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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地方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应发

挥带头作用，成为改革的主力军和先行者。目前地方国有企业存在的突出困境是债务水

平过高，且面临较为严重的投融资期限错配问题。本文以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库（ＣＩＥＤ）中规模以上的非上市国有企业为样本，构建“投资 －负债”模型分析短期债
务变化量和长期投资额之间的动态关系，从预算软约束和金融市场结构两个维度剖析造

成国有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１）我国央企和地方国企的投资更
依赖新增债务而非留存收益，预算软约束问题严重；（２）金融市场提供长期资金的能力不
足，国有企业进行长期债务融资的渠道受限；（３）国有企业的投资活动更依赖新增短期债
务，存在投融资期限错配问题，且地方国有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问题更加严重。本文

的研究结果表明，为了实现地方国有企业去杠杆并优化债务结构，应从国企本身、银行信

贷、政府行为和资本市场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以提升地方国有企业的内源融资能力，并

完善金融市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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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实现了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目前，经济发展模式正处于从高

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型的重要时期。过去经济的高速增长有着明显的投资驱动特征。武鹏

（２０１３）基于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的面板数据剖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发现投资对中国经济增
长的贡献最大。将投资进一步细分，外国直接投资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基础建设投资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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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审计署２０１３年公布的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底，我国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
务规模约１０８９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规模约２６７万亿元，其中７３４５％需要在３年以内偿
还。从中不难看出，地方政府投资往往期限较长，但其债务融资的偿还却相当急迫，期限错配问题

严重，给地方政府带来了较大的流动性压力。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统计，地方国有企业有

２７０８％从事公用事业行业等各类市政工程和基建项目的投资开发，成为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主体
之一。另外，对于未承担地方政府债务的地方国企，其过度投资与盈利能力不足亦成为常态。由

此可见，地方国有企业不仅面临着债务总量过高的问题，其投融资期限不匹配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资产负债期限匹配理论最早由 Ｍｏｒｒｉｓ（１９７６）提出，他认为将企业资产和负债的期限匹配起来
可以降低由于资产产生的现金流不足以偿还本金和利息的风险。Ｍｙｅｒｓ（１９７７）则从代理成本的角
度论证了期限匹配的必要性，认为期限匹配是克服投资不足的一种解决方法。Ｈａｒｔ和 Ｍｏｏｒｅ
（１９９４）从债务契约的角度，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结论：当项目产生的现金流变快时，债务期限变短；
当担保资产的折旧率较低时，债务期限变长，进一步证明了资产和负债的期限应当相匹配的原则。

夏勇毅（２０１５）从金额错配和路径错配两方面论证了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资产收益与债务支出
不匹配的问题，期限错配的成因主要包括市场因素和制度因素。陈志勇等（２０１５）通过建立理论模
型推导出造成银行贷款中短期化的主要因素包括利率期限结构、金融市场流动性风险、地方政府

筹措资金的能力及政府投资项目的收益情况。更多的学者则从预算软约束、政府干预、金融市场

发展不完备等制度因素出发，探讨期限错配并给出相应建议。

地方国有企业期限错配的本质是举债投资，且长期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短期债务。那么，

造成地方国有企业债务结构性问题的内在根源是什么？早期的文献从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罗党

论等，２０１２；曹春方等，２０１４）、债权人治理弱化（盛明泉等，２０１２）等角度进行过研究。不同于以往
的文献，本文从预算软约束和金融市场结构的双重维度探索地方国有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成

因。论文采用规模以上非上市的国有企业数据，首先检验国有企业的投资是依赖内源净利润还是

新增债务，即是否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进一步，本文证实了地方国有企业存在更为严重的投融

资期限错配问题，并检验了其金融市场结构层面的原因。分析地方国企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成因并

探讨治理对策对当前国有企业去杠杆以及调整债务结构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内部成因论证：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与举债投资

为了剖析地方国有企业存在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内在机理，本文首先从内部成因展开论述，试

