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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的底限》

内容概要

本系留美学者关于国力与财政问题的学术专著，书中针对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实践，分析了集权与分
权的利弊得失，指出分权超过一定限度就可能危及国家能力，并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本书的一个突
出特点，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财政收入占GDP和中央财政占国家财政两个比例的适
度底限。最后，作者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建议，书中大量引用古今中外的实例与数据，内容扎实、文
字流畅，可读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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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读得很顺畅呐
2、看完搜作者周边 发现他是克强滴同学 看完此书终于对分税制有了一个具体全面的了解 但是分税制
以后中央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对等 引起的“土地财政” 地方债务问题  似乎又到了一个需要制度性解决
方案的时刻 
3、关怀体
4、写得很好。
5、potent argument
6、怎么样才能写出足以影响领导人决策的文本，当代策论的范式。
7、毕竟时效性差了点。开卷有益嘛。
8、很精练的小册子。新左派旗手，果然有两把刷子！
王绍光的国家能力研究，是政治理论介入政治实践的经典案例。
9、怎么说呢，总觉得怪怪的一本书⋯⋯
10、像老式收音机：双卡带，太笨重，留着怀旧，丢掉可惜
11、　　*国家能力：合法化能力、调控能力、汲取能力、强制能力
　　�国家汲取能力=（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国民收入
　　�国家汲取能力=中央预算收入/（全部预算收入）
　　�国家汲取能力=中央预算收入/（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
　　�国家汲取能力=（中央预算收入）/国民收入
　　*国家与市场：国家应起的作用
　　    一、市场的基础性领域
　　�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制定和实施法律，维护社会基本秩序
　　�界定产权，保护产权
　　�监督合同的执行
　　�维系本国货币的价值
　　    二、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内进行干预
　　�提供公共物品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使经济的外部性内部化
　　�限制垄断
　　�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
　　�弥补市场的不完全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
　　    三、各国政府因其经济的结构转型需要发挥的特殊功能
　　�推动市场化
　　�帮助克服市场缺失带来的问题：信息不对称等
　　�公共投资和产业政策：因为不存在为这种投资进行导向的未来市场，这类投资有很强的外部性
　　�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基础设施投资
　　�环境正在急剧恶化
　　�人口迅速老化
　　*中央与地方
　　�西方文献中分权的好处：1、有利于促进居民参与当地事物2、有利于促使地方政府对各地居民负
责3、有利于发挥地方官员的信息优势4、有利于制度创新5、给人们更多选择6、有利于缩小政府总体
规模==&gt;分权有利于提高效率
　　�前提：1、分权的单位足够小2、居民有用投票影响政府构成的权利3、居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
　　�分权的问题：1、无法提供全国性的公用物品和服务（国防）2、难以克服跨地区的外部性问题3、
有时无法得到提供共享物品或服务的规模经济效应4、几乎完全无法解决宏观经济问题5、不利于解决
收入再分配

