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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深化财税、金融等体
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
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
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
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这为我们研究中央与地方的财力、财权、事权关系指明了方向。
　　山西财经大学谭建立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关系研究”，
从这一特定角度系统化地研讨相关问题，并形成了专著付梓，我认为这一成果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研究思路和理论视角开阔　　导论对财权、事权、财力概念作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一个概
念长达六千余字，力求夯实研究的起点，进而展开分析思路，作有高度和广度的系统化研究。
　　第一章在理论基础部分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和谐社会指导思想，既是我国经济工作必须长
期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当前我国财政改革所要坚持的重要指导纲领；公共财政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要求，系统地改造财政制度安排，重塑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关系，因此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和“革命”；制度变迁与体制创新理论，公平与效率理论等等，都是科学处理好中央与地方财权、事
权的各种复杂关系的主要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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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关系研究》对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关系的改革目标、指导思想、任
务、基本思路、配套措施等，提出了系统化的见解。
关于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关系处理的数量控制模式，为科学把握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关系，提供
了一份较为全面、系统、具体的量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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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之，事权外延是事权职责之内事务所相关、延伸、派生的一系列事务。
事权内涵是基本事务，而事权外延则是拓展后的相关派生事务。
事权内涵是小口径事权，而事权外延则是大口径事权。
　　3.事权的历史认识。
　　事权从历史角度认识，它是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与社会形态而变化的。
在人类社会的古代与近代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事权都没有民主与法律的
含义，也就谈不上规范，国家事权是由国王与皇帝个人的意志所决定的。
由于受传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影响，国王与皇帝个人思想的开明
与否，决定着国家事权的范围及规范程度。
如果是开明君主，他个人主观认识符合客观事权的要求，并积极主动履行其职责，就会社会安定、经
济繁荣、人民生活殷实。
如果是昏君，依照个人喜好履行其职责，就出现社会动荡、经济萧条、人民生活贫穷。
可以说事权的范围与层次，在历史上是由君主个人所决定的。
　　4.事权的现代认识。
　　如今现代社会的事权与古代社会相比，人们的认识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事权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内在职能、职责的权力，这种事权是在法律基础与范围内所履行的权力。
无论国家政府还是各个部门，无论国家政府官员还是一般公务员，都要履行自身所拥有的内在职能、
职责赋予的权力和义务，这种事权是客观的、天然的、内在的、不能随意改变的权力。
事权还是一种民主、规范、法律的权力，作为现代国家讲求依法治国，事权作为法律确立的内容，一
定是在充分民主基础上的规范而有强制性的权力。
如果不履行其事权，就是一种失职、渎职及违法行为，就要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
可见，事权在现代社会是反映人民大众共同意志，在国家法律限制下内在规范的权力，不再是个别国
家领导人主观意志的体现。
　　二、事权的研究范围　　对于事权的研究，可以从不同层面进行探讨，不同层面可能得到不同的
结论，就其共性而言，可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认识基础。
　　1.宏观层面的认识。
　　事权范围从宏观层面来看，应该包括国家、政府所拥有的一切事务而进行处理的权力。
在一个国家内，代表国家形象的最高立法机构人大（众议院）与行政机构政府国务院，就是站在国家
宏观层面角度，对于国家各个领域的工作进行立法，并对国家重大事项进行决策与批准。
国家的公共事务如国防、外交、检察、法院等有关国家安全、安定的事务；国家的社会事务如公安、
民政、宣传、宗教、文化、教育、卫生等；国家的经济事务如生产、市场流通、消费、分配、财政、
金融等。
这些宏观层面的事务都是国家制定法律规章制度，以此进行规范的管理事务，并进行相关处理决策。
　　2.微观层面的认识。
　　事权范围从微观层面（包括中观）来看，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内的一个地区、行业、领域、部门、
单位、企业、甚至家庭，所拥有的一切事务，而进行处理的权力。
这些事权一般不构成宏观事权，但是它是宏观事权考虑的因素。
对于一些特殊性的微观事权，如地区性自然灾害、瘟疫等，则可能成为宏观事权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这种特殊性微观事权应该是事权研究范围要考虑到的因素。
　　3.主体层面的认识。
　　事权范围从主体层面来看，主要是指处理事务运用权力的主体。
既包括宏观方面的主体，如国家、中央政府以及中央各决策部门；又包括中观与微观方面的主体，如
各级地方政府与决策部门，一个部门、单位、企业，甚至家庭。
主体事权既包括其主观要承担的事务，又包括其应该承担的事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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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关系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7年课题——“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关
系研究”。
《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关系研究》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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