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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口支援早就产生，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对口支援所取得的显著成效更是令人深受鼓舞并充满期
待。
    在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工地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场面。
来自祖国19个省市的对口支援建设者们发出南腔北调的吆喝声。
他们把灾区当作第二故乡，他们发明了“5+2”、“白加黑”工作法，他们建设了比自己家乡的还要
好的学校、医院并为之而骄傲⋯⋯援建者们的到来温暖着灾区人民的心。
他们的生活热情鼓舞着灾区人民的信心，他们的辛勤劳作日新月异地改变着灾区的面貌。
灾区人民正在和援建者们一起，用智慧和勤劳建设着更加美好的家园。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的成功运行，打破了人们的种种疑虑。
援建初期，曾有人质问凭什么要别的省市无偿帮助受灾地区恢复重建。
援建期间，不少人心存疑虑，追求本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地方政府对另一地方的无偿援助能持续多久
？
然而，对口支援出乎意料的成功不仅打消了人们的疑虑，而且受到社会的持续关注。
官员们在探讨如何把它建立为一种以强扶弱的长效机制，商人们在挖掘这样的区域合作所隐藏的巨大
商机，学者们则在探索这种对口支援方式成功背后的运行机制及其动力。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对口支援是怎样运行的？
它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丰硕的成效？
它的运行还存在什么问题？
这是人们高兴之余希望明白的问题。
探讨这些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在理论上揭开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
口支援成功运行的秘密，总结提炼出对口支援运行的一般理论，并据此在实践中让这种成功持续，那
么就会提高我们的国家抵抗包括地震、洪水等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
让一些地方先发展起来、然后带动欠发达地方共同发展的“两步走”战略就可能由此找到一条新的、
符合实际的路径。
团结互助、共克时艰的民族精神就会在支援与合作中得到凝聚和升华。
基于此，探索“对口支援为何能成功运行以及如何持续运行”这个问题就成为本书的主要研究任务。
    对于这个问题，既有研究注重总结对口支援的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其中也曾提出对口支援的制度化问题，但却没有进行具体深人的研究。
本书拟突破学界对对口支援的总结经验式研究以及对其制度化的浮光掠影式的探讨，拟以汶川地震灾
后恢复重建的对口支援为个案，尝试综合运用实证分析、价值分析、规范分析等法学研究方法，对对
口支援的运行机制进行考察，并对其法制化提出初步构想。
    在本书中，我们力图弄清楚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从启动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及其运行机制
，然后从事实中提炼出对口支援的一般理论，据此提出构建相应法律制度的基本思路。
围绕“对口支援为何能成功运行以及如何持续运行”这个问题，我们拟分别探讨如下几个具体问题
：(1)对口支援是如何启动的；(2)对口支援是如何运行的；(3)对口支援运行规则的法律属性是什么
；(4)如何将对口支援的运行规则法制化。
按照上述设想，本书除了导论和结论以外，共分五章。
导论在于提出本书要研究的问题，回顾已有研究状况，指出本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
     第一章回答上述第一个问题，目的在于考察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的启动过程及其推动机
制。
巨大的灾难令灾区难堪重建重负，国家投入在那个特定的时候遇到财政制度的障碍。
金融危机冲击、奥运会期临近、灾区稳定压力又对加大灾后恢复重建力度、加快灾后恢复重建进度提
出更加紧迫的要求。
这是灾后恢复重建的现实背景和制度缺憾。
于是，举全国之力、动员一切资源开展灾后恢复重建既是基于现实政治体制下惯常的有效举措，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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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的理性选择。
对口支援就成为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央政府在那个特殊的时空背景下的应急之作。
中央政府制定具体方案、召开最高级别会议作出专门部署。
各对口支援省市高度重视，以超乎常规的迅速行动表现出对中央政府决策部署的坚决拥护和积极响应
。
可以发现，救助灾区人民的道德合法性和提升灾区发展水平的政治追求是中央政府发动对口支援的原
动力。
威权政治体制在对口支援中发挥了极大功效。
政治动员成为对口支援的直接动力。
     第二章探讨对口支援是如何运行的，重点分析对口支援运行模式的演变。
在政治动员的强大功效下，对口支援省市承担了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的巨大责任。
从援建关乎民生的城乡住房、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到开展智力支援和产业帮扶等单边支援，对
口支援省市的积极作为表明对口支援省市全面准确地执行中央政府的决策。
当受灾地区民生得到基本保障以后，对口支援由单边支援逐渐通过建设产业园区、引进企业入园、扶
持特色产业发展等方式走向双向互动的对口合作。
