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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摆上读者案头的《公共经济理

论体系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书，

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研

究员齐守印带领博士团队完成的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研究成果。

他着意公共经济理论创新研究，从

2001 年写作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公共经

济体制改革论纲》就已开始。这篇论文

经扩展而成书，于 2002 年初以《中国公

共经济体制改革与公共经济学论纲》为

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仅对公共物

品、公共经济、公共经济体制等重要公

共经济学范畴作出显著有别于主流公共

经济学的理论解释，而且提出了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创立中国社会主义公共

经济学的纲要性构想，著名经济学家陈

共、何振一、高培勇、贾康等均予以充

分肯定。此后近 20 年来，作者尽管有一

半时间在公共经济实践第一线担负重要

任务，倾情改革、力主创新，立足地方

实践，锐意探索我国财政体制与管理现

代化转型之路，但对公共经济理论的创

新性研究一直未曾停歇间断，相继发表

了 20 余篇相关论文，并由河北人民出版

社出版《新公共经济学要论》一书。现

在由新华出版社推出的这部上下两卷本

公共经济学新著，在囊括作者此前对公

共经济理论进行创新性研究所有成果的

同时，又新增了两倍于《新公共经济学

要论》总篇幅的内容，从而将他 20 年来

所创制的一整套全新的公共经济理论体

系系统呈现给读者，是可谓“廿年磨一

剑”。依笔者之见，与主流公共经济学相

比，这一理论体系在许多方面均可谓别

开生面、独树一帜。

（一）板块构成别具特色的理论内

容和体系架构。与主流公共经济学以大

部分理论板块阐述财政收入、支出、预

算、体制及其经济效应不同，本书只将

财政作为公共物品价值再生产过程浓

缩为一篇加以阐述，而将绝大部分篇幅

用于分析阐述公共物品基础理论、公共

物品再生产其他环节（侧面）、国际公共

经济、公共经济规律和公共经济实践演

进、理论发展等内容。克服了与财政学

在理论内容方面大量交叉、体系架构方

面基本雷同的问题，从而有利于公共经

济学与财政学紧密联系而又并行不悖地

各自向深度、广度发展。

（二）公共物品理论成为整个理论

体系的基石和主线。在主流公共经济学

中，对公共物品的分析虽然也是一项非

常重要的内容，但因为提供公共物品只

是政府多项职能中的一项，所以，公共

物品理论主要用于解释大部分财政支出

用途，既难以构成公共经济理论大厦的

基石，也不可能成为贯穿整个公共经济

理论体系的主线。与此不同，在这本书

中，由于作者将广义政府（即作为社会

公共机构的国家）的所有合理职能全部

归结为组织生产或提供各类公共物品的

活动。这就使得公共物品理论对于公共

经济理论体系而言，不仅有资格成为整

个大厦的基石，而且能够成为公共物品

再生产各环节、各侧面以及公共经济规

律、公共经济实践演进和理论发展等其

他所有板块依以展开分析阐述的主线。

正是基于这条主线的贯穿，使整个理论

体系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显得尤为   

紧密。

（三）公共物品理论分析和阐述独

具特色。主流公共经济学的公共物品理

论主要以公共物品的两大属性特征为分

析框架，依据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排

列组合情况将公共物品区分为纯公共物

品、准公共物品和公共性成分不同的各

种混合物品。与此不同，这本书以满足

社会公共需要、承载公共利益作为公共

物品理论的逻辑基础，以满足社会公共

需要、体现公共利益的程度和范围将公

共物品区分为公共性强度不同的各层

次，同时从不同角度对公共物品进行了

多种分类 ；提出公共物品具有特定的使

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从而为公共经济

再生产理论以及公共财务、公共资产理

论奠定了基础。在公共物品最佳供给理

论分析中，在解释和介绍维克塞尔—林

达尔、马斯格雷夫—萨缪尔森均衡模型

的同时，第一次将马克思关于第二种含

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视为一种有

关公共物品最佳供给条件分析的理论模

型，不仅与前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

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提出时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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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延展了公共物