图证明国有企业有着预算软约束的情形，从而依赖举债投资，即存在融资优序异化的问题。Ｍｙｅｒｓ
和 Ｍａｊｌｕｆ（１９８４）最早提出了融资优序理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并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企业融资
一般会遵循内源融资、债务融资、权益融资的先后顺序。这是由于外部融资需要支付各种成本，而

权益融资则会传递企业经营的负面信息，导致投资者调低对公司股票的估值，最终使企业的市场

价值降低。但在我国，企业的融资行为与理论出现了偏差，即偏好先外部融资，再内部融资。根据

陆正飞、高强（２００３）对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３９７家上市公司的问卷调查结果，３／４的上市公司偏好
外部的股权融资，且上市公司认为外部股权融资成本较低。具体到国有企业，则是由于预算软约

束的存在，即使资不抵债也能获得政府救助维持运营，这相当于国企的债务融资成本被人为降低，

最终导致企业负债不能有效制约企业行为，出现了融资优序异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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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软约束的概念最早由匈牙利经济学家 Ｋｏｒｎａｉ提出，它描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和转型经济体
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当国有企业发生亏损时，政府通常都会采用财政拨款、信贷支持、提高补

贴等各种方式进行救助，使其不会被市场淘汰。Ｋｏｒｎａｉ（１９８０）把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归结于社会
主义政府的“父爱主义”。此后，也有多位学者从政策性负担（林毅夫、李志

!

，２００４）和内部人控制
（张宇峰、王长江，２００６）等角度对中国预算软约束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从企业的外部环境来
看，政府出于国家发展战略考虑，将部分战略性和社会性目标转嫁给国有企业：为了实现优先发展

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国有企业不得不投资于没有比较优势的资金密集型行业，从而导致亏损；此

外，国有企业还承担了增加就业及发放员工福利等任务，冗余的人员结构使其背负了沉重的社会

性负担，进而导致开支上涨、入不敷出的现象。所以，政策性负担是国有企业亏损的重要制度原

因。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有动机将决策失误、投资失败等经营性亏损也归咎于政策性亏

损。而政府不了解项目的实际情况，又要考虑维持就业率和社会稳定，只能一并给予补贴，最终形

成了预算软约束。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国有企业自身的内源融资能力因承担政策性负担而

大为削弱，加之获得债务具有很强的便利性，因此投资活动也更加依赖于举债而非内源融资，这构

成了国有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问题的内因。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Ｈ１。
假设Ｈ１：我国国有企业扩大投资更依赖债务而非留存收益，面临较为严重的预算软约束问题。
（二）外部成因论证：金融市场结构与短期债务融资

在对地方国企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内因进行剖析后，本文试图进一步从商业银行的角度论证期

限错配问题的外因，即金融市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具体而言，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

融市场是国有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刘伟、王汝芳，２００６），而商业银行面临的两方面结构性问题尤
为突出。在外部政策环境方面，多变的货币政策和低估的长短期利差使商业银行不愿意向企业发

放长期贷款。Ｆａｎ和 Ｔｉｔｍａｎ（２０１２）、白云霞等（２０１６）基于跨国样本的实证比较，发现一国制度环
境稳定性越弱、法律制度越不完善，企业对短期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越高，换言之，银行供给长期

贷款的意愿越低。刘红忠、史霜霜（２０１７）基于商业银行利润最大化的角度构建了一个两期的理论
模型，其中，商业银行可以选择发放长度为一期的短期贷款，并在期末决定下一期是否继续发放短

期贷款，也可以选择发放两期的长期贷款。该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决策是制

度环境和长短期利差的函数，制度环境越多变、长短期利差越小，银行发放短期贷款的动机越强。

Ｂａｉ等（２０１８）建立了更为复杂的 ＬＭＩ指数，用以度量商业银行资产的市场流动性与负债的融资流
动性之间的错配。研究发现，长期贷款与短期贷款间的流动性溢价不足以弥补给负债端新增的风

险。另一方面，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的现状，近年来销售火爆的理财产品使长期存款储蓄额大幅降