伴随运行模式的演变，对口支援在运行机制上由政治动员、行政指令演变为对等协商、市场运行，在
行为动机上由无偿支援演变为互利共赢，在行为依据上由行政文件演变为合作协议。
这表明，地方政府以自身实践推动了对口支援的运行从执行政治任务转变为履行法律义务。
     第三章同样探讨对口支援是如何运行的，但重心在于探讨对口支援运行模式演变对中央政府与地方
政府关系的影响．。
对于地方政府在对口支援运行中变通执行中央决策的行为，中央政府由宽容、默认转向支持，使对口
合作成为整个对口支援政策的一部分。
而且，地方政府开展对口合作的行为方式还促成中央政府部门改变自己的行政方式，主动展开与地方
政府的对El合作。
部省协议的出现，使中央政府部门对于地方政府的业务指导由行政指令方式转变为对等协商方式。
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行政合作在中央政府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悄然展开。
     第四章追问对口支援运行模式演变后的运行规则的法律属性。
本章在梳理行政契约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对口支援中出现的政府之间签订的各种协议。
提出对口支援中政府之间签订的各种协议乃是不具有行政法律关系的行政机关之间在自愿基础上，平
等协商达成的追求互利共赢利益的协议，所约定的事项超越了有关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能，是对其法定
行政职能以外事项的另行约定，体现了意思自治的私法精神。
政府问协议模式的出现开启了政府间契约式协作的时代，表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由命令
与服从的行政关系演变为既有行政服从又有对等协商的关系。
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也由区域竞争关系走向互利合作关系。
政府问法律关系的变化，是政府及其部门追求和实现利益的途径，以及当前市场经济体制特性和政府
主导经济发展现状双重因素作用的必然选择，阐释了行政法领域贯注私法精神的现实必要性。
     第五章探讨对口支援机制如何法制化的问题。
在促进东部地区扶持西部地区发展、内地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引导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合作，
以及深化生态效益补偿等领域，对口支援机制具有宽泛的适用价值。
但对口支援在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成功实践背后，其机制的运行还存在诸如行政指令明显、对口
结对不平衡等问题。
因此，构建相应的法律制度进行矫正和固化就显得十分必要。
本章在从社会学和伦理学角度论证了对口支援的正当性后，遵循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运行
模式演变和运行的规律及其带来的政府间行为关系的演变，提出了对口支援法律制度的构建应当采用
公法和私法交融的方式，即将私法的契约精神和制度引人政府之间的合作协议的协商之中，完善如横
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官员激励机制等行政法律制度，使对口支援法制化、常态化等设想。
     结论部分是对“对口支援为何能成功运行以及如何持续运行”这个问题的总结性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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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的分析和提炼，本书最后的结论是，政府问契约式协作机制及其法制化是对口支援能够成功
运行以及持续运行的深层次推动力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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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平台。
协议约定商务部积极支持由国家有关部委和西部12省（市、区）共同主办的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西
博会），通过贸易与投资、出口与进口相结合，努力将“西博会”打造成为中国西部乃至全国重要的
对外开放和国际经贸合作平台。
同时约定，商务部重点支持“西博会”期间的中国四川采购商大会、欧盟合作周等主题活动。
协议对四川省政府的职责要求是，强化“西博会”西部地区与中央有关部委“共办、共享、共赢”的
理念，全面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增强开放性、实效性。
　　四是推进西部商贸物流中心建设。
协议约定商务部支持四川省构建辐射西部、面向全国的西部商贸中心和西部物流中心，加强对四川省
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战略性研究和规划指导，支持服务业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现代服务业与一、二产业
有机融合、互动发展；支持成都市建设西部现代化服务业基地，支持二级城市依托当地区位、资源和
产业发展优势以及商贸物流配套功能；支持在商业网点规划范围内建设对生产、生活有引领作用的流
通基础设施项目；支持培育和引进一批主营业务突出、具有自主品牌和较强竞争力的大型商贸流通企
业；支持成都等市物流示范城市建设，推进物流现代化，发展第三方物流。
协议约定四川省政府则要认真落实促进生产型服务业、民生型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抓好金融、科
技、信息、物流、会展等现代服务业的协调推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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