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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利用浙江和陕西的经验数据估计了财政分权制度及地方政府优惠政策

供给水平对转型期民营企业发展绩效差异的相关贡献。 文章的主要发现是，由财政分权

制度引发的地方政府激励差异对地区民营企业发展绩效义异的贡献并不像已有文献强调

的那么显著；在地方政府的政策变化中，税收和融资政策贡献较为显著。 文章的结论进一

步揭示，与优惠政策本身相比，尽快从上到下形成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执行体系，保证兑现

政策政府与企业投资之间的交易承诺可能更具实质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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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中间似乎达成了一个

共识：民营企业发展绩效＠ 的差异已逐渐成为中国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

异的主要贡献因素。 如何扶持和促进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开始成为政府，特别

是各级地方政府经济工作的中心内容。政府 发展民营企业的决心和努力，被

许多个人与机构看成是一种改革政府政策的尝试。 最近的一些文献，如世界

银行年度报告(1991、1996、2002、2003)，就一再强调了政府改善投资环境的努

力对落后国家（地区）企业发展绩效提升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中央及地方两

级政府在有关
“

企业融资
”

、
“

市场准入
”

等方面的政策改革力度，直接或间接地

决定了不同地区民营企业发展的不同绩效表现。 但是在现实中，我们也经常

观察到另一种现象，在某些地方似乎很难将越来越多的优惠政策供给与差强

人意的民营企业发展绩效联系起来。 这似乎暗示，已有的经济学文献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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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政策与民营企业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时，因缺乏必要的经验基础而不能

完全令人信服。

与一般的单纯以优惠政策差异解释民营企业绩效差异的观点有所不同，

我们分别从财政分权及地方政府优惠政策供给两个角度考察转型期中国地区

民营企业发展绩效差异的影响因素。 循着转型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中央财政

分权制度的变化（集权-分权-适当集权）会导致地方政府的行为激励差异，

不同地区的民营企业绩效在一定程度上是内生千这种差异的气相对于已有

的文献，由于考虑了财政分权产生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应该更全面，更有说服

力。 浙江与陕西两省民营企业发展绩效的对比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

独特的背景。 两个省份中一个是中国民营企业最发达的东部省份，拥有市场

经济起步阶段所必需的地缘和人文优势；另 一个是西部最重要的工业省份，国

有经济势力强大。 至少在形式上，两省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落后的陕西地方

政府在如何加快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上显得更为迫切和积极。 本文尝试从经

验研究的角度出发，系统检验财政分权制度及各个类别的地方政府优惠政策

与民营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地为民营企业发展中的
“

优惠政策论
”

提

供一个合理的经验基础。 我们还认为，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不同地区民

营企业发展绩效的差异，更多地反映了各地区进行制度创新能力的差异。 如

何保证兑现政府政策与企业投资之间的交易承诺，即尽快形成一系列有效的

政策执行体系可能更具实质性意义。

二、研究方法

（ 一）假说条件

以往的研究十分强调各级政府优惠政策的供给对不同地区民营企业发展

绩效的影响，民营企业的发展被刻画成一个逐级寻求政府优惠政策的过程。

但在我们看来，随着民营企业合法性地位的解决，转型期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

关键问题已不是能获得多少优惠政策，而是优惠政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

有效实施。 各级政府信守承诺的能力应该比优惠政策本身更重要。 正如 Syl

vie Demurger 等人(2002) 所阐明的，所谓优惠政策，即
“

松绑
“

政策，也就是各

级政府为改善民营企业的竞争条件在主观上做出的具体努力，它在体制改革

的早期推动了地区民营企业的发展。 优惠并不表示一个地区的发展主要来自

中央与地方政府源源不断的社会补贴，其核心在于推动
“

非管制性政策
”

的改

革。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
“

松绑
＂

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小。

按 Sylvie Demurger 等人的看法，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除了

受优惠政策的影响外，还受地理环境、制度质量等方面的影响。 进一步地，我

们特别强调能确保优惠政策得以执行的制度改革的进展及成功。 白重恩等人

(2004)的经验研究表明，一个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市场经济就越发达，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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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对该地区的干预程度就越低；而民营企业会对外部市场环境的倒逼机制做

