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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央与地方事权分配机制：历史现状及法治化路径》由黄韬编著。
政府间事权分配的随意性导致各级地方政府出现了严重的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的情况，进而成为地方债
务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种格局并非一种人为刻意设计的结果，而是由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
和历史的原因所共同造就的制度“均衡”状态。因此，若要解决这一失衡问题，期待将中央与地方之
间的事权分配关系纳入法治轨道，就必须先清楚地了解现实制度背后的各种促成性因素，否则就很容
易陷入“纸上建构”法律条文的窘境。具体来说，当下我国央地事权分配关系的成因可以从三个维度
来解释，分别是：基于历史因素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基于经济因素的宏观调控手段以及基于政治因
素的官员行为激励。
政府间事权分配关系的法治化需要同时在多个维度上推动制度建设。首先，在最基础也是最技术的层
面上，我们有必要在未来的法律规则中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进行性质上的分类，清楚地界分“地
方性公共产品”、“全国性公共产品”和“混合性公共产品”，进而来明确“地方事权”、“中央事
权”和“混合事权”。其次，有必要在法律上确立“地方自治”的原则和观念，淡化高度行政化的央
地关系架构中所特别强调的“上位法”和“下位法”概念。最后，则应当通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法律
制度，以保障地方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如此才能确保法律化、制度化的事权分配机制得以平稳运
行。
提升我国中央与地方事权分配关系的法治化程度渐趋成为一种政策共识并被写入了中共文件。然而，
我们同时也应当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既有的能够防止地方政府过度举债融资的、自上而下的政治
控制机制将不可避免地被削弱。由此，在推动我国央地事权分配关系法治化进程的同时，我们有必要
去找寻一项替代性的机制，以控制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结合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况，金融市场
投资者的行为选择可望起到有效控制地方债务规模的作用。而要让这一机制的作用得以发挥，一个必
要前提就是落实修订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赋予地方政府独立发债的权限，并明确其独
立的法律责任，通过金融市场机制来让地方政府实现权力行使和责任承担的双重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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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花了一上午看完，还是有收获的
2、表格不错。

Page 3



《中央与地方事权分配机制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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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111.com

Page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