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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关系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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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工学院经济学系，重庆400050)

摘 要：运用时间序列经济计量技术对1950~2001年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关
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我国的财政收支之间不存在 Granger因果关系，财政收支之间

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2）我国的财政收支之间具备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和短期动

态调整机制；（3）实证结果显示，需要充分重视我国财政收支之间的有机联系，在继续研究

如何增加我国财政收入的同时，研究和着手解决我国的财政支出问题，以实现我国财政收
支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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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财政赤字需要用盈余来偿还，因此，研究财政收入（主要为税收）和支出之

间的关系就成为研究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经济学家和政策

制定者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 关于税收和政府支出关系，主要有4种理论假

说。 一是Friedman 0978)的
＂

税收-支出假说 “，认为税收增长导致支出增

长进而引致更多的赤字。 二是
“

支出一税收假说 “

，认为政府先确定支出再通

过收入来保证该支出(Barro, 1974; Anderson等，1986)。 三是
＂

税收—支出

相互促进假说
＂

，由于财政收支决策是由同一个主体做出的，政府可能同时改

变支出和税收决策(Meltzer和Richard, 1981)。 四是
＂

税收和支出之间不存

在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
＂，因为政府的征税和分配职能是分离的(Baghestani

和McNown, 1994)。 关于税收和支出关系的实证研究，如同理论上的分歧一

样，也存在许多争议。 实证研究多采用协整检验确定财政收支之间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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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期均衡关系，再根据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确定影响的方向。 VonFurst
enberg、Green和Jeong (1985), Anderson, Wallace和Warner (1986) 以及

Ram (1988)的实证研究发现，美国的财政支出是财政收入的单向Granger
因；Manage和Marlow (1986) 的实证研究则显示美国的税收是支出的单向

Granger因。Joulfaian和Mookerjee (1990)对OECE16国的研究支持 “税收
支出相互影响假说”。Baghestani和McNown (1994)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

正模型的实证研究结论是税收和支出之间不存在相关性。Owoye(1995)对

G7国家的实证研究显示，在日本和意大利，税收是支出的单询Granger因，而

在 其他5国，税收和支出呈现双向因果关系。Benjamin S. Cheng(1999)运用

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 8个拉美国家的实证研究显示，智利、巴

西等4个国家的税收和政府支出之间具备双向因果关系，而哥伦比亚、巴拉圭

等4个国家只具备从税收到政府支出的单向因果关系。 NilssOlekalns和
Paul Cashin0999)的研究证实印度的税收和支出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财政收入（税收是主要收入来源，占到 90％左

右）和财政支出规模都在不断扩大，赤字也成为我国学者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热

点问题。 目前，国内学者大多关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本身的增长或财政收
入、财政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过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而缺乏对
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关系的研究。 Tsangyao Chang和Yuan-HongHo 

(2002)用 1977~ 1999年的数据对中国的税收和支出关系进行检验，认为中国

的税收和支出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但其研究的样本期过短，研究结论缺
乏可信度。 本文拟运用Hakkio和Rush (1991)所使用的经济模型，以1950

~2001年我国的财政收支数据为样本，对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的长

期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检验我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的关系，以期对我国

制定和调整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政策以充分发挥财政收支对我国经济增长的

促进作用提供实证依据。 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国家

统计局网上资料。 分别用 tr和 te表示我国的名义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由于

难以确定使用哪种物价指数，故不使用实际值），均取其自然对数，并不改变变

量的特征。 运用 Eviews4. 0计量经济学软件进行数据的分析。 有关计量方法

的模型为：
(1)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单位根检验的方法通常有 DF检验法、

PP检验法和ADF检验法 (Augmented DF Test)。 由于理论和实践上的原

因，人们通常使用ADF检验法，其模型为：

模型 I （无常数项、无趋势项）心y, = (P— l) yr-1+2 a,Ayt-，十ct (l) 

模型II（有常数项、无趋势项）Ly! ＝ 队＋（P— 1) y,－1+20,Ayl，十et (2)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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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皿（有常数项、有趋势项）丛y严抖＋灼t+(P— 1) yi-1+20,Ay1一，十E., (3) 
i=l 

