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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基于区域技术创新的遮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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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财政分权体现了中央赋予地方政府在税收、预算以及债务安排等方面的自主权ꎬ是地区经济稳步增长的保障ꎮ 基于

１９９９—２０１９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ꎬ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财政分权虽然能够显著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ꎬ并促进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ꎬ但由于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正向影响ꎬ最终将导致财政分

权对城乡收入差距总效应的损失ꎮ 分地区考察发现ꎬ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遮掩效应存

在地区异质性ꎮ 在东部地区ꎬ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ꎻ在中西部地区ꎬ财政分权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ꎮ
关键词:财政分权ꎻ技术创新ꎻ城乡收入差距ꎻ遮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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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实现共同富裕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ꎬ缩小城乡收入差距ꎬ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ꎬ是
新经济背景下我国进一步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选

择ꎮ 技术创新作为政府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把控

的手段之一[１]ꎬ在促进农业农村发展、加快城乡生

产要素流动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而财政分

权作为地方政府能够自主使用财政资金的一种制

度安排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资源配置于技术创

新领域的水平和效率ꎮ 现如今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目标已经达成ꎬ为了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的现有

成果ꎬ党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ꎬ农村科技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升ꎮ 在此背景

下ꎬ考察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ꎬ并探寻

区域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作用机制ꎬ具有深刻的理论

及现实意义ꎮ
近年来ꎬ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倍受学者们关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３５ 卷

注ꎮ 首先ꎬ在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

面ꎬＫｈａｎ 等[２]指出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

距的显著缩小效果ꎮ 陶然等[３] 认为财政自主度的

提升会唤起地方政府对辖区内民众的责任感ꎬ制定

能够缓解农村人口贫困的政策措施ꎬ从而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ꎮ 其次ꎬ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ꎬ
在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Ｇｌａｅｓｅｒ 等[４]研究指出技术创新会产生“知识溢出”
效应ꎬ提高低技能劳动者工资水平从而缩小收入差

距ꎮ 赵峥等[１]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技术创新能够有

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ꎬ并且能够缓解城市化进程对

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利影响ꎮ 然而ꎬ董直庆等[５] 研究

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多体现在技能劳动方面ꎬ由此

产生的技能溢价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ꎮ 最后ꎬ我国

疆土广阔ꎬ同种因素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具

有区域异质性ꎮ 胡立君等[６] 研究了产业结构与收

入分配之间的互动性ꎬ指出产业结构调整将改善经

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分

配不公ꎬ而对东部地区则有相反的作用ꎮ 张志新

等[７]指出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会增加本省城乡收

入差距ꎬ而邻省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则有利于缩小

本省城乡收入差距ꎮ 刘清春等[８] 从全国和区域两

个角度出发ꎬ研究发现创新会扩大我国东部地区的

城乡收入差距ꎮ
当前ꎬ关于财政分权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化水平[９]、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水平[１０]、人力资本质量[１１] 等方面ꎬ而有关区域技术

创新能力对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尚少有学者

进行研究ꎮ 因此ꎬ本文在已有文献的研究基础上ꎬ
将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引入财政分权如何影响城乡

收入差距的研究框架ꎬ并进一步分析这一影响机制

在我国不同地区的异质性ꎮ

１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财政分权体现的是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ꎬ使
其能够有效结合当地居民偏好、经济发展情况ꎬ更
加合理灵活地配置财政资源ꎬ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

率和地区社会福利ꎮ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ꎬ地方

政府利用其在本区域居民需求偏好中的信息优势ꎬ
可以差异化地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ꎬ此外ꎬ“以足投

票”的居民约束机制极大促进了公共产品提供的有

效性ꎮ 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考虑了政府官员的

行为动机ꎬ引入竞争激励机制ꎬ以解决信息不对称

情况下社会福利水平最大化问题ꎮ 当地方政府官

员与居民的利益目标保持一致时ꎬ竞争激励机制能

够有效促进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提升ꎮ
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均衡程

度有很大关系ꎬ财政分权在影响公共产品供给有效

性的同时ꎬ也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ꎮ 地方政

府对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态势具有较高的把控度ꎬ
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小的成本进行信息的搜集

