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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下应对区域增长差异的财政政策
———以层次分析法 (AHP)对个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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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区域差异所导致的系统性风险会在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过程中被放大 ,延缓经济恢复增长的

时间 ,并进一步扩大区域增长差异。区域经济增长差异逐渐拉大在我国是一个普遍的现实问题 ,会导致市

场潜力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资源配置弱化。因此 ,借助政府行为 ,特别是财政调控政策纠正市场低效是必

然的选择。金融危机的爆发为发挥财政功能推动区域均衡增长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应利用金融危机缩

小区域增长差异 ,其中 ,来自于中央财政的资金支持、政策支持和体制性监管则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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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ional differences may enlarge system ic risk in cyclical fluctuations, delay the econom ic recovery,

and further expand regional growth differences. It is a universal social p roblem tha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econom ic

growth become bigger and bigger and can lead to insufficiently p laying market potential and weaken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us, governmental behavior, especially using financial regulation policy,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to

correct low efficiency of the market. The breaking out of financial crisis brings an opportunity to p lay financial

function to p romote regional balanced growth, as a result, the financial crisis should be used to shrink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among which, the financial support, policy support and system supervision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are

very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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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造成了巨大

的负面影响。在理论层面上 ,金融危机引起了学者

们认真研究和重新审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

场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反思部分西方国家一贯倡导

的新自由主义在世界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所处

地位。在政策层面上 ,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虚拟经济

和实体经济等经济系统的波动暴露了政策体系的

相关问题 ,显现出各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

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失灵和不足 ,也对政府重新整合

政策资源和优化配置经济资源提出了更多的挑战。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众多领域中 ,一个重要的问

题在于如何利用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机遇 ,通过政府

财政政策的调整缩小区域增长差距 ,实现政府稳定

社会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职能。众所周知 ,改革开

放以来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

差距 ,但是 ,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也日渐显著 ,在地

区之间存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异 ,在同一

地区内部也出现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影响到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而区域增长差异过大无疑会增加

全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成为产生和扩大经济风险和

社会风险的潜在隐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

化 ,任何一国 (地区 )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都会对其

他国家 (地区 )造成影响 ,从这次金融危机波及全球

的经济影响可见一斑。因此 ,通过财政政策缩小区

域增长差异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必须采取的政策选

择 ,还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整合社会资源、化“危 ”

为“机 ”的重要举措。

本文以天津市作为个案 ,分析了在金融危机背

景下通过财政政策缩小区域增长差异的有关问题。

天津作为我国的直辖市和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

市 ,经济增长速度处于全国前列 ,但同时 ,天津市所

属各区县也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 ,增长差距日益扩

大。这种不均衡的增长不利于区域经济的稳定发

展 ,甚至会成为天津市提高整体经济实力的严重阻

碍。因此 ,对天津市各区县经济增长差异进行研究

有助于发现目前存在的问题 ,进而分析其所产生的

原因和寻找有效的解决途径 ,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和整体水平的提高。

一、文献回顾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多流派

的综合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和演进的结果。国外的

文献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理论和非均衡增

长理论两个体系。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认为 ,随

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 ,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

趋于收敛 ,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 ,空

间上均衡投资 ,各产业均衡发展 ,齐头并进 ,最终实

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但是 ,对于一般区域来

说 ,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

本和其他资源 ,市场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

少区域差异。因此 ,均衡发展理论采用静态分析方

法得出的结论似乎相对简单化 ,不能完全解释发展

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状况。相比较而言 ,非均衡

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指导意义。

主要代表有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累

积因果理论、赫西曼的核心 —边缘区理论以及威廉

姆逊的倒“U”型理论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 ,认为

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必然是非均衡的 ,

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 ,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