其中，但｝为白噪声心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原假设为Ho :P= l，即｛ y』
有一个单位根（非平稳）。T为时间趋势因索。若 ADF值小于Mackinnon临界

值，则序列是平稳的，否则是不平稳的。单位根检验最佳滞后阶数按照AIC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准则确定，AIC值越小，则滞后阶数越佳。由于实

际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我们采用三种检验类型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
(2)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对两个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通常可采用En

gle-Granger最小二乘估计法。设{ yt }和{ x1 }均为I(l)变措，首先用OLS法

建立模型，进行协整回归：
Yt

= 0。十队x冲凡 (4) 

其次对残差阿做平稳性检验，四＝ yI — P。^ —队飞。若残差序列是平稳

的，则{ yt }和{ x1 }存在(1, 1)阶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否则就不存

在协整关系。

在存在协整性的前提下，为使推断更有效，我们需要引入误差修正项，其
检验模型为：

纽 ＝ 言卢－ I ＋沪乒－J订EC t-1气 (5) 

其中，EC，为误差修正项，即协整方程中的回归残差项因。
在误差修正模型中，各个差分项反映了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被解释变

量的波动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短期波动，一 部分是长期均衡。误差修正

模型比普通的单方程模型更全面地反映了变量间的短期和长期的关系。

(3)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c 协整检验告诉我们变量之间存在长

期均衡关系，但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 步检验。如果变量X有助于
预测Y，即根据Y的过去值对Y进行自回归时，如果再加上X的过去值，能够
显著地增强回归的解释能力，则称X是Y的Granger因，否则称为非Granger
因。其检验模型为：

yt =c＋言Q，yi-，＋穿心－五 (6) 

检验零假设为：X是Y的非Granger因，即H。戊＝乌＝…向＝0。由千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阶数非常敏感，通常可以依次多滞后几阶，看结
果是否具有同一性。

二、我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关系的实证分析

］．我国财政收支的变动趋势

根据图1~4, 1950~2001年我国财政收入和支出都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

其水平数据取对数后呈现线性变动趋势，而取一阶差分后则呈随机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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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财政收入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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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我国财政支出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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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我国财政支出一阶差分变动

2. 我国财政收支的单位根检验

运用 ADF 法进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显示，我国的 In(tr) 、 ln(te)的原水平

序列的 ADF 值大于 Mackinnon 临界值，而一阶差分以后 ADF 值小于 Macki

nnon 临界值（见表 1) ，因此， ln(tr) 、 ln(te)是非平稳的，且是 I(1) 的。

表1 我国财政收支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水平检验结果 一阶差分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 1 ％临 5 ％临 检验 ADF 值
1 ％临 5％临

CC, T,L) 
ADF 值

界值 界值 形式 界值 界值
ln(tr) (0,0,2) 3. 6456 -2. 6100 —1. 9474 CO,O, l) —4.2399 — 2.6100 -1.9474 

CC,0,2) 0. 7933 -3. 5682 -2. 9215 (C,O,l) -5. 8999 —3. 5682 -2. 9215

(C,T, 1) —1. 7874 -4. 1498 —3.5005 (C,T,D -5.9472 —4. 1540 -3. 5025

ln(te) (0,0,2) 3. 6006 -2. 6100 —1. 9474 (0,0,1) -4. 4251 —2.6100 -1.9474

CC,0,2) 0.8031 -3.5682 -2.9215 (C.O,l) -6.0264 -3.5682 -2.9215 

CC, T,O) -0. 3547 -4. 1584 —3. 5045 CC, T, 1) -6. 0904 —4. 1540 —3. 5025

注：检验形式 (C,T,L)中，C 、T 、L 分别代表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阶数。

3. 我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协整检验

根据平稳性检验，由于 In(tr) 、 ln(te)均为一阶单位根过程，可以由
“

Engle

Granger 两步法
“

协整检验考察其协整关系或长期均衡关系。 首先对 In(tr) 、

ln(te) 进行协整回归，T 为时间趋势，得协整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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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tr)=-9. 731 9+ 0. 005 ZT+o. 917 6ln(te)＋队 (7)

