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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税权划分的国际比较研究》内容简介：政府间财政关系是世界性的研究课题，中外理论界和实务界
人士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形成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对各国的经济体制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税权划分问题作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政府同样给予了高度重视。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税权划分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政府一直在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税权
划分体制之路上求索。
横观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发展大国在税权划分体制建设上的差距。
从一定意义说，中国的税权划分体制还处于一个比较原始和开端的状态，还有许多重大的问题需要进
行认真的研究和解决。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政府近几年已经开始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并着手进行改革。

经济全球化给各国经济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与挑战，中国也不可避免地置于其中。
虽然税权是国家的主权之一，具有独立性和排他性，而且国情因素对各国税权划分体制的影响起决定
作用。
但是，世界其他国家在税权划分方面的惯常做法以及经验教训，依然可以成为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制
定政策的参考。
笔者选择“税权划分的国际比较研究”题目，就是希望通过对各国税权划分体制的对比，无论从理论
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能找到值得借鉴的经验，以期对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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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972年，奥茨根据福利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指出一种最有效的资源配置应使社会福利
达到最大，即达到帕累托最优。
在达到帕累托最优之前，资源配置的方式总是可以改进的。
他认为，对于某种公共物品来说，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则
总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
他从等量提供公共物品的假定出发，论证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上的效率差异。
据此可以引申以下结论：中央政府只适宜提供具有广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物品。
然而，西方经济学家中有人指出，这个分权定理实际上并没有在最优的政策环境中解决地方政府存在
的必要性问题。
它实际上只是在一种次优的理论框架中，为地方政府的合理性作出了说明，因为这个定理的证明是建
立在中央政府对每个人口子集等分地提供公共物品这一假设中，而中央政府事实上不见得把公共物品
相等地分给每一个公民。
但是在美国，人们还是觉得奥茨等量提供公共物品的假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因为美国联邦政府在许
多场合确实是按照等量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的原则来采取措施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奥茨选择次优环境来分析地方政府与中央政策在提供公共物品上的效率差异，至少
对美国财政体制是有一定影响的。
3.2.5 特里西的“偏好误识”理论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西从理论上提出了“偏好误识”问题，并
分析了由于偏好误识，中央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的过程中产生失误的可能性。
他认为，以往的分权理论没有考虑中央政府有可能错误地认识社会偏好，从而有可能错误地将自己的
偏好强加于全民头上。
中央政府在了解公众边际消费替代率时具有随机倾向，即偏好误识。
这个理论的基点在于，它对于中央政府对全民偏好的认识是否正确、是否有代表性提出了质疑。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所管辖的居民之间远隔千山万水，这种距离对于信息的掌握和了解有很大的阻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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