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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问题研究》一书是周波同志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精心修改而成的。
作为他的导师，我很愿意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为之作序，向感兴趣的读者推荐这本较有成色的学术专
著。
　　政府间财政关系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中国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重要战略目标的情况下，政府间财政关系问题研究显得尤其
重要。
因为，规范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对于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基本分工、规范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科学界
定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能、健全财权与财力的法律制度、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有着重要的
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与我国30年多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相对应，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人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认识的日益深入，中国对于政府间财政关系问题的研
究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
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专门论述，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的“放权
让利”，再到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建立时提出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对称”，直到中国共
产党十七大提出的“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体制”，这个演进过程反映了我国党和政府以
及理论界对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不断探索。
　　本书以“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问题研究”为题，由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问题的基础——国家
职能和政府职能切入，在阐明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的基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并借鉴政府间财
力与事权匹配的国际经验，梳理中国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的演进过程，分析我国现行财政体制下政
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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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问题研究”为题，由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问题的基础——国家职能
和政府职能切入，在阐明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的基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并借鉴政府间财力与
事权匹配的国际经验，梳理中国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的演进过程，分析我国现行财政体制下政府间
财力与事权匹配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从将我国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法治化的角度，提出通过
建设我国法律体系规范我国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政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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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职权法定原则与行政职责实际界定之间存在冲突。
　　职权法定是行政机构设置的主要依据，也是有效进行行政管理的重要保障。
行政职责实际界定不清或交叉界定是造成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体制根源。
　　（2）法律优先原则与条块分割管理体制之间存在冲突。
　　根据我国行政立法效力等级规定，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制定的行政规章的
效力。
但由于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及市级垂直管理部门的人事权、财权、事权均高度集中于上级部门，所以在
实际行政执行中，部门依“法”，行政主要以部门行政规章为主，而对地方性法规的重视程度不够。
久之必然导致行政权力部门利益化。
这种体制机制上的弊端，使“地方政府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政府”，地方政府的权威受到影响，很难号
令各路“诸侯”目标一致，容易助长各级行政机关“部门利益、单位利益至上”的行政方式。
　　不难看出，我国当前行政体制中的结构性问题与现行公共治理结构的缺陷直接相关。
例如，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往往接受地方政府和上级部门的双重领导，国务院主管部门负
责业务工作的“事权”，地方政府则掌管“人、财、物”。
这样，地方政府经常动用上述权力，影响职能部门执法，损害中央政令的统一推行。
6.2_3政府层级较多　　中国目前实行的是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财政体制，其在国家财政运行
和管理效率方面都具有很大负面效应。
政府管理层级过多，管理半径太长，信息和监督成本较高也就不可避免，不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管理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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