(—3. 56) (3. 61) (55. 47) 

R2 =0. 999 1 A-R2 =0. 999 0 DW=l. 419 6 F=28 329. 34 

模型(7)的回归系数都非常显著。 其次，对协整模型(7)的残差序列e进

行平稳 性 检验。 检验形 式(O, O, 0), ADF = — 7. 491 5, 1％ 临 界 值 为

—2. 608 1,5％临界值为－1. 94 7 1，故残差序列平稳。 因此，我国财政收入和

财政支出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 根据协整模型(7)，长期内，我国财

政支出每变动1%，财政收入将同方向变动0. 917 6%，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

和财政支出增长之间具备显著的正相关性 。

根据Granger定理，两个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一定具有误差修正模型的

表达形式存在。 用e表示模型(7)中的残差序列，根据反复尝试和剔除，建立

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凶n(tr)=-0.674 1凶n(tr(—D)+o. 926 s凶n (te)+O. 612 0凶n(te(-1))

(-4. 40) (29. 77) (4. 36) 

-0. 915 Oe( —2)十凡

(-5. 12)

R2=0. 9501,A-R2 =0. 946 8,DW=l. 780 7,S. E. =O. 032 9

误差修正模型(8)的回归系数都非常显著；LM1 =O. 000 O,PROB= l. 000 

0; LM2 = 0. 000 0, PROB= 1. 000 0，拒绝存在异方差；ARCH1 = o. 012 7, 

PROB=0.910 2;ARCH2 =3.537 3,PROB=0.170 6，拒绝存在序列相关；

CHOW检验显示该模型在可能的1978年附近，F- Statistics = 0. 981 7, 

PROB=O. 427 9；对数似然比＝4. 469 O,PROB=O. 346 2，显著不存在断点，

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在整个样本区间内未发生结构变动。 正态性检验结果

(8) 

见图5，符合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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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正态性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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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该模型稳定，不存在模型设定偏误，拟合效果良好（见图6)。

根据误差修正模型(8)，短期

内，我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

间具备显著的正相关性。 从误差

修正项的估计系数( — o. 915 0) 

来看，调整方向符合误差修正机

制，调整力度较大，可 以保持我国

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协整关
-0. 05

系，自动地调整其长期均衡关系。
-0. 10

4. 我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

出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协整关系检验结果，由
图6

于我国的In(tr)、ln(te)均为I(l)

过程并具有协整关系，故可对其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2。

表 2 我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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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修正模型(2)的实际值、拟合值和残差

滞后阶数

零假设

1. In(te)是ln(tr)的非 Granger 因

2. In(tr)是ln(te) 的非 Granger 因

1 2 3 4 
F 值 概率 F 值 概率 F 值 概率 F 值 概率

0. 7282 o. 3977 0. 5015 0. 6090 0. 0345 0. 9913 1. 2615 0. 3015

o. 1061 o. 7460 3. 4033 0. 0420 1. 1116 0. 3551 1. 7975 0. 1489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te是 tr的非Granger因， tr是 te的非

Granger因。 我国的财政支出不是财政收入的决定因素，财政支出增长不显

著影响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收入不是财政支出的决定因素，财政收入增长也不

显著影响财政支出增长。

三、结论与政策含义

第一，根据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1950�2001年，我国的财政支出是财政

收入的非Granger因，财政支出增长未能引起财政收入的显著增长。 在计划经

济体制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依靠财政支出，政府控制的投资实际上支撑着中国

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不断完善，人们对公共物品

的偏好也在经历由弱变强的过程，公共开支规模也不断增加。 但是，长期以来，

我国财政支出效率比较低，主要是在财政投资总量增加的同时，质量却有所下

降，突出的问题是宏观调控乏力，投资结构失调，重复建设、盲目建设项目多，增

长的财政收入有很大比例用千维持政府运转人员薪金、行政费用等。 我国现行

的财政支出管理没有对市场化的财政体制改革给予有效的配合，从管理模式、管

理方法以及管理手段等各个方面都沿袭了传统体制下的许多做法，以致于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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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政支出分配政策显得与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格格不入，从而引出了 一系列的

