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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2007年6月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公共财政与政府改革国际会议”的论文集，全书分为美国政府预
算栏目、预算法栏目、公共财政与绩效评估栏目、财政体制与政府改革栏目，共20篇文章。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共财政与政府改革>>

书籍目录

编前语美国政府预算  美国的预算改革  论预算改革的长期必要性  知晓型绩效预算：一个应用导向的绩
效预算之路  美国预算过程的发展与演变预算法  美国联邦预算法发展简析  预算报告、公共预算与预算
法修改  中国公共预算管理改革的法治化进程及其路径演化  论英美两国议会对政府开支的立法监控机
制公共财政与绩效评估  美国州政府学校资金投入的效应分析及对中国的政策建议  税收激励与经济发
展——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经验证据  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基于VAR模型对中国的经验分
析  “参与式预算”的公共投资效率意义——以渐江温岭市泽国镇为例  美国公人政策绩效评估方法及
中国的借鉴财政体制与政策改革  大国义务教育的分权化：多目标的权衡  政府改革的逻辑  政府行政模
式变迁与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  中国省级政府投资决策体制研究——一个案例研究  预算透明度评价标
准研究  财政体制、资源配置与税收博弈——一个地方财政体制模式的案例研究  浦东新区政府采购制
度与公共资源配置管理模式研究  现代国家成长的财政动因研究——一个理论综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共财政与政府改革>>

章节摘录

至今已然走人了第八个年头。
八年来，尽管改革的成就有目共睹，预算制度之于现代公共治理的重要意义，也日益得到广泛共识。
然而，在现实中，仍有许多常话常新的问题，总是困扰着我们：为什么涉及无数纳税人千百亿资金的
公共预算，没有能够引起广大公众的足够关注？
为什么政府预算在某种意义上演变成了“政府自己的预算”，距离“依法用好百姓钱”的目标，总还
存在或多或少的差距？
为什么每年国家审计署揭示的问题总是大体相仿，难免有些“屡审不改”的色彩？
为什么审计结果公告披露几年之后，社会上不再是单纯的一片掌声，而是开始关注其背后的种种制度
性症结？
一度曾引起多方关注的《预算法》修订工作，为何却推进艰难？
中国公共预算改革的未来之路，到底该怎么走？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中，“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这一屡屡被历史证明的规律，是否也同样
在公共预算管理改革中不幸被言中？
根据世界银行的观点，中国预算改革采用的“零敲碎打”的方法，与中东欧和前苏联等转型国家的改
革，已经采用或正在采用的方法相比，略显逊色（黄佩华、迪帕克，2003）。
从这个意义上说，预算改革走到今天，似乎处于一个充满“为什么”与“怎么办”的十字路口，已经
到了必须拿出一份相对清晰的“路线图”的时候了。
在这份路线图上，需要较为清晰地“标绘”出预算治理结构转型的“方向标”、“布局顺序”、“关
键节点”与“目标到站”。
所有这些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在攻坚阶段，需要厘清预算改革的布局次序与道路规则。
就新一轮预算改革而言，在改革次序“孰先孰后”的问题上，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1．在理论指导
与实践探索的次序问题上，预算改革的启动，主要源于立法监督机构和审计部门的外部推动。
这导致改革缺乏必要理论创新的支撑1999年6月，审计署代表国务院在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
所作的《关于1998年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
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针对财政预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就进一步改进预算管理工作提出了
明确的要求。
由此拉开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公共预算改革的序幕。
就预算制度变革的起点而言，似乎更多地出于审计机关和立法监督机构实际工作中的推动，而并未经
过理论上的周延论证。
近年来，理论界也不乏对公共预算理论创新的探讨，但大多呈现“事后追溯”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
具有“以实践催熟理论”的色彩。
尽管，中国公共预算在改革步骤与操作手段上采取逐步探索、渐次推进的策略是相对现实的，然而改
革的理论基础却不能逐步过渡、游移不定。
2．在政府治理的纵向层级上，具有地方先行的“倒逼机制”的特点当前的预算改革，首先是由以河
北、广东、天津等为代表的地方政府率先推动的。
地方预算管理制度创新的成功经验，构成了中国预算管理特有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
①如果从整个政府治理模式的视角，来考察地方政府预算管理创新意识的现实意义，地方政府预算改
革积极性的调动，对于中国政府治理结构的长期演进所产生的影响将是非常深远的。
3．在总体治理结构与局部具体操作上。
更加侧重于技术路线上的规则与程序改革，缺乏对整体治理结构的综合考量结合中国预算管理的现实
，在改革之初相对薄弱的管理基础上，以渐进的方式，重点解决诸如部门预算编制流程、国库收付制
度操作规程等程序层面的问题，自然是符合国情的现实选择。
然而，当技术层面的改革基本完成之后，适时引向更深层次的运行机制改革，似乎是改革取得成功必
须跨越的“藩篱”。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预算改革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那就是如果预算程序是合理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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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也将是正确的。
然而，近20年来，某些发展中国家引进了国际组织推荐的标准预算方法与规则，却未能取得满意的效
果。
这恰恰说明，单纯依靠良好的预算程序，仍旧可能会产生不良的预算结果（爱伦·希克，2000）。
近年来，财政收支审计中所暴露的预算管理中屡屡反复发作的种种“顽疾”，也与这种过于强调技术
路线，而忽视整体治理结构转型的改革路径不无关系。
4．在改革突破口的选择上。
大体沿用了“先易后难”的逐次推进方式。
增大了后续改革进一步战略展开的难度这一轮预算改革，是从部门预算、国库改革和政府采购等领域
展开的，而作为基础性工作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却由于种种原因直至2006年2月方始出台。
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恰恰是预算管理变革的基础性技术支撑平台。
十多年前，我国通过1993年的企业财务会计制度改革，大体实现了中外“商务语言”的对接与整合。
如果说，可以用“会计风暴”来形容当年的会计改革的话，那么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则为风起云涌中
的“预算改革风暴”的到来，吹响了进军的冲锋号。
也只有尽快建立起中外“政府财务语言”的沟通与对接机制，中国公共预算改革才能够循着一个相对
有序的顺序，加以进一步的战略展开。
并且，我国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似乎更多参照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1986年发布的政府财政
统计体系。
但是，随着联合国国民账户体系（SNA）1993年版的发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征求各国意见后，
于2001年正式发行了新版的《政府财政统计手册》，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统计核算体系与联
合国国民账户体系的新标准保持一致。
2001年新版的《政府财政统计手册》较大的变化是，记录交易和其他经济流量的时间由权责发生制原
则确定。
然而，我国现行政府会计体系基本上采用的是完全收付实现制，至少在短期内还不具备完全过渡到权
责发生制的现实基础。
这种现实国情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国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向国际政府财政统计最新口径靠拢
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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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共财政与政府改革(第4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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