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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在促进治理能力提升中的意义重大，

地方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近年来，甘肃积极

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促进经济体制、财税体制等多方面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

实现本地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

基于此，本文首先描述了甘肃省各市州经济社会与财政发展的相关背景，对

国内外当前关于财政汲取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理论进行阐述，作为本文的理

论基础，就对财政汲取能力产生影响的各主要因素及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再从一

般公共预算收支状况、政府性基金收入状况、政府债务状况及财政与经济的协调

性四个方面对甘肃省各市州的财政发展状况进行阐述，继而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得

出各地区的财政汲取能力综合得分，接下来通过实证分析，就各主要因素对财政

汲取能力的影响效应进行检验，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质量

提高能够促进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甘肃多数市州经济发展的规模不大、质量不

高限制了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而且低质量的城镇化与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也对提

升财政汲取能力产生了潜在的不利影响；第二，政府税收收入是以地区经济发展

为基础的，同时也受到相关制度与政策的影响。甘肃多数地区的税收弹性系数远

在合理区间之外，税收收入与经济发展不协调，进而难以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作

用，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和财政汲取能力的可持续；第三，甘肃各市州政府大

都承担了超过其财力所能承受的事权及支出责任，对上级转移支付的依赖度高，

既影响财政资金效率的提升，还会降低财政汲取的积极性，进而不利于财政汲取

能力的长期质的提升；第四，对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的衡量须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

水平与政府财力规模与结构等因素，甘肃部分地区虽然政府债务绝对规模较小，

但受制于经济与财力的限制，相对风险较高；第五，省域内地区间的经济与财政

发展差距较大，不利于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最后，据此给出以下建议，以促进

甘肃省市州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第一，积极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

第二，优化转移支付制度，提高政府积极性；第三，完善地方税体系，提高财政

收入质量；第四，促进政府间税收分配格局合理调整与事权支出责任改革；第五，

提高财政资源的利用效益，拓宽政策空间；第六，加强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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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base and mainstay of national governance,finance plays a

significant function in promoting the enhancement of governance

capacity,the improvement of local governance capacity is an essential

portion in modernizing the national governance.In recent years,Gansu has

been responsive to the call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promotes the further

reform of the economic system,fiscal and tax system,so as to bring abou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improve

the governance ability.

Therefore,this paper first depicts the context of the economic,social

and fiscal development of the cities in Gansu,expound the current

theories at home and abroad,which related to the fiscal absorption

capacity and some factors impacting on this capacity,as the foundation of

this paper,then dissects the main factors exerting an influence on the

capacity and how these make,moreover,elucidate the local fiscal

development present status from the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general

public budget,the revenue of government fund,the situation of

government debt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finance and economy,through

constructing a norm system to calculate the composite scores of

municipal government fiscal absorption capacity in Gansu,then through

the empirical method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various factors have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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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apacity,concluding these results:First,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g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quality helps to promote the

fiscal absorption ability,which has been limited by the small and low-

quality economy in most cities of Gansu,and low-quality urbanization

and urban and rural dual structure problems produce the potential adverse

effect to improve this capacity;Second,government tax revenue is based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which is also affected by certain

system and policy.Elasticity coefficient of taxation in most areas of

Gansu was far beyond reasonable range.The tax,which is not consistence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can't regulate economy better and goes

against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fiscal absorption capacity;Third,in most cities of Gansu,the government

assume more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expenditure than their

fiscal resources,highly depend on transfer payments from superiors,which

will not only affect the improvement of fiscal fund efficiency,but also

reduce the enthusiasm of fiscal absorption,and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long-term qualitative improvement of fiscal absorption

capacity.Fourth,calculate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risk,taking it's economy

and 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fiscal resources into account,

although the absolute scale of government debt in some regions of Gansu

is small, it is limited by economic and fiscal constraints,the relative risk is

high.Fifth,the great disparity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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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in a province,delays the advance of the

provincial overall development.On these ground,the paper set out

recommendations below to promote the ability of municipal fiscal

absorption in Gansu:First,improve the regional high-quality economy

and society actively.Second,reform the transfer payment system to

enhance the enthusiasm of the government;Third,perfect the local tax

system to higher-quality of fiscal revenue;Fourth,promote reasonable

adjustment of inter-governmental tax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reform of

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y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Fifth,utilize fiscal

resources more efficiently to broaden the policy space;Sixth,promote

further inter-reg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Key words：Fiscal absorption capacity；Gansu province；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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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为我国经济与社会的繁荣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既得益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也同样有地方各级政府在其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地方政府面临“增长”与“晋升”的双重激励，不断促进本地

区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是推进我国各方面改革进步的重要主体。无论作为计划经

济时期的“中央派出机关”，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理性经济主体”，

地方政府都在推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作为资源

配置的两种不同方式，市场与政府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存在于世界上的任何

一个国家，只是在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体制各异的不同国家及同一国家的不

同时期，其地位和作用有所不同，两者互为补充。我国经济四十多年快速增长的

实现，既有市场在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同时也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通

过一系列的财政收支活动，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求，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健

康发展。早在北宋时期，著名学者苏辙就意识到财政的基础性作用，并提出“财

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今天，

无论是基于现实需要还是理论研究，财政与地方政府的作用更加不能忽视。地方

政府的存在及其职能的有效发挥都离不开财政，需要有一定的财政资金做保障，

这便体现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汲取。

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进程中，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较为突出，引起了政

府及经济、财政等各界学者的广泛关注。想要解决这一突出问题，必须构建更加

有效的发展新机制，促进我国地区间及城乡间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甘肃地处我

国西北地区，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在我国的历史、当前以及未来的发展过程中

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然而，改革开放以后，甘肃的地位相对落后了，近年来甘肃

省的 GDP 始终处于全国倒数的位置，而且省内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比较大，

这样的发展格局使得甘肃省一直处于不均衡的状态。2020 年，甘肃省全省的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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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016.70 亿元，而当年陕西省仅就西安一个市的 GDP 就达到 10020.39 亿元，

兰州市 2020 年的 GDP 是 2886.74 亿元，位居全省第一，而甘南州的 GDP 仅有

219.06 亿元，居于全省最末，不到兰州的十分之一。经济是财政之源，我国的

现代财政制度以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汲取之源，支撑新时代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

构
1
。当前甘肃经济发展状况欠佳，势必会对财政汲取能力造成一定的影响。而

且，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政府财权上收，事权下沉，地方财政压力逐步加大，

普遍面临着财政收支失衡的困局。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这一问题更为突出，有限收

入难以应付不断增加的“刚性”支出，地方财政收支失衡矛盾较为突出。2020

年甘肃省的财政自给率仅有 21.05%，收支缺口较大，仅兰州的财政自给率超过

了 50%，嘉峪关超过 60%，最低的甘南和临夏均不及 10%，地方财政对上级转移

支付依赖度高。省及下辖各地区政府的非税收入占比普遍较高，无论是从财政汲

取的规模、结构还是可持续性等方面来看，甘肃的财政汲取能力整体表现较弱，

且各市州差异较大。

当前在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以及西部大开

发、“一带一路”战略支持下，甘肃应当积极主动，抓住机遇，利用优势，加强

区域间交流与合作，提升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质量，不断提升财政汲取能力。

只有规范的、可持续的财政汲取水平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政府的支出责任，从而促

进政府职能的更好发挥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本文对甘肃省市州的财

政汲取能力进行研究，通过相关概念及理论的参考、国内外学者观点的借鉴，和

对甘肃各地区的财政状况进行阐述，进而构建财政汲取能力的综合评价指标，接

下来对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据此为提升甘肃省市州的财政汲取能力提出

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当前，国内外学者们对财政汲取能力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研

1 付敏杰.现代财政制度的国家视角——兼论中国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财政治理框架[J].财政研

究,2020(02):5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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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研究角度和切入点各有不同，但大都基于省级层面，且总体上缺少一个

衡量财政汲取能力的综合指标体系，对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也比较有限。因此本文

将财政汲取能力置于省以下地方的层面进行研究，进一步完善财政汲取能力的评

价指标体系，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为该方面进一步的理论研究

工作的做出贡献。

（2）现实意义

总体而言，甘肃省各市州的财政汲取能力不高，且地区差异较大，这也是当

前甘肃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鉴于此，本文基于甘肃省市州财政发展的现状，通

过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对地方财政汲取能力进行科学评价，并分析其主要影响因

素，为缓解甘肃省市州财政收支失衡矛盾、提升财政可持续性、提高财政汲取能

力并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提出建议。

1.2 文献综述

1.2.1 国外研究现状

（1）财政汲取能力的研究

在国外关于财政汲取能力的研究中，很少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主体，早

期的研究中财政汲取能力与财政能力的内涵大致相同，如 1962 年美国政府间关

系咨询委员会（ACIR）对财政能力概念的界定，着重强调汲取能力，且早期的研

究多以税收收入、财政收入等绝对规模指标来衡量。之后，对财政能力的研究视

角逐渐丰富，逐步将政府支出能力、收入结构以及支出成本纳入财政能力的研究

范围，使得财政能力的内涵得到拓展与丰富。

Coleman（1975）在对政府财政能力的研究中，强调对公众的回应，比较接

近于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这一概念的阐释。1982 年，ACIR 将财政能力定义为政

府所能取得的提供公共服务所需的财政资源的能力。Robert J.Barro（1987）认

为某一地区政府财政能力是其为提供公共服务或履行职能而筹集财政收入的能

力。以上关于财政能力的认识都涵盖了政府财政汲取及公共服务提供两方面的内

容，Jorge Martinez-Vazquez (1997)、David Hyman(2006)等学者对政府财政能

力也有相似的认识。也有学者从需求端出发，将政府财政能力视为政府满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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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需求相适应的收入能力，如 Geraldine Robbins 和 Stephen McNena（2015），

也有学者将政府财政能力与其政治权力相结合，如 Timothy 和 Torsten(2013)。

国外早期的研究中，通常采用 ACIR 提出的代表税法衡量政府财政能力，之

后随着对财政能力的进一步深入认识而逐步完善，该机构在原有研究基础上逐步

形成了代表性收入体系、代表性支出体系，丰富了原有的评价体系。Johnson 和

Roswick（2000）在衡量地方财政能力时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收入两个指

标。Abelson 和 Joyeux（2015）考虑了规模经济效应，认为财政能力可以用人均

指标表示，虽然 Johnson 和 Koyama（2016）指出人均税收指标具有一定的局限

性，但其所具有的数据简单易得、易于比较的优势较为明显。

（2）财政汲取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

国外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对影响财政汲取能力的一些主要因素进行

研究。Bahl（1971）认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取决于其征税努力度，而且要

实现税收的长期可持续，需要政府努力征税的同时进行有效的管理。Becker 和

Mulligan（1992）认为税收效率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两者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即

税收效率越高，财政汲取能力也越强，反之亦然。Ndikumana 和 Abderrahim

（2010）通过对非洲国家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研究，指出一国的经贸结构以

及自然资源禀赋会对财政收入产生影响。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研究中已发现，一国潜在税收收入与该国所处

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密切相关。Ali 等（2015）通过分析来自埃塞俄比亚

的实证数据，指出现代科技与信息技术的使用有助于提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进

而促进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Ricciuti 等（2016）通过实证方法考察了发展中

国家的政治体制对财政收入能力的影响，认为加强对行政部门的制度约束有效促

进了税收制度的公正性。Osiolo 与 Helen Hoka（2017）采用实证方法的结果认

为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显著促进了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提升。

1.2.2 国内研究现状

（1）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研究

我国的学者对财政汲取能力的研究起步较晚，但相关研究较为丰富，包括其

概念的界定、衡量指标的选取、影响因素的分析、空间分布特征等多个方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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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最初主要对国家能力进行研究，在对国家能力的研究中，斯考切波作为国家

能力理论研究的先驱，特别强调了财政汲取能力在国家能力中的基础地位和重要

性，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王绍光、胡鞍钢（1993），郭继强（1996）也持相同

的观点。王绍光（2002）认为政府能够从社会中汲取财政资源的渗透能力是政府

实现其目标的基础，更是一个国家制度建设中最重要的内容。

随着我国分税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学者们的研究重点逐步转向地方，对地方

财政能力进行研究，地方财政汲取能力作为财政能力的一个基础性的子能力也得

到了广泛的关注。国内多数学者均认为财政能力的核心包括财政资源的汲取以及

公共品的提供两方面的能力，如龙竹（2002）、辛波（2005）、贾智莲（2009）、

辛方坤（2014）等。李文星和蒋瑛（2002）认为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是一个综合能

