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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 出适度规模的影晌因 素分析

王明娟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

,

福建 厦门

摘 要 以公共部门经济学中的皮考克和怀斯曼提出的
“

内外因素
”

影响 财政支出规模的发展趋势

理论为依据
,

分析主要的经济
、

政治及社会因素对财政资金供给与需求的影响
,

以此建立财政资金的供给

一一需求制约模型
,

提出我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财政支出的适度规模及未来发展趋势
。

关键词 财政支出规模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世纪中期
,

皮考克和怀斯曼提出了
“

内外因素
”

影

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发展趋势理论
。

他们认为内
、

外因素引起

财政支出变化
,

各因素发挥作用的关键是税收
。

本文借鉴该

理论的思想
,

进一步分析内
、

外因素对财政资金的供给与需

求的影响
,

预测则政支出的适度规模
。

一
、

财政支出规模的指标设定及历史发展趋势

一 绝对规模及趋势

指按当期不变价格计算的财政支出实际数量
,

其可以

比较直观地反映一国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的财政支出规模
,

通

常用于预算中的核算
。

我国财政支出总规模呈现逐年递增的发展趋势
。

根据

统计年鉴的资料
, “

一五
”

至
“

四五
”

时期财政支出绝对规

模分别 为 亿元
、

  亿元
、

 ! 亿元
、

亿元
,

这期间财政支出增长 倍
,

年平均增速为
。

改革开放 以后
,

主要分为两个时期 从 年到

年呈缓步增长态势
,

年财政支出总规模是 年

的 倍
,

年平均增速为 从 年到 印 年呈加

速增长态势
,

年财政支出总规模是 年的 倍
,

年平均增速为
,

年财政支出总规模是 年

的 倍
,

年间的平均增速为
。

二 相对规模及其趋势

指财政支出占 或 的比重
,

反映了在一定时期

内由全社会创造的财富中由政府直接支配和使用数额
,

反映

了政府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
,

具有横向及纵向可比性

的特点
,

是最常用的衡量财政支出规模的指标之一
〔

我国财政支出相对规模趋势非一般国家的渐进增长
,

而是 型走势
。

改革开放以后
,

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分为

两个阶段 一 年财政支出相对规模逐年降低
,

由

年的 降至 年的 从 至今财政支

出的相对规模逐年扩大
,

年这一比重升至
。

说

明我国的财政支出相对规模除具有各国经济运行的共同特点

之外
,

还具有自身特点
。

二
、

财政支出规模的因素分析

笔者认为皮考克和怀斯曼的观点存在两面性
,

不可否

认税收是制约财政支出规模的主要因素
,

然而适当的财政支

出规模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

即财政资金的供给

与需求决定了财政支出的适当规模
。

从我国财政支出的发展趋势看
,

内在因素主要包括

 
、

财政收人等
,

其决定财政收人的规模
,

反映了财政支

出的供给规模 外在因素主要包括 第一
,

政治因素 如政

府职能范围等 第二
,

经济因素 上一年度财政支出数
,

人

均收入等 第三
,

社会因素 如人 口增加对财政资金的需求

等
,

三类因素决定财政支出的规模
,

反映了财政支出的需求

规模
。

供求均衡决定了财政支出的适度规模
。

一 财政资金的供给因素分析

依据 年 《中国统计年鉴》
,

分析
、

财政收人

对财政支出规模发展趋势的影响
。

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

依据  与财政支出的相关数据
,

建立回归模型

二 ⋯⋯

其中
,

为第 年的财政支出数量
,

为第 年的

数量
, 、

为待定系数
。

得出 一  !  只 ⋯⋯

 
一

又

从 式看 出 为
,

说明财政支出规模与

 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

说明财政支出规模会受到 规

模的影响
。

二者成同方向变化
,

每增长 万元
,

财政

支出增加 万元
,

因此
,

随着 规模的提高
,

财政

支出规模扩大是必然趋势
。

从该模型提供的数据可知
,

财政

支出的增长速度大大慢于 的增长速度
,

而在实施积极

财政政策的过程中
,

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速远远快于  的

增速
,

因此逐渐放缓财政支出增速
,

回归  增长区间是

短期内财政支出的主要趋势
,

财政政策以
“

稳健
”

代替
“

积

极
”

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

财政收人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

依据财政收人与财政支出的相关数据
,

建立回归模

型 ⋯⋯

其中
,

为第 年的财政支出数
,

为第 年的财政

收人数
, 。 、

为待定系数
。

得出  !∀ # ⋯⋯

 

从 式看出 为
,

说明财政收人与财政支出

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

财政支出总规模受到财政收人规模较强

的制约
。

两者成同方向变动
,

即随着财政收人的增加
,

财政

支出不断增加
,

财政收人每增长 万元
,

财政支出就增加

万元
,

显然财政支出规模扩张速度快于财政收人规

模
,

现实中财政支出与收人变动也呈现出这样的特点
。

从
、

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规模的模型来看
,

我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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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人规模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制约性更强
,

对财政

支出规模的制约性相对较弱
,

两者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是

共同的
,

即短期内 的扩大要求放缓财政支出增速
,

长

期内财政收人规模的增加导致财政支出规模更快地扩张
,

这

个结论是不矛盾的
。

第一
,

从长期趋势看
,

我国财政支出规

模始终大于财政收人规模
,

模型得出的
“

财政收人的增加导

致财政支出更快地增长
”

