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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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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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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的面板

数据#通过构造
G

维误差成分结构的空间计量模型#以及工具变量

两步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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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双重固定效应法和多重空间权重矩阵设置#本

文发现政府层级之间存在显著的纵向税收外部性%这种互补性质的

策略互动影响不同于西方理论考虑的具有充分和稳定税收管辖权的

各级政府会由于共享税基产生交互影响#而是上级政府基于政治和

行政权威#面向辖内下级政府实施的具有利维坦特征的税收驱赶和

)挤压*影响#是一种纵向政府层级间的 )税收竞争*%

关键词
!

纵向税收外部性#辖区税收策略互动#资本集聚#动

态
=OO

#空间计量

一!引
!!

言

辖区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认为#为了争夺稀缺的流动性资本#地方政府

会产生一种 )逐底竞次*型的无效均衡#地方政府的税率将会低于最优水平&

而政府层级间的税收外部性理论则证明'共享税基条件下政府层级之间会产

生一种类似于 )公地悲剧*的共同资源问题#地方政府会征收高于最优水平

的税收#即过度征税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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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方向相反

的效应结合在一起将会怎样0 总体上来看#现有研究认为难以有理论上的确

切答案#需要实证检验两种影响的最终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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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

号'

E#FFG#!"

"的后继成果#并属)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资助成果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编号'

E#CEG#A#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编号'

#C̀ d$EC#!GE

"和南京财经大学科研基

金项目!编号'

$#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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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成果%作者衷心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所提出的大量宝贵的建

设性意见#但文责自负%

!!

当前#空间经济学框架越来越多地用于辖区税收竞争研究%理论不仅发

现资本的集聚将会对辖区税收产生正的外部性影响#而且#开始探讨经济的

集聚与扩散过程中辖区政府税收行为的演化%理论认为#辖区间税收策略互

动影响程度与表现形式受到了地区差距$经济一体化程度$基础设施$技术

和 )知识*外溢程度$)贸易成本*的影响(((纳什均衡解$边角解#以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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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纳什均衡都是辖区税收策略互动影响中的可能结局%

同时#尽管中国是一个共享税种为主的税制结构#但是纵向税收外部性

的文献却寥寥无几#只有吕冰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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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政府间形式各样的税收分权按

契约方式进行归类的基础上#从政府征税激励角度分析了税权配置中可能产

生的政府层级间外部性问题#他提出了一个中央政府税收收入集中度和地方

政府税收努力之间的两难命题(((如果单纯提高中央政府税收收入集中度#

会降低地方政府积极性和税基规模#二者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式影响%

本文关注另一种理论可能性#即基于中国独特的政府治理机制#政府层

级之间具有利维坦特征的税收层层驱赶和 )挤压*效应#我们将这种策略互

补式的影响称之为纵向的税收竞争%为了证明这一点#本文吸收空间经济学

的观点和视角#结合辖区税收竞争来考察政府层级之间的纵向税收外部性问

题#这不仅因为脱离了空间集聚这一前提#会难以准确判断税收互动影响的

性质#同时也由于横向与纵向的税收外部性本身就交织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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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统筹加以辨别%

本文接下来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从传统理论回顾$空间经济学的启

示和基于中国现实的理论深化这三个层次引出本文的研究主题#第三部分是建

立相应的技术路线和回归模型#第四部分报告实证结果#最后是总结与启示%

二!理 论 分 析

!一"传统理论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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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的税收竞争观点认为资本具有流动性#但短期供给固定%资本的税率由

两部分组成(((基础 !平均"税率和地区间的差异税率%平均税率是对资本

的固定供给部分征税#资本所有者不能够规避&而差异税率会激励资本在地

区间流动#最终达到资本的净税后报酬相等的均衡格局%在资本的短期内供

给固定和非充分流动假设下#地方政府围绕流动资本展开的竞争会造成一种

)逐底竞次*型的无效均衡(((地方政府竞相降低税率$提供税收优惠以吸引

资本流入本地辖区%

!

! 税收竞争的另外一种观点是由
Y&18+.0H7(01;HR(,&20+'

模型提出#即居民)用脚投票*机制驱使下#地

方政府之间围绕财产税基的竞争会提高地方公共品的供给效率#改善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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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持同样观点#认为竞争将会抑制政府收入最大化的利维坦行为%此外#由
L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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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的)锦标竞争*模型尽管考虑的是居民)用手投票*机制#其结论仍然是政府间的竞争将会改善

辖区社会福利%上述理论流派与本文中考虑的税收竞争理论学说形成分歧#

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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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分歧产

生的原因是由不同的研究假设所致#理论的生命力依赖于不同研究假设在现实中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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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评价了两种理论流派所依赖的研究假设%

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中#由于资本的总供给短期内固定以及流动性不充分$现实中普遍不成立居

民)用脚投票*和)用手投票*机制$地方政府缺乏充分的财政管辖权#加上财产税基的规模$政府垄断$税

收管理和法制环境等因素制约#税收竞争产生)逐底竞次*无效均衡局面的可能性更大%



第
!

期 汪
!

冲'资本集聚$税收互动与纵向税收竞争
"!

!!!

一些研究开始从理论上同时考察横向与纵向税收外部性的互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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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一类研究

的早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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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本所得税为对象#基于一个

生命周期条件下的储蓄型资本供给模型研究了联合效应#研究发现#究竟何

种效应占据上风#取决于储蓄的资本利息率的弹性#如果储蓄有弹性#那么#

横向的外部性将会超过纵向#辖区政府的税率将会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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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表明#综合横向和纵向外部性来看#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规

模既定条件下 !即居民对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地方性的公共品的需求偏好既

定"#何种效应更强取决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基弹性%纵向外部性随中

央政府税基弹性的增加而增加#与地方政府税基弹性成反比%此外#中央政

府相对于地方政府的规模越大#纵向财政外部性越大%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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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考虑了政府相对规模的影响#而
Y&22,(''.+67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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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表

明一国融入国际资本市场的程度越高#纵向外部性越突出%

为了检验上述理论观点#特别是检验辖区间税收策略互动影响#空间计

量模型得到普遍运用#其基本思路是通过辖区经$纬度数据构建空间加权矩

阵#对某一辖区 )邻居*的税收变量进行加权#以检验该辖区 )邻居*的税

收变量对该辖区变量水平的影响#权重则体现出各个辖区间关于地理位置或

经济禀赋的 )相邻*或 )相似*程度%为了解决空间加权项所导致的内生性

偏误#研究普遍使用极大似然估计法 !

OX

"和工具变量广义矩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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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工具变量法广义矩法可以对误差干扰保持稳健#具有更好的

统计性质%郭杰和李涛 !

"##C

"首次使用了空间权重矩阵设置下的动态面板

数据方法 !

>?>

"#这一方法被认为是可以集中考察被解释变量 !辖区税收变

量"的空间相关性#同时又对共同冲击所导致的扰动项的空间相关性 !误差

空间相关"和解释变量的空间相关性保持稳健#这样#可以剥离残差项和解

释变量族的空间相关性#集中考察辖区间税收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联%

!二"空间经济学的启示

" 这三者被合称为)

>$V

框架*#可参见
L(2:b&'.+67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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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结%

!!

基于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 !

>HT

"的垄断竞争假设$常数替代弹性

!

$)T

"效用函数和 )冰山贸易成本*这三个理论要素#

"空间经济学理论使用

报酬递增的垄断竞争框架下的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集聚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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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研究框架很快被运用到税收竞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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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表明#集聚效应将会产生流动

性要素的租金#促使辖区税收上升#进而提高了均衡时的税率水平%这是因

为资本在特定地区大量聚集时#对于辖区内的每家企业和正在区位决策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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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而言#都可以带来正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包括更低的 )贸易成本*$更好

的市场潜力#以及知识和技术外溢#那么辖区政府可以从这些选择在本地经

营的企业所赚取的利润中获取一定比例的租金#使得地方政府有机会通过提

高流动要素的征税而获得集聚租#即拥有经济集聚优势的地方政府并不需要

通过降低税率的方式来吸引资本流入#相反#集聚租金 !