力，包括依靠公共权力、满足公民需求、稳定区域经济与再分配等多个子能力。

刘汉屏（2002）将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定义为由自给能力、公共支出保障能力以及

政策能力构成的综合能力。王雍君（2000）基于当时国内地方政府自有财力难以

支撑支出需求而引发的非正规财政收入问题的背景，提出财政自给能力这一概

念，并采用财政自给能力系数即本级自有收入对本级公共支出需求的满足程度这

一指标来衡量。纪宣明等（2002）将现实与潜在财政能力以及财政竞争与抗风险

能力纳入财政能力的衡量范围，进一步丰富了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内涵。李学军

和刘尚希（2007）指出财政能力是融合了财政资源汲取、使用及组织协调能力的

多元综合能力。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财政能力的可持续性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尚元君、殷瑞锋（2009）指出财政收入的长期稳定与可持

续性是政府提高公共物品的基本保障，贾智莲（2011）认为财政汲取能力的可持

续性体现在收入规模的持续稳定与汲取方式的规范合理两方面。

虽然国内学者对财政能力内涵的认识较为丰富，但在具体的实证分析中一些

学者采用单一化的财政收入、财政收入与 GDP 的比值等指标来衡量财政能力，如，

孔万幸和周平录（2016）。随着对财政能力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对财政汲

取能力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研究，并努力构建衡量财政汲取能力的较为全面的指

标体系，例如，辛冲冲和陈志勇（2019）在分析财政分权与政府竞争对地方财政

汲取能力的动态影响中对汲取能力的衡量指标进行了完善，突破了传统的单一规

模指标，构建了较为全面的指标体系，体现了汲取的规范性、有效性以及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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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辛冲冲和杨文珂（2020）在对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动态空间分布与差异

分析中也采用了较为全面的衡量指标。

（2）地方财政汲取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的分析角度较为丰富。刘汉屏（2002）

在研究地方财政能力时，首次将经济、制度以及职能绩效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

尚元君和殷瑞锋（2009）、郭翠（2012）、李伟（2017）均认为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收入分权有助于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贾智莲（2010）认为我国

特有的财政激励与政治激励的制度缺陷以及由此引发的政府间竞争导致了地方

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严重不足。陈都、陈志勇（2016）对我国各省的财政汲取能

力进行实证分析，指出解决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失衡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财政分权制

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并表明在短期内，财政分权不会发生重大变化，此时税

收努力程度的提高则有助于提升地方财政汲取能力。孔万幸和周平录（2016）通

过对我国西部九省 14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财政分权促进财

政努力程度的提升，而纳税规范程度与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则起到了相反的作

用。辛冲冲，陈志勇（2019）认为地方财政收入分权、政府竞争助推财政汲取能

力提升，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分权与政府竞争二者联动能够对财政汲取能力产生正

效应，并据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辛冲冲，杨文珂（2020）对我国地方财政汲取

能力进行了空间差异分析，并研究了造成差异的关键因素，如经济结构与发展水

平、财政自给率等。焦建华（2020）指出，伴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必然导致政

府职能的扩大与支出的增加，从而要求更高的财政汲取能力予以保障。

1.2.3 文献述评

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财政汲取能力的文献，可以发现，现有文献从不同的角

度对财政汲取能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及实证研究，总体上说，相关文献较

为丰富，研究视角也愈加全面。然而学者们多将财政汲取能力置于财政能力之下，

作为财政能力的一个子能力进行研究，单独分析财政汲取能力的文献较少，且学

者们对其内涵的定义观点各异，在对财政汲取能力进行评价时多采用单一收入指

标作为因变量并且大都是基于省级层面。一方面说明对财政汲取能力的研究在学

界受到广泛关注；另一方面说明该方面的研究尚在完善中，需要新的视角、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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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加以补充。现有的文献或注重研究某一方面的因素对财政汲取能力的影

响，或在分析财政能力时，将其作为财政能力的子能力进行分析，但是罕有文献

单独对财政汲取能力进行分析，而且将财政汲取能力作为一个综合能力，并对其

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献较少。基于此，本文尝试将财政汲取能力作为一个

综合能力并将其置于甘肃省市州层面上进行研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理论与实证

分析，希望可以些许地补充现有研究的空白和不足。

1.3 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

1.3.1 研究方法

本文综合使用多种方法来对问题进行研究。第一，文献分析法，在本文的写

作成稿过程中，仔细查阅并耐心研读与财政汲取能力相关的书籍、文献以及期刊

资料，归纳总结了当前国内外学者对财政汲取能力及其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现状

与既有结论；第二，数据分析法，通过甘肃各市州官方网站搜集相关统计数据与

资料，并对其进行分类整理；第三，计量分析法，将地方财政汲取能力及其相关

影响因素通过量化，并采用实证分析方法进行检验，最后对提升甘肃省市州财政

汲取能力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3.2 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文从甘肃省市州层面的财政汲取能力出发，对各地区财政汲取能力进行综

合分析，并研究影响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主要因素，将理论研究、统计分析与实

证检验相结合，并据此提出提升甘肃省市州财政汲取能力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是本文具体研究内容的一个综述。首先是研究背景及意义；

其次是对当前国内外已有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再次，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

法及主要内容；最后是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第二部分为概念界定及理论依据。首先介绍了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财政汲

取能力的概念，其次对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分权、转移支付、财政可持续理论进

行概念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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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为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该部分首先对

影响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主要因素进行阐述和说明，再对各影响因素如何对财政

汲取能力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

第四部分从四个方面共十一个指标采用均值、离散度等统计方法分析了甘肃

各地区的财政状况，并据此对各地区的财政状况的表现进行打分。

第五部分首先对地方财政汲取能力进行测度与评价，通过对评价方法和指标

的选择进行说明，构建了一个较为多元的衡量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指标体系，对

甘肃省各市州的财政汲取能力进行分析与评价，其次对影响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

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并采用双向固定相应模型实证检验各主要影响因素对地方财

政汲取能力的影响效应。

第六部分为提升甘肃省市州财政汲取能力的对策建议。该部分根据当前甘肃

省各地区在财政汲取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与不足，针对性地提出提升甘肃省市州

财政汲取能力的政策建议。

1.4 创新及不足

1.4.1 创新

创新点一，本文以甘肃省市州层面为研究范围，对一省范围内的地方财政汲

取能力进行研究。创新点二，本文通过选取一定的指标，采用一定的统计分析方

法对省域范围内地方财政状况的表现进行打分，与通过实证方法得出各地区的财

政汲取能力综合评价相结合。创新点三，在对社会发展水平这一因素量化时，加

入了城乡居民消费性支出差距这一指标，更好的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质量，并较为

全面的分析了影响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主要因素。

1.4.2 不足

由于部分数据的缺乏，本文未能在对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综合评价中未加入

转移支付这一指标，同时在进行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时，由于数据的缺乏，对部

分因素没有进行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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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界定及理论依据

2.1 概念界定

2.1.1 地方政府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拥有地方政府，只是地方政府的层级及名称因各国

的历史、文化习惯、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对地方政府并没有一

个相对固定或者较为清晰而准确的概念。地方政府是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的，是

一个国家多级政府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宪法规定，省（直辖市）、市、

县（市辖区）、乡（民族乡）、镇各级人民政府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多年来，我国的地方政府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财政体制改革等方面扮演着

较为重要的角色，特别是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极大的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

方式。然而此次改革的重点是对中央与省级政府的财政收入的重新划分，对省以

下政府的财政收支、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涉及少之又少。本文希望对省以下政府进

行进一步的研究，故本文所指的地方政府为省以下的地方政府，包括市本级及其

下辖县区、乡镇政府，并将其视为一个整体。

2.1.2 财政能力

“财”是指政府收支，而“政”则是治理，所以，财政就是政府收支及其治

理
2
。财政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样也有政治的因素在其中，一方面，政府

通过一系列的财政收支活动参与社会再生产，执行政府职能，保持经济社会的持

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实施恰当的财政政策并不断完善财政制度，营

造良好的政策与制度环境，更好的实现政府治理。通常，我们将能够高质高效地

完成某项工作或任务视为“有能力”，就某一个人或组织而言，能力是一项综合

素质，能力的体现贯穿于项目执行的全过程，同时还包含着一定的主观价值判断

在其中，并受到既定的客观条件的制约，因此，长期来看，能力还指具有某种潜

力，即潜在能力。

2 陈共.财政学（第十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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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能力就表现为政府在其管辖范围内，凭借其政治权力，合理汲取财政资

源，并有效提供公共品，从而实现政府职能的有效履行。同时，财政能力是一个

比财政收入更宽泛的概念，还包括财政自身及财政对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

领域的支撑和建构能力
3
。这就要求政府的财政活动必须有效，具体表现为财政

资源的合理汲取、提供大致均等的公共品，最终实现自身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其中财政资源的合理汲取是财政能力的基础，也是实现其他能力的保障。

2.1.3 财政汲取能力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对此，熊彼得曾指出，与财政收入相对

应的财政体系能够反映出一国的政治与社会变化。财政收入的变化，能够折射出

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与调整，进而影响财政管理体制与政府治理。

在我国多级政府管理体制的背景下，就地方政府的财政汲取而言，还应当将主要

表现为财政收入及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政府间关系纳入考虑范围。

因此，本文基于已有学者对财政汲取能力的研究，并结合本文对财政汲取能

力的理解，将其定义为政府凭借其政治权力能够持续稳定地获得规范的财政资源

以满足合理支出需求的能力，其中包含政治权力的依靠、汲取的规范性、汲取的

稳定性与可持续性以及对合理支出需求的满足，因此，对这一能力的评价需要一

个较为全面的指标体系来衡量，既要包括传统的规模指标、同时还需考虑财政汲

取的结构、质量与可持续性。

2.2 理论依据

2.2.1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

“经济决定财政”是财政学的一个基本观点。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收入规模

的影响表现为基础性的制约，两者之间存在源与流、根与叶的关系，源远则流长，

根深则叶茂
4
。当前世界各国的经济和财政发展状况表明，较发展中国家而言，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相对的财政收入规模也较大；我国国内各省市的

3 国家治理“3+1”架构下的财政能力集——基于公共风险视角的分析[J].财政研究,2020(11):21-32.
4 陈共.财政学（第十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11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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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财政发展状况也同样表明，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财政收入水平也相对较

高，倘若经济不发达，就不可能实现财源的丰裕。当前要解决我国地方政府的过

大的财政收支压力，归根结底是要发展经济，提高发展质量，开辟优质财源，坚

持发展，也唯有发展，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与此同时，也必须意识到财政对经济的反作用，实现财政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刘溶沧（1983）认为只有满足以下条件，才能实现财政收入与经济发展的正比例

变化，第一，保持财政收入增速与国民经济增速间的适当比例；第二，提高财政

投资的和财政资金的效率；第三，实现社会总供求规模及结构的大致均衡。随着

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相关财政理论研究的深入，财政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容

更加丰富。

2.2.2 财政分权理论

世界范围内，地方政府广泛存在且由来已久，早期对地方政府的研究大多体

现为分权思想，之后，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出现与发展，不同的

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的进行了理论研究与解释。

分权理论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为第一代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

论。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以地方公共品存在的必要性为出发点，从公共品的层次

与空间特性入手，论证了分权的合理性与多级地方政府存在的必要性。该理论的

基础假设为政府仁慈而富有远见，主要观点就是财政分权能够促进政府资源配置

效率以及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提高。其中的代表理论有：Tiebout（1956）提出了

居民通过选择满足其意愿的辖区来显示其真实偏好的“以脚投票”理论；Stigler

（1957）从信息优势的视角入手，论证了多级地方政府存在的必要性；Masgrave

（1959、1973）从政府职能的角度讨论了财政分权理论；Oates（1972）从福利

经济学视角入手，认为地方政府在提供区域性公共品方面比中央政府有更高的效

率。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是对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改进与完善，引入制度与激

励机制等微观经济学理论，该理论将政府视为“理性经济人”，同样追求自身利

益最大化，因此，需要对政府行为进行约束，并通过政府与市场的有效互动与协

作实现政府的有效治理与市场的高效运转，最终实现“双赢”。其中的代表理论

有：布坎南（1980）认为政府竞争会降低政府在提供公共品过程中的寻租腐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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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分权带来的权力制衡的效益大于效率的损失。

