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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权 罢县与县域官 员 团体

协作的治理机制

——

合约理论的视角

宋 翔

【提 要 】 基于扩权强县改革对县域政府治理模式 塑造作用 的考察 , 分析县域政府治理

过程 中县域官 员 的 团体协作行为 的激励机制 。 权 力 下放与省委任命县委书记的人事体制 改

革进一步强化 了县域政府竞争与 晋升锦标赛模式的 效应 , 形 成 了 省委与 县委书记 、 县委书

记与县域 内其他官员 之间 复杂的政绩合约 治 理模式 。 县委书 记作 为省委的 代理人 , 对县域

政府治理过程 中各项政治资源投入进行安排与协调 , 并对其他官 员 的 治理行为 进行激励和

约束 , 从而 以县域官 员 团 体协作方 式完成政绩任务 。 通过县委书记 的领导作用 , 政绩合约

治理模式还将县域治理过程塑造为各项政治 资源投入的 集合 , 使之参与 到县域政府 间 的竞

争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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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半年 贤 建 、 制度 , 落实对县委书记的

一

、

选拔任用 , 按程序报经省级党委常委会议审议 。

浙江省 自 上世纪 年代开始
“

强县扩权
”

一些地区还着意加强县委书记 的职能和作用 ’

的行政体綱新 , 在财政与经济社会管贿力
将部分县委书记的行政级别提升 为副厅级 , 意

下放的 同时浙江也加强了对县委 书记的管理

任用 , 形成 种与扩权发翻应的县域官碰

励机制 年后 , 全国多个省份仿效浙江
力运行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 , 县域政府的治理

省陆续开 展了本省直管县的创新实践 。

“

十二五
”

期间行政体制改革也提出了相关方面

的要求 , 年更是有针对性的在干部管理体
① 李金珊 、 叶托 ： 《县域经济发展的激励结构及其代价 》

, 《浙
制方面出 口 了重要的政策文件 《关于加强 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年第 期 。

县委书记 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 》 , 要求各地在 ② 如 如 年 月 , 湖南省将 县县 委书记 的行政级别 由 处

级提拔为副厅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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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权强县改革过程是对地方政府层级之间 较少关注公共服务和 民生领域 。

⑤ 不过 , 上述

的权力配置的重新划分 , 意味着政府层级之间 研究对县域政府治理机制的构成方式并未进行

关系 、 政府运行的制 度环境发生 相应 的调整 , 深人地分析 , 对县域官员的激励结构也缺乏足

而且这样的调整也会对地方政府治理机制进行 够的关注 , 当然 , 这方面研究的不足与各省体

重塑 。 扩权强县的体制创新是中 国 自 上 向下分 制创新启动时间不
一

、 治理机制 尚在调整变化

权化改革 向县一级政府的延伸 , 通过扩张县域 有关 。

政府各项职权来提升县域经济的 自 主性 ； 通过
一些学者关注浙江省扩权强县的政策实践 ,

党政官员激励机制 , 将县域党政主官间 的晋升 认为相关县域管理体制创新对浙江省发展模式

竞争转化为县域政府间 的发展竞争 , 从而实现 的形成有促进作用 ,
⑥ 并对扩权改革所塑造的县

繁荣县域经济 、 提升县域竞争力 的改革 目 的 。
域治理机制和官员激励结构进行 了探讨 。 何显

但县域政府的治理过程是通过整个县域党政组 明认为浙江省对县域政府放权式的体制创新造

织及其官员 的共同治理行为来实现的 , 忽略 了 成层级政府 间 的权力关系与利益关系 、 官员政

对县域官员 的集体行动变量的分析显然不利于 绩考核体系及其机理作用 、 以及县域政府 间 的

全面理解扩权对县域治理模式的作用 。 由此可 竞争方式的复杂化 ’ 对县域可持续的均衡发展

以提出关于县委书记与县域官员 团体协作治理 形成了挑战 。

⑦ 李金珊 、 叶托则认为浙江省扩大

机制的两个问题 ： 第
一

, 县域治理过程 中县委 县域经济管理权限 以及相应 的人事制度改革 ,

书记的激励机制及其治理行为与县域内 其他官 形成了对县域政府财政增 收 以及县域主官晋升

员的差异何在 ；
第二 , 不 同职能部门 的县域党 的激励机制和结构 , 对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表

