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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各国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其支出水平, 推动经济的发展与

复苏。文章首先建立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关系的理论模型, 然后基于我国的相关数据, 运用联立方程

组模型, 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 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不仅有直接的拉动作用, 而且还会通过消费、

投资的促进作用间接地拉动经济增长, 同时还对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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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 l ana lysis of the contribution of fisca l

expenditure to the econom ic grow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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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interna tiona l financ ia l crisis, each governm ents try to expand its expenditures level to pro-

mote econom ic deve lopment and recover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bu ilt up an theorticalmodel of the contribution of

fisca l expenditure to the econom ic grow th, and model conc lusions are tested by using simultaneous- equat ions model

based on the data o f our coun try. And then the research revea ls that fisca l expend iture not only has a direct ro le in

st imu lating the econom ic g row th, but a lso has an indirect ro le in promoting econom ic grow th through the consumpt ion

and investmen,t m eanwhile, the contribution rate o f the fisca l expend iture to econom ic grow th has been estim 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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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度研究

1 绪论

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各国都开始实施

积极的财政政策, 扩大政府支出, 从而达到从宏观

上调控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凯恩斯理论, 政府在经

济萧条时扩大支出规模, 而在经济繁荣时缩小支出

规模从需求角度在短期内调节经济运行。但是从经

济增长的角度来看, 政府支出也可以通过影响总供

给来影响经济的增长。

上世纪 80年代以来, 国外出现了大量有关政

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研究。Ram ( 1986)
[ 1]
利用 115

个国家平行数据对政府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

相关的计量分析, 发现在政府支出占 GDP一定比

例条件下, 提高政府支出增长率对经济增长有正效

应, 但超过这一比例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

产生负面影响。Barro ( 1990)
[ 2]
在内生经济增长理

论的框架下从政府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角度

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 在政府支出不变的情况下资

本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性, 但是政府支出与私人投资

38

实证研究 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度研究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447465?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共同带来的规模收益是不变的, 并由此证明了政府

支出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积极影响的思想。D evara-

jan、 Sw aroop和 Zou ( 1996)
[ 3 ]
在 AK 模型的基

础上研究了政府在教育、交通、国防上的支出对社

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通过使用 43个发展中

国家 1970- 1990年的年度数据检验了各种政府支

出对经济增长的有正相关关系。A. R. Jalali和

N aini ( 2000)
[ 4]
扩展了 R am的模型, 从政府提供纯

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角度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

应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通过研究认为政府提供的纯

公共产品具有互补效应, 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增长具

有正效应, 而政府对准公共产品的提供和政府消费

会部分挤出民间投资和消费对经济短期增长有正效

应, 但不具备长期的增长效应。A lchian和 Demsetz

( 1972)
[ 5]
以及 Knoop ( 1999)