2.2.3 转移支付理论

1928 年，庇古在《财政学研究》一书中最早提出“财政转移支付”，此时

的转移支付还是政府向社会居民无偿转移财政资金，随着分权理论的发展和实

践，转移支付的范围逐步扩大，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成为了分权财政体制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转移支付制度即政府间财力的无偿转移，通常表现为中央（上级政府）对地

方政府（下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是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不同层级的政府

由于其拥有的财权和承担的事权与支出责任间存在差异，特别是地方政府，由于

其组织获得的财政收入无法满足支出需求，从而出现财政收支缺口，财政转移支

付制度是解决这种收支不平衡问题的重要制度手段，这种收支不平衡一般表现为

不同层级政府间的纵向财政失衡问题、政府间的横向财政失衡问题。转移支付制

度的直接目标就是均衡政府间的财政能力，从而避免因政府财力不足而导致地区

间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上的较大差异，进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最终目标

的实现，转移支付还有助于解决因外部性而导致的公共品提供不足或低效的问

题，在促进社会公平和提高效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按照转移支付资金的具体用途分类通常可将其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

转移支付两大类，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不规定具体的用途，地方政府可根据本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自由支配，一定程度上讲，地方政府可将其视为自有财力；

而专项转移支付通常附带有一定的条件，或用于特定项目、方向，或要求地方配

套一定的资金，或二者兼有。理论上讲，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能够弥补地方政

府财政收入的缺口，从而缓解政府间的纵向财力不平衡；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能

够借助转移支付通过政策引导、激励等手段来助力中央政策目标的实现。然而，

由于种种主观或客观因素的影响，转移支付并未发挥其应有的效应，甚至对地方

政府行为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是受“公共池”与预算软约束的影响，纵向

的财政不平衡问题非但没有解决，甚至还导致了地方政府债务的膨胀，而且在一

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大量转移支付的获得促使地方政府过度依赖转移支付（乔

俊峰和张春雷，2018），以至于不思自身能力的提升，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税收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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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甚至还会产生腐败（Indira Rajaraman and Garima Vasishtha，2000）；

二是由于本身制度的不完善和信息不充分等原因，导致部分地方政府为获得专项

转移支付而挤占其他项目资金支出需求甚至努力寻求预算外资金；三是在“粘蝇

纸效应”的影响下，来自上级的转移支付不断增加，地方公共支出规模不断扩张，

这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表现相对更为明显。

2.2.4 财政可持续理论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出现可追溯到上世纪 80 年代，最初，可持续发展这一概

念的核心思想就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的发展。此后，随着可

持续发展思想的深入实践与丰富，可持续发展的范围也逐步扩展到经济、社会、

生态等诸多方面。

财政可持续发展内涵着财政与可持续发展的辩证统一。财政可持续是指一个

国家财政的长期存续，是财政自身的可持续性，主要表现为在一个长期动态的过

程中，财政自身的收支平衡能力，即一定时期内的财政盈余可弥补前期的财政赤

字，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大致相当。从债务角度看，财政可持续则表现为未来

实现的财政盈余的折现大于当前公共债务存量的一种财政状况。具体可以理解

为：当政府的税费收入能够满足财政支出需求时，财政是可持续的；当政府能够

通过发行公债从而获得财政资金，再加上税费收入来满足支出需求，则财政依然

是可持续的；当政府发行债务进行融资的成本不断上升，发债难度逐渐加大，但

整体社会经济快速增长，能够弥补债务成本，此时的财政依然可持续。这也是衡

量财政风险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中国的现实发展状况下，实现财政的可持续决不能单一追求财政收支规模

上的平衡，更应该在优化收入结构、提升支出效率上下功夫。若缺乏相对合理规

范的财政收入结构做支撑，总量上的收支平衡就不具有稳定性；若财政支出的资

金使用效率难以提升，支出方向无法与社会需求合理匹配，财政同样无法实现可

持续。就财政而言，必会涉及到财政与社会、财政与政府的关系，因此财政的可

持续必须实现财政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为财政资源的汲取提供长期稳定的

财源，同时财政的可持续还必须处理好各级政府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多级政府管

理体制下，合理分配财政资源和支出责任。因此在当前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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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实现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就是建立一个体系健全、结构合理、运转高效、

系统持续的财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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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财政汲取能力的内涵有了更丰富的认识，相应的衡量

指标的选取也逐渐多元全面，并从不同的角度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影响因素进

行了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地方财政汲取能力表现为汲取规模、质量、结构、可

持续性等多个方面。本部分基于本文以上部分的相关文献综述与理论阐述，借鉴

学者们已有的研究结论，并结合本文对财政汲取能力的认识，将影响地方财政汲

取能力的因素分为主客观两大层面，其中主观因素包括：征税努力程度、政府竞

争、官员行为等，客观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财税体制等制

度因素，随后就各影响因素对财政汲取能力产生作用的机理进行论述，支撑之后

的实证检验。

3.1 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3.1.1 经济发展水平

地区的经济发展是该地区政府汲取财政资源的土壤与基础，某一地区的经济

发展水平通常可以从地区经济产出总量、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固定资产投

资等几个方面进行衡量。

3.1.2 社会发展水平

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能够从该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居民的消费水平、人

均受教育程度等方面体现出来，社会发展水平能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地区发展

的潜力，从而影响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

3.1.3 制度性因素

通常，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制度具有相对稳定性，制度的内容较为广泛，

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地方财政汲取能力不仅受到一

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时也受制于一定的制度因素，如财政收支

体制、官员任免体制、转移支付制度、预算约束制度、债务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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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主观性因素

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的存在有其理论和现实必要性，特别是在我国的语境

下，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我国特

有的威权型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增长和晋升而竞争；地方政府一方面

为地区公民服务，提供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对上级政府负责，在既有的政治制度、

财税体制等相关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难免会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影响，主要

表现在政府财政汲取的积极性、政府财政支出的规模和偏好、预算约束等方面，

进而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产生影响。

3.1.5 其他因素

对地方财政汲取能力产生影响的因素除了上述四大方面以外还有很多，如该

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自然气候环境以及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等，这些有形或无

形的因素都会或多或少的对财政汲取能力产生影响。

3.2 各影响因素对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作用机理

3.2.1 经济发展水平与地方财政汲取能力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地方财政汲取的基础与保障，本文选取了衡量经济发

展并与财政汲取能力高度相关的主要指标，并就其对地方财政汲取能力产生影响

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说明。

第一，地区生产总值（地区 GDP）与地方财政汲取能力。地区生产总值作为

衡量某一地区产出水平的一个核心指标，能够反映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效益以及社

会最终产品的丰富程度，是政府获得财政资源以维持机构正常运转以及提供公共

品的基础与保障。这就意味着，在一定的时期内一个地区能够创造的最终产品越

多，GDP 就越大，财政汲取的基础就越大，政府能够从中汲取的财政资源就越多，

而且以 GDP 为指标的政治激励以及支出的巨大压力也会促使地方政府积极发展

地区经济，并以此来获得更多的财政资源，相应的财政支出需求就越能够得到保

障，从而提高财政自给能力，财政汲取能力也越高。因此经济发展通过稳固和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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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财政汲取基础，进而满足支出需求，进而提高财政自给能力，实现汲取能力的

提升。

第二，产业结构优化与地方财政汲取能力。产业结构的优化表现为产品附加

值的提高；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第一产业比重下

降与二、三产业比重的上升。产业结构的优化通常意味着社会生产率水平的提升

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描述：一，同样数量的产出所

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进而在一定的时间内产出（GDP）的增加；二，

产品附加值的提高，即在构成产品成本的各要素部分（C+V+M)中，（V+M)部分的

增加，通过产出和附加值的增加为财政资源的汲取提供保障，进而实现汲取能力

的提升。

第三，对外开放程度与地方财政汲取能力。通常，对外开放最初表现为商品

的贸易，进一步实现产品市场的扩大、先进技术的引进与吸收、资金的汇聚、人

力资本的积累，继而实现贸易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从而拓展该国

或地区的税基。通常，对外开放一方面通过促进一国或地区 GDP 的增加和经济发

展质量的提升为财政汲取提供更加稳固的保障，另一方面也能够在该国（地区）

经济发展过程中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进而对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产生潜在的

积极影响。

第四，固定资产投资与地方财政汲取能力。乘数效应理论认为投资能够促进

国民收入成倍的增加。政府在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电力燃气等方面的投资为促

进地区经济增长、培育财源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政府通过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

的建设和不断完善，能够加强地区间要素的流动，增加地区间的交流，进而促进

更广范围内经济合作，促进经济发展；政府通过一些水电、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

的建设和提供，能够促进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降低企业的部分基础费用成本，

进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同样政府投资还能够通过带动私人投资和消

费的增加提升经济发展的活力，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为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打好

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地区 GDP、产业结构优化、对外开放程度、固定资产投资对地方财

政汲取能力理论上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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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社会发展水平与地方财政汲取能力

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同样会对地方财政汲取能力产生影响，本文选取了

衡量社会发展水平并对财政汲取能力产生影响的相关指标，并就其对地方财政汲

取能力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说明。

第一，城镇化水平与地方财政汲取能力。城镇化水平是人口向城市集聚的程

度，通常采用地区城市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动城

市人口的集聚与增加，一方面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等公共品需求的增加，促使财

政支出的扩张，政府债务的积累，另一方面，城镇化却也促进了地区居民生活水

平的提升，助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当城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足以

满足政府支出扩张的需要和债务的积累，就会对财政可持续产生不利影响，进而

影响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例如，何燕（2018）的研究认为城镇化显著的促进了

经济增长，同时，陈会玲和魏世勇（2018）的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化助推了地方政

府债务的扩张。

第二，地区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差距。城乡间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相比于收入而言，城乡居民支出的差距更

能够反应当前社会发展的质量，城乡间消费差距过大，反映了城乡间发展的巨大

差距，必然会影响整体消费水平的提升和社会发展的质量与层次，进而不利于生

产的升级和增加，从而间接影响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城镇化对财政汲取能力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支出增加、债务积累对财

政可持续的负向影响与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财政增收的正向影响。

假说 3：地区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差距增大会降低社会发展质量，影响

生产与产出，进而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

3.2.3 制度因素与地方财政汲取能力

制度因素也是影响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具体来说，有分税制

财政体制、转移支付制度、预算管理制度等。当前我国政府间的财政收支划分依

然以 1994 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为基本依据。此次改革重在解决中央财政收入不

足的问题，相对而言，地方政府承担了较多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而相应的财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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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有限，收支缺口较大，助推地方政府追求非正规收入、预算外收入，影响政府

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乔俊峰和张春雷，2018）；通过非正规渠道融资、债务规

模扩张，加剧财政风险，影响财政可持续；受预算软约束和问责机制不完善的影

响，部分地方政府的短视行为明显。虽然对此中央提出相配套的转移支付制度以

弥补这种不平衡，但多年来的实践及相关学者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均表明该制度的

落实结果收效甚微，甚至还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加剧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的

依赖程度，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同时会产生效率的损失，影响社会公平，不

利于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由此可见，不彻底的分权不利于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

提升。

通常，从财政收入和支出两方面的分权来衡量政府间的财政分权程度。收入

分权度越高，意味着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方面有着较高的自主性，从而对于缓解

其面临的财政压力、提高财政自给能力、规范财政收入结构产生积极影响，进而

促进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支出分权主要衡量不同层级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

的分配，支出分权度高就意味着地方政府承担着较多的支出责任，在既有财力不

足的情况下必然会寻求其他途径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如政府债务、土地财政等，

也会使得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度增加，影响财政可持续，不利于财政汲取

能力的提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4：财政收入分权有助于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财政支出分权不利

于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

3.2.4 主观因素与地方财政汲取能力

第一，政府竞争与地方财政汲取能力。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与政治晋升激励

下，地方政府拥有相对独立的支出自主权和最大化预算收入的强烈愿望，也由此

导致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地方政府往往会通过吸引优质的人才、企业、项目、

资金等来促使地区经济发展，从而扩大税基，增加收入，提高财政汲取能力，然

而，采取一些措施去吸引大量的优质资源，或多或少的会存在一定的政府短视行

为，如，政府在招商引资时过多的关注是否能为其提供税收收入而忽略其他因素，

进而导致环境污染、降低发展质量等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财政资源的损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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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如大量或明或暗的财政补贴、市场分割、重复建设等问题，从长远来看，

影响了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

第二，税收努力程度与地方财政汲取能力。通过地区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

衡量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反应了地方政府对地区经济的汲取力度。影响税收努

力度的因素有很多，如税收分成（刘怡和刘维刚，2015）、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

