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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不断扩大的地区间差异正在困扰着中国发展, 并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隐患。为了缓

解地区间差距可能引发的各种矛盾, 中国政府在 1994 年分税体制改革之后确立了具有集权倾向的

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通过财政资金的大规模双向流动, 这种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促进了财

政资金的跨区域配置和财政能力的地区间均等。但作为分权体制的重要制度安排, 其在均衡地区

间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却很有限, 主要表现为大规模收入集中对经济发达地区的增长抑制。财政

收入垂直分配关系的这些影响与地方财政非税收入依赖程度以及中央专项补助水平存在明显交互

作用, 前者显著弱化了财政收入过度集中的不利增长效应, 后者却显著弱化了中央补助的增长

激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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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出问题

中国过去 30年的辉煌成就得益于财政分权的制度安排。根据相关统计资料, 1978年分权改革

之前, 中国年均 GDP真实增长率仅为 6� 48% , 1978年分权改革之后, 年均 GDP 真实增长率高

达9� 9%。! 虽然导致两个时期 GDP增长差异的因素可能有很多, 但Oi, ∃ Weingast , & Jin、Qian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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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ngast等诸多研究认为, ! 基于分权的激励结构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然而, 伴

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集权政治结构下的分权治理也造成了不断扩大的地区间差距, 尤其是

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 差距扩大的趋势更加明显。从反应人均收入差异的变异系数看, 1991

年之前, 省域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变异系数分别为 0� 177和

0� 337, 1991年至 2000 年两者分别上升至 0� 258和 0� 438, 2001 年至今两者则进一步上升到

0� 273和 0� 445。∃ 如何既能充分发挥分权治理的积极效应, 又能在政治集权体制框架内平衡地

区间经济发展, 成了中国政府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地区统筹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面临的一个棘

手问题。

根据 Oates等有关第一代分权理论 ( FGFF) 与Q ian 和Weingast、Oates、Weingast等有关

第二代分权理论 ( SGFF) 的研究, & 分权治理主要是通过发挥下级政府的信息优势提高资源配

置效率。然而, 分权治理在硬化下级政府预算约束激励结构的同时, 也使地区经济绩效更多依

赖于辖区内的财政能力。辖区间的财政能力并不完全相同, 在有些国家, 地区间的财政能力相

差很大, 在分权治理结构下, 这必然造成地区间公共品和服务提供水平的不同, 并进而影响地

区的经济增长表现。所以为了解决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 第一代分权理论强调转移支付对减缓

横向不平衡的重要作用, 第二代分权理论则进一步强调垂直财政关系的激励结构对转移支付公

平效果的重要意义。从各国分权治理的实践看, 通过政府间转移支付平衡地区间财政能力也是

一种普遍做法, 不仅如此, 转移支付对平衡区域发展的重要作用也得到了许多经验支持。( 理论

和实践似乎都说明, 政府间转移支付是实现分权治理结构下效率与公平的有效工具。然而,

Barro 认为, 政府间转移支付一般会扭曲经济决策, 降低私人部门的投资欲望, 从而阻碍增长,

所以转移支付设计不当反而会造成地区间差距在分权自治下出现扩大趋势。) Luigi Bonatt i的研

究也指出, 在某些情形下, 政府间财政转移会阻止趋同假说中关键变量的调整过程。∗ Weingast

同样认为, 转移支付能否解决分权治理下区域平衡发展问题, 取决于转移支付本身的设计和相

关制度条件。+ 在经验上, Philippe 和 M ichal, Boldrin和 Canova, M arta和 Ricardo, Crist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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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e 和 Philipp等研究表明, 转移支付并不能平衡区域发展或促进区域间发展趋同。! 在

中国, 虽然关于政府间转移支付与区域均衡增长的研究并不多, 但从已有的几篇文献看, 研究

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Weingast 等人的理论。∃ 除此之外, 郭庆旺和贾俊雪、袁飞等也曾

讨论过中央转移支付的制度激励问题, & 结论也是部分支持了上述理论。

那么, 作为分权治理下平衡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机制, 政府间收入转移能否实现平衡区域

发展的工具效果, 已有研究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十分确切的答案。实际上, 按照经济运行逻辑,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转移支付能否通过收入转移实现发展水平的跨区域收敛, 关键在于转移支

付能在多大程度上促使接受地产生更高的发展能力, 而这又取决于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和使用。

因为无论是资金分配还是使用, 都会对下级政府形成某种激励结构, 正是这种激励结构差异才

使得转移支付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平衡发展能力。这也是基于国别研究得出不同结

论的重要原因。上述分析意味着, 判断一国转移支付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平衡地区间发展的

工具效果, 不能脱离对转移支付制度背景及其激励结构的分析。除此之外, 有关转移支付研究

还存在另一个重要缺陷, 就是只考虑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与使用, 忽视自下而上的资

金筹集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影响。实际上, 从转移支付的制度内涵看, 转移支付制度体现的

是一种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 在这个分配关系中, 不仅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拨款, 也

包括上级政府通过财政收入划分体制从下级政府筹集可供实施转移支付财政资金的过程。( 所以

严格来说, 考察转移支付能否作为分权体制下平衡区域发展的有效工具, 应该将转移支付纳入

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或财政收入划拨体制中进行分析, 只有这样, 才可能更真实地反映转移

支付的均衡发展能力, 研究结论对制度建设也才更具指导意义。

二、中国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 分权中的集权

大量研究表明, 考察一项制度安排将会产生何种结果, 仅讨论制度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将

会存在很大局限, 甚至形成不合逻辑的错误认识, 所以制度外生性研究方法存在较大缺陷。任

何制度形成都内生于一定的经济社会环境, 并反作用于经济社会活动。同时, 任何制度出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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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要素流动与财政分权#, ∀经济研究# 2004 年第 7 期; 江新昶: ∀转移支付、地区发展差距与经济增
长 , , , 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财贸经济# 2007 年第 6 期。

郭庆旺、贾俊雪: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公共服务提供# , ∀世界经济# 2008 年第 9 期; 袁飞等:

∀财政集权过程中的转移支付与财政供养人口规模膨胀# , ∀经济研究# 2008 年第 5 期。

根据各国财政实践, 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应包括自下而上的转移支付资金筹集和自上而下的转移支

付资金分配。筹集多少规定着转移支付资金池规模, 池越深, 自上而下转移支付力度就越大, 均等化

能力就越强, 但池越深也意味着需要筹集更多, 这对资金流出地将会产生负面影响, 同时资金流入地

也会因为免费资源而出现各种可能的道德风险。所以只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 才能设计出更为有效的

转移支付制度。



会对原有制度下的利益关系形成冲击, 从而产生某种程度的制度摩擦和耦合成本。从这个意义

上说, 制度演进既可以反映社会利益分配关系的变迁过程, 也可以反映经济运行效率。中国财

政收入分配关系的确立是内生于中国经济社会的治理结构的, 其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

地方政府间治理结构的变化, 所以评价中国财政收入分配关系对区域均衡发展的影响不能脱离

其内生的制度形成过程。

诸多研究用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解释中国 1978 年以来的增长之谜, 例如 Blanchard 和

