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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 1979 ~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的门限效应模型，检验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结构突变效应。财政分权对低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起阻碍作用，

对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有一定的拉动作用，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有着较强的拉动作用。因此，应根据不同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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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结构突变效应检验

一、引言

自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都得到了

快速的发展，但地区间的发展步调并不协调，各个地区的财力

状况也存在较大差异。2006年东部地区的人均 GDP是西部

地区人均 GDP的 2.67倍，相比于 1994年东西部地区差距的

2.27倍，东西部地区的差距有所扩大（史桂芬，2010）；从地区

间的财力状况来看，7个东部经济发达的省级辖区集中了财

政资源总量的 70%。

目前国内很多文献从财政分权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

背后的制度原因，其中大部分文献研究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

改革措施促进了经济增长（Lin和 Liu，2000；Ma，1997），财政

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跨区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

分权优势要高于中西部地区（温秀娇，2006）。另有研究发现，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的地方财政分权形势不利于缩小

地区差距（Zhang和 Gong，2005）。

目前我国对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经验分析更多地

侧重于研究改革前后的跨时差异，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财

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效应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侧重

于研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在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

系中呈现不同的相关性，从而有利于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

展水平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对面板数据的模型进行

选择之前，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了检验，并通过建立面板数据

门限模型来检验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本文的结

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相关的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模型、

估计方法及数据；第四部分为计量结果说明；第五部分为结论。

二、文献综述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财政分权对政府

规模、政府行为以及分配公正性的影响等方面，而自 Peacock

和Wiseman（1961）关于财政分权决定因素的研究之后，一些

学者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由于不同

的文献在采用的理论模型、研究方法以及时间区间等方面的

差异，在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上的国别研究与跨国

研究尚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Davoodi和 Zou，1998；ThieBen，

2003）。

国外方面，Pryor（1967）使用美国各州 1962年的数据，研

究发现当人均收入更高和人口规模更大时，财政分权的程度

更深。Mullen（2005）利用美国各州的数据，使用更少的解释变

量，研究发现人均收入水平与财政分权度正相关。而 Xie，Zou

和 Davoodi（1999）对美国各州及地方政府的实证研究表明财

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Oates（1972）采用 58个国家

的跨国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财政集权度与人均 GDP之间呈

显著的负相关。Davoodi和 Zou（1998）对 46个国家的研究表

明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负。

国内方面，从已有研究可看出，我国的财政分权究竟给经

济带来何种影响还存在争议。Lin和 Liu（2000）使用边际留成

比例来衡量分权程度，得出在控制同时期其他各项改革措施

后，财政分权提高了省级人均 GDP 的增长率。Jin，Qian 和

Weingast（2005）对中国大陆 29个省市自治区进行实证检验，

发现在 10%的显著水平下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而

Zhang和 Zou（1999）采用地方预算内、外支出占相应的中央

预算内、外支出的比重来衡量财政分权程度，研究认为财政分

权不利于经济增长。Li，Ai和 Xu（2009）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

权对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不能认为财政分权是

导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

还有一些学者研究发现，中国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

呈现的地区差异。张晏和龚六堂（2004）采用 28省市的面板数

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分权对经济增

长具有正效应，但存在显著的跨时效应和地区差异。温娇秀

（2010）利用相关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1994年分税制

改革后，我国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呈现出显著的跨区差

异，并且财政分权总体上扩大了地区差距。Fan和 Zhang（2009）

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和开放能够带来综合效率的改善，但是财

政分权在地区之间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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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多数文献研究是从纵向的角度研究改革前后财

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横向的角度研究财政分权

带来的地区差异的文献相对较少。而且，在进行经验研究时主

要以线性假设为前提，并未对这一假设是否合理进行严格的

计量检验。因此，本文采用门限模型来检验财政分权与经济增

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考察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结构突

