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源丰裕、租金依赖与公共物品提供
——

对 山 西省分县数据的经验研究

庄玉 乙 张 光

提要 ： 本文研 究 了 丰裕的 资源 稟赋 如何影 响地方政府 的 民 生公共物 品 提

供 。 财政社会学认为 ， 资源 的租金效应将使政府 的 自 主性更 强而 对社会的 回

应性则 减弱 ， 导致 治理水平低下 。 政治 短 视理论也认 为
，
租 金依赖将使政 府

相对 忽视长期 的 人力 资本积累和 环境 回报 。 山 西的 县级政府 层级提供 了 检

验这些理论 的理想数据 。 统计分析发 现 ，
资源丰 裕 的地 方政府对教 育 、环 境

保 护 、 医 疗社保等社会 民 生 的财政支 出 相 对更少 ，
而 对政府 自 身 的行政管理

支 出则 更 多 。 这一分析对理 解
“

资源诅咒
”

在 中 国 的发 生机制提供 了 重 要解

释 。 应对这
一

问题
， 需要在制度上优 化资源 丰裕地 方 的政府财政结构 。

关键词 ： 资源诅咒 政府支 出 公共物 品 山 西省

一

、引 言

缘何 自然资源丰裕的发展中 国家和地区往往伴随着较慢的经济增

长 ？ 围绕着这
一

“

资源诅咒
”

话题 ，
经济学 、政治学和财政社会学界提

出 了多种因果机制和解释。 经济学界最早从丰裕资源对经济结构的影

响角度提出 了
一

系列假说 。 最初他们仅将政府角色看作常量 ，低估了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 近年来 ，政治学和财政社会学视

角的相关研究逐渐发展起来 ，学界普遍认识到 ，讨论资源丰裕如何影响

经济增长 ，
必须重视制度建设 、财政汲取 、治理水平和政府公共服务这

些重要的中间影响因素 。 从财政社会学的角度看 ，
依赖租金收入的财

政汲取模式改变了 国家与社会关系 ，进而影响政府的治理模式 。 而从

政治学的角度看 ，丰裕的资源租金改变了政府的预期和行为方式 。 鉴

于财政是政府职能得以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如果想考察政府的治理

水平 ，我们可 以通过观察政府财政支出怎么花 、花多少 、如何在民生公

共物品提供和政府行政开支上进行权衡等来实现 。 本文从这一角

度
——

丰裕资源如何改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方式
——来研究资源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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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机制 。

目前对中 国资源沮咒现象的研究已经有相当规模 ，但存在几个缺

憾 ：第一 ，在视角上 ，经济学视角的研究较为丰富 ，从政治学和财政社会

学视角研究政府财政和治理行为的则相 当少 ；第二 ，在方法上 ，跨国数

据和跨省数据总是存在着
一些难以衡量的制度因素 、人文社会因素或

地理因素等 ，这些因素在计量模型中难以有效控制 ；第三 ，
以往许多研

究同时讨论煤炭 、石油 、天然气甚至其他矿产等不同种类资源 ， 由于造

成资源沮咒的因素十分复杂 ，不同资源间的影响大小难以区分 。 应对

这三个问题 ，本文将选取山西省县域数据进行研究 。 该省内部各县市

间在政策制度 、 人文历史 、 自然条件上十分相近 ，排除了许多潜在的干

扰因 素 。 山西煤炭资源丰富 ，对地方经济总量贡献极大 ，在许多县市有

分布但很不平均 。 山西省的统计年鉴提供了各县 、县级市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８

年间的煤炭销 售量 ， 为本研究提供 了极为重要的关键 自 变量 。 结合

２００７ 年 《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所提供的不同于以往的政府收支

功能分类数据
，
本文对山西省 ９６ 个县 、县级市进行截面数据研究 。 我

们观察到资源丰裕的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方面更加依赖资源租金 ， 随

后我们又依据财政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提出的假设对地方政府的支出

模式进行了计量分析 ，发现资源丰裕地方的政府确实在教育 、 医疗社

保 、环境保护等社会民生支出上花费更少 ，
而政府行政管理支出更多 。

从结果看 ，对政府财政汲取和支出方式的不 良影响 ，是资源诅咒得以发

生的重要机制 。 应对这
一

问题 ，需要在财政制度和监督制度上加以设

计
，
减少丰裕资源给政府行为带来的消极影响 。

本文将首先回顾有关资源诅咒的已有理论和假设 ，
接着说明选择山

西省县域作为本研究样本的原因及其优势 ，然后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并

报告计量模型和数据来源 ，最后通过计量分析来验证假设并进行讨论 。

二 、资源沮咒的经济学 、政治学与财政社会学解释

国际上早在 ２０世纪 ５０ 年代就有学者注意到资源富集的地区出现

经济停滞的反差现象 （
Ｐｒｅｂｉｓｃｈ

，

１９５０
；
Ｓ ｉｎｇｅｒ ，

１９５０
） 。 有研究发现 ，

撒哈

拉以南非洲矿产资源 出 口 与经济绩效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
Ｗｈｅｅ ｌｅｒ

，

１９８４
） 。 在 １９７ １ 到 １９８３ 年两次石油危机和矿产出 口繁荣期间 ，主要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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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出 口 国 和矿产资源 出 口 国 的 经济绩效都劣 于其他 国家 （
Ｇｅｌｂ

，

１９ ８８ ） 。 学界随后开始使用
“

资源诅咒
”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ｕｒｓｅ ）这
一概念来指

代这种反常现象 ，
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

禀赋 ，而更多的是一种限制 （ Ａｕｔｙ ，

１９９３
； 

Ｇｅ ｌｂ
，


１９８８ ） 。 目前学界已有大

量的大样本统计分析和个案间 比较研究 ，
除少数研究认为不存在

“

资

源沮咒
”

外 （如 Ｄａｖｉｓ
，

１ ９９５
） ，
大多数学者都认同 自 然资源丰裕的 国家

或地区往往伴随着经济增长乏力的现象 （ 如 Ｓａｃｈｓ＆Ｗａｒｎ ｅｒ
，
１ ９９５ ） ，并

且这
一

现象在
一

国内部地方政府层面也存在 （ Ｊｏｈｎｓｏｎ ，


２００６
） ，但是这些

研究在对资源丰裕如何造成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解释上则莫衷
一是 。

经济学界首先从结构主义视角提出 了
一

系列解释 ，主要有如下几

个方面 。

１ ． 被动定价机制 ， 即 由于买方垄断 ，许多发展中 国家的资源 出 口

者在国际市场上只能被动接受发达国家的定价 （ Ｐｒｅｂｉｓｃｈ
，
１９５０

； 

Ｓｉｎｇｅｒ ，

１ ９５０ ） 〇

２ ． 经济贸易条件波动 。 因初级产品的 国际价格与需求波动较大 ，

导致资源出 口 国宏观经济大起大落 （ Ｎｕｒｋｓｅ ，


１９５ ８
） 。

３ ． 外国公司持有 。
１９７０ 年代以前 ，许多石油出 口 国和矿产资源出

口 国的主睪出 口部分由外国公司持有 ，本国获益较少 。

这三个解释没有能经受住时间 的考验 ，
两次石油危机时期 ，油价高

企 ，尽管中东石油出产 国已基本控制本国石油 出 口
，
经济发展却没有 因

此获得多大进步 ，相反 ，资源贫乏的东亚国家却获得了令人瞩 目的经济

发展 。

４
．

“

荷兰病
”

。 它是以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荷兰发现丰富天然气资源

却导致宏观经济倒退的问题而命名的 。 分析认为原因有两个 ，

一是由

于大量出 口资源导致实际汇率上升 ，
二是 由于国家内部能源经济的快

速发展 ， 吸引 了大量投资和人力资本流人 ，造成对制造业相应的资本 、

人力与技术挤出 （
Ｒｏ ｓｓ

，
１９９９

）＾ 两者共同导致农业和制造业出 口 的衰

退并使国内非进 口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 。 这
一发现最初曾被学界认为

是
一

个很有前景的理论解释 ，但这些解释主要针对发达国家 ，而发展中

国家的人力资源并非给定而是有所剩余 ，资本也可以通过外资引人

（
Ｂｅｎ

ｊ
ａｍｉｎｅ ｔａｌ ．

，
１９ ８９

；
Ｇｅｌｂ

，
１９８８ ） 。 戴维斯 （ Ｄａｖ ｉｓ

，
１ ９９５ ） 甚至认为 ，

如果存在这种挤出效应
，
也是

一种 比较优势 ，
无害于资源出 口 国 。

上述四种较早的经济学解释都从资源出 口如何影响经济结构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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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讨论
“

资源诅咒
”