政官员工作无法以单纯的经济绩效来衡量 , 则
现出 了积极的作用 , 但也造成了 区域分割 、 中

集体行动得以实现的激励结构又是怎样 的 。 围
心城市要素聚集能力弱等问题 , 阻碍 了全省 的

绕对上述两个 问题的讨论与分析 , 本文 以下部
经济结构转型 。 这些文献一般认为扩权改革形

分的结构安排为 ： 第二部分对扩权改革与县域
成的县域政府 治理机制塑造 了 官员 晋升激励 ,

政府治理机制研究进行综述 , 提 出现有制度 强化了锦标赛模式的效应 , 与 当前 些学者

排下县域官员 的理性选择空间 ； 第三部分是对

县域政府治理过程 中官员 团 队协作模式的简单

数学推导 ； 第 四部分为扩权改革与县域政府治 ① 才国伟 、 黄亮雄 ： 《政府层级改革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绩效

理过程中 官员 团体协作的机制分析
；
第五部分 研究》 , 《管理世界 》 年第 期 。

② 袁 渊 、 左翔 ： 《
“

扩权强县
”

与经济增 长 》 ,
《 世界 经济 〉

为…化 与讨化 。

年第 期 。

一
③ 脑 、 孤碰各 《 龍

, ’

驗■卿
— 、 吗 ？ 》

, 《 管理世 界 》 年第 期 。

④ 高军、 王晓丹 ： 《

“

省直管县
”

财政体制 如 何促进经济增

发展县域经济是扩权强县体制改革 的初衷 长 》 , 《财经研究 》 年第 期 。

之一 。 关于县域政府治理机制及行为对县域经 ⑤ 尹恒 、 朱 虹 ： 《县级财政生产性支出 偏向研究 》 ’ 《 中国社会

古 筑 说 丨 年 於 士 仕
科学 》 年第 期 ；

刘佳 、 吴建南 、 吴佳顺 ： 《 省直管
济发展作用的研九也

一直叉 到关汪。 才国 伟 、

县改革对县域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 》 ,
《经济社会体制 比较 》

黄亮雄 , 袁渊 、 左翔 , 郑新业等 , 高军和 年第 期 。

王晓丹④等学者的研究表明省官管具与扩权强 ⑥ 陈国权 、 李院林 ： 《地方政府创新与强县发展 ： 基于 浙江

且的拎梅描寸衬且诚钇汰讲舁 右 垄 ：柙
、

井作
现象

”

的研究 》 ’ 《浙江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 》

县的冶理模式：对县域 济增 长 有 著促 作
年第 期 ； 何显明 ： 《省管县体制 与浙江模式的生成机制及

用 , 而且经济增长 主要是通过扩权以及县域间 其创新 》 , 《 浙江社会科学 》 年第 期 。

的相互竞争实现的 。 与此同时 ,

一些学者也注 ⑦ 何显明 ： 《省管县改革的绩效预期 及其现实挑战 》 ’ 《 江苏行

意到扩权 的治理机制会对县域经济增长形成强
⑧ 李 金珊 、 叶托 ： 《县域经济 发展 的激励结构 及其代价 》 , 《 浙

激励 , 造成县域财政支出 过分倾向于投资 , 而 江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 年第 期 。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年第 期

究中 国分权化改革与地方政府发展竞争模式 人 , 全面负责和领导县域政府治理过程 , 但县域

得出的结论是
一

致的 。 尽管有的学者对晋升锦 政府各项职能的履行与重要政策的执行仍然有赖

标赛模式在不 同层级政府治理过程的适用范 围

提出 了质疑 , 但对于县 、 乡层级经济增长与官
— 、 、 一

① ,

员 曰 升之间存在正相关系却基本形成了 、识 。
。 。

：

现有的文献已 经就扩权改革对县域官员 晋

升锦标赛治理机制 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初步分析 ,

獨 ； 王 贤彬 、 徐现祥 ： 《地方官员 的来源、 去 向 、

本 丄士口 士甘 口 叫以吐 办 田 沾 円 “土处 士 了 任期与经济增长 》 ,
《管理世界 》 年第 期 ； 王贤彬 、 徐

认为分权式：改：革促进 工济发展的同 时
■

也 成；
了

现祥 、 李郇 ：
《 地方官员更替与经济增长 》 , 《经济学 ( 季

县域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的扭曲 。 国 内外学者 刊 》 年第 卷第 期 ； 王贤彬 、 聂海峰 ： 《 行政区划调

