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支出 、财政结构与经济发展


项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内容提要 ］ 财政支出 的结

构一直是公共经济学 的重要研究

问题 。 然而 ， 已有 的文献 大多关

注生产性支出对于经 济增长 的影

响 ，对于 民生支 出 与经济发展的

关系却 缺乏 足够 的研 究 。 基 于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６年共计 ９８ 个国家

的 面板数据 ， 民生支出 占财政支

出 的比例与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

“

Ｕ
”

形关系 。 当一国 的人均国 内

生产者总值低于 临界点时 ， 越低

的发展水平使得民生 支出 占财政

支 出 的比例反而会越高 。 而当超

越临界点后 ，经济发展水 平与 民

生支 出存在显著 的正相关关 系 。

我们的发现对于政府制定合理的

民生支出具有一定价值 。

［关键词 ］ 民生支 出 ， 财政

支 出 ，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 ，

“

Ｕ
”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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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 目
（
项 目编号 ：

１７ＪＺＤ０２９ ）和上海市
“

科

技创新行动计划
”

软科学研究领域重点项 目 （项 目编号 ： １６６９２ １０１８００）的研究成果之
一

。

＊＊

赵剑治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副 主任 ；张平 ，复

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苟燕楠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１ ７６



■ 民 生 支 出 、财玫结构与 经济发展

一

引言

尽管国际社会形成了 以 《联合 国千年发展 目标 》为代表的共识 ， 强

调了对人的关怀和以此为基础的 民生价值 ，

“

民生财政
”

却是
一种具有

中国特色的表达 。 在国际语境中并没有对
“

民生财政
”

的探讨（刘 尚希 ，

２００８） ，而是较多地以内涵与外延都不尽相 同 的
“

福利财政
”

为主题 。 然

而 ， 目前学界对
“

民生财政
”
的概念却并未形成统一的共识 ，甚至在党和

政府的报告中关于民生内容的覆盖也不断更新和调整 （张馨 ，
２００９ ） 。

在学界的探讨中 ，关于
“

民生财政
”

的定义大致有如下 四种 。 第
一

种是以 民生支出 占财政支 出的地位来定义民生财政 （安体富 ，
２００８

；嵇

明 ， ２０１ １ ） ，即 民生财政是以教育 、医疗 、社保 、环保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在

财政支 出 中 占相当高的比例甚至处于主导地位的财政。 第二种观点则

认为 ，民生财政不应该与公共财政割裂开来 ，公共财政本身就是服务于

国计民生 ，公共财政与民生财政是一体两面 （贾康等 ， ２０ １ １ ） 。 第三种 观

点秉承这一看法 ，但同 时强调民生财政的产生具有特殊性 ，认为民生财

政是中 国的公共财政在现阶段针对当前社会中广泛的民生问题的特定

产物 （ 马海涛 、 和立道 ，
２０１０

；魏立萍 、刘晔 ，
２００８

；张馨 ，
２０ １ １ ） 。 第 四种

观点则进
一

步强调了对人的关怀 ，认为 民生财政不仅要解决当前的 问

题 ，更应当要以人为本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刘尚希 ， ２００８） 。

尽管学界对民生财政仍未形成共识 ，公共财政也被认为本质上直

接或间接服务于民生 ，但在当前的特定阶段 ，学者也广泛认可对民生财

政的强调是之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财政模式的转 向 （张馨 ，２０ １ １ ） ，在

具体衡量时在统计 口径上相对较
“

窄
”

，具有特定的向 民生倾斜的特征

（马海涛 、和立道 ，
２０１ ０） 。 因此 ，本文在行文以及数据处理的过程中 ，强

调民生财政与 民生的直接相关性 ，将与保障人民最基本生活直接相关

的教育 、
卫生 、就业 、社会保障等领域 的财政支 出作为对 民生财政的

考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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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民资产与财政 国家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公共财政 ， 当出现市场失灵时 ，公共财政被

认为是解决市场失灵的一种有效途径 ，从而能降低社会成本 ，提高社会

效率 ，对经济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 凯恩斯学派则指出 了政府的扩张公

共财政开支具有乘数效应 ， 通过增加总需求而推动经济增长 （凯恩斯 ，

１９３ ６） 。 然而 ，这种观点后来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批评 。 新古典主义

经济学强调货币政策的重要性而认为财政政策 由于长期总供给曲线稳

定不变而无效 （卢卡斯 ，
１ ９７２） ， 因此公共财政支出从长期来说对经济增

长是没有促进作用的 。 而新古典经济学中 旨在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索

罗模型指 出 ，在长期的经济增长中 ，人均资本存量具有关键意义 （索罗 ，

１９５６） 。 舒尔茨 （ １９ ６０）开创性地提 出人力资本 （ 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 ａｌ ） 的理念 ，

指出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学分析中的资本含义 ，对后来的关于经济发展

的讨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从这一角度考虑 ， 民生财政旨在促进人的

福利和全面发展 ，其中包含的健康 、教育 、社会安全等方面的支 出 ，能保

障和提高整个社会中的人力资本 ，民生财政的支出从这个角度而言 ，对

经济发展具有积极而正面的意义 。

然而 ， 另一方面 ，在公共财政的研究中 ， 公共财政 的
“

挤 出效应
”