。 它们都潜在地假定 ，政府角色是
一

个给定的常

量 ：政府没有意愿或能力对资源部门进行干预以规避这些不 良结果 。

但实际情况中 ，主要资源出 口 国的政府对该国资源出 口 产业有着很大

的控制权 ，完全有能力进行干预 。 例如 ，政府可以将资源部门获得的丰

厚利润转而投资制造业和农业部门 ，并通过储备外汇等公开市场操作

以防止汇率上升 ，从而应对荷兰病 （ Ｒｏｓｓ
，
１９９９

） 。 学界逐渐认识到 ，应

对丰裕资源潜在的不良经济后果 ，关键在于政府如何发挥作用 、是否有

意愿做出努力 。 于是相应的政治学和财政社会学解释逐渐发展起来 ，

共同认为资源禀赋深刻形塑 了财政的汲取方式和政府治理模式 ，通过

影响政治制度这一中 间变量导致经济增长缓慢 （
Ｃｏｌｌｉｅｒ＆Ｈｏｅｆｆｌｅｒ

，

２００５
；
Ｍｅｈ ｌｕｍｅｔａｌ ．

，
２００６

；
Ｍｏｏｒｅ

，
２００４

；
Ｔｏｒｖｉｋ

，

２００９
） 。 这些解释大致可

以分为认知视角和国家中心主义视角 ，它们分别关注因政治短视而造成

的政策失败 ， 以及财税汲取与支出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Ｒｏｓｓ
，
１９９９

） 。

５ ？ 认知视角 （
ｃｏｇｎ ｉｔｉｖｅ

） 。 该视角认为
，
在资源丰裕的国家 ，

由于资

源获利丰厚且迅速 ，公共部门片面依赖资源生产和出 口带来的收入 ，存

在着政治短视 ，缺少制度变革的动力 （ Ｒｏｂ ｉｎ ｓｏｎｅ ｔａｌ ．
，
２００６ ） 。 这一视

角认为丰裕资源会带来几个消极效应 。

一是挤出效应 ，类似于
“

荷兰

病
”

。 丰裕资源将把人力 、科技和资金从其他行业过分地吸引 到资源

相关产业 。 由于制造业等部门具有
“

干 中学
”

的特点 ， 投资收效慢 ， 且

十分依赖教育和科技发展的人力资本积累 ，如果政府片面满足于资源

带来的短期丰裕收人 ，忽视对人力资本积累十分重要的教育科技投人 ，

将使经济增长缺乏后劲
，
形成恶性循环 。 第二 ，它可能带来社会僵化效

应 。 资源部门的繁荣增进了相关产业的政治影响力 ，这些企业和利益

集团通过游说 、寻租等方式影响政府的管制决策 俘获
”
一

些立法者

和管制者制定出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政策 ，
导致针对资源产业的改

革举步维艰 ， 社会经济效率低下 （
Ｏ ｌｓｏｎ

，
１９８２

；
Ｓｈａｆｅｒ

，
１ ９９４

；
Ｓｔｉｇｌｅｒ

，

１９７ １
） 。 第三是冲突激化效应 。

一些资源 出 口 国政治不稳定 ， 军事政

变的可能性长期存在 ，执政者通过寻求短期收益 、购买军火 、镇压反抗

等维持稳定 （
Ｃｏｌｌｉｅｒ＆ Ｈ ｏｅｆｆｌｅｒ

，
２００５

） 。

６ ． 国家中心主义视角 。 财政社会学认为 ， 国家的财政收人汲取塑

造了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
不同类型的财政收入汲取模式对国家和社会

的演进有决定性影响 。 该理论依照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由 国家 自主

生产 、收取租金还是征收税收 ，将国家分为 自产国家 、租金国家和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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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等 。 财政主要汲取方式的不 同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同 ，进而影

响 国家的治理模式 （ 马骏 ，

２０ １ １
；
马骏 、温明月 ，

２０ １２
） 。 该理论认为税

收国家的治理水平高于租金 国家 ， 主要原因有 以下几个 。

一是财政汲

取与支出 中 国家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不同 。 税收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

源于政府通过承诺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而获得的公民纳税 ，
并通过讨

价还价式的谈判给予公民对政府的监督和控制权力 。 这种模式需要在

国家建设和政治组织上付出许多努力 ，在历史上与英国等 国的代议制

民主紧密相连 。 而租金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丰裕资源带来的租

金收人 ，财政汲取主要集中在少数资源产业和企业 ，因而其建立一个全

面渗透社会进行财政汲取的组织意愿远比税收国家弱 。 由于租金收人

并不是在与公民和社会的互动中汲取的 ，容易规避议会监督 ，大大降低

了 国家对社会的依赖 ， 国家的 自主性 比较高 ，对社会的 回应性比较低 ，

建立起一个高效的 、汲取型的政府机构和官僚制度的动机较弱 （ 马骏 ，

２０ １ １
；

Ｍｏｏｒｅ
，
２００４


；
Ｓｋ〇Ｃｐ〇ｌ ，

１９８５
） 。 第二 ，在公民参与方面 ， 因为租金国

家政府收人的主要部分并不依赖公民税收 ，社会大众的直接税负感不

重
，
甚至获得了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 ，使得反对资源经济和政府政策的

社会动员 和抗议行为较难形成 （
Ｐａｌｅｒ

，
２０ １３

） 。 第三 ，受益于丰裕的资

源租金 ，租金国家可以建立起庞大的威权机关 ，镇压潜在的反对力量和

成型的社会抗议 ，漠视对社会改革的呼声 （ Ｒｏｓｓ ，

２００ １
） 。

目前国际上对资源诅咒的相关研究 ，包括经济学视角 的 ，
已经更多

转向讨论政治 、制度 、财政等因素 ，但在针对中国 的研究中 ，
还较少有这

些方面的考察 。 例如 ，邵帅 、 齐中英 （
２００８

） ，
胡援成 、 肖德勇 （

２００７
） 和

徐康宁 、王剑 （ ２００６ ）等以各省为样本 ，得 出我国确实存在资源诅咒的

结论并分析 了原因与传导机理 。 与此相反 ， 丁菊红等 （
２００７

） 和方颖等

（
２０ １ １

） 通过研究中 国的部分城市 ，发现资源开采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

关系并不清晰 。 这些研究在 自变量方面 ，
虽然或多或少讨论并引人了

政治因素的影响 ，
比如腐败程度 （ 邵帅 、齐中英 ，

２００８ ） 、政府效率 （ 方颖

等 ，
２０ １ １

） 、政府干预程度 （ 丁菊红等 ，
２００７ ） ，

但主要从经济层面进行讨

论
，将政治制度因素只是作为控制变量作简单讨论 。

目前系统的从政治学和财政社会学角度讨论中国资源诅咒的只有

詹晶等的研究 ，其针对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和贵州省 内相邻两县的个

案比较研究分别发现 ，丰裕资源加剧 了腐败现象 ，减少了政府的人力资

本投入 ， 恶化 了 地方公共安全治理 （
Ｚｈａｎ

，
２０ １ １

，
２０ １３

；

Ｚｈａｎｅｔａ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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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５ ） 。 这几项研究 已 经涉及了政治短视和 国家 自 主性视角 ，
但是在