Shleifer 比较中国和俄罗斯分权绩效后指出, 有没有政治集权是两国分权改革绩效差异的主要原

因。! 然而相关研究却忽视了另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即中国经济在 1994年之后的增长更快且

相对更加稳定, 但地区间经济差距也相对更大。∃ 为什么同样的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 在 1994

年前后会出现差异如此明显的经济绩效? 虽然这一过程与中国 1994年之后更加明确的市场化改

革有关, 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 尤其对一个政府主导型经济而言。通过一系列数据对比, 本文

认为,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 1994年重新确立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

表 1� 1994年前后财政分配关系的变化 单位: %

年份
收入初始分配

中央 地方

地方上解后

中央收入

转移支付后

中央收入

上解下拨后

地方收入

财政支出

中央 地方

1990 33� 8 66� 2 50� 2 30� 37 69� 7 32� 2 67� 8

1991 29� 8 70� 2 45� 4 27� 7 72� 3 31� 3 68� 7

1992 28� 1 71� 9 44� 2 27� 0 73� 0 28� 3 71� 7

1993 22� 0 78� 0 35� 8 23� 3 76� 7 30� 3 69� 7

1994 55� 7 44� 3 66� 6 20� 8 79� 2 29� 2 70� 8

1995 52� 2 47� 8 61� 9 21� 3 78� 7 27� 1 72� 9

2007 54� 1 45� 9 55� 8 20� 4 79� 6 23� 0 77� 0

2008 53� 3 46� 7 54� 8 17� 3 82� 7 21� 3 78� 7

� � � � 注: 表中数据都是占总数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1990年至 2007年数据根据 2008年 ∀中国财政年鉴# 数据计算所得, 2008年数据根据财政部网站相关数

据计算得到。

众所周知, 1978年至 1993年, 中国实行了高度分权的财政体制, 表 1的数据表明, 1994年

前中央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比重约为 30%, 中央财政收入占比平均也约为 30%。但收支分

权路径有所不同, 从数据上看, 收入分权程度在不断上升, 支出分权则相对稳定, 到 1993年,

收入分权程度最高, 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仅为 22%。收入高度分权的一个结果是, 中央财政收入

数量及其控制力下降, 财政不得不依靠下级政府的收入上解来维持其向下的收入转移能力。在

这样一种状态下, 出于政治与经济因素的双重考虑, 重新调整财政分配关系成了集权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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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至 1993 年, 真实经济平均增长率约为 9� 8% , 而 1994 年至 2007 年约为 10� 1% , 相差近 0� 3 个

百分点, 经济增长率标准差前者约为 3� 5, 后者约为 1� 8, 两者相差近 1� 7, 在人均收入方面, 地区间

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异变异系数 1994 年之前平均约为 0� 168, 1994 年至今平均约为 0� 276, 农

村人均收入差异变异系数 1994 年之前平均约为 0� 32, 1994 年之后约为 0� 44。



下中央政府的占优策略。由于中央政府财政能力的弱化主要源于收入控制力的下降, 所以重构

收入分配关系自然就成了新的财政分配关系核心。和 1994年之前的财政分配关系相比, 新的财

政收入分配关系表现出明显的集权倾向。这种集权倾向不仅表现在收入分享制度的设计上, 而

且表现在收入筹集方式上。

在收入分享制度设计上, 新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将收入贡献大且稳定的部分划为中央所

有, ! 但为了取得下级政府的有效配合, 新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具有明显妥协痕迹, 即确定了出

于维护既得利益的收入转移办法。新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大大增强了中央财政的控制力。表 1

数据的对比说明, 通过新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 中央从地方获得了全部财政收入的 55%。不仅

如此, 和 1994年之前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相比, 新的财政分配关系改变了中央财政依靠下级财

政上解获得财政控制力的现象, 地方上解占中央财政比重由 1990年近 16%下降到 1995年的不

足 10% , 并随时间变化, 呈加速下降趋势, 到 2007 年, 地方上解的重要性已下降到不足 2%。

相反中央转移支付能力却显著增强, 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由 1994年之前

的平均不到 20%上升到近 40%。对比的结果说明, 新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表现出强大的财政收

入跨区域转移能力, 中央财政成了收入转移的中枢。2001年为遏制地方政府重复建设和地方保

护冲动, 中央政府又颁布了所得税分享办法, 从而使新财政收入分配关系的集权倾向更加明显,

中央财政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增强。

收入集中与大规模转移支付使中央政府在分权体制下获得了对地方控制的巨大杠杆效

应。∃ 然而, 在新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下, 中央财政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能力主要取决于

从各地筹集的增值税、消费税和所得税。如图 1 所示, 自 1994 年新财政收入分配关系确

立, 中央税收收入对上述三类税的依赖程度高达近 80% , 2002 年进一步上升至近 90% ,

而这三类税又与地方经济基础直接相关。这种筹集途径必然导致不同地区对中央财政的贡

献度因地区经济基础不同而有所差异。从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情况看, 转移支付资金已成为

地方财政支出的主要源泉, 基本上占到了近 50% , 有些地区甚至超过了 80%。不仅如此,

转移支付在地区间分布也因制度设计问题与中央宏观调控呈现不平衡态势。上述情况在图 2

中得到直观说明, 图 2根据 ∀中国财政年鉴# 和 ∀中国税务年鉴# 数据描述了所有地区经

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财政收入的两次分配情况。计算结果表明 , 在财政收入初次分配环

节, 地方分成比例平均约为 50% , 最高的天津在初次分配中有 63� 2%流向了中央, 其次是

上海为 62% , 接着是北京为 60%。最低是的海南, 只有 36%的财政资源流出, 次低是江西

为 39%。初次分配的结果是经济发达地区成为中央财政收入的主要贡献地。在财政收入再

分配环节, 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贵州等少数民族集居地区和贫困地区, 财政

资源相对流入量较高, 其中西藏、青海等地, 在财政收入再分配环节, 获得的财政资源是

其初始财政收入的 1倍多, 成为财政收入再分配收益最多地区, 相比较, 上海、北京、天

津等经济发达地区从财政收入再分配环节获得的财政资源平均仅占其初始财政资源不到

20% , 最低的上海仅有 8� 2%。

经过财政收入的垂直再分配, 各地财政资金净流动情况出现了明显差异。图 3计算结果表

明, 经济发达的东部基本上都是财政资金的净流出地区, 而不发达的西部, 尤其是少数民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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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分税体制下, 地方流向中央的财政收入不仅包含 75%的增值税、100%消费税, 还包括 100%关

税、证券交易印花税等。这里只是罗列了这次体制调整中最重要也是较大的增值税、消费税。

Gang Guo, %Vertical Imbalance and Local F iscal Discipline in China, "Journal of East A sian S tud ies , vo l.

8, no . 1 , 2008, pp. 61�88.