（ ｃ ｒｏｗｄｉｎｇｏｕ ｔｅｆｆｅｃｔ）在衡量政府支 出的有效性时也不容忽视 （巴列

伊 ，
１ ９Ｈ

；巴罗 ， １９ ８１ ） 。 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 ， 事实上代替了居 民部

门 自 身用于购买这
一公共服务的支出 ，居 民 因此在政府提供相应的公

共服务时会减少自身的开支 ，从而使得政府在民生财政中对人力资本

的促进作用大打折扣 。 而由于社会中居民对于 民生购买的偏好各不相

同 ，从社会整体而言 ，民生财政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的途径而促进经济发

展的具体结果仍有待进一步考量 。

１ ９ 世纪 ８０ 年代 ，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在综合了欧美 日 等国的公

共财政情况后 ，提出 了著名的
“

瓦格纳定律
”

：

一

国的政府支出 占国 民生

产总值的 比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上升 。 理査德 （ １９ ５９ ）认为主要原因

包括三点 ，

一是长期举债利息支出增加 ，二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支出增

加 ，三是国家对医疗保障 、社会保障等的民生社会责任不断增加 。 许多

学者基于这一假设对各个国家的财政支 出做了实证检验 （贝克 ， １ ９７６
；

１ ７ ８



■ 民 生支 出 、财政结构 与 经 济发展

阿比赞迪克 、格雷 ，
１９８５

；
瓦格纳 、韦伯 ，

１９７７ ；姚静 ，２００９ ） 。

—些学者针对国家的发展程度做了分别研究 ， 兰多 （ １９８３ ，１ ９８５ ，

１９８６ ）通过对发达经济体和不发达经济体的研究认为 ，无论是发达国 家

还是不发达国家 ，公共财政与经济增长都负相关 。 萨塔尔 （ １ ９９３ ） 则认

为 ，公共财政支出与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关系不大 ，但对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增长具有正面意义 。

然而 ，这些实证检验都是基于整体的财政支出而做出的 ，并没有基

于其组成部分而对 民生财政做专门研究 。

一

些学者开始考量财政支出

中不同组成部分与经济发展的联系 ， 区分了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的

生产性公共支出 （ 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ｉｖｅｐｕｂ ｌｉｃ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 ｒｅ ）和对经济增长没有贡

献的非生产性公共支出 （ ｕ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ｂｌｉｃ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对于研究民

生财政与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 科尔克拉夫 （ １９８３ ）通过对非

洲国家进行研究 ，认为对教育和健康的财政支出 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

率 ，从而促进增长 。 阿绍尔和格林伍德 （ １９８５ ） 以 及巴罗 （ １９９０ ）认为政

府的消费性支 出
一方面提高 了居民部 门 的福利 ， 另

一方面通过高税收

的方式降低了社会的投资 回报和投资意愿 ， 因此对经济发展具有负面

作用 ，格里尔和图洛克 （ １９８７ ）通过对 １ １５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的分析 ，佐

证了这一观点 。 巴罗 （ １９９１ ）通过对 ９８ 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

政府非生产性的消费开支是经济增长较慢的原因 。 另
一方面 ，那些对

基础设施建设等的政府投资支出则被认为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 伊

索言和雷贝 洛 （ １９９３ ）通过对发展中 国家的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证实了

政府对交通和通信的投资有助于发展中 国家经济的增长 。 德瓦拉哈等

（ １９９６ ）通过对 ４３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后指出 ，对于发展

中国家而言 ，政府的投资性支出所 占 比例超过
一

定限度后 ，对于经济增

长具有负面作用或者效果不 明 显 ， 而消 费性支 出 则具有更高 的增长

回报 。

因此 ，本文试图基于翔实的跨国面板数据 ，深人探究 民生支 出 、
财

政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 。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如下 ：在第二部分 ，

我们将对数据来源 、变量的构建做详细介绍 ，并对主要变量做统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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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民资产与财政国家

和相关性检验 ；在第三部分 ，我们首先对民生支出和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

做线性和二次项拟合 ，并尝试通过回归分析来验证 ；最后一部分将对全

文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应 的政策含义。

（
一

） 数据库介绍

本文所用数据全部选取 自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政府财政统计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ｔａ ｔｉｓ ｔｉｃｓ ，ＧＦＳ ）数 据库 和 世 界银 行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世界发展指标 （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 ｉｃａｔｏｒ ，ＷＤＩ ）数据库 。

关于政府的财政收人 、财政支出 以及财政支 出组成的数据来源于 ＩＭＦ

政府财政数据库 ，其中关于财政支出的组成共分为 １０ 大类 ，包括一般

公共支出 （Ｅｘｐｅｎｄｉ ｔｕｒｅ ｏｎ
ｇｅｎ

ｅｒａｌ
ｐｕｂｌ ｉｃ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 ， 国防支出 （Ｅｘｐｅｎｄｉ