[ 6 ]
等人认为, 政府支

出的增长会影响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进步

的速度, 从 而降低 经济增长 的速度。 Landau

( 1983)
[ 7]
对 115个发展中国家 1960 - 1977年的时

间序列数据进行了横截面分析, 对经济平均增长率

进行了回归, 发现实际人均 GDP与政府消费支出 /

GDP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而且表明政府支

出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B lankenau和 S impson

( 2004)
[ 8]
通过将私人和公共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

的投入建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重新考察了政府支

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当其他决定增长的因素

在一般均衡分析中受到反向影响时, 政府支出对经

济增长的直接作用会被减少, 经济增长对政府支出

的反应为非单调的, 这种关系还依赖于政府支出的

水平、税收结构以及生产的技术参数等。

近年来,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 国内有些

学者对我国政府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也做了有益的

探讨。龚六堂、邹恒甫 ( 2001)
[ 9 ]
给出了一个随机

模型把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 进而讨论政

府支出的增长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建模

和实证分析得到, 政府的资本性开支的增长对经济

增长没有统计学上的影响, 经常开支可以促进经济

增长。而政府资本性支出与经常性支出的波动对经

济增长是负效应。张清 ( 2002)
[ 10]
的研究表明, 政

府支出对 GDP的产出弹性系数为 0 324, 认为政府

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 政

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拉动作用。庄子银和

邹薇 ( 2003)
[ 11]
引入了调整成本, 对我国政府支出

与经济增长展开了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的经验分析,

得出由于预算外支出迅速膨胀, 并且预算外支出由

地方政府所控制, 中央财政能力削弱, 由此引起政

府支出的调整成本急剧上升, 结果使得政府支出对

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下降, 甚至产生负面影响。郭

庆旺、吕兵洋和张德勇 ( 2003)
[ 12]
通过构建理论模

型, 基于我国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 结果显示政府

支出总规模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 生产性支出与经

济增长呈正相关, 生产性支出中人力资本的投资支

出比物质资本的投资支出更能提高经济增长率, 而

R&D的投资支出又大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支

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由此可见, 虽有许多学者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

长的二者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 但这些研究都只是

从实证的角度来验证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二者存在

相关关系, 但是并没有测算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然而这贡献率到底有多大呢? 因此, 本

文试着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运用我国的相关数据进

行实证分析, 测算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论文的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是借鉴 A schauer

( 1989)
[ 13]
的观点, 把政府支出分为消费性支出与

投资性支出两部分, 介绍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

的理论模型; 第三部分是基于我国的相关数据, 利

用联立方程组模型, 进行实证分析; 第四部分给出

本文的结论。

2 理论模型

本文假设一个封闭经济, 其组成部分包括: 代

表性无限寿命的家庭、, 同质充分竞争性企业以及

政府部门。家庭以消费获得效用; 企业按照完全竞

争条件雇佣劳动与租赁资本进行生产, 并使利润最

大化; 政府实行一次性的比例总税负, 并为企业提

供公共物品。

2 1 家庭部门

假设社会上存在大量具有无限生命的相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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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 其偏好可以通过如下时间可分的效用函数

来表示:

U (C, G1 ) =
0

1
(CG 1 ) e

- t
d t ( 1)

其中, 度量政府消费性支出对个体效用 (或

私人福利 ) 的影响, 同时在此, 我们还假设, 私人

消费与政府支出 G1均获得正的边际效用, 使得 0<

。 - < < 1, < 1, ( + 1) < 1。C t 为

居民消费支出, G1为政府的消费性支出。 > 0为

时间偏好参数, 数值越大意味着消费者越偏好当前

消费和近期消费。在此我们假设初始人口为 1, n

为人口增长率, 在均衡中劳动力市场出清, 家庭获

得合意的就业数量, 平均工资收入等于 w t, 同时家

庭出租资本而获得利息收入 r t, 因此, 对于消费者

而言, 其预算约束为:

K = rK t + w tL t - C t - nK t ( 2)

2 2 企业部门

本文借鉴 Barro ( 1990) 在其经济增长模型中

把政府支出列入生产函数的做法, 且将政府支出总

额分为两部分, 即分别为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政府投

资性支出。如果存在技术进步, 且生产函数形式仍

采用 Cobb- Dog lass生产函数形式:

Y = F (G 2, K, L ) = A e
rt
G

( 1- )

2 K L
1-

( 3)

其中, G 2为政府投资性支出。假设政府支出总

额为 G, 且有 G j = jG ( j为各项支出占支出 G的

比例, 同时 j ( 0, 1 ) 且 - 1+ 2 = 1, j= 1,

2)。 表示公共物品的拥挤程度, 其取值范围为 0

1。企业在给定的价格条件下, 按上述式 ( 3)

进行生产, 其目标是使其税后利润最大化, 用公式

表示即为:

max [ (1- ) Ae
rt
G
1-
2 K L

1 -
+ G2 - w tL t- ( r

+ ) K t ] ( 4)

2 3 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按照一定的比例向企业征收税收, 同

时还为企业提供一定的公共物品, 假定政府实行平

衡预算政策, 即: G= Y。因此如下式子成立:

G = 1Y ( = G 1 ) + 2Y ( = G2 ) ( 5)

2 4 经济一般均衡状态

在宏观经济整体中, 假设无论是企业还是家

庭, 都是市场商品的价格接受者, 则企业与家庭面

临相同的利息率和工资率, 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实现供求平衡。在此情况下的宏观经济均衡解为如