布较广的新疆、青海、西藏等成为财政资金的净流入地区。相比较, 中部地区因内部差异较大,

各省财政资金净流动情况比较复杂。从上述分析情况可以看出, 1994 年分税体制下确立的财政

收入分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财政资金的跨区域配置, 经济越发达, 资金净流出量越大,

经济越不发达, 资金净流入量越大。图 4对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前后地区间人均财政能力差异进

行了描述。从对比结果看, 仅就平衡地区间财政能力而言, 1994年确立的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

系的确发挥了一定作用。这一结论与国内单纯分析转移支付均等化地区间财政能力的研究结论

完全不同, 后者普遍认为, 1994年之后确立的转移支付不是均等化而是扩大了地区间财政能力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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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结论之所以和下列研究存在明显差异, 主要是由于本文考察的转移支付和下列研究中考虑的转移支

付并不相同, 后者仅考虑自上而下的单向收入转移, 本文考虑的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向收入转移。

之所以这么考虑, 本文认为, 既然是转移支付, 当然既包括收入的自上而下, 也包括自下而上的收入转

移。参见曾军平: ∀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财政平衡效应研究# , ∀经济研究# 2000 年第 6期; 曹俊文、罗

良青: ∀转移支付的财政均等化效果实证分析# , ∀统计研究# 2006 年第 1 期; 尹恒、康琳琳、王丽娟:

∀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 , , 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 , ∀管理世界# 2007年第 1 期。



� � 作为中国分权体制下平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机制, 平衡区域财政能力仅是手段, 并非制

度设计的终极目标, 相比较, 对新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 我们更关心其在中国分权治理过程中

对平衡区域发展到底发挥了何种作用。然而现有的经验证据还相当有限。从已有关于这一问题

的研究看, 基本上都是集中于中央对地方的单向转移支付。例如, M art in Raiser 在研究 1978年

至 1992年间中国省域人均收入趋同情况时, 考察了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作用效果, ! 马拴友

和于红霞在研究地区经济收敛时也考察了中央转移支付对经济收敛的影响, ∃ 郭庆旺等也对中央

转移支付的长期增长效应进行过实证考察。& 而 Jin和 Zou研究认为, 中央对地方收入转移的设

计, 近 50%是为了维持地方既得利益, 并不体现中央调控意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对中国转

∋114∋

中国社会科学 � 2010 年第 6 期

!

∃
&

M art in Ra iser, %Subsidising Inequality: Economic Reforms, Fiscal T r ansfers and Conver gence a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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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支付的区域平衡效应进行研究得到上述结论也是必然的。! 然而由于没有考虑地方向中央的收

入转移, 上述研究结论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为了真实科学地反映中国 1994年分税体制下确立的

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对平衡区域协调发展所发挥的作用, 本文在已有文献基础上将研究拓展

到财政收入分配的全过程, 更多考察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对平衡区域发展的贡献及其作用机理。

本文所指的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 既包括中央通过体制安排从各地筹集的财政资金, 也包括

中央对各地的支出补助。

三、理论分析

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能否作为分权治理结构下平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工具, 关键

需要理清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是否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收敛。为此, 本节将从理论层面对此

进行分析。在一个分权体制下, 地方有了一定自治权, 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 自由进行财政决策。然而即使在一个联邦制国家, 地方拥有的自治权也不是完全的。为

了国家的整体利益, 中央政府总会通过某种财政手段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决策。中国 1994 年的

分税体制沿袭了 1970年代开始的分权路径, 继续赋予地方政府较为独立的财政支出权, 但吸取

了分灶吃饭体制的教训, 实行了一定程度的收入集权。支出高度自治与收入相对集中, 使各地

政府对中央的依赖程度大大提高。为了解决地方财政收支问题, 中央政府提高了对地方的收入

转移力度, 然而中央对地方的收入转移在不同地区分布有所差异。各地方政府根据与中央双向

收入转移后的净财政资源进行财政决策。

针对这样一个收入分配关系, 我们将所有省及以下各级政府统称为地方政府, 只考虑中央

和地方两级财政活动, 两级政府通过对税基 y i, t 课征税率 �i, t 的税从地方筹集财政收入, 然后在

中央地方之间进行分配, 分配比例为常数 �。为了简化起见, 设各地 t期的课税基础 y 为各地人

均国民收入, i 表示地区。这样, 在财政收入的初次分配中, 地方获得的人均财政收入为

��i, ty i, t , 中央获得 −
i

(1- �)�i, ty i, t 人均财政收入。经过财政收入初次分配后, 中央根据调控需

要对各地进行收入转移。这里我们沿用 M ur akami、Ogaw a 和Yakita 等人的做法, ∃ 仅按照分权

理论和 Musg rave公共财政理论, 预设中央对地方进行收入转移目的为均衡地方财政能力。& 用

T i, t 表示各地 t 期从中央获得的人均转移收入, T i, t 等于各地自身收入与中央政府希望达到的目标

收入之差的  倍, ( 即 T i, t =  i ( A - ��i, ty i, t ) , 其中 A 为中央政府希望达到的目标人均财政收入

水平。按照通用做法, 我们将其设为 �y i, t , ) �为目标税率。经过上述处理, 再假设各级财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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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政实践中,  并不完全相同, 因为各地在财政初次收入分配中获得的收入存在差异, 这种差异就决

定了中央根据均等化公共服务意图确定的各地转移支付水平不同。

这样处理可以将中央政府目标财政能力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挂钩, 不至于出现财政能力的完全均等。这样处

理也更符合实际, 因为即使基本公共服务一样,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公共服务的成本也会存在差异。



预算法约束下保持收支平衡, 我们可以用式 ( 1) 和式 ( 2) 描述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约束, 其

中 G和 g 分别表示中央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支出, 中央财政支出对各地来说是无差异的。!

� � G t = −
i

( 1- �)�i, ty i, t - −
i

T i, t ( 1)

� � g i, t = ��i, ty i, t + T i, t ( 2)

我们关心的是上述财政收入分配关系中的 �和 i 以及T i, t。作为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初始分成

比例的 �, 其值越大表示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而作为财政收入再分配的  i 则度量了地方财政对中

央财政的依赖程度, 其值越高表示地方财政的独立性越低, 中央纵向控制的能力越强。在有些

研究中,  i 也被看作财政分权的一个重要指标, 如果 i 等于 0, 表示地方实行完全自治。在  i 确

定的情况下, 各地从中央获得的收入转移取决于本地财政能力与中央目标财政能力之间的差异。

T i, t大于 0表示地方是自上而下财政资金的流入者, T i, t小于 0则表示地方是自上而下财政资金的

流出者。经过财政收入两次分配后, 各地财政资金的净流动情况为 (1 - �) �i, ty i, t - T i, t , 该值大

于 0表示地方是财政分配关系的净贡献者, 该值小于 0 表示地方是财政收入分配关系的净受益

者。在中国, 由于存在巨大的税收返还, 所以对所有地区来说 T i, t都大于 0。

为了能够考察上述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对经济增长与经济收敛的影响, 我们还需要分析

整个经济均衡状态。首先, 假定各地使用相同生产技术和同质生产要素组织生产活动, 这意味

着各地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生产函数的设定沿用Davoodi和Zou方法, ∃ 将各地劳动人口标准