研究中国基层政府的治理模式时 , 也将这种治 整与经济增 长 》 ’ 《管理世界 》 年第 期 ；
王永钦、 张

； 进 扭 、士士地七施由；他八
、

③ 介八
晏 、 章元 、 陈钊 、 陆铭 ： 《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

, 《经济研
理模式描述为地方政府的企业化劍了 。

③ 在企
究 》 年第 徐现祥 、 王贤彬 、 舒元 ：

《地方官员与

化的运行逻辑中 , 县域政府形成了 以 增速 经济增长 》 ,
《经济研究 》 年第 期 ； 张军 ： 《中国经济

为主要指标的政绩体系 , 并以各类具体政绩 目
发展 ： 为增长而竞争 》 , 《世界经济文汇 》 年第 期 ； 张

标, 现作为政府治理过程的产出 ’ 县麵

主 目则 以县域政绩产 出作为 获得晋升 的依据 。
《经济研究 》丽 年第 期 ； 雕安 ：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

官员晋升激励理论以 及地方政府企业化理论大 员的激励与合作 》 , 《经济研究 》 年第 期
；
周 黎安 ：

都暗含一种假设 , 即县域官员 的治理行为对辖
《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 ’

《经济研究 》

年第 期 ； 周黎安 ：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 》 , 格致出版社
区内经济发展的作用能够得到准确的考核 , 也 年版 ； 周黎安 、 李宏彬 、 陈禅 ： 《相对绩效考核 ： 关于中 国地

即官员个人治理行为产生的政绩效果也能够得 方官员晋升的
一项经验研究 》 , 《经济学报》 年第 期 。

到清晰地衡量 。 但是 , 政绩的实现首先基于政
② ：

,

府治理过程 , 而这
一

过程本质上是县域政府官 陶然 、 陆嚷 、 苏福兵 、 汪 晖 ： 《地区竞

员的一种集体行动 , 是县域官员 在治理机制下 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 ： 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 》 , 《经

的团体理性选择 。 缺失 了对县域官员 团体行为 济研究 》 年第 期 ； 陶 然 、 苏福兵 、 陆曦 、 朱星铭 ：

《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 ？
》 , 《管理世界 》 年第 期 。

的考察 , 也就使扩权改革对县域政府治理模式 ③

的影响归结为晋升锦标赛这
一

相对单
一■的 因素 。 ￡ ,

对县域政府治理模式的研究应 当更加深人到政

府组织 内部 , 特别是考察人事管理体制改革对
’

县域治理结构的影响 , 并进 步对扩权改革后

县域官员 团体行为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 。

⑶ ；

国 虽有学者就扩权强县过程 中层级政府
丄

间放权的契约性质进 彳了了分析 但基于县域政 ：

府企业化运行机制 的合约分析框架并未建立 。
,

在政绩合约框架下理解省委与县委书记 、 县委
(

书记与县域内 其他党政官员间 的委托代理关系 砂 宫希魁 ： 《地方政

及其激励结构 , 是考察扩权对县域政府治理机 府公司化倾 向及其治理 》 , 《财经 问题研究 》 年第

制朔许作田的一基诠弘 期 ；
黄新华 《 区域经济增长中地方政府企业化行为 的检

船 袂 占昍 下魅 圬且
验 》 ’ 《政治学研究 》 ■ 年第 期 ； 丘海雄 、 徐建牛 ： 《市

县域政府锦标赛模式虽然点明 了‘委与县委 场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角色研究述评 》 , 《社会学研究 》

书记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 但对县委书记治理行为 年第 期
；
陶勇 ： 《 中 国地方政府行为 企业化变迁的财政逻

的路径和方式还缺乏更深入的分析 , 而且忽略了 辑 》 ’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 第 期 ；
赵树凯 ： 《农村发

口 从丫 仏彻如 如 丨…■ 口 山廿 仙此外— 口 从抓过
展与

“

基层政府公司化
’’

》 ,
《 中国发展观察》 第 期 。

县域政府治理机制对县域内其他兄政 贝 的激励
④ 范方志 、 汤玉刚 ： 《政府 间纵向分权的契约性质 》

, 《财经问

作用 。 县委书记作为省级党委在县域政府的代理 题研究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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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他党政官员的集体行动 。 县域党政组织的职 政治企业家才能 , 也即政绩合约 中代理人的专