方法上和前述经济学研究有类似不足 。

一

是对跨省数据存在的一些难

以衡量的制度因素 、人文社会因素或地理因素等 ，
在计量模型 中难以有

效控制 ，需要在一省内部加 以细化研究 。 二是研究需要同时讨论煤炭 、

石油 、天然气甚至其他矿产等不同种类资源 ，而这些资源在引发资源诅

咒上的影响差异上难以 区分 。 针对已有研究在方法和理论上的不足 ，

本文将选择山西省各县研究资源禀赋如何影响政府的民生公共物品提

供。 在具体描述本文的理论假设和方法前 ，有必要简述选择山西作为

样本的原因和优势 。

三 、选择山西县域进行实证研究的原因与优势

近年来
，
尽管石油进 口和天然气开采不断增加 ，煤炭仍保持着中 国

第一大能源的地位 。 以本文主要研究的 ２００７ 年为例 ，在能源生产大省

中 ，山西、内蒙古 、贵州等省份主要生产原煤 ，选用这些省份做此项研究

能够避免出现混和多种能源计算时出现的问题 。 其中山西又有其特殊

优势 （参见表 １ ） 。

第一 ， 山西省煤炭生产历史悠久 ，
生产量大

，
占矿产资源生产的绝

大部分 ，且分散于许多县市 。 山西省煤炭质量优良 ，对山西省经济总量

贡献巨大 。 以 ２０ １２ 年为例 ，
山西省煤炭产量为 ９．１３ 亿吨 ，销售收人达

到 １ １８７０亿元 ，而该省全年 ＧＤＰ 为 １２ １ １２ ．８ 亿元 ， 名义上的煤炭销售

金额占 ＧＤＰ 的 ９８％ 。 据测算
，

２０００ 年 以来 ，
煤炭工业对山西省经济的

贡献率一直在 ４０％ 以上
，
２０ １２ 年为 ５６． ６％

 （ 卢建明 ，
２０ １０ ；刘 志刚 ，

２０ １３
） 。 山西煤炭资源分布广泛 ，含煤面积 ６ ．２ 万平方公里 ， 占全省总

面积的 ３９．６％
。
２００７ 年 ， 山西省 ９６ 个县或县级市中 ，

６９ 个县市有煤

炭生产和销售 。 截至 １９９９ 年底 ，煤炭总资源储量 ２６８ １
．６２ 亿吨 ，其中

可采 、预可采储量为 ７０２．８７ 亿吨 。 第二位和第三位的铁矿与铝土矿可

采 、预可采储量分别为 １８ １ 亿吨和 ０ ． ９９ 亿吨 ，
其吨位不到煤炭的 １ ％ 。

并且铝土和铁的提炼 、加工产业链较长 ，
工业附加值比重远超煤炭 ，在

此我们忽略不计 。 土地出让金一定程度上有租金的含义 ，但在本文所

关心 的山西各县和县级市 中 ，
区位因素接近 ，

土地价格差距通过人均

ＧＤＰ 可以一定程度上获得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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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２００７ 年中 国各地区能源产置＾

原煤
｜

原油
丨

天然气
｜｜

原煤原油
｜

天然气
地区地区

（
万吨

） （
万吨 ） （

亿立方
）
（

万吨
） （万吨

） （
亿立方

）

山西６３０２０． ９３


宁夏 ３７７ １ ． ８４


内蒙３５４３７ ． ９４


吉林３ ３５４． １８６２３ ．９３５ ．２２

陕西２０ ３５ ３． ５ １２２６５ ．
８７１ １０． １０江西２９９７ ． ２４


河南１ ９２８７ ， １ ５４８５ ． ０ ８１５ ． ７６江苏２４ ８０， ２０１９５ ． ７２ ．５８

山东１４５ １８ ． ３４２７９３ ． ０５７ ． ８４福建２０５０． ００


贵州１０８６４． １ ８湖北１０８４． ２６８５ ． ５４１ ． １７

黑龙江１００６５ ． １ １４ １６９ ． ８３２５ ． ５０青海９６３ ． ６４２２０． ６６３４． ０２

四川９５５７ ． ７４ １ ８ ． １４１８７ ． ４６广西７２ １ ． ４８２ ． ８８


安徽９２６５ ． ６５


北京６４８ ． ８０


河北８６６２． ９８６６０． ０ １７ ． １４浙江


１２． ３３


云南７７５５ ． １９


． １４天津


１９２４． ２８１３ ． ３４

辽宁６３４９ ． ０９ １２０７ ． １ ７８ ． ７２广东
？

 １ ２６ １ ． １ ３５２． ４８

湖南６２ １７ ．
１
６


１０ ．６６２ ． ０３

新疆４９ １５ ． ５２２６０４． ３ １２ １０． ２上海


２０ ． ６９５ ． ０７

重庆４２９３ ． ６３


５ ． ００西藏


甘肃３９４９
．
３４８２ ． ８８． ６３

；

注 ：数据来 自 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 ，

２００ ８ 。

第二 ，
山西省许多经济强县形成了以煤为核心的县域经济支柱产

业
，
财政对煤炭资源租金的依赖性强 ，是资源依赖型经济的典型代表 。

２００７ 年地方 ＧＤＰ 排名前十位的县域中 ，孝义 、泽州 、高平 、襄垣 、 阳城

五个县市的煤炭销量过千万吨 ，洪洞 、介休两个县市 的煤炭销量达到

４００ 万吨以上 ，
可见经济强县多为煤炭强县 （ 山西省统计局 ，

２００８
）＾ 地

方 ＧＤＰ排名第一的河津市 ， 即便煤炭销量较少 ，
支柱产业仍是煤及与

其相关的焦 、铝 、铁 ：

２００６ 年河津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中 ，
有 色金属冶

炼 、炼焦 、黑色金属三大行业 比重 占到规模 以上工业的 ９ １％
 （董晓玲 ，

２００７
） 。 然而 ，成也煤炭 ，败也煤炭 ，过分依赖煤炭产业也使地方经济的

综合抗风险能力降低 ， 当煤炭产销遇到困难时 ，部分县市的经济发展就

会遇到严重困难 。 例如 ，
２００６ 年 ，古交市和左云县地区名义 ＧＤＰ 比 ２００５

年分别负增长 １７％ 和 １３％，主要原因是两地在该年度出现严重矿难和安

全生产问题 ，导致煤炭产量大幅下跌超过 ４０％
（董晓玲 ，

２００７ ） 。

财政上 ，煤炭强县普遍形成了对煤炭行业的高度依赖 ，
地县市政府

在涉煤收费上具有趋利性 ，
并且煤炭税费在许多县市都是一笔

“

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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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
”

。 依山西省政府的划分方法 ，涉煤收费范围被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

行政事业性收费 ，其中包括矿产资源补偿费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费 、采

矿登记收费等 １５ 项 中央批准的收费项 目 ，
以及一项山西省级批准的煤

炭稽查管理费 ；
第二类为政府性基金 ，包括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 、价格

调节基金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 、森林植被恢

复费等 ６ 项国定项 目 ；第三类为经营服务性收费 ，如煤炭交易服务费 ；

第四类为其他收费 ，主要涉及市 、县煤运公司 向企业收取的经销差价和

服务费 ，市 、县政府收费 以及行业协会等单位收费 （ 山 西省政府 ，

２０ １４
） 。 其中第四类的

“

其他收费
”

项 目 中许多未经省 以上政府批准
，

地方上各类煤检站 、超限站等林立 ，税费重复征收 ，不合理收费项 目多 。

据测算 ，山西各县市涉煤的税费不少于百项 ，
除 ２ １ 个税种外 ，

还有不少

于 ８８ 项的各种规费 ，
各种涉煤税费已 占企业营业收人的 ２５

－

３５％
，
其

中各地未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涉煤收费每年就高达 ５０ 亿元

（ 田 国垄 ，
２〇１４

；
赵春燕 ，

２〇１４
） 。

第三 ， 山西各县市间在民族 、文化和地理因素上差异较小 ，可比性

强 。 内蒙古和贵州境内均有广泛的少数民族分布 ，语言 、 文化 、民族成

分存在差异 ，而山西省境内几乎不存在民族政策的差异 。 相 比面积广

大的 内蒙古 ，山西在 自 然地理、人文地理差异上较小 。 而贵州的煤炭生

产量虽大 ，但不及山西省的六分之一 ，对经济的贡献率相比 山西更低 。

比较而言 ，使用山西省内分县数据 ，在其他研究中一些潜在的影响变量

在这里接近于常量 ，使用该省内数据颇具优势 。

第四 ， 山西省统计年鉴提供了重要的县市煤炭销售数据 。 《山西

省统计年鉴 》县市部分报告了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８ 年山西省各县 、县级市 、区的
“

地方矿煤炭收人量 、销售量
”

数据 ，详细标明了各地方所属煤炭企业

的煤炭生产量和销售量 。 在大规模实施煤炭企业兼并前夕的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年 ，
山西全省分别生产了 

６３０２０ 万吨和 ６５５７７ 万吨原煤 ，其中分别有

３３５８７ 万吨和 ３３６９３ ． ４８万吨 ，
即 ５０％ 以上由地方的区 、县 、市和乡镇企业

生产 ，其余部分由 国有重点企业生产 （ 山西省统计局 ，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 。
① 山

西的煤 田成带状分布 ，在 ２００８ 年之前 ， 国有重点 的省属和央属煤企主

① 国有重点矿企 包括七 个省属和两个央属 企业 。 七个省属企业分别是山 西焦煤集团公 司 、

大同 煤矿集 团公 司 、阳 泉煤业 集团公 司 、晋城无烟煤矿业集 团公 司 、潞安矿业 集团 公 司 、

省煤炭运销总公司 和省煤炭进
．

出 〇公司
，
两 个央属企业分别是平朔煤炭工业公司 和太原

煤炭气化集 团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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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开采煤田 中的大型露天矿和质优量大的矿 ，而周边的矿区主要 由地