出灵活的反应，进而推动了制度变迁。 浙、陕民营企业发展的实践证明，了－ 个

地区非国有化程度高，私有财产权保护、契约履行的情况就相对要好一些。 这

进一步使得政府提供的优惠承诺变得可信，有利千民营企业形成稳定的预期。

这提示我们，当市场化改革进行到某一 阶段时，优惠政策供给的影响会逐渐走

弱。 研究转型经济的学者则提供论证，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有效地调动了地

方政府扶持民营企业、发展地区经济的积极性。 在某种意义上，不同地区的民

营企业发展绩效差异是内生于政府激励差异的。 基于上述理论，本文提出以

下三个可供检验的假说。

假说l： 一般认为，财政分权制度变化与浙江、陕西民营企业发展绩效差

异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气虽然中央政府关于民营企业的优惠政策在

形式和数量上适用于全国各个地区的民营企业，但由于财政分权制度的实施，

地方政府在理解和执行中央政策时的激励并不一样，最终使得中央政策对不

同地区民营企业发展绩效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浙江省是最早实行财政

包干制度的省份之一，政府有较强的激励扶持民营企业，政府不仅能够充分利

用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甚至会进一 步对中央优惠政策大胆演绎（扩大政策选

择集），去做超出最初授权范围的事情（孙早，2001)。 地处西部的陕西省长期

以来依赖中央财政补贴，客观上地方政府扶持民营企业的激励较弱。 所以我

们预期，地方政府行为激励差异的贡献为正。

假说2：由于转型期的民营企业大多出身于
“

家族制”，企业的资金渠道单
一，对资金供给方面的变化反应强烈。 我们推测，在地方政府的各类政策中，

不同类别的政策供给与企业发展绩效差异之间呈现出不同的相关关系，其中

某些类型的政策对民营企业发展绩效差异贡献较大。

假说3：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各个层面及类别的政府优惠政策供

给与民营企业发展绩效之间都呈现出一种递减的弱相关关系。 这是市场经济

发展的必然结果。 最终企业主成为诱致性制度、政策的需求者，政府将退出政

策强制性供给者的行列(Hayek,1969)。
（二）变量选择

为验证上述假说，我们主要考虑三类变量。 第一 类选择民营企业工业产

值作为被解释变量；第二类为避免计量结果的选择性偏差，采用地区人均收入

和人力资本为主要的控制变量；第三类是各个层次及类别政策解释变量。

1. 民营企业的工业产值(IP，以1985年的不变价格计算）。 指浙江及陕

西两省民营企业所创造的工业产值，主要表示不同地区民营企业的发展绩效。

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相关数据无法直接获得，故采用各地工业总产值＠减去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产值(1987 �1992年间，外

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产值数据采用了
“

三资“企业的产值代替）的余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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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

2. 人均收入CPGDP)和入力资本(HR)。 PGDP用以衡量一个地区居民

消费水平和购买力水平。 它构成一个地区民营企业发展所面对的基本市场规

模。 HR是衡量一个地区保持持续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高素质人力资本能有

效地提高一个地区企业及产业的竞争力，并且是在给定自然资源等条件下，企

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 本文采用各省每年高校毕业生人数来衡量人力

资本。

3. 财政分权变量。 如前所述，由于中央政府关千民营企业的政策在数量

和形式上对各个地区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主要考察地方政府在理解和执行

中央政策时表现出的激励差异的影响。 借用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采用省级

财政收支差额(CFP)作为衡量地方政府激励的变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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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浙江、陕西民营企业发展绩效与两省财政收支水平的变化趋势分析

由于面临的财政压力（财政收支水平）不一样，地方政府在是否认真执行

中央政策的态度上自然表现得不同。 随着国家财政制度的变化，地方政府行

为会在
＂

掠夺之手
”

和
“

援助之手
”