与整理ꎮ 因此ꎬ财政分权能够保障财政资源的自

主、灵活、高效配置ꎬ对财政配置效率、政府行政质

量具有优化促进作用ꎬ进而能够为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提供资金、设备和平台依靠ꎮ 同时ꎬ财政分权体

制有利于对地方政府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支

出效果进行跟踪评价ꎬ及时调整资源配置方向ꎬ不
断优化财政资源配置ꎬ尽可能发挥政府在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的过程中的支持作用ꎮ 此外ꎬ财政分权还

有利于增强地方政府官员对于改善农村经济、促进

地区平衡发展的责任感ꎬ使财政支出向农村地区倾

斜ꎬ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ꎮ 基于此ꎬ本文提出假设:
Ｈ１:财政分权通过提高地方财政自由度ꎬ增强

了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ꎬ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

显著促进作用ꎮ
财政分权会通过提高财政科技支出促进区域

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１２]ꎬ进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ꎮ
区域技术创新活动一般发生在资源条件较为丰富

的城市地区ꎬ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ꎬ资本、技
术等生产要素越来越多地向城市地区流动ꎬ其产生

的规模效应会对生产要素大量流失的农村造成经

济发展与收入水平上的严重影响ꎮ 此外ꎬ城市人口

的增加必然要求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ꎬ城乡固定资

产投资不均增强了城市对于农村的虹吸效应ꎬ进一

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ꎮ 基于此ꎬ本文提出假设:
Ｈ２: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在财政分权和城乡收入

差距之间会产生遮掩效应ꎬ即财政分权能够促进区

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ꎬ进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ꎮ
现如今ꎬ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ꎮ 例

如ꎬ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ꎬ城市基础设

施已建设完善ꎬ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将财政资源投

入农村地区ꎬ提高农村人民收入水平ꎬ以实现城乡

平衡发展的国家战略目标ꎮ 而在经济发展较为落

后的中西部地区ꎬＧＤＰ 锦标赛的晋升评判标准使得

地区政府倾向于将现有财政资源向投资回收速度

快的城市工业部门注入ꎬ这就导致农村地区得不到

足够的关注ꎬ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ꎮ 基于此ꎬ本
文提出假设:

Ｈ３: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着区

域异质性ꎮ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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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设计

２.１ 变量说明

为直观反映各省城乡收入差距ꎬ本文使用城镇

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差来表

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 ｌｎｇａｐ)ꎮ 同时ꎬ
借鉴胡丽娜[１２]的方法来测算解释变量财政分权度

( ｆｅｄ)ꎬ即用“本级地方人均财政支出 / (本级地方人

均财政支出＋中央地方人均财政支出)”来表示ꎮ 此

外ꎬ本文参考以往研究ꎬ选取各省份每年的专利申

请量作为中介变量区域技术创新能力( ｌｎｉｎｎｏ)衡量

指标ꎮ
本文选取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固定资

产投资、开放程度、金融发展规模以及政府科技研

发投 入 作 为 控 制 变 量ꎮ 其 中ꎬ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 ｌｎｐｇｄｐ)用人均 ＧＤＰ 取对数表示ꎻ城镇化水平(ｕｒ￣
ｂａｎ)用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表示ꎻ固定资产投

资( ｆｉ)用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地区 ＧＤＰ 的比值表示ꎻ
开放程度(ｏｐｅｎ)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 ＧＤＰ 的比值

表示ꎻ金融发展规模( ｆｉｎ)用金融业增加值与 ＧＤＰ
的比值表示ꎻ政府科技研发投入(ｇｏｖ)用科技支出

与财政支出的比值表示ꎮ
２.２ 模型设计

为验证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ꎬ首先

设定基准回归模型ꎬ如式(１)所示ꎮ
ｌｎｇａｐｉｔ ＝β０＋β１ ｆｅｄｉｔ＋β２ ｌｎ ｐｇｄｐｉｔ＋β３ｕｒｂａｎｉｔ＋β４ ｆｉｉｔ＋

β５ｏｐｅｎｉｔ＋β６ ｆｉｎｉｔ＋β７ｇｏｖｉｔ＋εｉｔ (１)
式中:ｉ 代表省份ꎻ ｔ 代表年份ꎻ ｌｎｇａｐ 代表城乡收入

差距ꎻｆｅｄ 代表政府财政分权度ꎻεｉｔ为随机误差项ꎮ
为研究财政分权是否通过影响区域技术创新

能力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ꎬ本文借鉴 Ｂａｒｏｎ 等[１３] 的

逐步回归法进行检验ꎮ 因此ꎬ设定式(２)和式(３)所
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ꎬ其中ꎬｌｎｉｎｎｏ 代表区域技术创