？

ｔｕ ｒｅｏｎ ｄｅｆｅｎｓｅ） ，经济事务支出 （Ｅｘｐｅｎｄｉ ｔｕｒｅ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 ，

教

育支出 （Ｅｘｐｅｎｄｉ ｔｕｒｅｏｎｅｄｕｃａ ｔ ｉｏｎ ） 、 医疗和健康支 出 （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ｏｎ

ｈｅａｌ ｔｈ ） ，社会保障支 出 （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 ｒｏ ｔｅｃ ｔｉｏｎ）

，住房和社区

设施相关支 出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ｏｎｈｏｕｓ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ｙ

ａｍｅｎｉｔ ｉｅｓ ） ，休闲 、

文化和宗教等相关支 出 （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ｏｎ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
ｃｕｌｔｕｒｅ ，

＆ ｒｅ ｌｉ
？

ｇ
ｉｏｎ ） ，

环境保护支出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ｏｎ 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

公共安

全等相关支 出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 ｒｅｏｎｐｕｂｌ ｉｃｏｒｄｅｒ ＆ ｓａｆｅｔｙ ） 。 关于各 国经济

增长 、 国 民生产总值 （ ｇ
ｒｏｓ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 ｔ ， ＧＤＰ）和人均 ＧＤＰ 的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 面板数据涵盖 １ ９７２ 年

至 ２０ １６ 年 ，共包含包括发达 国 家和发展中 国家在 内的 ９８ 个国家和

地区 。

（ 二 ） 变量选取和介绍

表 １ 列出 了本文的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名称和定义 。 本文的核心变

量为财政民生支出 占财政总支出 的 比重 ，基本是对于财政支出类别的

探讨 ， 广义上的民生财政支 出 （即非生产性的 民生支 出 ）对于跨 国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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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生支 出 、财政结构 与 经济发 展

研究更加具有可 比较性 。 因此 ， 本文 的财政 民生支出包括教育支 出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ｏｎ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医疗 和健康支出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ｏｎｈｅａ ｌｔｈ） ，

社会保瘅支出 （Ｂ ｔ

ｐ
ｅｐｄｉｔｕｒｅｏｎｓｏｃｉａ

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住房和社 区设施相关

支出 （Ｅｘｐｅｎｄ ｉｔｕｒｅｏｎｈｏｕｓｉｎｇ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ｍｅｎ ｉｔｉｅｓ） ，休闲 、文化和宗

教等相关支出 （Ｅｘｐｅｎｄｉ ｔｕｒｅｏｎｒｅｃ ｒｅａｔ 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 ＆ ｒｅｌ ｉｇｉｏｎ ） ，环境保

护支出 （Ｅｘｐｅｎｄｉ ｔｕｒｅｏｎ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ｒｏ ｔｅｃ ｔｉｏｎ） ，公共秩序和安全相

关支出 （Ｅｘｐｅｎｄ ｉｔｕｒｅｏｎ
ｐ

ｕｂｌ ｉｃｏｒｄｅｒ ＆ｓａｆｅｔｙ） 等
７项 。 核心 自 变量为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 ） ，对该变量 以 ２０ １０ 年美元作为基

准汇率做了标准化 。 还控制了在已有的文献中影响财政民生支出 占 比

的因素 ，包括用来衡量规模经济的 ＧＤＰ 总量 、经济增长率等 。

（三 ） 变 量统计

在表 ２ 中 ，基于样本中 ９８个国家在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６ 年间的数据 ，将

所对应的模型中的变量进行统计描述 。 对因变量民生支出 占财政支出

比重 ，先对变量的加总进行统计描述 ，再对分项中 的七大类做了分别描

述 。 在民生支出 占财政支 出 比中 ，可 以观察大民生 （即非生产性的 民生

支出 ） 占财政总支出 的平均值达到 ６１ ．８２％ ，而中位数更是达到６５
．５６％ ，

说明我们的样本存在轻度左偏态分布 （ ｌｅｆｔ ｓｋｅｗｅｄｄｉ
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不过从

２
５ 分位和 ７５ 分位的观测值分位为 ５６ ．４５％ 和 ７０ ．

０１％以及较小的标准

差可以观察到 ，左偏态分布并不是很严重 ，显示因变量存在较为理想的

分布状态 。

在七大类支出 中 ，社会保障支出 、教育支出 、
医疗和健康支出 的 占

比最高 。 其中以社会保 障支出 占 比尤甚 ， 其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达

２７ ．４ ３％和 ３０ ．７０％ 。 更有意思的是 ，社会保障支出的 ２５％ 分位和 ７５％

分位的差别达到近两倍 ，标准差也达到平均值的
一

半 。 换句话说 ，社保

支 出 占财政支出的 比重在不同 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但是这也是

比较符合直觉的 ，因为社保支出 跟经济发展的阶段是高度相关的 ，而我

们的数据不仅包括阿富汗等低收人 国家 ，而且也包括北欧等高收人国

家 。 相对而言 ，尽管教育支出 的平均占 比在 １３ ．２５％ ，但是其国 别之间

的差异却很小 ，非常接近中位数的 １ ２ ．
８１ ％ ，而且 ２５％和 ７５％分位的差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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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资产与财政国家

