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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风起云涌，世界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变幻莫
测，文化间的>中突与交融日渐凸显，生态、环境危机更加严峻，所有这些构成了新世纪最鲜明的时
代特征。
在这种形势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也随之超越了地域、时间、领域的局限，国际的
、国内的、当前的、未来的、经济的、科技的、环境的等备类相关因素之间的>中突与吸纳、融合与
排斥、重叠与挤压，构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
软科学为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良方。
　　软科学一词最早源于英国出版的《科学的科学》一书。
日本则是最早使用“软科学”名称的国家。
尽管目前国内外专家学者对软科学有着不同的称谓，但其基本指向都是通过综合性的知识体系、思维
工具和分析方法，研究人类面临的复杂经济社会系统，为各种类型及各个层次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它注重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环境等各个社会环节的内在联系中发现客观规律，寻求解决问题
的途径和方案。
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都高度重视软科学研究和决策咨询。
软科学的广泛应用，在相当程度上改善和提升了发达国家的战略决策水平、公共管理水平，促进了其
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我国，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新科技革命的机遇与挑战，党中央大
力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积极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
化。
1986年，国家科委在北京召开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代表党中央、国
务院到会讲话，第一次把软科学研究提到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服务的高度。
1988年、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发出“大力发展软科学”、“加强软科学研究”的号召。
此后，我国软科学研究工作体系逐步完善，理论和方法不断创新，软科学事业有了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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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文献作了综述，系统地回顾了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历程，以中国改革开
放以来政府间的财政权力关系博弈模型为分析框架，分析了财政分权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配置机
制和制度环境机制，对中国财政分权改革进行了分阶段的实证检验。
本书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历程及必要性、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增长
的作用机制、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以及消除财政分权的制度性障碍、促进中国经
济增长等方面，阐述了财政分权的理论基础与实践。
　　本书内容充实，资料丰富，是财政科研、教学人员及实际工作者有益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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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公共产品与居民偏好的关系上，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的不确定性更小的假设较为符合现实。
因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所管辖的居民之间相隔甚远，这种距离对于信息的传递可能有负面影响。
如果不确定性是距离远近的一个函数，那么，只要这类不确定性存在，理论上就应当要求地方自治来
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由此可见，特里希是从信息传递存在着距离阻隔，从而使中央政府在了解公众的边际消费替代率
时带有随机倾向，即带有偏好误识这个方面提出了地方自治的必要性。
“偏好误识”理论所揭示的不确定性，是地方分权主义的一种更为有力的理论。
　　（六）夏普“依政府职能分权”的理论　　夏普认为，不同级次的政府部门具有不同的职能，相
互之间不能替代。
从国家的经济职能看，实现调控的职能要由中央政府来实施，社会福利分配的职能也应由中央政府来
执行。
而资源配置的目的是获得最大的效用，因此，消费者的满足程度应是以资源配置效率为参照标准。
就公共产品来说，消费者的意愿一般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而地方政府恰好能敏感地顺应其区域利益，
取得资源配置的最好效果。
因此，应该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能，再依据各级政府正常行使其职能的财力需要，相应划分财政管
理权限。
这一观点与施蒂格勒的分权理论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施蒂格勒主要从公众需要的角度论述分权的
必要，而夏普着重从如何更好发挥政府职能的角度论述分权的必要。
　　（七）布坎南的“分权俱乐部”理论　　布坎南提出的“俱乐部理论”把地方政府比做提供公共
产品的俱乐部，随着俱乐部成员的增加，现有成员所承担的公共产品的成本将由更多的成员来分担，
但是新成员的加入会产生外部不经济，使公共设施拥挤，一个俱乐部的最佳规模就是在外部不经济所
产生的边际成本正好等于由于新成员分担运转成本所带来的边际节约点上。
布坎南认为，各级政府之间的经济的或有效的职责划分，取决于公共行动溢出效应的地理范围的大小
。
每一种公共性产品和服务仅仅对有限的一组人口来说是公共性的，这组人口的范围决定了应该履行职
责的政府单位的规模经济。
布坎南应用了一个简明的层次图来阐述这一问题，如图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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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风起云涌，世界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变幻莫
测，文化间的冲突与交融日渐凸显，生态、环境危机更加严峻，所有这些构成了新世纪最鲜明的时代
特征。
在这种形势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也随之超越了地域、时间、领域的局限，国际的
、国内的、当前的、未来的、经济的、科技的、环境的等各类相关因素之间的冲突与吸纳、融合与排
斥、重叠与挤压，构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
软科学为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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