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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论文推介

《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有关问题》简介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仅是财政问题，更是国家治理

的基本要素。清晰高效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是形成合理

的行政秩序、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前提，是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政府间事权划分缺乏明确统

一的规范，分工不清晰、不合理的问题较为突出，形成了碎

片化、冲突性的体制机制，不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诱发了收入分配不公，可

持续性堪忧。但自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

提出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以来，我们按照适

度加强中央事权的要求，积极推进改革，取得了一定程度的

进展。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重要文件中，涉及

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共 50件，其中，15件明确界

定了相关领域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范围。改革后

事权履行效率明显提升，中央事权有所加强，成为全面深化

改革中的亮点。但在上述领域之外，事权划分不够清晰合理

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不相

适应。

归纳起来看，事权改革问题的症结在于 ：受传统计划

体制影响，各级政府职能配置天然缺乏清晰分工的理念，

“机关化”特征显著。上下级政府在事权上仍习惯于通过行

政命令的方式进行履行，而非由各级政府根据事权属性，通

过建立本级的机构队伍，采用“实体化”的方式直接承担相

关事权，从而导致政府间权责边界模糊，共同事务泛滥，行

政效率偏低。

如何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明确各自的支出责任，

既让不同层级的政府各司其职，高效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

和服务，又能避免相互之间恶性竞争和推诿。参考美国、俄

罗斯、日本等相关国家的国际经验，大致框架是 ：中央政府

是宏观经济稳定和收入再分配职责的主要承担者 ；提供公

共服务主要是省州和地方政府职责，但全国性公共产品以

及具有大范围规模经济和空间外溢的活动仍然需要中央政

府承担或参与。在上述框架下，仍须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外

部性原则、信息复杂性匹配原则、激励相容原则。

革除事权不清的顽疾，必须牢固树立问题导向、目标

导向，立足国情并参考相关国际经验，对准症结，有的放

矢，以革命的勇气和先立后破、不立不破的魄力，以“实体

化”“法治化”“高阶化”为重点，推动改革取得成效。核心要

义是对现行宪法“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

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

则”，做出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造。重点强化三个

手段 ：一是通过实体化方式加强中央事权 ；二是推动事权

划分和调整规范化、法律化 ；三是提升改革的组织和决策

层次。

最后强调一点，事权改革的实现途径，只有牢牢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

（全文发表于《比较》2018年第4 期，转载于
《财政与税务》2018年第11期，作者：楼继伟）

《财政与国家治理：基于不确定性与风险社会的逻辑》简介

财政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不确定性

视角进行分析，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能得

到更好的阐释。本文以不确定性世界观为基础，从风险社会

的逻辑视角出发，对财政与国家治理的关系进行分析。

一、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公共风险治理：构建
确定性

我们观察到，不确定性思维已经深入到各个领域，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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