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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以上三节，我们分别从财政收支规模、财政支出结构和三种主要地方公共物品生产
效率三个方面，对我国财政体制对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影响做了数据分析，结合前面第一章给出
的有效率的财政体制的评价标准，我们接下来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我国不同时期财政体制的效率进行
综合性评价。 一、从形成合理的公共物品供给规模来看 （一）1953～1980年集权体制时期 由于当时处
于计划经济时期，基本经济体制极度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而经济增长缓慢，经济总量有限，财政收
支规模总体很小，人均财政支出全国平均只有81.06元，地方平均更是只有27.99元。然而，这一时期的
财政收支占GDP的比重却比较高，全国平均值为：收入占比为28.39%；支出占比为28.80%。而地方（
三省）的收入占比平均为17.88%是全国收入占比的62.98%；支出占比的平均值12.59%，是全国支出占
比28.80%的43.72%。这种极低的人均财力和较高的财政收支GDP占比，说明了公共支出规模与经济发
展水平是不相适应的。当时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政府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占比在地方（三
省）平均为36.72%，全国为38.44%。这又必然进一步降低政府提供民生性公共物品的能力。这也说明
，为什么在集中性财政体制时期，整个农村的公共物品供给基本被排除在财政负担之外，因为政府尤
其是地方政府根本没有能力。 （二）1981～1993年分级包干体制时期 在财政收支占比下降的同时人均
财力却有了极大的增长。这一时期，这两个指标分别是：地方的平均收入占比为11.29%，全国
为18.49%；地方平均支出占比为10.11%，全国为19.10%，全国的人均财政收入为222.74元，人均财政支
出为233.31元。地方（三省）人均收人为137.62元，人均支出为123.81元这两个指标的变化说明公共物
品供给的规模较集权体制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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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方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研究》着手对经典理论进行梳理，对历史数据进行收集。当一些历史数据呈
现在我们眼前时，让我们深感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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