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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关系研究》着重分析了民族自治地方事权的特殊性，对其履行的代理性事
权与外溢性事权进行了界定。
对于分税制的完善，书中提出两种改良方案：一是彻底改革分税制，即对民族自治地方实行收入全留
、差额补助的体制。
二是改良分税制，即通过改进分税制收入划分办法，减少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入输出。
对于财政自治权的落实，明确其实现路径应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赋予其一定程度的财政收支自主权
、资金管理自治权、财政援助接受权等。
对于转移支付的优化则要根据民族自治地方承担的特殊事权给予相应匹配：对于代理性事权主要通过
专项转移支付进行支持等。
本书由王倩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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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协调上级机关与自治机关关系 在协调上级机关与自治机关的各种利益冲突时
，应做到以下两点：一方面，下级机关要与上级形成良好的沟通机制。
既要服从上级国家机关领导，又要立足于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敢于向上级政府提出意见。
另一方面，上级国家机关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当正视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灵活运用公共政策的
多样性，既不搞"一刀切"，也不向下侵权。
 （2）理顺同级党委与自治机关关系 在贯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过程中，要调解好同级党委与自治
机关的关系。
党委承担方向性的引导工作；自治机关承担具体执行工作，主抓民族自治地方的建设与发展。
一方面，注重党政分开，摒弃全能政党，侧重从思想、政策、路线与行为层面，对贯彻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及经济社会发展某个时期某项工作任务，从总体上作出政治性、方向性、原则性的决定，为自治
机关贯彻执行指明方向。
注重依法行政，按规则办事，以党内文件的形式出台决策，加强党组织和党员的约束力；以党的纪律
为后盾，保证其贯彻执行；以党外号召的方式引导社会舆论。
另一方面，自治机关要坚持党委领导、坚持依法办事。
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自治机关在管理本地区民族事务时，不能以党委的决策代替同级人大的决定，要
注重把党委的主张同人民和国家的意志统一起来，通过制定颁布自治条例的方式发布决定，形成普遍
的强制约束力。
 （3）解决民族自治地方内部问题 处理好民族自治地方内部问题是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稳定，维护国家
安定团结的重要前提。
为此，要建立有效的民族自治地方内部问题处理机制，一方面，要建设高效廉洁的现代政府、权责对
称的自治机关。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行使自治权时应广泛了解民众疾苦、诉求，真心倾听群众心声，建立畅通的民意
表达机制，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实现国家利益与公民利益的均衡。
另一方面，完善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程，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职权，建议尝
试开展人大领导与党委领导的交叉任职试点。
这种试点可使人大由外在领导转为内生领导。
这种试点既有助于保证人大至高无上的权威，防止党委架空自治机关自治权问题，也可在某种程度上
限制党委在自治机关中的自主权，防止过度自治导致的地方分治。
 3）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 健全监督机制的重要性在于保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权利行驶在正确的轨道上
。
只有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才能真正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
 （1）权力机关监督 权力机关的监督主要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和省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
 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权具有权威性和广泛性，其对民族自治地
方的监督职责主要体现在对民族区域自治有关法律法规的合宪性监督与合法性监督，其主要内容包括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要报全国人大会常委会批准后才能生效；民族自治州、民族自
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要报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由省级人大常委会
批准的违反宪法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作为最高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构，省级人大常委会享有的监督权限较大，主要内容包括：民族
自治州、民族自治县的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要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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