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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学者文库：西部大开发与财政制度安排》的研究体系设计较
为严谨、健全，涉及了有关西部大开发财政制度安排的主要环节和主要方面。
第一部分为公共财政与西部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通过理论分析，回答了在西部大开发中公共财政应该干什么，目前能干什么的问题。
这为第三部分进行的财政制度安排讨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主要包括公共财政与区域经济增长主要环节的关系，如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产业结构、
经济增长极和可持续发展，并涉及西部经济增长的一些特殊因素，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消除绝
对贫困等。
第二部分对有关国家欠发达地区经济开发的理论与实践作典型考察，为我国西部大开发的财政制度安
排提供借鉴。
第三部分是有关具体财政制度安排的设计，共四章，涉及税收制度、国家信用制度、转移支付制度及
其他财政支出制度的安排等。
第四部分是个案分析。
这样，该书从区域经济开发财政制度安排的各个角度，分析如何通过财政制度安排，促进西部地区的
经济和社会发展，阐明了诸多财政范畴与西部开发的内在关系，既论述了税收、转移支付、公债等政
策工具在西部经济开发过程中的政策功能，又表明了其局限性，使读者能够对政府财政在西部大开发
中的地位、作用，有了整体性、全局性认识.也为理解政府具体政策措施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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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来成，1965年生，甘肃庄浪县人，2001年6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获博士学位，
现为中央财经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公共管理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2003年9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做研究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财政理论、公共事业管理、区域财政政策等。
近年来，在《财政研究》、《税务研究》、《国际经济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著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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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财政学》等著作、教材多部，主持或参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财政部、教育部、北京市和甘肃
省的多项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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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财政投资为民间投资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服务　　也就是为企业、个人等投资
主体投资活动创造便利、高效的硬环境，提高投资利润率，吸引更多的民间投资，促进西部经济增长
。
基础设施和部分基础产业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特征，不少项目具有天然垄断性，投资
效益更多地体现为正外部效应，特别是社会效应，民间投资不适宜或无力、不愿投资，而这些项目又
是微观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条件，只能由政府财政投资。
西部地区自然条件艰苦，山区居多，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不少地方经济发展处于自然经济、半自然
经济状态，开发程度低，在西部大开发中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需求量大，财政投资任务重。
通过财政投资，大力改善西部投资环境，提高投资收益，吸引国内外的企业、个人来西部投资，开发
资源，促进西部经济增长，加快西部现代化建设步伐，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这样，可充分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达到以较少的政府财政资金带动更多民间投资的目的，
也就是财政实际工作部门常说的“四两拨千斤”。
不过，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加入WTO后国民经济逐步融人世界经济，经济开放程
度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财政对西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特别是基础设施的投资，不必采用全额投
资，或者采取大包大揽的办法，可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
如对部分收益可进入市场交换的基础设施，采用股份制方式经营，直接吸收民间投资；有的基础设施
可采用民办公助方式（即财政部门给予一定补助）；有的基础设施可采用政府特许经营的方式，由非
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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