(

<<

2+,1/(0&+'/1'0

"

使得辖区政府对于临近辖区的税收政策反应减弱#这一点与税收竞争理论的

主流结论形成反差%这在一系列实证检验#如
L/g2%(/0(':d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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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

G

G 在经济集聚与税收竞争!或者是国际税收协调"的框架下#异质性企业!

L(2:b&'.+67J

#

"##C

"$寡头垄断

型企业!

R(.S21/.+67J

#

"#!#

"$商品税竞争!

L1%/1';.+67J

#

"##E

&

"##C

"$关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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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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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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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税收竞争!

Rg%'1/81&'.+67J

#

"#!#

"$政治决策!

=(22+

#

"#!#

"等问题也先后得以展

开%在中国背景下#空间经济学视野下的税收竞争研究也开始受到重视!雷根强#

"##C

&吴斌等#

"#!#

&付

文林#

"#!#

"%

@ 上述结论不仅存在于税收竞争领域#在公共支出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竞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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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研究也证实#公共支出的策略互动影响程度与表现形式受到了由经济一体化程度$基础设施$技术和)知

识*外溢程度等因素所决定的)贸易成本*条件的影响(((纳什均衡解$边角解#以及无解都是公共支出策

略互动影响中的可能结局%

不仅如此#

R(.S21/(':a++0+'

!

"##C

"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了空间集聚视

野下辖区税收竞争具有非单调演化轨迹%

@在地区
6

$

S

的非对称均衡中 !地区

6

的规模更大"#最优税率函数表明了集聚租和消费者(价格效应的互动影响%

每个企业都会为了节省 )贸易成本*#获得更多利润而选址于较大的地区%这

使得地区
6

可以征收比对称均衡中更高的税率水平&而相对较小的地区则不

得不通过降低税收或提供补贴以补偿本地辖区企业的区位劣势%理论的直观

含义在于#在基础设施水平$经济一体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下#既定辖区间

的 )贸易成本*会发生变化#这将会对辖区间税收竞争产生重要影响%过高

和过低的 )贸易成本*水平下都不会产生税收竞争(((很低的 )贸易成本*

下#地区差距越大#经济活动越容易向优势地区集聚#)强者恒强*的局面产

生了税收竞争的纳什边角解&而过高的 )贸易成本*使得企业对所有地区都

没有流入的激励#税收竞争无从谈起#从而不存在纳什均衡解%

在纳什均衡内部解中#税收竞争的策略性质依然取决于辖区之间的 )贸

易成本*和地区间经济差距%对于优势地区而言#可以率先享受到集聚租#

制定为正的税率水平或提高税率#而弱势地区则仍然会制定较低的税率水平#

或者提供补贴以吸引资本或企业流入%既定贸易成本条件下#地区差距越大#

越有可能产生策略替代式的税收竞争格局%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基

础设施条件的改善#或者其他所有能够改善 )贸易成本*条件的因素作用下#

经济的集聚 !扩散"最终改善本地经济的落后程度#弱势地区也有望跨越各

自的 )拐点*#与优势地区一起共同参与策略互补性质的税收竞争格局%

这就表明#不仅人口和资本的要素集聚对辖区税收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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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范围也是检验和判断辖区税收竞争行为的一个核心要素%从方法论意义上

来看#如果脱离了空间集聚这一前提#可能难以准确判断税收互动影响的性质%

!三"基于中国现实的理论深化

从理论背景来看#由于西方财政分权体制中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均具有较

为稳定和充分的税收管辖权#共享税种和共享税收入规模相对有限#理论隐

含将辖区间和政府层级间的税收外部性视为两个相对独立和分离的系统#这

一点从国外矫正纵向税收外部性损失的理论研究与政策建议中就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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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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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实施

)斯塔克伯格领导*战略#以矫正地方政府的这种财政外部性&而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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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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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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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模型则表明中央政府也可以通过实施 )跟随*

战略以达到最优状态%上述思路要求中央政府具有完全信息#能够有针对性

地实施纵向的转移支付#也由此受到一些质疑 !

L/g2%(/0(':d1,100&

#

"##F

"#

但是#理论关注的是转移支付调控#而不是基于政治与法律权威直接干预辖区

政府的税收行为#这本身就说明了辖区税收竞争与纵向外部性之间的外生属性%

中国的财政分权是基于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体制#这种集权体制下实施以

=>?

增长为主要内容的政绩考核制度#并以官员任免制度为依托%正是在政

治集权和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官员具有
=>?

竞争的激励#即基于上级

政府评价的 )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 !张晏和龚六堂#

"##A

"#这种为增长而

竞争的激励成为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之一 !周黎安#

"##@

&

Y;.&(':a('

<

#

"##@

"%

基于这种政府治理模式#我们对纵向税收外部性可能就有了一个新的解

读%当中央或高层级地方政府为了特定目标需要筹集更多的收入以满足政府

职能$宏观调控$政治权威等目标时#可能面临两种税收行为选择'一是中

央政府直接凭借对税收司法权$征管权和收益权方面的自由裁量权限#调整

税收分权的契约性质和内容#寻求能够更多获得税收收益份额的契约设计%

典型如
!CC@

年分税制改革中就明确提出 )提高两个比重*#与财政包干办法

相比#分税合同契约形式使得税收风险和收益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得以明

确和清晰#税收激励作用明显#税收征管效率明显提高 !高培勇#

"##F

&吕

冰洋等#

"##E

"# )两个比重*得以迅速改观&另一种策略则是强化政治权威

下的官员政绩考核#以期通过辖区间的
=>?

增长竞争 )做大做强税基*#这

将会在中长期内通过提高税收收入的总量进而提高中央政府收入%

何种行为假设更为可靠0 本文的一个假说是二者兼而有之#即在
=>?

增

长作为政绩考核内容和高度集权的政治背景下#中央政府既会通过强化辖区

间的增长竞争#也会更改税权配置来获得足够财力以实现特定目标#例如满

足全国范围内社会保障和教育公共品需求$宏观经济的稳定#又比如通过大

规模的转移支付来实现地区间均衡%这样#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就形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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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基于政治和行政权威的驱赶机制(((通过政绩考核强化辖区间的竞争#促

使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总量扩大#并通过修改税收契约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份

额和更有利的税收分成地位&进而#又通过政治和行政权威下的政绩考核和

官员任免#使得地方政府在新的税收契约下展开新一轮的 )做大做强本级税

基*运动%只有这样#才能破解税收征管激励中的一个两难问题(((如果单

纯提高中央政府税收收入集中度#会降低地方政府积极性和税基规模 !吕冰

洋#

"##C

"#否则#就难以满足中央政府的筹资需求$宏观目标和政治权威等

多重目标%从这一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
!CC@

年分税制改革后的十

多年来#一些原地方性税种能够成功地被划为共享税#或者被逐渐归并#分

税合同也由此具有向分成税收契约合同过渡的趋势%此时#税收策略互动影

响具有两种驱动力(((辖区间为争夺稀缺性流动资本而展开的税收竞争#以

及本级与上级政府之间的 )税收竞争*%前者是现有研究普遍注意到的由
=>?

增长竞争所导致的辖区间税收竞争#其反映的是政治集权下的政府治理目标

和模式&而后者同样是基于政治与行政权威#反映的却是政府层级之间的一

种具有税收收入利维坦特征的层层驱赶和 )挤压*效应%

基于这样的理由#需要对现有实证框架进行改进#特别是解决计量模型

可能存在的内生性识别问题%即便是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 !

