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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走出治理破碎化困境:法国地方政府改革研究》宏观层面分析了全球化尤其是欧洲一体化对法国地方
政府传统治理方式的冲击；中观层面分析了法国自1982年以来分权改革对地方“政治一行政”格局产
生的影响；微观层面则以实证研究为主，也是《走出治理破碎化困境:法国地方政府改革研究》的重点
，即法国地方政府自觉回应内外环境变化，通过建立地方政府间合作机制，进行地方财政制度、选举
制度以及组织结构的变革，克服治理破碎化困境，提高公共服务效能，促进地方民主发展。
针对新一轮法国地方政府改革的创新性及复杂性，本文拟采用多种方法来开展研究。
对基础理论部分将采用演绎和归纳相结合的方法，注重对法国地方政府改革思想的梳理分析；对法国
市镇联合体的发展进行历史分析，侧重考察不同阶段的特点，探寻其发展的一般规律，为预测未来的
发展奠定基础；全面贯之以交叉研究的方法，综合运用法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知识，力
争全方位地透视法国地方政府改革的最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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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主要从事比较德育、法国地方治理、法国社会文化等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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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自主管理原则有四层含义：其一，各级领土单位有特定的事权范围，并拥有自己的
公务人员和预算。
各级地方领土单位是地方分权的直接受益者，所谓“地方分权”，是指中央政府通过议会立法，将某
些原来由中央政府行使的事权及相应的财政资源让渡给某一级地方领土单位。
地方自治政府都拥有特定的事权，其范围由议会通过法律规定。
其二，领土单位议会由地方民选产生。
依据宪法72—1条规定（2003年3月28日增修），确立地方选举人的条件以及通过行使请愿权，要求地
方议会在其权限范围内进入决策机关的议事日程。
依组织法规定，有关地方领土单位的议案或行政措施可以公民投票的方式送交选民表决。
建立特殊领土单位或改变其组织章程，得依法征询所有选举人的意见；有关地方领土单位地理范围的
更改也应当征询选举人意见。
其三，地方领土单位拥有条例制定权（pouvoirreglementaire）。
传统观点认为，单一制的法国与联邦制国家的区别在于，其地方政府既不拥有主权，也没有立法权。
然而2003年修订后的宪法72条第3款明确赋予了地方自治政府条例制定权：“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领
土单位由选举产生的议会自主管理，并且为行使其权能，拥有条例制定权。
”其四，地方领土单位拥有实验权。
宪法72条第4款：“根据组织法的规定，地方领土单位或地方组织联合体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根据法律
或行政法规，在特定时间内实验性地调整其权限，但涉及公共自由或宪法保障权利的实质条件除外。
”授予地方政府试验权，是以尊重地方发展的多样性为基础，是对与共和国相联系的地方实施一致性
原则的尝试性超越，以使地方政府更具灵活性和适应力，能够因时、因地制定决策和发展战略。
 （二）财政自治原则（principe d’autonomie financire） 所谓财政自治原则，是指地方政府拥有财政自
主权力，即地方政府辖区内的居民借助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等机构，依法自主决定财政预算、财政收
入、财政支出和财政管理等公共事务，不受任何个人和团体的非法干预。
地方财政自主权力包括财政预算自主、财政收入自主、财政支出自主和财政监督自主四个方面。
据此，地方财政自主的权力外延也可以界定为相应的四个方面：（1）地方财政预算自主权，主要是
指预算编制、审批和执行层面的自主权；（2）地方财政收入自主权，主要是指地方政府享有的筹集
相应收入的自主权力，意在强调地方政府稳定的自主财源；（3）地方财政支出自主权，即在支出的
类别、数额以及优先次序上的自主权；（4）地方财政监督自主权，即同级权力机关和政府监督部门
对财政部门的监督权。
①地方政府运作，必须要以一定独立的财政力量作为依托，它是地方自治的物质基础，财政自治是地
方政府自治的重要制度保障和衡量标准。
 2003年宪法修正案将领土单位的财政自治正式上升为宪法原则，在第72—2条中，就地方领土单位的
财政自治制订了5项具体条款，其中第1款声明“领土单位享有可依法律规定条件自由支配的收入”；
第2款“地方领土单位可以征收全部或部分的物产税，法律可以授权它们在规定的范围内决定税基和
税率”；第3款规定“对于每一类领土单位，税收收入和其他自有收入构成其全部收入的决定性部分
。
组织法确定这一规则实施的条件”；第4款规定了“所有在国家和地方领土单位之间的权力转移应伴
随相应资源的转移。
由创设或扩张权力造成地方领土单位支出扩大的，要以法律来实现资源的分配”；第5款“法律应该
规定均衡的分担机制以促进不同地方领土单位之间的平等”。
在法国，财政自治概念还指地方税收优先于国家援助和借贷而在地方收入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宪法规定自有收入必须是构成地方政府全部收入的决定性部分，这有两方面含义：一是限制了国家援
助的地位，因为国家援助被视为构成了某种形式的监护；二是提升了地方税收收入的地位。
 当然，地方财政自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以法国预算法为例，在以下四种情形中，中央政府可以对地方政府实施预算控制：（1）地方议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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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期限内未通过预算；（2）地方议会通过的预算未能实现真正的平衡；（3）财政赤字达到一定百
分比；（4）某项强制性开支项目未被列入预算。
②此外，由于中央集中了大部分财力，地方对其仍有较大的依赖性，中央借此设立许多信贷和补助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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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出治理破碎化困境:法国地方政府改革研究》以整体治理为分析框架，从克服地方治理破碎化这一
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入手，首先进行了基础理论的探讨和分析，介绍了当前法国“大都制“中央政府
和“双轨制”地方政府，勾勒出法国政府体制概貌，探讨了法国新一轮地方政府改革的背景、动力及
理论渊源。
其次对改革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即法国地方政府自觉回应内外环境变化，以地方财政制度改革为
切入点、重塑“省——大区”关系，进行基层市镇政府改革、聚行“市镇联合体”这一新兴的市镇间
合作组织形式，提高地方政府公共行动能力、促进地方民主发展。
最后阐述了法国新一轮地方政府改革的启示，对我国地方政府改革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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