下最大化问题的解:

maxU (C, G1 ) =
0

1
(CG1 ) e

- t
d t ( 6)

s. .t K = ( 1- ) Ae
rt
G

( 1- )

2 K L
1-

+ G2 -

C t - ( n + ) K

为了求解上述最大化问题的经济增长率, 构建

一个 Ham ilton函数:

H =
( CG1 )

+ [ ( 1- ) Ae
r t
G

( 1- )
2 K L

1-
+

G2 - C t- ( n+ ) K] ( 7)

其中 为 H am ilton乘子, 得:

H

C
= C

r- 1
G

r

1 - = 0 ( 8)

= - [ ( 1 - 1 - 2 + 2 ) A e
r t

G
( 1- )

2 K
- 1
L
1-

- ( n + ) ] ( 9)

横截性条件为: lim
t

K t e
- t
= 0 ( 10)

由式 ( 8) 可得: ( - 1)
C
C
+

G 1

G 1
= ( 11)

由式 ( 9) 可得: = - ( 1- 1 - 2 + 2 )

A e
rt
G

( 1 - )

2 K
- 1
L
1-

+ ( n + ) ( 12)

由上述式 ( 10) 和式 ( 11) , 可以得到:

( - 1)
C

C
+

G 1

G 1

= - ( 1 - 1 - 2 + 2 )

A e
rt
G

( 1 - )

2 K
- 1
L
1-

+ ( n + ) ( 13)

为了能进一步求解, 现做进一步假定, 集体理

性和个体理性是统一的, 即不存在个体与政府之间

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政府和个体之间能够建立

一种良好的沟通、决策和执行的机制, 根据效用函

数, 在最优消费路径上个体消费和集体消费的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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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相等, 从而可以得到:

U

C
=

U

G1

, 即
dC

C
=

dG1

G 1

= =
C

C
=

G1

G1

( 14)

由生产方程 ( 3) 和式 ( 5) 又可以得到如下

关系式:

G2 = (A 2 e
rt
K L

1-
)

1
1- ( 1- ) ( 15)

将 ( 13) 和 ( 14) 式带入 ( 12 ) 式, 得到最

优消费增长路径的个体消费路径方程:

g c =
C
C

= [ - ( 1 - 1 - 2 + 2 ) A

(A 2e
rt
)

( 1- )
1- ( 1- )K

( - 1) ( 1- )
1- ( 1- ) L

1-
1- (1- ) + ( n + ) ] /2 - 1

( 16)

由此可见, 最优均衡条件下, 有 g c = gY, 同时

人均消费增长率会随 取值范围不同而产生不同的

增长效果。为了能得到最优增长路径上政府消费性

支出和投资性支出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其中的一个

变量进行求偏导 (
g c

2

= 0) , 可得到最优的政府消

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比例。因此, 我们可以得到

如下结论:

结论 1: 当 = 1时, 则表示政府为企业的生产

提供的是纯公共物品, 不存在拥挤现象。由式

( 15) 可知, 此时的人均消费增长率为:

g c =
C

C
= [ - ( 1 - 1 - 2 + 2 ) A

(A 2e
rt
)
1-

L
1-

+ ( n + ) ] /2 - 1 ( 17)

当
g c

2
= 0时, 我们可以得到, 政府消费性支

出与投资性支出的最优配置比例关系式为 1 = 1 -

1-
1- 2, 因此, 这样也就可得到政府消费支出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G t

Yt

=
( 1 + 1 ) Yt

Yt

= (1+
-

1-
2 ) gY ( 18)

结论 2: 当 0< < 1时, 政府为企业生产提供

的公共物品存在拥挤现象, 具有部分竞争性, 此时

- 1<
( - 1) ( 1- )
1- (1- )

< 0。当对此时的消费增长

率进行求偏导, 便得到政府消费性支出与投资性支

出的最优配置比例关系式为 1 = 1 -
1-

1- ( 1- )

2, 相应的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G t

Yt

=
( 1 + 1 ) Yt

Yt

= ( 1+
- ( 1- )