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但是 ,在关

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

衡的依赖性问题上 ,则存在较大的争议。增长极理

论等更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 ,

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 ;而倒“U”型

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达到较高程度时增长对均衡

的依赖。

从国内的文献看 ,借鉴西方区域发展的有关理

论 ,国内学者针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现实问

题提出了若干理论模式。夏禹龙、冯之浚 ( 1982)认

为 ,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等原因 ,我国东中西三大

地带间客观存在着经济技术水平的发展梯度 ,可供

选择的策略是高梯度的东部地带掌握先进技术 ,逐

步向梯度较低的中西部推移。随着经济发展 ,推移

速度加快 ,可以逐步缩小三大地带间差距 ,实现经

济分布的相对均衡。刘再兴 ( 1986)认为 ,技术空间

转移要遵从提高社会效益的原则进行 ,强调了中西

部地区发展的可能性 ,但并未否定梯度转移 ,只是

对梯度理论进行补充完善 ,称之为反梯度理论。陆

大道等 (1995)吸取了佩鲁增长极理论的有益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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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点 —轴渐进式扩散的理论模式 ,认为社会经济

运行客体大都在点上聚集 ,并通过线状基础设施而

连成一个有机空间结构体系。随经济实力的增强 ,

经济开发的注意力会更多地放在较低级发展轴和

发展中心上 ,同时逐步向不发达地区延伸 ,并由此

设计了沿海与长江流域相交的 T型空间发展战略。

厉以宁 (1997)认为在中国用东中西三大地带研究

区域问题过于简单 ,若以专区或市为单位 ,按人均

收入水平把各专区或市分为富裕、中等、贫穷三类 ,

会发现贫穷地区集中分布于几省相接地区 ,富裕地

区集中分布于沿海或中部沿大江大河的大中城市

周边 ,中等地区处于富裕和贫穷地区之间。根据这

种方法能较好地将梯度推移和中心辐射结合起来

说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综上所述 ,不同学者用各种方法对区域经济发

展差异进行了研究。但是 ,国内针对这一领域的研

究多集中于省级以上行政单位 ,探究区域经济大格

局的变化。由于选取的地理单元过大 ,难免会忽略

区域单元内部的非均质性 ,从而掩盖区域内部的巨

大差异 ,削弱研究的实用性。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选取了相对较小的区

域 ———天津市作为研究对象。同时 ,与很多现有研

究成果中选取或单一或多重指标、使用多元数理统

计分析方法进行相关分析不同 ,本文选取若干对经

济水平具有代表性说明作用的指标 ,采用层次分析

法建立地区综合经济水平指标体系 ;在对样本数据

进行处理后 ,运用线性加权模型 ,得出天津各区县

综合经济水平评价指数值 ,进行实证分析。笔者认

为 ,对个案的研究有助于提供分析区域增长差异的

相对基础性的数据和视角 ,提供近些年来导致区域

增长差异的相对“微观 ”的解释 ,以利于采取包括财

政在内的一系列政府政策缩小区域差异 ,在金融危

机背景下进一步优化社会经济资源 ,促进全社会在

和谐中实现稳定增长。

二、数据和模型

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天津市 2007 年统计年

鉴 》、《中国地区综合经济实力评价方法研究 》以及

《天津市人口普查资料 》等。目前 ,天津市共辖 15

区 3县 ,其中包括中心区 (和平区、南开区、河西区、

河东区、河北区、红桥区 )、滨海新区 (塘沽区、汉沽

区、大港区 )、新六区 (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

区、武清区、宝坻区 )、三县 (宁河县、静海县、蓟县 )。

为了数据处理的简便及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本文将

中心区的六个分析单位作为整体考虑 ,通过对相关

数据进行整理 ,厘清各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

2. 模型设计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 ( The Analytic H ierarchy

Pricess,简称 AHP)分析天津市所属各区县的经济增

长差异。层次分析法将相关问题看作受多种相互

关联、相互制约的因素影响的系统 ,将这些因素按

照它们之间的隶属关系排成从高到低的若干层次 ,

以此构造递阶层次结构。然后通过比对 ,对各种方

法 (或措施 )排出优劣次序 ,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以

辅助决策。其主要特点是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将主观判断用数量形式表达出来并进行科学处理 ,