化为单位 1, 得到 yi, t = k
!
i, tg

∀
i, tG

#
t , 其中 k 为人均资本, !、∀和 #分别表示私人资本、地方支出

和中央支出的产出弹性, 三者满足 !+ ∀+ #= 1。进一步假定, 资本和劳动力不可完全自由流动。

这样资本和劳动力在所有地区并不能获得相同的竞争性回报率, 即: r i, t = !( y i, t / ki, t ) . r j , t =

!( y j , t / k j , t ) , 劳动力获得的 w i, t = ( 1- !) y i, t 。

其次, 我们考虑个人消费均衡, 假定竞争均衡下企业将所有利润分配给个人, 即各地人均

收入为 yi, t , 个人一生分为两个阶段, 即工作阶段和退休阶段, 工作阶段获得的税后收入为 (1 -

�i, t ) y i, t , 这些收入在两期被消费, 两期消费为 c i, t 和 c i, t+ 1 , 退休时期的消费 ci, t+ 1 依赖于工作阶

段的储蓄 S i, t。经过上述设定后, 个人在满足 ci, t + s i, t = ( 1- �i, t ) y i, t , (1+ r i, t+ 1) s i, t = ci, t+ 1预算

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我们采用 Ogaw a 和 Yakita 方法, & 将个人效用函数设定为式 ( 3)

形式。

� � u i, t = ln ci, t + ∃ln ci, t+ 1 + %ln g i, t ( 3)

个人效用不仅取决于个人消费的私人品, 还取决于本地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和服务。其中 ∃和

%分别表示个人对第二期消费的偏好程度和公共品与服务的私人感受。在既定预算约束下, 我们

根据个人效用最大化满足的条件可以得到如下的个人间接效用函数:

� � V i, t = (1 + ∃) ln (1- �i, t ) y i, t + ∃ln ∃r i, t+ 1 - ( 1+ ∃) ln (1 + ∃) + %ln g i, t ( 4)

有了生产和消费, 现在就可以考虑经济的均衡状态。当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 资本市场出

清条件满足 ki, t

�

= ( 1- �i, t ) y i, t - ci, t - &k i, t 或 −
i

k i, t+ 1 = −
i

( s i, t - &k i, t ) , 其中 &为资本折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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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的收益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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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化起见, 我们设资本折旧率为 100% , 则资本的动态方程就可以简化为 ki, t

�

= (1 - �i, t ) y i, t -

ci, t 或 −
i

k i, t+ 1 = −
i

s i, t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考察财政分配关系对地方政府财政决策的影响。

地方政府在预算约束下最大化代表性当事人效用式 ( 4) , 得到均衡结果式 ( 5)。从中可以看出,

无论是财政收入的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 都对地方政府的税收决策产生影响, 在地区间均衡状

态下, 即在式 ( 5) 中 �i, t = �时,
 �
  i 显然小于等于 0。这说明, 中央对地方收入转移的程度越

高, 地方降低税率的动机就越强, 这一结论与已有的经验证据基本一致。! �对�的影响则比较

复杂, 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中央对地方收入转移希望达到的目的。

� � �i, t =
%�(1 -  i ) -  i�(1 + ∃)

(1+ ∃+ %-  i%)�- (1 + ∃) i�
( 5)

最后考察地区间经济动态趋同需要的条件。在均衡时, k
�

= 0和 kt+ 1 = kt , 各地获得了相同

的人均资本。我们用 z t =
y i, t

y j , t
来说明两个地区的人均收入的相对变化趋势。为了便于分析, i、j

为经济体内的任意两个地区, 这样两个地区的经济是否存在收敛就可以通过 z t 的变化得到反映,

如果 z t 越趋近于 1, 表明两个地区经济出现逐步收敛趋势, 反之, 则表示两个地区之间经济出

现发散趋势。结合生产函数、式 ( 1) 和式 ( 2) , 就会得到式 ( 6) , 其中 n为地区数量。

� � z t = [
��i, tn(1 -  i ) +  i�
��j , tn(1 -  j ) +  j�

]

∀
1- ∀

( 6)

从式 ( 6) 可以看出地区间经济的收敛与两地采取的财政收入决策有极大关系, 当两地的财

政收入决策完全相同时, 经济能否收敛就与转移支付水平有关。而在式 ( 5) 中我们就已经得到

各地财政收入决策又受财政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影响。到此为止,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

论, 即一国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的设计对区域经济收敛的作用可以通过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决策进行传递。除了这种间接影响外, 财政收入分配关系对地区经济收敛还会产生直接影响。

从式 ( 6) 看, 财政收入初始分配与再分配的相对强度对收敛有重要影响, �越小,  越大, 财政

收入再分配关系就越有利于地区经济收敛, 反之地区经济就会趋于发散。不过两者相对强度对

地区经济收敛趋势的影响与两地之间财政决策的差异程度有关, 两地的财政决策越一致, 则相

对较弱的财政初始分配与相对较强的财政再分配, 更有利于地区经济收敛。

为了进一步分析财政收入分配关系影响区域经济收敛的机制, 我们继续考察财政分配关系

对地区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因为根据收敛条件, 在存在初始差异的情况下, 地区间趋同必须要

求落后地区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为此, 先根据代表性当事人最大化问题的欧拉方程得到其最

优消费路径
ci, t+ 1

ci, t
= ( 1+ r i, t+ 1) ∃, 这样当整个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 我们可以得到地区的经济增

长率。从式 ( 7) 看, 地区经济增长率 ei 与地区的财政收入决策、财政收入的垂直分配关系都有

关。现在考虑均衡状态时, 财政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 � ei =
y i

�

y i
= { 1+ [ �i�( 1-  i ) +  i�]

∀
!n

%
! [ �i (1- �+  i�) -  i�]

#
! }∃- 1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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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中国现行体制下, 地方政府会尽力使经济增长率达到最大,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式

( 7) 求出地方政府均衡时的最优财政决策 �*
i , 然后将其重新带入式 ( 7) 分别求 e关于�和 的

一阶导数, 这样可以得到两者的符号决定式 ( 8) 和式 ( 9)。!

� � sign(
 e
 �

) = sign (
�( #+ ∀) (1 -  i ) - #
�( 1- �+  i�)

) ( 8)

� � sign(
 e
  i ) = sign(

(1 - �) ( #+ ∀)
 i ( 1- �+  i�)

-
#

( i - 1) (1 - �+  i�)
) ( 9)

从式 ( 8) 可以直观地看出等式右边分母是大于 0的, 因为在任何国家 �不可能超过 100% ,

所以
 e
 �的符号就取决于�( #+ ∀) (1-  i ) - # , 即在 i 一定的情况下, 当 �<

#
( #+ ∀) (1 -  i )

,

 e
 �
就为负值, 这意味着, 分权程度较低, 不利于经济增长, 这一结论暗含着, 在财政收入分配

关系的设计中, 通过过度集权方式筹集转移支付资金, 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严重的抑制效应。但

这并不意味着分权程度越高, 经济增长绩效就越好, 因为当  i 趋近于 0 时, 即使完全分权, 也

会不利于经济增长。而在式 ( 9) 中, (1 - �) ( #+ ∀)
 i (1- �+  i�)

-
#

(  i - 1) ( 1- �+  i�)
显然总是大于 0。这

一结论意味着, 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总是正的, 并不受其他因素影响。这一点在直观上

也很好理解, 对地方而言, 只要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目标相一致, 都追求经济增长最大化目标,

财政资金流入对地方而言总是意味着更多的发展资金。

四、实证模型及结论分析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 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中关键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非常明确,

接下来我们将基于面板数据进一步对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情况与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进行实

