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共管理评论（第12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公共管理评论（第12卷）>>

13位ISBN编号：9787302291367

10位ISBN编号：7302291365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时间：清华大学出版社

作者：巫永平 编

页数：127

字数：182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共管理评论（第12卷）>>

内容概要

《公共管理评论(第12卷)》编著者巫永平。

《公共管理评论(第12卷)》内容提要：《公共管理评论》是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组织编写、清华
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份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的专业学术出版物。
第十二卷共收录4篇论文、2篇评论及6
篇书评。
所收录的论文反映了国内外公共管理最前沿的一些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包括公共政策评估、金融生
态系统、央地关系和两岸交流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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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四、中国放权央—地关系结构体制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关于对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
问题的研究，现有研究文献虽然很多是在中央和地方关系背景下来研究地方政府行为，但主要是从中
央在特定时期内对地方所进行的财政放权而产生的激励与地方政府行为联系起来，指出地方政府为经
济增长而竞争，而且具有锦标赛竞争的特点。
同时，地方政府的权力及自主性增大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主要反映为地方保护主义、地区间恶性
竞争、重复建设、投资膨胀等，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1994年所进行的分税制改革，其实质上是中央对地方之前进行的财政放权行为进
行制度化的集权改革，这种中央对地方的财政集权使地方政府的行为从“援助之手”向“攫取之手”
进行转变。
 在上述关于地方政府行为特征的诸种观点中，我们认为：如果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制度背景角度来分
析地方政府行为特征，那么“竞标赛竞争”或“自利最大化”只是地方政府行为的表象，因为地方政
府的“竞争”或“自利”都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
另外，这种“竞争”和“自利”也不是只有改革开放以来才有的现象，因为改革开放之前在典型的计
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不同的地方也存在地方政府的“竞争”和“自利”现象。
这就意味着不管实行何种央一地制度、处于何种发展阶段的国家，只要存在行政区划这种体制，就会
有“块状”的利益单元，由于资源是短缺的这一客观规律，每一个利益单元之间就存在“竞争”和“
自利”的“天性”，亦即经济学理论所谓的“理性”，中央和地方权力划分的制度安排作为一种外生
力量，只会起到压抑或释放这种“天性”作用，而不具有创造或泯灭这种内生“天性”的能力，把内
生于任何制度性质背景或任何发展阶段下的行政区经济的表象性地方政府行为现象视为我国地方政府
独有的行为特征是经不起逻辑推敲的，因而地方政府的“竞争”和“自利”的行为并不是放权体制环
境下的地方政府行为特征。
 那么，地方政府扮演“援助之手”或者“攫取之手”的角色能反映放权体制环境下的地方政府行为特
征吗？
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级地方政府工作中，“招商引资”一直是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任务，
为了促进各自辖区内的经济增长竭尽所能地向投资者提供各种优惠举措和服务，这是典型的“援助之
手”行为，若没有这种“援助之手”，各地方及全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不可能，这是一个经验常
识的判断。
另外，地方政府备受诟病的行为是，在过去相当一段时期内，重视经济的增长，忽视民生福利的提升
和环境资源的保护，这又具有“攫取之手”的性质。
因而应当客观地说，地方政府具有“攫取之手”或者“援助之手”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完全取决于
地方政府具体所处的央—地制度环境，亦即在一个既有集权又有一定放权的央—地制度环境中，地方
政府行为难免同时具有“援助”和“攫取”的两重性，而这种两重性之间的比例强度则取决于放权体
制中中央对地方放权或集权的结构、程度以及放权的价值取向。
因此，地方政府在何时扮演何种程度的“援助”或者“攫取”角色，应当是随着放权的结构性变化和
程度性变化而衍生的。
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备受关注的“三农”问题中的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就是央—地关系结构在不
同时期内的变化形塑了地方政府对“三农”的“攫取”行为空间所致。
 实际上，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之前就已经非常严重，由于是受制于20世纪80年代所
形成的央—地放权关系结构情况，虽然中央政府颁布了很多政策性文件禁止地方政府对“三农”的攫
取，但成效不彰。
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中央在获得充足的财力保障前提下，能够通过调整地方财政权和行政权内容
和边界来修正之前形成的央—地放权关系结构，以从根本上消除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央—地制度关系
原因。
为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说明，我们可以分税制实行的第一年即1995年开始，利用中央对“三农”的投
入、农民的收入和支出、农民的税费负担等时间序列数据来分析地方政府对“三农”的“援助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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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攫取之手”的强弱问题。
 通常，农民的负担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政府的税费收入；另一部分是与农民生产和生活有关的
物价水平，所谓地方政府对“三农”是否存在“援助之手”和“攫取之手”的问题，主要涉及地方政
府对“三农”设置的政府税费负担问题。
我们假设农业税费是不合理的支出负担，因而可以用农业税相关税收（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牧
业税、耕地占用税、契税）表示“攫取之手”，用国家财政的农业投入表示中央政府对“三农”的“
援助之手”，其实各级政府用之于“三农”的支出也可以视为农民的收入。
另外，在“攫取之手”的理论中有一个说法，即产出期望值越低的地方，地方政府越偏好掠夺性行为
，换句话说就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方，地方政府的掠夺性行为较突出。
根据这个假设，我们再用我国西部地区十二个省区的相关数据，分析农民的税费支出占农民收入和总
支出中的比重，进一步分析地方政府对“三农”的行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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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共管理评论(第12卷)》由清华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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