低。这进一步削弱了商业银行提供长期贷款的能力，从而使国有企业更加依赖短期贷款融资。

Ｏｒｍａｎ和 Ｋｋｓａｌ（２０１７）认为，在金融市场发达、制度建设完善的环境下，企业会根据资产负债期限
匹配的原则自主调节其债务结构。然而，我国商业银行供给长期资金的意愿和能力均不强，导致

国有企业的债务期限配置更可能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而非主动的决策（马红等，２０１８），这是造成国
有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关键外因。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Ｈ２。

假设 Ｈ２：金融市场的结构性问题的存在使国有企业获得长期贷款的可能性下降，在债务期限
的决策方面处于被动地位。

（三）结果论证：地方国有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

基于假设 Ｈ１和 Ｈ２的分析，国有企业在预算软约束下依赖债务融资而非留存收益，又难以
从外部金融市场募集充足的长期资金，这构成了地方国有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内因和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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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在政策性负担和所有者缺位的双重影响下，国有企业不但倾向于过度投资（罗党论等，

２０１２），而且投资的回收期较长，这加剧了其投融资期限错配问题。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期

限错配并非国有企业为了节约融资成本的主动债务配置，而是在金融市场结构性问题下的被动

行为。

进一步，本文认为相比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问题更为严重。究其

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地方国有企业较中央国有企业背负着更多政府性债务。１９９４年我国进行分税

制改革，按照财政分权的原则调整了收入和支出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配。在收入方面，重新划

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的分配，主要的、收入高的税种归中央，其他难以征收、比较分

散的小税种则划归地方。以共享税为例，增值税（不含进口环节由海关代征的部分）由中央政府分

享７５％，地方政府分享２５％；企业所得税，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及海洋石油企业缴纳的部分归中央

政府，其余部分中央与地方按６０％和４０％的比例分享。在支出方面，中央仅负责国家安全、外交及

宏观调控等所必需的支出，但地方政府则需要负担政府机关运转和本地区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所

需的全部费用。简而言之，经过分税制改革后，财权上收中央，事权下放地方。中央政府收入占全

国税收的大部分，却仅承担有限的公共支出；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却需要承担当地的基础设

施、科教文卫、农林水利等一系列公共服务的支出。据统计，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

政收入的比例从 １９９３年的 ２２％上升到１９９４年的５７％，此后一直维持在５０％左右。而中央财政

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仅为 ３０％。面对陡增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举债来填补

巨大的资金缺口，而地方政府的两个主要融资渠道分别是地方国企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由于

体制改革不彻底，地方国企领导的任免权仍然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企业的经营者不是为了最大

化企业价值，而是作为政策性工具向地方政府负责。为了达到地方政府的投融资目标，地方国企

不得不扩大债务规模，在长期资金供给有限的情况下，激进的投融资策略会进一步加重期限错配

问题。因此，地方政府性债务最终传导到辖区内的地方国企，导致后者不仅过度负债，而且债务

期限结构不合理。另一方面，对于未背负政府债务的国有企业，地方国企拥有的资源和资产质量

都明显弱于中央国有企业，从而其盈利能力也处于劣势。进一步，地方国有企业进行债务融资

时，因其盈利能力和议价能力较弱，商业银行提供长期资金的意愿会下降。综合以上分析，我们

提出假设 Ｈ３。

假设 Ｈ３：国有企业面临较为严重的投融资期限错配问题。相比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企的期

限错配问题更加严重。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规模以上非上市国有企业财务数据，时间覆盖 ２００５年至

２０１３年。剔除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后，共有 ２１１１家央企和 １３２７６家地方国企。为避免异常

值对回归结果造成影响，本文对 １％尾部数据进行了 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缩尾处理。表 １和表 ２列示了数据

在不同年份与行业间的分布。可以看到，样本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分布较为平均。行业分布中，制造

业企业最多，在总体样本中占６４９２％，其次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企业，在总体样

