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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新公共管理要求提高政府财务透明度#以满足利益相关者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

电子政务的快速发展为政府利用网络披露财务信息奠定了应用基础$ 本文考察影响政府利用

网络披露财务信息的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内容与政府规模*富裕程度

和政府类型等正相关#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便捷性与政府规模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正相

关$ 这些发现有助于理解政府利用网络披露政府财务信息的动机以及政府管理特征#从供给

角度分析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的影响机理$

关键词!政府财务信息%披露%互联网%决定因素%政府透明度

中图分类号!L$#!C文献标志码!MC文章编号!#GJ! N"%F$"!"##$"% N""E$ N#!

CC

一%引言

+十七大报告,要求提高政府透明度&建设服

务型政府!这就要求提高政府财务透明度$张琦&

张娟! !""F%" 政府财务信息是各利益相关者参

与政治&监督与评价政府的受托责任的履行的重

要信息来源$WL&M! !"#"a%" 透明的政府财务是

廉洁和高效率的政府管理和控制的基础$陈志

斌! !""E%"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应当将公布

政府财务信息&提高政府财务透明度作为政府的

一项法律义务$程晓佳! !""X%"

提高政府财务透明度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就

是利用网络披露政府财务信息$ ?(908<i78..9K

<+.! !""J %!其具有众多优点 $WL&M! !""E/!

!""Ea! !""X! !""$! !""F! !"#"/! !"#"a%##)公

平性" 可以同时向所有利益相关者发布财务信

息!避免传统信息发布模式下某些利益相关者提

前获取信息的缺陷" !)范围广且便捷" 受众范围

广!而且可以被广大的信息使用者$譬如#公民&

评级机构&管制机构&其他政府以及媒体等%便捷

地获取" E)可控性" 政府可以控制网站上披露的

信息内容与发布时间!可以确保披露信息的准确

性与全面性" 而依靠其他方式披露信息有时难以

做到这一点" X)及时性" 可以及时更新!提供最

新信息" %)有效性" 可以提升政府声誉!增强利

益相关者对政府的信任!降低利益相关者的信息

公开申请数量!满足利益相关者获取财务信息的

需求" G)互动性" 可以双向交流" 信息使用者可

以及时反馈意见与要求!政府可以及时听取信息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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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的反馈意见与要求并进行相应处理" J)语

言多样性" 在网站上政府可以不同语言披露同样

的财务信息!满足跨国跨地区利益相关者的信息

需求" $)便于分析与管理" 信息使用者可以利用

计算机技术从海量财务信息中精确查找所需信息

并利用软件进行分析" 信息使用者还可以免费下

载政府财务信息!以供日后参考决策" F)经济性"

通过网站披露财务信息!可以降低纸张&印刷&邮

寄等成本!符合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要求" 而

传统纸质方式则存在时间$必须上班时间查阅%

与空间$必须到指定场所查阅%等诸多困难$7/9K

6a! 2++ba<! iMb88.! #FFF%" WM?;主席 M((K

b+-8曾语言!到 !"!% 年!利用传统纸质方式披露

财务信息的政府会越来越少$M((b+-8! !""F%!利

用网络提高政府财务透明度是未来的趋势

$WL&M! !"#"/%"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通过网站披露财务信息

会加大政府行政成本!譬如#建立&设计与维护网

站的成本" 但是!考虑到电子政务的建设基础!政

府财政官员协会$W+>8-.b8.(L6./.'8&116'8-<M<K

<+'6/(6+.!WL&M%认为!利用网站披露财务信息的

边际成本非常低!甚至不需额外成本 $WL&M!

!"#"/%" 在中国!电子政务的快速发展为政府利

用网络披露财务信息奠定了应用基础$Z+! !""!(

Q/A64.8! !""!%!中国政府电子政务应用水平排

在所有国家前列$]8009i?/a3/-\/0! !""F( U8<(!

!""X%" 所以!在中国!政府利用网站披露财务信

息的边际成本很低!甚至没有额外成本" 而理论

分析又表明!如果没有财务信息披露成本!应该披

露全部财务信息$A8--8''36/! !""#%" 因此!在中

国!政府应该充分利用网站披露财务信息!以提高

政府财务透明度" 然而!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

现状并不理想" 是什么因素影响政府利用网站披

露财务信息呢5 本文将考察中国背景下的政府财

务信息网络披露影响因素"

二%研究背景

新公共管理要求建设透明政府!满足公民需

要$W/0084+! ]+:-64,8d! W/-'6/! !"#"%" 在追求透

明政府建设目标的过程中!网络被视为改善政府

与公民之间信息交流的重要机制$*,<(6'8! R806(<K

O6! ?b6(3! !""G%" 政府可以利用网络提高政府

透明度$_6./! 7+--8<! ]+9+! !"#"%!提高公民的

参政议政程度$*,<(6'88(/0! !""G%" 因此!WL&M

鼓励政府利用网络提高财务透明度 $WL&M!