方国有企业 、乡镇企业和私人企业开采 。 各类型企业间一直存在着在

各种竞争现象 ，例如 ，地方企业间经常出现对矿产资源的争夺 ，也时常

掘进到国有重点煤矿的矿区 ，而 国有重点煤矿时常指责地方企业不顾

安全生产责任
，
要求政府对其进行关停或者整顿 以提升原煤价格

（Ｗｒｉｇｈｔ
，
２０ １ ２ ） 。 尽管如此 ， 由于煤带分布的 自然属性 ，这些 国有重点

企业的主要矿区多位于
一

些地方煤炭产销量也较大的县域 ， 因此使用

地方煤炭销量数据不会出现
一个地方煤企销量小而国有重点煤企销量

反而大的倒挂现象 （见表 ２ ） 。 另外 ， 国有重点企业在企业性质和税费

征收主体上不同于地方煤矿 ，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影响较小 ， 因此我

们不讨论国有重点煤企 。 可以用各县地方煤炭销售量乘以全国年度平

均煤炭价格后计算名义上的煤炭销量金额 占地方 ＧＤＰ 百分比重 ， 由此

而知各县的煤炭经济依赖 比重 。 这一能源经济依赖指数为国际上已有

的经验研究所广泛认可 （
Ｄａｖｉｓ

，
１９９５

） 。

表 ２山西 ２００７ 年 ６９ 个县 、县级市地方矿煤炭销售置 （
万吨

）

县市煤销量县市煤销量县市煤销量县市煤销量

孝义市
？

１ ８７９ ． ２３和顺县
＊

４６７． ８２霍州市
＊

２０４． ７１平陆县３ １ ． ３ ３

柳林县
？

１５ ８８ ． ６５河曲县４５６ ． ４３翼城县２０３ ． ３５汾阳市２９ ． ３ ３

保德县
？１ ３６５ ． ６０蒲县

？４２９ ． ９４交口县２０２ ． ２９浑源县２７ ． ７９

高平市
＿

１ ２５６ ． ８７介休市
＊

４２７ ． ６０陵川县 １５５ ． ３６浮山县２５ ． ３２

盂县
？

１２５５ ． ８２洪洞县４２６． ０２屯 留县
？

１４２． ２２偏关县 １９ ． ５０

阳城县１２ １６ ． ９２沁源县
＊

４２５ ． ５６平遥县 １４０． ６０大同县１６ ． ２９

山阴县１２０８ｉ 昔阳县
’４ １３ ． ０３交城县

？

 １２７ ． ６＾ 娄烦县１ ３ ． ３ １

泽州县
？

１０６３ ． ０６安泽县３８ １
． ０６吉县 １０４． １５石楼县 １ １

． ：２ １

襄垣县
？

１００ １ ． ５７兴县３７２ ．
：２５原平市

？


１
０２． ３０隰县


９ ． ０８

长治县
＊

９６２ ． ９７方山县３６９ ． ９８太谷县１００． ８０广灵县５ ． ６ １

￣

乡宁县
？

９ １０ ． ６６古交市
？

３６ １ ． ５０静乐县８９ ． ３８五台县
？

２ ．
１
５

￣＂

寿阳县
＊

９０９ ． ２４临县
？

３５３ ．

３４永济市８２．
１ ３神池县１

． ９９

灵石县
？

７５０ ． ８０长子县
？

３４８ ． ２０壶关县８０．
１２黎城县 ．

１ ７

左云县
＊

７ １６．
１５平定县

？

３４ １
． ３４岚县


６８ ． ３７阳曲县．

】
０

宁武县
？

５６０． ８２右玉县３２７ ． ９０汾西县４９ ． ６０襄汾县 ． ０２

沁水县
？

５３４． ３ １中阳县３ １ １ ． ７２潞城市４６ ． ０２


武乡县４９４． ８７左权县３０８ ． ２７文水县３４ ． ３ １



古县


４８５ ． ２８怀仁县
＊

２５２． ４９大宁县３３ ． ６８


注
： （

１
）带 ＊ 号为省 属和央属 国有重点煤企部分主要煤矿所在地 。 （２ ）数据来 自 山西省

统计局 ，
２００８

；常毅军等 ，
２００７

；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

２０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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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假设 、方法与数据

（

一

）假设提出

众所周知 ，税收是一种政府与公民就公共服务进行交换的形式 ，需

要通过人大等议事机构同意方可征收 ，政府征收了税收就需要对公民

负责 、接受监督并提供公共服务 。 税收具有经济扭曲效应 ，政府如果征

收过重的税收 ，就会形成
“

攫取之手
”

，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 在人力 和

资本完全 自 由流动的理想条件下 ，存在着地方政府间
“

标尺竞争
”

和公

民
“

用脚投票
”

的压力 ，任何一个政府都不敢征收远超过邻近政府的税

收 ，引起人 口和资本外流 （ Ｂｅｓｌ ｅｙ＆Ｃａｓｅ
，
１９９５

；
Ｔｉｅｂｏｕｔ

，
１９５６ ） 。 这些决

定了依靠税收收入的地方政府 ，
不会随意变动税率 。 实际上

，
根据 目前

中国的政府间财政体系安排 ，
地方政府几乎没有税收立法权 。

１９９４ 年

分税制改革以来 ，
财力层层上提 ，绝大多数的县级政府 自有财政收人无

法覆盖支出 ，收支差额需要通过上级转移支付或其他手段来弥补 。 这

种纵向不平衡催生了地方政府的许多
“

生财之道
”

，
如土地财政等 。 对

煤炭资源丰富的地方政府而言 ，
煤炭资源形成了一种额外的

“

租金
”

收

入
，其开采运输过程中有大量税费被征收到政府手中 ，因此煤炭资源越

丰裕的地方 ， 地方财力 自 给度往往越高 （ 即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度越

低 ） 另外 ，如前文所述 ，煤炭企业除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外 ，

还需要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 、探矿权使用费 、采矿权使用费 、教育费附

加等 。 在现有的财政收入科 目 中 ，这些税费多属于预算收人中的非税

收人或预算外收人 ， 因此煤炭资源越丰富的地区 ，预算内的非税收收人

比重往往越高 。 我们 以《 ２００７ 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 中
一

般预

算收支部分
“

预算内收人合计
”

占
“

预算内支出合计
”

的百分比重测量

各县域财政支出中的 自有 收入比重 ，
以

“

非税收入
”

占
“

预算内 收人合

计
”

的百分比重测量各县一般预算收人内的非税收人 比重 ，将两者作

为 Ｙ 轴与各县煤炭经济依赖比重 （ Ｘ 轴 ） 画出 图 ｌ ａ 、图 ｌ ｂ 两张散点图 。

从散点分布图可以看出二者确实有
一

定相关性 ，进
一

步的多元相关分

析在控制诸如人均 ＧＤＰ 、人 口 、面积 、城镇化等偏相关因素后 ，仍然存

在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未报告 ） 。 这说明丰裕资源的存在确实影

响 了政府的财政汲取模式 ， 山西省资源丰富地区的财政收人结构更多

带有租金国家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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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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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经济依赖 比重

资料来源 ： 山 西省统计局 ，
２００８

；财政部国库司 、预算 司 ，
２０ １ １

。

图 ｌｂ 非税收入 比重与煤炭经济 比重散点图

依照国家职能的功能分类 ，我们可以将政府职能分为行政职能 、安

全职能 、经济发展职能 、社会发展职能等 。 行政职能指政府在财政上 、

１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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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上保障政府运转的基本功能 ，安全职能指政府对外保护主权 、对内

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能 ，经济发展职能指政府促进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

稳定的功能 。 社会发展职能在各类职能中 出现最晚 ， 它是政府为促进

人力资本发展和进行社会再分配的服务 ，
主要包括教育 、科技 、文化 、 医

疗 、社保和环保等 ，是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关注领域和公民社会权利的

主要内容 ，起到保障个人体面生活 、发展身心等作用 ， 与民生息息相关

（
Ｅｓｐｉｎｇ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

１ ９９０
；
Ｍａｒｓｈａ ｌｌ

，

１９５０
） 。 本文所指 的公共物品提供即

为这些民生公共服务的提供 。 在具体测量上 ，
学界大致有三类方法 ，第

一类是考察政府的财政中花了多少钱在提供公共物品上 ，揭示的是政

府对各类公共物品的重视程度 ；
第二类是使用政府投人后的 中间产出

进行测量 ，例如使用师生比和人均医疗床位数测量教育和医疗服务水

平
；
第三类是测量公众在接受公共服务之后 的效果改善程度 ，例如使用

文盲率和人均预期寿命测量教育和 医疗服务水平 （ 贾智莲 、卢洪友 ，

２０ １ ０ ） 。 这三种测量方法各有所长 ，其中第
一种方法最为直观 ： 由于政

府的财政力量是有限的 ，社会民生支出 、行政管理支出 、经济建设支 出

等科 目彼此存在竞争关系 ， 对财政支出用于做什么 、不做什么 、如何花

费和花费多少的决策过程直接反映了政府施政重点和 目光长短 ，可 以

窥探政府 自 主性强度和对民众意愿的 回应程度 ，直接契合财政社会学

关于国家自 主性的理论和资源诅咒 中 的政治短视解释 ， 因此我们采纳

第一种测量方法 。 根据 ２００７ 年开始 的中 国政府新的支出功能分类科

目 ，
我们将教育 、科技 、文化体育与传媒 、社会保障和就业 、医疗卫生 、环

境保护支出划分成为提供公共物品 的社会民生支出 （财政部 ，
２００６

） 。

资源丰裕如何影响财政的社会民生支出 呢？ 如果依据
“

瓦格纳法

则
”

