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预算过程、机构与权力》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公共预算过程、机构与权力》

13位ISBN编号：9787511832702

10位ISBN编号：7511832709

出版时间：2012-5-1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作者：闫海

页数：16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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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共预算不仅是治国之术，还是立国之本。公共预算改革是我国宪政国家建设的主要路径之一。《公
共预算过程、机构与权力:一个法政治学研究范式》不仅为当下《预算法》修订建言谋策，更着眼于我
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尝试以法政治学为研究工具，深入地研析公共预算的过程、机构及权力
，厘清宪政与公共预算的共生进程，着重阐释公共预算与民主、公共预算与分权、公共预算规模与赤
字、公共预算与问责等核心议题，以诠释公共预算改革的立宪蕴义，并构建合乎宪政逻辑的公共预算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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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基于预算的新公共管理　　在英国，经常项目结余和净投资的差额为净借款，在国民账户
中也称为财政赤字，是国债发行和对外借款的总额。政府的债务累积额为财政总债务，其与GDP的比
率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重要公共债务指标，也是英国“可持续投资规则”的重要指标之一
。从1998年通过修订《财政法》、《财政稳定法典》和《经济与财政战略报告》以来，英国预算的重
点是加强对公支出的管理：（1）建立部门限额支出（DEL）和年度管理支出（AME）。DEL是指对各
政府部门稳定的、跨度为3年（中期）的支出限制，它包括各部门的全部运作成本和所有投资项目的
支出。这类支出较为稳定，具有非短期性，可以合理地确定在3年内的限额，并在3年内受到严格控制
。与部门支出限额配套的管理机制还有“公共服务协议”（PSA）。AME主要包括具有年度变动特性
且需要根据年度经济状况进行调整、不适宜进行硬性限制和管理的各种其他支出，如社会保障、税收
扣免、住房补贴、共同农业政策支出等。AME通常与初预算和正式预算报告的过程相结合，一年度进
行两次评价、检查和调整。按多年度管理和年度管理来划分预算支出，打破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
界限，所以在DEL和AME下往往既包括经常支出，又包括资本支出。（2）建立资源预算和资本预算
。资源预算计入公共服务全部成本，是英国实施绩效预算的内容之一，是对经常预算的改进和发展：
经常预算以现金支出需求为基础，只记录年度现金成本；资源预算以部门的全部资源需求为基础，记
录全部资源的使用成本，包括非现金成本，如部门的资本耗费（折旧）、资产变化的成本（拥有资产
的机会和成本）、对未来支付的补偿（如对退休者的补偿）等。资本预算与资源预算是分离的，是对
新投资项目的预算，部门仅仅将资本预算经费用于资本目的，保证投资不被用于短期的经常项目。
从2000年开始，英国中央财政主要部门的DEL正式运用资源预算和资本预算。（3）建立“黄金规则”
和“可持续投资规则”。“黄金规则”在中期财政计划中控制经常性支出。其具体要求是，在一个经
济周期内，公共债务收入仅用于公共投资支出，不允许用于增加经常项目支出。“可持续投资规则”
针对资本项目，要求政府借款占GDP的比重在整个经济周期内维持在市场可以接受的水平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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