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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尽管中国经济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它的体制和组织结构始终让人着迷。
在20世纪70-80年代，西方的经济学家就发现中国的计划体制有其独特的结构和安排，与苏联的标准模
式不同。
一个最重要的不同是，中国的地方政府拥有资源和控制经济的强大能力。
这在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模式下是不多见的模式。
苏联式的集权计划模式一直都是依赖中央的专业部门对生产者进行垂直的计划控制，在财政上地方政
府并没有自主的权力。
但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一开始就烙上了分权的印记。
从实行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模式之后不久，中央与地方之间围绕计划管理权力与财政收支管理的制度就
一直处于政策和理论争论的焦点，导致中央与地方之间反复不断进行权力的划分、调整与妥协，也导
致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
即使中央有多次重新集权尝试，地方政府的权力也始终没有受到削弱。
每一次的集权努力都是短暂的、不成功的，而且都是以过渡到更大程度的分权而收场的。
　　这个体制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财政改革开放之后得以继续维持
并形成了一个财政在中央与地方之间高度分权的模式。
即使1994年的分税制使得中央的收入更加集中了，但依然没有改变由地方担当经济发展和组织投资活
动的分块结构。
如果用地方政府支出的相对比重来衡量的话，中国可能算是当今世界上最分权的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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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式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探索转变发展模式的制度性框架》分析了中国式分权的核心内涵，
即经济分权同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紧密结合。
在此背景下，《中国式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探索转变发展模式的制度性框架》试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
和公共物品供给的角度，考察中国式分权是如何成功地塑造地方政府的增长取向的，并探讨分权治理
和与之相伴随的政府竞争对财政支出结构和公共物品供给效率所造成的成本和扭曲。
通过理论和实证的分析，我们发现，财政分权和政府竞争是决定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基础设施
投资的重要因素；中国式分权并没有提高地方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不是因为财力不足，而是
因为缺乏提供的积极性；有效的财政激励并不必然增加地方政府的合意性。
我们建议，合理划分支出责任，增强财政透明度；实行更合理的财政平衡政策和区域政策；加快要素
市场化改革；改革政绩考核机制，重塑地方政府行为模式。
　　分权是一个世界现象，增长却不是。
大国的发展道路离不开分权，那么，如何构建一个良好的政府治理模式，以保证地方政府为增长而不
是为寻租而竞争就成为此道路上必须克服的障碍。
　　《中国式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探索转变发展模式的制度性框架》适合大专院校经济、管理类师生
以及经济爱好者作为参考读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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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章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决定。
5.1节提出问题；5.2节对指标选取、计量模型和数据加以说明；5.3节考察分权和竞争以及其他变量对
支出结构的影响；5.4节深入分析这种影响的跨区差异和跨时差异；最后是本章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章通过构造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的指标，利用1994-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分权和
竞争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并利用1986-2004年的面板数据检验财政支出结构的跨时差异和
跨区差异。
研究发现，中国式分权在推动市场化和激发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同时，在支出结构上也造就
了“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扭曲成本，竞争对支出结构的最终影响则取决于分
权程度，而1994年之后包括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在内的现行重大政策并没有有效缓解这种偏向。
同时，西部开发战略和分税制改革、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改变了政府的公共支出行为和竞争行为。
这不仅能对我们所观察到的地方政府行为给出合理解释，同时也为评价我国财政分权下支出结构的合
理性以及相关政策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有效视角。
　　要考察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问题，前提是要把一些特征事实弄清楚。
第六章首先回顾中央地方财政体制安排的历程和现状，6.2节分析公共支出责任向地方的下放和公共物
品投入的不足；6.3、6.4节分析地方政府为满足这些公共支出需要而进行的预算内外的财政融资。
本章发现，整体而言，地方政府拥有较强的财政资源，公共支出和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深层原因在于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上的偏向。
　　第七章实证检验财政体制和分权治理是否改善了地方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其中，7.1节提出问题，7.2节简述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之间的关系，并评论针对中国的此
类文献提出有待检验的命题；7.3节运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财政体制安排以及政府治理对公共
物品供给的影响；7.4节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作进一步讨论，最后是本章的结语和政策讨论。
与流行的文献不同，本章关注的是公共物品供给的结果或质量而不是公共投入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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