新能力ꎮ
ｌｎ ｉｎｎｏｉｔ ＝α０＋α１ ｆｅｄｉｔ＋α２ ｌｎｐｇｄｐｉｔ＋α３ｕｒｂａｎｉｔ＋α４ ｆｉｉｔ＋

α５ｏｐｅｎｉｔ＋α６ ｆｉｎｉｔ＋α７ｇｏｖｉｔ＋εｉｔ (２)
ｌｎｇａｐｉｔ ＝γ０＋γ１ ｌｎ ｉｎｎｏｉｔ＋γ２ ｌｎｐｇｄｐｉｔ＋γ３ｕｒｂａｎｉｔ＋

γ４ ｆｉｉｔ＋γ５ｏｐｅｎｉｔ＋γ６ ｆｉｎｉｔ＋γ７ｇｏｖｉｔ＋εｉｔ (３)
若α１与γ１均显著ꎬ说明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在财

政分权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起到了间接作

用ꎮ 同时ꎬ若α１×γ１的符号与β１一致ꎬ说明区域技术

创新能力在财政分权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中起到的

中介效应为α１×γ１ꎻ若α１×γ１的符号与β１相反ꎬ说明区

域技术创新能力在财政分权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中

起到的是遮掩效应ꎬ且大小为α１ ×γ１ꎬ即区域技术创

新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

差距的总效应ꎮ
此外ꎬ为检验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否为完全中

介变量ꎬ进一步构建如式(４)所示回归模型ꎮ
ｌｎｇａｐｉｔ ＝ δ０＋δ１ ｆｅｄｉｔ＋δ２ ｌｎｉｎｎｏｉｔ＋δ３ ｌｎ ｐｇｄｐｉｔ＋
δ４ｕｒｂａｎｉｔ＋δ５ ｆｉｉｔ＋δ６ｏｐｅｎｉｔ＋δ７ ｆｉｎｉｔ＋δ８ｇｏｖｉｔ＋εｉｔ (４)
若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为部分中介变量ꎬ即财政

分权既能够直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ꎬ又能够通过区

域技术创新能力间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ꎬ则δ１ꎬδ２均

应显著ꎬ此时ꎬ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所起到的间接效

应为α１×δ２ꎮ 若δ１不显著而δ２显著ꎬ则说明区域技术

创新能力是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

完全中介变量ꎮ
２.３ 数据来源

由于西藏地区数据缺失严重ꎬ本文选取 １９９９—
２０１９ 年间中国大陆 ３０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研究ꎮ 各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ꎬ
少量缺失值使用插值法进行补全ꎮ 各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ｇａｐ ９.１８８ ０.６３９ ７.７０５ １０.７１３

ｆｅｄ ０.７９２ ０.０９５ ０.３４１ ０.９３７

ｌｎｉｎｎｏ ９.４４４ １.７６１ ４.８２０ １３.６０２

ｌｎｐｇｄｐ １０.０６０ ０.８９６ ７.８１４ １２.００９

ｕｒｂａｎ ０.５０５ ０.１５８ ０.１４３ ０.８９６

ｆｉ ０.６１２ ０.２５７ ０.２１０ １.４８０

ｏｐｅｎ ０.３０７ ０.３８５ ０.０１３ １.８２８

ｆｉｎ ０.０５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６ ０.１８８

ｇｏｖ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７２

３ 实证分析

３.１ 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经过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ꎬ本文采用固定效应(ＦＥ)模
型ꎬ回归结果见表 ２ꎮ 列 １ 至列 ４ 给出了固定效应

(ＦＥ)模型的回归结果ꎬ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

性ꎬ本文同时采用随机效应(ＲＥ)模型(列 ５ 至列 ８)
进行回归ꎬ结果一同列报于表 ２ 中ꎮ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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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财政分权、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与城乡收入差距回归结果