变效应，并分析财政分权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带来的不

同的效应，以便更为准确地揭示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

内在影响机制。

三、分析模型及数据说明

1. 分析模型。根据 Lin和 Liu（2000），本文估计的理论模

型为：

其中人均产出增长率 g（t）取决于两个因素：人均资本增

长率 和技术进步率 。本文中人均产出增长率 g（t）

用地区真实人均 GDP增长率（pgdprt）作为衡量指标。技术进

步率 用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caprt）来衡量。基于

Lin和 Liu（2000）的方法，本文将人均资本增长率 分解为

影响经济增长的几个主要变量。

首先，本文所关注的财政分权指标的衡量方法很多，如

Ma（1997）以平均分成率来衡量财政分权水平，但是实际中其

影响中国各省级政府行为的边际分成率。Lin和 Liu（2000）采

用边际分成率来衡量财政分权水平，考虑了分权的激励效应，

但是这一指标对考察分税制改革后的财政分权水平的度量失

去了意义。Zhang和 Zou（1998）用人均省级政府支出占中央

总支出的比值来衡量，在分母都是中央总支出的条件下，表明

地方支出水平较高的省份即享有较高财政分权度的省份，而

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基于乔宝云（2002）的研究，本文采用地方

人均财政收入占全国人均财政收入的比重（fdirt）来表示。

其次， 中还应包括反映样本期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

几项重要的变量：淤农村改革，本文用地区农业总产值占当年

各省份 GDP比重（agrrt）表示；于对外开放，本文用地区进出

口总额占当年各省份 GDP比重（xmrt）来表示；盂国有企业改

革，本文用地区国企职工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workrt）衡量；

榆税负水平，用各省财政收入占各省份 GDP的比重（taxrt）来

表示。

本文主要通过建立面板数据的门限

效应模型，对我国财政分权度对经济增长

是否存在门限效应进行检验与估计。据

Hansen（1999，2000），以单门限为例，本文

基本的回归模型分别如下：

pgdprtit =滋i +茁1caprtit +茁2workrtit +

茁3agrrtit+茁4taxrtit+茁5xmrtit+茁6fdirtitI（qit臆

酌）+茁7fdirtitI（qit>酌）+灼it （2）

其中，i表示个体，t表示时间，qit为门

限变量，I（·）为示性函数，当 qit臆酌 时，

I（qit臆酌）=1；反之，当 qit>酌时，则 I（qit臆酌）=0。对于（2）式的估

计，Hansen（1999）提出了解决方法，对于是否存在“门限效

应”，可以检验以下原假设：H0颐茁6=茁7，若此原假设成立，则不

存在门限效应。记在“H0颐茁6=茁7”约束下得到的残差平方和为

SSR鄢，以区别于无约束的残差平方和 SSR（ ）。若［SSR鄢逸

SSR（ ）］越大，表示加上约束条件后使得 SSR增大越多，则

越倾向于拒绝“H0颐茁6=茁7”。Hansen（1999）提出使用似然比检

验（LR）统计量：

其中，滓赞 2= SSR（酌赞）
n（T-1）

为对扰动项方差的一致估计。而在原

假设成立的条件下，门限效应估计值不能被识别，从而使传

统检验 F统计量在大样本情况下不具有标准“卡方分布”的

性质。为了解决该问题，Hansen（1996）从模型回归残差的实证

分布中，使用自助法得到统计量大样本的渐近有效 P值。另

外还证明了在原假设成立的条件下，该 P值统计量的大样本

分布服从均匀分布，并可以通过自助抽样法计算得到。

同时，在获取门限估计值后，我们还需检验门限估计值

是否为真实值的一致估计量。Hansen（1999）提出使用极大似

然率 LR统计量来构造使原假设成立的渐近有效置信区间，即

在显著性水平 琢 下，当 LR（酌）臆-2log（1- 1-琢姨 ）时，我们

不能拒绝原假设，反之当 LR值大于临界值时则拒绝原假设。

以上考虑了存在一个门限效应值的情况，当存在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门限值时，可采用类似的方法搜索第二个或更多