和征管效率、政府竞争、现代信息科技技术等，这些因素最终都会通过税收努力

度表现出来，进而影响财政汲取能力。拉弗曲线表明，当税率不断上升并超过一

定限度时，税收收入就会随着税率的上升而不升反降，因此必须将税收努力度控

制在合理地范围之内，才既可以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又能够提高政府的财政

汲取能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5：政府竞争与税收努力程度均能够从正反两个方面对财政汲取能力产

生影响，合理的政府竞争与税收努力能够促进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反之则

不利于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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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甘肃省市州财政状况分析

4.1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状况分析

4.1.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分析

本文从甘肃省各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 GDP 的比重这一相对规模及考虑

了人口因素的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绝对规模分析各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的规模状况。

下图4.1反映了2011-2019年甘肃省各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

（具体数据见附表 1）。九年间，各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 GDP 比重的水平均

不高，未超过 12%，总体上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

相对较小。经济是财政之源，甘肃各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较小，根本上是

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且近年来受到市场需求放缓、经济下行、结构升级等影响，

在 2014 年后，各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 GDP 比重先后出现下滑，这一比重最

早出现下滑的是庆阳、陇南和甘南。特别是近两年间，受减税降费政策的影响，

各地区这一比重的下滑更加明显，经济与财政的抗风险能力较低。同时，嘉峪关

和金昌的第二产业比重较高，受上述因素的影响，经济的波动程度较大，进而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影响也较大，两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 GDP 比重最高与最

低值的差距均在 5%以上，经济与财政的稳定性不强，这一差距最小的是白银，

为 2.1%。以各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 GDP 比重的简单算术平均值来衡量，武

威、张掖的这一比重九年间均明显低于平均值，多年来，财政汲取规模均较低，

由于这两个地区的第一产业占比均比较高，对财政的贡献比较低，只有兰州，这

一比重各年均在平均水平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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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2011-2019 年甘肃省各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 GDP 的比重

下图 4.2 反映了 2011-2019 年甘肃省各地区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具

体数据见附表 2），从图中可以看出，各地区的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体呈上

升趋势，嘉峪关、兰州、金昌的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大，且上升也较为明显，

财政收入能力有所提升。各地区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 2019 年的增长明显趋

缓，甚至部分地区有所下降，可能是由于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实施的影响，导致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减少。庆阳的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受地区经济因素的影

响，波动较为明显。总体上说，甘肃省各地方间的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差距较

大，地区间分化明显，虽然在 2011-2019 年间，各地区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

体上呈上涨的趋势，但地区间差异缩小不明显，数据显示，2011 年嘉峪关的人

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最大，为 4722 元，是当年临夏的 13.57 倍，到 2019 年，嘉

峪关的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依然最大，为 7699 元，是当年临夏的 9.73 倍，地

区间人均财力差异依然显著。以各地区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简单算术平均值

来衡量，只有兰州、嘉峪关、金昌、酒泉这一比值各年均在均值之上，庆阳受经

济下滑的影响，这一比值在 2016 年以来一直低于平均水平，定西、陇南和临夏

这一比值表现最差，多年来这些地区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都不及均值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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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2011-2019 年甘肃省各地区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元）

4.1.2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状况分析

下图 4.3 反映了 2011-2019 年（以 2011 年为基期）甘肃省各地区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的增速（具体数据见附表 3），从图中可以看出，总体上来说，受经济

下行压力、减税降费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甘肃各市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速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甚至出现负增长，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稳定

性不高，增长率忽高忽低，波动幅度较大。九年间，只有天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增速最高与最低值之间的差距小于 20%，而庆阳和陇南的这一差距均高于 40%，

武威、甘南的这一差距均高于 50%，财政收入不稳定性较高。庆阳的第二产业占

比较高，其主要的纳税行业是石油和天然气，地区经济受市场油价及需求变动影

响较大，进而影响财政的稳定性，武威、甘南、陇南的经济基础薄弱，经济与财

政的抗风险能力较弱。

图 4.3 2011-2019 年甘肃省各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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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结构分析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以税收为主体，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能够

反映出政府财政收入体系的规范化程度，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越

高，财政收入体系的规范化程度越高。

下图4.4反映了2011-2019年间甘肃省各地区的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的比重（具体数据见附表 4），从图中可以看出嘉峪关、兰州、金昌的税收收

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较高，各年均在 70%的水平之上，财政汲取的规范

化程度较高。其他多数地区的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较低，多年来

一直在 40%-70%间徘徊，特别是甘南，这一比重各年均未达到 60%，非税收入占

比较高，过高的非税收入加剧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不稳定性，还可能造成非税

收入的顺周期调节，既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也不利于财政汲取能力的长期可

持续。以各地区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的算术平均值来衡量，甘南

的这一比值明显低于均值，武威、临夏和陇南多数年份都在平均水平之下，天水

的这一比值各年均低于均值，且与均值的差距呈扩大趋势，财政收入规范化程度

不高。总体来讲，各地区财政收入的规范化程度均不高，而且受经济下行和减税

降费等政策的影响，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总体有下降趋势。2015

年以后，除庆阳外，各地区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均有下滑趋势，

可能是由于“营改增”政策的影响，而庆阳在“营改增”政策全面推进后提高了

地方的增值税留成比例，在之后的年份里，税收收入占比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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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2011-2019 年甘肃省各地区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

4.1.4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分析

从甘肃省各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支出分别占 GDP 的比重来看，地区的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相较于收入而言占 GDP 的比重较高，且两者差额占 GDP 比重呈现

上升的趋势，如图 4.5（具体数据见附表 5），这反映了各地区大都承担了超出

其收入能够承担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且多年来财政收支压力有增加的趋势，特别

是在 2015 年之后，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影响财政汲取，而财政支出刚性较为明显，

这还可能会引发政府对转移支付、非正规收入、债务收入等的依赖，加大财政风

险，进而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一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水平相对

较低的地区，如甘南、临夏等地区，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财源

薄弱，而基础设施、科教文卫等民生支出需求较大，收支缺口相对更大，同时也

一定程度上受到对上级转移支付依赖的影响，财政支出效率不高，财政支出并未

发挥出应有的带动作用。相对而言，嘉峪关、兰州的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差额占

GDP 比重较低，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城镇化水平较高，社会产

出水平高，消费支持作用显著，均为财政汲取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

财政支出规模效应的结果。以各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占 GDP 比重的简单算

数平均值来衡量，嘉峪关、兰州、金昌和酒泉的这一比值显著高于均值，定西、

陇南、临夏和甘南的这一比值显著低于均值，特别是甘南，有些年份甚至超过

100%，缺口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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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2011-2019 年甘肃省各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占 GDP 的比重

从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来看，如图 4.6（具体数据见附表 6），2011-2019

年间，各地区的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并未发生明显变化，甚至庆阳的一般公共预

算自给率在 2013 年后有所下降。总体上看，各地区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差异较

大，其中嘉峪关、兰州的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金昌的这一比

值也比较高，且各年均在平均水平之上，多数地区的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在

10%-40%之间，天水、定西、武威和陇南的之一比例均不足 20%，而甘南、临夏

的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则不足 10%，甘肃各市州的财政自给能力总体水平较低，

对上级转移支付的依赖度较高。这也印证了上文的说明，即各地区政府的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水平均大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水平且收支缺口较大，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比较大，承担了较多的事权与支出责任，获得的收入

不足以弥补支出的需求，财政收支平衡能力较差，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

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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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2011-2019 年甘肃省各地区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

4.2 政府性基金收入状况分析

政府性基金收入是地方财政的基金性财源，有效促进了地区民生改善和基础

设施建设的完善，其中的主要项目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在促进地区发展、弥补

地方财力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相关的制度不规范、监管不健全，加

之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与需求变化等多方面原因的影响，土地出让金收

入必然不能实现长期增长，而且对地方财力过分依赖土地出让金收入即“土地财

政”不利于政府的财力稳定与财政汲取能力的可持续。虽然短期来看，“土地财

政”能够促进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就其根本而言，不仅扰乱市场秩序、加剧

市场波动，同时还不利于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公平，政府为了短期利益，

短视行为明显，最终对财政汲取的长期稳定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新《预算法》将

政府性基金收入纳入全口径政府收入管理体制中，并进一步加强对它的规范和管

理。

从 2015-2019 年间甘肃省各地区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可获得的数据来看，其中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占主要部分，临夏、甘南、陇南、天水、平凉、庆阳、

定西的这一比重甚至达到了 90%以上。以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比值大小来衡量地方财力对基金收入的依赖程度，可以看出，近年来，天水、武

威、平凉对政府性基金收入的依赖度较高，2019 年三地区这一比值分别达到

1.49、1.42 和 0.99，政府财力的稳定性较低，这一比值较低的地区有嘉峪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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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昌，均不足 0.2，两地区政府财力对基金收入的依赖度较低。

4.3 政府债务状况分析

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是其获得财力的一个方法与途径，近二十多年来，地方

政府债务逐步呈现一种“放行”的趋势。根据当前可获得的数据，本文对

2015-2019 年甘肃省各地区的负债率（地区年末的政府债务余额
5
/当年该地区的

生产总值)与债务率（地区年末的政府债务余额/政府财力
6
）进行分析。前者反

映了该地区经济发展对债务的承受能力，同时也反映了地区经济发展对债务的依

赖程度；后者用以衡量政府的偿债能力。

就负债率而言，多数地区的负债率相对较低，债务规模不大，但甘南和临夏

的负债率较高，2019 年两地区的负债率分别达到了 53.90%和 48.82%。但两地债

务的绝对规模并不大，负债率高的主要原因是地区经济承受能力较低，也反映出

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对债务的依赖度较高。而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如嘉峪关、金

昌、酒泉等地的负债率就比较低，特别是嘉峪关，这一比率低于 10%，经济的承

受力较好。

从地方政府的债务率来看，2015-2019 年间，甘南、临夏、白银、定西和陇

南的债务率较高，且五年间有明显的攀升，2019 年五地区的政府债务风险均达

到“红”这一等级
7
，风险较高。特别是甘南，2019 年的债务率已经达到 619%，

政府的财力负担较重，主要是受到政府本身获得财政收入能力的限制，同时还可

能受到经济下行财政减收及财政支出需求大而效率不高的影响，政府的支出并未

有效带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而影响财政汲取能力的提高，财政能力弱而负

债高。除天水的政府债务风险处于“绿”这一等级，其他多数地区政府债务风险

等级处于“黄”和“橙”。加上未能识别和统计的隐性债务、或有债务等的存在，

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还会上升。

5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此处衡量了年末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即年末政府一般债务余额与专项债

务余额之和。
6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政府性基金收入之和来衡量地方政府财力。
7 财政部根据债务率数据，将债务风险分为红（债务率>=300%）、橙（200=<债务率<300%）、黄（120=<
债务率<200%）、绿（债务率<120%）4 个等级，风险依次由高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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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财政与经济协调性分析

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能够衡量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宏观税负水平，

反映了社会财富在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分配状况，本文通过分析甘肃各地区税收

收入占 GDP 比重，能够了解到各地区的宏观税负水平，同时还能够反映出地方政

府的财力集中度与汲取积极性。

下图 4.7 反映了 2011-2019 年间甘肃省各地区的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具

体数据见附表 7）。2019 年我国整体的小口径宏观税负率为 15.94%，而此前的

2011-2018 年间全国宏观税负率在 17%-18%。从图 4.7 可以看出，甘肃各地区宏

观税负水平都比较低，总体上较为稳定，多数地区的宏观税负水平均在 5%的水

平以下，同时也反映了各地区的税收汲取度不高。兰州、嘉峪关、金昌、庆阳的

税收收入占 GDP 比重相对较高，同时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这也反

映出了“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这一基本观点。就各地区税收收入占

GDP 比重的波动幅度而言，多数地区的波幅在 1%-3%之间，张掖和平凉的波幅小

于 1%，嘉峪关和金昌的波幅较大均高于 3%，特别是嘉峪关达到了 5.04%，说明

该地区虽然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但缺乏稳定性。

图 4.7 2011-2019 年甘肃省各地区税收收入占 GDP 比重

由于受到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下行、减税降费、财税政策调整以及税收征管

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甘肃各地区 GDP 增速和税收增速，在 2011-2019（2011 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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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期）年间均呈现出极不稳定的状态，进而使得在此基础上的得出的税收弹性系

