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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保持了近 30 年的高速增长, 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学者对中国奇迹的研究兴趣, 他们从各个视角、建立各种理论试图诠

释中国持续多年的高增长奇迹。在种种因素中, 中国特有的制度安排成为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的一个重点。而在中国所特有的制度安排中, 中

国特色的财政分权改革成为了经济学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那么, 中国的

财政分权究竟在什么地方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分权改革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呢?这种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异质性又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地方政府行为

产生了什么样的重要影响呢?它又是通过什么渠道或机制实现或施加这些

影响力的呢?本文从财政分权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财政分权与我国

的经济增长、地方政府间关系以及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等四个

方面试图将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纳入到一个统一

的框架内, 从而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动力做出合理的解释。

二、研究思路与基本内容

（一）文献综述

以财政分权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分权同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紧密结合是中

国式分权的核心内涵( 傅勇、张晏, 2007)因此, 在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的制度



设计下, 我国地方政府间相互竞争的压力不仅来自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这

与联邦制国家中地方政府间竞争是一致的) , 还来自于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压

力( 这与联邦制国家中地方政府间竞争有所区别) 。这就使我 国 地 方 官 员

同 时 处 于 两 种 类 型 的 竞 争 之中———既为地区经济产出和财政收入

而竞争, 同时又为各自的政治晋升而竞争 ( 周黎安, 2004) 。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地方政府面临来自财政和政治晋升两个方面的不同竞争压力, 但这两个方

面转化为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却是一致的, 都体现为 GDP 的竞争, 即为了 GDP

增长而进行的竞争( 张军, 2005) 。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认为，财政分权得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改进社会福利

的机制主要包括“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两个方面。所谓“用手投票机制”

是指地方政府的选举机制，即当地居民可以通过行使民主选举权利来产生代表其

利益的地方政府，从而能够更好地行使其职能为当地的居民谋求权益，进而有利

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所谓“用脚投票机制”则是

指在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可以在不同地区自由流动的前提条件下，居民可以根据

各个地方政府提供的不同的公共产品和制定的不同税率来选择居住区。因此，那

些能够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制定更优惠税率的地区将吸引到更多、更有价值的

生产要素，从而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和扩大当地政府的税源。因此，该机制激

励各个地方政府致力于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和制定更优惠的税率，从而有利

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Hayek, 1945; Tiebout,

1956; Oates, 1972; Oates, 1993)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则从软预算约束(Weingast, 1995; Montinola 等，1995;

Qian 和 Weingast, 1996)和组织结构（Qian 和 Weingast, 1997; Maskin 等，2000)

两个方面考察了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影（严冀、陆铭，2003)。

在经济结构和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促进了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

济的增长。

虽然对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机制的解释有所不同, 但无论是第一代财政

分权理论还是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均认为, 财政分权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

原因是财政分权造成了地方政府间的相互竞争。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 Ma( 1997)；林毅夫和刘志强( 2000)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 Zhang 和 Zou( 1998)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显

示, 经济增长与财政分权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胡书东( 2001)

一些学者则认为存在一个最优的财政分权比率, 不足或者超过了此比率都

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乔宝云( 2002)

一些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在各个地区产生的政策效力是有所区别的。张晏和龚

六堂( 2006)

（二）基本思路

本文将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纳入到一个统一

的框架内, 试图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动力做出合理的解释。本文认为,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在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经济分权的同时, 保留了政治

上的中央集权。这种独特的财政分权制度事实上导致了我国地方政府之间

竞争的加剧, 造成了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变化, 形成了地方政府“为 GDP 增

长而竞争”的竞争态势。这种竞争态势是构成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

一, 但同时也通过对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和目标取向的影响对我国的经济

增长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三、主要结论

不同于联邦制国家中的财政分权改革,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在实现中央和

地方政府经济分权的同时, 却保留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这种独特的财政分权制

度事实上导致了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加剧, 造成了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变化,

