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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是现代产业和人口聚集的地区，在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它是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具有强大的集聚效应和外溢效应，通过外溢效应幅射城市以外的
地区，带动区域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21世纪世界正在由“城市化世纪”走向“城市世纪”，城市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
研究表明，完善的财政分权制度，与政府规模、经济发展与经济效率呈正相关的关系。
但是，我国在分税制改革的过程中，地方财政出现了许多问题，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明显不对称，对地
方财力的“剥夺”过于严重，事权与财权不相称，城市政府没有稳定的财政来源。
如何建立科学的、合理的城市政府主体财源，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也是地方财政学急需
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
该问题的研究对完善和健全分级财政体制，确立房地产税收与城市土地地租在城市财政中的主体地位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研究的线索主要是围绕政府间财政资源的分配这一财政关系的核心问题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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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一、选题的背景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
志，也是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
城市是现代产业和人口聚集的地区，在国家和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它是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具有强大的集聚效应和外溢效应，通过外溢效应辐射城市以外的
地区，带动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截至2005年底，我国共有661个城市，其中，直辖市、省会城市及地级城市共287个。
2005年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人口总数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7.8％，国民生产总值为109743.3亿元，占全国国
民生产总值的59.9％；地方财政收入9094.4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61.1％。
其中，35个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收入6 509.15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3.73％，占地级以上城市
财政收入的71.6％。
同时，城市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程度较高，地级及以上城市土地面积57.4万平方公里，仅占全国土地
面积的6％；地级及以上城市土地的GDP产出为1 912万元／万平方米，全国土地的平均GDP产出
为190.7万元／万平方米，地级及以上城市土地的GDP产出率是全国土地GDP产出率的10倍，地级以下
城市及农村土地的GDP产出为81.23万元／万平方米，仅为地级及以上城市的4.25％。
　　21世纪的世界正在由“城市化世纪”走向“城市世纪”，正如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世界
人居第二次大会”指出的那样：“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城市是“带动新世界发展的引擎。
”城市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
城市提供充足的公共品，是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规模经济和提高投资效率的客观需要。
公共品的受益范围和利益归属是划分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在事权方面的一个自然界区，城市
公共品应由城市政府主要通过地方税收筹集资金提供。
财政分权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政府间财政关系中，财政收入划分是最受关注的，一般来说，地方
政府可支配的财力应与其承担的职能和支出相匹配。
财政学家的研究表明，完善的财政分权制度，与政府规模、经济发展及经济效率呈正相关的关系。
但是，我国在分税制改革的过程中，地方财政出现了许多问题，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明显不对称，对地
方财力的“剥夺”过于严重，事权与财权不相称，城市政府没有稳定的财政来源。
如何建立科学的、合理的城市政府主体财源，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也是地方财政学急需
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
理论界较多关注了地方财政（主要是县乡财政体制）问题的研究和探讨，而对城市财政体制问题关注
较少，系统的研究成果尚不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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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城市主体财源问题研究：房地产税与城市土地地租》分为十章，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了理
论联系实际，并将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比较分析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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