ＦＥ Ｒ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ｎｇａｐ ｌｎｇａｐ ｌｎｉｎｎｏ ｌｎｇａｐ ｌｎｇａｐ ｌｎｇａｐ ｌｎｉｎｎｏ ｌｎｇａｐ

ｆｅｄ －０.６７９∗∗∗

(０.１９)
—　 １.５５９∗∗∗

(０.４８)
－０.８３２∗∗∗

(０.１９)
－０.６１２∗∗∗

(０.２０)
—　 ０.４４３

(０.５０)
－０.４７６∗∗

(０.２０)

ｌｎｉｎｎｏ —　 ０.０８９∗∗∗

(０.０２)
—　 ０.０９８∗∗∗

(０.０２)
—　 ０.０６５∗∗∗

(０.０１)
—　 ０.０６０∗∗∗

(０.０１)

ｌｎｐｇｄｐ ０.８０７∗∗∗

(０.０３)
０.６５７∗∗∗

(０.０２)
０.８１２∗∗∗

(０.０６)
０.７２７∗∗∗

(０.０３)
０.８１４∗∗∗

(０.０３)
０.６８７∗∗∗

(０.０２)
０.９６４∗∗∗

(０.０７)
０.７３３∗∗∗

(０.０３)

ｕｒｂａｎ ０.４０５∗∗∗

(０.１４)
０.２６９∗

(０.１４)
２.３５２∗∗∗

(０.３５)
０.１７３

(０.１４)
－０.１１４
(０.１５)

－０.１４１
(０.１４)

１.８８７∗∗∗

(０.３７)
－０.１３５
(０.１４)

ｆｉ －０.１４１∗∗∗

(０.０４)
－０.２２８∗∗∗

(０.０４)
０.３７６∗∗∗

(０.１０)
－０.１７８∗∗∗

(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６６∗

(０.０４)
０.４６２∗∗∗

(０.１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４)

ｏｐｅｎ －０.０９２∗∗

(０.０５)
－０.１２５∗∗∗

(０.０４)
０.０７９

(０.１１)
－０.１００∗∗

(０.０４)
－０.２１８∗∗∗

(０.０４)
－０.２４８∗∗∗

(０.０４)
０.０４３

(０.１１)
－０.２２４∗∗∗

(０.０４)

ｆｉｎ １.０４５∗∗∗

(０.３８)
０.５８０

(０.３９)
９.９４４∗∗∗

(０.９３)
０.０６６

(０.４)
０.８４５∗∗

(０.３７)
０.６５４∗

(０.３７)
８.３０６∗∗∗

(０.９６)
０.５１５

(０.３７)

ｇｏｖ １.０２９
(０.７７)

－０.３８６
(０.８２)

２０.８４０∗∗∗

(１.８８)
－１.０２３
(０.８２)

０.４９９
(０.８５)

－０.６２１
(０.８８)

２０.６２０∗∗∗

(２.０３)
－０.７８３
(０.８７)

＿ｃｏｎｓ １.４４６∗∗∗

(０.１３)
１.７６１∗∗∗

(０.１３)
－２.３００∗∗∗

(０.３１)
１.６７３∗∗∗

(０.１３)
１.５５６∗∗∗

(０.１４)
１.８３８∗∗∗

(０.１４)
－２.６７０∗∗∗

(０.３５)
１.７７２∗∗∗

(０.１４)
Ｆ 值 ０.９６３ ０.９６４ ０.９４２ ０.９６５ 　 　 　 　

ａｄｊ.Ｒ－ｓｑ ４８.８５∗∗∗ ４８.２８∗∗∗ １２９.１４∗∗∗ ４９.６４∗∗∗

Ｎ ６３０ 　 ６３０ 　 ６３０ 　 ６３０ 　 ６３０ 　 ６３０ 　 ６３０ 　 ６３０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标准差ꎬ∗∗∗、∗∗、∗分别表示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１０)ꎬ下同ꎮ

　 　 其中ꎬ式(１)的回归结果列 １ 和列 ５ 显示财政
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为负ꎬ且两个模型的回
归结果均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ꎬ说明财政分权
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ꎬ假设 １ 得证ꎮ

