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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基层政府的财力保障关系到整个国家财政职能的履行。如何调整政府间

纵向财政关系以提升基层政府的财力水平，是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问题。近年

来，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推行成为理顺政府间纵向财政关系的一项重要尝试，为实

证研究纵向财政关系改革对县级基层政府财力保障的影响提供了准自然实验分析的条

件。本文基于全国县级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 －双重差分法（ＰＳＭＤＩＤ），研究省直管
县这一纵向财政关系改革对县级可支配财力的影响，并且对其影响路径加以识别。研究

结果表明，改革对县级可支配财力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相比于本级财政收入，改革

对上级转移支付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说明改革更多的是通过约束地级市对县级转移支

付的截留行为，实现了县级基层政府财力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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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基层政府作为中国政府组织结构的基础，是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单位和最终落实

者，是与老百姓接触最多最密切的政府行政单位，其各项职能的良好运转，不仅决定了人民对党和

政府的印象，更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增强政府公信

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因此基层政府如何为当地居民提供高水平的公共服

务，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而基层政府能否提供足质足量的公共服务，一个重要的前提

条件是基层政府拥有足够的财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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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乡镇、市辖区等基层政府相比，县自古以来是中国最稳定、最重要的基层行政区划单位，它

承担了大量基础性公共服务，在促进经济发展和保障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

相比于市辖区，县的地理交通位置缺乏先天优势，无法吸引充足的国内外人才和投资流入，经济发

展实力较弱，缺乏持续稳定的自有收入来源，导致目前中国县级政府的财力状况普遍不佳，入不敷

出的收支矛盾非常突出。２０１６年全国县级政府的平均财政收支差距为 １９６４亿元，本级财政收入
与财政支出的比值为１∶２４５。① 而且在经济新常态下，全国财政收入面临增速放缓的趋势，县级
政府也不例外，再加上债务偿还负担，县级政府未来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不容乐观。

除了地理交通位置缺乏先天优势，县级财政运转困难的一个重要制度原因是，在中国现行的

行政组织体系下，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后县级政府在财政分权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分税制改革
后，税源向上集中且主体税种实行多级共享。由于省市级政府在行政组织体系中居于强势地位，

导致县级政府对增值税和所得税的分享比例较小，而划归为县级政府独享的税种往往税额小、税

源散、征收难。除此之外，由于县级转移支付资金经手的政府层级过多，面向县级政府的转移支付

资金经常出现被截取和挪用的现象。在县的地理交通位置短时间难以整体改观的情况下，若想迅

速提升县级政府的财力保障水平，调整政府间的纵向财政关系、提升县级政府的财权地位变得至

关重要。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调整政府间纵向财政关系、提高基层政府财力水平方面进行了积

极的尝试。为了理顺省以下纵向财政关系、解决县级财政困境，一些省份自发地进行省直管县财

政体制改革，以充分调动县的自我发展积极性，加大省级财政对县级财政的支持力度，从而使县级

政府具有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２００４年，安徽、湖北率先实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随后河南、
江西、山西、陕西等省份先后开展改革试点。省级政府自发进行纵向财政关系改革的成果得到了

中央政府的认可，２００９年，财政部颁布《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提出“２０１２年底
前，力争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总体目标。② 至 ２０１０年，全国
已在２７个省份９７０个县推行了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③

这一纵向财政关系改革自实施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的学者从管理效率角度，

探讨改革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及行政工作效率的影响（贾康、于长革，２０１０；王小龙、许敬轩，
２０１７）；有的学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实证研究改革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才国伟、黄亮雄，
２０１０；郑新业等，２０１１；毛捷、赵静，２０１２）；有的学者从财政支出角度，研究改革对地方政府职能和
各项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陈思霞、卢盛峰，２０１４；贾俊雪、宁静，２０１５；卢洪友等，２０１７）。不少学者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省直管县改革并未对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认为改革的

总体效果是负面的（才国伟等，２０１１；贾俊雪等，２０１３；Ｌｉ等，２０１６）。与此同时，实际中省直管县财
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也出现放缓，例如辽宁省于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取消对绥中县和昌图县实行省直管县
财政管理体制。但本文认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是通过调整“省—市—县”之间的

纵向财政关系，从而实现县级财力水平提升和缓解县级财政困境。如果改革实现了这一初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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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数据由本文基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２０１７）》计算得出。截至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发布的最新年份为
２０１７年，里面汇总的是２０１６年县级社会经济数据。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主要内容包括：（１）国税和地税收入指标由省级财政直接分解下达到县，县将收入直接上解给省
级财政；（２）财政转移支付和其他补助资金由省级财政直接划拨给县；（３）各项上解和补助的基数由省级财政直接对县核准，年终
直接与县进行资金结算；（４）县举借的国际贷款、国债转贷资金和中央财政有偿资金等，直接向省级政府承诺偿还。

数据来源于财政部《２０１０年中央决算的报告》。



标，则应该客观看待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采取一些修补配套措施积极解决问题，以确保改

革继续推行。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目前研究改革是否实现改革初始目标———提升

县级政府可支配财力的文献并不多见，尤其缺乏通过识别改革对本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的不同

效应，进而剖析改革对县级政府财力影响路径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基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

革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ＰＳＭＤＩＤ），实证分析这一纵向财政关系改
革如何对县级基层政府财力产生影响。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通过深入分析改革对本级收入和转

移支付的异质性影响，厘清改革对于县级政府可支配财力的影响机理路径，为改革效应的逻辑传

导链条“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经济增长”的第一个环节补充实证检验，
为已有研究改革影响财政支出或经济增长的文献提供逻辑依据和补充。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这一纵向财政关系改革有利于县级政府可支配财

力的提高，增强了基层政府的财力保障。其中，相比于本级财政收入，改革对上级转移支付的提升

作用更为明显，由此可知“纵向财政关系改革（省直管县）→纵向财政竞争弱化→减少地级市对县
的攫取→县级可支配财力增加”这一影响路径发挥了主要作用。此外，本文还发现，省直管县财政
体制改革后，弱市下辖县的总体财力提高水平明显高于强市下辖县以及强县的转移支付增长幅度

高于弱县，更进一步验证了改革确实通过削弱地级市对县的攫取行为，促进县级政府总体财力尤

其是转移支付收入的提高。

二、理论框架

众多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纵向财政关系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竞争激励，对地方政府财政收支