能分工与相互协作是政府治理过程得以实现的 有性资产投人 , 对县域党政组织中其他官员 的

前提 , 但 由此也造成不同职位官员 的政绩 内容 行为进行约束和激励 。 作为县域党政组织中的

和衡量指标产生较大差异 。 县域官员 在政府治 核心签约人 , 县委书记可根据政绩合约的要求 ,

理过程中的治理行为会产生差异化的政绩效果 , 将其他官员 的治理行为作为政绩合约 中 的
一

种

所以决定其晋升的政绩衡量机制也需要将这些 资源投人进行安排 , 形成

差异进行同质化的处理 。 县委书记应通过县域 , , 且有
”

「

党政组织 中的政绩衡量机制 , 对县域官员 同质 〉
, 表示县域政绩的实现有赖于不同职位的

化的努力行为给予公正的评价和适当的激励 , 官员团体协作来实现 , 且单个官员治理行为所

减小和控制 由 于县域官员 自利行为与追求部门 产生政绩的加总小于完成县域总体政绩目标 。

利益等激励不相容所造成的交易成本 。 县委书记作为县域党政机关的核心签约人 ,

可以通过监督和激励等手段来控制其他官员 , 判
二 、 县域政府 〉口理过程中 目 员

断其他官员在政绩合约中治理行为 投入及产出

团队协作模式旳数学推导 率 , 并对其他官员 的努力结果给 出相应的政

假设县域 龍过程巾 , 县赚練绩
薪价为 ‘

―
’

’

的实现有赖于财政与经济社会管理权 及县域
巾 ’ 入 ■入 罾

官员治理能力 的細細 , 则政绩
评价 °°

, 是对其政绩合约的回报 ’ 但同时也

, 且有
付出个人成本 , 其中 切 (

, 从〉 ,

表示县域贿公共权力及滅官碰贿力作
°

一

—

为政绩合约的投人麵无法单方面完成县域经

济发展及财政收入增长的政绩任务 , 即 函数截
选择努力程度较低或部门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

面偏导数为正 , 。

县域政府扩权后 , 县域公共权力表述为
’ 胃 入 不存在

为扩权改革之前县域政細权
科记对县域官员团体协作的麵与约束作用 。

力 , 表示省级政府 向县域政府下放的权力 ,

？
为常 处理 ’ 政绩 的函

也即政绩合约巾錄政細专臓
、

職产 。

,
政绩合约 理模式可 以浦级政府下細权

力作为完成县域政绩任务的 种资源投人 , 默
获得 — 目 贝■险 中 ’ 则

、

。 如果各县域政細有的
其
巧
用表述为

”
—

。 如果省

与 并无差别 , 赚在晋升锦标赛压力 下的县
±胃

域党政主官选择政府治理模式的空 间有限 ,

夸大 自 己 的贝献 , 突 出 自 己所在部门 对县域经
佳策略是对县域官员 的治理仃 为进仃安排与协

济增长 用 , 从聽 鮮效的 升人 格 。

政绩合约模式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确定 种
平 , 从而尽可能地发掘 创造政绩的潜力 。

他 八由 八
政绩衡量模式或标准 , 使得 个官员 的非合作

考虑到县域政府实现政绩的 团体协作特性 ,

博弈的纳什均衡头现 帕累托最优 。 上述问题类
县域官员治理行为 亦可描述为县委书记的政

, 、 工

、 丨 丨 止
似于 提出的管理人员对于打

治企业家打为 、 其他党政官员作为资源投入

者的治理行为 的函数 。 县域政府各职能部门
① 杨善华 、 苏红 ： 《从代理型政 权经 营者到 谋 利型政权经营

和乡镇
一汲政府在头际的施政过程 中亦不乏对 者 》 , 《社 会学研究 》 年第 期

；
张 静 ：

《 基层政权 ：

部门及本位利益追求 ,

① 县委书记需要充分发挥 乡 村制度诸问题》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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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团 队生产模式 中多个代理人博弈的搭便车问题 , 记之间通过政绩合约形成委托代理关系 , 作为

引入 的逻辑 , 亦可对省委无差异的考 代理人的县委书记采取 , 对县域官员 团体协

核县域官员政绩的情形进行分析 。 作的激励机制进行设计和安排 , 克服县域官员

以县域政绩 作为衡量县域政府 内不 同 职 非合作博弈的困境 , 将权力
’