异也仅有 ５％ ，仅略高于一个方差 ３
．
７５％

。 因此 ，我们的数据显示不管

是低收人发展中 国家还是高收入 国家 ，对于教育投人的重视都是很相

似的 。 相类似的还包括健康方面的财政支出 ， ７５％分位和 ２５％分位国

家的差距略高于 ５％ ，尽管其标准差略高于教育方面的支 出 。

相比较而言 ，财政支出在公共安全 、住房和社区设施 、休闲文化以

及宗教 、环保支出等方面的 比例要明显小于前面三大类 。 公共安全的

支出平均值不到健康支出 的
一

半 ，但是其标准差却接近健康支出 ，显示

其在国家之间的分布存在较大差异 。 公共住房和社区设施等方面的支

出存在相似的情况 ， 或者说其差异更大 ，我们的样本显示平均 ２
．
８３％ 的

财政支出用在这方面 ， 然而 ２５％分位和 ７５％分位的差异甚至 髙于 ３

倍 ，标准差也接近平均值 。 休闲 、文化和宗教等相关支出同样如此 ，样

本中的 国家仅将平均 ２ ． ５１％的财政支 出用于该方面 ，而且国别之间 的

差异也较大 ，７５％分位的支出几乎两倍于 ２５％分位的国家 。 环境保护

方面的支出尤其低 ，样本中 国家仅将 １ ．５６％的财政支出用于与环保相

关的支出 ，而这方面的支出在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异最大 ，
７５％分位国家

在环保上的支出是 ２５％分位国家的 ３ ．５倍 。

自变量的统计指标则更加容易解释 。 其中用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

的核心控制变量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 ，我们的样本报告了人均 ２６４８７ ．６ 美

元 ，显示样本包含了较多的中高收入国家 。 不过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的中

位数却大幅小于平均值 ，仅有 ２２１ ０７ ．８ 美元 ，显示其存在一定程度 的右

偏态分布 （ ｒｉｇｈｔ ｓｋｅｗｅ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尤其是我们观察到 ２５％分位的人

均国 内生产总值仅有 ６

３４６ ． １５ 美元 ，而 ７５％分位则达到 ４１３４１ ．９４ 美元 ，

显示我们样本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 用来衡量规

模经济的国 内生产总值更是如此 ， 中位数和平均值的差异近 ５倍 ，
７５％

分位的观测值的国 内 生产总值是 ２ ５％分位的近 ２０ 倍 ，显示样本 国家

的经济规模存在显著 的差异 。 国 内生 产总值增长率同 样存在较大

差异 ，平均增长率为 ３ ．
５０％ ，接近 中位数 的 ３ ．２３％ ， 而标准差却达到

６ ．６４％ ，是 中位数和平均值的两倍 ，这主要因为 １５％左右 的观测值的增

长率为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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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生 支出 、财玫 结构 与 经济发展

表 １ 主要变量的列表和统计倌息

变 量 名 观测值 平均值 中位数 ２５
ｔ ｈ

分位 ７５
１ １

■

分位 标准差

因变量

民生支 出 占财政

支出 比
１ ０７８ ６ １ ．８２ ６５

．
５６ ５６

．
４５ ７０

．
０ １ １ １

．
６５

其 中 ：

社会保障支出 １ ０７８ ２７ ．４３ ３０ ．７０ ２０ ．７ ５ ３６ ．６５ １２ ．０５

教育支出 １ ０７８ １３２５ １２ ．８ １ １０ ．６ ５ １５ ．６８ ３ ．７５

健康支出 １ ０７８ １ １ ．５９ １１ ．７９ ９ ２１ １４ ．４ １ ４ ．４５

公共安全支出 １ ０７８ ５ ． １８ ４ ．６６ ３ ．４４ ５ ．９０ ２ ．９６

住房和社 区设施

相关支出
１ ０７８ ２ ．８３ ２ ． １２ １ ．２９ ３ ．７８ ２ ．６３

休闲 、文化和宗教

等相关支出
１ ０７８ ２ ．５１

，
２ ．４１ １ ．６８ ３ ． １ １ １ ．４９

环境保护支出 １ ０７８ １ ．５６ １ ．４６ ０
．
６０ ２ ．０８ １ ．９７

自变量

人均 国 内 生产总

值 （单位美元 ）

１ ０７８ ２６ ４８７ ．６ ２２ １０７ ．８ ６ ３４６ ． １５ ４１ ３４１ ．９４ ２２８ １２ ．８２

国内生产总值 （单

位百亿美元）

１ ０７８ ９４１ １８３ ２５３ ４９２ ２３４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率（单位百分率）