之间摆动（陈抗等，2002)，最终会对地区民营

企业的发展绩效产生较大影响。 从图1可以 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

1994年开始分税制改革后，浙江省与陕西省的财政收支差额都呈现出一定的

下降趋势（地方财政自给率下降）。 其中浙江的财政收支差额在1987~1993

年间均有剩余，自1994年以后出现财政赤字，而陕西的财政收支差额自1978

年以来一直呈财政赤字状态。 相对于浙江省，陕西省依赖中央政府财政补贴

的程度要高得多。

4. 地方政府政策变量。 给定中央政府政策，民营企业发展状况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千地方政府的政策供给水平。 至少从形式上看，浙、陕两省地方政府

颁布的有关扶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无论在时机、数量，还是在力度上均表现

出一定的差异。 但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两地之

间的
“

政策落差
“

有所缩小，陕西省甚至在很多方面开始超过浙江省。 我们将

地方优惠政策划分为进入政策、融资政策、服务政策、税收政策和其他政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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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类，详见表1。

政策分类

进入政策(EP)

融资政策(FP)

服务政策CSP)

税收政策CTP)

其他政策COP)

表1 地方政策分类

政策内容

主要指有关民营企业经营领域、发展规模等方面的政策法规

主要指有关民营企业融资渠道、
融资方式、融资条件等方面的政策法规

主要是有关民营企业经营管理、服务、监督等方面的政策法规

样本数

102 

142 

131 

内容主要包括：公平税收原则、减税原则、产业导向原则等方面 170 

如关于民营企业主服兵役，统计工作监管等等 88 

（三）模型设定

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本文对其中的因变量和部分

自变量进行了变换气利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 在不考虑其他控制因素（如

地理环境差异等）的情况下，利用以下模型估计政策变化对民营企业产值的

影响：

民营企业产值＝f（经济因素，政策因素）

其中，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各地区的人均GDP和每年中、高等学校毕业生

人数，这是两个主要的控制变量。 政策因素包括中央政府的财政分权安排°

及地方政府的民营企业进入政策、融资政策、服务政策、税收政策和其他政策。

因为政策变量属于特殊变量，往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后其作用才会显现，而且

具有持续性。 因此，下述模型均将政策变量作滞后一期处理。 本文的计量模

型具体设定如下：

IP'=o。+01PGDP勹乌HR勹乌CFP'+0 4 EP'+ o5 FP勹乌SP勹仓TP'

十选OP'+e: 0) 

式 (1)为中央及地方政府优惠政策的选择模型。
IP'＝伈十队PGDP'＋伈HR'＋�3CFP'＋队CFP',-1十队FP'＋凡FP' I-1+

伈TP'＋凡TP',-1+e: (2)

式(2)为中央财政分权制度及地方优惠政策对两省民营企业发展绩效差

异的滞后回归模型。

由于只考察了16年的样本数据，对于模型 (1入模型(2)的变量来说，存在

着样本偏小的可能性。 为保证模型的可靠性，本文对模型进行了相应的处理。

首先对上述模型进行筛选，剔除模型中不显著的财政分权变量，然后再考察地

方政策变量。

IP'=Y。十Y1PGDP
1

+Y2 HR勹飞EP'+Y4FP'＋YsSP'+YsTP'+Y 1 0P
1 

+e: 

(3) 

式(3)为地方政策供给差异对两省民营企业发展绩效差异的回归模型。

IP'＝中。十中1PGDP'-t如HR'+中 3FP'＋丸FP',-1+中5TP'+<f>s TP' r-] +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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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4)为剔除模型(3)中不显著政策变量后的滞后回归方程，该模型是衡