的门限值。

2. 数据说明。本文数据主要来自《新中国 60年统计资料

汇编》、各省历年《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

财政年鉴》。数据期间为 1978 ~ 2009年，海南、西藏数据丢失

严重，将其剔除，合并重庆和四川，共包括 28个省市自治区。

地区真实人均 GDP增长率（pgdprt）根据各省人均 GDP指数

计算，在《新中国 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没有湖北和山西的人

均 GDP指数。基于李文星和艾春荣（2009）的研究，本文根据

当年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计算出每年

的平均常住人口，再由平均常住人口计算人口增长指数来调

整两地区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地区真实 GDP指数。进出口总

额在统计年鉴中单位大多数为“万美元”，本文按当年平均汇

率折算成人民币，平均汇率取自《新中国 60年统计资料汇

编》。表 1中列出了各变量的基本描述。

四、实证结果说明及分析

若变量非平稳而仍然使用面板模型来回归，则可能产生

g（t）=A觶（t）+琢K觶（t） （1）

A觶（t）

K觶（t）

K觶（t）A觶（t）

A觶（t）

酌赞
酌赞

LR=［SSR鄢-SSR（酌赞）］/滓赞 2 （3）

变量

pgdprt

caprt

workrt

agrrt

taxrt

xmrt

fdirt

定 义渊单位冤

地区真实人均GDP增长率渊%冤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渊%冤

地区国有企业职工占地区总就业人口比重渊%冤

地区农业总产值占地区当年GDP比重渊%冤

地区财政收入占地区GDP比重渊%冤

进出口总额占地区GDP比重渊%冤

地方人均财政收入占全国人均财政收入的比重渊%冤

观察数

896

896

896

885

874

881

888

均值

9.51

22.67

72.04

22.42

10.54

19.83

100.93

标准误差

0.15

0.63

0.39

0.43

0.24

1.01

6.03

最大值

24.20

190.00

91.71

70.60

62.03

180.36

1 735.16

最小值

-10.80

-23.71

25.48

0.45

2.78

0.13

0.02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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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回归，因此，在进行估计之前，需检验变量的平稳性。本文同

时采用 LLC、IPS、fisher 三种方法对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

验，综合表 2的检验结果，判定 workrt、agrrt、xmrt非平稳，对

以上三个非平稳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进行单位根检验均为

平稳变量。

本文以各地区人均 GDP（单位：万/人）作为门限变量，检

验财政分权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门限效应。表 3的检验结果

表明，单一门限对应的 F1值及双重门限对应的 F2值都非常

显著，F1和 F2对应的用自助法求得的 P值均为 0，在 1%的显

著水平下接受存在双重门限的原假设。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

的效应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分为三种不同的影响机制。

表 4为两个门限估计值及其对应的 95%的置信区间。由

表 4可知 酌1和 酌2对应的估计值分别为 0.043和 1.914 1，则

可根据双门限值将 28 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三类，即人均

GDP小于等于 430元的低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人均 GDP

大于 19 141元的高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其余的为中等经济

发展水平的省份。

表 5给出以人均 GDP为门限变量的双门限模型的估计

结果，得到的双门限回归方程如下：

pgdprtit=0.111caprtit-0.177workrtit+0.048agrrtit-0.268taxrtit+

0.011xmrtit-0.021fdirtitI（pergdp臆0.043）+0.007fdirtitI（0.043<

pergdp臆1.914 1）+0.018fdirtitI（pergdp>1.914 1）

根据表 5给出的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及其 t统计量的 P值

可以看出，agrrtit、xmrtit 以及 fdirtitI（fdirt臆0.043）项的系数不

显著。表明在不考虑门限效应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

的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各

省份的实际税负水平对经济的增长起抑制作用。财政分权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门限效应，主要表现为 fdirtit的

系数在不同的组别中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 fdirtit

的系数为-0.021，说明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财政分

权改革措施对经济的增长起阻碍作用，可能原因是从财政收

入的角度来看，这些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的财政能力较为薄

弱，中央对于这些地区的转移支付的收入分配措施所起的作

用不太明显，故而财政分权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起阻碍作

用。对于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而言，财政分权改革措施对

经济的增长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份，

财政分权改革对经济的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表 6给出了 1979 ~ 2009年主要年份按经济发展水平分

类的三类省份的具体分布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从 1979年至

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所占的比重迅速下降，至 1985

年仅有贵州一省，这从一定程度上表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

深入，各项改革措施包括财政分权的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作用不断加深。同时，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的分布呈现出

倒 U型形状，自改革开放以来到 1985年大幅度上升，1986 ~

1998年全部省份均达到中等经济发展水平，随着经济的不断

发展，有更多的省份逐步走向了高水平发展。从 1999年开始，

中等发展水平的省份不断下降，至 2009年，中等发展水平的

省份仅剩下甘肃、云南、贵州、江西等七个省份。高经济发展水

平的省份自 1996年开始不断增多，至 2009年共有 21个省份

达到了这一水平，这说对于 3/4的省份，财政分权对地区经济

的发展具有正向增长效应。

五、结论

本文利用 1979 ~ 200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所有变量

进行平稳性检验后，从门限效应的角度对财政分权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财政分权对经济