Page 3



《分权的底限》

　　�分权的问题正是集权的长处
　　*中国国家能力的变化
　　�建国后，强国家，社会基本没有了
　　�一五计划后，毛泽东开始权力下放--&gt;大规模建设，其中不少重复建设、财政赤字
　　�61年，统一管理
　　�66年，虚君共和，文革
　　�70年代初，刚刚稳定后，再一次下放
　　�78年后，邓小平放权让利
　　国家汲取能力的显著下降，财政收入、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中央收入、支出占财政收
入、支出的比重
　　*分权的底线
　　1、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整个财政收入比重&gt;50%
　　2、中央政府财政支出/整个财政支出比重&gt;50%
　　3、中央政府财政收入/GDP&gt;10%
　　4、中央政府财政支出/GDP&gt;10%�
　　过分分权的结果：中央无力提供基础设施、调节收入差距、经济发展差距、穷富地区的独立倾向
，国家解体。
　　*地区差异
　　�国家能力越强~地区差异越小~菲利普斯曲线越接近0点（代价越小）
　　�国家降低地区差异的能力与意愿分析
　　*国家能力下降的体制根源
　　�制度无效，讨价还价、机会主义
　　�中央依赖地方进行税收
　　�--双输
　　*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
　　
12、读过些王绍光的书，但这本写得真好，可惜哪里都弄不到原本。
13、穷爸爸与富爸爸
在听讲座之前并不知道，也并不关心政治，自诩五毛。听了讲座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加之古代史专
业，对这种题目天生敏感。
从国家能力介绍到论述国家能力的四个因素进而决定最主要因素，最后又转向政治也决定了未来20年
王绍光的学术走向，政治与经济向来密不可分
年纪还小，对小时候的事情不甚了了，但是对小时候以及现在的变化却以身受之，中国与其说是经济
政治吧啦啦啦说一堆，我倒是更认为大一统是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向心倾向决定的，中国的国家能力自
古以来就要比很多西方国家强不知凡几，但是说到穷爸爸我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崇祯，那个国家几于
不存的时代，大多数人想的依然是自保，可笑的藏富于民，因此，分权要有度，而集权更多数时间有
一种虎倒不散架的感觉。
14、老王能深得中央的青睐，就在于有本事把“国家能力”和“决策民主化”给揉在一起说，学到一
招~~
15、观点鲜明，论证有力，好书
16、简直完美
17、清醒，理智，小册子不厚，但句句在理。作者当时所假想的，如今看来是一针见血。
18、当史料看即可
19、若不想诸侯经济，财政上的分权当然有底线。如果政治集权财政放权，结果会更糟。王绍光还是
很实际很认真的。
20、以弱邻为镜，可以正衣冠；“两个比例”加“五个公式”，可以知兴衰？
21、有三点值得注意：1.1958年的放权，在中央干预减少的同时，国家干预度大大加强了。这只能说
明，地方政府的自主权一旦扩大，它们会更广泛、更深入地干预自己辖区的经济，以获取更大的属于
自己支配的财力。 2.78年之后到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央与地方出于不断谈判的囚徒困境中，双方都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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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方行为的完全信息，他们都不排除对方会采取机会主义做法的可能性。3.解决这一困境的制度化
方法分税制在头几年并没有改变中央收入在政府总收入中的低比例，因为为了防止新制度脱轨中央支
付了给地方的巨额税收返还（一个可笑的现象是， 1993年8月份后地方得知中央将实行新的财税体制
之后省开始加大征税力度，9月地方所收税款比1992年同期高出52%，以后三个月也在高速增长，地方
想尽可能多地收取税款，提高中央返还的基数）
22、治国如理财，重点还在开源节流
23、还算不错，财税改革中的中央和地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有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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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国家能力：合法化能力、调控能力、汲取能力、强制能力国家汲取能力=（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
入）/国民收入国家汲取能力=中央预算收入/（全部预算收入）国家汲取能力=中央预算收入/（预算内
收入+预算外收入）国家汲取能力=（中央预算收入）/国民收入*国家与市场：国家应起的作用一、市
场的基础性领域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制定和实施法律，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界定产权，保护产权监督合
同的执行维系本国货币的价值二、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内进行干预提供公共物品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使经
济的外部性内部化限制垄断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弥补市场的不完全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三、各国政府
因其经济的结构转型需要发挥的特殊功能推动市场化帮助克服市场缺失带来的问题：信息不对称等公
共投资和产业政策：因为不存在为这种投资进行导向的未来市场，这类投资有很强的外部性中国幅员
辽阔，地形复杂，基础设施投资环境正在急剧恶化人口迅速老化*中央与地方西方文献中分权的好处
：1、有利于促进居民参与当地事物2、有利于促使地方政府对各地居民负责3、有利于发挥地方官员的
信息优势4、有利于制度创新5、给人们更多选择6、有利于缩小政府总体规模==&gt;分权有利于提高效
率前提：1、分权的单位足够小2、居民有用投票影响政府构成的权利3、居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分权的
问题：1、无法提供全国性的公用物品和服务（国防）2、难以克服跨地区的外部性问题3、有时无法得
到提供共享物品或服务的规模经济效应4、几乎完全无法解决宏观经济问题5、不利于解决收入再分配
分权的问题正是集权的长处*中国国家能力的变化建国后，强国家，社会基本没有了一五计划后，毛
泽东开始权力下放--&gt;大规模建设，其中不少重复建设、财政赤字61年，统一管理66年，虚君共和，
文革70年代初，刚刚稳定后，再一次下放78年后，邓小平放权让利国家汲取能力的显著下降，财政收
入、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中央收入、支出占财政收入、支出的比重*分权的底线1、中央政
府财政收入/整个财政收入比重&gt;50%2、中央政府财政支出/整个财政支出比重&gt;50%3、中央政府财
政收入/GDP&gt;10%4、中央政府财政支出/GDP&gt;10%�过分分权的结果：中央无力提供基础设施、调
节收入差距、经济发展差距、穷富地区的独立倾向，国家解体。*地区差异国家能力越强~地区差异越
小~菲利普斯曲线越接近0点（代价越小）国家降低地区差异的能力与意愿分析*国家能力下降的体制
根源制度无效，讨价还价、机会主义中央依赖地方进行税收--双输*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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