因此 ,这种方法更适合对较为复杂的情况进行分

析 ,从而较准确地反映实际情况 ;同时 ,这种方法虽

然有深刻的理论基础 ,但是表现形式简单 ,容易被

理解接受。当然 ,由于权数的设定和观念及价值标

准的差异性 ,通过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也不可避免

地带有程度不同的主观色彩。

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变量的主观性 ,本文采用

了线性加权评价模型合成综合指数。通过将数据

无量纲化 ,根据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赋予其权数 ,加

权计算得到综合指数。采用的模型如下 :

Y =α0 +W i 6
n

i =1

X i +εi

　　其中 , Y为系统的综合评价值 ;α0 为截距项 ; X

为相应指标的观测值 ; W 为对应指标的权数 ; i = 1,

2, ⋯, n; n为指标的个数 ;ε为与解释变量无关的扰

动项。

本文所采用的样本为绝对数 ,通过计算天津市

人均占有的社会资源测算区域增长差异。各变量

的统计意义如下 : X1 为人均 GDP, X2 为人均财政收

入 , X3 为人均进出口商品额 , X4 为人均消费额 , X5

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由于评价体系中各指标数据的量纲不同 ,因此

需要将数据标准化 ,以建立相应的标准数据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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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对数据进行标准化 ,参照孙红玲 ( 2007)的方法 ,

采用的公式为 : X i =
xi - �x

s
。其中 , X i 为处理后标准

化的数据 , xi 为原始数据 , �x为原始数据的均值 , s为

原始数据的修正标准差。测算得出天津市各区县

相应指标数据 (如表 1)。

表 1　统计描述

分区 X1 X2 X3 X4 X5

中心区 - 0. 409 5 - 0. 372 0 - 0. 872 8 0. 991 7 - 0. 359 7

塘沽区 2. 002 1 0. 887 1 - 0. 405 0 1. 275 1 2. 576 6

汉沽区 - 0. 610 4 - 0. 506 4 - 0. 556 3 - 0. 350 7 - 0. 297 8

大港区 1. 086 3 - 0. 267 8 - 0. 053 5 - 0. 022 9 0. 038 2

东丽区 0. 643 0 1. 536 7 0. 896 8 0. 729 8 1. 002 5

西青区 1. 259 0 1. 851 7 0. 599 9 1. 092 3 1. 230 6

津南区 - 0. 452 8 0. 075 1 0. 206 0 0. 786 5 - 0. 580 8

北辰区 0. 659 9 1. 069 9 2. 785 2 0. 871 2 - 0. 318 7

武清区 - 0. 823 7 - 0. 514 0 - 0. 040 7 - 1. 012 9 - 0. 608 8

宝坻区 - 0. 992 1 - 0. 953 6 - 0. 426 7 - 0. 883 0 - 0. 658 4

宁河县 - 0. 897 0 - 0. 908 3 - 0. 791 1 - 0. 767 4 - 0. 577 7

静海县 - 0. 519 8 - 0. 894 7 - 0. 460 7 - 1. 133 7 - 0. 715 5

蓟 　县 - 0. 945 3 - 1. 003 5 - 0. 881 2 - 1. 576 1 - 0. 730 5

　　　资料来源 :根据《天津市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年版 )计算所得

三、实证分析结果

根据层次分析法原理 ,通过给出各指标的相对

重要性赋值 ,对赋值建立相应的判别矩阵 ,并计算

出每个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及对应的特征向量。参

考孙红玲 (2007)等 ,表 2给出了本文所采用的各指

标重要性赋值。

表 2　指标赋值

顶层指标 基础指标名称 权 　数

Y

X1 0. 642 9

X2 0. 137 4

X3 0. 095 2

X4 0. 090 8

X5 0. 033 7

资料来源 :《中国地区综合经济实力评价方法研究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安虎森 (2008)通过比较各指标的重要性 ,得到