本中占２７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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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样本数据的年份分布情况

年份 央企 地方国企 年份 央企 地方国企

２００５ １９６５ １２８７３ ２０１０ １８３６ ４３４６

２００６ ２１１１ １３２７６ ２０１１ １３４０ ３３８０

２００７ １８６２ ９１５４ ２０１２ １３４１ ３２６８

２００８ ６３０ ４７１９ ２０１３ １０１３ ２６９１

２００９ ８８６ ４５１９ ２０１４ ｎａ ｎａ

　　注：由于２０１４年数据仍处于保密期，故实证分析的数据截至２０１３年。

　　表 ２ 样本数据的行业分布情况

行业 全样本 央企 地方国企

采矿业 ８１０ ５１ ７５９

制造业 １５２９５ ２２８３ １３０１２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６３７９ ６４５ ５７３４

住宿和餐饮业 ７７７ ５０ ７２７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２ １４ ８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９ ４ ５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８５ ８ ７７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１ １ １０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１７２ ２０ １５２

　　注：行业分类标准采用２０１７年公布的 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二）模型设计

不同于传统的债务存量指标，本文借鉴 Ｍｃｌｅａｎ和 Ｚｈａｏ（２０１４）构建的“投资—流动负债”敏感
性方法，使用债务和投资的变化量相对于期初总资产的比值作为变量构建模型，从而更好地测度

企业长期投资对短期融资的依赖性。在实证分析时，首先根据基准模型（１）检验国有企业投资是
依靠举债还是留存收益作为资金来源。由于本文在选择样本时已经剔除了上市国企，因此，企业

通过二级市场进行股权融资的资金不在实证检验的范围之内。如果回归结果显示我国国企主要

依靠举债为投资融资，则说明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现象，并继续分析是否更依靠新增短期债

务。之后加入代表年份和国有企业性质（央企、地方国企）的虚拟变量，检验期限错配问题在金融

危机前后及不同性质的国企间是否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如果存在差异，再按照时间和企业性质进

行分组回归检验。检验投资资金来源的基准模型如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ｔ ＝β０＋β１Δｄｅｂｔｉ，ｔ＋β２ＲＯＡｉ，ｔ＋β３Ｌｅｖｅｒａｇｅ＋β４Ｓｉｚｅ＋β５Ｇｒｏｗｔｈ
＋β６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ａｔｉｏ＋β７ＮｅｔＭａｒｇｉｎ＋ε （１）

其中，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ｔ是企业在 ｔ期的长期投资变化量与期初总资产 Ａｓｓｅｔｉ，ｔ－１的比值，长期投资包

４７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０，Ｎｏ１，２０１９



括固定资产投资和长期股权投资等与企业经营活动有关的投资；Δｄｅｂｔｉ，ｔ表示企业在 ｔ期的总债务

变化量与期初总资产的比值。ＲＯＡｉ，ｔ是企业在 ｔ期的净利润与期初总资产的比值，在本文中衡量国

有企业留存收益的使用状况。如果其估计系数 β２显著为正，则说明国有企业投资的资金来源是留

存收益。根据前文分析，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投资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因此本

文预期估计系数 β２应不显著。

参考以往的文献，本文设置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表示为企业总资产规模的
自然对数；杠杆率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表示为企业总资产与净资产的比值，用来控制不同资本结构对结果
造成的影响；净利率 ＮｅｔＭａｒｇｉｎ，计算方法为企业当期净利润与当期收入的比值，控制企业盈利
能力的影响；流动比率 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ａｔｉｏ，定义为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值，控制不同营运资本政策
的影响；收入增速 Ｇｒｏｗｔｈ，表示为企业当期收入与上一期收入的比值，控制成长性对企业融资行
为的影响。

在模型（１）的基础上，为检验国企是否存在期限错配问题，本文提出模型（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ｔ ＝β０＋β１Δｓｔｄｅｂｔｉ，ｔ＋β２ＲＯＡ＋β３Ｌｅｖｅｒａｇｅ＋β４Ｓｉｚｅ＋β５Ｇｒｏｗｔｈ

