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价与制度创新>>

13位ISBN编号：9787010085685

10位ISBN编号：7010085684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雷振扬，成艾华  著

页数：28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价�>>

内容概要

本书是200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价与制度创新研究”的最
终成果。
作者以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视角，通过统计资料分析和个案研究，对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
付的均衡绩效进行纵向、横向比较分析和综合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进行制
度创新设计。
这对完善创新国家对民族地区的财政扶助政策、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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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人大立法专家组成员，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
长期关注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特别是法治国家建设的现实和理论问题，积极从事科学研究，承
担并完成了1项国家科研项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公共关系研究》、四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并参
与多项合作项目。
已出版《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研究》、《中国乡镇政权建设与社会发展》专
著两部，发表《论法律信仰的培植》、《法治视野里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关于新闻自由与新闻侵
权问题的思考》等专业学术论文 50 多篇，许多论著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其学术水平、学术成果深
得同行专家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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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模型　　本研究重点探讨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均衡绩效，基本上属于实证分析的范畴，即
主要回答“是什么”、“为什么”之类的命题。
当前，在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研究领域，对“应该怎样”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本研究不是对过去相关研究的一个简单的重复，而是从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结构及基本公共服务水
平诸方面，对民族地区与全国及非民族地区的差距进行纵向和横向对比分析，并注重对财政转移支付
绩效的定量评价，力图通过本研究，对民族地区与全国及非民族地区差距的程度、动态变化及其趋势
有更为清晰的判断。
当然，本研究也涉及到规范分析的方法，但所占比例相对较小。
　　实证研究中，我们使用了尽可能多的数理工具去揭示、检验和验证相关命题，力求实现规范分析
与实证分析的紧密结合。
主要的方法模型有：　　（1）基本的统计方法。
用来刻画民族地区与全国及非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前后的均衡效应、各类别财政转移支付的均衡绩
效、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财政投入差距的纵向和横向分布格局及其动态变化与趋势。
基本的统计方法包括标准差、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相对变异系数以及泰尔指数的地区分解、相对变
异系数的结构分解等。
通过这些统计方法，获得民族地区与全国及非民族地区财政能力、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异的总体情况
、结构分布及其动态变化，为计量分析奠定基础。
　　（2）基于财政转移支付与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计量模型，包括横截面回归模型、时间
序列数据模型。
通过建立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回归模型，分别对民族地区、全国及非民族地区进行回归，比较其影
响因素及其差异的程度，并就某分项公共服务支出作为解释变量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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