数也缺少稳定性，或高于合理区间，或低于合理区间，见图 4.8（具体数据见附

表 8），通常税收弹性系数的合理区间范围为 0.8-1.2，过高的税收弹性系数会

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进而影响政府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过低的税收弹性不利

于政府财力的稳定增长和职能的有效发挥。图中可以看出，各地区这一比值的波

动普遍较大，离散度高，且部分地区部分年份的税收弹性系数为负，特别是庆阳、

金昌、临夏和甘南，这些地区或是经济发展不稳定或发展水平较低，财政与经济

缺乏协调性，最终影响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就税收弹性系数的波幅大小而

言，嘉峪关最小，为 3.1，其余部分地区的波幅在 5-10 之间，金昌、酒泉、定

西、陇南、庆阳、甘南、临夏的波幅较大，特别是庆阳和甘南接近 20，临夏则

超过了 20。

图 4.8 2011-2019 年甘肃省各地区税收弹性系数

4.5 小结

本节通过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政府性基金收入、政府债务状况及财政与经济

的协调性四方面共十一个指标，对甘肃省各地方的财政发展现状进行说明，以不

同指标所衡量的各地区的财政发展状况，通过时序变化、均值、离散程度等统计

方法，对各地区的财政状况进行打分（假设各指标权重相等，以“+”表示表现

较好，得 1分；“-”表示表现较差，得-1 分；“0”表示表现一般，得 0分，

满分为 11 分，最终得分大于 0，则表示财政状况较好，等于 0，则表示财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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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小于 0，表示财政状况较差），基本内容如下表 4.1，可以得出：兰州、

嘉峪关、金昌、酒泉的得分为正，财政状况相对较好，白银、张掖和平凉的得分

为 0，财政状况一般，天水、武威、庆阳、定西、陇南、临夏和甘南的得分为负，

财政状况较差。

表 4.1 甘肃省各地区政府的财政状况得分

兰

州

市

嘉峪

关市

金

昌

市

白

银

市

天

水

市

武

威

市

张

掖

市

平

凉

市

酒

泉

市

庆

阳

市

定

西

市

陇

南

市

临

夏

州

甘

南

州

一般公

共预算

收支状

况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GDP + - - + 0 - - 0 0 - 0 - 0 -

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 + + 0 0 0 0 0 + - - - - 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0 0 0 0 + - 0 0 0 - 0 - 0 -

税收收入/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 + + 0 - - 0 0 0 + 0 - - -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

/GDP
+ + + 0 0 0 0 0 + 0 - - - -

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 + + + 0 - - 0 0 0 0 - - - -

政府性

基金收

入状况

政府性基金收入/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0 + + 0 - - 0 - 0 0 0 0 0 0

政府债

务状况

债务率 0 + + 0 0 0 0 0 + 0 0 0 - -

负债率 0 0 0 - + 0 0 0 0 0 - - - -

财政与

经济协

调性

税收收入/GDP + - - 0 0 0 + + 0 + 0 0 0 0

税收弹性系数 0 + - 0 0 0 0 0 - - - - - -

分数 6 5 3 0 -1 -5 0 0 2 -2 -5 -8 -7 -8

财政状况
较

好
较好

较

好

一

般

较

差

较

差

一

般

一

般

较

好

较

差

较

差

较

差

较

差

较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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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节对甘肃省各地区的财政状况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几方面的结论：

（1）经济发展是政府财源建设的基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财政汲取

的税源基础越好，汲取规模越大，相应的政府对非正规收入、债务收入等依赖度

越低，汲取规范程度越高，财政风险相对越低；产业结构越合理，经济发展就相

对稳定，波动较小，财政汲取的稳定性也越高。

（2）政府财力与事权和支出责任的不匹配，加剧了政府的财政收支压力，

一方面加大了对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依赖，而以此导致的支出低效又会进一步加

重对转移支付的依赖，不利于财政汲取能力的长期提升；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土地

财政来弥补收支缺口，加剧政府财力的不稳定，又不能实现长期增长，不利于政

府财政汲取可持续能力的提升。

（3）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及其风险的衡量应当与当地的经济与政府财力水

平相结合。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承受能力不足，政府获得的财政资源有限时，

即使债务的绝对规模较小，也会使得债务率和负债率处于很高的水平，而且多年

来，地方政府积累了大量的隐性债务并承担了一定的或有债务，局限于现有的统

计与数据，若加上隐性与或有债务，计算的债务率与负债率会提高，过度依赖债

务则不利于经济与财政的长期健康发展，两者之间有一定的依存性，债务率高，

负债率高。

（4）地方政府税收收入是以地区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同时也受到相关制度

与政策的影响，进而对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税收收入占比低，与经济发展

不协调，就难以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作用，不利于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不利于

财政汲取能力的可持续。

（5）省域内各地区间的经济与财政发展差距较大，会导致整体发展水平的

降低，不利于地区间的交流合作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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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公共财政理论认为，财政汲取最终是为了政府职能的有效履行，就地方政府

而言，其获得财政资源是为了更好的为辖区居民提供公共品。因此这并非一个短

期的汲取与支出，必然关乎到财政汲取能力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因而，对地

方财政汲取能力的衡量指标不能停留在单一收入指标的层面，仅仅反映其绝对规

模，需要构建更加全面多元的指标体系，来充分衡量地方财政汲取能力。本文基

于对既有文献的研究以及个人的理解，构建了一套较为多元的衡量地方财政汲取

能力的指标。

5.1 评价方法

综合评价方法是一种通过对选取的各个指标赋予权重，并以此获得衡量对象

的综合得分进行评价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主观法与客观法两大类方法，本文借

鉴辛冲冲（2019）关于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相关研究文献中采用的方法：熵

权法。它是一种客观评价方法，该方法一方面避免了人为进行赋权的主观性缺陷，

还能够解决不同变量间信息的重叠问题，在对新型城镇化（李雪涛和吴清扬，

2020）和基本公共服务（史卫东和赵林，2015）的测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结合

使用线性组合法，最终计算出甘肃各市州财政汲取能力的综合得分，具体步骤如

下：

（1）先标准化处理搜集到的各市州的数据进行，此处采用标准极差法来消

除不同指标间的量纲差异，实现不同指标间数据可比。

���
' = (���-min��)/(����� − �����)

其中���中表示第 i 个地区第 j 个指标的实际数值，���
' 表示第 i 个地区第 j 个指

标的标准化后的数值，�����和�����分别表示第 j 个指标的最大和最小数值。

（2）计算各指标的熵值��，对于一项指标而言，其计算出的熵值越小，其

离散程度就越大，相应的差异系数就越大，从而对综合得分的贡献也越大。

�� =− �
�=1

�

���������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甘肃省市州财政汲取能力研究

34

其中，k>0，且 k=1/ln(m)，���=���
' / �=1

� ���
'� (� = 1,2, . . . , �; � = 1,2, . . . , �)，m

表示地区个数，n 表示指标个数。

（3）计算出各指标的权重。

�� = (1 − ��)/
�=1

�

(1 − ��)�

（4）采用线性组合法分别计算出各地区财政汲取能力综合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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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财政汲取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对地方政府获取财政资源的能力进行测度，不能局限于单一收入规模指标，

还应当衡量汲取能力的结构与质量，即汲取的规范性、合理性与汲取可持续性。

本文借鉴了贾智莲（2010）、陈都和陈志勇（2016）、辛冲冲（2019）对财政汲

取能力的研究及相关实证分析，构建了包括三个层次的衡量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

指标体系，第一层为目标层，即财政汲取能力，第二层为一级指标层，涵盖了汲

取的规模、汲取质量与结构、汲取可持续性三个方面，第三层为二级指标层，是

指标体系的核心和基础。

就汲取规模来讲，本文考虑了不同地区人口因素的差异，选取地区人均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作为规模指标，更具有可比性。就汲取质量与结构而言，考虑到税

收收入的规范性与可持续的特点，税收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越高，财政

体系的规范性与法制化程度越高，越有助于财政汲取能力的长期可持续，故选择

地区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作为质量指标，我国的税收收入以间接

税为主，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中间接税占比也相当高，但是随着“营改增”的全面

深入推进以及近年来的个税改革的深化，未来必将形成直接税与间接税双主体的

税收收入格局，就地方财政汲取而言，流动性较低的财产税必然是最佳选择，但

立足于我国国情及现实发展状况，本文选取地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作

为结构指标。财政自给能力是从政府的收入对其支出的满足程度角度来考虑财政

汲取能力，满足程度越高，自给能力越强，财政可持续性越高，本文选择地区一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甘肃省市州财政汲取能力研究

35

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之比来衡量财政可持续性,具体评价指标体

系如下表 5.1。

表 5.1 财政汲取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层 二级指标层 单位 方向

财政

汲取

能力

汲取规模 地区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元 +

汲取质量与结

构

地区税收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 +

地区所得税收入/税收收入 % +

汲取可持续性 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 +

5.3 甘肃省市州财政汲取能力的分析与评价

本部分基于上文对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并利用搜集的

甘肃省 2011-2019 年各市州基础指标的相关数据，根据熵权法的计算步骤，最终

得出了这十四个地区财政汲取能力的综合评价得分及排名，结果见表 5.2，并据

此给出了各地区财政汲取能力在 2011-2019 年间的排名与演变趋势，如图 5.1，

然后对其进行分析。

表 5.2 2011-2018 年甘肃省市州财政汲取能力评价得分及排名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兰州

市

64.69

（2）

66.41

（2）

64.98

（2）

71.32

（2）

85.61

（2）

78.03

（2）

84.75

（2）

88.30

（2）

85.27

（2）

嘉峪

关市

96.74

（1）

97.42

（1）

96.23

（1）

94.13

（1）

90.33

（1）

86.47

（1）

86.45

（1）

88.40

（1）

88.39

（1）

金昌

市

52.00

（3）

55.81

（3）

52.31

（3）

50.43

（3）

57.07

（3）

49.76

（3）

52.47

（3）

57.29

（3）

55.32

（3）

白银

市

33.92

（5）

26.25

（7）

25.03

（7）

25.47

（7）

24.70

（7）

23.67

（6）

24.78

（8）

29.42

（5）

29.3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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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天水

市

15.54

（12）

13.03

（12）

15.79

（11）

17.49

（10）

19.05

（11）

17.28

（13）

20.23

（11）

20.75

（10）

21.25

（9）

武威

市

18.43

（9）

17.41

（9）

18.50

（9）

19.98

（8）

21.26

（9）

22.29

（7）

23.68

（9）

21.93

（9）

21.17

（10）

张掖

市

26.48

（8）

28.43

（6）

25.60

（6）

27.75

（6）

29.94

（6）

25.79

（5）

26.05

（5）

26.84

（8）

26.33

（8）

平凉

市

28.06

（7）

25.49

（8）

22.73

（8）

19.28

（9）

21.96

（8）

21.86

（8）

22.33

（10）

26.95

（7）

27.38

（7）

酒泉

市

33.91

（6）

36.06

（4）

41.45

（4）

43.11

（4）

45.13

（4）

37.79

（4）

37.66

（4）

41.02

（4）

41.29

（4）

庆阳

市

34.33

（4）

34.15

（5）

36.50

（5）

36.28

（5）

30.03

（5）

21.28

（9）

25.31

（7）

29.24

（6）

30.60

（5）

定西

市

12.09

（14）

13.05

（11）

13.25

（13）

12.89

（13）

17.10

（12）

17.41

（12）

19.23

（12）

17.30

（12）

17.22

（12）

陇南

市

16.76

（11）

14.64

（10）

15.48

（12）

16.70

（11）

19.30

（10）

20.18

（10）

25.47

（6）

20.62

（11）

19.67

（11）

临夏

州

13.46

（13）

10.33

（14）

9.57

（14）

11.54

（14）

13.75

（14）

13.25

（14）

13.33

（14）

16.34

（13）

16.35

（13）

甘南

州

18.32

（10）

13.00

（13）

16.14

（10）

16.20

（12）

14.34

（13）

17.98

（11）

18.74

（13）

15.73

（14）

15.97

（14）

注：括号外数值表示得分，括号内数值表示得分排序，资料来源于作者搜集的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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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2011-2019 年甘肃 14 个市州地方财政汲取能力评价得分演变趋势