;

3

;H=OO

#

U/12H

2('+(':L+\1/

#

!CCA

&

L2.':122(':L+':

#

!CCD

"这样的
>?>

方法#仍然需

要事先设定模型和变量属性#否则#就会产生明显的结论差异%对于西方财

政分权体制#将纵向外部性视为辖区间税收反应函数的外生影响是合适的#

但是#中国现实背景下#辖区间的税收竞争和纵向的税收外部性二者具有共

同的驱动机制和影响因素 !基于政治和行政权威下的税收利维坦行为假说#

表现为残差项中的不可观测变量"#那么#二者都应属于辖区税收反应函数中

的前定或内生变量范畴%

基于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本文拓展分析框架#将纵向税收外部性和资

本集聚统一纳入到税收竞争的研究范畴#革新现有研究的技术路线和实证方

法#以期更加科学$完整地认识当前中国现实背景下的纵向与横向税收外部

性问题%

三!技术路线与计量模型

融合空间经济学视野#并考虑了纵向税收外部性的辖区策略性税收竞争

模型可以表达为

!!

模型一'

+

)+

&%

+

$

)+

"&

(

<<

2+

)+

"

'

:1'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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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二'

+

)+

&%

+

$

)+

"&

(

<<

2+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

+

(

!

"

"

!!

模型三'

+

)+

&%

+

$

)+

"&

(

<<

2+

)+

"

'

:1'

)+

"*

W

+

*

!

)

#

+

"

+

"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G

"

!!

上述三个模型中#下标符号
+

和
)

$

*

分别表示年份$城市及其对应的省

份#

+

)+

$

+

*

+

为城市和省本级税收变量#

W

+

*

!

)

#

+

"

+

表示省本级税收变量的代理变量#

+

$

)+

为邻近城市税收变量的空间加权项#即

+

$

)+

&

%

$

*#

)

+

)+

+

*

+

#

!

且
!

%

,

*#

)

+

)

*

&

!

#

其中#

+

)

*

是以城市地理位置界定的权重#其和被标准化为
!

%

(

)

和
*

分别

为城市和省区的固定效应#

)

+

表示年度固定效应#

(

<<

2+

)+

和
:1'

)+

表示集聚变

量#

!

)+

为控制变量向量#

#

)+

和
E

*

+

为误差项#

%

$

&

$

'

$

*

和
!

为待估参数和

向量%

模型 !

!

"是使用
;

3

;H=OO

方法考察横向的辖区间税收策略互动影响#

特别是考虑了空间经济理论的观点#即资本集聚的影响和辖区政府税收策略

行为的非单调变化属性%

模型 !

"

"和 !

G

"均是在模型 !

!

"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纵向税收外部性

的影响#唯一的差别在于省本级税收变量%模型 !

"

"是遵循西方纵向税收外

部性理论框架#将省本级税收变量视为外生变量#并使用双重固定效应法对

三维误差成分结构中的省本级税收变量进行估计#以判断省本级税收对辖区

税收行为会产生何种影响%具体程序是'第一步#对模型 !

!

"展开
;

3

;H

=OO

估计#获得剥离资本集聚$土地财政$工业化禀赋$

Q>V

等因素影响后

的残差值
W1;

)+

&第二步#利用双重固定效应法 !

U':/1b;.+67J

#

"##F

"对城

市实际税率水平和残差值
W1;

)+

展开回归#获得省区的固定效应
*

&第三步#

对
*

和省本级税收变量展开稳健
7XT

估计#考察省本级税收变量的影响
#

%

而模型 !

G

"是基于本文 )纵向税收竞争*假说#即纵向税收与横向税收

外部性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整体#两者由共同的机制所驱动和制约#由此#在

建模策略上将省本级和城市一级的税收变量均作为前定或内生变量%按照

L/g2%(/0(':d1,100&

!

"##F

"的理论模型#将省本级税率与辖区内各城市税率

的比值
+

*

3

+

)

作为省本级税收变量的代理变量W
+

*

!

)

#

+

"

#这一代理变量将设置为模

型的内生变量#以反应省本级税收行为对辖区内各城市的纵向影响#并同样

采用
;

3

;H=OO

方法#这样也解决了 )省(城市*非平衡面板数据条件下省本

级税收变量与城市回归方程中截距项的多重共线性及内生偏误问题%

与上述计量模型相关的问题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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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生变量设定

除了将省本级税收变量作为内生变量以考察纵向税收外部性的性质之外#

我们还依据相关理论将以下两类变量的属性设定为内生'一类是集聚变量%

人口$资本在空间上的集聚都是空间经济学理论的核心要素#空间上的集聚

不仅产生了消费者和工业生产内部的经济关联 !包括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

也使得技术外溢和 )干中学*效应所形成的 )知识*关联成为可能 !

Q.

h

&0(

(':Y%&;;1

#

"##G

&

L1/2&('0.+67J

#

"##F(

#

"##F8

"#这种关联效应表现为一

种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是完全内生于经济系统的正反馈机制%因此#我们

利用人口密度和已成片开发建设$具备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城市建成

区 !而不是城市行政区划"面积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来反映人口和资本在空

间上的集聚#并将其设定为内生变量%

另一类则是直接影响城市政府税收行为的财政变量#包括城市财政对转

移支付的依存度#即转移支付与城市政府一般预算收入的比值#以及城市政

府的土地财政变量%税收的纵向外部性理论高度重视转移支付#认为其可以

改造辖区政府的收益函数#矫正其策略性税收行为%同时#大量研究证实当

前中国现实中的辖区政府竞争涉及多种模式#包括税收竞争和土地竞争等#

由于这些竞争模式会表现出
=>?

增长绩效的差异#会驱使辖区政府的竞争

手段发生转型 !李永友等#

"##D

"%这就意味着辖区政府的税收行为会受到

转移支付和土地财政情况的直接影响#三者都是特定政府治理模式下的

产物%

在依据相关理论进行判断的基础上#使用
R(

3

(;%&

内生性检验加以佐证#

其原假设是模型设定的某一或多个内生变量应作为外生变量#检验的基本思

路是将该变量分别作为内生或外生变量展开
=OO

3

V4

回归#根据两种回归模

型下的
T(/

<

('HR(';1'

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结果来比较判断%不同于
>./8&'H

a.HR(.;,('

检验#

R(

3

(;%&

内生性检验的
$

统计量值在异方差情形下也能

保持稳健%

!二"空间权重矩阵的运用

本文通过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来考察辖区税收互动的非单调变化趋势%

由理论分析可知#既定的地区经济禀赋条件下#辖区间税收竞争的程度与性

质取决于受到经济体一体化程度$基础设施条件$技术和 )知识*外溢影响

的 )贸易成本*条件的影响#不同的 )贸易成本*条件使得地区税竞争具有

边角解
&

非单调变化的内部解
&

无解的结果&从逆反思路来看#这就意味着

在既定基础设施$经济一体化程度及 )贸易成本*条件下#随着空间范围的

变化#税收策略竞争情况必然会表现出一种非单调变化的趋势 !可以将 )贸

易成本*条件理解为空间范围#二者呈一种同向变动关系#即空间范围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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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成本*越高"%因此#本文构造了
G

$

A

$

!#

$

"#

和
G#

个空间地理位置

最邻近 )邻居*的空间权重矩阵#分别在模型中展开回归%

同时#多种空间权重矩阵设置下的回归模型还可以检验纵向税收竞争的

稳定性%由前文理论分析可知#在 )下管一级*的政治和行政治理结构下#

由于 )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和政绩考核机制面向的都是各自辖区内所属政

府#这种纵向驱动的 )税收竞争*理应集中在本辖区内部#但是#在高度同

质化的治理结构和博弈格局下#辖区政府的税收反应很可能会是一种类似普

遍的行为#这样#每个辖区的税收变量因为具有相似的变化规律#使得总体

上的纵向政府层级间的税收影响具有了统计意义的显著性(((上级政府的和

辖区政府税收变量之间表现出正的相关性#并且#这种互补性质的策略互动

影响理应不受到空间范围的限制%

!三"回归方法和检验程序

本文采用的两步系统广义矩法 !