行为产生重要影响（Ｂｒｅｎｎａｎ和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１９８０；Ｑｉａｎ和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７；Ｋｅｅｎ，１９９８；Ｑｉａｎ等，２００６）。
这一结论为研究纵向财政关系改革对县级可支配财力的影响提供了思路和框架，省直管县作为中

国近年推行的一项政府间纵向财政关系改革，主要通过横向和纵向政府间财政竞争的机理路径对

县级可支配财力产生影响。

１横向财政竞争的影响路径
横向财政竞争主要是指在财政分权体制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劳动力、资本等优质资源

流入本地从而能够扩大税基和提高财政收入，参照和模仿其他横向同级地方政府的税率设置或者

税收政策，以确保本地税收政策对流动性资源具有吸引力的一种政府间竞争行为（Ｂｒｕｅｃｋｎｅｒ和
Ｓａａｖｅｄｒａ，２００１；Ｒｏｒｋ，２００３；Ｌｙｙｔｉｋｉｎｅｎ，２０１２）。尽管中国地方政府缺乏独立的税收自主权因而无
法自行设置税种和税率，但是有学者指出地方政府可通过给予税收优惠或放松税收征管等方式降

低实际有效税率，从而进行实际意义上的横向税收竞争（王守坤、任保平，２００８；郭杰、李涛，２００９；龙小
宁等，２０１４）。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以后，县的横向同级政府由原来隶属于同一地级市的十几个县，
突然增加至隶属于同一省份的几十个县。县的同级竞争对手陡然增多，可能加剧县级政府之间的横

向财政竞争，从而导致实际有效税率降低，最终减少了县级政府可支配财力。邓子基、杨志宏（２０１２）
指出，在市管县向省管县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横向政府财政竞争的重心随着政府权力的下放而下移，

因而横向财政竞争的核心由省级财政竞争转变为县级财政竞争，全国２８００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的
竞争远比３０多个省份的竞争更加激烈。王小龙、方金金（２０１５）基于中国省级与县级财政经济统计数
据和企业微观数据，从企业实际税负变化的角度，对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与县级政府税收竞争之间

的关系进行量化研究，计量结果表明，改革使得县域工业企业实际有效税率显著降低约０４５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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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说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确实强化了县级政府间的税收竞争。

２纵向财政竞争的影响路径
纵向财政竞争是指下级政府和上级政府对优质财政资源的竞争。西方纵向竞争理论认为由

于不同级次的政府共享同一税基，某级政府在制定税率时往往忽略其对另一级政府税收的负外部

性，从而低估社会边际成本，导致各级政府制定的税率偏高（Ｋｅｅｎ，１９９８；Ｍａｒｔíｎｅｚ，２００５；Ｄｅｖｅｒｅｕｘ等，
２００７）。而在中国，纵向财政竞争更多地体现为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财力的控制———地级市政府凭借

自己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不仅在财权划分时降低县级政府对主体税种的留成比例，而且随意截取或

挪用原本应该拨付给县的财政转移支付（贾康、于长革，２０１０）。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好处在

于切断了地市级与县级之间的财政关系，使得地级市对县级财力失去了绝对控制权，弱化了纵向财政

竞争，减少了地级市对县级财力的攫取，避免了县级向地级市自下而上的财力转移，从而增加了县级

政府的可支配财力。更进一步细化来看，一方面，省直管县改革使县级政府与地级市政府的财权重新

得以清晰地划分，增加且固定了县级政府的税收留成比例，这充分调动了县级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

性，从而增加县级政府的本级财政收入（李明强、庞明礼，２００７）；另一方面，改革降低了地级市对县级

转移支付占用的可能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可以由省级财政账户直接下达到县级财政账户，避免地市

级政府对转移支付资金的截留与挪用，从而使县级政府可支配财力得以增加（贾康、于长革，２０１０）。
综上所述，省直管县这一纵向财政关系改革对县级政府可支配财力的影响路径可归纳为如图

１所示的理论框架。图１左侧影响路径显示，省直管县这一纵向财政关系改革之后，县级政府面临
的同级财政竞争对手突然增多，改革通过强化县级政府横向财政竞争，将降低县级实际有效税率，

从而减少县的本级财政收入；图１右侧影响路径显示，省直管县这一纵向财政关系改革之后，纵向
财政层级由原来的“省—市—县”变为“省—县”，改革通过弱化市县之间的纵向财政竞争，减少了

地级市对县财政资源的攫取行为，从而增加了县本级财政收入和上级转移支付。由图 １可知，改

革对县可支配财力最终产生怎样的影响，取决于正反向作用力的综合效果，单纯的理论分析很难

有所定论，只能通过计量方法进行经验研究来寻求答案。鉴于此，接下来本文将基于全国县级财

政数据，利用计量方法实证分析改革对县级政府可支配财力的影响。此外，为了检验改革的影响

路径，本文还将分析改革对本级财政收入和上级转移支付的不同影响效应。

图 １　纵向财政关系改革（省直管县）影响县级可支配财力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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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量方法与数据描述

（一）计量方法

目前学术界评估一项政策或者改革实施效果较常用的计量方法是双重差分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ＤＩＤ），它通过对时间维度和个体维度进行两次差分，能够控制住不可观测的年度共同
冲击（如另一项政策效应、经济危机等）和个体间不可观测的差异（如地势地貌、历史文化等），从而

获得较为科学的改革处置效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ｓ）。然而，双重差分法估算结果无偏有效的一个重
要前提是处置状态的选择具有随机性，即一个县作为处置组（改革县）还是对照组（非改革县）必须

是随机决定的，否则会带来明显的选择性偏差（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ｉａｓ）。通过研读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
相关政府文件，可以得知改革试点县的选择并不是随机的，而是省级地方政府根据县域经济特征

来决定的一个非随机选择过程，例如，江西省和山西省决定在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进行省直管县

