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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
差距的实证研究

———基于福建省九地市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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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利用 2007 － 2015 年福建九地市面板数据，采

用了泰尔指数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研究了政府财政支出

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为: 政府财政支出及

财政支出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对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产生影响;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和支农支出的增加会扩大城乡收入

差距，科教文卫支出则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社会保

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最后，文章在实证分

析结果的基础上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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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福建省经济不断快速发展的同时，

人们尤为关心的社会民生均衡关系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特

别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此时，若只是简单地通

过市场机制以及社会的自发力量，则很难有效缩小城乡间收

入差距，这就须要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对城乡间居民收入进行

再分配。调节收入分配是财政分配活动的重要内容，根据政

策目标来调整财政支出规模与财政支出结构是政府调节收

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手段。因此，通过加强财政支出政策，从

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视和解决福建省当前和今后经

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必要的，也是文章研究的目的所在。
近年来，国内关于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

从以下两个方面: ( 1) 从财政支出政策角度分析。雷根强，蔡

翔( 2012) 基于固定和动态效应面板模型，分析并得出中国的

城市偏向政策是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1］

胡晶晶( 2013)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中国以及东中西部区

域城乡居民间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因素。发现二元经济结

构的弱化和城市偏向的财政政策的改善有利于缩小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2］ ( 2 ) 从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分析。张义博

( 2012) 基于宏观计量和微观统计比较分析方法，发现政府在

科教文卫和转移支出上更多地偏向城市。［3］孙文杰( 2016) 基

于空间面板数据，分析中国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 中东部区域医疗支出的空间溢出

效应显著为正，西部区域显著为负; 中部区域社会保障支与

科技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 而三个地区的教育支出和支

农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4］

基于现有研究文献主要是国家或省层面的实证研究，市

县层面的研究较少，且多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或面板数据

的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估计，未充分考虑我国城乡收入差

距存在的空间相关性对结果的干扰。因此，文章将构建泰尔

指数来衡量福建省九地市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此基础上

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对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

进行实证检验，以对现有研究进行进一步的拓展与补充。
二、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 一) 指标选取

1. 被解释变量。文章采用泰尔指数( TL) 作为衡量我国

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TLit =∑
2

j = 1

Yijt

Yit

Yijt

Yit

Nijt

Nit

( 1)

其中，j = 1、2，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地区，Yij 表示 i 地区

城镇( j = 1) 或农村( j = 2) 的总收入( 用相应的人口和人

均收入之积来表示) ，Yi 表示 i 地区的总收入( 用城镇总收入

和农村总收入之和表示) ; Nijt表示 i 地区城镇( j = 1) 或农村( j
=2) 的人口数量，Ni 表示 i 地区的总人口( 这里的总人口用常

住人口表示) 。TLit表示第 i 个横截单元 t 时期的泰尔指数。
2. 解释变量。( 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G1 ) 。指主要用

于保障机关事业单位正常运转，支持各机关单位履行职能，

保障各机关部门的项目支出需要，以及支持地方落实自主择

业军转干部退役金等。( 2 ) 科教文卫支出( G2 ) 。指政府财

政用于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的经费支出。( 3 ) 社会

保障支出( G3) 。指政府为社会各成员提供临时或永久丧失

工作能力、失去工作机会又或者面临生活困难而提供社会保

障的开支。( 4) 支农支出( G4 ) : 指政府通过财政支持农业、
农村和农民，是政府财政支持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主要手段。
同时，为了避免遗漏变量而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文章参考了

国内外文献选取了人均 GDP、对外开放程度、城镇化率和金

融发展水平作为其他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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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模型构建

1. 空间相关性检验及模型选择

文章采用 Moran’s I 指数对变量之间的空间呢相关性进

行检验，其计算公式如下:

I =∑
n
i = 1∑

m
j = 1Wij ( xi － x) ( xj － x)

S2∑n
i = 1∑

m
j = 1Wij

Moran’I 的范围为( － 1，1 ) ，计算结果大于 0，表示因变

量之间存在空间正相关; 反之，因变量之间存在空间负相关;

而计算结果等于 0，则表示因变量不存在空间相关性。
在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之后，我们通过 LM 检验及稳健

