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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干预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影响

卢万青   席悦欣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本文采用 1997~2016 年 30 个省份的数据为样本，

应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对我国地方政府干预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上一期的地方政

府行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存在着抑制效应，而且，晋升压力的存在是地方政府干预行为抑制了产业结

构高级化水平的主要原因。此外，人均 GDP 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水平。而人力资本结构的不完善

也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存在一定抑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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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Loc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on the 
Advanced Level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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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 of Financ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 Th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the core of modern economic system. In this 
paper, the data of 30 provinces from 1997 to 2016 are taken as samples. The sys-GMM method is used to test the 
motiv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China and the impact 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ast period of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 has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ased on the 
motivation of fiscal incentives, local governments Intervention did not inhibit the advancemen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addition, GDP per capita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level of industrialization. However, the imperfect 
structure of human capital also has a restraining effect on the level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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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几年，在三次产业中，能够带来快速经济增

长的主要是第二、三产业。一般来说，影响产业结

构高级化的主要因素分为社会需求、人力资本水

平、技术创新和制度因素（高远东，2015）。[1] 然

而，自然资源禀赋条件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在弱

化，地方政府干预则显著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张莹，

2015）。[2] 政府的干预行为会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

以此引导产业结构的方向，制定的产业政策可直接

影响产业结构的演变。

二、文献综述
政治晋升的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官员为经济绩效

指标而进行干预。周黎安（2004）指出，同一行政

级别的地方官员，都处于政治锦标赛中。地方官员

不仅为 GDP 发展以及税收进行竞争，而且也为得到

选拔和提升指标而竞争。[3] 中国不同地区官员的晋

升锦标赛模式在深层次上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内

在的矛盾，引起地方官员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矛盾

和转换职能困难的问题（周黎安，2007）。[4] 地区

经济发展的相对位次将影响官员的晋升机会，地方

官员面临来自同级政府之间的竞争压力。

地方政府同时面临着财政和经济激励。基于分

税制下，地方政府会为了追求税收最大化而优先发

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另外，省级政府财政收入与

支出的相关系数分税制改革后上升到了 0.998（Jin 

et al.，2005），[5] 这说明了地方政府融资的主要来

源是本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陆铭，2011）。[6] 然而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所占全国总支出的比重在分税制

改革前后保持稳定，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所占比重

在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发生了急剧下降（周飞舟，

2006；陈诗一和张军，2008），[7][8] 这也是地方政府

需要为本级政府的支出融资。综上所述，地方政府

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

Young（2000）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研

究发现地区保护主义导致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贸

易壁垒，抑制了地区比较优势，造成了市场扭曲现

象。[9] 在分税制改革后，一方面，我国资本配置效

率出现了缓慢下降现象，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干

预行为也导致在资本配置效率无法得到改善（徐

浩，2015）。[10] 在政府参与资源配置方面，政府会

人为压低土地等资源价格。而且在财政上对大型企

业产生依赖性，一系列补贴、优惠、垄断地位乃至

其他保护和制度租金源源不断地流向产业和企业，

以至于期望的创新活动为寻租所代替，进而影响产

业结构（蔡昉，2009）。[11] 研究发现，在财政压力

下，地方政府会干预投资领域。周黎安（2015）发

现无论是省本级政府还是市本级政府，对企业的控

制程度越高，其各项税收的分成比例越高。[12] 在市

场化进程越慢的地区，政府通过干预并迫使地方国

企过度投资实现 GDP 增长的动机也越强（唐雪松，

2010）。[13] 地方政府还会通过干预银行信贷来影响

产业结构。政府过度投资国有企业，导致大量私有

部门企业融资少、融资难，扭曲了信贷市场的配置

（王珏，2015）。[14]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侧重于从地方政府干预

的动机与机制方面来分析制度因素。在政治锦标赛

与财政、经济激励的竞争环境中，地方政府偏好于

投资资本密集型产业与地方国有企业。本文从晋升

压力与财政压力两个方面，应用广义矩估计方法进

行实证检验。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表 1 变量名称与测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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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产业结

构高级化指数。产业高级化指伴随经济的发展，

产业结构相应地发生规律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

三次产业所占比重沿着第一、二、三产业的顺序

不断上升。本文采用付凌晖（2010）对产业结构

高级化的度量方法，此值越大，表明产业结构高

级化水平越高。[15]