作用于县域发展

能部门 个主官获得晋升的依据 , 则 从而实现政绩 的最大化 。

四 、 扩权改革与县域政府治理

且有

一

过程 中的官员 团体协作

机制分析

如果每个官员 分别独立选择治理行为
认为企业作为 种团体

以此实现个人或部 门 的最大效用 , 那么上述
协作模式 的组织 , 其效率建立在分工与协作的

什均衡解应该满足
地评估 ,

生产过程也缺乏必要的监督 , 团 队成
。科

—

‘

员可能会采取逆 向选择行为 , 企业 的团体生产
’

…
—

过程将无法实现。 所以必须在生产团队之外引
但是 , 帕累托最优的政绩衡量结果却表明 入管理者 , 通过管理者对生产过程 的监督并对

—

—

团 队成员行为施以 激励与约束 , 从而保证团队
由此可知 , 仅 当 ,

生产方式的实现 。 企业组织 中不同职位的资源投
时 , 县域官员之间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才是 入者在组织合约体系中 的地位不同 , 团队生产者

帕累托最优 , 但这又与 产生矛盾 。

依合约获得回报 ,
而作为管理者的雇主则拥有团

入— 《
队生产的剩余索取权 。 而且作为治理结构的企业

组织不仅仅降低了交易成本 , 更是构成了作为投

人资源的集团之间加强竞争的 种制度设置 。

？ 将企业组织 内 部的团 队协作方式纳入到对

县域政府制模式的分析中 , 也有助于理解我

扩权强县后政府的治理模式和激励机制 。 县

域政府治理过程与企业的 团 队生产过程 类似 ,

所体“几 点 ： 实现政 所使用的政府

义上的政治资源是多种类型的 ； 每种资源分

离后所产生的政绩无法实现以 和财政收入

为核心 的县域政绩 ； 治理过程所需的政治麵
力 —

、

曰 ’