的 LM 检验，对空间滞后面板模型( SLM) 和空间误差面板模

型( SEM) 两种计量模型进行选择。
2. 空间计量模型

对于现实中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影响及

存在的空间效应，文章引入空间计量方法。分别采用空间滞

后模型 ( SLM ) 、空 间 误 差 模 型 ( SEM ) 以 及 空 间 杜 宾 模 型

( SDM) 。具体的分析模型如下:

TLit = α0 + α1 lnG
1
it + α2 lnG

2
it + α3 lnG

3
it + α4 lnG

4
it + α5WTLit

+ β∑
4

k = 1
Xkit + εit ( 2)

其中: TLit = α0 + α1 lnG
1
it + α2 lnG

2
it + α3 lnG

3
it + α4 lnG

4
it + β∑

4

k = 1

Xkit + εit其中: εit = ρWεit + μit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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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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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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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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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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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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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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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模型中，式( 2) 为空间滞后模型，其中 WTLit是空间

滞后变量。式( 3) 为空间误差模型，其中 Wε it表示空间依

赖性。式( 4) 为空间杜宾模型，W 代表相对应的空间权重矩

阵。i 和 t 分别表示第 i 市 t 年的数据，TLit 表示泰尔指数，α0

是常数项，G1
it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G2

it为科教文卫支出，G3
it 为

社会保障支出，G4
it为财政支农支出，X 为影响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的其他控制变量。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分析

( 一) 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相关性及模型选择

由表 1 可知，全局 Moran 指数为 0. 1824，并通过了 5%水

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存在着正的空间自相关。从表

中我们还可以发现 LM( lag) 比 LM( error) 显著性更高，因此

可以预期空间面板滞后模型( SLM) 是更加适合的模型形式。
此外，为了检验邻市财政支出结构对本市城乡收入差距的影

响，文章还采用 SDM 模型进行了估计。表 2 为 SLM、SEM 和

SDM 三个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 1 空间相关性与模型选择检验

检 验 指数 统计量 P 值
Moran’s I 0. 1823 2. 3072 0. 02103
Lagrange Multiplier ( lag) 1 12. 2090 0. 000
Ｒobust LM( lag) 1 7219. 0156 0. 000
Lagrange Multiplier ( error) 1 2. 9312 0. 087
Ｒobust LM( error) 1 7209. 7378 0. 000

( 二) 结果分析

从表 3 可得出，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空间相关性，空间滞

后参数为负且在 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值容

易受到周边区域城乡收入差距值的下降而上升。
1. 公共服务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公共服务支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系数为 0. 5239，即公共服务支出的

增加扩大了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这是因为一般公共服

务支出包含办公、人员两部分经费。其中办公经费主要提供

较为完善经济发展环境的支出，人员经费几乎全部是行政人

员的工资性收入，而行政管理人员中城镇居民人数的比例较

高，［5］农村居民很难从该项财政支出中获取直接的收入。同

时，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越大，说明行政管理

成本较高，会影响公共物品的配置效率，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近年来，全省九地市的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呈下降

趋势。说明政府的办事效率有很大的提高。
2. 科教文卫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科教文卫支出在

10%的显著水平下，影响系数为 － 0. 2054，即增加科教文卫

支出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这说明随着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进程的推进，财政资金城市倾斜的分配政策已

经有所扭转，教育、医疗等公共支出也开始逐步重点向农村

投放。
3. 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水平的变

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并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九

地市的社会保障支出规模较小且占财政支出比重呈逐年下

降的趋势。《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提

出: 中国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应逐步增加到 15% － 20%。
而 2013 － 2015 年除了南平市和漳州市，其余七个地区的社

会保障支出占比均没有超过 10%，这使得社会保障支出不能

够有力地调节收入的合理再分配。
4. 支农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支农支出在 1% 的显著

水平下，影响系数为 0. 2354，即增加农林水的支出扩大了城

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说明支农支出存在使用效率低的问

题，导致支农支出难以转化为农民收入的增长。从现实看，

福建省的农业技术水平还处于较落后水平，且政府的支农支

出结构存在不合理。数据统计，相比于 2013 年，2014 年政府

对农林水事务下的各项支出均出现了下降; 其中，稳定农民

收入补贴、对外交流与合作、农业结构调整补贴的支出下降

得比较厉害，下降幅度均超过 50%。
5. 其他控制变量与城乡收入差距。人均 GDP 在 1% 的

显著水平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为 － 1. 0884，; 城镇

化率在 5%的显著水平下，影响系数为 0. 2300。这说明，虽

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结构

依旧存在，以及政府财政的支出存在偏向城市的政策导向。
6. SDM 回归结果。从表 2 可看出，财政支出对周边地区

的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溢出效应，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具有正的