１ ０７８ ３ ．５０ ３２３ １ ．４７ ５２７ ６．６４

数据来源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 ｒ

ｙ 
Ｆｕｎｄ ， ＩＭＦ）政府财政统

计 （Ｇｏｖｅ ｒｎｍｅｎｔＦｉｎａｎｃｅＳ 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ＧＦＳ）数据库和世界银行 （Ｗｏｒ ｌｄＢａｎｋ ）世界发

展指标 （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 ｔｏｒ ， ＷＤＩ）数据库 。

三 变量相关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各变量的相关性以及为实证分析做基础 ，表 ２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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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资产与财政国家

告了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正如表 １ 所发现的 ，社会保障支出 与 总

民生支出高度相关 ，因为其占据 民生支出 的一半左右 。 更有意思 的是

民生支 出下面各个子 目 录之间的相关关系 。 我们发现社保支出与教育

支出存在较强负相关关系 ，但却与健康支出存在较强正相关关系 ，相关

系数达到 ０ ．
４３

，这有可能是因 为社保支出 和健康支出背后反映了一国

的年龄结构 ，老龄化国家更倾向于同时面临较高健康支出和社保支 出 ，

相应地意味着所需的教育支出相对较少 。 民生支出 与控制变量的相关

性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 比较有意思的是 ，民生支 出 与人均 国 内生产总

值存在
一定的负相关关系 ，这有可能是因为社保支出在

一些国家存在

刚性 ，这使得低收人国家也被迫将较高 比例的财政用于民生支出 。 其

与国 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也存在微弱的负相关关系 ， 这可能意味着

经济规模越大的国家往往都是大国 ， 比如美国 ，而这类大国可能因为存

在较高军事开支而会挤压民生 的支出 。 此外 ，较髙的经济增长率 国家

可能一般都是新兴国家 ，

一

方面其社保和健康体系并不完善 ，另一方面

也意味着必须将财政支出用于经济支出 等生产性领域 ， 这些都导致其

民生支出可能会减少 。 在民生支出的分项 中 ，我们发现社保支 出与人

均国 内生产总值和国 内生产总值存在
一定负相关关系 ，这与 民生支出

的情况是
一

致的 ，可能都是因为支出 刚性 。 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健康

支出 ，其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存在较强的负相关关系 。 而教育支 出则

正好相反 ，我们发现更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 家吏容易具有较高教育

支出 ，尽管这种关系相对比较微弱 ，这意味着教育支出在低收人国家的

刚性相对较小 。 此外 ，教育支 出与休闲 、文化和宗教等支 出存在较强正

相关关系 ，这也 比较符合直觉 。 住房支出 同样如此 ，其与人均国 内生产

总值呈现较强正相关关系 ，意味着住房支 出更像是 中高收人国家才会

提供的
一种福利 。 比较有意思的是 ，我们发现环境支出 与人均国 内生

产总值存在微弱负相关关系 ，经过数据深人分析 ，我们发现 ，这可能部

分因为美国的环境支 出 占财政支 出 比不到 １％ ，显著低于样本平均的

１ ．５％ ，更是低于 ＯＥＣＤ 国家的 ３ ． １％ ，而因为美国经济规模较大 ，导致

加权后的相关性呈现微弱负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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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资产与财政国家

四 拟合和回 归分析

由于文章 的主要研究问题是找出经济发展水平与 民生支出 的关

系 。 因此 ，首先对数据做两个变量的线性和二次项拟合 ， 以期找出直观

的初步结论 （如图 １ 显示 ） 。 图 １ 的横坐标为用人均生产总值衡量的经

济发展水平 ，纵轴为民生支 出 占财政支出的 比重 ，实线为线性 （
一次性 ）

的拟合曲线 ，虚线为二次项的拟合曲线 。 线性的拟合曲线呈现正相关

的关系 ，尽管比较微弱 。 换句话说 ，数据显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与 民生

支出可能存在微弱 的正相关关系 。 二次项的拟合更有意思且更加准

确 ，经济发展水平与民生支出存在非对称的
“

Ｕ”形 曲线 ，当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小于临界点 （
６０００

—７０００ 美元 ）时 ，更低收人 国家可能存在更

高水平的民生支出 ，这可能因为财政在民生方面存在
一

定的刚性支出 。

比如我们发现教育支出 的比例在国家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很大 ， 这导致

越低收人国家在教育方面的 比重可能越高 。 而当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高

于临界点时 ， 民生支出 占 比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向关系 ，这可能由于

７０
－

６０

５ ０
－

〇４０

３０

５ ０００ １０ ０ ００
１
５ ０００

ＴｈｅＧＤＰ
ｐ
ｅ ｒ ｃａ

ｐ
ｉｔａ ｂ

ｙ

ｃｏｎｓｔ ａｎ ｔ２０ １０ ＵＳＤ

二次项拟合曲线 线性拟合 曲线

２０ ０００

图 １ 民生支出与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的线性和二次项拟合线

数据来源 ：同表 １ ， 由作者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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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生 支 出 、财政结构 与 经济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 ，政府更加有能力和责任将更大比例的财政支出用于