证分析。分析目的在于考察如下两个相关问题: 1994 年以来的财政收入重新集权化努力是否有

助于实现中央政府平衡区域协调发展的调控意图; 大规模财政收入再分配是如何促成区域平衡

增长的。实证分析的基本模型采用新古典增长模型, 但鉴于本文分析需要, 我们将财政收入垂

直分配关系植入模型之中。由于经济增长因素可能存在滞后效应, 再加上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

任务化, 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具有某种形式的动态结构特征。基于上述事实, 我们将本文的

实证分析的基本模型确定为式 ( 10) 形式。其中 g 代表人均实际增长率, f r 代表财政收入垂直

分配关系涉及的三个重要变量, 即初次分配、再分配以及财政收入净流量, ∃ X 为一系列影响经

济增长的控制变量。

� � g i, t = c + −
p

k= 1
∃ikg i, t- k + �if r i, t + ∋if r 2

i, t + − (mX mi + )i, t ( 10)

为了能够考察财政收入垂直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 我们在模型中

增加了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相关变量的二次项。除此之外, 考虑到中国自下而上的大规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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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个变量的定义分别为占初始财政收入 (财政部门征收的非税收入+ 税务部门征收的收入) 的比

重, 其中: 财政收入初次分配中资金流出为财政部门征收的非税收入+ 税务部门征收的收入 (国税和

地税) - 地方本级财政收入+ 上缴中央支出的计算结果, 财政收入再分配的资金流入为中央补助收入,

净流入流出为流出减去流入。



入集中对地方政府依赖非税收入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 我们在实证分析财政收入初次分配关系

的增长效应时, 增加了非税收入依赖程度与财政收入初次分配关系的交互项分析。同时为了捕

捉中国自上而下不同转移支付形式对财政收入再分配关系增长效应的可能影响, 我们在分析中

增加了转移支付结构与财政收入再分配关系的交互项。另外, 2002 年中国中央政府重新调整了

所得税分成办法, 同时, 2002年中国也进行了政府换届, 上述两件大事的出现可能对数据结构

产生影响, 进而造成 2002年前后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的增长效应出现结构性变化。为了考察

这种情况是否存在以及是否明显影响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的增长效应, 在实证分析模型中,

我们进一步增加了关键解释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其中时间虚拟变量的设置为 2002年

之前 t= 0, 2002年及之后 t= 1。当然, 中国地区间的巨大差异也会使同一项制度在不同地区产

生不同效应, 为此, 我们也增加了地区虚拟变量的交互分析, 地区虚拟变量的设置 i为发达地区

时, dq= 0, i为欠发达地区时, dq= 1, i 为不发达地区时, dq= 2。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在式

( 10) 基础上将实证分析模型进一步设定为式 ( 11) 和式 ( 12)。其中 f r lc、f sy、f rl r、z z b、dq

分别表示财政收入初次分配中地方财政资金的流出、地方财政对非税收入依赖程度 (用非税收

入除以财政预算内外支出)、! 财政收入再分配中地方得到的财政资金、转移支付中专项补助所

占比重 (用各地中央补助中专项补助占比表示)、地区虚拟变量。

g i, t = c + −
p

k= 1

∃ikg i, t- k + �i f rl c i, t + ∋if r l c 2
i, t + %f rl c i, t / f sy i, t / tt / dq i + − (mX mi + )i, t

( 11)

g i, t = c + −
p

k= 1

∃ikg i, t- k + �i f r lr i, t + ∋if rl r
2
i, t + %f r lr i, t / zz bi, t / tt / dq i + − (mX mi + )i, t

( 12)

当然, 在实证分析中, 我们不仅关心财政收入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分配的增长效应, 我们

更关心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的净效应。因此, 在上述两步分析基础上, 我们进一步分析两次

分配后的财政资金净流量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但由于各地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后的财政资金

净流量并不都是为正或负, 有的地区表现为资金净流入, 有的地区表现为资金净流出。即使是

同一个地区, 在不同年份, 财政资金的净流动情况也有差异, 为了避免上述情况对估计结果产

生的影响, 我们设置了一个状态变量 n, 当财政资金净流量小于等于 0 时, n= 0, 否则 n= 1。

除此之外, 和式 ( 11)、式 ( 12) 一样, 我们也在分析中增加了时间和地区虚拟变量的交互分

析, 以考察 2002年前后以及不同地区影响是否有差异。经过上述分析, 我们将财政资金净流量

实证分析模型设定为式 ( 13)。

g i, t = c+ −
p

k= 1
∃ikg i, t- k + �if rj l l i, t + %f rj ll i, t / ni, t / tt / dqi + − (mX mi + )i, t ( 13)

在控制变量上, 根据增长要素, 我们选择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经济开放以及政府支出

规模四个变量, 考虑到技术变量与人力资本呈正向关系, 估计时暂不考虑单独设立一个技术变

量。人力资本我们沿用 Barr o和 Lee的计算方法, ∃ 采用 H = −
i

e
∀( E

i
)
L i 估算各地人力资本水

平, 其中 E i 为第 i 类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 L i 为第 i 类劳动者人数。物质资本采用张军、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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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英和张吉鹏的方法进行核算。! 经济开放程度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地区 GDP 比重表示。政府

支出规模采用政府预算内外支出占地区 GDP 比重表示。所有数据都来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在估计方法上, 根据中国的财政制度安排, 无论是财政收入自下而上的初次分配还是自上

而下的再分配, 现行的制度安排都使其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内生关系, 这样 OLS方法会造成

参数估计的非一致性。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估计选择了动态面板模型的广义矩 ( GM M ) 方法,

其中, 动态面板模型中因变量的滞后阶数根据 A rel lano- Bond AR检验结果确定为一阶滞后,

工具变量采用 eview s6� 0中默认的方法确定。

表 2� 财政收入政府间初次分配的经济增长效应动态面板估计

全 � 国 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 不发达地区

zzl ( - 1)
- 0� 0591

( - 1� 150)

- 0� 0828

( - 1� 376)

- 0� 0829

( - 1� 378)

- 0� 3876* * *

( - 3� 417)

- 0� 1914* *

( - 2� 164)

- 0� 2385*

( - 1� 872)

frlc
- 0� 0934* *

( - 2� 096)

- 0� 0789* *

( - 2� 055)

- 0� 0809* *

( - 2� 087)

- 0� 1695*

( - 1� 753)

0� 1071

( 1� 295)

- 0� 2017

( - 1� 027)

frlc2
0� 0197

( 1� 255)

0� 0174

( 1� 125)

0� 0178

( 1� 172)

0� 0151

( 1� 360)

0� 0086

( 0� 730)

0� 0336

( 0� 912)

r l
0� 8148* *

( 2� 615)

1� 0556* *

( 2� 413)

0� 9849* *

( 2� 391)

0� 5581* *

( 2� 077)

0� 9699

( 0� 426)

1� 5481

( 0� 786)

wl
0� 6587* * *

( 4� 319)

0� 2915* * *

( 4� 079)

0� 3228* * *

( 4� 275)

0� 4965* * *

( 3� 756)

0� 9691* * *

( 2� 908)

0� 2333* * *

( 4� 466)

kf
0� 0948

( 0� 644)

0� 2405

( 0� 162)

0� 2257

( 1� 452)

0� 0650

( 1� 094)

- 0� 1613

( - 0� 371)