财政体制改革试点；①陕西省提出“首先选择生态保护任务重、财政经济特别困难的县进行，同时为

积累经验，为下一步规范管理奠定基础，再选择 ２个财政经济状况较好的县进行试点”的改革原
则。② 因此，双重差分法并非适合本文的最优计量方法，本文采取的是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Ｓｃｏｒ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ＰＳＭＤＩＤ）。ＰＳＭＤＩＤ方法相比
于传统 ＤＩＤ线性回归方法的优势在于：第一，它基于由一系列特征变量估算得出的倾向得分，使各
方面近似的控制组和处置组相匹配，构造出一个无限接近于处置组特征的对照组后再双重差分，

从而消除选择性偏差，确保处置组选择的随机性（Ｌｉｎ和 Ｙｅ，２００７；Ｃａｌｉｅｎｄｏ和 Ｋüｎｎ，２０１１；
Ｍｅｎｄｏｎａ和 Ｓｏｕｚａ，２０１２；Ｇｅｂｅｌ和 Ｖｏβｅｍｅｒ，２０１４）；第二，它是一种非线性参数估计方法，放松了线
性关系的强假设（Ｐｅｒｓｓｏｎ和 Ｔａｂｅｌｌｉｎｉ，２００４）。就本文样本数据特点而言，非线性参数估计的优势
具体体现为：（１）因为改革省选取改革县的标准是经济或财政状况极好或者极差的县，采用传统
ＤＩＤ线性回归方法很难设定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的正确函数形式，而采用 ＰＳＭＤＩＤ方法无须考
虑函数形式问题，只要通过平衡性检验则可以视作为处置组找到了特征近似的对照组，从而确保

处置组选择的随机性；（２）改革省选取改革县的标准随年份不同而有所变化（例如 ２００４年河南省
的选取标准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县，２００７年山西省的选取标准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相比于传
统 ＤＩＤ方法，ＰＳＭＤＩＤ方法的好处在于不需要考虑选取标准的年度变化，因为不管选取标准如何
随年度发生变化，匹配完成后处置组始终都是与自己特征近似的对照组进行比较。

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 －双重差分法具体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本文构造以改革哑变量为
因变量、县的特征变量为自变量的二值选择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③通过估算特征变量的回归系数来预测每
个县实施改革的概率即倾向得分（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Ｓｃｏｒｅ）。

Ｐｒｏｂｉｔ（ＰＧＣｉ＝１）＝α＋βＸ
ｔ０
ｉ ＋εｉ （１）

式（１）中，因变量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哑变量 ＰＧＣｉ，实行改革的县赋值为 １，未实行改

７５

①

②
③

参见《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赣府发〔２００５〕２号）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规范省市县财政体制和在３５个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实行“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试点的通知》（晋政发〔２００６〕４５号）。

参见《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陕政发〔２００６〕６５号）。
二值选择模型常用的有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和 Ｌｏｇｉｔ模型。基准分析中本文首先采取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然后采用 Ｌｏｇｉｔ模型进行稳健性

分析。



革的县赋值为０。Ｘｔ０ｉ为一组影响一个县改革实施概率的特征变量。首先，本文通过仔细研读各省
份关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政府文件，发现各省份选取改革县主要基于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和

财政实力状况，因此本文在基准分析中选择的特征变量 Ｘｔ０ｉ包括如下变量：（１）经济发展特征变量：
本文选取了县实际人均 ＧＤＰ在省内的排名、①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人口密度（总人口除以县域面积）、城镇化水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 ５个经
济特征变量，以捕捉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点、人口规模效应和城镇化水平对改革概率的影

响；（２）财政实力特征变量：本文选取了财政缺口（财政收支缺口占自有财政支出的比重）这一财政
特征变量，以捕捉财政困难程度对改革概率的影响。② 除此之外，本文还在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中引入国家
级贫困县哑变量、县级市哑变量、县的平均海拔、县的平均坡度这４个特征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Ｌｉ
等，２０１６）。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为了避免这些变量受到改革影响，本文均采用改革前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年的平均值加以度量，以确保 Ｘｔ０ｉ的外生性（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和 Ｒｕｂｉｎ，１９８３；Ｃａｌｉｅｎｄｏ和 Ｋｏｐｅｉｎｉｇ，
２００８）。

第二步，计算倾向得分后，本文选择恰当的匹配方法将处置组（改革县）和对照组（非改革县）

进行匹配，并且运用平衡性检验对匹配效果进行评估（即判断是否为处置组寻找到特征近似的对

照组）。常见的匹配方法有核密度匹配法、Ｋ个最近邻域匹配法、半径匹配法和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法（ＬＬＲ）。核密度匹配法和 Ｋ个最近邻域匹配法在匹配时权衡考虑了样本量和精确度问题，而且
已有文献最常用的也是这两种方法，因此本文在基准分析时主要利用这两种方法进行匹配，而在

稳健性分析中再采用半径匹配法和局部线性回归匹配法。

第三步，匹配完成以后，本文基于式（２）计算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级可支配财力的平均
处置效应。其中，τＡＴＴ 表示处置组的平均处置效应（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ＴＴ）。③ ＰＧＣ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哑变量，ＰＧＣ＝１为处置组即实行改革的县，ＰＧＣ＝０为
对照组即未实行改革的县。Ｙ１和 Ｙ０分别表示处置组和对照组的可支配财力水平。ｔ０表示事前时

点，ｔ１表示事后时点，Ｙ
ｔ０为事前时点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县级可支配财力的平均值，Ｙｔ１为事后时点 ２００７

年县级可支配财力的数值。④ Ｐ（Ｘ）为倾向得分，ｗｉｊ表示在不同匹配方法下为对照组赋的权重，Ｓ
表示倾向得分的共同支撑域（Ｃｏｍｍ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Ｎ１为处置组的样本数，Ｅ为期望算子。

τＰＳＭ－ＤＩＤＡＴＴ ＝ＥＰ（Ｘ）｜ＰＧＣ＝１｛［ΔＹ１｜ＰＧＣ＝１，Ｐ（Ｘ）］－Ｅ［ΔＹ０｜ＰＧＣ＝０，Ｐ（Ｘ）］｝

＝ＥＰ（Ｘ）｜ＰＧＣ＝１｛［Ｙ
ｔ１
１ －Ｙ

ｔ０
１ ｜ＰＧＣ＝１，Ｐ（Ｘ

ｔ０）］－Ｅ［Ｙｔ１０ －Ｙ
ｔ０
０ ｜ＰＧＣ＝０，Ｐ（Ｘ

ｔ０）］｝

＝ １
Ｎ１∑ｉ∈ＰＧＣ１∩Ｓ

［（Ｙｔ１１ －Ｙ
ｔ０
１）－∑ｊ∈ＰＧＣ０∩Ｓ

ｗｉｊ（Ｙ
ｔ１
０ －Ｙ

ｔ０
０）］ （２）

８５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０，Ｎｏ１，２０１９

①
②

③

④

实际人均 ＧＤＰ＝名义人均 ＧＤＰ／省份消费价格指数（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
本文选取县实际人均 ＧＤＰ在省内的排名是由于河南省、江西省、山西省、陕西省的政府文件提出要选取经济强县或贫困

