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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债务

与区域经济增长!

周泽炯#杨勇
"安徽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蚌埠 !""#"#$

摘5要#基于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冲击!对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在理论分

析中!运用三部门经济模型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分析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将新型城镇化纳入经济

模型!分析这一政策冲击的影响效应# 结果显示!短期内地方政府债务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长期内地方政府债务对区

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且新型城镇化政策的冲击提高了地方政府债务水平和经济增长稳态水平# 在实证研

究中!基于 !##+,!#$2年全国四大区域的相关统计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研究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经济增长

的影响!结果显示!四大区域的地方政府债务均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且新型城镇化实施过后这种抑制作用均

有所增强#

关键词#地方政府债务$区域经济增长$新型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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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5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债务

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

地方政府通过举债方式筹集资金#扩大政府

支出#从而直接拉动经济增长% 政府支出中的公

共性开支#可以改善投资环境#提高企业生产效

率#对经济增长产生间接效应% 同时#政府支出对

私人投资存在挤出效应#可能抑制经济增长% 政

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这些影响效应#在短期和长

期都会发挥作用% 因此#本文构建一个三部门经

济模型#在此模型中加入地方政府债务变量#以此

分析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

影响效应#并将新型城镇化作为政策冲击#进一步

分析这两种影响的变化情况%

!一"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

借鉴 k(@ c和 I@EE68"$%%1$(9EJBBH9 和

bJ(LSJh"!#$&$等人的相关研究#本文构建一个

包括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三部门的经济模型"#

%

该模型基于以下假定!地区产出"6$取决于总需

求#而总需求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政

府支出"N$等构成)劳动力无限供给)厂商具有超

额生产能力)工人收入全部用于消费)资本家收入

的一部分用于储蓄#且储蓄占其收入的比例为 F%

则消费需求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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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5

$

和5

!

分别是工资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的

所得税率) >是企业储蓄率)

'

是企业收入的利润

分成率) 9&是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

$

是地方政府

债务的名义利率) 6为总产出) )为一般价格水

平% 在此#假定
.

#*

$

和 )是外生变量#资本家的

税前收入包括企业利润和购买政府债务获得的

利息%

企业投资需求取决于利润和市场预期#企业

税后利润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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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XL$#则企业投资

需求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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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8为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 8

U

6XL% 在利

率固定不变的假定下#利率对企业投资的影响被

忽略不计%

政府支出函数! N

U

%

L% ""$

式""$表示#政府支出占资本存量"8$的比

例为
/

%

由式"$$q式""$可得#三部门封闭经济的短

期均衡产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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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4$两边同时除以 L#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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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方政府债务占资本存量的比率$#得到短期

均衡时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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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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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凯恩斯主义产出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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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假设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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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大于 #% 由"&$

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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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表明#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与地方政

府债务占资本存量比率存在同方向变化关系#说

明地方政府债务的增加会提高企业生产能力利用

率#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二"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

以上分析了短期均衡情况#接下来分析长期

均衡情况下#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

响#这里的长期均衡是指地方政府债务与资本存

量的比率保持不变的状态% 为简化起见#忽视货

币政策工具#并且假定地方政府收支缺口均用举

债所获得的资金来弥补% 在此假定下#地方政府

债务的变化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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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方政府债务占资本存量的比率"

(

$关

于时间5求微分#并利用式"2$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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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5

, 为工资性收入所得税和资本性收入所得

税加权所得到的平均所得税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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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表明#地方政府债务对资本存量比率

的动态变化主要决定于两个因素#即财政赤字(名

义利率与经济增长率" @ $的差额% 值得注意的

是#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 8 $和经济增长率" @ $

的短期均衡值仅为
(

的函数#反映
.

为固定值的

假定% 8和 @的均衡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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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和式"$#$代入式"+$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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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则长期均衡时有两个

解#但是只有较大的那个解才是唯一的稳态均衡

解#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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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地

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大#则
(

一定增加到
(

,

#并稳

定下来%

(

达到
(

, 时#地方经济达到长期均衡状态#

经济增长率处于长期均衡值不变%

由式"%$和式"$#$求得的长期均衡经济增长

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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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可知#经济处于长期均衡时#企业

生产能力利用率保持不变#资本积累率等于产出

增长率%

!三"新型城镇化政策冲击下地方政府债务

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参考王文甫等 " !#$&$(范兆媛和周少甫

"!#$2$等人的相关研究#运用式"$!$分析新型城

镇化这一外在政策冲击对地方政府债务和经济增

长的影响!"

