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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

前言

　　《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是上海财经大学211建设规划资助的系列研究项目。继2009年推出《2009
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省级财政信息公开状况评估》之后，2010年又推出了《2010中国财政透明度
报告——省级财政信息与部门行政收支公开状况评估》。项目研究小组在众多师生的共同参与支持下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对全国31个省级政府财政透明度和一些主要省级部门的行政收支透明度状况进
行了调查、分析、评分和排序，最后形成了这份评估报告。　　这一项目的产生，最初是基于学科发
展的需要来考虑的。公共财政是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和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关注的主要领
域。财政教学和科研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需要大量的财政信息，但长期以来要获得我国的财
政信息一直很难，甚至根本无从获取，这成了财政教学和科研中的最大难题。然而，促使我们将财政
透明度作为一个项目来研究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的迫切需要，这种需要
使得我们下决心对我国的财政透明度进行系统的考察，不仅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同时也作为参与我
国改革开放、推动社会制度变革并向前发展的一项实践活动。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
明确指出：“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
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
达权、监督权。”“人民当家做主”是中国近百年来革命的根本目标，这个目标必须通过健全民主制
度来实现，保障人民的权利是民主制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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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省级财政信息与部门行政收支公开状况评估》内容简介：公共财政是上海
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和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关注的主要领域。财政教学和科研与我国改革开放
的实践相结合需要大量的财政信息，但长期以来要获得我国的财政信息一直很难，甚至根本无从获取
，这成了财政教学和科研中的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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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小兵，男，1966年生，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
导师。第十一届上海市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常委，兼任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全国高校财政学教学
研究会副理事长。主要著作有《政府管制的经济分析》、《2006中国财政发展报告》、《中国财政政
策分析（1998-2007）》、《中国税收实体法研究》等；主编《公共管制学》、《财政支出学》等教材
；在《管理世界》、《财贸经济》、《财政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承担或参与国家级
、省部级课题多项；曾获得第八届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上海市第七届和第八届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荣誉。　　邓淑莲，女，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
究生导师。研究领域为财税理论与政策。在核心期刊上发表《预算透明评价标准研究》、《中国财政
信息公开情况分析》、《政府财政管理能力评价指标分析》、 《基础设施的非政府融资研究》等论文
数十篇，其中，《基础设施的非政府融资研究》获2002年上海市中振科研成果奖；完成专著（《中国
基础设施的公共政策研究》和《政府经济学》；完成译著《预算过程中的新政治学（第四版）》和《
政府绩效评估之路》，承担或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参与完成各级课题多项。　　杨丹芳，女，上海财经
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领域为财税理论与政策。在《世界经济》、
《财政研究》、《经济管理》、《财经科学》等国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三十篇；独立完成专
著《财政支出经济分析》；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参与完成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多项。在教学和科研方面
，曾获得上海财经大学“我心目的好老师”称号、上海财经大学“教书育人标兵”提名、上海财经大
学中青年优秀成果等嘉奖，并多次获得校级教学奖励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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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10年度的财政透明度报告除了上述内容之外，还增加了一个专题——政府行政收支及相关信息
的透明度调查。该专题以2007年末省本级（不包含下属单位）收支决算数及统计数为调查对象，选择
了11个省级行政部门并向它们提出公开包括工资、招待费、单位人员、公车购置情况等在内的25项行
政收支及相关信息的申请（参见附录3）。　　（2）财政信息获取。本报告通过信息搜索（网上搜索
、公开出版物检索）和依法申请（向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申请）两种途径来获取财政信息，以评估信
息公开的情况。信息搜索由多位教师带领百余名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在内的学生队
伍完成。信息申请由专业教师以公开身份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依法申请。　　（3
）信息统计与确认。项目组将得到的信息进行了统计，并将各省的信息统计结果反馈给各省信息公开
机构，要求相关机构对调查信息的情况进行补充确认。　　（4）透明度评估。本项目对于各省财政
透明度的评估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搜集到的财政信息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估；二是对信息申请过程
中各省信息公开机构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责任心进行评估。为直观反映财政透明度的情况，我们对信
息公开情况赋予分值进行量化处理，包括信息分和态度分。信息满分为1130分（113项信息×10分），
态度满分为50分。将信息评分与态度评分加总，得到各省财政透明度的综合评分，满分为1180分。　
　对行政收支及相关信息的透明度评估，我们采用了同样量化计分的做法。每个具体行政部门的信息
满分为250分（25项信息×10分），态度满分为10分。将信息评分与态度评分加总，可以得到省级11个
不同行政部门的行政收支及相关信息透明度的总分，也可以得出全国31个相同的行政部门的行政收支
及相关信息透明度的总分。省级11个不同行政部门的行政收支及相关信息透明度的满分为2860分（11
个部门×260分），全国31个相同的行政部门的行政收支及相关信息透明度的满分为8060分（31个部门
×2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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