判别矩阵并计算其特征根和特征向量如下 :

判别矩阵 A =

1 9 7 7 9

1
9

1 1 3 5

1
7

1 1 1 3

1
7

1
3

1 1 5

1
9

1
5

1
3

1
5

1

最大特征根为λmax = 5. 420 2

对应的特征向量 W =

0. 957 7

0. 204 7

0. 141 9

0. 135 2

0. 050 2

Τ

对上面矩阵的特征根计算一致性指标 C I,采用

的公式为 C I =
λmax - M

M - 1
,其中 M 为矩阵的维数 ,代入

得 C I = 0. 10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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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比例 CR =
C I
R I

,当 CR < 0. 1时 ,认为判别

矩阵的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 ,否则不能通过一致性

检验 (孙红玲 , 2007)。由于维数 = 5,根据表 3可得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 I = 1. 12,则得 CR = 0. 093 8

< 0. 1,通过一致性检验。

表 3　指标值

维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R I 0. 00 0. 00 0. 52 0. 89 1. 12 1. 26 1. 36 1. 41 1. 46 1. 49 1. 52 1. 54 1. 56 1. 58

　资料来源 :《中国地区综合经济实力评价方法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根据前面得到的各个基础指标权数以及标准

数据库 ,利用线性加权法计算顶层指标 ,得到综合

指标数值 Y。表 4列出了测算数值。

表 4　实证分析结果

分区 综合指标数值 区内排名 综合排名

中心区 0. 82 1

滨
海
新
区

新
六
区

三
县

塘沽区 1. 57 1

汉沽区 - 0. 56 3
2

大港区 0. 66 2

区内均值 0. 57

东丽区 0. 81 3

西青区 1. 26 1

津南区 - 0. 21 4

北辰区 0. 90 2 3

武清区 - 0. 72 5

宝坻区 - 0. 91 6

区内均值 0. 19

宁河县 - 0. 87 2

静海县 - 0. 63 1
4

蓟 　县 - 1. 00 3

区内均值 - 0. 83

　市内均值 0. 19

资料来源 :根据《天津市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

年版 )和《中国地区综合经济实力评价方法研究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计算整理

为了能更直观地表现各区县的经济水平差异 ,

图 1根据上面测算的结果绘制柱状图。数据表明 ,

天津市各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的均值为

0. 19;中心区为 0. 82;滨海区平均 0. 57,仅次于中心

区 ;新六区平均 0. 18;三县水平最低 ,仅为 - 0. 83。

可见 ,天津市市内各区县差异非常明显 ,且区域内

部经济水平也出现分化 ,使城市整体应有的发展潜

力远未得到释放。各区存在的问题不同 ,主要表现

为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无法与经济发展水平相

对接 ,中心区与现代服务业直接相关的、滨海新区

内为提高物流效率而亟须升级的以及三县改善农

业和交通的基础设施都没有到位 ;二是产业结构失

调和升级滞后 ,如中心区、新六区和三县都存在着

程度不同的类似问题 ;三是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偏

低 ,有代表性的市县为新六区和三县 ;四是资源利

用效率低下和资源严重浪费 ,主要集中于新六区和

三县。

出现经济差异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

先 ,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和趋利性。有些生产

要素 (如土地资源 )本身就不可流动 ,而那些可流动

的生产要素 (如劳动力、资金、知识及技术 )有时也

因为受到某些外界限制而无法发挥其原有的流动

性。正因为要素的非流动性特征和分布的非均匀

性使与这些生产要素相关的经济活动不可能在空

间上均匀分布。由于生产要素的趋利性 ,当某一区

域的回报率高于其他地区时 ,则要素会流入回报率

高的地区 ,进而出现要素密集度的差异 ,继而产生

地区经济差异。其次 ,经济活动的不完全可分性。

任何经济活动间都是相互联系的 ,而这种相互联系

总是与一定的空间范围联系在一起 ,企业生产工序

空间分割的非经济性、规模经济、聚集经济、交易费

用的节省 ,都要求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尽可能聚集

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也就是说 ,经济活动不可能

在空间上随意分散分布 (安虎森 , 2008)。最后 ,中

心地区的区位锁定作用和知识溢出的局部性。罗

默认为 ,一般知识产生外部经济效应 (知识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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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 ) ,专业化知识产生内部经济效应 (知识的垂直