% 对式"$!$求导#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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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推行新型城镇化时#政府债务积累

速度加快即
%

增加#政府债务与资本存量比率的

均衡值
(

, 将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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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甫#张南#岳超云!*中国财政政策冲击的识别与效应---符号约束方法下的 9h6]分析+#*财经研究+!#$&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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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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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新型城

镇化政策对区域经济长期均衡增长产生正面冲

击% 这是由于
(

, 的增加会增加社会总需求(提

高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从而提高区域经济增

长率%

然而#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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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均衡经济增长率会降低%

以上分析表明#新型城镇化政策引起的地方

政府债务增加#在短期内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在

长期内这一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二5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债务

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考虑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地

方政府债务水平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本文根据国

家统计局区域划分方法将全国划分为四大区域即

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实

证研究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模型设定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借鉴 >HE?JL)/JD等

"!#$$$(程宇丹和龚六堂"!#$4$的研究#将人均

实际经济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地方政府债务

余额和新型城镇化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

计量模型!"

% 考虑地方政府债务和新型城镇化

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长期效应#将被解释

变量的滞后一期也作为解释变量#

% 一个区域的

经济增长还受到该区域的产业结构(政府支出和

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计量分析时

将这些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构建的计量模型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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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 =和5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 N

=#5

表

示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N

=#5

V

$

是滞后一

期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9&

=#5

是地方

政府债务余额)P?

=#5

是城镇化水平)\

=#5

表示控制

变量)

-

=#5

为误差项)

&

$

#

&

!

#

&

"

和
,

(是各变量回归

系数%

!*变量选择

随着人们对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的不

断深入#越来越多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被加入经

济增长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中#但不恰当的变量

选择会导致研究结果严重偏离现实#所以选择计

量模型的变量十分重要% 7HLLMD7和 9@FH/ U>

"!##"$认为#在实证研究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时#

应选择那些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且

被证实与经济增长有稳定相关性的变量作为计量

模型的解释变量$

% 本文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并

参考相关文献#选择经济增长作为被解释变量#地

方政府债务余额(城镇化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和政府支出等 1 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具体如下!

"$$核心变量%

!

经济增长率"N$% 借鉴毛

捷和黄春元"!#$+$等学者的做法#用人均实际

bID增长率作为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度量% 根

据各区域历年的 bID(人口数量和 bID缩减指

数#计算出历年各区域的人均实际 bID增长

率%

%

"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I7$% 截至目前#国

家审计署只公布了三年各省债务数据#无法满足

本文实证需要% 因此#借鉴徐家杰"!#$4$的方

法#基于各省 !#$! 年的债务余额#运用各省历年

的财政收支(转移支付(利率水平推算出其他年份

各省政府债务余额&

% 用推算出的各省历年债务

余额#计算出每个区域的债务余额#再与当年区域

bID进行对比#求出比值#用以衡量区域债务规

模%

#

城镇化水平"=P$% 新型城镇化的实施#既

通过城镇化建设投资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也

通过环境改善和产业结构升级等间接影响区域经

济增长% 本文借鉴陈雨露"!#$"$等人的做法#用

各省每年的城镇化率来衡量区域城镇化水平'

%

"!$控制变量%

!

产业结构"W9\$% 产业结

构的优化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

将区域产业结构作为控制变量#并借鉴干春晖等

人"!#$$$的做法#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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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宇丹#龚六堂!*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渠道+#*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4年第 $!期%

陈瑞!*地方政府举债影响工业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2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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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值之比作为产业结构的度量!