为了检验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间接效应ꎬ首先
对式(３)进行回归分析ꎬ结果如列 ２ 和列 ６ 所示ꎮ
可以看出ꎬ两个模型中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对城乡收
入差距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ꎬ说明区域技术创新
能力的提升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ꎮ 接下来对式(２)
进行回归分析以进一步考察财政分权对区域技术
创新能力的影响ꎬ结果如列 ３ 和列 ７ 所示ꎮ 由列 ３
可以看出ꎬ财政分权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显
著为正ꎬ即财政分权能够促进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
提升ꎮ 综上ꎬ财政分权虽然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列 １)ꎬ并促进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列
３)ꎬ但由于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
生正向影响(列 ２)ꎬ最终将导致财政分权对城乡收
入差距总效应的损失ꎮ 至此可以判断ꎬ财政分权促
进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ꎬ进而导致财政分权总
效应损失的间接效应值为 ０.１３９(α１×γ１)ꎬ并且表现
为遮掩效应ꎬ假设 ２ 得证ꎮ 而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

差距的总效应为－０.６７９ꎬ那么在控制区域技术创新
能力的遮掩效应后ꎬ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
响为－０.８１８ꎮ

为检验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否为完全中介变
量ꎬ在控制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变量后ꎬ对式(４)进行
回归ꎬ结果如列 ４ 和列 ８ 所示ꎮ 可以看到ꎬ在控制了
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之后ꎬ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
的回归系数仍然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负ꎬ且其绝
对值较列 １ 的更大ꎬ进一步说明了区域技术创新能
力具有遮掩效应ꎬ且调整后的遮掩效应值为 ０.１５３
(α１×δ２)ꎬ控制遮掩效应后ꎬ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
距的影响为－０.８３２ꎮ
３.２ 分地区考察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资源含量以及
科技发展通常具有较大差异ꎬ为了考察财政分权对
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区域异质性ꎬ本文按照国家统
计局的划分方法ꎬ将全国分为东部地区:北京、天
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
海南ꎻ中部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
南、湖北、湖南ꎻ西部地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ꎮ 经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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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后采用 ＦＥ 模型对这三个子样本分别

进行回归ꎬ结果如表 ３~５ 所示ꎬ可以看出ꎬ财政分权

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

遮掩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ꎮ
表 ３　 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ｌｎｇａｐ ｌｎｇａｐ ｌｎｉｎｎｏ ｌｎｇａｐ

ｆｅｄ
－０.２１８
(０.４２) — ０.５０２

(１.０２)
－０.１９９
(０.４２)

ｌｎｉｎｎｏ —
－０.０３９
(０.０３) —

－０.０３９
(０.０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 值 ５０.１１∗∗∗ ５０.２０∗∗∗ １４９.４１∗∗∗ ４９.６５∗∗∗

ａｄｊ.Ｒ－ｓｑ ０.９６９ ０.９７０ ０.９４８ ０.９７０
Ｎ ２３１ ２３１ ２３１ ２３１

表 ４　 中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ｌｎｇａｐ ｌｎｇａｐ ｌｎｉｎｎｏ ｌｎｇａｐ

ｆｅｄ －１.４１０∗∗∗

(０.３４)
— ３.５９８∗∗∗

(１.０６)
－１.８７４∗∗∗

(０.３３)

ｌｎｉｎｎｏ — ０.０９３∗∗∗

(０.０３)
— ０.１２９∗∗∗

(０.０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 值 ５０.７５∗∗∗ ５１.７９∗∗∗ ５０.４２∗∗∗ ５９.６∗∗∗

ａｄｊ.Ｒ－ｓｑ ０.９８２ ０.９８１ ０.９５６ ０.９８５
Ｎ １６８ １６８ １６８ １６８

表 ５　 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ｌｎｇａｐ ｌｎｇａｐ ｌｎｉｎｎｏ ｌｎｇａｐ

ｆｅｄ －０.３３４∗

(０.１９)
— ２.００４∗∗∗

(０.６８)
－０.５２７∗∗∗

(０.１８)

ｌｎｉｎｎｏ — ０.０８６∗∗∗

(０.０２)
— ０.０９６∗∗∗

(０.０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 值 ５８.２４∗∗∗ ５３.６７∗∗∗ １５１.２９∗∗∗ ５６.２７∗∗∗