，当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均收人水平提高 时 ， 国家职能扩展 ，公共支

出 中用于教育 、娱乐 、文化 、卫生和福利等方面的支出应当大幅度地增

加 （Ｗａｇｎｅｒ ，
１９５ ８ ） 。 但是依照财政社会学理论 ， 由于 山西 的许多县域

经济发展依赖煤炭 ，政府收入更多依靠资源租金 ，较少依赖公民纳税 ，

政府 自主性更强 ，对社会需求的 回应性变低 。 反应在政府的财政支出

上 ，我们预期这些政府的社会民生支出 比重将 比非资源丰裕地方更低 。

在财政社会学关于国家 自 主性讨论的基础上 ，认知视角的解释进
一

步认为 ，资源依赖将引发对
一些社会民生具体事业的政治短视 。 教

育事关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 ，教育开支往往是县级政府最大的
一

项开

支 ，主要用于补贴学生学费 、拨付教师工资 、校舍建设和经常性运营费

１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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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 。 资源租金可能使当地居民被
“

锁入
”

在
一

些劳动密集的资源相

关产业 ，减低了他们接受更高水平教育的意愿 ； 同时可能使地方政府满

足于财政充裕 ，轻视教育的重要性 ，忽视长期的人力资本积累 ，这样我

们预期资源丰裕地区的政府教育投入会更少 （ Ｇｙｌｆａｓ〇ｎ ，
２００１ ） 。 社会

保障和医疗卫生事业关系着居民的健康和长期工作能力 ，是狭义的福

利国家最核心 的社会政策 （ Ｅ ｓｐｉｎｇ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
１９９０ ） 。 政府在这些领域

的投人将带来健康收益和远期财税收人 ，但租金依赖带来的短视问题

会使政府的投人意愿减弱 ，
我们预期 ，

资源丰裕地区政府的社保和医疗

投人将随之降低 。

在煤炭开采过程中 ，经常形成植被破坏 、采空塌 陷和污染等环境问

题 。 按照我国的 《煤炭法》 ，
开采企业需要遵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

规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保护生态环境 （第十一条 ） ；因开采煤炭压占

土地或者造成地表挖损 ， 由采矿者负责进行复垦 ，
恢复到可供利用的状

态 （第三十二条 ） 。 由于环境保护具有公共物品 的
一

般性质 ，政府也应

当承担相应责任 ，帮助矿区进行复垦 、污染防治 、水源涵养和植被再造

等 。 如果这一政策获得地方政府和企业的 良好执行 ，那么资源开采越

多的地方 ，政府环保投人应当越大 。 但是 ，对资源租金的依赖 ，严格监

管的难题以及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优先考量 ，
也可能使地方政府更倾向

于放松环保政策的执行 ， 以环境的代价换取眼前的经济发展 ，若如此则

资源开采强度将与财政环保投入负向相关 ，我们将通过实证分析来检

验哪
一

种假设符合真实场景 。

在关于资源丰裕地区政府有更少的社会民生支出 的假设背后 ，还

潜在地假设了这些政府可能有更强的行政管理支出欲望 。 公共选择理

论认为 ，作为一个
“

利维坦
”

，政府是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 ，
存在着

扩张国家机构 、增加部门预算和寻租的倾向 （
Ｋｒｕｅｇｅｒ ，

１９７４
；
Ｎｉｓｋａｎｅｎ

，

１９７ １
；

Ｔｕｌｌｏｃｋ
，
１９６５

） 。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 中 国政府部 门 的
“

碎片化
”

和理性化进程也使官僚集团的个人和部门利益诉求逐渐显

现 （
Ｌｉｅｂｅｒｔｈａ ｌ＆Ｏｋ Ｓｅｎｂｅｒｇ ，

１９８８ ） 。 原煤开采作为地方安监 、工商 、环

保等各类执法监管的重要领域 ，为实现官僚个人和部门 的利益提供了

寻租机会 。 在以经济和财税增长为重要考核指标的分权体制下 ，地方

政府希望在短期内增加 ＧＤＰ 和财政收人以增加晋升可能和经济利益 ，

企业则希望通过选择不安全或不环保的生产方式来增加利润 ， 由此形

成了地方上的政企合谋现象 。 可能 的合谋方式包括执照发放中 的腐

１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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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 、监管的松懈 ，甚至官员直接入股煤企等 ，其后果是带来了更多的煤

企安全生产事故和 政府腐败现象 （ 聂辉华 、蒋敏杰 ，
２０ １ １

；
Ｗｒｉｇｈ ｔ

，

２０ １ ２
） 。 验证这种政企合谋现象是否确实存在 ，

一种方法是观察原煤

资源丰裕地区政府财政中的行政管理支出是否显著高于非丰裕地区 。

行政管理支出在 目前的财政科 目上为
“
一般公共服务

”

，它是政府存在

并进行运作的基础性支 出 ，
包括诸如地方党委和政府办公机构 、财税 、

工商 、安监等各类政府部门行政运作过程 中的支出 。 如果政企合谋确

实存在 ，执照发放和监管等过程中获得的部分租金收入将被用于扩大

部门预算支出 以实现官僚机构和个人的利益 。 不仅如此
，
根据财政社

会学理论 ， 由于财政汲取相对容易 ，支出所受监督较少 ，政府较强的 自

主性为增大行政管理支出以服务于 自 身利益也提供了巨大便利 。 因此

我们预期 ，
资源越丰裕的地方 ，

行政管理支出 占政府支 出比重越高 。 综

上所述 ，我们得到资源丰裕地区政府在提供民生公共物品 中 的
一系列

财政支出假设 ：

假设 １
： 资源越丰裕的地方 ，

社会民生支 出 比重越低 。

假设 ｌ ａ
： 资源越丰裕的地方 ，教育支 出 比重越低。

假设 ｌ ｂ
： 资源越丰裕的地方 ，社会保障和 医疗 支 出 比重越低 。

假设 ｌ ｃ
： 资源越丰裕的地方 ，环境保护支 出 比重越低 （或越高 ） 。

假设 ２
：资源越丰裕的地方 ，行政管理支 出 比重越 高 。

（
二 ）计量模型与数据来源

《 山西省统计年鉴 》报告了２００８ 年及之前的地方矿煤炭销售量 ，

２００９ 年后 随着地方煤炭企业进
一

步的关停并转 ，
不再报告这

一

数据 。

由于现行的财政预算科 目 自 ２００７ 年起采用了支 出功能分类 ，
口径不

同于 以往年份 ，本文将结合 《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所能获得的

２００７ 年详细财政收支类别数据进行分析 。 我们使用 《 山西省统计年

鉴》报告的 ２００７ 年地方矿煤炭销售量 ，
乘以 原煤平均价格后 ，

？除 以

地方 ＧＤＰ
，获得地方煤炭经济依赖百分比重 （

Ｄａｖｉｓ
，

１９９５

） 。 测量各类

财政支出 比重时均以各县
一

般预算支 出合计为分母 。 具体而言 ，社

① 中 国的煤炭定价分 电煤和商品煤两种 ，
商品煤价格较高 ，

电煤因 为 受国 家政策指导 ，
价格

相对较低 。 由于 山 西省是全 国最为 重要的煤炭供应省 ，
有相 当部 分的 原煤按 电 煤价格销

售
，
我们采用 ２００７ 年平均每吨 ２３０ 元的电煤价格（潘伟 尔

，
２００８ ） 。 采用 电 煤价格较为保

守 ， 不会高估煤炭销售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作 用 。

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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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民生支 出 使用支 出 功能分类中 教育 、科技 、文化体育与传媒 、社会

保障和就业 、医疗卫生和环境保护支 出之和 ，行政管理费用采用
一

般

公共服务 （ 财政部 ，
２００６ ） 。 社会民生 支出 中 的教育 、

环保和医疗社保

支 出分别对应财政科 目 中 的教育 、环境保护 ， 以及医疗与社会保障和

就业之和 。

图 ２ ａ 、
２ｂ 简要展示了煤炭经济依赖比重与社会民生支 出 比重和行

政管理开支比重的关系 。 可以发现 ， 与预期相符 ，煤炭经济依赖 比重与

社会民生支出 比重负 向相关 ，而与行政管理开支 比重呈正向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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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５％置信区间 ——拟合值