效应 ) ,二者结合使知识本身以及资本、劳动力等非

知识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增 ,保证了长期稳定的经济

增长。专业化知识积累的差距以及由此所带来的

要素收益率的差距使不同区域间产生创新能力的

巨大差距。知识还有水平效应 ,即知识可以溢出 ,

这种溢出可以降低其他企业的学习成本 ,增加知识

积累 ,提高经济效率。然而这种溢出只是局部溢

出 ,即强度会随空间距离的增加而减弱 ,称为知识

和技术溢出的空间衰减率。两种效应的相互综合

构成了地区经济差异的主要成因之一。

图 1　天津市各区县综合经济差异水平

四、进一步的讨论

由于单纯依靠市场无法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 ,因此需要政府主动干预经济活动。政府财政承

担着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收入分配以及实现社会稳

定的职能 ,因此 ,可以充分利用现有金融危机所带

来的机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财政政策的核心是

通过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两翼 ”调节有效需求 ,二者

之间共同发挥缩小地区差异的作用。

自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 ,赋予了地方

政府在财政收入上的一定自主权 ,但是由于税收立

法权力的高度集中 ,地方政府对税种的开征、停征、

减征税、免税以及确定税率和征收范围等的管理权

限仍旧很小。税收对区域经济差异的调节主要通

过选择性税收政策来实现 ,即有重点、有选择地运

用税收优惠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税式支出解决区

域经济增长中的某些突出矛盾 ,以此来反映政府的

阶段性经济政策。针对特定纳税人或特定课税对

象 ,一般采取税收减免、纳税扣除、优惠税率、延期

纳税、加速折旧等形式。通过对不同区域的差别税

收政策 ,为特定区域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

使其能够担负起带动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缩小区域

差距的政策性调节作用。

天津中心区、滨海新区、新六区及三县的经济

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各自的优势和存在问题也不相

同 ,但政策的最终目标都在于调整产业、产品和进

出口结构以及市场供求 ,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经济

效率 ,从而为促进全市经济协调发展铺平道路。而

由于我国目前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存在着

改革不彻底、政策灵活性不强的实际问题 ,地方政

府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可供选择的政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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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十分有限。比如 ,近年来天津市各种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十分缓慢 ,而这些经济成分在活跃市场经济

和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

利于新六区及三县内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全

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有利于在金融危机下缓解

社会就业压力。然而 ,虽然地方财政在企业税费优

惠、政策贴息等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是所采

取的财政手段相对十分有限 ,政策绩效也很难估

算 ;同时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受政治晋升压力的约

束 ,每年需要保证本级财政收入的增收比例 ,无法

对地方性企业提供更多的税收支持。虽然随着国

家应对金融危机出台了一些政策 ,甚至考虑了发行

地方政府债券进行融资 ,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缩

小区域增长差距 ,但是政策的实施情况尚有待观察。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中央政府重启积极财政