!""E/! !""X! !"#"a%!并发布多份最优实践指南!

指导政府利用网络提高财务透明度" 美国&加拿

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借鉴WL&M发布的最优

实践指南$WL&M! !""E/! !""Ea! !""X! !"#"/!

!"#"a%!利用网络提高财务透明度!取得了良好

效果"

在中国!国务院于 !""J 年发布自 !""$ 年 %

月 #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网络作

为提高政府透明度的主要方式之一"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相关规章文件强调利用网络提高政府透

明度" 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指出#对于主动公开

的信息!+要充分利用政府网站&政府公报等各种

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及时公开政府信息!并逐步

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及网上查询功能!为公众

提供优质服务$国办发0!""$1EG 号%,(对于依申

请公开的信息!+在受理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过

程中!对于需要或者可以让社会广泛知晓的政府

信息!行政机关应在答复申请人的同时!通过政府

网站等渠道主动公开!尽量避免将公共性政府信

息只向个别申请人公开!以减少对同一政府信息

的一再申请!节约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国办

发0!"#"1% 号%," 财政部的文件则将利用网络

提高政府财务透明度作为首先方式!其指出#+各

级财政部门要根据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结合推

进财政政务公开工作!按照规定的工作程序!依托

金财工程!通过政府门户网站&报刊&广播&电视等

公共媒体以及新闻发布会&政府公告等便于公众

获取信息的方式!做到经常性工作长期公开!阶段

性工作逐段公开!临时性工作随时公开!涉及群众

切身利益的事项及时公开!逐步建立起完善的财

政预算信息披露制度$财预.!""$/EF" 号%,(+建

立健全预算信息披露制度!充分利用政府门户网

站&政府公告&新闻媒体&档案馆等途径!拓宽公开

渠道" 强化预算信息公开责任制度!制订预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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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工作考核办法!落实责任!加强考核!确保预算

信息公开工作顺利开展$财预.!"#"/E#号%,"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相关规章文件促

使很多政府与部门开始利用网络披露财务信息"

+财政部在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中央预算后!第一

时间在门户网站上公开了 !""F 年预算报告和中

央财政预算主要数据" 具体包括#!""F 年中央财

政收入预算表&!""F 年中央财政支出预算表&

!""F 年中央本级支出预算表以及 !""F 年中央对

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表" 中央财政预算

公开后受到了媒体和网民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财政部! !"#"% "

尽管利用网络披露政府财务信息在各国得到

广泛应用!但是其理论研究却很少$;+06>/-! _8-K

8d! Z8-./.:8d! !""J( ?(908<! 78..9<+.! !""J%!中

国尤其如此" 中国目前针对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

研究非常缺乏!定量研究更是鲜见 $c/.! ,̀8!

!"##%" 理论研究缺乏与实践广泛应用的矛盾促

使本文研究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问题"

三%文献综述

"一$传统纸质方式的政府财务信息披露

代理理论认为!为了降低代理人$政府%与委

托人$公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政府具有自愿披

露财务信息的动机" 选民&社会公众&政府债券持

有者以及上级政府部门等都需要财务信息对政府

进行评价与监督" 政府则通过财务信息向公民披

露其业绩 $@>/.<! _/((+.! #F$J( P.4-/b! #F$X(

?(908<! 78..9<+.! !""J%!解脱公共受托责任$刘

玉廷! !""X( 陆建桥! !""X%"

政府自愿披露财务信息决策受到政府规模&

治理结构&财务状况&人均收入等因素的影响

$?(908<! 78..9<+.! !""J%" $#%]+aa6.<和 M,<(6.

$ #F$G %& W6-+,V和 R'Q800/.: $ !""E % 和 W+-8

$!""X%发现!政府规模影响政府自愿披露财务信

息决策!政府规模与财务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

$! % ]+aa6.<和 M,<(6. $ #F$G %& W6-+,V和 Y86<

$#FFE%和 W6-+,V和 R'Q800/.:$!""E%发现!政府

治理结构影响政府自愿披露财务信息决策"

$E%对于财务状况因素!理论表明!政府具有最小

化债务成本的动机!因为更低的利息支出允许他

们将节省的资源分配到其他项目(而更高的财务

透明度会降低债权人风险评估水平!进而降低债

务成本$@>/.<!_/((+.! #F$J( W6-+,V!Y86<! #FFE(

W+-8! !""X( P.4-/b! #F$X%" 因此!负债水平高的

政府财务信息披露水平高" 但是!这个观点并未

获得经验数据的一致支持" ]+aa6.<和 M,<(6.

