着县乡财政地位职责-总体运行-困境-成因分析及对策研究的思路所做的分析和探讨
，逻辑严谨思路清晰。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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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县乡财政的地位、职责及　　适度规模研究　　对县乡财政的认识，首先要从历史和国
际比较的角度分析县乡财政在中国财政体系中的地位及职责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政府财政级次与县乡
政府适度规模的进一步研究将会直接关系到县乡政府的存续、价值和财力的安排，因此，本章是该项
研究的逻辑基础和理论基础。
　　第一节　县乡财政的地位及特点　　县乡财政的历史变迁考察　　财政是政府的财政，对县乡财
政历史变迁的考察须从县乡政府的变迁入手。
　　（一）县级政府与财政　　县制，萌芽于西周，产生于春秋战国，定制于秦。
两千多年来，县制虽历经时代变迁而多有变化，但其基本格局却异常稳定。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县的地位基本未变。
从秦至清末，不论在郡县二级制、州郡县三级制、省路府（州）县四级制和省府（州）县三级制中，
县的隶属关系如何变化，县始终是最基本的政权单位。
第二，县的建制长期延续。
许多县建制一旦设立，便基本延续下来。
现存县中，约有l／3县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大多数的县在几千年前就出现了。
第三，县建制的数字相差不大。
秦县数无考，自汉以来，除去随疆域变迁的增减外，历代县数基本上是在1500个上下波动。
以上表明，县在发展过程中，已逐渐成为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相对稳定的实体，县制
不仅具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且长期适应于政治和行政上的需要，对历代政制都产生了重大作用和
深远影响，县制已经成为国家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县级财政来看，在我国西周时代，随着国家机构的逐渐完善，财政管理机关也开始初步制度化
，包括“天官”和“地官”两大系统。
地官的“闾师、县师、乡大夫”主要从事地方一级的贡赋和劳役的征收。
到了秦汉时期，在郡一级，由太守总揽大权，仓曹椽分管财政；各县由县令总负责，典知仓狱分管财
政。
及至唐代，与地方行政机构分为州、县两级相适应，财政管理机构有二：一为户曹司户参军，职掌户
籍、计账、道路、杂徭等；二为仓曹司户参军，职掌度量、仓库、赋税征收等。
到了元代，地方财政机构分省和路两级，路的财政机构有平准行用库、府仓和税务。
而明代省以下辖府，知府掌一府之政，下设专职官吏，负责计账、赋役、征管、仓储等；府下辖县，
知县掌赋役征牌、黄册变造、会计审核、税政管理等。
到了清朝，前期各省设布政司，后期为藩司，职掌一省财政税役之事，县的行政长官为知县，职掌一
县政事及财事。
到了民国初年，随着主管财政的最高机关改为财政部，省一级相应地改为财政厅，县一级才正式命名
为财政局。
自此县财政延续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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