县；选取人口密度和城镇化水平是因为二者也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可靠指标；选取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是由于中央
政府文件提出将粮食、油料、棉花、生猪生产大县全部纳入改革范围；选取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是因为河南省的政府文
件提到考虑工业基础，而且第二产业占比也是衡量一个县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选取财政缺口是因为河南省的文件提到

考虑财政实力，陕西省提到选择２个财政经济状况较好的县进行试点。
除了 ＡＴＴ，评价政策因果处置效应的指标还包括 ＡＴＵ（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Ｕｎｔｒｅａｔｅｄ）和 ＡＴ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本文更加关注处置组的改革效应，因此选用 ＡＴＴ指标。
本文采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可支配财力的平均值来测度，以平滑可支配财力的年度波动。本文没有考虑 ２００３年，是因为省

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开始于２００４年，这样处理可以减少改革预期效应造成的估算偏差。之所以将 ２００７年作为事后时点，是因为
目前可获得县级财政收入明细数据的最新年份为２００７年。



（二）数据描述

本文采用的样本为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单位，数据来源主要为《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中

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省份统计年鉴和各个省份颁布的正式改革文

件。基于研究需要，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１）剔除了数据大量缺失的西藏自治区县级
样本；（２）市辖区在财政自主权、获得市级扶持等方面与县存在明显差别，因此剔除了市辖区样本；
（３）以２００７年行政区划为基准，剔除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行政区划发生变化（例如县的撤并、县改区
等）的县级样本；（４）剔除了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在财政体制上实行省管县的县级样本，①以确保所有样
本在事前时点处于同一状态，即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均实行市管县财政体制；（５）考虑到渐进式改革
省的非改革县可能受到本省改革政策的影响，不适合作为对照组，因此剔除了渐进式改革省的非

改革县；②（６）对式（１）和式（２）中所有变量剔除了小于１％和大于９９％分位数的观测值，以消除异
常值造成的影响。经过上述处理，本文最终使用的样本是 １４４９个县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其中 ３３２
个样本为改革县即处置组（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进行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１１１７个样本为非改革
县即对照组（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一直实行市管县财政体制）。

县级可支配财力 Ｙ是本文关注的结果变量，本文选取财政总收入占 ＧＤＰ的比值作为可支配财
力的测度指标。此外，可支配财力主要有两个来源———县本级自有财政收入与县从市获得的转移

支付收入。据前文所述，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二者的影响机理不一样，因此，本文再分别将本

级财政收入和上级转移支付与 ＧＤＰ的比值作为结果变量，以考察改革对不同来源财力的影响。由
表１可知，改革前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县级财政总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的均值为 １３５４％，其中改革县的均
值为１３０７％，非改革县的均值为１３６８％，两组样本之间并未存在显著差异；改革后 ２００７年县级
财政总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的均值为 １８８５％，其中改革县的均值为 ２０２０％，非改革县的均值
１８４５％，二者之间差异显著，可见改革以后改革县的财政总收入增长幅度明显高于非改革县。此
外表１还显示，改革县本级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并未明显高于非改革县，而上级转移支付水平的
增长幅度明显高于非改革县。不过，基于表１的统计描述结果将县级财政总收入和上级转移支付
的增加趋势皆归因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尚不科学，还需后续进一步进行计量分析。

　　表 １ 结果变量的统计描述 　　

结果变量 年份
均值差异检验

全样本均值 处置组均值 对照组均值 ｔ检验

财政总收入（％）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ｔ０）
１３５３９

（９６７０）

１３０７２

（８８３９）

１３６８０

（９９０７）

－０６０８

（０６２３）

２００７（ｔ１）
１８８５３

（１２５０３）

２０１９７

（１２１３４）

１８４４７

（１２５９０）

１７５０

（０８０４）

Δｔ（ｔ１－ｔ０）
５３１５

（０１９０）

７１２６

（０４３１）

４７６８

（０２０８）

２３５８

（０４４６）

样本数 １３５４ ３１４ １０４０ —

９５

①

②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在财政体制上实行省管县的县级样本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浙江、宁夏下辖的所有县，以及河
南的济源市，湖北的天门市、潜江市、仙桃市和新疆的石河子市。

渐进式改革省包括河南省、江西省、山西省、陕西省、青海省和甘肃省。



续表 １

结果变量 年份
均值差异检验

全样本均值 处置组均值 对照组均值 ｔ检验

本级财政收入（％）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ｔ０）
４１３３

（１６５９）

４３９６

（１５１５）

４０５４

（１６９３）

０３４３

（０１０７）

２００７（ｔ１）
４０３８

（１９４９）

４４３７

（１８７８）

３９１８

（１９５５）

０５１８

（０１２４）

Δ（ｔ１－ｔ０）
－００９５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０

（０１０５）

－０１３５

（００５７）

０１７６

（０１１９）

样本数 １３５７ ３１３ １０４４ —

上级转移支付（％）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ｔ０）
８３６３

（８８９５）

７９００

（８０５２）

８５０２

（９１３１）

－０６０２

（０５６１）

２００７（ｔ１）
１３７４２

（１１７２６）

１４４０１

（１１５４０）

１３５４５

（１１７８０）

０８５６

（０７５１）

Δ（ｔ１－ｔ０）
５３７９

（０１７７）

６５０２

（０４０１）

５０４３

（０１９５）

１４５９

（０４１８）
样本数 １３５４ ３１２ １０４２ —

　　注：除了 Δｔ（ｔ１－ｔ０）对应行和 ｔ检验对应列的小括号里报告的是标准误差以外，其他小括号里的数字均为标准方差，、

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四、结果分析

（一）倾向得分匹配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式（１）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进行了计量回归。表２显示，县实际人均 ＧＤＰ在省内的排名、人口
密度、城镇化水平、财政缺口对一个县的改革实行概率均产生了显著影响，说明一个县是否实施省