;

3

;H=OO

"特别适用于时期较短#但单

位数较多 !

T,(22Y

#

X(/

<

16

"的样本#但要求不存在高阶序列相关%其依

据模型和变量设定#使用滞后或差分处理的内生变量来构造回归模型差分和

水平方程的工具变量矩阵#以消除异质性条件下的内在性偏误%同时#对空

间计量模型使用广义矩回归方法 !

=OO

"#能够保证参数估计结果的一致性

和无偏性 !

]121

h

&('(':?/.*%(

#

!CCC

&

L122(':L+*K;0(12

#

!CCD

#

"###

"%

在空间计量模型的检验方面#我们使用
O+/('i;V

指数来反映变量在空间

上的相关性#其取值范围介于
_!

(

!

#若其数值大于
#

#说明空间存在正自相

关#数值越大说明空间分布的正自相关性越强&若其数值小于
#

#说明空间相

邻的单元之间不具有相似的属性#数值越小则说明各空间单元差异性越大&

若其数值为
#

#则说明该空间服从随机分布%同时#针对被解释变量 !

TXO

模型"$解释变量 !

T>O

模型"和误差项 !

T)O

模型"分别使用极大似然估

计方法#展开空间相关性检验#假如同时存在多种空间相关性#则使用
TU$

模型进行联合估计%

在工具变量选择方面#按照空间计量文献 !

](

9

++/.+67J

#

"##E

"#内生

变量的空间加权项往往都能满足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要求%但是#有限样本如

果过度使用工具变量将会产生严重偏误 !

R(';1'.+67J

#

"##D

"%因此#采用

如下程序从潜在的工具变量族中进行寻优'第一步#根据模型和内生变量设

定#确立潜在的工具变量族&第二步#对于潜在的工具变量集合使用
=OO

3

V4

法进行估计#根据
]21&81/

<

1'H?((

9

识别不足和
]21&81/

<

1'H?((

9

弱识别检

验的卡方$

4

统计量值来判断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其原假设是工具变量与内

生变量不相关#或者仅仅是弱相关关系&第三步#使用
R(';1'

外生性检验来

判断工具集的有效程度#即工具变量是否与误差项不相关#并在模型中得以

正确识别&第四步#对于工具变量集子集进行冗余度
XO

检验#其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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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剔除若干工具后是否改善了方程估计值的渐进效率 !卡方统计量值"

来检验冗余%

!四"样本和数据来源

与中央和省之间仍然具有较为明显的分税制特征相比#省与城市之间具

有明显的分成制特征#这是由于基层财政可供独立划分的税种已经很少了#

直觉上#分成制更容易实施纵向税收竞争&并且#中国的政府治理中#基层

辖区政府促进
=>?

增长和 )做大做强本级税基*的特征可能会更加突出&这

些都意味着城市样本可能存在更为显著的纵向税收竞争效应#同时#为了能

在足够大的空间范围考察空间经济学的观点#本文最终选择了城市样本%

"##"

年是
!CC@

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又一个重大的财税体制改革年#这一年

实施的所得税分享改革的实质是为了加强财政收入集中向分成合同转变 !吕

冰洋#

"##C

"%同时#受到城市一级财政数据的出版周期限制和
"##E

年收支

分类改革的影响#为了保证数据口径的统一和完整#将样本区间最终选为

"##G

(

"##E

年%尽管样本的时期较短#但是单位数较多 !

"FC

个"#总观测值

数达到
!G@A

个#远远超过一般的省级样本#结合特定的回归方法#能够保证

回归结果的统计性质%由于我国财政层级体制和行政层级体制并不完全对应#

按照纳入样本的城市之间应具有独立$平级的财政关系这一要求#选择的是

与省本级财政具有直接隶属关系的地级市和副省级省会城市#不包括直辖市

和计划单列市#也不包括民族自治州和地区%考虑到近年来各省陆续试点$

推广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地市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政关系变动较大#

为避免混淆#样本中没有纳入县级市#而是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将其归并到各

自的地 !市"#这样#样本中的每个城市是指包括了城市本级和辖区内县级

市$县 !区"在内的一个整体性的市级财政单位%

数据主要来源于 .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剔除缺失严重的样本后#包括
"F

个省区的
"FC

个城市和
!G@A

个观测值#其

经度与纬度数据来自
.̀

!

"##C

"的采集与整理%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

果分别见表
!

和表
"

%

表
!

!

各变量的定义

符号 指标名称 定义及单位

+

)

城市实际税率 城市地方税收入!不含税收返还"3城市
=>?

!

B

"

+

*

省本级实际税率 省本级地方税收入!不含税收返还"3省区
=>?

!

B

"

W

+

)

省本级实际税率的代理变量 省本级实际税率3辖区内各城市实际税率!

B

"

2(':

土地财政 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3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B

"

/1\

转移支付依存度 转移支付总额!含税收返还"3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B

"

(

<<

2+

资本集聚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3城市建成区面积!自然对数值"

:1'

人口密度 人3平方公里!自然对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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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符号 指标名称 定义及单位

9

/+:

工业化禀赋 国有及年销售收入
A##

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

!百万元"3相应企业数量

S:&

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自然对数值"

./8('

城市化水平 年末城镇人口3年末总人口!

B

"

;0/.*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规模占
=>?

比重!

B

"

8.2&:

建设用地比例 城市建设用地占市辖区面积比重!

B

"

.'1

失业率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

B

"

0/S

转移支付结构 专项转移支付3一般性转移支付!

B

"

表
"

!

主要回归变量的统计分析结果!观测值
[!G@A

"

名称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

)

AJD!! AJAAD "J"@D !J!GF "GJA#C

+

*

!J@CE !J@A #JFA! #J@@ @J"E

W

+

)

"CJEC" "FJ#FD !DJGCC @JGG# !EFJ"CF

2(': "FJAA! "GJ@E" CJ#AF # F!JFCD

/1\ @CJ!" @DJA! #JGE" !#J"G DGJD!

(

<<

2+ AJ#GF @JCEE !J"FF !J##C DJDGE

:1' AJFC AJD!D #JDCF !JA@E EJDDF

9

/+: !#"J!# EDJ!A !#@JG! !"JG@ !G##

S:& DJ@"A DJE"A "J@E # !"JDD"

./8(' G"JF! "CJ@" #J!D! !#JC C"JG!

;0/.* G"JFA@ GGJE#A EJGF !"JDE A"JFA

8.2&: EJE#G @J@D DJE!C #J#@ E#JAD

.'1 @JF"# GJDCE #J#GG #JF"! !AJ@"

0/S !"#JG" A@JCE !@JGC !JFG" FF@JG"

注'限于篇幅#此处省略了
A

个空间权重矩阵下的变量空间加权项的统计分析结果%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
G

报告了空间相关性的检验结果#结果表明#税收函数显著存在空间

自相关和空间误差相关%表
G

中#

-

表示被解释变量 !辖区税收变量"的空间

相关系数#即空间自相关#而
.

是误差项的空间相关系数#从检验结果来看#

不管是
a(2:

检验和似然比检验结果#都能显著拒绝
-

或
.