＋β６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ａｔｉｏ＋β７ＮｅｔＭａｒｇｉｎ＋ε （２）

在模型（２）中，我们用企业短期债务变化量与期初总资产的比值 Δｓｔｄｅｂｔｉ，ｔ代替 Δｄｅｂｔｉ，ｔ。在投

融资期限匹配的情况下，企业使用长期资金为长期投资融资，使用短期资金为营运资本融资；在更

加保守的财务政策下，企业甚至会使用部分长期资金来为营运资本融资，短期债务的变化就不会

引起长期投资的变化，即 Δｓｔｄｅｂｔｉ，ｔ的估计系数 β１应该不显著。但如果企业存在期限错配的问题，

则会使用短期资金为长期投资融资，这时短期债务增加会引起长期投资增加，即 Δｓｔｄｅｂｔｉ，ｔ的估计系

数 β１应该显著为正。

结合前文分析，考虑到央企和地方国企在债务期限结构方面的差异，我们加入了表示企业性

质的虚拟变量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具体见模型（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ｔ ＝β０＋β１Δｓｔｄｅｂｔｉ，ｔ＋β２Δｓｔｄｅｂｔｉ，ｔ×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β３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β４Ｓｉｚｅ＋β５ＲＯＡ＋β６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ａｔｉｏ＋β７Ｇｒｏｗｔｈ

＋β８ＮｅｔＭａｒｇｉｎ＋ε （３）

我们采用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与 Δｓｔｄｅｂｔｉ，ｔ的交叉项来测度企业性质对国有企业期限错配程度的影

响。其中，央企赋值为 １，地方国有企业赋值为 ０。由于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和政府官员激励
机制导致地方政府存在过度投资、过度负债倾向，因此作为政策工具的地方国企容易受到政府

干预举债投资。再加上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地方国企可以通过滚动操作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

对比来看，地方国企的期限错配问题要更加严重，Δｓｔｄｅｂｔｉ，ｔ×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的估计系数 β２应该显著

为负。

最后，本文加入了我国五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与 ６个月至 １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
利差 Ｓｐｒｅａｄ来研究国有企业的期限错配是否为企业的主动行为，如模型（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ｔ ＝β０＋β１Δｓｔｄｅｂｔｉ，ｔ＋β２Δｓｔｄｅｂｔｉ，ｔ×Ｓｐｒｅａｄ＋β３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β４Ｓｉｚｅ＋＋β５ＲＯＡ＋β６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ａｔｉｏ

＋β７Ｇｒｏｗｔｈ＋β８ＮｅｔＭａｒｇｉｎ＋ε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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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计算了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利差的中位数，高于中位数的年份赋值为 １，低于中位数的年
份赋值为０。利差越高，企业使用短期债务就能更多的节约融资成本。因此，如果企业是为了降低
融资成本而主动采取错配策略，则 Δｓｔｄｅｂｔｉ，ｔ×Ｓｐｒｅａｄ的估计系数 β２应该显著为正，即利差越高，期
限错配问题越严重。但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国有企业对利率的变化不敏感，本文估计 Δｓｔｄｅｂｔｉ，ｔ×
Ｓｐｒｅａｄ的估计系数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四、国有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实证分析

（一）地方国企的长期投资和短期融资现状

为了直观地反映地方国有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问题，本文统计了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地方国企的
平均资产负债率和长期负债率，图 １显示了统计结果。不难发现，我国地方国企的资产负债率在
７０％左右保持稳定，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小幅下降到 ６１％；但长期负债率则稳定在 １４％左右，只有 ２００８
年略低为１１％，２０１０年略高为１７％。长期负债率与资产负债率差值较大，说明地方国企以短期债
务为主，长期债务占比偏低，债务结构不合理。

