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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共财政的共治义务要求中央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法制化。
通过立法明确规定中央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项目等实体和程序事项。
民族区域自治的关键是自治权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而自治权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是变通权有效运用的结
果。
如何有效行使财政自治权是民族地区公共财政法制的关键。
立法的过程，不是发明法律的过程，而是发现法律的过程。
民族地区公共财政法制离不开民族地区的公共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实际。
民族地区公共财政具有民族性和自治性，民族地区的公共财政制度构建必须反映这些特殊性。
    在行政权的创设或配置过程中所形成的国家权力机关与行政主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立法权与
行政权之间的关系，即公共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宪政关系，应当由宪法来
调整，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属于宪法关系。
同时，根据财政立宪主义的原理，必须在宪法层面合理划分中央与民族地区的财权和事权。
其权限划分可以遵循以下标准：（1）事权划分，就公共产品供给分工而言，按照受益范围、效率优
先和公平原则划分事权主体；（2）中央在民族地区的财政权与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限划分，按
照财政立法权限、财政收入权限和财政支出权限划分。
另外，确立并建立财政民主原则和相关财政民主规则，加强民族地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是民族
地区公共财政立法的前提和基础。
在遵循法制统一原则、变通原则和财政民主原则的基础上开展民族地区公共财政立法，建立包括宪法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规章以及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内的公共财政法律体系，是完善民族
地区公共财政立法的应有之义。
保障并控制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财政权，设计并实践保护少数人权利的公共财政收入和支出体系是民族
地区通往宪政的必经之道。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共财政与宪政>>

作者简介

戴小明，1966年生，男，苗族，湖南城步人，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新世纪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现任湖北民族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兼任湖北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宪政与法治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学科评估专家，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湖北省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研究领域：中外宪政制度、行政法治和民族法制。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共财政与宪政>>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公共财政的本质　第一节　公共管理与财政　　一、公共管理概说　　二、公共管理与
财政的关系　第二节　财政与公共财政　　一、财政的类型　　二、公共财政的发展历程　第三节　
公共财政的本质　　一、公共财政的思想本质　　二、公共财政的经济本质　　三、公共财政的政治
本质第二章　民族地区公共财政的特殊性　第一节　民族地区公共财政的特质　　一、民族性　　二
、自治性　第二节　民族地区财政收入的特殊性　　一、民族地区财政收入总量的特殊性　　二、民
族地区财政收入结构的特殊性　第三节　民族地区财政支出的特殊性　　一、民族地区公共产品需求
的特殊性　　二、民族地区公共财政支出的特殊性第三章　民族地区公共财政法制建设的法理　第一
节　公共财政与民族地区宪政　　一、民族地区宪政　　二、公共财政与民族地区宪政的关系　第二
节　民族地区国家财政权研究　　一、民族地区国家财政权的含义界定　　二、民族地区国家财政权
的种类　　三、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财政权的控制与保障　第三节　民族地区公共财政立法研究　　一
、民族地区公共财政立法的特征　　二、民族地区公共财政立法的原则　　三、民族地区公共财政立
法的必要性第四章　中外公共财政法律制度　第一节　美国公共财政法律制度　　一、美国公共财政
体制　　二、公共财政收入法律体系　　三、预算管理法　　四、社会保障法　　五、政府采购法　
第二节　英国公共财政法律制度　　一、英国公共财政体制　　二、预算管理法　　三、税法　　四
、社会保障法　　五、政府采购法　第三节　日本公共财政法律制度　　一、财政民主主义的宪政实
践　　二、日本公共财政体制　⋯⋯第五章　民族地区公共财政法制建设路径附录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共财政与宪政>>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公共财政的本质　　第二节　财政与公共财政　　一、财政的类型　　财政就是国家或
政府财政。
然而，在不同的经济体制基础上，同为国家或政府财政，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有着各自特定的基本
性质，从而形成不同的财政类型。
因此，所谓财政类型就是在特定的经济体制基础上形成的具有自身特殊性质的财政模式。
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存在着三种经济体制，从而也相应有着三种财政类型。
这就是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家计”财政，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以及与计划经济相适
应的“国家”财政。
　　（一）“家计”财政　　这是对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君主专制国家财政模式的一种
概括。
由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整个国家的财产，不管实际掌握在谁手中，
最终都来源于君主，或为君主所有。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财政与王室财务并无本质的区别。
虽然在有的地方也曾在形式上将二者分离，但实际运作过程中王室是可以随意动用国家财政的收入而
不必支付代价的。
由于君主直接掌握着土地等重要的生产资料，因此当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不是以公共权力的身份
获取的税收等公共收入，而是来源于王室的财产收入或特权收人，如地租、专营收费等。
而财政支出也几乎都是满足王室和整个官吏阶层的消费性需要，即使存在兴修水利、防灾救灾等公共
项目开支，其目的也是君主维护自己“家天下”的统治之稳固。
至于由于君主的命令即法令而导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的随意性以及王室财政的不受监督则更是一个普
遍的现象。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尽管当时的财政活动也是以国家的名义强制地、无偿地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
，但是国家的代表是君主，不管是政治权力还是财产权利，君主都可视其为“私权”。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私人”与“公共”的区分因为缺乏对应的参照系而成为不必要，国家财政成为
王室的“家计”财政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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