1� 5986* * *

( 3� 612)

zc
0� 0576

( 0� 211)

- 0� 0858

( - 0� 339)

- 0� 0559

( - 0� 223)

0� 1960

( 0� 235)

0� 4401

( 0� 880)

- 0� 5791*

( - 1� 947)

frlc/ fsy
0� 0011* *

( 2� 380)

frlc/ fsy / t
0� 0006* *

( 2� 259)

0� 0004

( 0� 846)

0� 0007* *

( 2� 519)

- 0� 0008

( - 0� 624)

frlc/ fsy/ t / dq
0� 0005* *

( 2� 189)

样本数量 420 420 420 112 140 164

J 统计量 30� 22198 31� 291 31� 635 19� 669 11� 714 12� 029

� � � � 注: 第一栏中的 zzl ( - 1)、f rlc、rl、w l、kf、zc、f sy、t、dq分别表示人均真实增长的一阶滞后项、财政收入初次分

配中财政资金流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开放程度、政府支出、非税收入依赖程度、时间和地区虚拟变量。J为 S argent

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统计量。* 、* * 、* *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显著。表中所定义的发达地区、欠发

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主要依据人均 GDP 水平, 其中发达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浙江、江苏、山东、广东,

欠发达地区包括河北、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福建、河南、湖南、湖北、海南, 其余为不发达地区。

从估计结果看, 经济增长滞后项的估计系数虽然不显著, 但都为负值, 这说明中国经济增

长并不具有累积效应, 同时也说明地区间经济增长有一种内在的收敛趋势。从区域分块情况看,

经济滞后影响在区域间存在明显差异, 发达的东部地区和欠发达的中部地区, 滞后影响相对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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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显著, 说明组内收敛趋势相对更明显。从经济增长动力看, 估计结果表明, 传统要素投入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大部分估计模型中都非常显著, 但两类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地区间

存在很大差异, 发达地区, 不仅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显著, 而且人力资本的增长贡献更大,

而在欠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 物质资本的增长效应非常强, 但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较弱。两

类要素增长效应的地区差异说明, 中国推动中西部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经济增长, 促进人力资

本的增长贡献非常重要, 这不仅是因为人力资本的边际增长效应更强, 而且通过人力资本可以

推动中西部地区发展方式转型。从经济开放程度的增长效应看, 其结论并不非常明确。从财政

支出的增长效应看, 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不明显, 甚至在部分估计模型中, 财政支

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不利影响。造成财政支出经济增长效应不显著甚至为负的原因可能有

很多, 但从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看, 研究普遍认为, 支出结构不太合理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所有估计模型中, 我们最关心的是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的增长效应。从表 2的估

计结果看, 初次分配中的财政收入大规模集中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从全国样

本看, 财政资金集中程度提高 1 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率下降近 0� 1个百分点。从分地区情

况看, 影响在地区间存在一定差异, 发达地区的影响虽然显著程度有所下降, 但程度更大。

相比较, 西部的不发达地区, 影响虽然也为负, 但并不显著, 欠发达的中部地区 , 虽然影

响同样不显著, 但影响系数不再为负。之所以出现上述地区间差异, 主要与地区间财政初

次分配中的资金集中度不同有关, 东部发达地区的平均集中度为 57� 3% , 西部为 51� 2% ,

而中部地区则仅约 44%。从地区间平均集中度差异与集中度影响程度的对比中, 可以看

出, 财政资金自下而上集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一个阀值效应, 其大小大约在 45% 至

51� 2%之间。另外, 从表 2 的交互项估计系数看, 中央政府的大规模资金集中诱导了地方

政府开辟非税收入的财政行为, 这一点可以通过地方政府预算外资金变化得到直观说明。

地方政府通过非税收入弥补财政资金不足的行为显著改善了中央政府财政资金集中对地方

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从时间和地区交互项的影响系数看, 上述影响不仅在 2002 年前后存

在明显差异, 而且这种差异在地区间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表 3 � 财政收入政府间再分配的经济增长效应动态面板估计

全 � 国 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 不发达地区

zzl ( - 1)
- 0� 2245* *

( - 2� 677)

- 0� 1565* *

( - 2� 016)

- 0� 1523* *

( - 2� 025)

- 0� 3451* * *

( - 4� 169)

- 0� 1801*

( - 1� 830)

- 0� 0854

( - 1� 376)

fr lr
0� 27418

( 1� 321)

- 0� 4730

( - 1� 493)

- 0� 4602

( - 1� 512)

0� 3719

( 0� 242)

0� 27445

( 0� 673)

- 0� 1816

( - 0� 459)

fr lr 2
0� 0016

( 0� 991)

0� 0038

( 1� 440)

0� 0037

( 1� 456)

- 0� 0003

( - 0� 008)

- 0� 0040

( - 0� 857)

0� 0022

( 0� 885)

r l
0� 7853* *

( 2� 709)

0� 8269* *

( 2� 049)

0� 6190* * *

( 2� 981)

0� 23418* *

( 2� 446)

0� 43699

( 1� 200)

3� 067713

( 0� 641)

wl
0� 4365* * *

( 3� 514)

0� 0406* * *

( 3� 109)

0� 0218* * *

( 3� 060)

0� 0607* *

( 2� 151)

0� 7842* * *

( 3� 041)

1� 2121* *

( 2� 505)

kf
0� 3476*

( 1� 748)

0� 5305* *

( 2� 305)

0� 5223* *

( 2� 299)

0� 1587

( 1� 589)

0� 1417

( 0� 426)

1� 0791* *

( 2� 485)

zc
- 1� 3928

( - 1� 545)

- 1� 9392*

( - 1� 892)

- 1� 8705*

( - 1� 897)

- 0� 6332

( - 0� 491)

1� 17260*

( 1� 847)

- 2� 4587* *

( - 2�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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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3

全 � 国 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 不发达地区

frlr/ zzb
- 0� 0059* * *

( - 3� 460)

frlr/ zzb / t
- 0� 0019* *

( - 2� 529)

0� 0066

( 0� 876)

0� 0008

( 1� 507)

0� 0016* * *

( 3� 657)

frlr/ zzb / t / dq
- 0� 0011* *

( - 2� 561)

样本数量 420 420 420 112 140 164

J 统计量 13� 234 6� 385 6� 695 8� 805 14� 821 15� 359

� � � � 注: 表第一栏中的 f rlr 和 zzb分别代表财政收入再分配环节自上而下的资金转移和专项转移支付占全部中央补助的比

重, 其他同表 2。J为 Sargent 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统计量。* 、* * 、* *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 水平显著。

地区划分同表 2。

如果说财政资金流出对地方经济是一个不利影响, 那么财政资金流入, 理论上至少增加了

地方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 尤其在要素推动型增长方式下。然而从表 3估计结果看, 财政收入

垂直再分配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不显著, 不仅如此, 在部分模型中, 上述影响的估计系数还为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可能与中国财政收入垂直再分配的制度设计有关。理论上, 制度存在

的一个核心作用在于明确权责关系从而形成恰当的激励结构, 减少交易成本。但制度并不必然

会达到这一要求, 不好的制度反而形成逆市场的激励结构, 从而阻碍经济增长。中央对地方的

收入转移作为分权治理中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 本身在提高中央控制能力的同时,

也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纪律。! 不仅如此, 收入高度集权在使地方高度依赖中央政府收入转移