民生 ，尤其是社会保障的支出 。 因为在表 １ 中 ，社保平均支出 占财政的

比重近 ３０％
，而更髙收人国家更倾向于增加社保支 出 ，这使得 民生支

出和经济发展水平更容易正相关 。 此外 ，二次项的拟合 曲线也表明 ，线

性的拟合并没有准确显示民生支 出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因为事实

上的
“
Ｕ

”

形分布更容易使得线性分布呈现微弱的表现 。

为了进一步査看拟合的结果是否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本文尝试通

过回归模型来诊断民生支出和财政支出 的关系 ，模型的回归方程如下 ：

民生支出 占 比 ＝

ａ ＋ 戽 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 ， ． ^

＋
｜

Ｓ２ 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 ？ ． ｈ

＋
７ 其他控制变量 ， ．

，
－

１ ＋ ￡
， ．

，

上面模型中的因变量为 民生支 出 占 比 ， 而核心 自 变量为人均国 内生产

总值 ，我们还控制 了其他自 变量 ，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率等 。 民生支出 占 比使用的是即期 的变量 ，也 即 国家 ｉ 在年份 ｔ 的

信息 ，而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选取的是前期的滞后变量 ， 即该国 ／ 在前一

年 ￡ 
—

１ 的信息 。 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民生支 出有滞后效应 ，也

就是说 ，
一国政府在决定当年 民生支出的时候 ，会更多地基于该国上

一

年的经济情况 。 同样的 ，我们在选取其他控制变量的时候 ，也将它们滞

后一年 ，尤其是经济增长率的指标 ，因为当期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和 良好

的经济表现使得政府更倾向于在下一年增加民生支出 。

表 ３ 报告了模型的 回归结果 。 考虑到使用 了１ １ 年的面板数据 ，加

上对于跨国研究而言 ， 国家 自身的固定因素更加重要 ，主要选用固定效

应 （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 回归估计方法 。

？模型⑴是仅包括线性方程的估计结

果 ，模型 （２ ）是包含了二次项的 回归结果 ，模型 （ ３ ）的报告结果则考虑了

① 我们也使用 了 随机效应 （
ｒａｎｄｏｍｅｆｆ ｅｃｔｓ ）对模型进行估计 ， 发现不管是 系数还

是显著性都没有变化 。 此外 ， 我们还对随机效应的结果和固定效应的结果做了豪斯曼检

验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ｔｅｓｔ ） ，结果发现两种估计方法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 考虑到我们 是横跨 １ １ 年

的面板数据 ，我们选取固定效应模型作为主要估计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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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资产与财政国家

福利支出的规模效应 （通过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和国 内生产总值的交叉

项来识别 ） 。 总体而言 ，我们的结果较好地证明了我们之前基于直觉的

假设 。 在模型 （ １ ） 中 ，我们发现核心变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系数尽管

为正 ，但是显著性却只 有 １０％ ， 意味着尽管民生支出会在一定程度上

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 ，但是我们的数据和模型显示这种正相关关系 比

较微弱 。 其他变量的结果也 比较有意思 ，本文的 回归结果并没有发现

经济增长率跟 民生支出有相关性 ，这有可能是因为在短期 内 ，尤其是在

我们采用滞后
一

期变量的情况下 ，经济的增长很难立即实现民生支出

的增加 。 有意思的是 ，用以衡量经济体规模的 国 内生产总值与 民生支

出呈现微弱的负相关 ，显示经济体量大国的民生开支总体比较少 ，这有

可能经济大国更需要把财政用于非 民生相关的支出 ， 比如美国 的大量

财政支出必须用于军费支出 ，从而挤压民生支出 。 模型 （２ ）是我们关注

的重点 ，也是本文的主要贡献 ，我们发现当加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二

次项后 ，不仅其
一

次项变得更加显著 ，
二次项也显著为正 。 这证实了我

们之前的假设 ，
即 民生支 出 占财政支 出 的比重与经济发展阶段呈现

“Ｕ
”

形曲线的关系 ，也就是说 ，当
一

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一定发展

阶段时 ， 由 于该国必须将财政收人用于
一些刚性的民生支出 ， 比如教育

和医疗 ，使得其民生支 出 的比重不可避免地升高 。 然而当经济发展超

越
一

定阶段 ， 民生占财政支出 的 比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提

高 。 根据我们的系数计算 出来的曲线 ，这个临界点大约在人均 国 内生

产总值 １３ ００ ０ 美元左右 （ ２０００ 年美元 的价格为基准 ） 。 回归结果计算

出来的临界点相比拟合的结果更加精确 ，因为相 比拟合的结果 ， 回归计

算的结果控制 了更多的 自 变量 。 其他变量的 回归结果则都与模型 （ １ ）

基本一致 。 由于在模型 （ １ ） 中经济规模更大的国家更容易削减在民生

上的财政支出 ，尽管这个结果 比较有意思 ，但是我们更想检验这种差异

是否会因为
一

国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 ，在模型 （３ ） 中我们对人

均国 内生产总值和一国的国 内生产总值做了交互项 。
？符合直觉的是 ，

① 本质上这是对人 口 总量变量做了分解分析 ，
因为两者相乘的结果正好是一国的

总人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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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生支 出 、财政结构 与 经济发展