总体上，甘肃各地区间的财政汲取能力差异显著，嘉峪关、兰州的财政汲取

能力较强，金昌和酒泉次之，其他地区的财政汲取能力普遍较低。九年间，嘉峪

关的财政汲取能力有所下降，兰州逐步发展起来。庆阳的财政汲取能力有下降的

趋势，特别是在 2015 年后，波动较大。嘉峪关、兰州、金昌的财政汲取能力稳

居全省前三，其他地区的财政汲取能力得分均不到 50 分，特别是定西、临夏、

甘南得分不足 20 分。金昌和酒泉的财政汲取能力总体较为稳定。多数地区财政

汲取能力提升不明显，且除庆阳外，各地区的财政汲取能力得分的排序没有发生

明显变化，虽然地区间差距有所缩小，但依然显著，不利于整体财政汲取能力的

提升。

与上节对甘肃省各地区财政状况得分结果比较，可以发现，财政状况表现较

好的地区，相对应的财政汲取能力也较高，相反，财政状况表现较差的地区，相

对应的财政汲取能力也较低，对财政发展状况的分析结果与量化具体指标权重的

结果差异不大，且通过具体的指标数据的处理，对各地区财政汲取能力给出了一

个纵向时序维度的得分，更利于不同地区间及同一地区不同时间的财政汲取能力

的比较分析，地区间财政汲取能力的差距体现得也更加明显。

5.4 影响地方财政汲取能力主要因素的实证分析

在前文中，已经对财政汲取能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并计算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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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财政汲取能力的综合得分，本部分内容通过 stata15 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对前文的定性分析进行补充与辅助。

5.4.1 变量选取的说明

2011 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甘肃积极响应党与国家的号召，

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推进改革。本部分以 2011 年至 2019 年为时间范围，

以甘肃省的十四个地区为基础，综合分析甘肃省以下的地方财政汲取能力及其主

要影响因素，构建面板数据模型。

本部分将上文中得出的甘肃各地区财政汲取能力综合得分作为被解释变量

来综合衡量甘肃省各市州的财政汲取能力，并选取了影响财政汲取能力的经济发

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财政分权以及汲取努力程度四方面共十个指标为主要变

量，具体如表 5.3，以下是对解释变量的说明。

表 5.3 影响财政汲取能力的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 影响因素 解释变量

财政

汲取

能力

综合

得分

（y）

经济发展水平

地区第三产业增长量/GDP（x1）

地区第二产业增长量/GDP（x2）

地区进出口总额/GDP（x3）

地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x4）

地区人均 GDP 增长率（x5）

社会发展水平 地区城镇化率（x6）

地区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x7）

财政分权 地区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省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x8）

地区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全省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x9）

汲取努力程度 地区税收收入/GDP（x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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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发展水平

本文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四个角度，分别为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对

外贸易、GDP，通过地区第三产业增长量占 GDP 比重、第二产业增长量占 GDP 比

重、进出口额占 GDP 比重、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人均 GDP 增长率进行刻

画。

（2）社会发展水平

社会发展水平能够对地区经济与财政的发展产生潜在的影响，而且相比于收

入差距，支出差距能够更加敏锐的反映出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质量，本文选取了

地区城镇化率、城乡居民消费性支出差距两个指标来衡量社会发展水平。

（3）财政分权

在理论层面上，关于财政分权的测度并未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但大都以

财政收支在政府间的划分为基础来刻画分权程度。本文借鉴已有学者的研究，同

时考虑数据获取难易度，分别以地区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全省人均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的比重、地区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来

衡量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分权程度。

（4）汲取努力程度

本文通过各地区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来刻画政府的征税努力程度，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地方政府从地区经济税源中获得财政资源的力度。

5.4.2 模型的构建

由于各地区的现实发展情况各有差异，地区财政汲取能力与其影响因素间的

函数关系必然存在个体异质性，因而，设定模型需考虑可能存在并不随时间而变

的遗漏变量，故本文将模型确定为个体变截距面板数据模型：

yi,t = αi + C0 + β1x1i,t + β2x2i,t + β3x3i,t + β4x4i,t + β5x5i,t + β6x6pi,t + β7x7i,t

+ β8x8i,t + β9x9i,t + β10x10i,t + εi,t

其中：i 表示甘肃省的十四个地区，t 表示时间，C0为常数项，α为个体截距

项，β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假定其均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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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模型平稳性检验

先对模型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本文的数据选取了甘肃省的十四个地区从

2011-2019 年共 9年的数据，故 n=14,t=9，n>t，属于短面板数据，采用 HT 检验

方法。检验结果如表 5.4 所示：

表 5.4 相关变量的 HT 检验结果

变量 HT

检

验

Statistic z p-value

D_财政汲取能力综合得分（D_y） rho -0.1028 -8.6376 0.0000

D_地区第三产业增长量/GDP（D_x1） rho 0.0101 -7.3699 0.0000

D_地区第二产业增长量/GDP（D_x2） rho -0.0598 -8.1550 0.0000

D_地区进出口总额/GDP（D_x3） rho 0.1558 -5.7340 0.0000

地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x4） rho -0.0322 -7.8442 0.0000

地区人均 GDP 增长率（x5） rho 0.1381 -5.9337 0.0000

D_地区城镇化率（D_x6） rho 0.1408 -5.9026 0.0000

地区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

性支出（x7）

rho 0.5277 -2.1369 0.0163

D_地区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省人均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D_x8）

rho 0.2502 -4.6754 0.0000

地区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全省人均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x9）

rho 0.4937 -2.5580 0.0053

D_地区税收收入/GDP（D_x10） rho 0.2628 -4.5333 0.0000

表 5.4 中，各变量的 HT 检验结果的 p值均小于 0.05，解释变量地区人均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率（x4）、地区人均 GDP 增长率（x5）、地区城市居民人均消费

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x7）、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全省人均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x9），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随机变量是一个单位

根过程），是平稳的，而被解释变量财政汲取能力综合得分（y）和其余解释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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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通过一阶差分后，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一阶差分结果是平稳的。

接下来对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 kao 检验方法，对多个变量进行协

整检验，该检验的原假设为：不存在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如表 5.5 所示，该表中

汇报的 ADF 检验统计量 t值，其对应的 p值为 0.0025，小于 0.01，故可在 1%的

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认为存在协整关系,各变量间存在长期关系。

表 5.5 相关变量协整检验结果

Statistic p-value

Modified Dickey-Fuller t 0.0026 0.4990

Dickey-Fuller t -3.5896 0.0002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 -2.8043 0.0025

Unadjusted modified Dickey-Fuller t -3.9441 0.0000

Unadjusted Dickey-Fuller t -6.0915 0.0000

5.6 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及结果分析

本文的研究数据采用了 2011 年—2019 年甘肃省各市州的数据，相关数据来

源于《甘肃统计年鉴》、甘肃省各市州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下表 5.6。

表 5.6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变量 样本

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财政汲取能力综合得分 126 33.7387 23.5874 9.5700 97.4200

地区第三产业增长量/GDP 126 0.3665 0.1150 0.1491 0.5517

地区第二产业增长量/GDP 126 0.4812 0.1689 0.2510 0.8494

地区进出口总额/GDP 126 0.0649 0.1548 0.0007 1.2137

地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126 0.0692 0.2348 -0.6662 0.4539

地区人均 GDP 增长率 126 0.0769 0.04102 -0.0330 0.1620

地区城镇化率 126 0.4636 0.2020 0.2140 0.9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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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6

变量 样本

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地区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126 2.3908 0.5178 1.2793 4.0665

地区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

省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6 0.8174 0.6406 0.1984 2.7686

地区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全

省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6 0.8747 0.2958 0.5534 1.9682

地区税收收入/GDP 126 0.0410 0.0103 0.0220 0.0750

对该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聚类稳健标准误回归，结果显示：hro 值为

0.9293，因此扰动项（αi+εi,t）的方差主要是因为个体效应αi的变动，固定效应

回归的 F 检验的 p 值为 0.0001，认为固定效应回归优于混合回归，故强烈拒绝

原假设（all αi=0）。然后考虑模型中是否存在时间效应，对年度虚拟变量的联合

显著性检验结果的 p值为 0.0000。因此，能够强烈拒绝原假设（无时间效应），

最终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下表 5.7。

表 5.7 解释变量对地方财政汲取能力影响的个体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t值 p值

地区第三产业增长量/GDP 136.8827** 2.73 0.017

地区第二产业增长量/GDP 123.4220*** 8.36 0.000

地区进出口总额/GDP 7.4371** 2.19 0.048

地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2.5219 0.81 0.430

地区人均 GDP 增长率 -38.7703** -2.52 0.025

地区城镇化率 -52.6093* -1.95 0.074

地区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

出

-1.8898** -2.23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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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7

变量 系数 t值 p值

地区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省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16.2619*** 3.42 0.005

地区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全省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4.1563 -0.91 0.381

地区税收收入/GDP 223.7064* 1.90 0.080

2013 -1.4374 -1.06 0.307

2014 -2.6262** -2.17 0.049

2015 0.6457 0.35 0.731

2016 -1.0161 -0.68 0.510

2017 2.3888 0.98 0.343

2018 4.3761* 1.92 0.077

2019 5.3311* 2.13 0.053

_cons -64.3358* -1.93 0.076

F 值 14.33 p 值 0.0000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根据个体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回归的实证检验结果可知，F值为 14.33，p 值

为 0.0000，因而，所有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以下是各主要因素对地方财

政汲取能力影响效应的估计结果的分析：

（1）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地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发展均对财政汲取

能力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且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的系数相对更大，这符

合前文的假设预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起到了积极助推

作用；进出口总额占比的上升也会显著促进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提高，与前文的

假设一致，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会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增加地方税源，提高经

济发展质量，进而带来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固定资产投资对财政汲取能力影响

的回归系数虽然不显著，但依然产生了正向促进作用；地区财政汲取能力并未随

着地区人均 GDP 增长率的增加而提高，与前文假设不一致，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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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高，政府获得财政资

源的基础薄弱，加之近年来结构调整与减税降费政策的影响，财政汲取滞后于经

济发展，还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大量的收入依赖于上级转移支付，对地区财源基

础的汲取积极性不高。但总体而言，地区经济发展为财政汲取提供了基础和土壤，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财政汲取能力越高。

（2）在社会发展水平方面，城镇化率和城乡居民消费性支出差距两个解释

变量的符号都为负。城镇化率的回归结果系数为负，且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水平

检验，城乡居民消费性支出差距的回归结果系数也为负，且通过了 5%的显著性

水平检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扩大抑制了地方财政汲取能

力的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城镇化过程中所带来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未能

有效弥补政府支出增加、债务积累等方面的负影响，城镇化质量不高，而且在经

济发展的过程中对公平的关注度不高，城乡间居民消费差距比较大。低质量的城

镇化与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最终会影响社会发展质量的提

升，进而对财政汲取能力的提高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

（3）在财政分权方面，财政收入分权会显著的提升地区财政汲取能力，虽

然财政支出分权的回归结果系数不显著，但依然产生了与收入分权相反的作用，

不利于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这与前文的假设一致。省级政府与省以下政府间的

收入分权度的提升，能够促进地区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而支出分权度的提

高、不合理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则会使得地方政府以有限的财力承担了较大

的支出责任，可能会使得地区政府增加对上级转移支付的依赖，降低财政汲取积

极性，大量转移支付的长期获得和依赖，再通过降低支出效率和效益，再次助长

这种依赖性，产生恶性循环，影响政府自身财政汲取能力的长期质的提升。

（4）在汲取努力程度方面，政府汲取努力度的提高会显著地促进财政汲取

能力的提升。无论是税收分成的调整、税收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税收效率的提

升、还是纳税人遵从度的提高都会促进汲取努力程度的提高，只要将政府对经济

资源的汲取力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汲取努力度的提高就会促进地方财政汲取能

力的提升。

（5）就影响财政汲取能力的各主要因素而言，汲取努力程度对财政汲取能

力的影响最大。可以认为，甘肃各地区财政汲取能力不高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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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财政汲取努力度不高，可能是由于各地区政府对上级政府的依赖度过高，降低

了汲取的积极性，同样也可能由于地区经济规模小、质量不高，缺乏汲取的基础，

而且实证分析的结果也同样表明，地区二、三产业的发展会带来财政汲取能力较

大的显著的提升，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其次，城镇化率的提高和人均 GDP

的增长对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产生了较大的显著的负向影响，反映出财政汲取滞

后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可能是由于发展质量不高引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财

政汲取带来的正向促进作用不足以弥补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也要求各

地区在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关注经济、社会的发展质量，落实高质量发展。

最后，财政收入分权和进出口对财政汲取能力的影响也较为明显，这也要求省与

市州各级政府间要进一步提升分权度，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吸引国外优秀人、财、

物的聚集，进而促进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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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升甘肃省市州财政汲取能力的对策建议