ｒ
４０

－

Ｊ

■

３？
？

？

重
？

？

：

２０
－

鲁
？

镛鲁馨？

？
？

？？

１〇
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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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经济依赖 比重

图 ２ａ 煤炭经济依赖比重与社会民生支出 比重

为进
一

步讨论煤炭经济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公共物 品提供 ，我们

建立起山西省 ２００７ 年各县和县级市的截面数据进行线性 回归统计分

析 ，模型如下 ：

＼ｎＹ
ｉ
＝ａ＋

 ）

８ｌ ｎＣｏａ ／
－＋

ｙ ｌ ｎＣｏｎｔｒｏ＾
＋Ｄｄｕｍｍｙ＋

其中 ，
Ｙ

ｉ

是各类因变量
，

ａ 是常数项
，
Ｃｏ＃ 是本文的核心 自变量地

方煤炭经济依赖 比重 ， Ｐ 表示其系数 。 Ｃｏｎｔｎ＾ 是各类控制变量 ， ７ 是

它们的系数 ，

ｄｕｍｍ
ｙ 表示各类虚拟变量 ，

Ｄ 是它们的系数 ，
ｅ

ｉ

表示随机

误差项 。

１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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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〇 

Ｌ９５％置信区间 —— 拟合值

參鲁

４０
－

行
政？？

管？
°

气。

１ 〇
Ｌ ，


，


０５０１ ００

煤炭经济依赖比重

图 ２ｂ 煤炭经济依 赖比重与行政管理支出 比重

表 ３


主要 自 变量和 因 变量描述性统计 （
２００７ 年

）—

变量： ｜均值 ｜

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自 变量


地方煤炭经济 比重 （
％

）２０ ． ３３ ２７ ． ０ ２０


１ ２３ ． ９５４

人均ＧＤＰ
（
元

）


１ ３０６ １
． ０３８６３９ ．

 ６４２３５７


４ ９５６６

城镇化比重
（
％

）


３０ ． ７０


１０ ．

０ ２１ ２ ．２４０７０ ．

６４０

总人 口
（人 ）



２５７３８０ ． ４０１ ３２７０７ ． ３０６２２０ １７４０３４ １

行政面积 （平方公里 ）


１４７ １ ． ０９５ ８９ ． ３２ ２２１



３ １ ６６

３级市 （虚拟变量 ）
＾

０

＾

１

预算内转移支付依赖比重 （
％

）



６
１

． ９４６２３ ． ４ ０３０


９６ ． ５４２

中小学学生数 （人
， 每万人 ）



１ ７３２ ．

６３２２８０． ９００ １ ２１ ２ ． ３９ １
２７６６ ． ４７９

医院床位数 （个 ， 每万人 ）



２４ ． ９０９ １ ０ ． ２４９６ ． ３６３５ ６ ．

７８ ９

１变量
—

社会民生支出 比重 （
％

）


５ １ ． ０６２７ ． ０ １ ８３０ ． ０３ ３６３ ． ４９０

教育支出比重 （
％

）



２３ ． ９９９


４ ． ９ １９ １ ３ ． ８ ５０３７ ． ６０８

医疗和社保支出 比重 （
％

）


１ ９ ． ５３ ３４ ． ９８６８ ．９０９３ １ ． ５２３

环境保护支出 比重 （
％

）


５ ． ３３７３ ． ２２２０ ． ９ ８７１ ５ ．６５ ２

行政管理支出比重 （
％

）


２ １ ． ０３ ９


７ ． １ ７ １ １ ２ ． ４ ８９４７ ． ２４４

注
： （

１
）
资料来源 ：

财政部 国库司 、预算司 ，
２０ １ １

；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

２００８
；
国

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査司 ，
２００８

；
山西省统计局 ，

２００８ 。 （２ ） 财政支出 比重的各变量在计

算时 ，均包含预算内和预算外支出 。 自有收人 比重中 ，山西运城的河津市达 １ １７％ ，按实际意

义取 １００％ 。 该市相应的转移支付依赖度我们设定为 ０％ 。 因此 ，我们在做转移支付度的对数

形式前 ，先将各县市的转移支付依赖度加 １ 。 计算煤炭经济依赖比重时 ，我们也做这
一处理 。

１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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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关键 自变量外 ， 我们引入人均 ＧＤＰ 、城镇人 口 比重 、总人 口 、行

政区划面积 、县级市虚拟变量等控制变量 ，
并在具体的模型中进

一

步控

制如转移支付依赖 比重 （ 简单使用预算 内总支出减去收人之差除以 总

支出得到 ） 、每万人在校中小学生数和每万人医院床位数等变量 （两者

作为地方民生公共服务需求的代理变量 ） 。 人均 ＧＤＰ 和城镇人 口 比重

用以控制经济发展水平 。 总人 口和行政区划面积用以讨论规模和集聚

效应 。 县级市虚拟变量将 １ １ 个县级市记为 １
，其余的县为 〇 （ 见表 ３

） 。

除虚拟变量外 ，其他各变量均取对数形式 ， 以消减异方差 。 为应对可能

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和测量误差 ，本文使用地方煤炭经济比重滞后
一期

和人均 ＧＤＰ滞后一期和两期作为工具变量 ，
同时报告两阶段最小二乘

法回归 （ ２ＳＬＳ ） 的结果 。

五 、统计结果与讨论 ： 民生公共物品提供不足

（

一

）统计结果

本文报告回归模型结果时均采用 了经怀特 （Ｗｈ ｉｔｅ
） 显著

一致性异

方差调整过的稳健标准误 ，
各主要变量间均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

在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时 ，对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的 Ｈａｎｓｅｎ －

Ｓ ａｒｇａｎ Ｊ 统计量的 Ｐ 值均大于 ０ ．０５ 的临界值 ，
接受原假设 ，即认为各工

具变量均是外生的 。

弱工具变量检验的 Ｃｒａｇｇ
－ＤｏｎａｌｄＷａｌｄＦ 统计值 ，均远远高于 ５％

的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 １９ ．９
， 因此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 Ｓｔｏｃｋ＆

Ｙｏ
ｇ〇 ，

２００５ ） ｏ

０ＬＳ 与 ２ＳＬＳ 估计的结果在各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水平上较为
一

致 ，
Ｒ 平方值表明各组模型能解释因变量变化的 ３０％ 到 ４８％ 。

在 ０ＬＳ 与 ２ＳＬＳ 的估计结果选取上 ，对五组模型 的模型设定检验

发现模型 １ 与 ２
，
５ 与 ６

，
７ 与 ８ 之间的 Ｄｕｒｂ ｉｎ

－ＷｕＨａｕ ｓｍａｎ 检验值的 Ｐ

值小于 ０
． ０５

，
因此拒绝原假设 ，认为这三组模型存在系统性差别 ，这时

使用 ２ＳＬＳ 估计的模型结果能更好地削减内生性问题和测量误差问题 ，

而模型 ３ 与 ４
，
９ 与 １０ 不存在 系统性差 别 ， 无需 使用工 具变量

（
Ｈａｕｓｍａｎ

，
１９７８

） （见表
４ 、表

５
） 。

１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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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山西各县政府支 出影响因素分析 （
２００７ 年 ｝



Ｉｎ社会民生支出比重Ｉｎ 行政管理支出 比重

（ ｌ
）
ＯＬＳ（ ２ ）

２ ＳＬＳ（ ３ ） ０ＬＳ（
４

）
２ ＳＬＳ

ｉｎ ｍＭｍ ｔｔｍ
－ ０２？

ｗ—

＿ ０３２


…

 ． ０７８
＿

 ． ０８ １

Ｗ

煤灰经价

ｆｃｔ＊
（

． ００８ ）（
． ００８

） （
． ０ １６

）（
． ０１ ７

）

． ０５０． ０７８ 

＊ ＊－

． ００４－

． ０４２

人巧
（

． ０３８
）（

． ０３９
）（ ． ０７ ８

）（
． ０７９

）

！
． １ ３６

＊ ＊

 ． １５ １

＊ ＊－

． ０９ １—

． １ １ ６

（
． 〇６ ２

）（
． ０６４ ）（

． １ １６
）（

． １２１
）

ｉ


－

－ ０２９－

． ０４６－

． １３ １－

． １０５

ｂＭＩＳｆｔ ｆｃｆｃＳ（
． ０６ ２

）（
． ０６０ ）（

．
１０５ ）（

－

． ０９９
）

． ０９６ 

…
 ． ０９４

…－

． １３７
＊＊ ＊－

． １３６
ｗ

ｎ
思人（

． ０２４
）（

． ０２３
）
（

． ０５ １
）
（

－

． ０４９
）

ｉ
＊ 〇４３ ．０５７

＊－

－ ０９７－

． １ １ ３
＊

订政面积
（

． ０３ １
）（

． ０２９
）（

． ０６６ ）（
－

． ０６５ ）

． ０８８． ０９９
－－

． １６３－

．
１ ８０

＊

（
． ０６ １

） （
． ０６０

）
（

． １
１
２

）（
．

１０８ ）

ｍ 中小学学生数（ ； １０７ ）（ ： １０】 ）



１ｎｃ ｒｍＶｊｉ＝ ｒＶ
－

ｌＷ，
－

． ００ １－

． ００３

Ｉｎ医院病總 （
， 〇２５

）（
． ０３２

）

． ６６ １． ３２７６ ． １００

ｗ

６ ． ５６ 

^

（
１ ． １８７

）（
１ ． １４２ ）（

１
． ４ １５ ）（

１ ． ４６７ ）

Ｒ
平方 ． ３ ８６２． ３ ８０３． ３４７３． ３４４８

Ｈａｎｓｅｎ
Ｊ检验值Ｐ

值． ３２２５． ６６８４

Ｃ ｒａ
ｇｇ

－ＤｏｎａｌｄＷａｌｄＦ
检验值２６２ ． ０６２５３ ． ６５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Ｓ
ｐ
ｅｃ ｉ