为
#

的原假设#这

在
TU$

模型的检验中也能得到体现%但是解释变量族却不存在显著的空间相

关性#

T>O

模型中的解释变量族空间加权项大都没有通过相关检验%这不仅

说明了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的必要性#也证明了工具变量法的适宜性%工具变

量法的优势在于对误差项中的随机冲击保持稳健%假如空间滞后模型使用了

有效的工具变量#即便是不可观察的共同冲击 !空间误差相关"也不会对空

间自相关项的估计值产生影响 !

]121

h

&('(':?/.*%(

#

!CCD

"#这样#既可以

剔除残差项空间相关性#同时又更加准确地分析辖区间税收互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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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

!

空间相关性的检验结果

年份 空间自相关系数
-

空间误差相关系数
$

>./8&'i

解释变量族
O+/('iV

指数

"##G

$%&"

!

!

"

["@J#D

"""

$%&"

!

!

"

["!J""!

"""

$%&"

!

!

"

["CJ!C

"""

$%&"

!

!

"

["GJ!E

"""

$%&"

!

!!

"

[!#JDC

$%&"

!

!"

"

[!DJ@A

#J!AFE

$

值
[FJGGD

"""

"##@

$%&"

!

!

"

[!EJ!!

"""

$%&"

!

!

"

[!AJAD

"""

$%&"

!

!

"

["GJ#C

"""

$%&"

!

!

"

[!DJ@F

"""

$%&"

!

!!

"

[!EJFD

$%&"

!

!"

"

[EJCE"

#J!A@!

$

值
[FJGG!

"""

"##A

$%&"

!

!

"

[!"J!DD

"""

$%&"

!

!

"

[!!JGCF

"""

$%&"

!

!

"

[!DJGD

"""

$%&"

!

!

"

[!AJ##

"""

$%&"

!

!!

"

[!FJCA

$%&"

!

!"

"

[EJDD!

#J!AC@

$

值
[FJAD

"""

"##F

$%&"

!

!

"

[DJ"DG

"""

$%&"

!

!

"

[EJDD

"""

$%&"

!

!

"

[!CJCE

"""

$%&"

!

!

"

[!FJ@D

"""

$%&"

!

!!

"

[!FJEE

$%&"

!

!"

"

[!#J#DF

#J!A@@

$

值
[FJ"E"

"""

"##E

$%&"

!

!

"

[!CJ!"

"""

$%&"

!

!

"

[!EJ!A

"""

$%&"

!

!

"

["FJAF

"""

$%&"

!

!

"

["#JDG

"""

$%&"

!

!!

"

["FJ!C

"""

$%&"

!

!"

"

[DJEC

#J!E!C

$

值
[FJCA@

"""

注'!

!

"本表是以
9

值最邻近空间权重矩阵为例的#

9[!#

&!

"

"

"""表示在
!B

水平上显著#

$%&"

分别

表示
a(2:

检验和似然比检验的卡方统计值#其原假设均为相关系数为
#

&!

G

"

O+/('iV

指数中报告的是

随机性检验结果%

表
@

则是模型 !

!

"和 !

G

"的内生变量集的外生性检验结果#检验结果

显著拒绝了这些内生变量为外生的原假设%以这些内生变量为基础#按照前

文中明确的程序对其时间滞后项和空间加权项进行优选与诊断%最终确定的

回归模型的一阶差分方程工具包括城市税率的二阶时间滞后项#以及土地财

政$转移支付依存度$资本集聚$人口密度$省本级税率代理变量五个内生

!前定"变量的一阶时间滞后值&而水平方程工具变量包括上述五个变量的
!

阶差分项#以及资本集聚变量的
!

阶和
"

阶空间加权项%表
A

和表
D

报告了这

一工具集的表现%其中#过度识别检验分别报告了每个回归方程的
T(/

<

('

检

验 !原假设为不稳健#但不存在过多工具变量"和
R(';1'

检验 !原假设为稳

健#但会受到过多工具变量干扰"的卡方统计值#应将二者结合起来加以判

断%从结果来看#绝大多数都至少能在
AB

显著性水平上同时拒绝两个检验的

原假设#这就说明上述工具变量集是稳健的#工具集的冗余度得到了控制%

此外#外生性检验 !

=OO

"和 !

V4

"分别报告了针对广义矩和工具变量的卡

方检验的
J

值结果#检验结果表明不能拒绝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设%总体而

言#依照理论基础和四阶段的寻优与诊断处理#工具变量集合的相关性和有

效性得到了较好兼顾%

表
@

!

内生变量的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内生变量的内生性检验

W

+

)

$%&H;

P

!

!

"

["@JG"C

"

J

值
[#J####

+

)

$%&H;

P

!

!

"

[!DJAD

"""

J

值
[#J####

(

<<

2+

$%&H;

P

!

!

"

[G"JFDE

"""

J

值
[#J####

:1'

$%&H;

P

!

!

"

[!DJ@F@

"""

J

值
[#J####

2(':

$%&H;

P

!

!

"

[EJF!G

"""

J

值
[#J##AD

/1\

$%&H;

P

!

!

"

[GJ!!G

"

J

值
[#J#EEE

注'!

!

"本表是以
9

值最邻近空间权重矩阵为例的#

9[!#

&!

"

"

"""表示在
!B

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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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５
　
模
型
（ １
）
估
计
结
果
（
观
测
值
数
＝
１
３
４
５
）