2. 解释变量。本文借鉴张璟、沈坤荣（2008）

的文章，[16] 选用地方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

值反映地方政府的干预程度。借鉴中国统计年鉴的

区域划分方法，将样本省份分为东部、西部、东北部、

中部四个部分。基于 GDP 锦标赛的视角，加入省级

四、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基于晋升压力与财政压力的政府干预行

为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对模型

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符合 Roodman（2006）

提出的拇指规则，[17] 并且 Hansen 检验和 AR（2）

检验的结果显示系统 GMM 估计是有效的。由（1）

可知，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有逐步升高的趋势。上

一期政府干预行为抑制了现有产业结构的形成，而

当期地方政府行为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说明

了地方政府正在改善自己的行为，但总效应仍是负

的。人均 GDP、科研效率和金融发展程度显著促进

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水平。而可能是因为人力资本

结构存在不合理现象，导致产出下降，制约了产业

结构升级（张国强，2011）。[18]

在模型（2）中加入了是否存在晋升压力的指

标后，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在存在晋升

压力的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对政府干预水平

的变动更加敏感。存在晋升压力的地区，政治晋升

博弈会导致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和国有企业过

度投资问题等，导致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波动很大，

而非是政府干预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更可

竞争压力的虚拟变量，既避免了“自我选择效应”，

又使结果更加稳健。

3. 控制变量。将金融发展程度、对外开放程度、

人力资本水平、人均 GDP、科研效率作为本文的控

制变量。全部研究变量的定义测度方法见表 1。

本文以 1997-2016 年的数据为样本期，包括中

国 30 个省（市）地区的数据，剔除了西藏、香港、

澳门、台湾。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中国

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本文利用 Winsor 方

法在 1% 和 99% 分位上对各变量进行了缩尾处理。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能是政府干预市场严重的表现。

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政府干预水平与

是否存在财政压力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

明在地方政府没有面临财政压力的地区，产业结构

高级化水平对政府行为变动更为敏感。这说明财政

压力的存在，并未导致地方政府严重干预产业结构

的行为。在模型（4）里，我们加入地方政府干预

程度与两种压力指标和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

这是政府干预市场严重的表现。通过对比发现，晋

升压力是地方政府干预行为抑制了产业结构高级化

水平的主要原因。这可能是由于相较于财政激励，

地方政府官员更加过分关注于自身的晋升。

（二）稳健性分析

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以下两个替

代指标来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使用第三产业产

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IS）来作为产业高级化

指数的代理变量。第二，使用王小鲁、樊纲所编著

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2016》中的“政府

与市场的关系”指数来度量地方政府干预市场的机

制。[19] 回归结果也显示系统 GMM 估计是有效的。

而且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前述研究结论并无实质性差

异，因此，可以认为本文的结论是比较稳健的。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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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分税制改革前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比保

持稳定，而财政收入占比剧烈下降，使地方政府面

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我国地方政府官员

都处于一种政治锦标赛模式中，面临着政治晋升压

力。导致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和国有企业过度

投资等问题。地方政府通过一系列优惠、补贴、垄

断等行为，扭曲了资源配置，进而抑制了产业结构

高级化水平。本文利用 1997 ～ 2016 年 30 个省份

的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基于财政激

励的动机，地方政府干预行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不

存在抑制作用，而且，晋升压力的存在是地方政府

干预行为抑制了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主要原因。

此外，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也支持上述观点，因此，

可以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本文研究结论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地方政府应发挥好“协助之手”的作用，而非“掠夺

之手”。第二，淡化 GDP，不以 GDP 论英雄，可适

当增加民生指标、环境保护等内容，要让地方政府面

对更加平衡的激励机制。第三，应该保证地方政府的

财政收入来源，减少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动机。

表 3 基于晋升压力与财政压力的政府干预效应

注：*、**、*** 分别对应 10%、5%、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下转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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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为支付宝带来巨大的利润。

（2）拓展自己的线下应用场合

目前，第三方支付平台中能与支付宝抗衡的只

有财付通与微信支付，微信支付凭借着微信用户的

增多，适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因此支付宝需要作

出积极回应。支付宝除了需要在硬件和软件上不断

跟上更新，还应拓展线下的应用场所，提供更多的

产品使人们在移动支付上更加方便，在生活中更加

离不开支付宝。

六、结语
毋庸置疑，支付宝正在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从上述分析发现，支付宝

发展前景广阔，拥有巨大的使用人群。但在迅速发

展的同时，支付宝也应从账户安全、信息保护等各

个方面逐步完善，从而实现以支付宝为主体的第三

方支付的快速发展，从而推动我国经济整体发展；

与此同时，国家也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第三方

支付平台进行实时监控，从而维护第三方支付平台

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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