ｆ
ｉｃ ａｔｉｏｎＰ．

０２０７．
２１７ １

注
： （

１
）
Ｎ
＝ ９６

，
表中报告的是非标准化回归 系数 ，括号 内值为经过 Ｗｈｉ ｔｅ 异方差调整后

的标准差 。 ＜ ２ ） 

＊

ｐ
＜０ ．

１０
，

＊＊

ｐ
＜０． ０５

， 

＊ ？ ＊

ｐ 
＜ ０ ． ０ １ 。

模型 ２表明 ，煤炭经济依赖比重越高的地方 ，社会民生支出 （ 教科

文卫 、社保和环保 ）总体比重显著更低 ，符合国家 自主性的预期假设 。

其他影响因素中 ，转移支付影响显著为正 ，作为上级确保自身政策获得

执行的一个重要手段 ， 它起到 了增加相应社会支 出 的作用 。 人均

ＧＤＰ 、人口变量和县级市变量影响显著为正 ，反映出经济更发达地区政

府将更多支出用在社会民生上 。 行政区域面积影响显著为正 ，反映出

随着面积扩大 ，政府进行民生投人的边际成本更高 。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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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山西各县政府支出影响因素分析 （
续

，
２００７ 年 ）



ｌｉｔ 教育支出比重
｜

ｌｎ 社保和医疗支出 比重
｜

ｉｎ 环境保护支出 比

（
５

）
ＯＬＳ（

６
）
２ ＳＬＳ（

７
） ＯＬＳ（ ８ ）

２ＳＬＳ（ ９ ） ＯＬＳ（
１０

）
２ＳＬＳ

， 讲
■虫位

－

． ０１７－

． ０２５
Ｍ－

． ０３５
＊＊－

． ０３４
＊＊－

． ０ ８０
＾－

． ０ ８３
＊ ＊

ｌｎ
煤炭经济比重

（
． ０１２

）（
． ０ １２

）（
． ０１６

）（ ．
０１７

）（
． ０３７

）（
． ０３７ ）

＾
． ０４０． ０４２ ．０２６． ０７３ ． ０５ １． ０７ １

（
． ０４２ ） （

． ０４１
）（

． ０８ １
） （

． ０８３
）（

．１４２
）（

． １４ １ ）

ｉ杜故古 帝
． ０９６

＊

． ０８９
＊

．２７３
Ｍ
． ３０７

＊＊－
．

１ ３２－

． １２２

１
？ 转移叉何比重

（
． ０５７ ）（

． ０５０
）（

． １ １４
）（

． １２ ５
） （

． ０８９ ）（
． ０８６ ）

ｉ
－

． ２３０
＾－

． ２２１
＊ ＊＊－

． １２０－

． ０８８ ． ３ １２
．
３００

城镇化比重
（

． ０６８
）
 （

． ０６４
）（

． １ ２０
）（

． １ １９
）（

． ２５３
）（

，
２４４

）

人
．
２４３
…

 ． ２３９
＊ ＊

＊

． １７０
…

 ． １ ６９
＊＾－

． ５９８
＊
＊
＊－

． ６００
＊ ＊＊

总 （
． ０３４

） （
． ０３３

）（
． ０５ １

）（
． ０５０

） （
． １ １５

） （
． １ １２

）

＃
． ０３５ ． ０４６ ． ０３３ ．０４６ ．２９３

＊，

． ３０５


＊
＊

竹政 ？
１

积
（

． ０４６
）（

． ０４４
）（

． ０５９
）（

． ０５６
）（

． １４０ ） （ ． １３９
）

ｍ
． １ ３４

＊

 ． １ ３０
＊

． ０２６ ． ０５０ ． １０９ ．
１ １６

（
． ０７９

）（
． ０７５

）（
． ０９８

）（
． ０９６

）（
． ２５３

）
（

． ２４２ ）

２４４


＊＊

７４０


＊＊

Ｉｎ 中小学学生数个 子 似

（
．

１２０
） （

． １ １５
）

１４４
＊＊

１ ３９
＊ ＊

ｈ 医院病床数



（
Ｚ

）（
０６ ！

）



－

１ ． ８７２－

１ ． ８６３－

１ ． ５３４
－

２． ０７ １ ５ ． ９１０
＊ ＊

 ５ ． ６７ １

“

常数项 （
１

． １９２
） （

１ ． １２３
）（

１
． ５０４ ）（

１ ． ５３７
）

（
２ ． ２９０

） （
２ ． ２４２

）

Ｒ
平方 ． ４８０１． ４７７４． ３６９２ ． ３６４９． ２９８９． ２９８７

Ｈａｎｓｅｎ
Ｊ 检验值

Ｐ
值． ５６８６． ７６８６． ０６４２

Ｃｒ

＾
ｇ
－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２５７ ． ３３９２５６ ． ２６９２５３ ． ６５２

Ｆ检验值

ＨａｕｓｍａｎＳ
ｐ
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顚． 〇３６４． ８９０９

Ｐ

注 ： （
１
）
Ｎ＝％

，表中报告的是标准化回归 系数 ，括号内值为经过 Ｗｈｉ
ｔ
ｅ 异方差调整后 的

稳健性 
ｔ
值 。 （

２
）

＊

ｐ
＜ ０． １０

，

￣

ｐ
＜ ０． ０ ５


， 

＊ ＊＊

ｐ
＜ ０． ０ １

。

在涉及政府本身扩张性的行政管理费用上 ，模型结果 ３ 表明 ，煤炭

经济依赖比重与政府行政管理支出 比重 （科 目 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

正向显著相关 。 平均而言 ，
各县市 中行政管理支出 比重为 ２ １％

， 相较

社会民生支出 ５ １％为更小 （见表 ４ ） ，但资源经济依赖 比重对前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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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０
．
０７８ 却远大于后者系数

－

０．０３２
 （均取对数后 ） ，说明地方政府

的行政管理支出对资源依赖比重更为敏感 。 其他因素 中 ，人口 与行政

面积影响为负 ，反映出行政费用支出存在规模效应 ，随着规模扩大边际

支出递减 。 县级市政府相 比
一般的县政府有更低的行政管理费用 比

例 ，表明随经济发展 ，
行政管理费用 比例将下降 。

在社会民生支出的各个子项 目 中 ，模型 ７ 和 ８ 说明 ，煤炭经济依赖

比重与医疗社保支出显著负相关 。 在与教育支出 的关系中 ，模型 ６ 的

２ＳＬＳ估计表明显著负相关 ，但模型 ５ 的 ＯＬＳ 估计并未支持这一关系 ，

由于相关检验支持采用 ２ＳＬＳ 模型 ， 因此总的来看 ，煤炭开采产业繁荣

的地方政府 ，
倾向于对教育事业投人更少 。 其他影响教育和医疗社保

支出的因素中 ，转移支付比重都为显著正向影响 ，表明上级转移支付增

加了地方教育和医疗社保开支 。 中小学学生数和医院病床数分别与两

项支 出显著正 向相关
，
说明地方政府回应了地方居 民的教育需要和医

疗社保需要 。 人口数量对两项支出 比重的影响都显著为正表明人 口聚

集的地方对教育和医疗社保投人更大 。 教育支出还回应 了县级市和城

镇化 比率的影响 ，县级市有更高的教育投人比重 ，
而随城镇化发展

，
学

生的更加集中将使政府的边际投人降低 。

在对环境保护支出比重的决定 因素分析中 ，
上文曾做出两个相反

的可能预期假设 ，模型 ９ 的结果说明其与煤炭经济依赖比重为负向显

著相关 ，符合国家 自主性和政治短视的解释 ，而违背了国家法律法规对

开采原煤相应的环保要求 。 环保支出在山西各县中平均仅占到总支出

的 ５．３％
，相比教育支出 ２４％ 和社保医疗支出 １９＿ ５％

 ，是一个相对较小

的支出项 目 （见表 ５
） ，但其资源经济影响系数

－

０．０８０ 远高于教育的
－

０． ０２５ 和医疗社保的 －

０ ．０４３
，表明资源依赖与环保支出 的关系更为

紧密 。 其他变量中人 口影响显著为负 、行政面积影响显著为正表明环

境保护也存在规模效应 ，随人口增加环保的边际投入将递减 ，行政面积

的增大将使治理难度加大 ，并且环境污染和破坏越为内化 ，地方政府无

法以邻为壑 ，或者搭周边治理的便车 ，有更大的意愿依靠 自身财力对环

境进行治理 。

（二 ）讨论

丰裕的原煤是
一

种意外之财 ，
除正常的涉煤税收外 ，现行财税制度

的安排使煤炭租金还存在预算 内的非税收人和预算外收人两个方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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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
地方政府可以轻易将这些资源转化为租金收入从而获得更多 自有