图 １　地方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和长期负债率

注：统计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表３列示了各主要变量在金融危机前后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到，央企和地方国企在金
融危机后均扩大了投资规模，央企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指标在危机后的均值为 ００９８，危机前仅为 ００３５；
地方国企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指标在危机后的均值为 ００８１，而危机前仅为 ００３１。对比 Δｄｅｂｔ和 ＲＯＡ的
均值，则不难发现，无论在金融危机之前还是之后，支持央企和地方国企扩大投资规模的资金都主

要来自债务而非留存收益：在金融危机前，央企 Δｄｅｂｔ的均值为 ００７０１，ＲＯＡ均值仅为 ０００６６；地
方国企 Δｄｅｂｔ的均值为００５４５，ＲＯＡ均值则为０００３５。金融危机后这一组数据对比依然未发生变
化：央企 Δｄｅｂｔ的均值上升到 ０２４２８，ＲＯＡ均值为 ００３６３；地方国企 Δｄｅｂｔ的均值为 ０１９７６，ＲＯＡ
均值则为００４２６。进一步，通过对比短期债务变化量占总债务变化量的比例，可以看出，金融危机
前后，央企和地方国企 Δｓｔｄｅｂｔ的中位数与 Δｄｅｂｔ中位数的比值均超过 ５０％，说明我国国有企业总
债务增加主要由短期债务增加引起，存在期限错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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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金融危机前后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ＰａｎｅｌＡ：金融危机前

变量
央企 地方国企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００３５４ ００５０３ ０３１３９ ００３０６ ００３９５ ０２８６９

Δｄｅｂｔ ００７０１ ００２９７ ０３０７９ ００５４５ ００１９９ ０３３１９

Δｓｔｄｅｂｔ ００６６９ ００２７ ０３３５７ ００４９２ ００１０５ ０３３３１

ＲＯＡ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０８９ ０１６３１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８９６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３４４１ ２３３６３ ８２５６１ ３２１ ２０７９５ １１０２４８

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ａｔｉｏ １４３８６ １０２７７ １７０３６ １４５２６ ０９１３８ ２１６０４

Ｓｉｚｅ １１９０２７ １１９５５３ ２３４６８ １０４５６５ １０４２９５ １９４４６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２１３２ ０１２９５ ０６３１８ ０２１０２ ０１０１９ ０７１４９

ＮｅｔＭａｒｇｉｎ －００２５４ ００１３２ ０２４９９ －００７７８ ０００２４ ０３５１

ＰａｎｅｌＢ：金融危机后

变量
央企 地方国企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００９７８ ０１２３８ ０６６４４ ００８１２ ０１５０５ ０５０９４

Δｄｅｂｔ ０２４２８ ００３９７ １４９４４ ０１９７６ ００５７５ １０６３５

Δｓｔｄｅｂｔ ０１０７２ ００３１６ ０６６４３ ０１２３２ ００４０３ ０５４５

ＲＯＡ ００３６３ ００１８５ ０１８２１ ００４２６ ００１１２ ０３５３９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３４７３８ ２３３０９ ８１１８３ ３０６７７ １９７１６ ９２１２

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ａｔｉｏ １２０９４ ０８７９９ １６２９ １２６６３ ０７４５ ２１３１９

Ｓｉｚｅ １２８２４ １２８８１２ ２２０８７ １１２６６４ １１３０５６ ２０９９８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２１３８ ００７４６ ０６８６ ０２４１７ ００８５１ ０７７７５

ＮｅｔＭａｒｇｉｎ ００２６６ ００１８９ ０１２８６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９ ０１４３６

（二）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实证检验结果

本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方法对模型（１）进行了回归，数据包括全部央企和地方国企，表 ４列
示了回归结果。在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过程中，Δｄｅｂｔ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
ＲＯＡ的估计系数均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说明我国国企用于投资的资金主要来自举债而不
是留存收益，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

　　表 ４ 预算软约束与国有企业债务融资偏好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Δｄｅｂｔ
０２５９３

（０００４４）

０２６１４

（０００４５）

０２２２２

（０００４６）

０２２２３

（０００４６）

ＲＯＡ
０００９７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１８５

（－００１７３）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１７１）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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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ａｔｉｏ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０１７）