形成了地方政府“为 GDP 增长而竞争”的竞争态势, 构成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

的制度动力之一。同时, 中国独特的财政分权制度设计及其所带来的地方政府的

竞争行为也对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和目标取向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而最终

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独特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见图

1) 。因此, 如何设计合理的体制来降低这些负面影响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同时, 由于不同的研究采用了不同的衡量分权程度的指标, 从而得出了不同的

经验研究结论, 因此, 如何设计衡量财政分权程度的指标和指标体系也势必构

成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四、汇报点评

本文以分权制改革为切入点，通过研究财政分权后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关



系、财政分权和地方经济增长的关系、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财政分权改

革对于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这四个维度，将我国财政分权改革、经济增长和地方

政府行为纳入到一个综合框架内进行讨论分析，试图从制度角度来解读我国近三

十年的经济增长动力。

本文首先回顾了财政分权后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财

政分权和政治集权。自 1950 年以来我国共进行过四次财政分权改革，其中 1980

年实行的第四次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财政分权改革标志着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

府在财政权上的关系地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分权制改革之前，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是单纯的行政隶属关系，中央政府掌控全国的财政收入，负责提供主要的公

共物品；地方政府是非盈利性的组织，所得税收需要上缴国家，资金全部来源于

中央政府拨款，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不关心地方经济的运行效益。财政分权改

革实行以后，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支配财政收入并负承担相应的财政支出责

任，地方政府开始追求地方经济的最大化增长。另一方面，与我国财政分权制对

应的是我国政治体制的中央集权制。财政分权制度使得地方政府产生强烈的财政

竞争激励，同时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晋升考核主要集中在经济绩效上，因而分

权制改革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部分本文回顾了经济增长和财政分权的关系，在理论研究上主要采用文

献综述的方法。在关于经济增长与财政分权的关系实证分析中，由于不同学者采

用不同的经济指标和财政分权指标，得出的结论略有不同。一些学者的研究（Ma

1997）认为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另一些学者（zhang 1998,

黄华 2003）采用了不同的指标，认为我国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

还有其他学者（胡书东 2001）通过研究认为经济增长和分权制不存在明显的相

关关系。在关于财政分权制度的设计上，一些学者（乔宝云 2002）认为存在一

个最优的财政分权比率，不足或者超过该比率都会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最后，

还有其他学者对分权制改革对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财政分权后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传统的财政分权理

论认为财政分权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促进地方政府间的相互竞争。

地方政府面临的竞争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地方财政和政治晋升。这两个压力

都有共同的目标导向，都体现在经济增长的竞争上或者是 GDP 的体现上，简单来



说就是 GDP 的竞争。

第四个部分主要介绍分权制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分权改革导致的地

方政府 GDP 竞争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积极一面上，分权制改革使得地方政

府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制和基础设施建设，这对促进企业经营绩效和提高经济活

力产生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分权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

在消极的一面上，分权制改革导致地方政府投资过热、非理性投资和投资冲动，

另一方面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地方市场分割和重复建设的问题。

综合来看，作为评论性文章，本文从理论角度介绍了分权制改革这个制度动

因对我国地方政府和最终经济增长的影响。论证充分，证据翔实，对于中国目前

的现实情况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

五、个人感想

本文是一篇综述型的文章，将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

长纳入到了一个统一的框架内，以此合理解释我国经济增长的制度动力。主要是

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国财政分权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主要是针对财政分

权和政治集权角度集合已有二点大量文献展开阐述并总结。第二部分是财政分权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根据已有学者研究发现分税改革前，地方财政分权对地方经

济增长显著负影响，而 1994 年以后地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第三

是研究财政分权之后的地方间关系，即为增长而进行的竞争。第四是研究财政分

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这篇文章虽然时间有些久

远，但是以当下的时代背景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又是否可以利用好大数据

平台，利用好资源信息，解决财政分权中所弊端与一系列问题。

汇报文献：张璟，沈坤荣.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J].江苏社会科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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