的结论是对现实的反映 第二
,

我

国财政支出受到财政收人的影响更大
,

这与世界
“

低收人国

家财政收人与财政支出有较强相关
,

高收人国家 与财

政支出有较强相关
”

的发展规律相一致 第三
,

有信息报

道 田 年我国财政收人增加存在很多困难
,

因此财政支

出规模将在一定程度上放缓
。

二 财政资金的需求因素分析

政治因素
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对财政支出规模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
。

改革开放前后
,

政府职能由最初计划经济时期的
“

大包

大揽
” 、 “

完全占位
”

到 年财税体制改革后的战略性地
“

退位
” 、 “

让位
” ,

到今天的
“

转位
” ,

财政支出的总规模在

政府职能调整与资源的再配置中不断增加
。

与此同时
,

政府

职能在
“

包
”

—
“

无所不包
” , “

退
”

—
有选择地退出计

划经济职能范围之外
, “

引
”

—
积极引进多元化的社会投

资者
, “

转
”

—
“

重新占位
”

解决市场经济中由于市场产

生的市场失灵
、

产权界定不清等问题
,

以及战略性地
“

进
”

—
增加对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

,

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在
“

包
” 、

“

退
” 、 “

引
” 、 “

转
”

与
“

进
”

的进程中实现了良性的

型反转
。

经济因素

第一
,

上一年财政支出数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
。

依据财政支出的相关数据
,

建立回归模型 十

卜
· ·

⋯

其中
,

为第 年财政支出数
, 一 为上年财政支出

数
, 、

为待定系数
。

 一
·

一
 

从 式看出
,

财政支出规模与上一年财政支出数具

有高度的相关性
,

得出两者的相关系数 高达
,

说明

财政支出规模受到上一年财政支出规模的制约性很强
。

两者

成同方向变化
,

即随着上一年财政支出的增加
,

下一年财政

支出规模不断扩大
,

前者每增长 万元
,

后者增长了

万元
,

显然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前期财政

支出规模的刚性增长趋势之上的
。

第二
,

人均收人增长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
。

根据人均收人与财政支出的相关数据
,

建立回归模

型  
· ·

⋯

其中
,

为第 年的财政支出数
,

为第 年的人均

收人数
, 、

为待定系数
。

农村人均纯收人模型 一  ⋯⋯

一

二

城市人均可支配收人模型 一

⋯⋯ 一

喇 二

从 一 与 一 式看出
,

两者 分别为  ! 与

夕 巧
,

说明财政支出规模受到人均收入较强的制约
,

其中

城市财政支出规模受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制约较强
,

说明城

市人均可支配收人水平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更大
,

这与以

往国家把大量的财政资金投人城市有关
,

而农村人均纯收人

的影响相对较小
,

说明农村人均收人对财政支出的影响更为

复杂
。

两者都成同方向变化
,

即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
,

财政

支出规模不断提高
,

农村人均纯收人每增长 万元
,

财政支

出规模增长 万元
,

而城市人均可支配收人每增长

万元
,

财政支出规模增长 万元
,

说明农村人均纯收

人的提高对财政资金的需求更大
,

而城市需求较小
。

从我国

长期发展来看
,

提高农民收人是必然的趋势
,

因此
,

农村将

成为我国未来财政资金投人的主要领域
,

农村将成为未来我

国财政资金需求的主要增长点
。

社会因素

从人 口角度来说
,

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反映了对社会

多样化需求的满足程度
。

一方面
,

随着我国人 口就业参与率

的提高
,

工资的有机构成相应提高
,

人口对财政资金的需求

程度不断提高
,

表现为财政对基础设施
、

卫生与文化教育的

财政支出相应提高
,

财政支出规模中的结构性差异变化体现

得尤为明显
。

另一方面
,

尽管我国采取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

政策
,

由于我国人口的绝对量过大
,

未来我国财政支出规模

将仍呈现出刚性增长趋势
。

三
、

结论

如前所述
,

目前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主要受到财政收人

规模
、

上一年的财政支出规模的制约
,

因此
,

二者为自变

量
,

建立财政支出适度规模的供给
—

需求制约模型
一 l +

zTi ⋯⋯ (9 )

其中
,

Gi 为本年的财政支出数
,

Gi

一 1 为上一年的财政

支出数
,

Ti 为本年的财政收入数
, x 、

y

、 2

为待定系数
。

G i = 一3 8 1
.
2 7 1 5 +D

.
o l 64 Gi

一 l+ l
.
1 7 8 3 Ti ⋯⋯ ( 10 )

r= 0
.
99 67 R 二 0

.

9 9 8 4

从上式中看出
,

随着上一年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增

长
,

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张
。

相比之下
,

上一年财政支出增

加 1万元
,

本年财政支出增加 0. 01 64 万元
,

可见我国财政

支出规模受到上一年财政支出数的影响不大
,

因此
,

财政支

出规模的增长趋势在短期内将放缓
,

这与我国的财政政策由
“

积极
”

向
“

稳健
”

转变的策略相符; 同时财政收人增加 1

万元
,

财政支出增加 1
.1783 万元

,

可见我国财政支出规模

受到财政收人数的影响较大
,

在未来较长时期内
,

财政收人

规模是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发展趋势的关键因素
。

因此
,

我国

财政支出规模在短期内的控制与长期内的增长是未来发展的

主要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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