政策 ,并出台了 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可以说 ,这是

政府近年来采取的最“令人振奋 ”的经济刺激方案 ,

同时也是最直接、见效最快的宏观调控手段。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满足

社会共同需要而进行的财政资金的支付 ,是一级政

府为实现其职能对财政资金进行的再分配。生产

性公共投资的增加也有助于提高物质资本的边际

收益率 ,生产要素积累的收益率短期内不会发生递

减趋势 ,长期增长率将大于零。从财政支出的角度

看 ,生产性公共资本、人力资本和研发活动是长期

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动力。然而 ,就目前情况看 ,为

了确保地方政府的支出范围和方向主要用在纠正

市场失效和低效范围内 ,在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以

及在中央政府补助下提供具有正外部性的地方性

公共产品 ,不能介入竞争性领域的投资。即使是基

础设施领域也要尽可能借助市场力量 ,以发挥用较

少资金带动更多项目的政策作用 ,将资金投向用于

相对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以缩小区域之间的

差异 ,充分利用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机遇 ,推动社会

分配趋向公平。

从天津市的各个市县的比较情况看 ,新六区和

三县的经济发展起步晚于中心城区 ,其科学文教水

平相对落后 ,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在知

识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 ,科学文化的发展将不断提

高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素质以及劳动工具的质量 ,

并改善三者的结合方式 ,其对物质财富生产的贡献

将越来越大。所以必须将这个阻碍该区经济取得

高效、长足发展的隐患清除 ;同时 ,该区许多公共服

务、交通设施的水平相对中心区较落后 ,不利于对

外经济交流联系 ,且无形中增加了运输和物流成

本 ,不利于吸引内外资。另外 ,新六区和三县拥有

大量土地资源 ,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大于市内六区和

滨海新区 ,但由于农业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以及农业

科技水平的限制 ,第一产业的潜在产能被弱化了。

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直接决定着生产活动的发展

水平、投资环境、文化氛围及人民生活质量 ,故这些

“瓶颈 ”亟待通过财政政策撬动经济 ,以实现有效

突破。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天津市在我国大中型城市中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 ,通过我们的研究 ,认为天津市各区县的经济增

长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同时我们还认为 ,这种经

济增长差异在其他城市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

种差异一方面来自于城市内部的区位优势所带来

的资源配置上的差异性 ;另一方面也来自于政策层

面的支持和资金的倾斜不当所带来的结果。这种

经济增长的差异不仅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 ,还会产

生由于不公平分配所导致的社会风险。当前 ,在金

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尚未雨过天晴之际 ,如何

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这种业已存在的差异过大并进

而纠正市场失灵 ,以避免在危机过程中进一步放大

分配差距过大的社会问题 ,是各级政府需要认真思

考并着力解决的实际问题。

由于财政本身所具有的调控特点 ,至少在一个

比较短的时期内 ,实施积极的政策取向会收到相对

乐观的实际效果。然而 ,由于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

以来 ,地方政府在获得事权的同时并没有取得与之

相对应的财权 ,在税收立法权力等方面也具有局限

性 ,单纯依靠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实行有

针对性的结构性财政调节十分有限 ;同时 ,在地方

政府“锦标赛式的竞争 ”(周黎安 , 2004)驱使下 ,地

方性财政支出用于平衡增长差异的效果则更加减

弱 ,即使是在中央政府拨付缩小分配差异的转移支

付资金和用于应对金融危机的专项资金 ,其实际使

用渠道和方向也会成为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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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勇 ,张晏 , 2007)的代价。因此 ,利用金融危机所

带来的契机缩小区域增长差异 ,来自于中央财政的

资金支持、政策支持和体制性监管都显得尤为必要。

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在于 :首先 ,中央政府对

地方政府实行选择性财政资金投入 ,制定较为明确

的公共投资导向 ,推动地方经济从金融危机的阴影

下走向复苏。其次 ,采取鼓励民间投资的激励计

划 ,建立地方财政融资基金 ,发挥财政的汲水效应 ,

对民间投资实行配套支持。再次 ,在中央政府的监

管下扩大地方发债能力和规模 ,鼓励地方政府根据

本地区经济特点发行债券 ,并且对于具有明确指向

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他小增长差距用途的债

券给予优先发行和优惠利率 ,用于补足地方政府财

政缺口。复次 ,加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用于缩小

区域差距的转移支付资金规模 ,缩小贫困地区和发

达地区的增长差距。最后 ,对税收支出实行有保有

控的调整 ,在可能的范围内 ,扩大税收优惠政策实

施的范围和程度 ,为地方政府和企业等行为主体创

造更多的政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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