品供给理论体系。

（四）开辟了公共经济体制、公共

经济政策、公共经济管理、公共经济规

律、国际公共经济等理论分析阐述的

新境界。在主流公共经济学的不同版本

中，上述这些理论板块有多有少、参差

不齐，有的甚至全然没有 ；即使全都具

备的，所阐述的内容也多局限于财政领

域。与此不同，这本书不仅将这几大板

块囊括无遗，而且以新的视野和新的内

容加以分析阐述，从而显得新意盎然。

例如，将公共经济体制视为公共经济生

产关系的外化形式，认为它作为界定公

共经济各方面、各层次活动主体之间责

任和权利（力）的规则体系，是在公共

经济与民间经济边界划分这一初始维度

基础上，由公共经济受托执行主体内部

横向维度和纵向维度共同构成的一种

立体架构，其中每一维度的正确界定对

于公共经济运行效果都具有重要影响。

公共经济体制的设计制定，应当摈弃强

调“事权”的理念和以“事权为主导”的

做法，转而以相关主体之间公共经济责

任划分为基础和前提，严格遵循依责赋

权、权责匹配的逻辑规则，以避免公共

经济活动各方面相关主体之间围绕责任

和权利（力）相互扯皮、乃至争权诿责

而导致公共经济政策扭曲和公共经济效

率减损。又如，提出将“公共经济政策”

与“经济领域的公共政策”区别开来，认

为公共经济政策是支配公共经济整体或

某一局部、某一领域的治理方略，调节

客体虽然表现为公共经济资源配置的结

构和时序，但实质是以公共物品为载体

对各社会群体之间公共利益关系所作的

战略策略安排。正因为如此，公共经济

政策理性程度高低直接关乎国家兴衰成

败，通过优化公共选择机制确保公共经

济政策具有很高程度的理性水平，是推

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任务之一。再

如，主流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经济规律方

面一般只讲到涉及社会经济资源总量在

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之间分割的瓦格纳

定律，而本书则从唯物辩证规律体现于

公共经济领域的规律性、一般经济规律

在公共经济领域体现的规律性和公共经

济领域特有规律三个层次分析阐述了公

共经济规律体系。此外，本书对公共经

济管理和国际公共经济的分析阐述同样

不同于主流公共经济学。

（五）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

对公共经济理论研究的指导地位。这本

书在公共经济思想理论发展史概述中

专设一章，全面梳理概括了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的公共经济思想理论框架。同

时，在分析方法、学术范式和很多理论

内容阐述也广泛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正因为如此，这本书实现了公共

经济思想观点、分析范式和理论架构的

一系列革命性变革，具有根本意义的创

新性。

（六）致力于公共经济理论的中国

化。源自西方的公共经济学传入我国以

后，不少学者在推进这门学科中国化方

面做了很多努力。在这本书里，作者对

推进公共经济学中国化所做的努力贯穿

于各个篇章，不仅在公共经济实践演进

和理论发展史方面均设专章讲述中国自

古至今的经验教训，阐述中国思想家的

理论贡献，而且着力分析中国公共经济

运行现实中的缺陷和不足，并据此提出

通过创新机制、优化管理来破解难题、

克服缺陷的理论思路和对策建议，从而

使中国特色更加突出和鲜明。

（七）以增强公共经济学对国家治

理现代化实践的理论服务功能为直接出

发点。尽管本书字里行间洋溢着科学态

度、科学精神，但它并不是一部纯学术

性的著作或用于课堂教学的教材，而是

着眼于增强公共经济学对国家治理现代

化实践的理论服务功能而研究写作的。

本书从作为整个理论体系基石的公共物

品理论到最后分析概述公共经济思想理

论发展史，都着眼于用创新的公共经济

理论助推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 ；特

别是在务实色彩更强的公共经济财务、

资产、体制、政策、管理、监督、规律乃

至国际公共经济等篇章，更是发扬有的

放矢、求真务实的精神，遵循“问题导

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原则，力图

通过理论创新和对策创新直接为加速我

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进程献计献策。

（八）按照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研

究方法，初步填补了公共经济理论史的

研究空白。这本书在创新公共经济理论

体系的基础上，用新公共经济观概要分

析中外 5000 年公共经济实践史和思想理

论演进史，初步填补了公共经济理论研

究的一大空白。在公共经济实践史分析

中，揭示了中国古代主要王朝存亡兴替

之道和世界各个大国盛衰之由，从史学

角度进一步论证了公共经济运行与发展

的基本规律。在公共经济思想理论演进

史叙述中，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的公共经济思想，强调了中国古今思想

家、政治家对公共经济思想理论的独到

贡献，体现了公共经济理论体系的历史

源流和对其进行系统创新的基本理路。

总之，尽管这本书从内容到形式、

从学术观点到体系结构等方面都并非尽

善尽美、无可挑剔，但笔者认为，它作

为以齐守印研究员为负责人率领包括张

晋武教授在内的项目团队的研究成果，

应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优

秀成果。而作为齐守印本人倾注 20 年心

血铸成的这柄思想理论之“剑”，其所具

有的重要理论创新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

无需多论，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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