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并非随机决定的，进一步验证了本文采取 ＰＳＭＤＩＤ方法的必要性。然后，本
文根据式（１）和表２各个变量的回归系数，预测得出每个县实行改革的概率即倾向得分。图 ２为
改革县和非改革县的倾向得分密度分布，可见二者的倾向得分呈现正态分布，集中分布于（０，０６）
区间，而且二者分布区域基本重合，满足共同支撑条件（Ｃｏｍｍ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①

在估算出每个县的倾向得分之后，本文采取核密度匹配法和 Ｋ个最近邻域法，将倾向得分接
近的处置组与对照组进行匹配。在运用核密度匹配法时，本文尝试了 Ｅｐａｎｅｃｈｎｉｋｏｖ和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两
种核函数以及带宽为００３和００６的设定；运用 Ｋ个最近邻域法时，本文尝试了 Ｋ等于５和１０、邻
域为００５和０１的设定。不管基于何种匹配方法，匹配后的处置组和对照组样本必须满足条件独
立分布假设（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ＣＩＡ）。②

检验 ＣＩＡ假设是否得以满足的有效办法是对匹配上的处置组和对照组样本进行平衡性检验
（ＢａｌａｎｃｅＴｅｓｔ）。首先，本文对匹配前后处置组和对照组的各个特征变量进行了均值差异检验，表２

０６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０，Ｎｏ１，２０１９

①

②

Ｈｅｃｋｍａｎ等（１９９７）以及 Ｌｅｃｈｎｅｒ（２００１）指出，如果违反了共同支撑条件，意味着落在共同支撑域外的样本较多，基于共同
支撑域 Ｓ估算出的平均处理效应 τＡＴＴ仅为一个子集效应，不具有准确性和代表性。

条件独立分布假设是指在给定倾向得分的条件下，可支配财力水平与是否实施改革之间是独立的。满足 ＣＩＡ意味着改
革是条件外生的，选择性偏差得以校正（Ｌｅｃｈｎｅｒ，１９９９）。



图 ２　改革县与非改革县的倾向得分密度分布

显示在匹配以前，各个特征变量 Ｔ检验的 Ｐ值均小于 ００５，说明匹配前处置组与对照组之间存在
明显差异，而在匹配以后 Ｐ值均大于００５，说明匹配后的处置组与对照组的各种经济特征变量并
不存在显著差异，从而确保处置组的样本选取具有随机性。然后，本文计算了匹配前后处置组与

对照组各个特征变量之间的标准化差异（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Ｂｉａｓ）①，表 ２显示匹配之前各个变量的标准
化差异绝对值在１２５％ ～３７８％，匹配之后各个变量的标准化差异绝对值在 ０３％ ～６８％，表明
匹配后处置组与对照组特征变量之间的差异大幅减少。② 最后，本文对比了匹配前与匹配后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回归的 Ｒ２和卡方检验统计量，表２最后两行显示，匹配后 Ｒ２明显变小，而卡方检验统计量也从
显著变为不显著，这都表明在匹配之后处置组和对照组在总体经济特征上不再具有明显的差异

（Ｓｉａｎｅｓｉ，２００４）。上述三种平衡性检验均很好地通过，表明本文匹配变量与匹配方法的选取具有合理
性，通过匹配使得处置组和对照组满足条件独立分布假设，有效地消除了样本选择性偏差。

　　表 ２ 平衡性检验结果

匹配变量 匹配状态
均值差异检验

处置组均值 对照组均值 ｔ检验（ｐ值）

标准化差异

（％）

倾向得分模型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实际人均 ＧＤＰ的省内排名
匹配前 ３７９７ ４８５４ －５５２（０００） －３７８０
匹配后 ３７９７ ３７６６ ０１６（０８８） １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匹配前 ３３３８ ３４８８ －１９１（００６） －１２５０
匹配后 ３３３８ ３３３５ ００４（０９７） ０３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匹配前 ３３８９ ３１９１ ２４９（００１） １６５０
匹配后 ３３８９ ３４０２ －０１５（０８８） －１２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匹配前 ５３６ ４９９ ４６４（０００） ３２２０
匹配后 ５３６ ５３４ ０２５（０８１） １７０

０３４４

（００４９）

城镇化水平（％）
匹配前 １８６２ １６５５ ２７２（００１） １８３０
匹配后 １８６２ １７８６ ０８５（０４０） ６８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４）

１６

①

②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和 Ｒｕｂｉｎ（１９８５）提出的标准化差异计算公式为 （Ｘ１－Ｘ０）／
Ｓ２１＋Ｓ

２
０

槡２
。

目前学术界对于标准化差异满足 ＣＩＡ假设的临界值尚无定论，不过标准化差异计算公式的提出者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和 Ｒｕｂｉｎ
（１９８５）认为，标准化差异只要低于２０％，则说明二者差异不大，即符合 ＣＩＡ假设。



续表 ２

匹配变量 匹配状态
均值差异检验

处置组均值 对照组均值 ｔ检验（ｐ值）

标准化差异

（％）

倾向得分模型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财政缺口（收支缺口／自有

支出，％）

匹配前 ０５５ ０５８ －２５５（００１） －１６９０

匹配后 ０５５ ０５５ －０１３（０９０） －１００

１４１１

（０３２１）

匹配前 匹配后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５８ ０００２

卡方检验统计量 ＬＲｃｈｉ２ ８７１６０ １６８０

　　注：卡方检验即为联合显著性检验。小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差。表示在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该表的平衡性检验基

于核密度匹配法，Ｋ个最近邻域匹配法的检验结果与表２相似，限于篇幅不再列出具体结果。

（二）改革对县级可支配财力的影响分析

表３给出了采用核密度匹配法和 Ｋ个最近邻域匹配法下，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分别对县级
可支配财力的改革处置效应。表３的第３列显示，在两种匹配方法八种参数设定下估算得出的处
置效应均显著为正，其平均值为 ２９６２，表明在改革后，县级财政总收入占 ＧＤＰ的比重提高了
２９６２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改革总体上有利于县级政府财力水平的提高，说明图１中“纵向财政关
系改革（省直管县）→纵向财政竞争弱化→减少地级市对县的攫取→县级可支配财力提高”这一影
响路径的作用力更强一些。此外，表３的第 ４列显示，改革提高本级收入占 ＧＤＰ的比重 ０１０５个
百分点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表３的第５列显示，改革显著提高转移支付占 ＧＤＰ的比重 １７９１个
百分点。由此可见，改革后县的转移支付增长幅度明显大于本级收入增长幅度，说明省直管县财