%

"

政府支出

"bẐ $% 政府支出无论是投资支出还是购买支

出#都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将政府支出作为控

制变量#并用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来衡量%

#

固定

资产投资"X6W$% 固定资产投资在短期内直接带

动经济增长#在长期中通过对投资环境(人力资本

和技术水平等方面的改善而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

促进作用% 本文借鉴莫兰琼等"!#$!$的做法#用

区域人均固定投资作为区域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

度量"

%

$

对外开放度"[DZ$% 一个地区的对外

开放度既影响当地进出口也影响消费与投资#从

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

% 借鉴郭树

华等人"!#$1$的做法#用地区进出口总额与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对开放度的度量$

%

%

人口

老龄化水平"PD6$% 自 !### 年我国进入老年化

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及其带来的劳动力不足严

重威胁经济增长"胡鞍钢#!#$!$

%

% 因此#本文将

人口老龄化程度作为重要控制变量#并用 1&岁人

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例作为其代理变量%

&

教育

水平"PZI$% 一个地区的教育水平决定着该地区

的人力资本的质量与潜力#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王云多#!#$&$

&

% 因此#本文将教育水平作为控

制变量#并用各区域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其度量%

!二"数据来源

计量模型核心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原始数据均

来自于_)/' 数据库(国家审计署和各省统计年

鉴% 运用徐家杰"!#$4$的方法#对地方政府债务

原始数据进行计算得到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对

其他变量的原始数据单位化处理得到相应的变量

数据'

%

!三"估计方法

对式"$4$进行估计的方法主要运用动态面板

bUU方法#而该估计方法分为差分广义矩估计和

系统广义估计两种% 进行差分广义矩估计时#工具

变量通常会退化成弱工具变量#产生弱工具变量偏

倚"UH/@JB6#9EJN?J/ 7#$%%$$

(

% 而系统广义估

计是把差分回归方程和水平回归方程结合起来进

行的#可以很好解决弱工具变量引起的偏倚

"UH/@JB6#[BMRN)H7#$%%&$

)

% 因此#本文在对计

量模型进行估计时#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

!四"计量结果及分析

计量过程分如下两步完成!首先#在整个研究

期间分析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然后#对比分析新型城镇化政策冲击下#地方政府

债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变化情况%

$*整个研究期间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经济增

长的影响

运用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

!##+q!#$2 年的数据#对式"$4$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 $所示%

由表 $可知#!##+q!#$2年#我国东部(中部(

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的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3

$*"%1#

3

$*+#+#

3

&*4$+ 和3

!t$4$#均为负值#说明四大区域的地方政府债务

都抑制了区域经济增长#抑制效应由弱到强依次

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 究其原因#经济发达地

区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新增加的地方政府债务

更多地投向生产性服务领域而不是基础设施建设

领取#因此政府债务对经济的抑制作用相对减弱%

同样#不同区域的城镇化水平对区域经济增

长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 东部(中部(西部和东

北的城镇化水平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

4t!&2#!*+4%和 "*%&2#反映四大区域的城镇化都

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 但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区

域间存在明显差异#促进作用由弱到强依次为西

部(东北(中部(东部% 究其原因#经济发达的东部

地区城镇化率相对较高#城镇化所带来的资金(人

才(技术等要素集聚效应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产业

1&

!

"

#

$

%

&

'

(

)

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经济研究+!#$$年第 &期%

莫兰琼#陶凌云!*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分析+#*上海经济研究+!#$!年第 +期%

徐波#陶敏阳!*我国高技术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湖南商学院学报+!#$2年第 $期%

郭树华#蒙昱竹#霍强!*政府战略调整下我国地区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1年第 2期%

胡鞍钢#刘生龙#马振国!*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人口研究+!#$! 年第 "

期%

王云多!*教育人力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基于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比较+#*南京审计学院学报+!#$&年第 &期%

徐家杰!*对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估计---以浙豫疆三省区为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4年第 %期%

UH/@JB6#9EJN?J/ 7*&9(RJ\JFEF(C9NJ.)C).HE)(/ C(LDH/JBIHEH! U(/EJ>HLB(ZK)'J/.JH/' H/ 6NNB).HE)(/ E(ZRNB(MRJ/EZg@HE)(/F'#

(C-0-/=-G<.JA<4<H=AE58,=->#$%%$#&+"!$!!22

3

!%2*

UH/@JB6#[BMRN)H7*&6/(E?JLB((0 HEE?J)/FEL@RJ/EHBKHL)HQBJJFE)RHE)(/ (CJLL(L

3

.(RN(/J/EFR('JBF'#I<8*431<.JA<4<H-5*=A>#$%%&#1+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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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优化升级速度也快于其他地区#因此#城镇化

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 凭借着早年工

业发展布局#我国东北地区城镇化进程较早#但近

年来由于产能过剩等原因经济发展速度急剧降

低#劳动力流失现象严重#城镇化对经济增长促进

作用减弱)西部地区由于整体经济落后#城镇化的

要素集聚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较弱#城

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低于其他地区%

表 $5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东 中 西 东北

b"

3

$$

#*$!!