$#F$G%& @>/.<和 _/((+. $#F$J%&W6-+,V和 Y86<

$#FFE%以及W+-8$!""X%等发现政府财务信息披

露水平和负债水平显著正相关!而这种关系并未

得到 P.4-/b$ #F$X % 以及 W6-+,V和 R'Q800/.:

$!""E%等的支持" $X%对于人均收入因素!理论

表明!随着人均收入增加!公民参政议政意愿更

强!更需要提高政府财务信息披露水平$W6-+,V!

R'Q800/.:! !""E( P.4-/b! #F$X%!因此!政府财务

信息披露水平和人均收入正相关" 这个观点也未

获得经验数据的一致支持" P.4-/b$#F$X%发现!

政府财务信息披露水平和人均收入显著正相关"

W6-+,V和R'Q800/.:$!""E%发现!对于 #FFG 的地

方政府样本来说!两者显著正相关(但是对于

#F$E 年的地方政府样本来说!两者并不显著相

关" ]+aa6.<和M,<(6.$#F$G%则发现!政府财务信

息披露水平和人均收入相关性在统计上不显著"

"二$网络方式的政府财务信息披露

在传统纸质方式研究基础上!一些研究开始

探索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的影响因素" 表 # 是

对这些研究的简要总结"

从表 # 可以看出!现有研究主要考察西方发

达国家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的决定因素" 众所

周知!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在政府管理体制&政府

会计制度与财务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影响政府利用网络披露财务信息的决定因素必然

不尽相同!所以有必要研究中国环境下的政府财

务信息网络披露的决定因素" 而且!中国电子政

务的迅速发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

对政府利用网络提高透明度的要求&广大公民对

政府财务透明度的渴盼以及网络自身的巨大优势

等也使得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的决定因素研究

迫在眉睫"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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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影响因素研究简况

文献 样本
检验

方法
解释变量 结果

W-+11!_6(b/.

$!""X%

美国最大的 #""

个城市
描述性统计 规模

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水平与政

府规模相关"

Q/<\/:! L6<38-!

&9808-8$!""%%

新西兰 $G 个地

方政府
Q+46(分析

政治竞争&规模&债务水平&

富裕程度&新闻曝光率&政

府类型

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水平与债

务水平&富裕程度&新闻曝光度&政

府类型相关"

?(908<!

78..9<+.$!""J%

美国 E"" 个地

方政府

Q+46(分析与

&Q?分析

规模&治理结构&会计信息

披露质量&居民人均收入&

债务水平&财务状况

规模&人均收入&会计信息披露质

量与政府是否利用网络披露财务

信息相关!居民数量&居民人均收

入&债务水平以及财务状况与政府

财务信息网络披露便捷性相关"

_8-8d! ;+06>/-!

Z8-./.:8d$!""$%

西班牙 G% 个地

方政府
&Q?分析

政治竞争&债务成本&富裕

程度&教育水平&人口数&财

政压力

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水平与债

务成本和户均网络拥有率正相关"

]8009! ?/a3/-\/0

$!""F%

#!! 个国家

## "!E 个样本

均 值 检 验&

&Q?分析

通讯基础设施&信息公开法

律&电子政务&新闻自由度&

民主化

前四个变量水平高的政府财务信

息网络披露水平高!政府财务信息

网络披露水平与通讯基础设施&新

闻自由度正相关"

CC

四%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现有研究 $见表 #%!除 ]8009和 ?/a3/-\/0

$!""F%针对国家间研究之外!其余 X 个研究共检

验了政府规模&财务状况&居民人均收入&富裕程

度&政府类型&政治竞争&债务水平&新闻曝光率&

治理结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等影响政府财务信

息网络披露决策的因素" 在这些因素中!政治竞

争&治理结构等显然不适用于中国!债务水平&新

闻曝光率&教育水平&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等数

据无法获取!所以我们不考察这些因素" 最终!本

研究仅考察政府规模&财务状况&居民人均收入&富

裕程度&政府类型五个因素"

"一$政府规模

在中国!在市场力量逐步增强&法制建设逐步

完善和政府职能逐步转换的情况下!人民与政府

之间需要真正建构起委托受托关系!政府负有公

共受托责任$刘玉廷! !""X( 陆建桥! !""X%" 而

且!更大规模政府由于事权财权相对更大而承担

更大的受托责任$W6-+,V! R'Q800/.:! !""E%" 政

府为了解脱受托责任!自愿向社会披露财务信息!