政体制改革更多的是通过约束地级市截留与挪用县级转移支付的纵向财政竞争行为，显著提高县

级政府从上级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从而明显增加了县级政府的可支配财力。

　　表 ３ 纵向财政关系改革（省直管县）对县级基层政府财力的处置效应 　　

匹配方法 参数设定 总收入
本级收入 转移支付

核密度匹配

Ｅｐａｎ核函数；带宽 ＝００３
２９９８

（０４３０）

０１２６

（０１２１）

１７７３

（０４３４）

Ｅｐａｎ核函数；带宽 ＝００６
２９５３

（０４２５）

０１３３

（０１１９）

１７２０

（０４３２）

Ｇａｕｓ核函数；带宽 ＝００３
２９４９

（０４２５）

０１３５

（０１１９）

１７１２

（０４３２）

Ｇａｕｓ核函数；带宽 ＝００６
２８３７

（０４２４）

０１５８

（０１１８）

１６００

（０４３３）

Ｋ个最近邻域匹配

Ｋ＝５；邻域 ＝００５
２９４５

（０４８９）

００５８

（０１４２）

１９８５

（０５０２）

Ｋ＝５；邻域 ＝０１
２９４５

（０４９０）

００５８

（０１４２）

１９８５

（０５０２）

Ｋ＝１０；邻域 ＝００５
３０３６

（０４５８）

００８７

（０１３５）

１７７７

（０４７１）

Ｋ＝１０；邻域 ＝０１
３０３６

（０４５９）

００８６

（０１３５）

１７７７

（０４７１）

２６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０，Ｎｏ１，２０１９



续表 ３

匹配方法 参数设定 总收入
本级收入 转移支付

处置效应平均值 ２９６２ ０１０５ １７９１
处置组样本数 ３１４ ３１３ ３１２
对照组样本数 １０４０ １０４４ １０４２

　　注：小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差，表示在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三）改革对县级可支配财力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未必对所有县产生一致化的影响，原因在于地级市对县的攫取并非必

然现象，这主要取决于地级市与县彼此的经济地位。杨志勇（２００９）指出各个地级市与县财政实力
的强弱关系有所不同，按照强弱地位地级市与县的关系可以分为四种：强市与强县、强市与弱县、

弱市与强县、弱市与弱县。如果市县关系为弱市与强县，由于弱市不具备带动强县经济发展的条

件，极有可能出现“市卡县”“市刮县”的问题；如果市县关系为强市与弱县，强市对弱县的经济发展

将起到带动作用，有利于提高弱县的公共服务能力。

１．改革效应的异质性：“强市下辖的县”和“弱市下辖的县”
考虑到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同经济实力强弱的地级市对县的攫取行为也有所不

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级市（强市）由于自身具备良好的财政创收能力，可能对县级财政资源的

攫取程度要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级市（弱市）。如果前文关于“纵向财政关系改革（省直管

县）→纵向财政竞争弱化→县级可支配财力提高”这一判断正确，那么省直管县改革以后，由“弱
市”管辖的县的可支配财力增加幅度应该大于由“强市”管辖的县。因此，本文首先将全国改革县

样本划分为“强市下辖的县”和“弱市下辖的县”两个子样本，以对比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在不同

经济发展水平地级市间的改革效应。① 本文以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地级市实际人均 ＧＤＰ均值在省份的排
名作为划分标准，实际人均 ＧＤＰ排名位于省内的前１／３的地级市为“强市”，排名位于省内的后１／３
的地级市则为“弱市”。表４结果显示，弱市下辖的县在改革后总体财力水平尤其是转移支付的提高
幅度要明显大于强市下辖的县，说明改革大幅减少了弱市对其下辖县转移支付的截留行为，验证了前

文的推断。此外，考虑到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综合实力要优于其他非省会城市，本文还尝试以“是否

归属于省会城市管辖”作为划分标准，将改革县分为“省会城市（强市）下辖的县”和“非省会城市（弱

市）下辖的县”，以对比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的改革效应。表４结果表明，在非省会城市下辖的县，
改革对总收入和转移支付的处置效应均为正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而省会城市下辖的县的处置效应均

为负数，由此说明综合实力弱的非省会城市在改革前对下辖县的攫取行为更多，而综合实力强的省会

城市在改革前对下辖县的扶持作用更大，因此前者在改革后财力水平显著上升，而后者由于不再受到

省会城市的扶持，财力水平尤其是转移支付水平反而出现下降，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的推断。

　　表 ４ 纵向财政关系改革（省直管县）对“强市”和“弱市”下辖县财力的处置效应 　　

样本 指标 总收入
本级收入 转移支付

样本 指标 总收入
本级收入 转移支付

强市下辖

的县
处置效应

１１４１

（０９５８）

－０００６

（０２６２）

０２０３

（０９１９）

弱市下辖

的县
处置效应

３３２５

（０７０８）

００６１

（０１５０）

１８８６

（０６２５）

３６

① 此处仅对改革县（处置组）样本进行划分，是为了确保非改革县（对照组）样本与表３的基准结果保持一致。



续表 ４

样本 指标 总收入
本级收入 转移支付

样本 指标 总收入
本级收入 转移支付

强市下辖

的县

处置组样本数 ５２ ５０ ４９

对照组样本数 １０４０ １０４４ １０４２

弱市下辖

的县

处置组样本数 １５７ １５９ １５９

对照组样本数 １０４０ １０４４ １０４２

省会城市

下辖的县

处置效应
－１５７７

（０９３９）

－０２９９

（０３５４）

－２３４０

（０６１２）

处置组样本数 １７ １５ １７

对照组样本数 １０４０ １０４４ １０４２

非省会城

市下辖的县

处置效应
３１４９

（０４８１）

０１６１

（０１２１）

１９２５

（０４７５）

处置组样本数 ２９７ ２９８ ２９５

对照组样本数 １０４０ １０４４ １０４２

　　注：小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在１０％和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下同。该表的处置效应基于核密度匹