,,,

"#*"2+$ #*"2$

,,,

"#*"%%$ #*!"$

,,,

"$*2#$$ $*2&!

,,,

"#*!2"$

I7 3

$*"%1

,,,

"

3

2*""%$

3

$*+#+

,,,

"

3

$*##+$

3

&*4$+

,,,

"

3

$!*2&1$

3

!*$4$

,,,

"

3

#*+!%$

=P

$#*&"!

,,,

"&*%!!$ 4*!&2

,,,

"$2*11$$ !*+4%

,,,

"!1*!+$$ "*%&2

,,,

"%*2&4$

W9\ &*4$!"2*+$1$ 4*4!$""*"+$$ #*"%2"$*2$!$ $*"2&"&*!%2$

bẐ

"*&%!

,,,

"&*&&4$ &*1+$

,,,

"$*!#2$ $*"#1

,,,

"+*$&%$ $*"2"

,,

"$*&$!$

X6W

#*2411

,,,

"$*42#$ $*24$

,,,

"$*&$&$ !*++4

,,,

"1*4!1$ $*#%2

,

"#*1#%$

[DZ

"*&+$

,,,

"$*!#+$ #*1%!

,,

"$*&#$$ #*!&%

,,,

"#*!&!$ #*"!4

,,,

"$*"%1$

PD6 3

$*#2!

,,,

"

3

#*41!$

3

#*4#!

,,,

"

3

$*#%!$

3

#*!1&

,,,

"

3

4*$4+$

3

!*&&$

,,,

"

3

4*"$&$

PZI

2*&4&

,,

"!*1"1$ 2*$!$

,,,

"$*2%&$$ 4*!!"

,,,

"!$*+#+$ 1*++4

,,,

"4*&"1$

6LJBBH/(

3

7(/'

EJFEC(L6]"!$

"*#22 % "*#%4 4 2*%+4 4 +*##% !

<H/FJ/ EJFE $*1#4 " $*&%$ # 1*#14 & 1*#22 +

55除了人口老龄化外#其他 & 个控制变量的估

计系数均为正值#具体如下!四大区域的产业结构

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介于 #*"%2q&*4$!#反映四大

地区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

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由弱到强依次为东北(西

部(中部(东部% 政府支出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

介于 $*"#1q&*1+$#反映四大地区的财政支出促

进区域经济增长#这种促进效应由弱到强依次为

西部(东北(东部(中部% 固定资产投资的回归系

数均为正值#介于 #*241 1q!*++4#反映四大地区

的固定资产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由

弱到强依次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 对外开放

程度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介于 #t!&%q"*&+$#反

映四大地区的对外开放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东

部的促进作用远高于其他地区% 人口老龄化的回

归系数均为负值#介于3

!t&&$q

3

#*!1&#反映四大

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东北地

区和东部地区的抑制作用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

教育水平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介于 4*!!" q2*

&4&#反映四大地区的教育促进经济增长#促进效

应由弱到强依次为西部(东北(中部(东部%

!*新型城镇化政策对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

长影响的冲击分析

以新型城镇化的提出时间为分界点#对新型

城镇化前"!##+q!#$!年$与新型城镇化后"!#$"

q!#$2年$的数据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以探究新

型城镇化政策对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

冲击#估计结果如表 !所示%

由表 !可知#对两个研究期间进行分析#地方

政府债务和城镇化水平的估计结果均通过显著性

检验#除产业结构这个变量外#其他控制变量的估

计结果也都通过显著性检验%

推行新型城镇化后#四大区域的地方政府债

务仍然抑制经济增长#且抑制作用明显加大% 东

部(中部(西部(东北的地方政府债务系数分别由

3

$*$&!#$*4%!#

3

4*42$和3

$*21%#增加到3

!*"&%#

3

!*1%1#

3

2*4&4和3

"*!1+% 究其原因#近年来#地方

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大量举债#在新型城镇化实施

时地方政府债务已经积累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新型城镇化实施以来#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还在不