Ｓｉｚｅ
０１０７

（０００４３）

０１０７１

（０００４３）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６３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６２８

（０００３６）

ＮｅｔＭａｒｇｉｎ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２１７）

常数项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４）

－１２０３８

（００４８３）

－１２０４３

（００４８４）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１５ ０１５

样本量 ４０８９２ ４０８９２ ４０８９２ ４０８９２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继续检验国有企业是否更依赖短期债务来为长期投资融资，将自变量

Δｄｅｂｔ替换为 Δｓｔｄｅｂｔ进行回归。表５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Δｓｔｄｅｂｔ的估计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说明国有企业短期债务变化与长期投资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根据期限匹配原则，企

业应使用长期资金为长期投资融资，其投资额变化量应该与短期债务变化量无关。由此可见，我

国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投融资期限错配的问题。此外，衡量企业性质影响程度的变量 Δｓｔｄｅｂ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的估计系数也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地方国企短期债务增长带来的投资额增加
要高于央企，期限错配问题更加严重。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的期限错配问题与企业性质显著相关，

接下来我们将样本分为央企和地方国企进行分组回归。根据表 ５的实证结果，央企和地方国企的

Δｓｔｄｅｂｔ估计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再次印证了我国国企存在投融资期限错配问题。分
组回归的结果显示，地方国企的回归系数不仅更高，而且显著性更强，表明地方国有企业的期限错

配问题比央企更加严重。

　　表 ５ 国有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经验证据

变量 全样本 央企 地方国企

Δｓｔｄｅｂｔ
０１７７２

（０００６２）

０１５２１

（００１４６）

０１６４

（０００６５）

ＲＯＡ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３３４

（－０１０９５）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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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变量 全样本 央企 地方国企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ａｔｉｏ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２３４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０１８）

Ｓｉｚｅ
０１２４１

（０００４４）

０１３７８

（００１２６）

０１１５８

（０００４８）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８１５

（０００３７）

０１０６８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７３８

（０００４０）

ＮｅｔＭａｒｇｉｎ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９４７

（－００７５４）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２２７）

Δｓｔｄｅｂｔ×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０１５１４

（００２３９）

常数项
－１３９

（００４９５）

－１８３１６

（０１５５６）

－１３４１５

（００５２８）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０

样本量 ４０８９２ ７０１５ ３３５７８

接下来检验国有企业期限错配是企业的主动行为，还是在金融市场结构性问题下的被动选

择。根据表６列示的实证结果，Δｓｔｄｅｂｔ×Ｓｐｒｅａｄ的估计系数在三次回归中均不显著，意味着我国国
有企业对融资成本不敏感。这一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并没有因为长短期贷款利差而调整债务期限

结构，因此期限错配应该是一种被动的行为。换言之，金融机构因政策不确定性和长期存款减少，

导致供给长期资金的意愿和能力下降，因此国有企业不得不使用短期贷款进行长期投资。

　　表 ６ 长短期贷款利差与国有企业期限错配

变量 全样本 央企 地方国企

Δｓｔｄｅｂｔ
０２１６

（０００７０）

０１７５９

（００１５７）

０２３０６

（０００８１）

ＲＯＡ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２６６

（－０１００５）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１７４）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ａｔｉｏ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２１６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０１８）

９７



续表 ６

变量 全样本 央企 地方国企

Ｓｉｚｅ
０１１５７

（０００４５）

０１３５０

（００１１９）

０１０６５

（０００４９）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８２８

（０００３７）

０１０６４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７５３

（０００３９）

ＮｅｔＭａｒｇｉｎ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８７６

（－００７８４）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Δｓｔｄｅｂｔ×Ｓｐｒｅａｄ
－０１８５８