分别来 自不 同 的投入者 , 县委书记并不能掌握

？
所有用于 团 队协作的广义上 的各类政治资源。

记 制■建乂使县委书
肖县域政府面临 和 所描述醜

体绩效考核问题时 ’ 同样需要通过县域政府组
地位较以 在进

一步加强 。 这种调 整反映 了改革

中省级党委对县域党政
一把手职能的重视 , 也

… 仏 ,
、 、

、 ① ,

意味着一把手官贝全面担负着推动县域经济发
,

展 、 完成政绩合约的任务 。 省级党委与县委 书 , ,



宋 翔 ： 扩权强县与县域官员 团体协作的治理机制
一合约理论的视角

织内部的治理机制来解决 , 并将县域政府中的
一

种促进县域政府 间竞争的模式 , 这样 的模式

领导行为作为重要变量加 以考虑 。 我国 各级政 使县域政府组织更适合作为
一

种投入各类政治

府都是以党领导下的集体负责制进行权力运行 资源的集合 , 从而参与到彼此之间的竞争中 。

的 , 在党政组织 内部采取民主集 中制和分管领 上述以 团 队协作模式对县域政府治理过程

导负责的管理体制 。 这
一套管理体制是保证政 及治理机制 进行的解释 , 也对政绩合约的假说

府组织中领导效能的制度安排 。 尽管县委书记 做了进
一

步的补充 。 以 广义 的政绩合约模式对

并不拥有类似于古典企业雇主 的组织产权 , 但 县域政府行为进行考察和分析 ,
可 以 弥补晋升

经由 省级党委 的任命和授权 , 成为县域党政组 锦标赛模式解释力 的不足 , 拓宽了对县域政府

织中的核心签约人 , 对县域党政组织 中 其他资 治理模式和激励机制 的理解 。 这种机制同时也

源投人者的行为进行观察和监测 , 衡量县域政 暗含着
一

种激励兼容 ： 政绩合约下县域政府运

府各部门主官的治理行为及其绩效对实现县域 行机制与晋升锦标赛模式存在高度匹配 , 而且

政绩的贡献 。 通过这样的组织安排 , 县委书记 能够通过考察县域官员 的激励约束和治理行为

也就掌握了县域党政组织 中 的剩余控制权 , 可 发现其
一

致性 , 县域官 员 以 团体协作促进经济

以根据其他官员治理行为对达成县域政绩 的差 发展的治理行为正是县域政府 内部激励机制作

异 , 而设计相应的激励机制 , 安排各类资源的 用的表现 。 作为县域政府核心签约人的县委书

调配与使用 以及各类组织工作 。 记能够在县域官员 的团体协作与政绩偏好之间

将 和 的观点应用于分析我 建立起相容性激励 , 保证县域政府在财政支出 、

国县域政府扩权后的管理体制 , 可 以对扩权强 经济社会管理职权等政治权力性资源 的投入能

县改革制度背景下县委书记策略与行为作出 以 够产生出超过边际效益 的政绩 回报 。 这也说明

下解读 ： 基于官员 团体协作的县域政府治理行为所表现

扩权改革 中建立省委对县委书记选拔任 出追求经济发展 、 忽视公共服务投人的倾 向 ,

用的制度 , 并在县域党政组织 中 强化
一

把手 的 与县域政府治理机制的 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

领导职能和地位 , 不仅在于加强
一元化的领导

体制 , 而且可 以将县域政府治理过程的
“

剩余 、 结☆与讨论

治企业家的
“

专有性
”

资源效应 。

县委书记可以基于对县域党政组织人事

排的权力 ’ 获麟似于企业中核心签约人 能和

地位 , 对县職政组织中其他资源投入者的政绩合
’贝 ° 力治理模式 。 地方政府 的政 ‘贝 勺治理模

约麵机縦行塑造和约束 , 娜政绩合约治理结
不

,
,

要求对他们的职位 、 职能和权力关系作出调整

和变更 , 从而实现县職政组织内部的团体鮮。

作为 种麵 , 籠 确立 以 当
贝之间非 口 作酵賺麵 。 省 委任 叩 县委

绩衡量县委书记获得晋升资格的制度 , 实际±
书 人 改 化 者

认可了 把手官员对县域政绩考核 的
“

剩余索

取权
, ,

, 紗平舰職舰舰程
“

騎翻
过酬对各项政

、

〒赚人进行辦与协调 ’

对县域官员 的治理行为进行激励和约束 , 从而

考虑到县域官员晋升激励对于县域政府

间竞争的 促进作用 , 自 上而下 的官员 任命制 和
① 周雪光 、

？
国政細治理模式 ： 个

“

控制权
”

理

干部管理体制不仅能够塑造有 助于控制政府治
② 杨瑞龙 、 杨其静 《专用性 、 专有性与企业制度 〉

, 《 经济研

理过程交易成本的治理结构 , 而且有助于建立 究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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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县域官员 团体协作方式完成政绩任务 。 治理 扩权获得了更大 的财政和行政权力 , 也即上级

过程中县域官员 治理行为投人所产生的政绩则 政府对合约 的政治资产投入的加大 , 虽然在层

由县委书记主导的政绩衡量体系进行同质化处 级体制下县域政府仍受到上级的制 约和管辖 ,

理 , 使其他资源投入者得到有效的激励 。 省委 但作为相对独立的
一级政府机关也能够通过正

以县域经济发展作为衡量县委书记治理行为 的 式或非正式的途径与上级进行博弈 。 如何保证作

依据 , 使县委 书记获得 了县域政绩考核的
“

剩 为委托方的省级政府政治资产专用性投入不被滥

余索取权
”

。 激励相容是政绩合约体系能够有效 用 , 在治理过程中建立对县域政府行使权力 的控

运转的基础 , 但县域官员团体协作与政绩偏好 制尺度 , 是合约治理过程中要解决的问题 。

的高度一致 , 也会造成县域政府过分重视经济

增长 , 却对公共服务投入不足 。 本文作者 ： 中 国 社会科学 院研究 生 院 国 际

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 以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文化教育 中心讲师

的需要为导 向 , 带有明显
“

摸着石头过河
”

的 责任编辑 ： 何 辉

特点 , 地方政府 自 上向 下的放权过程也并非
一

步到位 , 而是不断调试 、 循序渐进地推进 。 出

于对下级政府控制 的考虑 , 上级政府也更倾 向 ① ,

于掌握层级政府组织中 的
“

剩余控制权
”

, 虽然
士 加 ■

、

！价 士 娃 八认 从 仏彻掛
, ；

在层级之间形成了政绩合约 的治理模式 ’ 瓶
,

‘ ‘

。

尽量通过相对政绩衡量体 系 、 稳定的权力配置
。

, ,

,

与组织架构等因素控制交易成本 , 但是政绩合 ⑷
, 皮建才 ： 《 中 国经济发展中 的中

约治理模式仍然存在很大 的不确定性 , 在实际 央与地方政府边界研究 》 ,
《财经问题研究 》 年第 期 ；

的运作过程中则表现出不完全契约
① 的治理特

点 。 县域政府作为政绩合约 中的代理方 , 通过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