配法（Ｅｐａｎ核函数，带宽 ＝００６），Ｋ个最近邻域匹配法的处置效应结果与表５相似，限于篇幅不再列出具体结果。

２．改革效应的异质性：“强县”和“弱县”
对于在改革前更容易成为地级市政府攫取对象的强县而言，改革将减少地级市对强县转移支

付资金的截留，而对于弱县而言，改革后地级市对弱县的财政管辖权被削弱，自然会降低对弱县经

济发展的扶持力度。如果前文关于“纵向财政关系改革（省直管县）→纵向财政竞争弱化→县级可
支配财力提高”这一判断正确，那么省直管县改革以后，强县政府可支配财力尤其是转移支付的增

加幅度应该大于弱县政府。本文尝试将全国改革县样本划分为“强县”和“弱县”两个子样本，以考

察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在强县和弱县产生的不同改革效应。① 本文以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改革县实
际人均 ＧＤＰ均值在其所属地级市的排名作为划分标准，若该改革县实际人均 ＧＤＰ排名位于前
１／３，则将该县划为“强县”，若该改革县实际人均 ＧＤＰ排名位于后 １／３，则为“弱县”。由表 ５处置
效应结果可以看出，改革后强县转移支付收入的提升幅度尤为明显，远远大于弱县的提升幅度，说

明改革前地级市对强县的攫取行为主要体现为对其转移支付收入的挪用或截留，省直管县财政体

制改革很好地约束了这种纵向财政竞争行为。

　　表 ５ 纵向财政关系改革（省直管县）对“强县”和“弱县”财力的处置效应 　　

样本 指标 总收入
本级收入 转移支付

样本 指标 总收入
本级收入 转移支付

强县

处置效应
２８２０

（０７５１）

０４０７

（０２４８）

１８４０

（０６４０）
处置组样本数 ５３ ５３ ５３

对照组样本数 １０４０ １０４４ １０４２

弱县

处置效应
２８１４

（０７８５）

０１６１

（０１８４）

１１７１

（０６９０）
处置组样本数 １３８ １３８ １３８

对照组样本数 １０４０ １０４４ １０４２

（四）反事实分析

为了检验本文基准模型的匹配变量及匹配方法的选择是否合理有效，本部分将进行反事实分

析，即构造一组反事实样本作为处置组，采用与前文同样的计量设定来估算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

革的处置效应。如果前文基准模型的匹配变量设定及匹配方法选择是合理有效的，那么基于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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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仅对改革县（处置组）样本进行划分，是为了确保非改革县（对照组）样本与表３的基准结果保持一致。



实处置组估计得出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级可支配财力的处置效应应该是不显著的。本

文选择渐进式改革省份里非改革市下属的所有非改革县作为反事实样本组，这样构造的原因在于

反事实处置组必须为未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而且受到改革影响甚微的县。如果同一个地

级市里既有改革县又有非改革县，地级市政府由于无法继续控制改革县的财力，因而可能加剧对

其下属非改革县可支配财力的攫取。因此，本节反事实处置组样本里不包括已经实行改革的地级

市下属的非改革县，仅选择整个地级市未实行改革的非改革县作为反事实处置组，以最小化改革

对反事实处置组的影响。① 由表６可以看出，无论采取何种匹配方法，基于反事实处置组估算得出
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级总财政收入、本级收入和转移支付的处置效应均不具有统计上的

显著性，表明本文基准模型的匹配变量设定及匹配方法选择是合理的。

　　表 ６ 纵向财政关系改革（省直管县）处置效应的反事实分析 　　

匹配方法 参数设定 总收入
本级收入 转移支付

核密度匹配

Ｅｐａｎ核函数；带宽 ＝００３
１０５４

（０９２３）

－０３０８

（０２０７）

０６７８

（０８５０）

Ｅｐａｎ核函数；带宽 ＝００６
０９６０

（０９０９）

－０２７９

（０２０３）

０５３４

（０８３５）

Ｇａｕｓ核函数；带宽 ＝００３
０９３８

（０９０８）

－０２７１

（０２０２）

０４９９

（０８３３）

Ｇａｕｓ核函数；带宽 ＝００６
０６７５

（０９１５）

－０１９８

（０２０１）

０１８１

（０８４５）

Ｋ个最近邻域匹配

Ｋ＝５；邻域 ＝００５
１１１１

（１０４４）

－０４８９

（０２４８）

０８７４

（０９９８）

Ｋ＝５；邻域 ＝０１
１１１１

（１０４４）

－０４８９

（０２４８）

０８７４

（０９９８）

Ｋ＝１０；邻域 ＝００５
１０５２

（０９８４）

－０３３５

（０２２７）

０７５１

（０９３４）

Ｋ＝１０；邻域 ＝０１
１０５２

（０９８４）

－０３３５

（０２２７）

０７５１

（０９３４）

处置组样本数 ９３ ９７ ９３

对照组样本数 １０４０ １０４４ １０４２

　　注：小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差，表示在５％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除了上述反事实分析，本文为了进一步验证基准结果并非偶然，对所有非改革县进行５００次随机
抽样，重新构造５００个新的反事实处置组，计算得出５００个改革处置效应的估算系数并绘制其概率密
度分布（见图３）。图３的抛物线从左到右分别显示了财政总收入、本级收入和转移支付在 ５００次反
事实估算后处置效应系数的概率密度分布，竖线分别表示基准结果中总收入、本级收入和转移支付的

处置效应系数２９６２、０１０５和１７９１。由图３可知，反事实处置效应的估算系数集中分布在０附近，

５６

① 反事实分析的对照组与前文基准分析的对照组保持一致。



说明改革并未对反事实处置组产生统计上显著的影响，并且基准结果中总收入和转移支付的处置效

应系数２９６２和１７９１明显落在概率密度分布曲线之外，意味着省直管县纵向财政关系改革之后，县
级财政总收入和转移支付的显著提升是改革所产生的影响，并非由不可观测偶然因素所引起的。