财力 。 地方政府收入越依赖资源租金收人 ，从公民纳税 中获得的收入

越少 ，越易于逃避人大监管 ，对社会需求的回应程度也相应降低 ，从而

有更小的社会支出意愿。 更少的监督和更多的政企合谋还使政府有加

大行政管理支出的意愿 ，用以
“

政府 自利
”

。

教育是重要的人力资本积累投资 ，政府 的教育投人一直是中 国乃

至世界各国最大的开支项 目之一 。 在实地调研中 ，
笔者发现煤炭经济

与教育投人的关系十分微妙 ， 例如不少煤炭发达县市有更为优良的教

育基础设施 ，个别县市甚至提供免费高中教育 。 那么如何解释这
一观

察与文中模型结果的不一致呢？ 我们认为原因有几个 。
一是一些 国有

煤炭企业通过企业办社会的方法 ，
支持补贴了部分中小学 ，

替代了政府

支出 ，不能在财政科 目 中反映出来 。 第二是本文关注的是居民受教育

意愿和政府的投人意愿 。 同
一

些研究相似 ，我们发现 ，资源丰裕地区人

们获得收人的方式更为容易且多样 ，居 民可 以通过挖矿 、出租土地 、从

事运输 、餐饮等煤炭相关服务业获得收人 ，这些行业大多无需较高学

历 ，相对弱化了居民的受教育意愿 ；将当地居民
“

锁入
”

在
一

些低附加

值的产业 中 ， 政府则 因应居 民较低 的受教育意愿而减少教育投入

（
Ｚｈａｎｅｔａｌ ．

，

２０ １ ５ ） 。 鉴于资源丰裕地区迟早面临资源枯竭问题 ，政府

应该考虑将丰裕的资源租金更多投人到教育 中 ，
以积累充足的人力资

本 ，在未来资源枯竭时顺利实现产业转型 。

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是
一种人力资本积累和保持的重要社会

开支 ，对维系人们的健康和劳动能力意义重大。 资源开采过程要面对

安全风险 、噪音 、有害气体等 ，容易形成职业病等身体伤害 。 对美国 的

研究 中发现 ，原煤开采对工人及周边居民健康有明显负面影响 ，
高血

压 、心脑血管 、肺病 、肾病等发病率显著增高 （
Ｈｅｎｄｉｙｘ＆Ａｈｅｍ

，
２００ ８

；

Ｈ ｅｎｄｉｙｘｅｔａｌ ．

 ，
２００７

）
。 我国《煤炭法》也明确要求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和煤矿企业必须采取措施加强劳动保护 ，保障煤矿职工的安

全和健康 （第八条 ） 。 但我们却观察到资源越丰裕的地方 ，政府医疗和

社会保障支出越低 。 除了丰裕资源带来的对人力健康资源的相对忽视

外 ，
还有其他原因 。

一是过去许多矿企承担了办社会的责任 ，建设了专

门的医院等 ，相应减少了政府的支 出责任 。 随着许多国有矿企改制 ，这

些机构的支出责任已逐渐转为政府承担 ，过渡过程中 财政保障还需提

高 。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矿通过短期合同和雇佣外来工 以减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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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和医疗服务负担 。 笔者在实地调研中了解到 ，
早些年间 ，

地方煤矿

大多没有如国有重点煤矿般完善的社保 、工伤等福利待遇 。 在地方煤

矿 中工作的矿工多数贫困 ，
他们了解挖煤存在安全风险和健康危害 ，但

挖煤带来的收人远较农业生产等更多 ，
因此选择入行 。 地方矿为应对

价格波动和减少负担
，
采用非长期 的合同方式聘用矿工 ，用更高薪水替

代应当为矿工负担的社保医保费用 （
Ｗｒｉｇｈｔ

，
２０ １２

；
陈家建 、 张琼文 ，

２０ １５ ） 。 加之矿工里外来务工人员 比例较高 ， 囿 于户 口制度和集体谈

判能力
，
他们 比本地居民更难享受到充分的社保和医疗服务 。 这样 ，矿

工人数占总就业人 口 比重越高 ，社保医保缴纳比例反而较低 。

煤炭开采本身会造成环境破坏和污染 ，政府理应承担起环境治理

责任
，但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的环境保护投人反而随煤炭经济 比重增高

而减少 。 在计划经济时代 ，原煤开采量处于有限状态 ，对 自然资源破坏

尚小 。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煤炭价格逐渐放开 ，
经济发展带来原煤生

产的 巨大需求 ，地方私有小矿迅速发展 。 在监管不严的情况下 ，私人煤

矿私挖滥采现象普遍 ，产权和激励的不 同使私有矿主相 比集体企业或

国有企业更缺少企业社会责任心 ，
环境破坏更为严重 （ Ｗａｎｇ＆Ｊ

ｉｎ
，

２００７ ） 。 由于城市地带地下开采受到严格限制 ，
地方矿尤其是私有矿

主要在城镇和乡村开采 ，这些区域
一

贯不受政府环保投人的重视 ， 出现
一

种地方越不重视环保 ，原煤开采越疯狂的状态 。 山西省的政府文件

也多次提到 ， 山西省因煤炭开采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矿

区环境治理欠账较多
，
亟需补偿式的环境建设 （ 山西省政府办公厅 ，

２００７
； 山西省发改委 ，

２０ １３ ） 。

六、结论与进一步研究方向

资源诅咒现象是如何发生的 ？ 本文从资源禀赋如何影响政府的支

出方式提出 了
一

种解释 。 观察到山西资源丰裕地区政府的财政汲取更

为依赖资源租金收人 ，我们依据政治学和财政社会学相关理论探究丰

裕资源如何影响政府的 民生公共物 品提供 。 分析表明 ，资源丰裕的地

方政府对社会民生需求回应较低 ，
教育 、社保医疗和环境保护等社会民

生支出 比重更小 ，而行政管理支出更多 。

从本文的分析结果看 ，应对资源诅咒的关键在于政府财税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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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制度的建设 ＾ 近年来 ，伴随着山西小型煤矿的关停和国有大中型

煤矿企业对它们的兼并 ，对《煤炭法 》相应安全生产监督规定的落实已

经提高不少 ，但矿难频发 、矿工健康受损 、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仍不可

忽视 。 中长期来看 ，
在人力资本积累上 ，资源丰裕地区要未雨绸缪 ，在

教育等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加大投人 ，尽早发展资源枯竭后的替代产业 。

在税费征收上 ， 目前国家已经着手煤炭资源税改革 ，
清理涉煤收费并归

费人税 （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

２０ １４
） 。 未来还可 以考虑提高资源税

的 中央征收比例 ，减轻资源租金对地方政府收入行为的不 良影响 ，并进

一步推进财政收支公开透明化 ，如此才能使地方政府改变将资源收入

自肥 的做法 ，将公民福祉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政府政策 的主要

目标 〇

限于数据的可得性 ，本研究仅仅针对山西各县市 ２００７ 年的截面数

据做了分析 。 在 ２００８ 年后 ， 山西省进一步整合了地方煤矿 ， 因 此本文

的分析不再适用于之后的情景 。 在未来的进
一步研究 中 ，可 以在时间

序列上扩展研究样本 ，
或者采用实验方法等以更好地讨论因果机制 。

此外还可以拓展政治解释的其他方面 ，
比如讨论地方官员晋升激励是

否强化了资源诅咒 、丰裕资源会否对居 民收人分配的基尼 系数产生影

响 、租税 比对地方治理模式和腐败程度的影响等。 总有一天 ， 山西的煤

炭资源将陆续开采完毕 ，煤炭枯竭后地方产业如何转型？ 地方政府收

人如何保证 ？ 这些问题都亟待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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