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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公共财政建设指标体系 ,我们的研究 I作始于 ⒛04年 。属指

算来 ,迄今已持续 8年之久。8年来 ,这项工作至少经过了如下几个阶段 :

第一 ,理论研究 ,植根于中国的特殊国情 ,从公共财政概念的界说和

演变脉络的梳理人手 ,构建中国公共财政理论体系。

第二 ,指标设计 ,立足于改草与发展 ,从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的需要出

发 ,构建中国公共财政建设指标体系。

第二 ,跟踪考评 ,着眼于实践层面的决策需要 ,将指标体系用于中国

公共财政建设的跟踪分析 ,系统评估中国公共财政建设状况。

第四,修正完善 ,在持续测度和跟踪考评的基础 上,修正刻画因素和

评价指标 ,进一步完善中国公共财政建设指标体系。

(二二)

前期的研究⊥作 ,曾分别形成了两项重要的研究成果———本研究报

告和一本理沦专著。

研究报告取名为 《为中国公共财政建 没勾 lml“ 路线图
”——重要战

略机遇期的公共财政建设》。它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 ,在全面梳理中国

公共财政建设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以指标体系的形式 ,系 统地勾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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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田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的纂本框架Ⅱ作为中㈤社会科
'￥

∶院 A类珏大课题

的研究成果和屮国财政政策报仟 ⒛06” ljO7,它 于⒛06饵:F1社 会发布⊙

理沦 午扌取名为 《中H公共财政建没指标体系研究》c这灶我们所承

接的H家社会科学基金咀点项 Fl(项 H批准 1艹 :06AJY007)的 研究成果。

以 i仃
^巧i成 果为基础 ,它着眼于实践的操作 ,在 为屮 lI· l公 共财政建设提供

“
路线图

”
和丨Ⅱ考评卷

”
的 Fl标 下,从 J Ill沦 |j实 践的绀个 卜,经过反复验

"l∶

、不断充实和完荇 ,鼓 终 构建 r中 H公 共财政建 没指标体 系。仵为

⒛ 11年入选 《阀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义库》 的△要研究成垠 ,它 已于近

期由社会科学义献出版社出版发衍 :

可以说,这 两项前期成垠 ,足读者 H艮 前的 《巾11公共财政建设报告》

的Jlll沦 和方法沦丿I1础 :

(三≡)

儿乎Ⅰj lkAl彤t前期成米的I作同步 ,也足丿I1于 实践操作的冂标定位 ,I丨 1

在 2006年 ,我们的研究就推进到 r Fk踪 考评阶段—— 将指标体系用于屮

|词 公共财政建没的跟踪分析。川

"二

考评的数栅 ,叮 lK分为主观和客观 l【
ll个

类别Ⅱ∷+观数掂 ,来 rl个 L爿 范 ll·l的 问卷调伶 c这项 l∶ 作 ,我 们委托了专、|`

巾场训企机构—— 北京关 I德 估忠公 I刂 .客观数拼 ,则 来 白 《屮口统计

年鉴》、《丨|I「叫财政年鉴》、《l"刂 ⒒-l∶ 统计年鉴》、《L"叫 环境统汁年鉴》、

《屮㈦会计年鉴》、 《屮 lIl能 溉t统 计午鉴》、 《屮冈教育经 费统计年鉴》、

《屮 l刂 田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 《屮 ll· l坠 (i1)礻
l∶ 会经济统计年鉴》、

《屮冂劳动统汁年鉴》等各种公廾出版的权威资料。

刂f实 卜,根据这陛数拼和考评纟I:果 ,从 ⒛臼 勹:起 ,以 尔j年 一̂本报竹

n勺 频率 ,我 们便苻 手撰 1J《 中H公共财政建 没报什 (个 H版 )》 c后 来 ,

义以此为本础 ,增 加 F《 屮旧公共财政 tiI没 报 |吁 (地 方版 )》 。只不过 ,

考虑到指标体系本身需耍有一个逐步充实和宄苒的过稆 ,吏 考虑到屮㈤公

共财政建没的父杂性和特殊′
/卜 ,共进杜斋 要有一个较 κ时闸的跟踪和总

绀 ,故 而,对 f这 儿个年庋的报侍 ,我们并木急于出版 , ll足通过内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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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广泛征求意见并随时在实践中检验的办法 ,不断地刈指标体系、考评

方法以及考评绀果加以修 l丨 :和 宄苷 :

也即足说,`现在读者眼前的这会 《中H公共财政建没报卩i》 ,并 非

短期之功 ,lfll是 在 K期 积累和反复打磨的纂础上 l丨 :式 提交的研究成果。

(21彐 )

对屮国公共财政建设状况进行定甘评价圾大 r勺 难点 ,在 于客观指标打

分标准的确定。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方法 :