图 ３　基于 ５００次随机抽样的反事实处置效应

（五）稳健性分析

为了检验上述基准分析得出的“省直管县这一纵向财政关系改革有利于提高县级基层政府财

力水平”这一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分析检验：（１）利用式（１）计算平均处置效应
时，剔除匹配后相应对照组数目最少的 １０％的处置组样本，以减少处置组中的异常值样本对最终

结果造成的偏差；（２）使用聚类（Ｃｌｕｓｔｅｒ）稳健性标准差，分别在地级市和省级层面进行了聚类，以

控制住聚类效应对省直管县改革处置效应的影响；（３）采用式（１）计算倾向得分时，用 Ｌｏｇｉｔ模型替
换默认的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进行倾向得分方程的回归；（４）尝试更换匹配方法———采用半径匹配法（半径

为００５）和局部线性回归匹配法（ＬＬＲ）将处置组与对照组进行配对，考察更换匹配方法后省直管

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级可支配财力的处置效应是否稳健；（５）更换结果变量的度量指标，尝试将财
政总收入、本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的实际人均收入值的对数作为县级政府财力的测度指标；①

（６）尝试在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中引入额外的４个特征变量———国家级贫困县哑变量、县级市哑变量、县的
平均海拔、县的平均坡度，以捕捉这些变量对改革实施概率的影响。② 稳健性分析结果显示，改革

对总财政收入、本级收入和转移支付的影响效应并未与表 ３存在明显差异，这表明前文所得的改

革对县级财力水平的正向处置效应具有较好的稳健性。③

五、结论与建议

基层政府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性公共服务，因而基层政府的财力水平如何直接决定

了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关系到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能否得以满足。在中国现有的财政分权体

制下，县级基层政府财力状况普遍处于捉襟见肘的困境，因此中央和省级政府积极采取措施、调整

政府间纵向财政关系，以提高县级政府的财力水平。其中，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旨在理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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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实际人均财政总收入（本级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名义人均财政总收入（本级收入、转移支付收入）／省份消费价格指数
（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

本文尝试了各种组合方案将额外４个特征变量依次引入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结果并未与表 ３存在明显差异。限于篇幅，表 ７仅
列出了将４个变量全部引入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估算结果。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从略。可联系作者索取。



府间纵向财政关系、解决县级财政困境的一项重要尝试。本文基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这一准

自然实验，利用 ＰＳＭＤＩＤ计量方法，分析纵向财政关系改革对县级基层政府财力的影响路径及影
响效果。本文经过计量分析后发现，省直管县这一纵向财政关系改革有利于县级政府的总体财政

收入及其转移支付收入的提高，对本级收入并未产生显著影响，说明“纵向财政关系改革（省直管

县）→纵向财政竞争弱化→减少地级市对县的攫取→县级可支配财力增加”这一影响路径发挥了
主要作用，意味着改革更多的是通过约束地级市截留和挪用县级转移支付的攫取行为，使得县级

政府的总体财力水平显著提高。此外，本文还发现，改革之后弱市下辖县总体财力水平的提升幅

度大于强市下辖县、强县转移支付的提升幅度大于弱县，原因在于改革之前弱市相比于强市更有

可能对下辖县实施攫取行为，而强县相比于弱县容易成为被地级市攫取的对象。① 基于上述分析

结论，本文对未来如何推进纵向财政关系改革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改革应注重规范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间的纵向竞争行为。本文结论验证了地级市对县

在财政上的纵向竞争行为。虽然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后，地级市无法在财政方面对县级政府进

行干预，但是其在行政、人事等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因此在地级市与县的纵向竞争关系

中，地级市政府仍然处于明显优势地位。改革后地级市的财政利益受到一定损害，地级市与县争

夺其他方面资源的竞争将愈发激烈。针对地级市对县的纵向竞争行为，一方面省级政府在改革过

程中应充分考虑地市级的利益，确保改革对地级市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小化。例如，省级政府在改

革时可以考虑推行撤县设区，允许地级市将周边部分县变为市辖区。② 另一方面，省级政府应与地

级市政府约法三章，建立相应的制度规范，从根本上约束地级市对县的过度纵向竞争行为。只有争取

到地级市的支持与配合，省直管县这一纵向财政关系改革才能更加顺利、更加长远地继续推行下去。

第二，改革要因地制宜，将强市和弱市、强县和弱县区别对待。本文研究发现，省直管县这一

纵向财政关系改革对强市和弱市、强县和弱县产生的影响效应具有差异性。因此未来各省份继续

推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应考虑各县所属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强市和弱市可以考虑采

取不同的财政管理体制，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强市尤其是省会城市的下辖县可以考虑继续维持原

来的市管县财政管理体制。除此之外，各省份未来推进改革还应考虑县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可

以对强县与弱县采取不同的财政管理体制，对强县推行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对弱县继续维持原来

的市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或者在省直管县体制下鼓励地级市继续维持其原来对弱县的扶持政策。

第三，改革要重视提高县级基层政府的自身创收能力。依据本文研究结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

革对提高县本级财政收入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虽然上级转移支付及时到位对提升县级财力至关重

要，但更重要的是在省级政府接管县级财政之后，如何培养县级政府自身的“造血”能力。一方面，省

级政府可以考虑与县之间设立累进式的财政收入分享比例，提高县级政府对新增财政收入的分成比

例，从而激励县级政府积极开发新的财源，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的可持续财力水平。另一方面，改革后

县级政府的横向竞争对手突然增多，省级政府应规范县级政府之间的横向财政竞争行为，避免县级政

府税收的无序逐底行为，防止县级实际有效税率过低从而使本级财政收入受到影响。

７６

①

②

虽然《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的数据年份限制导致本文样本期仅至２００７年，但是本文认为所得结论仍具有很强的理
论及现实意义。首先，本文结论揭示了省以下县市级地方政府间的纵向竞争行为模式，发现地级市对县级财政收入的确存在攫取

行为，为今后继续研究省以下地方政府纵向财政关系提供了事实依据；其次，本文结论表明省直管县这一纵向财政关系改革很好

地实现了改革的初始目标———缓解县级财政困境，为今后采取改革配套措施、继续推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支持。

目前已有不少省市已经推行了撤县设区改革，撤县设区之后地级市对县的纵向竞争行为将如何变化，撤县设区是否有利

于缓解地级市对县的攫取行为，是未来值得继续研究的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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