交互项的系数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正 ，也就是尽管
一

国在 民生方面

的支出会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而受到挤压 ，但是这种挤压效应在较高

收人国家会得到有效缓解 。 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也与模型 （１ ）基本
一

致 ， 比如经济增长率本身并没有显著带来民生支出 的增加 。

表 ３ 经济发展水平与 民生支 出方程的回归结果

变童
模型

（ １ ） （ ２ ） （３ ）

人均 国 内生产总值 （滞后一年 ） ０ ．００３２

－
－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２０ ８
＊＊

（０ ．００１ ９ ） （０
．
００７５ ） （ ０ ．００７５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２


（滞后一年） ０ ．０００８

＊＊

０ ．０００８

＿

（０ ．０００２ ） （ ０ ．
０００ ２ ）

经济增长率（百分率 ）
－

０ ．１９２
－

０ ．１９４
－

０ ． １ ９６

（ ０ ．１７０ ） （ ０ ．１６９） （ ０ ． １７７ ）

国内生产总值 （百亿 ）
－

０ ．００８２
＊

－

０ ．００７ ４
＊

－

０ ．００７４
＊

（ ０ ．００３ ４３ ） （ ０
．
００３ ４ ） （ ０

．
００３５ ）

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 ＊ 国内生产总值 ０ ．００ １２
－

（ ０ ．
０００４ ）

截距 ６４ ．
０８

－“

６７ ．０９
－

６７ ． １０

…

（２ ．６８９ ） （ ２ ．９０２ ） （ ２ ．９４６ ）

观测值 ７８４ ７８４ ７８４

拟合值 ０ ． １２６ ０ ． １５７ ０ ．１８３

国家数童 ９８ ９８ ９８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注
：
１ ．模型 （ １ ） 、 （２） 和 （３ ）的 回归都是控制 了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之后的

结果 ， 国家和年份哑变量的估计系数和标准差省略 ；
２ ．？ 、

＊＊
、

＊ ＊＊ 分别表示

在 １％ 、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

五 结 论 与 讨 论

民生支出 、财政结构与经济发展是公共财政和经济增长领域 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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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资产与财政国家

要话题。 本文从国际比较的视角 ，探究了 民生支出 、财政结构与经济发

展的内在关系 。 根据 ＩＭＦ政府财政数据库 ，考察了其中的 ７ 类民生支

出项 目 ，发现社会保障支出 、教育支出 、健康支出 的占 比最高 。 其中 ， 由

于社保支出跟经济发展的阶段高度相关 ， 占 财政支出的 比重在不同国

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 由于不管是低收人发展中 国家还是高收人国

家 ，教育投人和健康方面的 财政支出 相对刚性 ， 国别之间的 差异很小 。

财政支出在公共安全 、住房和社区设施 、休闲文化 以及宗教、 环保支出

等方面的 比例要明显小于前面三大类 ，但各国之间差异较大 。 从不同

民生支出的相关性角度来看 ，社保支出 与教育支出 存在较强负相关关

系 ，却与健康支出存在较强正相关关系 ，这可能是因为社保支 出和健康

支出背后反映了
一

国的年龄结构等大背景 ， 老龄化国家更倾向于同时

面临较高健康支出和社保支 出 ， 因此所需的教育支出也就相对较少 。

通过拟合和 回归分析 ，我们进一步发现 ，经济发展水平与 民生支出

存在非对称的
“

Ｕ
”

形曲线 ，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的 临界点约为 １３０００ 美

元 。 因为财政在民生方面存在
一定的刚性支出 ，低收人 国家可能存在

更高水平的 民生支出 。 当人均 国 内生产总值高于临界点时 ， 民生支 出

占 比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向关系 ，这是由于随着经济的发展 ，政府更

加有能力和责任将更大比例的财政支 出用于民生 ，尤其是社会保障的

支出 。 经济大国更需要把财政用于非民生相关的支出 ，会削 减在民生

上的财政支 出 。 尽管一国在民生方面的支出会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而

受到挤压 ，但是这种挤压效应在较高收入国家会得到有效缓解 。

这一发现对我们理解 民生支出 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

同时对公共财政在 民生支 出方面的财力配置具有
一定的指导价值 。

一

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在发展性支 出和 民生支出方

面有差异化的侧重 。 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 ， 由 于主要的 民生支 出存

在相对刚性的特征 ， 民生支出 比重会相对较高 。 随着经济的增长 ， 民生

支出 的比重会有
一定程度的下降 ，我们不应

一

味将民生支出 比重的下

降看作政府的不作为 ，相反 ， 某些阶段对发展性支出的重视可能正是效

率最优的
一种选择 。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很好地解释中 国的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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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生 支出 、财政结构与 经 济发展