被
解
释
变
量
：
城
市
税
率

空
间
权
重
矩
阵

狑
狀
＝
３

狑
狀
＝
５

狑
狀
＝
１
０

狑
狀
＝
２
０

狑
狀
＝
３
０

解
释

变
量

狋


０．
４
３
８
４

（ ２
．
５
０
）



０．
４
７
７
８

（ ２
．
６
２
）




０．
６
６
２
９

（ ２
．
５
０
）




０．
５
１
１
１

（ １
．
６
８
）


０．
１
３
８
０

（ ０
．
４
３
）

ａ
ｇ
ｇｌ
ｏ

０．
５
７
０
９

（ ２
．
７
１
）




０．
４
９
７
４

（ ２
．
２
７
）



０．
４
８
８
０

（ １
．
１
８
）

０．
７
６
４
３

（ １
．
９
７
）



１．
１
４
４
９

（ ３
．
０
１
）




ｄ
ｅ
ｎ

１．
９
２
６
２

（ ２
．
７
６
）




１．
８
７
３
８

（ ２
．
８
７
）




１．
６
２
９
５

（ ２
．
８
９
）




１．
７
４
０
３

（ ３
．
０
６
）




２．
３
７
５
２

（ ３
．
６
６
）




ｌａ
ｎ
ｄ

０．
０
０
２
２

（ ２
．
３
４
）



０．
０
０
１
９

（ ２
．
０
１
）



０．
０
０
２
１

（ ２
．
３
７
）



０
．０
０
２
２

（ ２
．７
６
）




０
．０
０
２
５

（ ２
．７
１
）




ｒｅ
ｖ

－
０
．０
０
６
９

（
－
１
．２
８
）

－
０
．０
０
７
５

（
－
１
．４
１
）

－
０
．０
０
７
３

（
－
１
．２
９
）

－
０
．０
０
８
３

（
－
１
．４
８
）

－
０
．０
０
８
３

（
－
１
．４
９
）

ｐ
ｒ
ｏ
ｄ

－
０
．０
０
４
２

（
－
０
．９
７
）

－
０
．０
０
３
５

（
－
０
．８
２
）

－
０
．０
０
６
１

（
－
１
．３
４
）

－
０
．０
０
７
８

（
－
１
．７
６
）


－
０
．０
０
６
６

（
－
１
．４
０
）

ｆｄ
ｉ

０
．１
０
３
０

（ ０
．５
０
）

０
．１
３
５
０

（ ０
．６
０
）

０
．０
４
９
３

（ ０
．２
４
）

０
．０
４
６
８

（ ０
．２
０
）

０
．０
５
０
３

（ ０
．２
１
）

ｕ
ｒ
ｂ
ａ
ｎ

０
．０
４
２
３

（ １
．６
３
）

０
．０
４
３
２

（ １
．７
８
）


０
．０
４
４
４

（ １
．８
３
）


０
．０
４
６
３

（ １
．９
０
）


０
．０
４
２
１

（ １
．４
６
）

ｓｔ
ｒ
ｕ
ｃ

－
０
．０
０
０
１

（
－
０
．０
０
）

－
０
．０
０
４
５

（
－
０
．０
９
）

－
０
．０
０
５
２

（
－
０
．１
１
）

－
０
．１
１
０

（
－
０
．２
２
）

－
０
．０
１
８
７

（
－
０
．３
８
）

ｂ
ｕｌ
ｉｄ

０
．１
１
０
５

（ １
．９
９
）



０
．０
８
３
９

（ １
．７
４
）


０
．０
８
２
５

（ １
．７
２
）


０
．０
８
２
９

（ １
．６
６
）


０
．０
９
４
７

（ １
．６
８
）


ｕ
ｎ
ｅ

－
０
．５
４
２
７

（
－
２
．０
０
）



－
０
．４
４
４
５

（
－
１
．６
６
）


－
０
．５
０
５
２

（
－
１
．９
９
）



－
０
．４
５
８
３

（
－
１
．７
０
）


－
０
．４
６
２
６

（
－
１
．６
７
）


ｔｒ
ｆ

０
．０
０
０
１

（ ０
．０
３
）

０
．０
０
０
１

（ ０
．１
７
）

０
．０
０
０
１

（ ０
．２
４
）

０
．０
０
０
２

（ ０
．３
８
）

０
．０
０
０
５

（ ０
．６
９
）

ｃ
ｏ
ｎ
ｓｔ
．

１
１
．５
２
７
３

（ ３
．４
６
）




１
０
．６
０
６
７

（ ２
．７
３
）




９
．５
１
５
９

（ ２
．６
２
）




９
．８
３
７
６

（ ２
．３
０
）



１
３
．８
５
８
６

（ ３
．３
２
）




Ａ
Ｒ
（ １
）
和
Ａ
Ｒ
（ ２
）

（
－
３
．０
８
）




（ ０
．０
８
）

（
－
２
．９
６
）




（
－
１
．０
８
）

（
－
２
．９
２
）




（
－
０
．８
０
）

（
－
２
．６
８
）




（
－
０
．７
２
）

（
－
２
．６
８
）




（
－
０
．７
１
）

过
度
识
别
检
验

（ ６
３
９
．４
３
）




（ ６
７
．７
５
）

（ ７
５
９
．５
２
）




（ ７
５
．２
０
）



（ ５
４
８
．１
７
）




（ ８
２
．２
２
）



（ ４
５
７
．７
４
）




（ ８
０
．０
２
）


（ ４
６
３
．０
５
）



（ ８
２
．０
６
）



外
生
性
检
验
（ Ｇ
Ｍ
Ｍ
）

０
．２
７
５

０
．１
０
１

０
．２
０
６

０
．１
７
８

０
．５
４
５

０
．１
８
７

０
．７
４
３

０
．２
５
３

０
．４
４
２

０
．３
３
６

外
生
性
检
验
（ Ｉ
Ｖ
）

０
．２
７
１

０
．１
７
９

０
．２
６
６

０
．２
５
２

０
．２
３
６

０
．３
３
６

０
．２
６
７

０
．５
８
９

０
．２
８
９

０
．６
８
４

注
：（
１
）



、


和

分
别
表
示
在
１
％
、 ５
％
和
１
０
％
的
水
平
上
显
著
，
括
号
内
为
狕
或
卡
方
统
计
值
。
（ ２
）
过
度
识
别
检
验
报
告
的
是
Ｓ
ａｒ
ｇ
ａ
ｎ
和
Ｈ
ａ
ｎ
ｓｅ
ｎ
检
验
卡
方
统
计
值
。
（ ３
）
外

生
性
检
验
（ Ｇ
Ｍ
Ｍ
）
和
（ Ｉ
Ｖ
）
分
别
报
告
的
是
针
对
Ｇ
Ｍ
Ｍ
和
Ｉ
Ｖ
的
Ｈ
ａ
ｎ
ｓｅ
ｎ
ｔｅ
ｓｔ
ｅ
ｘ
ｃｌ
ｕ
ｄｉ
ｎ
ｇ
ｇ
ｒ
ｏ
ｕ
ｐ
和
Ｄ
ｉｆ
ｆｅ
ｒｅ
ｎ
ｃｅ
（ ｎ
ｕｌ
ｌ
犎
＝
ｅ
ｘ
ｏ
ｇ
ｅ
ｎ
ｏ
ｕ
ｓ
）
卡
方
检
验
的
犘
值
结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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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报告计量模型 !

!

"$!

G

"的估计结果#表
A

和表
D

还报告了模型回

归方法上的检验结果%所有模型的一阶差分序列
U/122('+HL+':

检验结果表明

不能拒绝一阶自相关#但不能接受二阶自相关#这预示着城市税收不存在高

阶序列相关性质#符合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的基本要求%

表
A

报告了辖区间税收竞争的结果与性质%比较
A

种空间权重下的估计

结果#可以发现临近辖区税收变量的空间加权项
+

$的系数估计值均为正#这

说明了辖区间存在策略互补性质的竞争格局#并且#互动影响程度呈现出

)先上升#后下降*的非单调变化趋势#在空间权重矩阵
F9[G

下#系数估计

值为
#5@GD@

#并在
AB

水平上显著&进而#估计值从
#5@EED

!

F9[A

#

!B

水

平上显著"上升至
#5FF"C

!

F9[!#

#

!B

水平上显著"&随着空间范围的进一

步扩大#在空间权重矩阵
F9["#

下#

+

$估计值下降为
#5A!!!

#仅在
!#B

水

平上显著&当使用空间权重矩阵
F9[G#

时#

+

$系数估计值仅为
#5!GD#

#且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辖区间的税收竞争没有局限在
G

个 )邻居*这一狭小

的空间范围内#但是#在
"#

或
G#

个 )邻居*的空间范围内#各城市之间过

高的贸易成本条件意味着纳什均衡无解成为可能%从直观上说#辖区政府较

少关注与自己相距甚远#或者经济关联度较弱的辖区政府税收行为#更多只

会关注具备可比性的一些临近 )对手*%因此#只有在特定的空间范围下 !在

本模型中是周边
!#

个 )邻居*范围内"#辖区政府的策略性税收行为才能在

统计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同时#表
A

还报告了资本和人口集聚#以及贸易成本条件对辖区间税收

竞争的影响%集聚变量
(

<<

2+

和
:1'

的系数估计值普遍为正#这说明资本和人

口的空间集聚对于辖区税收产生了一个正的外部性影响#使得地方政府可以

通过提高征税而获得集聚租#即拥有经济集聚的地方政府并不需要通过降低

税率的方式来吸引资本流入%并且#这种正的外部性影响与辖区政府税收竞

争程度呈反向变化关系#即税收竞争最为激烈的情况下#集聚租的影响最为

微弱#在
F9[!#

下#

(

<<

2+

系数估计值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变量
:1'

的系

数估计值为
!5F"CA

#两个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和显著性程度都低于其余四种空

间矩阵下的表现%对应辖区税收竞争程度随空间范围扩大的倒
c

形变化轨迹#

资本和人口的空间集聚所产生的集聚租对于辖区税收行为的正外部性影响呈现

出一种
c

形变化趋势%

表
F

和表
E

则报告了计量模型 !