的同时也引致了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问题, 软化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 ∃ 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

不利影响。除此之外, 中国大规模的中央对地方收入转移造成了地方财政收益与成本的分离,

从而引致地方政府和公众过度的支出偏好。除了上述原因外, 不明显的增长效应可能还与中国

的转移支付结构有关, 这一点在表 3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中得到部分反映。转移支付结构对财政

收入再分配增长效应的影响为负, 即专项补助所占比重越高, 越会减弱财政收入再分配的增长

效应。但这种影响不仅存在时间上的差异, 而且在地区间也表现出明显不同。从交互项系数看,

2002年之后这种影响更强, 在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 这种影响更强。上述情况的出现同样可能

与转移支付结构在 2002年前后以及在不同地区的差异有关, 2002年之后, 中国转移支付中, 专

项补助的比重陡然上升, 1994 年, 专项补助占比不足 20%, 到 2003年这一比重超过了 45%。

在地区之间, 东部发达地区专项补助占比平均约为 17% , 中西部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平均约

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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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ace Oates,%An Essay on F iscal Feder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L iter ature , v ol. 37, no. 3, 1999, pp.

1120�1149.

T . J. Goodspeed, %Bailouts in a Feder ation, " I 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 vo l. 9, no . 4, 2002,

pp. 409�421.

本文所定义的专项补助与财政统计资料中给出的专项转移支付有一定差异。本文所定义的专项补助主

要是根据该转移支付资金是否可以被地方政府在不同支出项目间统筹使用为标准 , 包括财政统计中常

见的专项转移支付、义务教育转移支付以及调整工资转移支付等。相关数据都是根据 ∀中国财政年鉴#
计算得到。



表 4 � 财政资金净流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面板估计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zzl ( - 1)
- 0. 1234* *

( - 2. 034)

- 0. 1100*

( - 1. 816)

- 0. 1461* *

( - 2. 072)

- 0. 1450* *

( - 2. 070)

jll
- 0. 0185

( - 0. 485)

- 0. 3010*

( - 1. 886)

- 0. 0494

( - 0. 965)

- 0. 0520

( - 1. 012)

rl
1. 9901* *

( 2. 823)

1. 3794* *

( 2. 662)

0. 8086*

( 1. 855)

0. 6822*

( 1. 926)

w l
0. 2420* * *

( 5. 140)

0. 4569* * *

( 3. 723)

0. 2476* * *

( 3. 662)

0. 2214* * *

( 3. 602)

kf
0. 4918

( 1. 235)

0. 3187* *

( 2. 199)

0. 5749* *

( 2. 263)

0. 5654* *

( 2. 249)

zc
- 0. 3933

( - 0. 821)

- 0. 8447

( - 1. 340)

- 0. 8622

( - 1. 394)

- 0. 8723

( - 1. 406)

jll / n
- 0. 5146* *

( - 2. 082)

jll/ n/ t
- 0. 1495* *

( - 2. 492)

jll / n/ t / dq
0. 0829* *

( 2. 426)

样本数量 420 420 420 420

J 统计量 32. 969 31. 488 19. 811 19. 295

� � � � 注: 表第一栏中的 jll代表财政资金的净流量占初始财政收入的比重, 即流出占比减去流入占比; n为虚拟变量, 反映

净流量的不同方向; 其他同表 1。J为 Sargent 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统计量。* 、* * 、* *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水平显著。

表4描述了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从表 4的估计结果看, 财政资金

的净流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在大部分模型中并不非常显著, 但估计系数都为负, 这说明,

财政资金净流出对地区经济增长是不利的, 而财政资金净流入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点在反映

资金净流量方向的交互项估计系数中得到了更为直观的说明。- 0� 5146的估计系数表明, 财政

收入的净流出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抑制作用, 并至少在 5%水平上显著。从时间交互项估计系数

看, 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的综合增长效应在 2002年前后存在显著差异, 2002 年之后, 财政收

入垂直分配抑制增长的效应更强。但这种影响在地区间表现出明显差异, 从地区虚拟变量交互

项估计系数看, 中西部不发达地区, 财政收入垂直再分配对增长的抑制效应相对较弱。上述结

论与表 2和表 3的分项分析基本一致。从表 2至表 4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中国 1994年之后确

立的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在平衡地区间增长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这种作用的发挥主要

表现为垂直分配对发达地区的增长抑制,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为对不发达或欠发达地区的

增长促进作用, 但总体效果不明显。

五、进一步思考

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既是财政分权体制的重要内容, 又是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国家治理

的一个部分。作为一种分配制度, 对它在经济社会中, 特别是在平衡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所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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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发挥的作用以及产生的影响, 只能结合特定的制度环境加以理解。无论是从政府组织

结构还是从国家治理角度, 在一个政治集权体制下, 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的制度设计关键取

决于中央政府如何理解地方政府在社会经济事务中发挥的作用, 因为不同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地

方政府的财政独立性和自主性, 从而直接关系到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的设计。

中国自 1978年开始的经济社会转型, 在很大程度上采取的是地方政府分权自治, 但这种分

权自治仅仅在于经济领域, 即通过实施经济分权提高地方政府的自主自治权力。然而自 20 世纪

70年代开始的近 15年分权自治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 中央财政能力的弱化和控制力的下降, 这

也成为中央政府主导1994年分税改革的一个直接原因。在 1994年确立的分税体制中, 财政收入

呈现出明显的集权倾向。这是我们理解中国 1994年确立的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的大背景。在

这样一个背景下, 我们需要理解这种分配关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根据传统的分权理论, 在一

个分权体制下, 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的设计除了有利于经济增长外, 更重要的是满足地区间

均衡发展的需要。那么中国 1994年确立的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对经济增长与区域均衡发展到

底产生了何种影响?

本文的实证结论表明, 中国 1994年之后确立的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 在均等化地区间财

政能力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在促进地区间均衡增长方面, 作用相对较弱。其中, 大规模的

收入集中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抑制效应, 尤其在集中度较高的发达地区, 这种抑制效应更强。

而大规模的财政收入再分配虽然为地方输入了大量财政资金, 但财政资金流入并没有显著促进

流入地的经济增长。从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的综合效应看, 中国财政收入的垂直分配关系在

平衡区域增长方面微弱的作用, 不是表现为大规模转移支付促进相对落后地区更高的经济增长,

而是表现为大规模收入集中对发达地区增长的抑制。造成大规模转移支付增长效应不显著可能

与中央转移支付的结构有关, 转移支付中专项补助的比例过高弱化了财政收入再分配的增长

效应。

上述实证结论至少在两个方面引发我们对中国 1994 年确立的分税体制进行反思。一方面,

中国 1994年分税体制确立的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是在一个特殊背景下产生的, 其目的在于提

高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 并成为中央政府引导地方政府决策的有效工具。然而这一制

度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强的路径依赖。在分权自治中, 中央政府为了

让调控意图得以实现, 不得不大量使用收入转移方法, 从而加重了中央政府集权管理色彩。收

入的不断集中和大规模转移支付, 虽然提高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但这种调控方式也带

