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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纵向分权的内涵，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表现为以集权和分权为中心
的政治关系。
这里的权，仅指政治、行政资源的支配权。
在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不单纯表现为以集权和分权为中心的政治关系；更丰富地，它表现为以集
权和分权为中心的经济关系，具有双重性。
这里的权，更多地强调经济资源，尤其是公有财产的所有权。
尽管一般意义上，纵向分权属于“政治的上层建筑”的范畴，然而，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纵向
分权，并不是简单地被“经济基础”决定的“政治的上层建筑”：而是政府的中央、地方两个层级，
围绕公有财产的所有者代表的身份，围绕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产生错综复杂的经济利益纠葛，属
于广义生产关系的范畴，本身构成经济基础。
　　本书以纵向分权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和利益调整背后的根本制约因素——
生产资料所有制。
但本书最终的落脚点不是一般的纵向分权，而是把当代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利分配的性质、有
效性及趋势的研究置于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那场深刻影响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关系的生产资料所有
制的性质、结构的变革中予以讨论。
全书依循具体到抽象、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次序展开。
　　第一，史料研究，理论建构。
建立“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及其实现形式规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纵向分权的界限”的理论
。
注重史料研究，利用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发现共性规律。
依次剖析四种历史形态（中国古代分封制、中国古代郡县制、以日本和美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以苏
联和中国（1949-1979年）为典型的传统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对应的纵向权力结构。
据此证明三方面的理论观点。
首先，所有制性质不同，纵向权力结构的特点、矛盾产生及解决的方式效果、演化规律（包括不同阶
段的演化和向新的社会形态的演化）各不相同。
其次，集权与分权没有简单的好坏之分，唯一的评判依据是“是否适应生产力释放的需要”，顺应和
推动生产力释放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属分割就是恰当的。
进一步地，任何社会形态的纵向分权不应当是一成不变的，因为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原来与生产力
相适应的方面可能会变得不适应。
生产力标准是判断“集权”或“分权”到何种程度才算恰当的客观标准。
最后，尽管一个国家纵向分权的界限在根本上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加以规定，但在纵向分权的具体
形式方面，要由历史传统与特殊的国情来加以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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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年留校任教后的两年半内，她吸取了答辩委员会的意见，把全部的科研精力用于修改和完善
这部书稿。
通过比较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和这次递交的书稿，可以发现，整体的结构和内容有大幅的改动：学位论
文的某些章全部舍弃；现在呈现的书稿的主体部分（第三、四、五章）几乎完全推倒重写，学位论文
的相关内容只是被拿来作为新的研究的前期准备，这一部分即是“以一般规律还原现实具体”的研究
，修改以后达到了相当的理论深度，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也提供了指导借鉴；书稿的结论部分（第
六章）在全书新的研究的基础上，逻辑脉络更加清晰、分析维度更加复杂、理论观点更加鲜明、文字
更加洗练。
这两方面的修改是必要的，因为研究当代中国的纵向分权和经济社会矛盾正是《经济管理学术文库·
管理类：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结构与纵向分权》的价值所在。

　　《经济管理学术文库·管理类：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结构与纵向分权》最突出的优点在于，
正确地区分了私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国家的纵向分权与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国家的纵向分权的本质区别
，这在过去的文献中没有见到过。
作者并非凭空得出这一理论，而是在大量经济社会史料研究的基础上总结的一般规律，把历史和逻辑
很好地统一在一起，秉承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传统。
作者围绕混合所有制结构的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当代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纵向分权的性质、有效性
及趋势，主张在所有制结构和纵向权力结构协同调整的过程中逐步地解决经济社会矛盾，把马克思经
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立场运用到鲜活的实践当中，既有理论价值，对于实践也不失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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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冯兴元等（2002）指出，地方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的主要动因之一是地方政府想方设法扩大可支
配财力，其背后的动机是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利益最大化，尤其是地方政府财力的最大化。
动因之二是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维持和扩大就业，减少失业。
此外还与干部制度和政企不分有关。
　　周业安（2003）指出，地方政府对纳税企业进行保护的最直接手段是保护纳税企业的产品市场。
　　平新乔（2004）根据全国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分析了地方政府通过国有资产控制进行产业
保护的现象，发现生产要素边际产值越高的产业，地方政府越有动力对之实行保护。
　　郑毓盛（2003）利用实证方法，将中国的宏观技术效率分解为省内的技术效率、产出结构的配置
效率及省际要素配置效率。
结果表明，在改革初期，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省内技术效率不高，多年的改革措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省内技术效率已改进不少。
目前的问题越来越集中在产出结构和省际间要素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上。
该研究发现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恶化，其中省际产出结构不合理所导致的低效率
在20世纪80年代已有所上升，90年代一直未见改善；省际间要素配置的低效率，仅在1985年以前出现
下降，1989年以后始终在较高的水平波动。
中央政府在改革过程中逐步放开要素和产品市场，资源配置理应越来越有效率，现实中出现的扭曲，
必然是地方市场分割造成的后果。
　　白重恩等（2004）指出，分税制和地方政府相对独立利益的存在，使得纳税企业对于地方政府有
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的地位，因此，地方政府倾向于采取措施保护当地企业免受其他地区企业的竞争
威胁，以维护当地企业的产品市场份额。
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做法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有序市场，也不利于区域市场的规范化建设，形成了
所谓的“诸侯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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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管理学术文库·管理类：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结构与纵向分权》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
府的纵向分权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和利益调整背后的根本制约因素。
《经济管理学术文库·管理类：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结构与纵向分权》最终的落脚点不是一般的
纵向分权，而是把当代中国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力分配的性质、有效性及趋势的研究置于肇始
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那场深刻影响和改变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关系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结构的变
革中予以讨论，主张把经济运行的矛盾性方面看做探索混合所有制恰当的实现形式过程中遇到的暂时
的困难，从而以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经济社会矛盾的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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