以满足利益相关者参政议政需要" 规模更大政府

的这种财务信息需要更加强烈!促使更大规模政

府披露更多财务信息$Q/<\/: 8(/0! !""%( ?(908<!

78..9<+.! !""J%" 同时!在日益强化的受托责任

思想下!政府具有显示业绩动机!越大规模政府这

个动机越强烈!因而更大规模政府的财务信息自

愿披露程度更高$Q/<\/: 8(/0! !""%( ?(908<! 78.K

.9<+.! !""J%" 再者!网络披露方式特点在于!财

务信息披露成本和规模几乎不相关!因此更大规

模的政府通过网络披露财务信息可以享受到规模

经济效益!因此!更大规模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

水平更高$Y8a-8'8.9! W-/9! ]/3b/.! !""!( Y8aK

-8'8.9! ]/3b/.! !""%%" 这个观点已得到实证证

据支持$?(908<! 78..9<+.! !""J%" 此外!规模更

大的政府由于承担更大受托责任!提供更多的公

共服务!所以具有更多会计功能和更高 P7预算"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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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会计功能要求提供更多的财务信息(更高 P7

预算允许开发和维护一个更精致政府网站!以便

于利益相关者可以便捷获取相关服务与信息

$?(908<! 78..9<+.! !""J%" 因此!政府财务信息

网络披露便捷性和政府规模正相关$?(908<! 78.K

.9<+.! !""J%" 于是!我们假设#

Z#/#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内容和政府规

模正相关"

Z#a#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便捷性和政府

规模正相关"

"二$居民人均收入

理论表明!居民人均收入越高!参政议政积极

性和程度越高!对评价政府绩效的财务信息的需

求 越 强 $ W6-+,V! R'Q800/.:! !""E( P.4-/b!

#F$X%" 居民人均收入越高!越有可能负担得起

网络费用!拥有家庭网络可能性越高" 考虑到居

民网络拥有基础!具有更高居民人均收入的政府

更可能通过网站披露财务信息" Q/<\/:&L6<38-&

&9808-8$!""%%和 ?(908<&78..9<+.$!""J%都发现!

居民人均收入更高的政府更可能利用网络披露财

务信息" 居民人均收入越高!拥有家庭网络可能

性越高!从而更多居民通过网络获取政府信息与

服务!促使政府网站制作更精致!以利于利益相关

者便捷获取相关信息$Z+! !""!%" 再者!考虑到

居民网络拥有基础!更高居民人均收入的政府更

频繁地通过网络披露信息与提供服务!使用网络

更有经验$ ?(908<! 78..9<+.! !""J%!政府财务信

息网络披露便捷性更强" 这个观点已得到实证证

据支持 $ ?(908<! 78..9<+.! !""J %" 于是!我们

假设#

Z!/#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内容和居民人

均收入正相关"

Z!a#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便捷性和居民

人均收入正相关"

"三$财务状况

财务状况反映政府公共管理能力和服务水

平!具有政治利益和成本!政府有动机根据政府财

务状况好坏确定相应的财务信息网络披露决策"

现有研究发现!政府财务信息披露水平与财务状

况显著正相关 $ W6-+,V! Y86<! #FFE( W6-+,V!

R'Q800/.:! !""E%!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便捷性

与财务状况正相关$?(908<! 78..9<+.! !""J%" 于

是!我们假设#

ZE/#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内容和政府财

务状况正相关"

ZEa#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便捷性和政府

财务状况正相关"

"四$富裕程度

政府富裕程度显示政府管理质量信号" 管理

质量不好的政府不愿意披露过多财务信息

$Q/<\/: 8(/0! !""%( _8-8d8(/0! !""$%" 现有研

究发现!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水平与政府富裕

程度正相关 $Q/<\/: 8(/0! !""%%" 于是!我们

假设#

ZX/#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内容和政府富

裕程度正相关"

ZXa#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便捷性和政府

富裕程度正相关"

"五$政府类型

由于上级政府比下级政府受托责任更大!事

权与财权范围更大!政府财务信息更多!因此上级

政府比下级政府披露更多的政府财务信息" 上级

政府由于居民数量更多!对政府财务信息需求更

多!更有必要利用受众范围更广的网络披露财务

信息" 研究发现!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水平与

政府类型正相关!市级政府比区级政府的财务信

息网络披露程度更高$Q/<\/: 8(/0! !""%%" 于

是!我们假设#

Z%/#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内容和政府类

型正相关"

Z%a#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便捷性和政府

类型相关"

五%研究方法

"一$样本和数据

我们考察 GE 个中国内地省&自治区&直辖市

政府&省会城市政府和计划单列市政府的财务信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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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网络披露的情况!

