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研究背景 

地方政府为我国经济在 30 多年间里保持每年近百分之十的增长速度立下汗马功劳，是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因素。但是，伴随而来的是环境污染严重、企业自主创新不足、

地区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产业结构趋同、部分行业重复建设等。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负效应，

集中体现在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对外出口严重受阻，我国实施四万亿投资计划后，

造成大规模行业产能过剩现象出现。地方政府在利用土地、环境、金融等手段干预企业投资

行为时，出现竞相模仿或者攀比的现象，进一步加重本地区产能过剩程度。因此，本文采用

空间计量模型，验证其他地区的地方政府不当干预行为，除了直接造成当地产能过剩外，还

通过空间外溢效应，间接影响本地区产能过剩程度。 

二、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一）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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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商业用地与工业用地价格之差作为土地价格扭曲指标（Dis）。选取金融机构

本外币贷款余额与全国贷款余额总值的比值（Fin ）作为衡量地方政府采用金融贷款渠道支

持企业产能投入的干预程度。选取工业“三废”排放总量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作为政府采用环

境纵容方式干预经济的指标（Env ）。以上四个变量为本文主要的解释变量，他们的数值越

大说明地方政府干预经济动机越强烈，干预程度越大。除此以外，本文选取三个指标作为控

制变量，包括选取大专以上人口占 6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值作为衡量该地区市场化程度

（Mar），选取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本地区工业化程度的指标（ Ind ），

选取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作为度量该地区经济发展状况（Eco ）。 

(二)计量结果分析 

税收收入竞争的背后是大企业进驻的争夺，是 GDP 增长的攀比，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

目的所产生的竞争效应远大于对本地区带来的直接影响。土地价格扭曲在三种矩阵下均显著



为负，空间交互项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地方政府利用低地价或零地价的干预手段使得企业生

产成本降低，激励企业过度投资，一些企业甚至为获得土地资源扩展本与本企业不相干的业

务，造成重复建设，最终导致产能过剩。由于土地资源具有固定性和有限性，地区之间土地

资源存在差异性，其价格扭曲手段对邻近地区企业决策行为产生的影响效果并不明显。金融

支持手段对本地区产能利用率显著为负，对邻近地区产能利用率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说明

地方政府对本地区企业投资给予的资金支持或提供便利的融资渠道，行业进入门槛降低，促

使企业盲目扩大投资，同时其对周边地区产生负向溢出效应但并不明显。这种金融资金干预

手段抑制产能利用率的现象，集中体现在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的光伏产业等战略性新兴行业。

邻近地区金融机构放松资金渠道的行为，存在示范效应和带动效应，从而挑起本地区政府加

大支持金融支持力度的心态，掀起投资热潮，在国外市场需求紧缩，国内市场需求未完全释

放的冲击下，大面积产能过剩现象出现。环境纵容及其空间交互项在地理距离矩阵、经济距

离矩阵和引力模型矩阵的估计中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说明无论是地理距离相连

接，还是经济发展模式相似的区域，地方政府的环境纵容程度不仅抑制本地区产能利用率，

同时还加剧邻近省份产能过剩程度。模糊的环境产权使得地方政府具备了竞争资本流入和产

业转移的重要筹码，政府官员在任期内为追求最大政绩，对“三高”企业采取“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的宽松的环境政策，其成本严重外部化，这必然导致企业生产超出社会福利最大化

的过剩产能。除此之外，宽松的环境政策还会使得邻近地区政府模仿甚至是攀比，采取更为

宽松的政策抢夺企业，扭曲企业的投资行为，造成邻近地区投资过热，产能利用率下降，产

能过剩严重。 

三、主要结论和政策启示 

我国地方政府干不当预经济行为，不仅抑制本地区产能利用率水平，还阻碍邻近地区产

能利用率水平提升，对邻近地区产能过剩程度的影响甚至高于对本地区的影响，尤其表现在

金融渠道支持和环境纵容程度。以 GDP 为核心的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和相匹配的约束机制的

缺乏使得地方政府越过市场配置的红线，过度干预企业决策，激发企业产能投资的冲动，最

终导致产能过剩。因此，构建多元化标准的官员选拔制度，不能仅以 GDP 为唯一的衡量维

度，还应重点考察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民生福利、生态环境、社会和谐度等多项指标，综合

考察地方政府的政绩。同时，培育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建立过剩行业预警系统，提高信贷

配置效率，有效遏制产能过剩企业通过“寻租”获取融资资源。建立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

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防止地方政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经济增长。 

四、汇报点评 

本文试图通过识别地方政府不当干预对邻近地区产能过剩产生的空间外溢效应，进一

步增进对我国体制性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的理解。本文采用 2002-2015 年的数据，从供给端

和需求端估算我国 30 个省份产能利用率，利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地方政府不当干预对本地



区和邻近地区产能过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不当干预不仅抑制本地区产能利用

率的发展，还阻碍邻近地区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加重产能过剩程度。其中，税收竞争和环境

纵容程度对本地区产能过剩的影响大于对周边地区产能过剩的影响。这说明地方政府干预企

业投资决策，存在模仿、跟风或攀比效应。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对于所选变量 Mar(大专以上人口占 6 岁及 6 岁以上人口比值)

表示市场因素有一定的疑惑，需要考虑换掉市场因素 Mar 指标。其次，文章在分析计量结

果时，针对控制变量不要过多关注，笔墨不要太多，着重分析主要解释变量。同时，所选指

标中地方政府不当干预动机与三个不当干预手段，本身有因果关系，对于计量模型可能存在

多重共线性，针对这一点进行检验说明。还有，在实证分析部分，考虑加入解释变量的平方

项，完善分析。最后，对于产能利用率测度方法，尤其是选取协整法的推导过程给予更详细

介绍，同时由于是根据供给端和需求端测算产能利用率，应分别列出两端测度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