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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今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适应服务型政府发展需要的行政体制改革正在逐步
展开，而地方政府结构与规模问题越来越成为深化行政体制和机构改革的一个瓶颈问题。
由武汉大学李和中教授所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善治取向的我国地方政府规模与结
构优化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中国地方政府规模与结构评价蓝皮书2008》由李和中主编，该书
选题紧扣当前我国深化行政机构改革的实际需要，有很高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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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五）政府规模的测度及应用模型政府规模涉及政府的权力区间、职能范围、财政收
支、机构数量和人员构成状况，那么，对政府规模的测度也应从这几方面入手。
徐理明主编的《走向卓越的中国公共行政》一书指出：“要评价政府规模的合理性，就必须考虑决定
政府规模的五个因素：公务数量、人口数量、可用财政数量、机构数量、公务人员数量。
”①由于不可计量的因素，政府权力区间和职能范围主要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价值阐释和规
范研究。
定量分析主要应用于政府的财政收支、机构与人员数量上。
目前，关于政府规模的测度，一般有两种方法。
一类是基于国民账户体系（SNA）框架的测算，即用政府控制的或支配的（包括政府的收入、支出、
消费）社会资源占GDP的比重表示，通常采用财政支出与GDP的比率计算；另一类是从人力资源角度
出发，用政府部门占用的人力资源（政府部门的从业人数）占全社会人力资源（就业人数）的比重来
表示。
从交易费用理论来看，政府履行任何职能都是要花成本的，即政府的运作是要有投入成本的。
政府职能的大小或多少，政府规模的确定应该取决于政府交易的边际收益等于政府组织内的边际成本
，即政府交易的边际费用等于市场交易或企业内部交易或社会组织内部交易的边际费用。
当政府职能增加时，政府组织运作的成本自然要增加，相对于市场交易本身来说，政府的规模自然会
在某一点上达到均衡。
均衡由以下原则决定：当政府的职能扩张到如此的范围和规模以至于政府再组织一项交易所引起的成
本等于市场机制组织这项交易的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组织这项交易的成本；等于某一社会组织（某一
协会、中介机构）组织这项交易的成本时，政府、市场、企业、社会的职能界限也就确定了。
在此时，社会资源的运作在政府、市场，以及社会组织、企业之间就能达到一种成本最小的状态，政
府规模也最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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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地方政府规模与结构评价蓝皮书(2008)》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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