量地方政策供给差异对两省民营企业发展绩效差异的保留模型。

上述式(1汃式(2入式(3) 和式(4)中，IP'和 PGDP'分别表示浙、陕两省相

应两个变量的差额取自然对数； HR'和 CFP'分别表示两省相应两个变量的环

比增长率的差额； EP' 、FP' 、SP' 、TP'和 OP'分别表示浙、陕两省相应的各个政

策变量相减值。

三、计量检验结果

为了更准确地描述财政分权制度及地方政府优惠政策供给对民营企业发

展绩效差异的显著性状况，本文对模型进行了多次修正，最后回归结果反映在

表2中。

表2 计量回归结果

变昼 模型(!)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C -11.13 (-23. 03) [O. 000] -10. 98 (-29. 64) [O. 000] -11. 18 (-23. 298) [O. 000] -10. 98(-34. 08)[0. 000] 

PGDP' 2 23 (36 99) [O. 000] 2. 19 (48. 18) [O. 000] 2. 23 (37. 12)[0. 000] 2.195 (56.17)[0.000] 
HR' -0, 96 (-1. 03) [0, 34) 0, 202 (0, 24) [0. 82] -0. 57 (-0. 68) [0. 52] 0, 178(0, 31)[0, 76] 

CFP -0. 18 co. 997)[0. 35] -0 03 (-0. 19) [O. 86] 

CFP，一 1 0. OS (0. 23) [O. 83] 
EP' -0. 04 (-0. 55)[0. 60] -0. 057 (-0. 717)[0 494] 
FP' 0. 09 (2. 62)[0 034] 0. 11 (2, £•8)[0. 025] 0. 089 (2. 53)[0. 035] 0, 108(3. 55)[0. 0075] 
SP' o. 05 (I. 25) [o 25] 0. 055 (I. 35)[0. 22] 
TP' 0,06 (2.31) [0.054] 0. 026 (I. 15)[0. 295] 0, 061 (2. 17)[0. 062] o. 025 0. 38)[0. 204] 
OP' -0 03 (-0 67)[0. 53] -0. 026 (-0. 62)[0 552] 

FP,-1 0. 101 (2. 49) [O. 047] 0 098(3 24)[0. 013] 
TP1

1-I 0 076 (2. 897) [O. 027] 0. 076 (3. 81)[0. 005] 
R2 0, 9964 0. 997833 0, 9959 0. 997798 

础J 0. 99:4 0. 994943 0. 9924 0. 996146 
F 245. 48[0. 000] 345. 299 [o. ooo] 280. 57[0. 000] 604. 17[0. 000] 

D -W 2. 163 2. 0658 2. 04 2. 0014 

注：（）内的数据是t检验值，［］内的数据是P值。

（ 一）计量检验

进行模型回归分析之前，我们根据先验的信息对变量进行了处理，这在一

定程度上避免了多重共线性。 最终的回归结果也显示，各模型中变量之间的

相关系数绝对值很小，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关于模型的异方差，我们采用布劳殊—培干—戈弗雷® (Breusch-Pagan

Godfrey) 检验发现，＠值没有超过选定的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x气可以不拒

绝同方差的假定。 所以各回归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根据D-W检验，可以检验出各回归模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不存

在自相关。 一般认为，对时间序列模型回归的参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最好

采用严格的 EG 检验，但由于缺乏小样本下 EG 检验临界值，故考虑进行

CRBW®检验。 由计算结果得知，各模型中因变量和自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

因此可以断定回归是个可信的结果。

（二）计量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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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型统计检验