断增加#但新增加的债务相当一部分用于偿还之

前的债务#而用于经济发展的资金有限#因此#地

方政府债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加大%

推行新型城镇化后#四大区域的城镇化都促

进区域经济增长#且促进作用均增强% 东部(中

部(西部(东北的城镇化系数分别由 &*1%##"*&$"#

!*"&$ 和 "*!11#增加到 2*2++# 1*"41# "*%$% 和

1t#"4% 究其原因#相对于传统城镇化#新型城镇

化不再偏重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是注重质量内涵

的提升% 推行新型城镇化过程#各区域加快城乡

一体化发展#产业协调与集聚效应更加凸显#因

此#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加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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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新型城镇化前后四大区域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对比分析结果

时间

变量

!##+-!#$!

东 中 西 东北

!#$"-!#$2

东 中 西 东北

b"

3

$$

#*$#1

,,,

#*"$&

,,,

#*!#$

,,,

$*"1$

,,,

#*!$1

,,,

#*&+$

,,,

#*""4

,,,

!*&$4

,,,

"$*#!%$ "$*#%!$ "4*1&!$ "#*4&1$ "$*4$+$ "$*&#!$ "1*"%&$ "$*#!%$

IZ7\

3

$*!#%

,,

3

$*&12

,,

3

4*1%&

,,

3

$*+&+

,,

3

!*422

,,

3

!*+"$

,,

3

2*+!2

,,

3

"*4"$

,,

"

3

2*%+#$ "

3

$*#%!$ "

3

$"*+2$$ "

3

#*%#"$ "

3

2*!4"$ "

3

$*$"4$ "

3

$4*""!$ "

3

#*%"4$

=]

&*%2&

,,

"*1+%

,,,

!*41%

,,

"*4!%

,,

+*$22

,,

1*11"

,,,

4*$$&

,,

1*""1

,,

"$*"#!$ ""*+14$ "&*2&4$ "!*$4!$ "$*4"+$ "4*!+4$ "1*"2"$ "!*"1"$

W9

2*$+& "*+"# #*"44 $*$%$ 2*+4% 4*+!# #*&24 !*!#$

"4*%"&$ "$*$!4$ "#*&12$ "!*4"1$ "4*&+%$ "$*!%!$ "#*&"&$ "!*!&+$

bZ

$*$"!

,,,

"*$$!

,,,

4*%!!

,,,

$*$+%

,,,

!*"$1

,,,

&*1!"

,,,

+*!#+

,,,

!*$%+

,,,

"$*11%$ "#*"12$ "!*4&2$ "#*"2+$ "!*"%4$ "#*&!&$ ""*&#2$ "#*&41$

X6W

#*141

,,,

$*&#+

,,

!*4%%

,,,

#*%%2

,,,

$*"!4

,,,

!*2!&

,,

4*$11

,,,

$*+4"

,,,

"4*2!&$ "4*+"#$ "$#*$&"$ "$*%"&$ ""*!+2$ ""*"4%$ ""*"+&$ "$*"1&$

Ẑ

"*$#!

,,,

#*&%%

,,,

#*!!4

,,,

#*!+$

,, 1*"4%

,,,

$*#+"

,,,

#*"24

,,,

#*&$%

,,

""*1$!$ "4*4%4$ "#*2&1$ "4*$2%$ ""*!$"$ ""*%%#$ "#*12!$ ""*2$2$

[PI

3

#*%!%

,,

3

#*"4+

,,

3

#*!!+

,,

3

!*!$#

,,

3

$*%#!

,,

3

#*1"#

,,

3

#*"+!