（－０１３８３）

－０１２８８

（－０１３７８）

－０２０２２

（０１５１６）

常数项
－１２８９１

（００５０８）

－１６７７８

（０１４７９）

－１１５８９

（００５４２）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１０

样本量 ４０８９２ ７０１５ ３３５７８

进一步，为了检验本文考察投融资期限错配模型的稳健性，我们在按照企业性质分组回归的

基础上，又将样本按照金融危机前后分为两类再次进行回归，同样符合前文的分析和预期。

五、投融资期限错配治理的建议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了我国地方国有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问题。研究发

现，国有企业依赖短期债务进行投资，而投资决策对盈利能力并不敏感。这印证了国有企业存在

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另一方面，长短期贷款利差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决策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国

有企业在金融市场结构性问题下，被动接受短期贷款融资。最后，本文证实了国有企业存在投融

资期限错配问题，且相比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的期限错配问题更为严重。

论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国企的高杠杆且结构不合理的动因在于其内源融资能力差、政府

干预和债权人治理弱化，以及金融市场提供的长期资金有限。针对地方国有企业如何去杠杆以及

优化债务结构，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打破政府隐性担保，强化银行的预算硬约束功能。中国的国企长期受到政府的干预和

救济，政府常常为国企信用进行强有力的背书。因此，经常出现投资机构争抢政府和国企项目的

现象。这导致了信贷资源不能实现优化配置。特别是，自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来，企业杠杆率出现
了明显的分化走势，非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明显下降，而国有企业的杠杆率相对稳定并略有上升（纪

洋等，２０１８），而且本文还发现地方国企在金融危机后期限错配更加严重。如果政府继续为地方国
企提供隐性担保，将导致“好杠杆减少，坏杠杆增加”（钟宁桦等，２０１６）。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表明，
地方国企的债务出现预算软约束，即使企业的盈利状况较差，银行仍源源不断地向其提供信贷资

金。因此，打破政府隐性担保，加强银行的预算硬约束功能，使得信贷风险被真实合理定价，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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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国企高杠杆风险的最理想方式。

第二，强化国有企业内源融资功能，以自身实力去杠杆。在本轮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地方国

企去杠杆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领域。地方国有企业需要优化内源融资实力，切实转变过度依

赖举债投资的观念。在银行预算硬约束的背景下，企业的新增投资主要依靠其自身的内源财务实

力，银行信贷只能提供有限的信贷资源。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
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其根本就是要提高国有企业的内在财务实力，依靠自身实力将负

债降到合理水平。

第三，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缓解期限错配问题。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市场长期资金不

足。地方国企的主要融资方式是银行信贷，但由于我国长期贷款利率上浮空间有限，银行的流动

性风险得不到很好的补偿，且对债权人的司法保护尚不完善，因此，银行提供长期资金的意愿较

低。所以地方国企只能选择错配的方式来融资，即通过债务的滚动式操作借新债还旧债以维持运

营，因此积累了严重的期限错配问题。因此，需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通过股权和债券的方式为

地方国企的长期投资提供长期资金，缓解期限错配的结构性债务问题。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通过满

足多元化的投资需求，扩大直接融资额度，会逐步形成风险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的子市场，风险承担

主体呈现多元化，有利于实现金融市场的稳定。在金字塔式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中，风险与收益匹

配的新三板股权市场是重要的基石。需要提高新三板市场公司的信誉和质量，保证其流动性，为

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资金支持。

第四，降低政府干预，加强国有企业综合业绩评价和激励机制设计。地方国有企业的过度杠

杆化和债务结构不合理，根本原因还在于国有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一方面，应降低政府干预，使

国有企业还原其公司的内在属性。只有剥离了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和政府干预，才能还原企业

真实的盈利状况，否则无法区分其财务亏损究竟是政策性亏损还是经营本身的亏损。在还原真实

业绩后，需要对国有企业的业绩进行客观的评价，且应与行业标杆企业比较，采取相对业绩评价的

方式。最后，需要设计激励国企高管的合理机制，改革国企与职级绑定的薪酬制度，提升年薪、奖

金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敏感性，并试点国有企业员工持股计划等长期激励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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