各回归方程中，F的值较大，均通过l％的显著性检验；R2 和R切都较高，

表明该回归方程中的拟合优度较好。 同时各模型中AIC的值也很小，所以可

断定各回归方程兼顾了简洁性和精确性。

2．控制变量对两省民营企业发展绩效差异的影响

根据表2提供的结果，人均GDP差异变量是统计显著的，这表明人均

GDP差异对两地民营企业发展绩效差异具有显著性影响。 也就是说，市场规

模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地区民营企业的发展潜力。 人力资本差异没

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基本上与事实相吻合。 陕西省高等学校每年的毕业生人

数要高千浙江省，但是由于陕西省经济落后，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导致西部

地区大量的人力资本流向东部。 在这个意义上，人力资本并不是东西部民营

企业绩效差异的主要贡献因素。

3. 财政分权制度对两省民营企业发展绩效差异贡献分析

模型(1汃模型(2) 的结果显示，由财政分权制度变化刻画的地方政府行

为激励差异在当期和滞后一期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代表地方政府执行激励

的财政收支差额变量在当期的系数为负，说明通过财政分权制度变化来刻画

的地方政府行为激励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的假说1被拒绝。 这一结果明显

不同于许多已有文献的发现。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中国现行的行政权力体

系中，虽然财政分权制度给某些地方政府提供了很强的激励，但由于一些关键

问题的解释权，如民营企业的法律地位、重要产业的进入等仍掌握在中央政府

手中，并且最终要通过中央各职能部门来落实，但中央职能部门在形成一系列

有效的政策执行体系时行动缓慢。 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基本上不可能有较

大的作为气

4．地方政策差异对两省民营企业发展绩效差异贡献分析

(1)根据表2模型(3)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地方政府的进入政策、服务

政策和其他政策的相伴概率很高，均 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 也就是

说，这三类地方政策对浙、陕民营企业发展绩效差异的影响不大，甚至没有任

何影响。 一种可能是地方政府只为外资企业提供了具有实质内容的进入政

策、服务政策和其他优惠政策，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的实质性政策很少，效用

很低，甚至提供了不利于发展民营企业的政策。 就进入政策而言，在很多行业

实际上允许外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进入，但不允许地方民营企业进入。 另

一种可能是，中国的产业进入政策等通常属于中央政府的权限，地方政府的操

作空间有限。

服务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回归系数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地方政府

没有能够充分兑现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市场环境的

承诺。 地方政府有关保护民营企业或民营企业主权益的政策，尽管能保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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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民营企业的当前利益，但远不能对其长远利益提供可信的保证。 缺乏 一个

对政府有约束力的财产权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营企业主发展民营

企业的积极性。 这是任何优惠政策都无法替代的。

(2) 模型(4)的结果显示：融资政策差异在当期和滞后一期都通过了 1 ％的

显著性检验。 在各类地方政策中，融资政策差异在当期的回归系数均大于滞后

一期的回归系数，表明融资政策对民营企业发展绩效差异的作用是递减的。 一

般认为，浙江省的正式和非正式金融市场均比陕西省发达。 资本可得性差异在

客观上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绩效差异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贡献因索。 根据 Mayers
， 等人(1984)提出的企业融资次序理论，民营企业的融资是按照先内源性融资然

后再外源性融资的次序进行的。 好的融资政策，有利于为民营企业创造一个良

好的外部融资环境，会对民营企业的进一步扩张产生积极的影响。

根据表2的回归结果，税收政策差异在当年的系数均没有通过5％的显

著性检验，但在滞后一期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检验（滞后二期又不显著），表明

税收政策差异对民营企业发展绩效差异的影响仅在滞后一期发生。 尽管税收

政策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最直接的资金援助形式，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改善民

营企业的绩效。 但从长期看，它并不能为民营企业的资金积累和持续成长创

造更多有利条件。 在许多方面，”两免三减半
＂

＠的
“

优惠政策
”

并没有像人们

想象的那样显著地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因此，以上的分析支持了本文假说2。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优惠政策

中某些类型的政策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对民营企业发展绩效的影响呈现显著

性，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余类别的政策则呈现出不显著性。

在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中，某些类别的政策供给影响较显著，其余的则不

显著；财政分权制度变化的影响基本不显著。 这一情形说明，所谓民营企业发

展得益于
“

优惠政策
”

的假说只能得到部分证实。 进一步地，本文的假说3也

得到了支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地方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具有不同的

“弹性（力度）
“

，在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进行政策博弈的过程中，既为企业家提供

了寻租激励，又为地方官员创造了腐败的机会，导致企业家行为扭曲，十分不

利于转型期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

四、结 论

从总体上看，伴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优惠政策供给对不同

地区民营企业发展绩效差异的贡献并不显著。 这意味着继续寄希望于通过不

断提供所谓的优惠政策来改善地区民营企业发展绩效的努力可能存在误区。

如何保证政府兑现政策与企业投资之间的交易承诺，可能远比优惠政策本身

重要。 优惠政策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地区进行制度创新能力的函

数，即政策改革的成功依赖于制度创新的质量。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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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个地区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本地区民营企业发