,,

3

4*#+"

,,

"

3

#*2%+$ "

3

$*%#$$ "

3

2*!#"$ "

3

2*4%2$ "

3

$*!+$$ "

3

"*#"&$ "

3

$$*&$+$ "

3

$$*%+#$

ZI

1*&"2"

,,

1*$1+

,,

"*+"$

,,,

&*44+

,,

$$*!+$

,,

1*%4&

,,

&*""+

,,,

&*+1&

,,

"$*+4+$ "$*!1#$ "$&*"#%$ ""*$+!$ "$*%%&$ "$*"&&$ "$1*42$$ ""*4"!$

\JFE$ !*$44% !*$&1" &*&14# &*&+$4 !*4%4! !*&#22 1*42#" 1*4%#4

\JFE! $*$$+# $*$#+1 4*!!1$ 4*!"&4 $*"#$$ $*!%#" 4*%$+& 4*%!%"

55注!\JFE$为6LJBBH/(

3

7(/' C(L6]"!$)\JFE!为<H/FJ/

55推行新型城镇化后#四大区域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均有所增强#这

与近年来各地区在推行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注重经

济发展质量(提升产业结构效果等紧密相关% 四

大区域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均增强#

究其原因#!#$" 年各级政府规范了支出结构#提

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政府支出更有效促进经济增

长% 四大区域的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

作用也有所增大% 究其原因#各区域在推进新型

城镇化过程中加大了固定资产投资力度(注重固

定资产投资效率#从而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四大区域的对外开放度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没有

明显差异% 究其原因#尽管新型城镇化实施以来#

四大区域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但经济发展的外部

环境不确定因素加大#进出口增速下降#使得经济

开放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并未明显提升% 推行

新型城镇化以来#四大区域的人口老龄化仍然抑

制经济增长#且抑制力度显著增大% 究其原因#近

年来#各区域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时#并未采取

有效措施来减少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四大

区域的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且

促进作用均明显加大% 究其原因#新型城镇化实

施以来#各地区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优化教育投资

结构#更加注重教育投资效果#从而增强了教育对

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三5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运用三部门经济模型和动态面板计量模

型对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理

论推导和实证研究#并将新型城镇化作为政策冲

击#探究这一政策冲击如何影响地方政府债务对

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几点结论%

理论模型分析得出如下主要结论!一是#地方

政府债务在短期内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

用#在长期内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倒

='型特征#即在债务阙值前#地方政府债务促进

区域经济增长#在阙值后地方政府债务抑制区域

经济增长% 二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加快了

地方政府债务积累速度#提高了地方政府债务与

资本存量的比率#同时#新型城镇化战略可以促进

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水平%

实证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一是#在整个研

究期间#四大区域的地方政府债务均抑制经济增

长#抑制作用由强至弱依次为西部(东北(中部(东

部#四大区域的城镇化战略均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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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作用由强至弱依次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

二是#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的前后#四大区域的地

方政府债务都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且抑制

作用在新型城镇化实施后均有所增强#四大区域

的城镇化战略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且促进作用

在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后均增大%

!二"对策建议

为了保障新型城镇化战略顺利推进#有效控

制债务风险#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战略对区域经

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

是#完善财政体制#促进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平

衡% 经过多年的改革#我国财政体制不断完善#但

事权与财权不相匹配现象依然普遍存在% 新型城

镇化战略实施以来#&事大财小'(财力不足问题

在一些地区尤为突出#这些地方政府债务水平不

断增加#经济长期稳定发展难以保证% 因此#在推

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同时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进

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政府税收分享制度#调整政

府间的收入分配结构#以平衡地方政府财权与事

权% 二是#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化解债务风

险% 新型城镇化实施以后#地方政府债务加快积

累#债务风险不断加大% 若不能有效控制政府债

务规模#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将不断增加#债务对区

域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将不断加大% 因此#各地

方政府应设定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界限#严

格控制债务规模盲目扩大% 同时#对现有的地方

政府债务采用分类管理#公益性债务利用地方财

政资金偿还#非公益性债务通过项目运营收益偿

还% 三是#健全宏观调控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 由于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人才与技术的不

同#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

经济发展不协调现象较为突出% 近年来#为了实

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经济欠发达地区加大举债力

度#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明

显高于经济发达地区% 如果不及时改变这种状

况#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程度将进一步

加大% 因此#应健全宏观调控机制#促进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 首先#建立新型城镇化战略布局调控

机制%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不能在全国全面

展开(追求同一进度#应制定有效的调控机制#明

确不同地区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进度% 其次#健

全市场调节机制% 在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过程#

市场调节机制仍然在资金(人才等资源流动中起

决定性作用#因此要建立完善的市场调节机制#使

资源流动更加畅通(合理% 最后#健全政府宏观调

控机制%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时会出现失灵现

象#因此#需要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机制#有效发挥

政府宏观调控作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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