第 ¨,将原始得分 0~1设为标准竹 ,如 监铒抽企产宀11的 合格率 、△

业废水达标排放率等指标。

第二 ,将该指标的历史极竹作为标准亻亡i,如 预算外收入宀政府收人的

比重 ,我 们以 1978勹 i以 来预算外收人 占政府收入的比Ⅰ鼓高值 52.53%

(I992年 )作为 0分 的标准值。

第 :,以 典 !i竺 巾场经济 lTl家 的冂类指标值作为标准仇 ,如社会保险水

金收人 /f GDP的 比重 、个人所得税 l1税 收收人的比重等 ,我们以 0ECD

lIxl家 的平均值作为打分的标准值 c

笫 Vq,采川已有研究成果和判断作为标准伯 ,如 赤宁率、阀债相对规

模 、屮央财政收入比I合理度等指标。

笫 ∫i,以政策性文件提出的

"标
为标准仃i,如 惟位 Gl)P能耗 ,我 们

将
“
十 二Ⅰ

”
规划纲要巾捉出的凵标值作为满分的标准竹 .

山于打分标准值对指标的得分有较大影响 ,在不断完苷打分标准的 llal

时 ,我 们对 6个年度的各指标均采用 r统 一的打分标准进行评价。共 H

的 ,在 丁保证丨丨刂一指标年庋之闷的 I刂 比性 ,刻 i口 各层级指标年度闷的动态

变化 ,较 好地反映屮 li·l公共财政 /kl· 没的进程。

尽符我们已经尽力刈
^指

标体系进行完苒 ,但受到数掂刂获彳l性 和打分

标准难以确定等方而冈素的制约 ,仍有许多纳入指标体系的指标无法进行

定量评价c对于它们 ,我 们采取的做法足 ,钎 H^将 其设为参考指标 ,有相

关原始数据的尽董列出原始数据 ,未来只各条件时冉进行定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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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有别于其他的经济范畴 ,财政所其有的一个极共玉要的特殊品质 ,就

是
“
牵动大部 、覆盖仝部

”——其触角 ,能够延仲至几乎所有家庭和企

业 、儿乎所有经济社会活动、儿 乎所有经济社会领域 ;其范围,能够覆盖

所有政府部门、所有政府职能 、所有政府活动 、所有政府领域。岜许正囚

为如此 ,中 国的公共财政建设 ,从一丹始就是作为贯穿整体改革的一个重

要线索并与弊体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向前推进的。故而,透过公共财政

的建设进程 ,我们所能看到的 ,绝非仅仅财政体制机制及其运行格局 向身

的变化 ,甬i足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 c这也是定量评价屮国公共财政建

设状况I作极其复杂 、极其综合的一个重要原因,更是我们一再地推迟这

套 《中国公共财政建设报告》 出版时问、不断地对其加以修正和完善的

重要考虑。

在本报告系列正式付梓 出版之时 ,我 们特别想表达的一个意思是 ,

iE如 中国公共财政建设的 目标斋要我们 以渐进的方式去逐步逼近一样 ,

对于中国公共财政建设状况的跟踪分析 ,也 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应当

说 ,尽管经历 r长达 8年 的持续研究和连续 6年 的跟踪分析 ,这 套 《中

国公共财政建设报告》,无 论足其个 li·l版 ,还 是其地方版 ,只 能算足一

个靶子 ,错漏之处仍丨H难免。它需要在尽可能多的人的参与和关注中不

断获得新的提升。

我们计划 ,聚焦中国公共财政建设进程 ,将 《屮国公共财政建设报

告》作为一个系列化成果 ,以 每年一本全 国版、每两年一本地方版的频

率 ,长期持续下去。

(六 )

在本报告系列的选题 、立项 、调研 、写作和修订过程中,刘 仲藜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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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项怀减先生 、金人庆先忄 、谢旭人先△ 、许苒达先忄 、I亻先生 、张

少舂先 -l∶ 、I保安先隹 、I传纶教授 、陈仕贵研究贝 、李扬研究员、何振

—
l开 究贝、杜萌 E邑 研究贝、李茂 -l∶研究彡1、 安体宙教授等多位领 导11志 和

学界前’lF给 Fr我们多方面的指 寻、帮助和艾持。他们 n勺 指寸、帮助和攴

扌、∫,足 攴撑我们完成此项研究的鼋要条件。

在本报仵系列个网范围的问卷调杏 I作 屮 ,北 京美兰德估忠公司周江

先△、rJ丐峰先乍 、杜t峰先忄和饶印莎女十做 ⒎大吊的I作 a屮 囤人民

大学 |犭l委 店杰老师也承扭 F部分调查以及相关的组织 l^作 。他们的衤勤付

出 ,是确保我们在科学的亩t提下完成此项研究的币要基础。

估此机会 ,谨 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

为屮H公共财政建设提供
“
路线图

”
和

“
考评卷

”
,仝 面甬i系 统地推

进屮H公 共财政建设进程 ,足我们从苷此项研究的梦想
LJ迫

求。热切地期

待着对我们这项研究有兴趣或愿意提供意见的各界朋友 ,分享我们的梦想

和追求。希望能借着大家的帮助和参 与,使 我们的△作做得史充实 ,更

成功。

高培勇

⒛ 12年 新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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