"

"关于省区固定效应及省本级税收变量

的估计结果%表
F

的结果是通过双重固定效应法对不同空间权重矩阵设置条

件下城市税收函数的省区固定效应进行估计#由于估计中使用了一阶差分处

理#此时观测值数已减为
!#EF

%表
F

报告了省区固定效应的
Q&;%1/

检验的
4

统计值%此外#由于需要方差 协方差矩阵的逆矩阵以获得显著性检验的置信

区间#按照
O(/0&'

!

"#!#

"的建议#表
F

中残差变量和常数项系数估计值结

果的
+

检验结果是通过插值法获得%表
E

报告的是将模型 !

!

" !表
F

"的
"F

个省区的固定效应与省本级税收变量展开稳健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果#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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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值数为
!#@

%

表
F

!

模型!

"

"的省区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观测值数
[!#EF

"

被解释变量'城市实际税率水平

空间权重矩阵
F9[G F9[A F9[!# F9["# F9[G#

模型!

!

"残差项
#JGE"E

!

@J!"

"

"""

#J@G!

!

GJDC

"

"""

#J@!"

!

@J#!

"

"""

#J@@"

!

@J#""

"

"""

#J@!!

!

GJC""

"

"""

常数项
!JDAF

!

GJFCF

"

"""

!JFEA

!

GJCCC

"

"""

!JE@!

!

GJ"#F

"

"""

!JFA

!

GJGGF

"

"""

!JE@@

!

"JCCE

"

"""

固定效应

城市
!JE#" !JFAA !JE#! !JE#E !JFED

省区
#JACF #JAC@ #JAD@ #JF#@ #JF"F

相关性
#J"FF #J"DD #J"FG #J"D! #JG##

固定效应检验

城市
4[!#(!@@

"""

J[#(###

4[C(FAC

"""

J[#(###

4[!#("AA

"""

J[#(###

4[!#(G#D

"""

J[#(###

4[C(FC"

"""

J[#(###

省区
4[#(###

J[!(###

4[#(###

J[!(###

4[#(###

J[!(###

4[#(###

J[!(###

4[#(###

J[!(###

总体
4[!@(A#C

"""

J[#(###

4[!@(!!@

"""

J[#(###

4[!@(AA#

"""

J[#(###

4[!A(#DF

"""

J[#(###

4[!@(E"#

"""

J[#(###

调整
2

"

#JD"#A #JD"" #JD"" #JD"@ #JD"#

误差均方根
#JDG# #JD"F #JD"F #JD"! #JD"C

4

!

"CF

#

EEC

"

!EJF#

"""

!EJEE

"""

!EJD@

"""

!DJ#@

"""

!EJF@

"""

注'

"""

$

""和"分别表示在
!B

$

AB

和
!#B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

统计值%

表
E

!

模型!

"

"省本级税收变量的
7XT

稳健估计结果!观测值数
[!#@

"

被解释变量'城市税收函数的省区固定效应

空间权重矩阵 F9[G F9[A F9[!# F9["# F9[G#

省本级税率水平
#J@GC

!

@J@"

"

"""

#J@@A

!

@JFF

"

"""

#J@@!

!

@JFD

"

"""

#J@FD

!

AJ#"

"

"""

#J@D#

!

@JDA

"

"""

常数项
!J!FD

!

FJC@

"

"""

#JCDC

!

FJ"A

"

"""

!J#AC

!

FJFD

"

"""

#JCG#

!

FJ#F

"

"""

!J##@

!

FJ!C

"

"""

2

"

#J!A" #J!F! #J!F" #J!EA #J!FC

误差均方根
#JE"D #JE!" #JE#F #JE!A #JE@D

4

!

!

#

!#"

"

!CJAD

"""

"!JE"

"""

"!JC#

"""

"AJ!F

""

"GJAE

"""

注'

(J

"""

$

""和"分别表示在
!B

$

AB

和
!#B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

统计值%

表
F

和表
E

估计结果说明了并不能将省本级税收变量视为城市税收行为

的外生变量%表
E

中各种空间权重矩阵条件下的省本级税率水平变量的系数

估计值均显著为正#省本级税收变量固然是构成各省区的固定效应影响的一

个显著因素%但是#根据 )省(城市*这种特殊的误差成分结构所采用的双

重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表明#城市税收反应函数中并不存在显著的省区固定效

应#表
F

中关于省区固定效应检验的
4

统计值和
J

值结果都说明了这一点#

这就意味着西方纵向税收外部性的理论和实证框架并不适用于中国现实%

表
D

报告的模型 !

G

"结果中#除了人口和资本集聚得到与模型 !

!

"类

似的结论之外#更重要的是证实了省本级税收量对城市税收行为具有内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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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在
A

个空间权重矩阵下的估计结果中#省本级税收代理变量的系数估计

值分别为
#5#A"A

$

#5#A"D

$

#5#AGA

$

#5#AEG

和
#5#ADF

#均在
!B

水平上显

著#这说明省本级政府如果提高税收分成的实际比率 !省本级与城市政府实

际税率的比值"#将会对城市实际税率水平产生显著为正的影响#二者具有策

略互补性质的关系%从一般的税收征管激励角度来看#省级政府如果提高税

收分成比率#将会对城市政府产生负面激励#但是#基于政治和行政权威#

通过政绩考核和官员任免的激励#可以驱使城市政府展开持续的 )做大做强本

级税基*运动#反映在辖区税收函数中就是积极提升本辖区的实际税率水平%

同时#这种策略互补式的驱赶和 )挤压*效应普遍存在于政府层级之间#

并不受到空间地理范围的限制%省本级税收代理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和显著性

检验结果都较为接近%这种普遍的$稳定的 )纵向税收竞争*效应必然是由

基于政治和行政权威的高度同质化的政府治理机制和博弈格局所决定#这一

点和前文中发现的辖区间税收竞争程度随空间范围发生非单调变化的表现相

比#具有重要的差别%

五!结论与启示

综合上述分析#对中国现实背景下的税收外部性有了这样的一个完整认

识'除了现有研究普遍注意到的辖区税收竞争之外#现实中显著存在纵向的

税收外部性%这种互补性质的策略互动影响不同于西方理论所认为的那样#

具有充分和稳定税收管辖权的各级政府会由于共享税基问题而产生交互影响#

而是上级政府基于政治和行政权威#面向辖区内下级政府实施的具有利维坦

特征的税收驱赶和 )挤压*影响#是一种纵向政府层级间的 )税收竞争*%这

种驱赶和 )挤压*效应普遍$稳定地蕴涵于政府治理机制之中#并不受到空

间地理范围的限制%而横向的税收竞争不仅会受到辖区内资本集聚状况的影

响#同时#还由经济一体化程度$基础设施$技术和 )知识*外溢程度等因

素所决定的 )贸易成本*这一外生条件所决定#从而辖区间税收竞争程度还

会在空间范围上表现出显著的非单调变化趋势%

从实践层面来看#这预示着为了纠正策略性的税收竞争#应当结合当前

我国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情况加以设计#如城市群$城市带和都市圈等#建

立更具针对性的税收协调机制和转移支付制度#尤其是需要完善信息公开和

激励约束机制%当然#更关键之处仍然是需要改变目前的 )自上而下*标尺

竞争格局中以
=>?