6.1 积极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

经济乃财政之源，同样，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也对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产生

了潜在的积极影响，本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也均证明了这第一点。

首先，在经济发展方面，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甘肃省

也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在 2014 年形成了“三、二、一”的产业结构，

对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正向作用。但各地区的 GDP 增速极不

稳定，特别是嘉峪关、庆阳、金昌等以工业为主的地区，税收弹性也远不在合理

范围之内，特别是庆阳和甘南，地区税收弹性波动较大。追根究底，还是经济发

展质量问题。当前甘肃省内，除兰州、嘉峪关和金昌第一产业占比较低外，多数

地区的第一产业占据着一定的比重，其中武威、张掖、定西、陇南的第一产业比

重大致在 25%，而对于经济发展较差的临夏、甘南等地第三产业的比重却很高，

甚至超过 50%，表面的结构优化升级难以掩饰经济基础薄弱的事实。因此必须促

进产业结构内部的调整和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才能为财政汲取提供优质

的税源基础，而高质量发展也正是我国“十四五”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和

重点，甘肃也不可落后。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在第一产业占比较高的地区，如武威、定西等，应当积极发展科技农

业，借助区位比较优势，打造特色农产品，逐步构建完善的特色农产品产业链，

并借助互联网宣传、直播带货等现代科技手段，提高产品知名度，拓展销售市场，

增加农民收入，在甘南、陇南等地积极发展特色生态旅游业，带动广大乡村地区

高质量发展，并以此为基础积累资源，为未来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承接国内外产

业转移，参与国内大循环做准备。

第二，庆阳、金昌等地区要继续发挥作为我国老工业基地的优势，稳步推进

传统的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工业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科技和创新的带动作

用，推动传统制造业的深入发展，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兰州、定西、

天水等地区积极促进通信、医药、计算机等高端制造业发展壮大，引进优秀人才、

技术和资本，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全省各地区都要积极促进交通运输、仓储、邮政等相关第三产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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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一方面既能实现产业结构的内部优化，又能够为地区第一、二产业的发展提

供助益。

第四，政府应当积极落实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原则，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提升政府服务质量和效率，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

第五，将积极开拓国内市场与坚持对外开放相结合，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

性。只有坚定不移的坚持对外开放，才能不断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与经验，同时，

必须立足国内，发展国内市场，特别是在当前国际经济政治形势不确定的环境下，

积极开拓国内市场，提高供给质量，充分发挥国内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促进高质

量发展，提高地区经济韧性和承受能力，为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打下良好的基础。

其次，在社会发展方面，积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提高

社会发展质量。一方面，相关政策应当向乡村倾斜，促进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完善，

提高乡村地区基础教育及医疗卫生水平，通过财税、金融、社会保障等激励各类

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向农村，促进农村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应当妥善解

决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如打工人的进城落户、子女上学、医保、住房

等。通过城乡协调发展，增强地区发展潜力，为实现地区社会高质量发展和财政

稳定做保障。

6.2 优化转移支付制度，提高政府积极性

虽然转移支付在促进不同层级政府间与同级不同地区政府间财力均衡进而

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具体的实际情况中，由于

相关的制度设计不完善、监管不到位、责任落实不明确、资金使用效率低、透明

度不高等原因，转移支付不仅没有促进政府间的财力均衡，更抑制了部分地区政

府积极性的的提高与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这一点在我省的部分地区经济和财政

发展中体现较为明显，部分市州政府对上级转移支付的依赖度较高，如甘南、临

夏等地区，然而大量转移支付的获得并未产生明显的积极效应，甚至还拉低了财

政资源的利用效率。

转移支付制度的优化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考虑：第一，各级政府获得的转移

支付应当与其财权、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省级政府应当根据下辖各地区政府

实际的财力缺口进行弥补，超出实际需求的过多的转移支付既不利于地方政府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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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财政资源积极性的提高，也不利于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低于实际缺口的转移

支付可能会导致地方公共品提供不足的问题，还应当将各地区的财政支出效率高

低纳入考虑范围。第二，应当充分发挥转移支付在促进政府间财力均衡进而实现

均等的提供公共服务的最终目标，一方面要加大对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管，规范资

金使用去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特别是财政汲取能力较低而获得转移支付较高

的地区，另一方面应当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及其相关项目加大全过程监管、健全

绩效评价机制、严格责任追究。第三，在现有的纵向转移支付为主体的大框架下，

积极探索政府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通过构建一定的评价标准，尽可能量化转

移支付的投入与产出效益，进一步指导实践。

通过优化转移支付的获得机制、资金的全过程监管、绩效评价及探索新的横

向转移支付方式，能够提高甘肃各市州特别是财政收支缺口较大、对上级转移支

付依赖度较高的市州财政汲取积极性和财政支出效率，进而促进财政汲取能力的

提升。

6.3 完善地方税体系，提高财政收入质量

一直以来，在地方政府的收入中，增值税（营业税）占据了较大的比重。营

改增的全面推进，使得地方政府丧失了其一大主体税种，虽然当前央地在增值税

的划分上采用五五分享比例，就甘肃省而言，市州级政府也能拿到 35%的增值税，

但地方的增值税收入不仅难以达到之前营业税收入的水平，还要面临较大的支出

需求，难以满足地方政府较大的支出责任与需求，收支缺口依然较大，而且这样

的一个过渡方案，并不可长久。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更多的依赖上级转移支付、

土地财政、债务等方式，这样的收入结构不仅缺乏规范性，而且不可持续，不利

于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还可能带来财政风险的增加。

完善地方税体系既是当前政府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政府治理

能力提升的一大重要任务。长远来看，地方政府需要寻求税基广泛且较为稳定、

政府信息获得比较容易、征管较为便利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高度相关的税种作

为地方主体税种，例如房地产税。房地产税的征收将会改变地方政府过度依赖房

地产市场发展的格局，抑制“土地财政——高房价”的恶性循环，也有利于房地

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就短期而言，逐步后移部分消费税征税环节并下划地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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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地方收入的不足具有重要意义。将部分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至消费环节，既

能为地方政府提供稳定的财政收入，还能够促使切实改善地区消费环境，更好的

发挥政府职能。同时还可以通过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自主权，以充分调动地

方政府的财政汲取积极性。就甘肃省而言，完善地方税体系对于逐步提高税收收

入占比，优化政府收入结构，稳定政府财政收入，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和可持续性

具有重要意义。

6.4 促进政府间税收分配格局合理调整和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

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内容，

多年来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调整也是围绕这两个积极性展开的。当前，我国各

级政府间的财权、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依然基于 1994 年分税制改革时的基本

框架。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既有的划分方式和体制难免会有所滞后，特别

是政府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一直都缺少一个相对稳定、规范、合理的划

分体制。同时，在甘肃省的各级地方政府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资源税均为共享税，只有城建税、印花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全归省以下政

府所有，而这些税种大都具有规模小、税源分散、征收成本高、不稳定等特性，

再加上省级政府与其下属的地方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存在着不尽明

晰和规范合理的问题，使得省以下的地方政府获得了较少的财政收入而承担了较

多的支出责任，加之近年来营改增的全面推进和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实，地方政府

税收渐趋收拢，这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市县级政府的汲取积极性产生了负面影响。

深入推进下一步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应使得地方各级政府间的税收分配更

多的向省以下层级政府倾斜，赋予地方政府相对稳定的财权，对省以下各级政府

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进行合理划分，明确各级政府职责，提高地方政府财政资源

汲取的积极性。首先，应当坚持匹配性原则，各级地方政府间的事权划分应当尽

可能地与其所拥有的财力相匹配；其次，对不同层级的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应当

进行更加清晰明确的划分，并通过法律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再次，应当考虑成

本投入与产出效率，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立足地区发展实际，因地

制宜的设计相关制度，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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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提高财政资源的利用效益，拓宽政策空间

在当前经济与财政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压力普遍较大。当前甘肃

各地区的政府财政收入中上级转移支付的占比较高，天水、武威等地的政府财政

收入对基金收入的依赖度高，甘南等地的债务风险较高，且短期内的格局不会发

生较大的变化，面对这样的情况，如何提高财政资源的利用效益，缓解财政压力，

拓宽政策空间，便成为了当务之急。

第一，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积极带动作用，加强新基建，不断完善基础设施

建设，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打好基础。

第二，要更加关注财政资金的投向、利用效率及效益，坚持绩效导向，严格控制

财政投资的成本与收益，防止过度投资和无效投资。第三，加大对地方政府财政

的预算管理和监督，提升预算信息的公开度、透明度，积极发挥各级人大对预算

的审查和监督的职责，硬化预算约束；第四，建立并完善政府债务风险的衡量标

准与预警机制，预防政府债务快速增长带来的财政风险。第五，改变传统的绩效

评价体系，逐步建立起多元综合的政绩考核体系，从根本上克服地方政府的短视

行为倾向，避免重复建设，切实提高发展质量。

6.6 加强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

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涉及范围较为广泛，需要政府与市场的共同努力。首先

应当认识到，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能够为地区间的沟通交流打下良好的基

础。甘肃应当逐步构建起覆盖面广、功能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体系，有力支撑中

心城市和大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发挥，促进周边地区发展，发挥基础设施对地区

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支撑作用和对城乡居民高质量生活的基本保障作用。加快铁

路项目规划及建设工作落地，拓宽公路路网覆盖范围，逐步构建起相互协调、功

能互补的机场网络格局。其次，大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劳动力、资本、技

术等资源实现城乡间的合理配置，坚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方向，发挥中心城市

带动作用，通过城乡协调、以城带乡，增强地区发展潜力，为地区经济发展和财

政稳定做保障。再次，进一步拓展跨省区的交流与合作，加强与陕西、青海、重

庆、四川等周边省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共建兰州—西宁城市群，加强关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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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经济区建设、促进成渝经济区互利合作，加强与东部和中部省区市的合作，促

进互利共赢，例如积极承接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主动融入全国经济大循环中，

提高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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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几经修改，毕业论文终定稿。我深知，毕业的脚步已然临近。回望这三年，

有初入校园的迷茫，有逐渐适应环境、不断完善自己的充实，更有对未来的无限

希望与期待。三年间，我穿梭于学校的课堂、图书馆、自习室，结识了有着共同

兴趣的朋友，经历了此生难忘的事情，品尝了令人无限回味的牛肉面，也在不断

地成长、进步。

此刻，我的内心深处有些许不舍，同样也有着深深的感恩。在这里，首先要

向我的导师常向东教授深鞠一躬，以表达我浓浓的感谢之情。常老师的学术思维

十分广博，老师的一个观点、一句话往往能带给我极大的启发，同样也是我毕业

论文选题和灵感的来源。在此，还要感谢我的师哥张家玮、师姐王若讷同学，感

谢你们给予我的帮助，你们也同样是我学习的榜样，还要感谢同门华咏春、王益

萌同学的陪伴与帮助，感谢与你们的这场遇见。同时还要感谢学院的各位老师，

是您们的辛勤和无私，丰富了我们的认知。更要感谢一路陪伴、不求回报、永远

支持我的父母，我爱您们！

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论文中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点，还希望各位专家批评

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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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11-2019 年甘肃省各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GDP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兰州市 6.36% 6.63% 7.01% 7.61% 8.84% 9.52% 9.37% 9.27% 8.22%

嘉峪关市 4.67% 4.78% 6.78% 6.86% 7.96% 11.14% 8.70% 6.57% 6.88%

金昌市 4.90% 5.47% 6.30% 7.03% 8.23% 9.98% 10.03% 8.73% 6.12%

白银市 4.55% 5.55% 5.20% 5.81% 5.87% 6.49% 6.65% 6.07% 6.40%

天水市 5.21% 5.58% 6.07% 6.09% 6.63% 7.15% 7.64% 7.15% 7.96%

武威市 3.73% 4.26% 4.83% 5.43% 6.45% 6.74% 6.65% 6.49% 5.81%

张掖市 4.00% 4.34% 4.98% 6.12% 6.46% 6.78% 6.98% 6.83% 6.00%

平凉市 10.35% 6.59% 6.62% 6.87% 7.11% 7.23% 7.78% 7.71% 7.13%

酒泉市 3.43% 3.69% 4.16% 5.28% 6.34% 6.27% 6.25% 6.12% 5.99%

庆阳市 9.76% 10.03% 10.53% 9.20% 9.09% 7.15% 7.99% 7.50% 7.89%

定西市 5.35% 5.87% 6.76% 7.42% 7.99% 7.58% 6.97% 6.75% 5.93%

陇南市 6.61% 7.09% 8.61% 8.25% 8.08% 7.85% 7.64% 7.11% 5.30%

临夏州 5.31% 5.97% 6.89% 7.00% 7.85% 7.91% 7.27% 6.08% 5.40%

甘南州 6.66% 6.98% 8.58% 8.28% 7.24% 7.24% 6.05% 6.42% 4.80%

均值 5.78% 5.92% 6.67% 6.95% 7.44% 7.79% 7.56% 7.06% 6.42%

附表 2 2011-2019 年甘肃省各地区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单位：元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兰州市 2389 2857 3419 4156 5015 5815 6279 6749 6152