" 我们分别于 !""$ 年 % 月

访问各个政府网站收集数据!并在 !""$ 年 ## 月

再次访问!以检查收集的数据是否显著变化" 第

二次访问发现数据没有显著变化!表明最初收集

数据的稳定性$;+06>/-8(/0! !""J%" 其他数据来

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地统计年鉴以及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

"二$被解释变量

借鉴 ?(908<& 78..9<+. $ !""J % 和 6̀/+& Z8&

23+\$!""X%以及何玉$!"#"%!我们构建政府财务

信息网络披露内容指数$PL]2+.(8.(%和便捷性指

数$PL]M''8<<%"

内容指数包括 #! 个项目 G 类报告$见表 !%!

其依据在于#$#%研究表明!我国目前主要通过以

下五类信息披露政府财务数据#预算执行情况和

预算草案&决算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政府工

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年鉴

和财政年鉴 $王庆东!常丽! !""X( 赵建勇!

!""!%" $!%我们认为!与企业财务信息包括审计

报告一样!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

报告理所当然属于政府财务信息" $E%根据该类

研究常见的信息披露指数构建规则和经验

$?(908<&78..9<+.! !""J( 6̀/+8(/0! !""X( 何玉!

!"#"%!出于比较数据的要求!信息披露指数构成

项目通常包括当年与以前年度的财务信息" 因

此!内容指数分别包括当年与以前年度的这 G 类

报告共 #! 个项目" 各项目计分规则是!如果网站

披露该项目!则该项目计分为 #(否则计分为 ""

#! 个项目的合计得分即该政府内容指数分值"

因为没有理论指导某个项目该赋予多少权重!所

以我们对每个项目赋予相同权重!这种方法也是

信息披露研究常用的方法之一!其好处在于可以

降低主观性$;+06>/-8(/0)! !""J( P.4-/b! #F$X%"

表 !C内容指数"PL]2+.(8.($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披露数量 披露比例

PL]2# !""J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 年度预算草案 XX GF)$X^

PL]2! !""J 年决算报告 !E EG)%#^

PL]2E !""J 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 #!)J"^

PL]2X !""$ 政府工作报告 %X $%)J#^

PL]2%

!""J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草案
!G X#)!J^

PL]2G !""J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统计年鉴或者财政年鉴 XG JE)"!^

PL]2J 以前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预算草案 %X $%)J#^

PL]2$ 以前年度决算报告 !F XG)"E^

PL]2F 以前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F #X)!F^

PL]2#" 以前年度政府工作报告 %X $%)J#^

PL]2## 以前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计划草案 E# XF)!#^

PL]2#! 以前年度统计公报&统计年鉴或者财政年鉴 X$ JG)#F^

CC便捷性指数包括 !% 个项目$见表 E%!主要反

映信息使用者获取政府财务信息的便捷性程度"

便捷性指数计分规则与内容指数一样"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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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府管理体制差异#我们没有考察香港*澳门和台湾%同样#我们也没有考察一般的地级市*县级政府与乡

镇政府#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时间不长#很多地级市*县级政府与乡镇政府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利用网

