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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对湖南经济收敛的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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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收敛模型, 通过检验1994 ～ 2008 年财政支出对湖南经济发展的收敛模型发

现, 财政支出总额促进了经济的收敛, 教育支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基本建设支出、行政管理费也不同程度地促

进了经济的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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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 收敛的概念已成为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收敛即收拢、合拢。在经济分析中, 经济收

敛指的是地区间或国家间的经济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在着缩小的趋势[ 1] 。地理优势、市场化程度、技术进步、外资、经济外

向度、固定资产投资收益、政府支出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地区经济的收敛, 其中地方财政支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其主要功能是纠正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失灵, 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抑制地区经济差距的无限扩大, 实现不同区域间的

协调发展。 

研究某项外部因素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通常采用地区经济条件收敛模型检验。通过检验条件收敛模型中控制变量对地区

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可以寻找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原因。已有学者将财政支出与地区经济收敛性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刘木平等

把政府支出的总额作为众多影响经济收敛的条件之一, 实证检验得出我国各个省份的政府支出能促进省际间经济的收敛[ 2] 。周

天等将财政支出分为几个特定的项目, 检验了各项财政支出构成对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收敛效应, 得出我国省际区域经济增长

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 收敛条件为各省地方财政支出中的农业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 3] 。张明喜分别从地方财

政支出总额和结构进行实证检验, 得出地方财政支出总体上没有达到缩小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效果, 但是其中科教文卫支出和

社会保障支出有利于区域经济收敛[ 4] 。张娟等通过实证检验得出1994 ～ 2005 年地方财政支出政策影响了省际间的经济收敛状

况, 影响较为显著的是各省的科学教育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 5] 。 

以往研究只是研究财政支出与一国的经济收敛的关系, 还没有人研究地方财政支出因素对一省的经济收敛的效应。湖南省

地处我国东西部的结合部, 各地州市间经济差距很大, 14个地州市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 地域差异性显著, 2008 年, 长沙市

人均GDP(45569 元)是邵阳市人均GDP(8330 元)的5倍多。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成为目前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最不和谐的因素。

因此, 本文以湖南省为研究样本, 检验湖南现行财政支出对各地州市间经济发展收敛的效应, 找出整合和促进公共资源在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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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间合理有效地配置, 以促进各地州市间经济协调发展与整体推进的对策。 

二、实证模型与指标选取 

(一)实证模型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Baro 、Sala-j-Marlin 等人提出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收敛假说的理论框架,同时提出了绝对收敛

和条件收敛等概念, 并建立了收敛模型来验证这种理论。 

模型(1)是估计地区经济是否存在绝对收敛的方法, 是按照 Solow-Sw an 模型将人均产出在其稳态附近大体呈 log 线性形

式展开得到的。绝对收敛认为经济增长率和初始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

度最终将趋于一致。 

 

其中, i 代表地区单元, y i , t -T 为期初经济发展水平, yi , t 为期末的经济发展水平, T 为时间跨度, β 称为收敛

速度系数, 它表示yi , t 以怎样的速度接近其稳态收敛值, εi , t 为随机扰动项。 

通过对模型(1)的非线性回归得出β 系数的值,若该系数大于0 , 说明被测区域在时间段T 内具有绝对收敛效应。 

模型(2)是条件收敛模型, 它只需把那些具有差异的控制变量 xi , t 加入到模型(1)中, 当加入这些变量后, β 系数衡量

的实际上是一种条件收敛, 即收敛的速率将同时决定于其它参数的差异。若β 系数大于 0 , 说明被测区域在时间段 T 内具有

条件收敛效应, 就能判断控制变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 

 

按照面板数据回归的惯例, 传统的研究通常将整个时间段划分为几个子时段, 然后在子时段内分别对数据简单求平均, 或

者只用整个时间段的期初和期末两个时点的数据, 这些研究都会使数据信息丢失, 且不符合经济的持续发展状况。为了充分利

用数据信息, 使模型符合经济连续发展实质, 令 T =1 , 采用面板数据进行检验, 则模型(2)进一步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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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模型(3)运用面板数据检验财政支出对湖南经济发展的条件收敛效应。对于上述方程,因仅以样本自身效应为条件

进行研究, 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同时为减少由于截面数据造成的异方差,采用Cross -section(Period)weights 检验。 

(二)指标选取 

1 .因变量的选取。本文用人均 GDP 增长率表示经济增长率。在经济学研究中, 从宏观上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经济指标

主要有人均 GDP 、人均 GNP 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 GDP 反映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各方面的综合发展水平, 表现了一个

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人均 GNP 忽略了经济全球化趋势对一地区经济的影响, 范围比较狭窄, 人均可支

配收入常用来衡量一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可见, 人均 GDP 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最恰当的。 

2 .控制变量的选取。模型中的控制变量χi , t , 本文选取的是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数。财政支出规模即湖南省

各地州市地方财政支出的总额(ze)。 

本文选取地方财政支出中七个项目进行回归研究:基本建设支出(jj)、支援农业生产支出(ny )、教育支出(jy)、科技支出

(kj)、医疗卫生支出(y l)、社会保障支出(sb)、行政管理费(xz)、其他等。这七项特定构成在数额上的总和超过财政支出总额

的60 %以上, 是影响经济发展主要因素。由于1998 年地州市统计年鉴科目有变动, 所以, 社会保障支出在1998 年前用抚恤和

社会福利救济费的数额表示,1998 年后用抚恤和社会福利费支出数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数之和表示。 

