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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家预算管理是国家依法对公共财政资金的筹集、分配、使用进行组织、协调和监督的活动，其
基本目标是合理编制预算、有效完成预算收支任务和提高预算资金运行效率。
国家预算管理的依据是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特别是经立法机构通过后颁布的年度预算法案和《预算
法》，将预算资金的组织、协调和监督纳入法制化轨道，做到依法理财、依法治财。
　　1994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16年
。
在此期间，我国不断地探索国家预算改革：1995年启动政府采购制度改革，2000年开始国库集中收付
制度和部门预算改革，2005年进行预算收支分类改革，等等。
这些改革的成果对优化国家预算管理起到推动作用，并且强化了对预算支出的监控。
因此，我国的国家预算改革整体上取得了较大进展，基本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并
与国际惯例相接轨的国家预算管理体制框架。
但国家预算改革仍存在不少局限，如现行《预算法》已明显不能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亟待
进行修订。
　　上海财经大学在与全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广泛沟通与讨论的基础上，认为
有必要结合我国社会经济以及公共财政运行的最新发展情况，成立上海财经大学《预算法》研究课题
组，对《预算法》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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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推动我国国家预算改革，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促进财政转移支付规范化、法制化，逐步实现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本报告详细研究了国家预算管理与法制化建设等重大问题，共由六编组成。
第一编分析中国财政经济运行及发展情况。
第二～四编研究预算体制与预算模式、国家预算的编制与执行，以及国家预算管理与监督等相关问题
。
第五编梳理国外部分发达国家预算管理与法制化的经验，并归纳出可供借鉴之处。
第六编则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预算法律体系建设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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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一个面向社会的财政、经济决策咨询机构，以上海财经大学
从事财政学、经济学的教授和专家为核心研究人员，并聘请社会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兼职研究员，已同
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与交流。
该中心主要承接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及主管部门委托的综合性和专题性研究课题。
擅长领域主要包括宏观财政政策、税收理论与实务、资产管理与评估、公共政策、经济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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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外，一般转移支付还存在着粘蝇纸效应。
“粘蝇纸效应”是指社区接受补贴后的实际公共支出水平会超过他们自己收税的现象，“社区以补助
形式接受一美元，要比社区收人增加一美元税收导致更大的公共支出”。
这说明，一般补助存在着对税收（或行政性收费）的替代效应。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　　（1）由于受援政府获得一般性转移支付，可与分税分成一样，用于急
需的公共服务，起到弥补基础财力不足、提升受援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作用。
同时，由于它存在着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因而比专项补助的效率更高。
一般补助在消除地区基础财力差异上有着独特的、其他手段难以替代的作用。
　　（2）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效用大小与受援对象相关。
效用递减规律告诉我们，同样数额的补助，补助那些基础财力不足的县，由于解决的是政府生存问题
，因而效率较高；若用于补助经济发达、财力充足的县，则效率递减。
　　（3）虽然一般性转移支付和新增的税收分成都会增加县市政府基础财力，但后者需要付出辛勤
努力，取得难度较大，而前者来自上级拨款，取得相对容易。
为此，长时间地、大量地使用一般补助，会引发地方政府的依赖性。
如何在均衡地区财力的同时，克服这种依赖性，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6.1.4.2 专项转移支付的效应　　专项转移支付是上级政府指定了用途的补助，受援政府只能用于购买
指定的公共产品。
当然，他们或许会改变原预算，以适应新的支出结构，但有许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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