为主的政绩考核制度#优化多任务$多时期和多位代理人

的委托 代理机制#实施更为科学的相对绩效评估和政府层级间的税权配置#

通过优化辖区政府的预算自主权和税收管辖权#抑制税收竞争的弊端#建立

真正意义上的地方税体系#塑造辖区收支组合能够注重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

敏锐响应辖区居民偏好的税收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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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模
型
（ ３
）
估
计
结
果
（
观
测
值
数
＝
１
３
４
５
）

被
解
释
变
量
：
城
市
税
率

空
间
权
重
矩
阵

狑
狀
＝
３

狑
狀
＝
５

狑
狀
＝
１
０

狑
狀
＝
２
０

狑
狀
＝
３
０

解
释

变
量

狋


０
．３
０
２
６

（ ２
．３
４
）



０
．３
９
７
０

（ ２
．６
２
）




０
．６
０
１
０

（ ３
．２
０
）




０
．４
０
８
１

（ １
．９
６
）



０
．２
５
０
１

（ １
．１
５
）

狋^
０
．０
５
２
５

（ ５
．５
６
）




０
．０
５
２
８

（ ５
．３
０
）




０
．０
５
３
５

（ ５
．２
２
）




０
．０
５
７
３

（ ５
．３
７
）




０
．０
５
８
６

（ ５
．５
０
）




ａ
ｇ
ｇｌ
ｏ

０
．６
９
６
１

（ ２
．５
０
）



０
．６
１
８
２

（ ２
．２
７
）



０
．３
９
５
３

（ １
．２
１
）

０
．５
５
３
２

（ １
．７
６
）


０
．６
５
１
６

（ ２
．１
３
）



ｄ
ｅ
ｎ

１
．２
０
３
９

（ ３
．０
５
）




１
．０
７
９
３

（ ２
．７
１
）




０
．８
９
０
０

（ １
．８
３
）


１
．４
４
４
０

（ ２
．９
８
）




１
．７
４
０
９

（ ３
．３
９
）




ｌａ
ｎ
ｄ

０
．０
０
１
０

（ １
．１
１
）

０
．０
０
０
８

（ ０
．７
７
）

０
．０
０
０
６

（ ０
．５
６
）

０
．０
０
０
９

（ ０
．９
９
）

０
．０
０
１
５

（ １
．８
４
）


ｒｅ
ｖ

－
０
．０
０
１
５

（
－
０
．５
７
）

－
０
．０
０
１
２

（
－
０
．４
８
）

－
０
．０
０
０
８

（
－
０
．３
９
）

－
０
．０
０
２
７

（
－
０
．９
７
）

－
０
．０
０
２
３

（
－
０
．６
３
）

ｐ
ｒ
ｏ
ｄ

０
．０
０
２
２

（ ０
．４
６
）

０
．０
０
２
５

（ ０
．５
２
）

０
．０
０
１
８

（ ０
．３
６
）

０
．０
０
２
７

（ ０
．５
５
）

０
．０
０
３
７

（ ０
．６
９
）

ｆｄ
ｉ

－
０
．１
４
６
８

（
－
１
．２
０
）

－
０
．１
４
２
７

（
－
１
．１
１
）

－
０
．１
４
８
０

（
－
１
．１
６
）

－
０
．０
９
６
９

（
－
０
．６
７
）

－
０
．０
８
１
５

（
－
０
．５
２
）

ｕ
ｒ
ｂ
ａ
ｎ

０
．０
０
９
８

（ ０
．７
０
）

０
．０
１
０
７

（ ０
．７
８
）

０
．０
１
５
６

（ ０
．９
８
）

０
．０
１
２
９

（ ０
．７
３
）

０
．０
１
０
６

（ １
．４
７
）

ｓｔ
ｒ
ｕ
ｃ

０
．０
８
６
８

（ ２
．４
５
）



０
．０
８
６
３

（ ２
．６
２
）




０
．０
９
４
２

（ ２
．５
８
）




０
．０
９
７
１

（ ２
．５
７
）




０
．０
９
３
２

（ ２
．３
９
）



ｂ
ｕｌ
ｉｄ

－
０
．０
１
９
９

（
－
０
．５
７
）

－
０
．０
３
３
６

（
－
１
．０
４
）

－
０
．０
３
６
２

（
－
１
．１
４
）

－
０
．０
４
２
１

（
－
１
．１
６
）

－
０
．０
３
３
９

（
－
０
．８
６
）

ｕ
ｎ
ｅ

－
０
．３
８
１
７

（
－
２
．４
２
）



－
０
．３
４
４
３

（
－
２
．２
５
）



－
０
．４
５
２
６

（
－
３
．５
６
）




－
０
．４
５
２
８

（
－
２
．８
９
）




－
０
．４
５
２
３

（
－
２
．７
４
）




ｔｒ
ｆ

０
．０
０
０
９

（ １
．４
０
）

０
．０
０
０
９

（ １
．６
４
）

０
．０
０
０
９

（ １
．５
０
）

０
．０
０
１
０

（ １
．４
９
）

０
．０
０
１
０

（ １
．４
７
）

ｃ
ｏ
ｎ
ｓｔ
．

８
．３
１
８
５

（ ３
．４
６
）




７
．３
３
３
４

（ ３
．１
６
）




６
．４
０
３
９

（ ２
．２
０
）



９
．５
５
６
５

（ ３
．０
６
）




１
１
．６
０
６
９

（ ３
．６
０
）




Ａ
Ｒ
（ １
）
和
Ａ
Ｒ
（ ２
）

（
－
２
．３
０
）



（ ０
．０
８
）

（
－
２
．２
３
）



（
－
０
．１
８
）

（
－
２
．３
３
）



（ ０
．２
１
）

（
－
２
．２
６
）



（ ０
．２
５
）

（
－
２
．２
４
）




（ ０
．３
０
）

过
度
识
别
检
验

（ ８
４
７
．１
７
）




（ ９
５
．４
９
）



（ ８
３
２
．１
６
）




（ ９
５
．７
５
）



（ ６
７
０
．３
８
）




（ ８
８
．３
６
）



（ ７
０
９
．０
０
）




（ ９
５
．３
４
）



（ ７
９
６
．２
５
）



（ ９
９
．２
３
）




外
生
性
检
验
（ Ｇ
Ｍ
Ｍ
）

０
．１
９
７

０
．１
２
７

０
．１
４
５

０
．１
１
３

０
．５
３
０

０
．２
４
４

０
．３
３
０

０
．２
４
２

０
．３
２
７

０
．３
２
１

外
生
性
检
验
（ Ｉ
Ｖ
）

０
．１
２
９

０
．１
４
６

０
．１
１
８

０
．１
９
２

０
．５
４
３

０
．５
０
２

０
．３
５
６

０
．２
７
７

０
．３
２
２

０
．１
１
８

注
：（
１
）



、


和

分
别
表
示
在
１
％
、 ５
％
和
１
０
％
的
水
平
上
显
著
，
括
号
内
为
狕
或
卡
方
统
计
值
。
（ ２
）
过
度
识
别
检
验
报
告
的
是
Ｓ
ａｒ
ｇ
ａ
ｎ
和
Ｈ
ａ
ｎ
ｓｅ
ｎ
检
验
卡
方
统
计
值
。
（ ３
）
外

生
性
检
验
（ Ｇ
Ｍ
Ｍ
）
和
（ Ｉ
Ｖ
）
分
别
报
告
的
是
针
对
Ｇ
Ｍ
Ｍ
和
Ｉ
Ｖ
的
Ｈ
ａ
ｎ
ｓｅ
ｎ
ｔｅ
ｓｔ
ｅ
ｘ
ｃｌ
ｕ
ｄｉ
ｎ
ｇ
ｇ
ｒ
ｏ
ｕ
ｐ
和
Ｄ
ｉｆ
ｆｅ
ｒｅ
ｎ
ｃｅ
（ ｎ
ｕｌ
ｌ
犎
＝
ｅ
ｘ
ｏ
ｇ
ｅ
ｎ
ｏ
ｕ
ｓ
）
卡
方
检
验
的
犘
值
结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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