络披露政府财务信息这种方式$



表 EC便捷性指数"PL]M''8<<$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披露

数量

披露

比例

PL]M# 搜索关键词为政府名称!官方网站在 a/6:,或4++408搜索结果第一项 GE #""^

PL]M! 网站主页上是否有财务信息或者与披露财务信息的相关页面的链接 X" GE)XF^

PL]ME 官方网站有使用预算&决算等关键词找到财务信息页面的搜索引擎 EF G#)F"^

PL]MX 有网站地图或导航!通过其可以直接找到财务信息页面 EE %!)E$^

PL]M% 官方网站主页上需要 E 次或更少次点击就可以找到财务信息页面 %G $$)$F^

PL]MG 官方网站上提供编写索引目录的_YL或者Z7RQ格式的财务信息 ! E)#J^

PL]MJ 披露的财务信息是否提供了下载的链接 J ##)##^

PL]M$ 披露财务信息的单个文件大小是否低于 ER;a %$ F!)"G^

PL]MF 预算报告是否及时更新 EX %E)FJ^

PL]M#" 决算报告是否及时更新 #G !%)X"^

PL]M## 审计工作报告是否及时更新 J ##)##^

PL]M#! 政府工作报告是否及时更新 XX GF)$X^

PL]M#E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是否及时更新 !" E#)J%^

PL]M#X 统计公报&年鉴等是否及时更新 X" GE)XF^

PL]M#% 是否在网站上给出了获取纸质版本财务信息的方式 XX GF)$X^

PL]M#G 是否给出了编制者的联系方式$电话或@RMPQ% # #)%F^

PL]M#J 登录时间是否少于 #" 秒 GE #""^

PL]M#$ 是否有信息订购服务或者依申请公开服务 %J F")X$^

PL]M#F 是否有聊天室H论坛H有内容的留言板 !J X!)$G^

PL]M!" 是否有财务信息咨询栏 %$ F!)"G^

PL]M!# 对咨询问题是否及时回答 XF JJ)J$^

PL]M!! 有无向前H向后浏览的快捷按钮 % J)FX^

PL]M!E 财务数据是否采取图表表示 ## #J)XG^

PL]M!X 是否有相关会议视频或者相关会议直播等 X" GE)XF^

PL]M!% 是否采用]??&@b/60等技术定制财务信息 !$ XX)XX^

CC"三$解释变量

表 X 简括解释变量" 因为统计公报和统计年

鉴中通常对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披露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所以我们在

检验研究假设Z!/和Z!a时!分别考虑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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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XC解释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涵义及计算规则

?6d8 政府规模!各个政府的常住人口数的自然对数

P.'+b8

居民人均收入!由于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我们分别考察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和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自然对数!分别以P.'+b8'6(9和P.'+b8'+,.(-9表示

L6.'+.:6(6+. 财务状况!各个政府一般预算收支差额与一般预算收入的比例

U8/0(3 富裕程度!各个政府一般预算收入的自然对数

79T8 政府类型!当样本为省&自治区与直辖市政府时为 #!否则为 "

CC"四$检验模型

我们用以下回归模型来检验研究假设" 模型

$#%检验每组研究假设中的/假设!模型$!%检验

每组研究假设中的 a假设"

H'F8$)3+)3

(

I

!

*(

J

"

#*(

!(-+

(

J

"

!*(

H)"$7+"(34

(

J

"

E*(

H)"$7+"$.)314

(

J

"

X*(

'()"$)5(3($)

(

J

"

%*(

>+*%3#

(

J

"

G*(

B4K+

(

$#%

H'F@""+22

(

I

!

L(

J

"

#L(

!(-+

(

J

"

!L(

H)"$7+"(34

(

J

"

EL(

H)"$7+"$.)314

(

J

"

XL(

'()"$)5(3($)

(

J

"

%L(

>+*%3#

(

J

"

GL(

B4K+

(

$!%

CC

六%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 % 简括描述性统计结果" $#%内容指数

$PL]2+.(8.(%最高分为 #!!表示该样本在网站上

同时披露所有 #! 个项目(最低为 "!表示该样本

在网站上没有披露 #! 个项目中的任何一个项目"

内容指数总均值不高!仅为 G)JG!表明平均只有

不到 J 个项目被披露" 可见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

露内容并不全面!政府财务透明度不高" 然而!省

级政府财务透明度要高于市级政府!内容指数省

级政府均值为 $)#G!远远高于市级政府均值

$%)X#%" $!%便捷性指数$PL]M''8<<%最高分为

!#!最低为 !" 这表明!不同政府网站便捷性差异

很大" 便捷性指数总均值也不高!仅为 #E)EJ!表

明政府网站开发设计不理想!需要优化!以提高使

用便捷性"

表 %C描述性统计

PL]2+.(8.(PL]M''8<< ?6d8 P.'+b8'6(9 P.'+b8'+,.(-9 L6.'+.:6(6+. U8/0(3

最小值 ")"" !)"" #X)"# $)XJ J)J% N#!)GJ X)EE

最大值 #!)"" !#)"" #F)%% #")X! #")#! ")XF #J)#X

总均值 G)JG #E)EJ #J)!% F)%! $)%# N")FJ #X)%%

省均值 $)#G #X)#" #J)F" F)X% $)E! N#)XF #%)X#

市均值 %)X# #!)GG #G)G# F)%$ $)GF N")XG #E)JE

79T8为 #$省&自治区与直辖市%的个数为 E#!为 "$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的个数为 E!"

