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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博弈论的观点:对中国分税制重新解读》主要内容简介：思考中国分税制的制度化过程这一财政分权
制度性变革时，其特殊之处在于财政现象的发生空间是一个尚未分化的政治经济结构。
在以财政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为初始条件的变革中，央地间财政权力的分散化构成了财政制度化的前
提与基础。
本文正是要探讨在一个非零和博弈的情景下，央地间财政权力的分散化与财政制度化的关系。
具体地讲，财政权力分散化从三个方面促进了制度化：（1）央地财政权力的分散化提高了中央以政
治集权约束财政分权的成本，使“互动”深入到央地关系中来，并成为央地间一个稳定的特征，从而
产生了制度化的需求；（2）央地之间形成了威权与协商、谈判共存的博弈关系，这为制度生成提供
了有利的角色互动过程；（3）在央地之间长期围绕财政问题的博弈互动中，积累了制度生成所必需
的知识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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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主要是运用对干部人事权的控制，来对地方施加影响；（2）经济手段，其一是通过
转移支付，使地方形成对中央的财政依赖；其二是差异性地给地方以政策优惠。
由于在包干制下，多数地方政府财政资金缺口的解决，已主要是通过本省自筹，即通过预算外或体制
外资金的方式自我解决，因而地方对中央的财政依赖已经逐渐弱化。
事实上恰好相反，中央经常要依赖地方，才能度过财政危机，中央几次向某些省份“借款”，或要求
一些地方“做贡献”便是证明。
①同时，政策优惠作为中央的筹码之一，由于运用过于频繁，使得各地的政策差异逐渐缩小，因而它
的边际价值越来越小。
中央对地方的政治约束机制是非常复杂的，本章将选取人事控制来做专门的分析。
这主要是由于，在像中国这样的集权型而且又是单一制的政府体制中，人事问题显然在央地关系中占
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只要提及央地关系，就不能回避“党管干部”这样一条根本的原则。
对于中央而言，人事控制也许是它所能施加于地方的最严厉的约束，如邓小平曾警告地方主义：“对
于不听中央、国务院的话的，处理要坚决，可以先打招呼，不行就调人换头头。
”②朱镕基也曾对他怀疑可能在税收上欺瞒中央的地方领导说：“请你向你的部下约法三章，千万别
出馊主意⋯⋯，我要查税票，只要查出，必须撤几个人，甚至刑事处分”。
③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中央对地方约束主要是通过党管干部来实现的，即中央通过各级党委、党
组织控制各级各类干部，形成了一个层层控制、巨细无遗的干部人事控制网。
”④若假定政治结构中的角色都具有理性特征，则他们的行为，可视为依据其各自面临的约束条件，
做出的于自身有利的选择。
通常对于地方而言，对可能获得的利益及所面对风险的不同预期，会使地方政府走向相反的方向。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博弈论的观点>>

编辑推荐

《博弈论的观点:对中国分税制重新解读》为大国治理书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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