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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预算公共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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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预算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现代法治国家同步成长的。然而，观察中国政府预算管理的现状，却往往或多或少地偏

题，应当由所有人来批准”这一看似浅显却又颇难实践的基本原则。政府预算似乎真的成了“政府自己的

目标，或许仍旧需要完成某些关键性的跨越。中国政府预算管理的改革，主要呈现为一条以预算公共化为

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渐推渐进 

   从制度变迁的策略选择来看，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路径上，我国采取了一条利用已有组织资

预算公共化改革也同样选择了一条渐进式道路，其典型表现是，各项改革措施先在较小范围内试点，然后再

   然而，依据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初始制度选择所形成的锁定效应，将在相当程度上约束着新体制沿

化解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的“路径依赖”问题，有必要对公共预算诸环节进行系统化的流程再造。尤其是

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预算公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往往难以“毕其功于一役”，中国预算管理的公共化呈

   从现实国情出发 

   从我国预算演进的发展历程来看，与发达国家预算制度数百年的发展演进相比，在治理水平与技术手段上

家许多成熟且先进的预算管理技术，是在其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政府职能界定相对清晰的基

发展构架、为政府预算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较为平稳的运行平台。 

   而我国尚处于经济运行的市场化转型时期，在相对宽泛且不断调整的政府职能构架之下，预算管理各相

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因而，中国预算管理公共化路径、具体制度设计与技术手段的选择，都不能盲目照搬

式，而一味强求管理手段与技术的先进性。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 

   在1990年代末之前，中国预算改革的初期，有关预算方面的制度改革与管理创新，大都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主

供给，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初步构建，单纯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来

一方面，随着财政分权改革的深化，地方政府的利益主体意识逐渐增强，以中央行政力量为主推进改革的

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化，中央政府渝上而下改革的成本也在不断加大。同时，地方政府因事权下移、财权上移而形成的

地方政府逐渐认识到，不能消极等待上级政府提供预算管理制度创新的总体框架。因此，在比较制度创新的

政府开始率先启动了“如何吃好财政蛋糕”的预算改革。在改革取得成效之后，自下而上被中央政府加以



改革经验推广至全国。 

   循着这样的演进线索，“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的结合，保障了

革的可持续性。值得关注的是，由地方政府发起的预算改革，也大体遵循着这样一种在相对较小范围内“

演进方式，进而扩大到全国范围，依旧体现了类似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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