溢出效应，即周边地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增加会使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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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科教文卫支出与社会保障支出

则具有负的溢出效应，表示周边地区的科教文卫支出与社会

保障支出的增加会使本地区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缩小。

表 2 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TL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SLM SEM SDM

LnG1
0. 523878＊＊＊

( 9. 171759)

0. 449204＊＊＊

( 10. 284949)

0. 119805

( 1. 567664)

LnG2
－0. 205372*

( －1. 828731)

－0. 155693

( －1. 605889)

0. 760397

( 7. 673100)

LnG3
－0. 015950

( －0. 264861)

0. 007703

( 0. 139740)

0. 196279

( 2. 623305)

LnG4
0. 235426＊＊＊

( 4. 615864)

0. 213493＊＊＊

( 4. 442811)

0. 308222＊＊＊

( 6. 278782)

LnX1
－1. 088395＊＊＊

( －5. 305568)

－0. 967163＊＊＊

( －5. 440251)

－1. 166953＊＊＊

( －3. 600274)

LnX2
－0. 016084

( －0. 636955)

－0. 020193

( －0. 826103)

－0. 100478＊＊＊

( －3. 600274)

LnX3
0. 230019＊＊

( 2. 002406)

0. 180922*

( 1. 660126)

0. 241445＊＊＊

( 2. 612640)

LnX4
0. 484714

( 0. 906651)

0. 691553

( 1. 371908)

2. 706236＊＊＊

( 3. 146282)

WTL
－0. 236068＊＊

( －2. 175742)

Wε
－0. 164947

( －1. 175292)

WLnG1
0. 405424＊＊＊

( 3. 272376)

WLnG2
－0. 577986＊＊

( －2. 348709)

WLnG3
－0. 478880＊＊＊

( －3. 045531)

WLnG4
0. 011056

( 0. 119929)

Ｒ2 0. 9838 0. 9817 0. 8971
logL 156. 1642 135. 3424 127. 1134

注: 1.＊＊＊、＊＊、* 分别表示变量回归系数在 1%、5%、10% 的水平

下显著。2. 括号内为各变量回归系数对应的 t 值。

四、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文章通过前文的实证分析得出如下几点主要结论，并在

此基础上提出几点相关政策建议:

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上。该支出的主要受益者是城镇

居民，增加其支出将扩大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在此，政

府应适当增加农村公用经费比例，同时严格控制经费数额和

办公人员数目，改进职能机构设置和提高办事效率; 加快政

府公务相关改革和公务接待费改革，提高行政管理支出的支

出效率。
2. 科教文卫支出上。随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的

推进，财政资金城市倾斜的分配政策已经有所扭转，教育、医
疗等公共支出也开始逐渐向农村投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科教文卫支出可以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政府应该继

续发挥其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同时为减轻财政负

担，政府可通过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方式，促进社会科教文

卫事业健康发展。
3. 社会保障支出上。由于九地市的社会保障支出规模

较小且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连年下降，导致其对城乡收入差距

改善没有显著影响。在此，政府应加社会保障支出的投入规

模，确保社会保障支出在总量上以及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上

有实质性增长。其次，政府应优化社会保障支出结构，如政

府应加快建设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等，推动城乡、区域之间社保制度的衔接与整合，从而缩小

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
4. 支农支出上。福建省的农业技术水平处于较落后水

平，且支农支出结构存在不合理，导致支农支出难以转化为

农民收入的增长，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政府应改进

支农支出投资结构，促进投资效益和支出效率提高，增加农

民的收入。如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增

加农业产出效率，提高农民收入。此外，政府应利用福建多

港口的地理优势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优势，拓展“一带

一路”农业合作新空间。
5. 空间因素上。财政支出对周边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

具有一定的溢出效应。因此，各地政府应打破行政垄断，鼓

励并加强各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公共资源的有效配

置，充分发挥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空间溢出效

应。同时，各地区间可以积极组织财政绩效评价活动，促进

部门有效使用财政资金。福建省财政厅一直重视财政绩效

评价工作，大部分地方绩效评价的覆盖率逐年增加。未来，

福建省九地市将更加重视财政绩效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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