CCC注)总均值表示所有样本均值#省均值表示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样本均值#市均值表示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样本

均值$

CC"二$单变量分析

表 G 简括_8/-<+.相关分析" 内容指数$PL]K

2+.(8.(%与政府规模$?6d8%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

")%G!显著性 #^%!这个结果支持假设 Z#/(内容

指数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P.'+b8'6(9%以及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P.'+b8'+,.(-9%的相关性没有

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个结果不支持假设Z!/(内容

指数与政府财务状况$L6.'+.:6(6+.%的相关性未

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个结果不支持假设ZE/(内容

指数与政府富裕程度$U8/0(3%显著正相关$相关

系数 ")XE!显著性 #^%!这个结果支持假设ZX/(

内容指数与政府类型$79T8%显著正相关$相关系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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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显著性 #^%!这个结果支持假设Z%/"

便捷性指数$PL]M''8<<%与政府规模显著正

相关$相关系数 ")%!!显著性 #^%!这个结果支持

假设Z#a(便捷性指数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以

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

别为 ")!J 与 ")EE!显著性分别为 %^和 #^%!这

个结果支持假设 Z!a(便捷性指数与政府财务状

况显著相关$相关系数 ")E#!显著性 #^%!这个结

果支持假设ZEa(便捷性指数与政府富裕程度显

著相关$相关系数 ")E!!显著性 #^%!这个结果支

持假设ZXa(便捷性指数与政府类型的相关性未

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个结果不支持假设Z%a"

表 GC_8/-<+.相关分析

PL]2+.(8.( PL]M''8<< ?6d8 P.'+b8'6(9 P.'+b8'+,.(-9 L6.'+.:6(6+. U8/0(3

PL]M''8<<

")G%

!!!

#

?6d8

")%G

!!!

")%!

!!!

#

P.'+b8'6(9 ")"J

")!J

!!

")!$

!!

#

P.'+b8'+,.(-9 ")"G

")EE

!!!

")!G

!!

")GJ

!!!

#

L6.'+.:6(6+. ")"X

")E#

!!

")EX

!!!

")EG

!!!

")XG

!!!

#

U8/0(3

")XE

!!!

")E!

!!!

")JF

!!!

")!$

!!

")!%

!!

")!X

!

#

79T8

")%#

!!!

")#F

")%G

!!!

N")!!

!

N")X!

!!!

")E#

!!

")XG

!!!

CCCCC注#

!!!

&

!!

&

!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 #^&%^和 #"^(双尾检验"

CC"三$多元回归分析

表 J 简括多元回归检验" 模型$#%和模型

$!%拟合程度比较好$显著性均为 #^%!模型$#%

和$!%的校正决定系数分别为 ")!J 和 ")!#!说明

模型的解释能力较强" 接下来分析研究假设检验

情况"

表 JC多元回归检验

解释变量
预期

符号

模型$#%

$PL]2+.(8.(%

模型$!%

$PL]M''8<<%

'+.<(/.(

NG)X!

!!!

N#%)X$

!!!

?6d8 l

")XJ

!!!

")GJ

!!!

P.'+b8'6(9 l ")"X ")JF

P.'+b8'+,.(-9 l ")!X

#)"%

!!

L6.'+.:6(6+. l N")""! N")!E

U8/0(3 l

")#X

!

")"G

79T8 l

#)##

!!!

")GJ

M:IN]

!

")!J ")!#

L值
X)JX

!!!

E)JE

!!!

CC注#

!!!

&

!!

&

!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 #^&%^和 #"^"

对于模型$#%!政府规模$ ?6d8%系数显著性

#^!表明假设Z#/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个结果和

$Q/<\/: 8(/0! !""%( ?(908<! 78..9<+.! !""J%一

致!表明政府规模影响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决

策" 政府规模越大!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内容

越充分!财务透明度越高"

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P.'+b8'6(9%和农村居

民纯收入$P.'+b8'+,.(-9%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这个结果不支持研究假设 Z!/" 这与现有针

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Q/<\/: 8(

/0! !""%( ?(908<! 78..9<+.! !""J%" 主要原因在

于#西方发达国家居民人均收入较高!居民参政议

政意愿较强!因此!政府制定财务信息网络披露决

策时必然考虑公民的财务信息需求" 而在中国!

过去居民人均收入较低!居民参政议政意愿不强!

政府制定财务信息披露决策时尚未充分关注居民

的信息需求" 现在虽然居民人均收入逐步增加!