问题，导致我国在财政支出增长的同时不能显著促进财政收入的增长。

根据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1950�2001年，我国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

的非Granger因，财政收入增长未能引起财政支出的显著增长。 伴随经济的

发展，我国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但由于政府支出增长过快，我国增长的财

政收入并不能满足巨额财政支出的需求，使财政收支缺口不断扩大。 长期以

来，中国财政属于
“

吃饭财政“，财政支出具有刚性。 按照规定，财政向央行透

支已被禁止，弥补赤字的工具只能是发行国债，中国的财政支出严重依赖国债

发行，赤字水平越来越高。

由于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引起

我国的财政收支失调。 我国收支失调主要表现在收支整体失衡，依靠高税收

和高债务支撑着大量的经常性支出和质量欠佳的资本项目支出。 解决收支失

调，一方面要研究如何增加财政收入，当政府支出增长不能显著促进财政收入

增长的时候，应当考虑减税型的积极财政政策。 我国的财政政策更多地关注

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减税作为一种很好的积极政策并未被有

效使用。 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看，政府应不应当直接介入经济发展，政府与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各自发挥作用的边界在哪里，仍需要进 一步统一认识，是值得

继续研究的课题。 另 一方面是考虑控制支出总量和改善支出结构。 以前，理

论上我们一直比较注重对收入的研究，只是近几年才把支出管理提到了 一个

比较高的地位。 事实上，支出管理是财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体现国家

经济宏观调控职能的重要手段，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重点应从收入领域适时

地转到支出领域。 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增长的前提下，需要对支出结构进行

合理的调整，压缩一般性投资项目；增加对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以及主

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教育、科技、国防、环保等方面的投资；尽快通过立法

建立和健全公共工程的监理制度，提高公共工程的支出效率；强化对公共投资

的预算约束，减少后续投资需求以进一步提高财政投资效率；进一步精简政府

机构和人员。

第二，根据协整检验，尽管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都具备不平稳性，

但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具备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就长期而言，我

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具有统计上的高度相关性。 从误差修正模型来

看，短期内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的短期动态调整机制，由

于误差项的存在，可以自动地实现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的长期均

衡关系。 根据Hakkio和Rush(1991)、Haug(1991)等的研究，财政支出和财

政收入保持一 阶协整即可保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 若以此为判断标准，我

国的财政政策从长期来看是可持续的，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收支失调，但不会

导致财政风险和经济增长放慢。 因此，需要充分重视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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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间的这种有机联系，充分肯定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并进一步采取措

施以充分发挥我国财政收支政策的积极作用。

实证结果显示，我国的财政收支之间具备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和短期动

态调整机制，但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说明我国的财政收支之间虽然具有

显著的正相关性，但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 所以，需要在继续研究如何

增加我国财政收入的同时，研究和着手解决我国的财政支出问题，以实现我国

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良性互动，通过可持续的财政政策最终实现我国国民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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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iscal Revenue and the Fiscal Expenditur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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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mak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fiscal revenue and 

the fiscal expenditure in China from 1950 to 2001 by means of time series e

conomic measurement technology, it discovers that there is no Granger cau

sality or distinct mutual promoting effects between the fiscal revenue and the 

fiscal expenditure in China, and that there is long-term co-integration and 

short-term dynamic adjusting mechanism between the fiscal revenue and the 

fiscal expenditure in China. The empirical result indicates that we should 

pay full attention to the organ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fiscal revenue and the 

fiscal expenditure. We should study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fiscal ex

penditure in China while keeping on studying how to increase China's fiscal 

revenu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good co-reaction between fiscal revenue and 

the fiscal expenditure in China. 

Key words: fiscal revenue; the fiscal expenditure; co-integration; er

ror correction model; Granger caus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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