1- ( 1- )
2 ) gY

( 19)

结论 3: 当 = 0时, 政府部门为企业提供的公

共物品具有完全的竞争性, 与私人物品无异, 相当

于政 府 没 有 为 企 业 提 供 公 共 物 品, 此 时

( - 1) ( 1- )
1- (1- )

= - 1< 0, 消费增长率与拉姆齐

模型相同 。

3 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3 1 数据来源

我们将结合中国的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

数据, 利用联立方程进行实证, 分析政府支出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本文采用的是 1978年 - 2007年

的相关数据进行估计, 其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

和中经统计数据库。GDP 使用 GDP平减指数换算

成实际 GDP, 投资使用固定资产指数换算成实际投

资额, 其余的变量用消费者物价指数换算为实际

值。至于资本存量这一数据是借鉴毛军 ( 2005)
[ 14]

研究成果获得的。由于估算资本存量是以 1990年

为基期, 所以, 平减指数、固定资产投资指数以及

消费者物价指数均以 1990年为基年。

3 2 实证及分析结果

由于本文假设是在封闭式经济条件下, 则根据

国民收入恒等式可得方程组 ( 20) 的第一个回归方

程。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认为人们的消费具有惯

性, 即前期消费水平高, 会影响到下一期的消费水

平, 可见, 除了当期收入外, 前期消费也很有可能

进入消费函数, 这样便得了第二个方程。因此, 我

们利用以下联立方程组来计算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 具体方程如下所示:

Yt = C t + It + G t

C t = 0 + 1C t- 1 + 2Yt + 1t

It = 0 + 1Yt- 1 + 2Yt + 3K t- 1 + 1t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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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Y、C、G、K 和 I分别表示为 GDP、消

费、政府支出、资本存量和投资。经过简单变换,

我们可以得到其诱导方程组如下:

Yt = 0 + 1C t- 1 + 2G t + 3K t- 1 + 4Yt- 1 + 1t

C t = 0 + 1C t- 1 + 2G t + 3K t-1 + 4Yt- 1 + 2t

I t = 0 + 1C t- 1 + 2G t + 3K t- 1 + 4Yt- 1 + 3 t

( 21)

根据上式, 可以得到政府支出变化对经济增长

( GDP变化 ) 的最终贡献率。政府支出通过影响投

资、消费, 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部分就是 (
dC t

dG t

+

dIt

dG t

)
G t

Yt

, 而政府支出变化对经济增长变化的直接

影响是
G t

G t

G t

Yt

。因此, 我们认定政府支出变化对经

济增长变化的最终影响便是 (
dC t

dG t

+
dI t

dG t

)
G t

Yt

+
G t

G t

G t

Yt

(或者 1+
dC t

dG t

+
dI t

dG t

)
G t

Yt

)。

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 OLS) 对上面的诱导方

程组 ( 21) 进行估计, 其回归结果如下表 1所示:

表 1 诱导方程组 ( 21) 的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

C t- 1 Yt- 1 K t- 1 G t

Y t
- 0 133

( - 2 48 ) *
0 540

( 4 58 )

0 032

( 2 61) *
0 409

( 4 06)
R 2 = 0 9982

C t
0 767

( 7 18 )

- 0 426

( 1 83 ) * *
0 059

( 2 44) *
0 273

( 2 37) *
R 2 = 0 9987

I t
- 0 334

( - 0 71) * * *

0 831

( 1 81 ) * *
0 342

( 3 21)