3 .样本选取。本文样本包括湖南省14个地州市, 即长沙、株洲、湘潭、岳阳、常德、郴州、衡阳、益阳、娄底、怀化、永

州、张家界、邵阳、湘西自治州。考虑到1994 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市场经济的开始, 地区经济差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且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自主权, 因此, 样本分析的是1994 ～ 2008 年的人均GDP 数和地方财政支出数。各地州

市人均GDP 数来源于1995 ～ 2008 年湖南统计年鉴和湖南省各地州市200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地方财政支出数

来源于1995 ～2008 年的湖南省各地州市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根据条件收敛模型(3), 利用Eview s5 .0 , 采用1994 ～ 2008 年的面板数据, 分别将湖南省14 个地州市财政支出规模和

结构数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 检验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对湖南省的经济发展是否符合条件收敛假说, 能否构成经济收敛的一

个重要影响因素。 

(一)财政支出规模对湖南经济条件收敛检验 

以t 年的人均GDP 增长率为因变量, 以t -1年分地区的人均GDP 作为初始变量, 以年财政支出规模数作为控制变量, 采用

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3)进行估计, 检验1994 年以来财政支出规模对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条件收敛效应, 得到如表1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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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财政支出规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的加入, 经济收敛系数β 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 说明

1994 年以来财政支出规模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收敛程度, 促进了湖南省各地州市间经济发展的收敛。这

一结论表明湖南省的财政支出规模日趋合理化, 运行质量也有所提高, 有利于经济向协调方向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 财政支出规模变量己经成为影响地区经济收敛、减小地区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 现行财政支出

的各特定构成部分中哪些更有利于经济发展收敛, 哪些不利于经济的协调发展呢? 下面根据财政支出结构的特定构成来分析对

湖南省各地州市间经济发展收敛的不同影响。 

(二)财政支出结构对湖南经济条件收敛检验 

从收敛性的角度研究财政支出的各个构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有助于我们找出积极的正效应的财政支出构成, 探讨制定有

利于各地州市间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的财政支出政策。同样, 根据条件收敛模型(3), 加入稳态测度控制变量χi , t , 即

1994 ～ 2007 年湖南省 14 个地州市财政支出特定构成项目, 包括基本建设支出(jj)、支援农业生产支出(ny)、教育支出(jy)、

科学支出(k x)、医疗卫生支出(yl)、社会保障支出(sb)、行政管理费(xz)。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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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剔出不显著变量(科学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医疗卫生支出), 回归结果见表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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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次剔出不显著变量回归, 最终得到表3的回归结果, 得到以下结论:第一, 方程的收敛系数β 的值为0 .315728 , 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示为正, 说明在1994 ～ 2008 年期间, 在某些财政支出特定构成的影响下, 湖南省各地州市间经济发展

表现为条件收敛。第二, 基本建设支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两变量的系数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上, 教育支出、行政管理费两变量

的系数在10 %的显著性水平上,这四项支出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湖南省地州市间经济发展的收敛。第三, 基本建设支出变量前的

系数为0 .023011 、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变量的系数为0 .050218 、教育支出变量前的系数为0 .079432 、行政管理费变量前的

系数为0 .092461 , 这四项变量前的系数均为正数, 说明这四项支出与湖南省经济增长成正相关关系, 能促进湖南省经济的增

长。第四,科学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对减少地区经济差距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三)财政支出各变量对湖南经济收敛影响力分析 

通过以上的实证分析, 可以将财政支出各变量对湖南经济收敛的不同影响力进行排序分类, 具体见表4 。 



 

 7 

 

从表4 的排序结果可以看出, 财政支出规模及结构的各特定构成变量中, 为正相关的变量有5 个,分别为财政支出规模、教

育支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基本建设支出、行政管理费；不显著的变量分别为科学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由

此可见, 湖南省各地州市间经济发展存在条件收敛。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以上使用条件收敛模型对湖南省财政支出引起的条件收敛进行实证分析, 检验结果表明:湖南省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条件

收敛, 财政支出规模和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些特定构成对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条件收敛具有积极的作用。 

首先, 财政支出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湖南省地州市间经济发展的收敛。加入财政支出规模作为控制变量检验发现, 财

政支出规模具有一定的均衡各经济体协调发展的作用, 减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 其收敛系数为0 .422210 , 成为影响地区经济

发展收敛、减小地区差距的重要因素。其次, 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些构成对湖南省经济产生了条件收敛效应。财政支出的具体支

出项目中, 基本建设支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教育支出、行政管理费不但对湖南省经济发展收敛有正向推动作用, 而且这些

变量的系数为正, 能促进湖南省经济的增长。但是科学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对减少地区经济差距不存在显著的

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 湖南省经济发展存在条件收敛。为此, 湖南省各级政府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来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

差距:首先, 湖南省可以增加教育支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的投入, 不但促进各地州市间经济的收敛, 而且能促进湖南省经济的

增长。同时加大对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为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外部条件。其次, 增加科学支出、医疗卫生支出、

社会保障支出的投入。从国际经验来看, 医疗卫生支出投入比例保持在GDP 的1 .5 %的水平比较合理[ 7] 。第三, 提高各项支出

的使用效率。财政资金不仅在量上要有保证, 同时在使用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其效益, 以使财政支出更好地发挥其促进经济增长, 

缩小各地州市间经济差距和协调各地区经济的发展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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