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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五篇，主要内容包括：中国财政经济情况分析；宏观税负研究的理论及框架；中国狭义
宏观税负研究；中国广义宏观税负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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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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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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擅长领域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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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任中心主任为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导师蒋洪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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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目的是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协调，社会发展和建设严重滞后，因此要求我们在财
政支出项目上进行有针对性、有倾斜性的安排，这就体现为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最终目标是能够实
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张馨（2009）认为，从财政的具体支出结构的角度看，民生财政应集中在关注民生最直接、最急需的
问题上，由各项支出与民生的关联度不同而呈现出阶梯性，因而将民生项目划分为五个等级：第一，
如就业、收人分配、社保、医疗卫生等活动，是人们最基本的生计条件，事关人们生命的存在和维持
，因而是基础性的第一阶梯民生需求。
第二，如教育和计划生育等活动，或者增长人们的知识、技能与素质，或者控制人口规模，都是现代
社会人们正常生活的必备条件。
它们尽管对民生非常重要但基础性稍逊，因而只是第二阶梯民生需求。
第三，如文化等活动，在物质文明基础上提供了精神文明，也为现代人所必需，但已带有某种享受性
质，因而是第三阶梯民生需求。
第四，如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等活动，也是民众很重要的生计条件，但按照环境经济学的说法，环保
带有某种奢侈性，因为一个社会连温饱都难以维持时，为摆脱贫穷往往不惜以环保和生态为代价，只
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能力解决环境和生态问题。
所以，它是第四阶梯民生需求。
第五，其他的公共服务如社会管理活动，都是民众正常生活的条件。
但就这些活动来看，一方面，它们从来都是政府最基本的职能，是财政必须保证的支出；另一方面，
政府这类活动必须压缩到最小规模，以免对市场和民众形成不应有的负担。
换言之，这类支出受民生直接需求的影响很小，从而是第五阶梯民生需求。
财政支出就应当在充分考虑上述民生需求的阶梯性基础上，决定支出的结构。
正因如此，近年来财政支出向民生项目的倾斜，反映了整个财政基本运作模式的转变；更体现了财政
理念的转折性变化——从以财富生产为逻辑起点，转向以财富的支配使用为逻辑起点。
综合上述观点，所谓“民生财政”，就是以人为本，以服务民生为直接目的，以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
全面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最终目标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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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1中国财政发展报告:中国宏观税负面》是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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