- 0 429

( 2 06) *
R 2 = 0 9855

注: 括号内的为 T统计量, * 为能通过 5%的显著性水平, *

* 为能通过 10%的显著性水平, * * * 为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其

余为能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

在第一个以 Yt 为因变量的方程中, 滞后一期

的消费 (C t- 1 ) 的系数为负的, 这说明前期消费的

增加会导致下一期国民收入的减少, 其原因是前一

期消费的增加, 该期储蓄和投资就会减少, 下一期

的国民收入便会下降。政府支出对国民收入有正的

影响, 并且在 1%下显著, 其原因是政府支出增加

的结果, 其中一方面会扩大对国内产品的需求, 另

一方面其用于投资对经济增长也有正相关关系, 这

与经济理论相符。在第三个以 I t为解释变量的回归

方程中, 政府支出 G t对投资 It 有负的影响, 原因

在于若政府支出的增加不是增加社会的部需求, 而

是在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 减少了居民和企业的投

资总额, 以政府投资代替了私人投资, 这就是通常

所说的政府支出产生了 挤出效应 。因此, 从上

述的模型的分析结果来看, 整体回归结果较好, 各

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很高。

不过这种估计方法存在一个问题, 那就是模型

中的解释变量之间很有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致使

回归结果不可靠。因此, 我们接下来采用两阶段最

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 即根据上述回归模

型 ( 21) 的估计结果, 计算出 Yt、C t和 I t的估计

值, 并把他们作为对应自变量的工具变量代入方程

组 ( 20), 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方程组 ( 20) 重

新进行估计。这样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降低或消除

多重共线性, 最后就可以得到效果较好、更具可靠

性模型回归结果如下表 2所示:

表 2 方程 ( 20)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Ŷ t Y t- 1 C t- 1 K t- 1 R 2

C t

0 102

( 2 01) * *
1 039

( 42 85 )
0 9982

I t
0 473

( 2 19 ) *
0 523

( 2 21 ) *
0 257
( 8 17)

0 9844

注: 括号内的为 T统计量, * 为能通过 5%的显著性水平, *

* 为能通过 10%的显著性水平, 其余为能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

利用上述的模型 ( 20) 的回归结果, 我们可以

再次计算出方程组 ( 21) 的回归系数, 同时, 我们

现在就可以依照前面所提到的计算贡献率的公式

(
dC t

dG t

+
dI t

dG t

)
G t

Yt

+
G t

G t

G t

Yt

(或者 1 +
dC t

dG t

+
dI t

dG t

)

G t

Yt

), 计算出每一年度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最终

贡献率, 如表 3所示:

以上的实证结果表明, 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

个别年份有负的影响, 但总体来看呈现出上升趋

势, 即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并且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从上面的结果还可以看

到, 1978年至 1990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

政府支出的大部分是用于基础设施投资, 如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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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78- 2006年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单位: % )

年度 贡献率 年份 贡献率 年度 贡献率

1978 - 3 910 1989 2 708 2000 3 711

1979 - 2 831 1990 1 881 2001 3 827

1980 - 1 924 1991 1 962 2002 3 623

1981 - 1 658 1992 1 973 2003 3 704

1982 - 1 467 1993 3 591 2004 3 525

1983 2 291 1994 2 902 2005 4 255

1984 3 743 1995 2 573 2006 4 311

1985 3 126 1996 2 208 2007 4 308

1986 2 765 1997 2 190 2008 4 656

1987 - 2 683 1998 2 401

1988 1 337 1999 3 460

运输系统、卫生系统等投资, 而此阶段私人资本积

累是有限的, 这就使得某些资本品必须公共生产,

也就要求政府提供, 所以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也越来越大。 1993年到 1997年期间, 政府支

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一个下降的趋势。一方面

此阶段是经济发展的中期阶段, 政府公共性支出虽

然还在继续进行, 但此时私人企业和农业的资本积

累也在增加, 政府支出的增长率便逐渐减少; 另一

方面, 我国政府在 1993年至 1998年实行的适度从

紧政策。然而在 1998年以后, 政府支出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又逐步呈上升趋势。这也就说明 1998

年以后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了实质性的效

果。更让人注意的是, 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

响, 2008年我国进一步扩大政府投资, 实行积极的

财政政策, 这样也就促使政府支出在该年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更大, 达到 4 656%。

4 结论

本文首先构建了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

理论模型, 然后通过联立方程组模型对我国的相关

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支出与经济

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并且政府支出对经

济增长有一定的贡献。其主要原因是一定的政府支

出规模可以实现社会总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规模

的快速增长以及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因此, 政府

必须采取有效的财政支出政策, 增加人力资本、基

础设施以及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投资, 这样才能使

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其贡献率

也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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