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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人民的民主意识越来越强，通过人大监督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
同时，我国各级政府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尤其是预算管理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
革，如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政府采购制度改革、部门预算制度改革、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和公共支
出绩效评价改革等。
为了适应我国人大预算监督的要求和我国地方政府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各地人大都或多或少地对人
大预算监督制度进行了一定的改革。
我国地方人大预算监督改革所采用的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流于形式型、投入导向型和绩效导向型
。
大部分地方停留在流于形式型，少数地方已开始进行投入导向型改革，很少一部分地方尝试进行绩效
导向型改革。
　　从理论上看，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预算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按照信息经济学理论，处于信息优势的是代理人，处于信息劣势的是委托人。
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效用函数的不一致，代理人完全有可能违背委托人的意愿。
同时，由于公共部门的特殊性，作为委托人的地方人大必须通过监督等制约机制来解决委托一代理问
题。
另一方面，博弈模型和国会优势论等可以证明地方人大是可以处于控制优势地位的，即可以通过监督
等制约制度减少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
　　任何地方立法机构的监督都是在特定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下进行的，我国地方人大的预算监督
也不例外。
笔者主要分析了政治环境和行政环境。
我国的政治环境存在着个别地方党政不分、党直接参与决策等影响人大审批积极性的现象。
从行政环境看，影响预算监督的主要是行政集权和行政型审计。
行政集权使地方政府预算无法成为独立的一级预算，而且预算执行中调整过于频繁等；行政型审计模
式下地方人大无法充分利用审计机构为其服务，严重影响了地方人大预算监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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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适应我国人大预算监督的要求和我国地方政府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各地人大都或多或少地
对人大预算监督制度进行了一定的改革。
我国地方人大预算监督改革所采用的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流于形式型、投入导向型和绩效导向型
。
大部分地方停留在流于形式型，少数地方已开始进行投入导向型改革，很少一部分地方尝试进行绩效
导向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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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研究的基本假设　　1.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　　本书借鉴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认为
现实社会不管是市场还是政府，信息不可能是完全的，因为人是有限理性的。
即便是政府，也是由个体组成的，也受这些个体有限理性的约束，所以信息同样是不完全的。
另一方面，信息是不对称的。
在公共支出过程中存在着多层委托代理关系，处于信息优势的是代理人，而处于信息劣势的则是委托
人。
　　2.效用最大化　　传统经济学主要研究消费者理论和企业理论，在这些领域都是假设效用最大化
的。
其实政府领域同样存在着效用最大化。
本书假设委托人和代理人以追求各自的效用最大化为目标，但他们的效用是不一致的，导致了代理人
的机会主义行为（另一假设）。
　　3.有限理性　　传统经济学一般假设人是理性的，或是合乎理性的。
但理性的假设是基于完全信息的基础上；如果不存在完全信息，理性假设也就不存在了。
新制度经济学就以有限理性为基本假设。
有限理性并不否认人不理性，而是因为其缺乏信息所以无法完全理性。
所以在有限理性的假设下，决策者通常不具备最优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进行最优决策的能力是有
限的。
　　4.机会主义　　由于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与代理人追求各自的效用最大化，而各自的效用又不一
致，会使处于信息优势的代理人违背委托人的利益，形成代理人的机会主义。
新制度经济学家称之为机会主义，而信息经济学家将事前的机会主义称为逆向选择，将事后的机会主
义称为道德风险。
其实，机会主义假设究其实质则是人的最基本动机——追求自利。
　　三、研究方法　　1.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　　本书在理论上采用博弈论等方法进行研究，
运用交易费用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信息经济学）、绩效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学
）并结合政治、管理、行政理论进行具体的分析。
笔者选取了三个地方进行实证研究，主要通过实地项目挂职、开小型调研会议、个别采访、与当地人
大联合进行课题研究、联合媒体进行调研等方法进行实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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