变量

wortrt

agrrt

xmrt

LLC

1.000

0.000

0.000

IPS

1.000

1.000

0.167

Fisher

1.000

0.940

0.055

LLC

0.000

0.000

0.004

IPS

0.000

0.000

0.000

Fisher

0.000

0.000

0.000

水平值 取一阶差分后

注院以上三种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的原假设为不存在单

位根袁表中所列数据为检验统计量对应的P值遥

表 2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 3

F值

P值

临界值

5%

1%

单一门限检验

10.373 4

0.000 0

4.575 7

7.054 4

双重门限检验

8.568 5

0.000 0

2.956 6

5.075 6

门限效应检验结果

估计值

0.043

1.914 1

95%置信区间

咱0.041 6袁0.051 5暂

咱0.508 5袁2.881 4暂

酌

酌赞
1

酌赞
2

表 4 门限值的估计结果

回归项

caprtit

workrtit

agrrtit

taxrtit

xmrtit

fdirtitI（pergdp臆0.043）

fdirtitI（0.043<pergdp臆1.914 1）

fdirtitI（pergdp>1.914 1）

系数

0.111

-0.177

0.048

-0.268

0.011

-0.021

0.007

0.018

OLS SE

0.007

0.060

0.039

0.041

0.015

0.010

0.002

0.005

White SE

0.010

0.059

0.056

0.037

0.013

0.015

0.002

0.004

t统计量

10.705

-2.989

0.862

-7.227

0.874

-1.368

4.279

4.894

p值

0.000

0.003

0.389

0.000

0.383

0.172

0.000

0.000

表 5 双重门限模型估计结果

注院此处的t统计量是根据White标准差计算得到遥

门限变量区间

fdirtitI（pergdp臆0.043）

fdirtitI（0.043<pergdp臆1.914 1）

fdirtitI（pergdp>1.914 1）

1979

21

7

0

1980

16

12

0

1985

1

27

0

1990

0

28

0

1995

0

28

0

2000

0

26

2

2005

0

21

7

2009

0

7

21

主要年份

表 6 主要年份各门限区间的省份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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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深交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评级作为代理变量，利用价格模型检验了 2007耀2010年深市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质量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披露质量与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存在较为明显的正相关

关系，信息披露质量高的公司，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也高，高质量的信息披露质量有助于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提高。

【关键词】信息披露质量 价值相关性 上市公司

陈继初

渊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会计系 长沙 410205冤

信息披露质量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

一、引言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披露有助于降低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

信息不对称，降低融资成本；有助于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提

高投资效率。然而上市公司对会计准则所要求的相关会计信

息披露还不够充分、不够规范。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着误导性

陈述甚至虚假披露等情况。故需要建立一种市场机制和手段

来合理引导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提高会计信息价值相关

性，这也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本文主要以深圳证券交易所 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以 2007 ~ 2010年为时间窗，试图探讨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质量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对于信息披露质量与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之间关系的研

究，从我们所搜集整理的文献来看很少，绝大部分是探讨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债务成本、公司绩效、投

资者交易行为等之间的关系。曾颖、陆正飞（2006）认为在控制

相关因素的条件下，信息披露质量与边际股权融资成本之间

存在负相关关系。于富生和张敏（2007）的研究发现，样本公司

的债务成本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张

宗新等（2007）认为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明显的

正相关关系。

对于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研究，Barth 等（2001）认为，

一个会计项目具有价值相关性是指它与股价具有可预测的关

联性。价值相关性检验是对相关性与可靠性的联合检验，如果

检验结果表明某个会计项目具有价值相关性，则该项目就同

时具有相关性和一定程度的可靠性；反之，则无法判断出是相

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结构突变效应。财政分权对低经济发

展水平的省份起阻碍作用，对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有一

定的正向增长效应，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起着较

强的拉动作用。

上述结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的财政分权的积极作用要小于

经济发展较高的地区，目前的财政分权措施一定程度上可能

拉大地区差距。

因此，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在提高自身的财

政能力的同时，另一方面中央应稳步提高对经济发展水平较

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应进一步调

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国家财政应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

区的财政支持，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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