来了一些问题, 例如, 由于缺乏明确的转移支付规则, 财政资金分配具有较大随意性, 而在相

关制度约束缺乏的情况下, 随意性资金分配可能扭曲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 等等。另一方面,

在这种特殊背景下确立的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也对地方政府产生了不恰当激励, 尤其是大规

模转移支付和不断调整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 不仅严重弱化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 降低了地

方政府谨慎决策的意愿, 而且引致了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和行为扭曲, 从而使中央政府的财政

负担不断上升。中央政府财政负担的不断上升又进一步强化了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集权意识。

实际上, 如果结合整个财政体制改革历程, 中国财政问题的核心就是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

如何设计一种规范而有效的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 不仅对中国解决财政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也是中国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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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al" to ref lect on his philosophical sy stem ; w hile aff irming the categorical form alism of

philosophical concepts, he revealed the %peculiar content" of these categor ies as a means of

grasping actuality and their intellectual m ovements, thus realizing the mutual accomm odat ion of

rationality and intuit ion ( mystery ) . A review of Feng�s philo sophical system in accordance w ith

the theoret ical reflections o f his later y ears w ill indicate the consistency of his thought throughout

his life. H is new understanding o f his ow n philosophical system and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 on

the basis of the %concrete universal" was the log ical outcom e of his prev ious ideas. Only w ith this

in mind wil l w e be able to attain a bet 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thodo logy and true spirit of

Feng�s philosophy and dr aw inspir at ion fo r the contempo rary reconst ruct ion o 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 5) Modern Western Political Phi losophical Method H an Shui f a ∋ 80 ∋

Const ruct iv ism embodies the fundamental spirit of modern and early m 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and the basic character of Western social and polit ical act ivit ies. It can be understood

in either a narrow o r a bro ad sense. T he for mer is Raw ls�s polit ical const ruct ivism; the latter is

the general m ethod of m odern Western polit ical philosophy. Based on reason, this philo sophy

establishes, thr ough constr uct iv ism in the broad sense, it s basic ideas and v iew s, procedur es,

ex amples and models, as w ell as fundamental nor ms and principles and essent ial st ructures and

institutions related to so ciety and the state. An inher ent conf lict can be found in const ruct ivism in

the narrow sense. Const ruct ivism in the broad sense is a synthet ic and sy stemic m ethodolog y that

is compat ible w ith methods like intuit ionism. Furtherm ore, deontolog ical theory is inev itably

const ructivist and so to some extent is ut ilitarianism.

( 6) Public Finance and the High Savings Rate in China Xu Zhong et al . ∋ 93 ∋

We separate out SOEs from enterprises as a w hole and com bine them w ith the government

sector to form the %public sector "; this sector�s sav ings rate we call the %public sector sav ing s

rate. " Non�SOEs and private indiv iduals are combined into the %private secto r"; it s savings rate

is called the %private sector sav ings r ate. " Based on these definitions, w e come up w ith a public

finance hypothesis for China�s high savings rate: the continuous rise in China�s saving s r ate since

the year 2000 is att ributable to the pro fit m ot iv e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 ent and the resultant

crow ding�out ef fect on the public f inance function, leading to insuff icient public expenditure and

increased precaut ionary sav ing s by residents and non�SOEs. This hypothesis has been empirically

tested using panel data of thir ty provinces f rom 1996 to 2006.

( 7)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Fiscal Revenue and Its Effect on Balancing Economic Growth

L i y ong you and Shen Yup ing ∋ 108∋

Widening interregional disparity is an obstacle to China�s development and a serious threat to

social stability . T o al lev iate conf licts that m ay arise f rom this disparit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stablished centrally�oriented ver tical dist ribut ion of fiscal revenue fo llow ing the 1994 tax�sharing

refor m. T hrough m assiv e tw o�w ay funding flows, this vert ical dist ribut ion has prom oted the

allocat ion of f inancial r esources and equalizat ion of financial capability across reg ions. H ow ever,

as an important inst itut ional arrangement in decentralizat ion, it has played a lim ited role in

balancing interregional economic grow th. This is mainly evident in the grow th const raint o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reg ions under large�scale revenue centralizat ion. The effect of the vert ical

∋222∋

中国社会科学 � 2010 年第 6 期



dist ribut ion o f fiscal r evenue clear ly interacts w ith local reliance on non�tax revenue and the level

of categor ical g rant f 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 ith the fo rmer significant ly w eakening the

ant i�g row th effect of excessive centralization of fiscal revenue and the lat ter markedly reducing

the g row th incent ive of cent ral government subsidies.

( 8)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and the Reorientation of Public Policies: Some Stylized Facts of Social

Protection in China Cai Fang ∋ 125∋

Mass rural�to�ur ban migrat ion and expansion of urban employment have enabled Chinese

people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 and part icipate in China�s econom ic g row th. W hile the pace of

grow th has been fast, social developm ent has lagged behind. This phenomenon has left ordinary

w orker s and their households social ly less protected during the tr ansit ion o f the Chinese

economy . T his paper argues that as the Lew is turning point is reached, the incent ives driving

government po licy have changed. A s cit izens voice st rong dem ands for equitable public servic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focus on st im ulat ing economic grow th in the refo rm period before the

turning point has shifted to supplying bet ter public services. Consequent ly, no t only has social

pro tection been st reng thened, but the funct ion of g overnment has been transform ed from an

economic grow th�or ientat ion to a public service�orientat ion. It then of fers an empirical test o f this

verdict by narrat ing the experiences of labo r�related legislat ion, form at ion of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m ore inclusive social secur ity building, and hukou system reform during the turning

point . T he paper concludes w ith a generalizat ion of the sty lized facts on social protect ion and

future tr ends in China dur ing its tr ansit ion, and an indicat ion of the direction and main ar ena for

necessary futur e refor ms.

( 9)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Found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a Dual System of Civil Law

Zhu Yan ∋ 151∋

The civ il law sy stem is divided into an internal and an ex ternal system. T he value o rientation

of the inter nal system guides the ex ternal sy stem, w hose components ( concepts, norm s and

institutions) serve as a vehicle for the internal system. As the social foundat ion changes, the

internal sy stem of moder n civ il law has developed such basic principles as priv ate autonomy ,

pro tection of the disadvantag ed, pro tect ion of reliance interests and self�liability, principles that

have permeated into the concepts, nor ms and inst itut ions o f the ex ternal system. T he

fo rmulation o f the Chinese civil code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give due w eight to the constr uct ion of a dual sy stem of civil law . By def ining %per son" in civil

law , clar ifying the expression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ystems in bo th the law o f real rights

and the law of obligat ions, and exam ining f law s in specif ic branches o f civil law , w e endeavor to

advance the fo rmulation of China�s civil code.

( 10) The Internal Influence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of a Poetry that Expresses Ideals

Song J ianhua ∋ 169∋

Negation and denunciat ion o f poet ry that expresses the poet�s %w ill" or%ideals" w as a marker

of Chinese literature�s m odern t ransformat ion. Follow ing the em er gence of M ay Fourth new

literatur e, how ever, such poetry w as not only not cast out of the aesthet ic canon of m 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ut receiv ed leg itim ate tr ansm ission by virtue o f Western discourse. Whether

moder n Chinese w riters were expressing enlightenment ideals of saving the nat ion or vo icing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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