一段时间 以来重视发展性支出而轻视民生支出的现象。 随着中国经济

的进
一

步增长 ，近年来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民生支 出 ，这恰好验证 了我

们这里的结论。 可 以预期随着 中 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伴随着改革的深

人 ，中 国民生支出 的比重也将逐步上升 。

需要注意的是 ，尽管普遍认为政府民生支 出对人民生活水平至关

重要 ，但也不能
一

味强调民生支出的增长 而走人福利国家的陷阱 。 普

拉格 （ Ｐｒａｇｅｒ ， ２０ １７ ）认为 ，

“

法定福利
”

（ ｅｎ ｔ ｉ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是一种瘾 ， 比毒

瘾 、酒瘾 、烟瘾等更难戒掉 ， 因为这是人们对不劳而获的上瘾 。 法定福

利被享用者当成
“

应得的权利
”

（是 ｅｎ ｔｉ 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字面的意思 ） ，这使得

福利接受者在道德上理直气壮 ，也是与其他瘾患者重要的不同之处 。
①

现在欧洲的
一些福利国家普遍陷人财政困难 ，积重难返的境地 。 因此 ，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在强调民生支出的同时 ，也要充分考虑财

政支出 的成本 ，而不是一味
“

免费
”

过度满足无止境的 民生支出需求 。

一种可能的做法是 ，引人相应的市场机制 ，在提供民生服务的 同时将相

应的成本考虑进去 ；也就是说 ，需要为相应的民生服务提供
一定的价格

机制 ，在享受服务的同时付出
一

定的成本 ，这样才是提供民生服务的
一

种可持续 的模式 。 如果
一

个地方政府拥有完整 的财政收人和支 出的权

力 ，即相应的财政 自主权 ，那么该地区的居民缴纳的税收实际上就是为

了获得公共服务所支付的价格 （张平 、邓郁松 ， ２０ １８ ） 。 中国的房地产税

改革方向在中共十九大报告和 ２０１ ８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得到基本

确认 。 房地产税若成为地方主体税种 ，其受益税特征在
一

定程度上可

以起到为相应公共服务提供价格机制的作用 。 北京 、上海的 如基础教

育 、道路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而中西部
一些地区

公共服务还很落后 。 这种巨大的地区差异之所以较易引起社会的普遍

不满 ，是由于在
一

定程度上不同地区的居 民并没有为相应的公共服务

“

付费
”

。 房地产税作为受益税 ，可 以很好地在不同 的公共服务之间 引

① 资料来源 ：
ＴｈｅＭｏｓ ｔＤａｎｇ

ｅｒｏｕｓＡｄｄｉｃｔ 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ｍＡｌ ｌ

：Ｅｍ ｉｔ ｌｅｍｅｎｔｓ ，ｈ ｔｔ
ｐ ： ／／

ｗｗｗ ．ｄｅｎｎｉ ｓｐｒａｇｅｒ ．ｃｏｍ／ ｔｈｅ－ｍｏｓ ｔ
－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ａｄｄ ｉｃｔｉｏｎ－ｏｆ

－

ｔｈｅｍ－ａｌｌ
－

ｅｎ ｔｉｔ ｌｅｍｅｎｔ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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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资产与财政国家

人不同的消费成本 ，提高公共服务差异 的公平性内涵 。 从民生财政的

角度来看 ， 民生支出千万不可不计成本的投人 ，而应该通过以多种方式

引人价格机制的方式兼顾效率与公平 。

对于中国来说 ，地方政府尤其是区县级 以下政府 ，在普遍缺乏财力

的情况下往往倾向于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发展性支 出而忽视民生支出 。

因此 ， 区 、镇两级地方财政支 出需努力压缩
一

般行政成本 ，把财力优先

用于民生投人 ，加大对社会事业发展的支撑力度 。 推动更深层次的改

革和更广领域的开放 ，促进更优质量 的转型发展 ，实现更大程度的民生

改善 ，推进城市品质整体提升 。 乡镇级政府在中 国是最接近民众的地

方政府 ，尤其是在提供公共服务领域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 ，应该着力推

动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 ，下沉区域管理权 ，保障镇级政府履行财

政事权 ，充分发挥镇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性 。 这些需要中

国整个财政体制理顺政府间关系 以及收入和支 出责任划分 ，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７ 日 国务院印发的 《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 》提出 的
“

权责清晰 、财力协调 、标准合理 、保

障有力
”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和保障机制 ，

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方向

性判断 。

当然 ，本论文的分析仍然存在
一

定的局限性 。 这里的 民生支出是

在整个国家层面的考虑 ， 限于数据未能对不同层级政府的民生财政状

况进行考察 。 实际上 ，不同层级政府的支出责任与民生支出 的 比重息

息相关 ，在不同 国家之间的差异会更大 ，也就使得跨国比较变得更加复

杂 。 另外 ，本文得出 的民生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 的 Ｕ 形关系 ， 除了 民

生支出 的刚性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原因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我们还可 以

进一步区分不 同的民生支 出类型 ，如民生支 出 是否与经济发展仍然具

备这样的 Ｕ形关系 ？ 如何结合市场的作用优化 民生支 出 的结构 ？ 这

些问题都值得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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