居民参政议政意愿开始逐步增强!但是政府管理

思维还未及时转变!还未充分关注居民的财务信

息需求!所以居民人均收入并不是政府财务信息

披露决策的影响因素" 然而!随着居民参政议政

意愿日益增强!政府必将考虑居民日益增强的财

务信息需求而提高财务透明度"

政府财务状况$L6.'+.:6(6+.%系数未通过显

著性检验!研究假设 ZE/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和 ?(908<和 78..9<+.$!""J%研究结果不一致"

其原因可能在于#$#%在 ?(908<和78..9<+.$!""J%

G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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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的美国!政府财务报告与预算报告并重(政府

会计独立于预算!政府会计从遵从预算变成评价

预算(预算和政府会计在范围和很多方面不一致(

政府会计准则独立性和权威性较强 $陈立齐!

!""X%" 而中国!没有独立政府会计!政府会计和

预算并为一体" 政府财务信息内容过于概括!使

用者很难根据政府财务信息评价政府业绩" 而

且!缺乏基于权责发生制基础的政府会计!使用者

很难评价政府真实的财务状况" 这些原因导致政

府在制定财务信息网络披露决策时!无需考虑财

务状况的影响" 为了全面反映政府财务状况!评

价政府绩效!必须建立基于权责发生制基础的独

立于预算的政府会计体系!建立独立的政府会计

准则与制度"

政府富裕程度$U8/0(3%和政府类型$79T8%

的系数分别通过 #"^和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

研究假设ZX/和Z%/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这个

结果与Q/<\/: 8(/0$!""%%以及 ?(908<和78..9<+.

$!""J%一致" 表明政府富裕程度与政府类型影

响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决策" 政府越富裕!政

府级别越高!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内容越充分!

财务透明度越高"

对于模型$!%!政府规模系数显著性 #^!表

明研究假设 Z#a 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个结果和

Q/<\/: 8(/0$!""%%以及 ?(908<和78..9<+.$!""J%

一致!表明政府规模越大!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

便捷性越强"

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但农村居民纯收入系数却在统计上显著" 出

现这种不一致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不同城市居

民尽管可支配收入存在差异!但是!家庭网络拥有

和应用方面差异不大" 而农村情况完全不一样!

富裕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网络拥有和应用较普及!

而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网络拥有和应用相对较

少" 基于这个现实!富裕地区更愿意提高政府网

络便捷性!满足其农村居民需要!而贫困地区则没

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其农村居民很少应用网络满

足自己需要"

政府财务状况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表明研

究假设 ZEa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个结果与

Q/<\/: 8(/0$!""%%以及 ?(908<和78..9<+.$!""J%

不一致"

富裕程度以及政府类型的系数均在统计上不

显著!表明假设ZXa&Z%a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其

原因在于#所考察样本均是省级政府或者计划单

列市&省会城市!这些政府都拥有足够资源开发与

维护网站!因此!网站便捷性并不会受到政府富裕

程度与类型的影响"

七%小结及研究局限性

为了提高政府透明度!)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要求政府通过政府网站等方式主动重点公开预

算&决算等财务信息" 主动公开政府财务信息!不

仅便于利益相关者对政府受托责任进行评价与监

督!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决策需要!而且也是对政府

官员的一种保护" 透明的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

机制是一种威慑机制!促使政府官员按章办事!积

极履行受托责任!从而有效遏制腐败 $M_YP_!

!""G( S6b! Q88! !""F( U8<'+((! !""E%" 通过网

络提高政府信息披露水平!从短期来看!有助于提

高行政管理质量(从长期来看!则有助于促进社会

与经济良性发展$U6006/b<! !""F%"

本文考察中国背景下的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

露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

内容与政府规模&富裕程度和政府类型等正相关!

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便捷性与政府规模和农村

居民人均纯收入正相关" 这些发现有助于理解政

府利用网络披露政府财务信息的动机以及政府管

理特征!从供给角度分析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

的影响机理"

本文局限性在于!由于研究期间恰好在)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发布不久!而法律法规的有效

实施通常需要几年的时间$L+8-<(80! #FFF( ]8009!

?/a3/-\/0! !""F%" 所以!在研究期间!一般地市

级&县级以及乡镇政府还未意识到财务信息网络

披露的重要性!因而未将他们作为研究样本!从而

导致样本量偏小" 未来的研究应该考察所有类型

政府财务信息网络披露情况!以透彻研究政府财

务信息网络披露的影响机理!促进政府有效利用

网络披露财务信息!提高政府财务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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