ａｄｊ.Ｒ－ｓｑ ０.９８２ ０.９８３ ０.９４３ ０.９８４
Ｎ ２３１ ２３１ ２３１ ２３１

　 　 根据表 ３ 列 ９ꎬ在东部地区ꎬ财政分权对城乡收

入差距的回归结果为负ꎬ但并不显著ꎬ即财政分权

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无明显效果ꎮ 此外ꎬ列 １０ 到列

１２ 中的中介效应检验也证明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并

不能起到中介作用ꎮ 这是因为ꎬ在以 ＧＤＰ 为导向的

晋升激励机制下ꎬ地方政府更容易将财政资源向短

期内能带来更多经济效益的城市倾斜ꎬ从而挤占乡

村财政资源ꎮ 此外ꎬ东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

领先地区ꎬ具有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ꎬ地方政府的

财政干预往往会降低城乡金融资源的市场配置效

率ꎬ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造成不利影响ꎮ
在中部地区ꎬ由表 ４ 列 １３ 可以看出ꎬ财政分权

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ꎬ即财政分权能够

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ꎮ 进一步考察区域技术创

新能力的间接效应ꎬ从列 １４ 到列 １６ 可以看出ꎬ财政

分权会促进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ꎬ并因此扩大

了城乡收入差距ꎮ 此外ꎬ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ꎬ中
部地区财政分权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更

佳ꎬ这是因为ꎬ中部地区正处于经济增长爆发期ꎬ地
方政府倾向于将财政资源投入地区优势产业ꎬ从而

引起劳动力、农产品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快速流

动[１４]ꎬ就业机会增加ꎬ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ꎮ
在西部地区ꎬ由表 ５ 列 １７ 可以看出ꎬ财政分权

同样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ꎬ且区域技术创新

能力仍然发挥遮掩效应ꎬ造成财政分权总效应的损

失ꎮ 此外ꎬ通过比较列 ２０ 与列 ４ 的系数可知ꎬ西部

地区财政分权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并未达到

全国平均水平ꎬ这是因为ꎬ相较于东部地区和中部

地区ꎬ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ꎬ地方政府

优先关注高经济效益部门的发展ꎬ造成财政资源配

置不平衡ꎬ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ꎮ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结论

本文分析了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以及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间接作用ꎬ并基于 １９９９—
２０１９ 年各省相关数据ꎬ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了实证检验ꎬ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ꎬ从整体来

看ꎬ提高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会造成技能溢价ꎬ使得

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提升ꎻ第二ꎬ财政分权能够有

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ꎬ但同时也会提升区域技术创

新能力ꎬ造成这一效应的部分损失ꎻ第三ꎬ财政分权

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

间接影响存在着区域异质性ꎮ 本文的研究价值在

于ꎬ首先ꎬ从实证角度出发ꎬ探讨了财政分权对城乡

收入差距的影响ꎬ填补了相关的研究空白ꎻ其次ꎬ本
文研究了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在财政分权对城乡收

入差距影响中所起到的间接作用ꎬ深化了这一领域

的相关研究ꎻ最后ꎬ探寻了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

距影响的区域异质性ꎬ为各地区的政策制定提供了

理论支持ꎮ
４.２ 政策建议

１)深化财政体制改革ꎬ完善财政分权制度ꎮ 实

证分析表明ꎬ财政分权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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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ꎬ因此ꎬ应当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ꎬ在加

大分权力度的同时提高分权质量ꎬ转变政府城市偏

向型的资源配置模式ꎬ使得公共物品在城乡间的配

置不断均衡ꎬ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双向流

动[１５]ꎬ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ꎬ实现共同富裕ꎮ
２)加强中央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管理ꎮ 实

行预算公开制度ꎬ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透明度ꎬ对
地方财政实行法治化建设ꎬ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绩

效ꎮ 此外ꎬ还要完善惩罚机制ꎬ对地方政府所承担

的责任进行细化落实ꎬ对标具体的惩罚措施ꎮ
３)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ꎬ优化政府考核

方式ꎮ 要优化政府的绩效考核方式ꎬ将民生、教育、
文化以及城乡一体化进程等指标纳入考核体系进

行综合考察ꎮ 同时ꎬ要引导地方政府完善农村人口

的社会保障政策ꎬ消除农民在就业、医疗以及养老

等方面的隐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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