嘉峪关市 4722 5486 6511 6555 6203 6952 7352 7810 7699

金昌市 2443 2850 3387 3827 3928 4416 4735 4925 4546

白银市 999 1401 1408 1522 1491 1673 1732 1792 1788

天水市 569 702 838 964 1108 1270 1338 1390 1495

武威市 559 796 1014 1223 1478 1709 1568 1666 1555

张掖市 852 1049 1381 1824 1979 2213 2141 2257 2175

平凉市 1377 1027 1083 1152 1178 1262 1306 1438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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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2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酒泉市 1499 1918 2409 2898 3098 3236 3071 3241 3269

庆阳市 2002 2394 2867 2768 2484 1907 2073 2342 2573

定西市 370 473 615 777 876 900 812 853 873

陇南市 510 623 834 923 982 1025 998 1023 893

临夏州 348 459 580 709 824 899 826 754 791

甘南州 787 975 1339 1472 1300 1386 1194 1387 1451

均值 1388 1644 1978 2198 2282 2476 2530 2688 2628

附表 3 2011-2019 年甘肃省各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兰州市 - 19.93% 20.02% 22.36% 21.57% 16.35% 8.69% 8.16% -7.93%

嘉峪关市 - 16.73% 19.29% 3.15% -4.34% 12.98% 7.44% 7.16% -0.98%

金昌市 - 17.03% 19.13% 13.37% 2.71% 12.27% 7.08% 3.88% -9.76%

白银市 - 40.75% 0.08% 7.83% -1.95% 12.66% 4.27% 3.77% 0.16%

天水市 - 23.73% 19.72% 15.31% 15.30% 15.05% 5.81% 4.39% 7.99%

武威市 - 42.56% 26.57% 20.87% 21.00% 15.88% -7.99% 6.39% -6.81%

张掖市 - 23.33% 32.06% 32.37% 9.04% 12.26% -2.85% 5.76% -3.31%

平凉市 - -25.19% 5.62% 6.64% 2.58% 7.42% 3.91% 10.44% 6.79%

酒泉市 - 28.34% 26.07% 20.70% 7.24% 4.81% -4.74% 5.85% 1.34%

庆阳市 - 19.78% 20.01% -3.45% -9.97% -22.81% 9.40% 13.47% 10.47%

定西市 - 31.06% 30.01% 26.38% 13.02% 3.07% -9.10% 5.45% 2.55%

陇南市 - 22.60% 34.14% 11.24% 6.55% 4.84% -1.94% 3.00% -12.40%

临夏州 - 32.68% 27.17% 23.15% 16.78% 9.76% -7.26% -8.08% 5.52%

甘南州 - 24.67% 38.27% 10.55% -11.27% 7.42% -13.15% 16.83%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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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2011-2019 年甘肃省各地区税收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兰州市 80.90% 78.74% 79.01% 79.45% 78.12% 73.52% 74.59% 76.04% 76.03%

嘉峪关市 90.72% 87.31% 84.65% 84.09% 80.72% 82.69% 79.71% 81.51% 77.92%

金昌市 84.61% 86.48% 77.60% 80.23% 74.82% 70.74% 76.55% 79.70% 74.87%

白银市 73.85% 63.72% 65.34% 61.36% 65.69% 65.12% 66.26% 69.79% 64.85%

天水市 67.20% 62.19% 64.80% 66.16% 61.57% 56.67% 55.26% 58.98% 56.47%

武威市 67.82% 62.47% 58.80% 59.53% 55.63% 47.11% 48.80% 51.80% 56.75%

张掖市 75.20% 75.68% 68.02% 60.71% 58.29% 49.99% 46.75% 51.02% 46.34%

平凉市 44.52% 69.18% 71.07% 70.68% 69.19% 66.11% 63.11% 68.53% 65.27%

酒泉市 64.12% 69.95% 70.81% 69.01% 59.03% 55.97% 61.76% 63.64% 57.57%

庆阳市 56.77% 63.62% 62.90% 72.00% 60.67% 64.25% 69.68% 73.51% 66.60%

定西市 69.59% 70.55% 70.21% 67.00% 63.47% 57.93% 58.86% 63.25% 61.13%

陇南市 69.43% 62.76% 53.41% 57.27% 54.55% 52.98% 53.43% 57.94% 62.00%

临夏州 64.20% 60.95% 57.74% 60.53% 60.77% 54.16% 53.36% 69.15% 70.21%

甘南州 51.81% 56.28% 50.13% 44.97% 48.60% 45.23% 42.68% 45.22% 43.92%

均值 68.62% 69.28% 66.75% 66.64% 63.65% 60.18% 60.77% 65.01% 62.85%

附表 5 2011-2019 年甘肃省各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GDP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兰州市 6.54% 6.33% 6.63% 6.39% 7.57% 9.21% 7.80% 7.77% 7.87%

嘉峪关市 2.46% 2.36% 3.18% 2.70% 5.25% 4.68% 4.42% 4.30% 4.36%

金昌市 7.45% 8.33% 9.03% 12.62% 15.01% 17.67% 16.92% 15.02% 13.36%

白银市 17.91% 20.46% 20.21% 19.87% 24.26% 29.86% 28.90% 25.65% 32.73%

天水市 31.94% 32.97% 32.20% 28.21% 33.81% 35.45% 38.94% 37.53% 41.26%

武威市 31.92% 31.68% 30.30% 31.47% 34.85% 31.36% 40.32% 36.36% 36.08%

张掖市 25.13% 24.90% 23.72% 23.70% 26.60% 29.60% 36.66% 32.66% 28.29%

平凉市 26.60% 31.59% 32.97% 32.46% 39.26% 39.70% 46.35% 46.13% 45.77%

酒泉市 12.23% 11.81% 10.90% 11.95% 13.89% 15.82% 19.40% 16.87%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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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5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庆阳市 19.98% 19.93% 19.76% 18.57% 24.95% 28.84% 32.04% 27.82% 29.95%

定西市 57.61% 60.72% 63.38% 54.70% 56.90% 52.98% 59.78% 63.69% 56.55%

陇南市 49.10% 57.98% 55.64% 48.66% 53.93% 53.43% 58.29% 62.07% 57.28%

临夏州 80.84% 84.48% 82.91% 69.57% 75.20% 78.05% 80.33% 92.78% 85.41%

甘南州 103.43% 99.47% 91.75% 85.37% 106.41% 102.57% 114.92% 123.77% 91.38%

均值 33.80% 35.22% 34.47% 31.87% 36.99% 37.80% 41.79% 42.32% 39.27%

附表 6 2011-2019 年甘肃省各地区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兰州市 49.29% 51.20% 51.37% 54.38% 53.83% 50.80% 54.55% 54.40% 51.07%

嘉峪关市 65.61% 66.86% 68.02% 71.71% 60.28% 70.42% 66.24% 60.46% 61.16%

金昌市 39.67% 39.67% 41.06% 35.75% 35.42% 36.10% 37.22% 36.77% 31.41%

白银市 20.28% 21.35% 20.48% 22.62% 19.48% 17.87% 18.69% 19.15% 16.36%

天水市 14.03% 14.49% 15.87% 17.75% 16.39% 16.78% 16.01% 16.01% 16.17%

武威市 10.46% 11.85% 13.76% 14.71% 15.62% 17.68% 14.16% 15.14% 13.87%

张掖市 13.72% 14.83% 17.34% 20.52% 19.55% 18.62% 16.00% 17.29% 17.50%

平凉市 28.02% 17.26% 16.73% 17.48% 15.33% 15.40% 14.37% 14.32% 13.47%

酒泉市 21.88% 23.81% 27.61% 30.64% 31.36% 28.38% 24.38% 26.62% 23.48%

庆阳市 32.81% 33.48% 34.76% 33.13% 26.71% 19.88% 19.96% 21.22% 20.86%

定西市 8.50% 8.82% 9.64% 11.95% 12.31% 12.52% 10.44% 9.59% 9.48%

陇南市 11.86% 10.89% 13.40% 14.50% 13.03% 12.81% 11.58% 10.27% 8.48%

临夏州 6.16% 6.60% 7.68% 9.14% 9.45% 9.21% 8.30% 6.15% 5.94%

甘南州 6.05% 6.56% 8.55% 8.85% 6.37% 6.60% 5.00% 4.93% 5.00%

均值 23.45% 23.41% 24.73% 25.94% 23.94% 23.79% 22.64% 22.31% 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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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2011-2019 年甘肃省各地区税收收入/GDP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兰州市 5.14% 5.22% 5.54% 6.05% 6.90% 7.00% 6.99% 7.05% 6.25%

嘉峪关市 4.24% 4.17% 5.74% 5.77% 6.43% 9.21% 6.98% 5.35% 5.36%

金昌市 4.14% 4.73% 4.89% 5.64% 6.16% 7.06% 7.68% 6.96% 4.58%

白银市 3.36% 3.54% 3.40% 3.56% 3.86% 4.23% 4.40% 4.24% 4.15%

天水市 3.50% 3.47% 3.94% 4.03% 4.08% 4.05% 4.12% 4.22% 4.50%

武威市 2.53% 2.66% 2.84% 3.23% 3.59% 3.17% 3.24% 3.36% 3.30%

张掖市 3.01% 3.28% 3.39% 3.71% 3.77% 3.39% 3.26% 3.48% 2.78%

平凉市 4.61% 4.56% 4.71% 4.86% 4.92% 4.78% 4.91% 5.28% 4.65%

酒泉市 2.20% 2.58% 2.94% 3.64% 3.74% 3.51% 3.86% 3.89% 3.45%

庆阳市 5.54% 6.38% 6.62% 6.62% 5.52% 4.60% 5.57% 5.51% 5.26%

定西市 3.72% 4.14% 4.75% 4.97% 5.07% 4.39% 4.10% 4.27% 3.62%

陇南市 4.59% 4.45% 4.60% 4.73% 4.41% 4.16% 4.08% 4.12% 3.29%

临夏州 3.41% 3.64% 3.98% 4.24% 4.77% 4.29% 3.88% 4.20% 3.79%

甘南州 3.45% 3.93% 4.30% 3.73% 3.52% 3.28% 2.58% 2.90% 2.11%

附表 8 2011-2019 年甘肃省各地区税收弹性系数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兰州市 - 1.12 1.5 1.82 4.11 1.18 0.98 1.11 -2.08

嘉峪关市 - 2.12 -0.98 1.25 0.46 -0.82 0.1 0.22 0.99

金昌市 - 3.12 1.94 10.67 0.34 -0.83 2.41 0.42 -0.53

白银市 - 4.12 0.38 -0.37 -1.66 6.39 3.25 0.69 1.4

天水市 - 5.12 2.46 1.18 1.23 0.89 2.23 1.29 -1.15

武威市 - 6.12 1.66 2.94 6.98 -0.17 0.69 1.43 -1.04

张掖市 - 7.12 1.24 2.36 1.44 -0.52 1.59 1.89 -0.61

平凉市 - 8.12 1.67 2.18 -0.51 0.47 0.23 1.74 0.11

酒泉市 - 9.12 2.32 -3.61 0.77 -0.1 -1.13 1.11 -2.36

庆阳市 - 10.12 1.3 1 2.72 9.6 -9.04 0.94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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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8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定西市 - 11.12 2.27 1.37 1.39 -0.69 6.71 1.5 -0.05

陇南市 - 12.12 1.36 1.2 0.17 0.23 -1.34 1.1 -0.76

临夏州 - 13.12 2.01 1.37 4.15 -0.25 -9.37 1.92 -0.04

甘南州 - 14.12 1.84 -0.06 -2.77 -0.01 -4.49 2.35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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