展绩效的改善。

2. 相对中央政府的政策而言，地方政府的政策供给，特别是其中的融资

政策和税收政策影响较为显著。 这与许多经验研究得出的结论相一致。

3. 由财政分权引发的地方政府激励差异的贡献并不显著，这一结果与许

多已有文献的研究结果明显不同，表明在中国现行的行政制度下，中央政府优

惠政策的解释权仍然主要掌握在中央各职能部门手中，地方政府发挥作用的

余地较小，应尽快从上到下形成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执行体系。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只是考察了财政分权及各个类别的优惠政策对

民营企业发展绩效的相关贡献，并未就优惠政策、制度创新与民营企业发展之

间相互作用的机理展开深入的分析。 这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

＊本文系孙早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环境差异对东西部民营企业发展

绩效相关贡献研究》（项目号：03BJY055)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也是西安交通大学 ” 十五 “211

项目子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CD本文中的
“

民营企业
”

均指个体、私营企业，不包括外资等其他成份的非国有企业。 不同

于会计学中的企业绩效概念， 本文所使用的企业发展绩效概念系指某 一区域范即内的

企业在产值等指标上的表现。

＠一般认为， 在实施包干制时，东部省份的财政自给率较高，地方政府发展民营企业的积

极性较高。 当1994年开始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吃紧，东部地区开

始寻求更多的预算外收入，西部则更加依赖于中央财政支持。

＠相关系数：Ir I <O. 3微弱相关； 0. 3� I r I <O. 5低度相关；0. 5� I r I <O. 8中度相

关；IrI �o. s 高度相关。

＠需要说明的是在1987~1997年间，浙江及陕西工业总产值可以直接从《中国统计年鉴》

和《浙江统计年鉴》及《陕西统计年鉴》查到。 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从1998年起统计年

鉴是按照全部国有及一定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产值、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口径进

行数据披露的，这与1987~1997年间工业总产值口径不一样，1998年以 后的工业总产

值我们从《中国经济年鉴》和《浙江经济年鉴》、《浙江年鉴》、《陕西经济年鉴》及《陕西年

鉴》间接获得；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三资企业的产值则可以从《中国经济年

鉴》间接获得。

＠中央政府1980年实施
“

划分收支， 分灶吃饭
”

的财政收入分享的安排，再到后来的分税

制， 其核心一直是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划分收入分配比例。 在扣除上缴中央部分后，一个

省的收支盈余越大，地方政府掌握的可支配收入就越多，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就越高。

＠在进行计量统计分析前， 我们做了必要的处理：被解释变最和人均GDP变僵使用浙江

与陕西两地民营企业产值差额然后取自然对数进行回归；考虑到浙江与陕西两省的财

政收支水平和人力资本等变量的差额在部分年份出现负数，不便取对数，我们转向采用

两省环比增长率的差额来表示；地方政府政策变蜇采用了两省每年政策的供给频数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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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进行回归。

(J)根据前文，我们采用各省财政收支差额 (CFP)来估计中央财政分权制度变化的贡献。

＠参见古扎拉蒂：《计蜇经济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67 页。

＠参见陈钊、陆铭等：《经济转型中的婚姻家庭与女性就业：为有关事实的经济学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4 年第一卷。

＠佛莱克曼等人 (2002)通过对俄罗斯自 1992 年以来
“

休克疗法
“体制转轨后的财政收支

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现存易变的财政分权环境并没有给俄罗斯各个

地方政府提供足够的激励扶持企业，也就是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并未从近年来财政分

权中受益。 财政分权并不一定能提高生产者效率(Prud,1995)。

＠两免三减半：即对中小企业实行前两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后三年减半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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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is the key to venture capital, but it is so difficulty that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to be set about recently. In this paper, we develop Tirole's model 

into a two-period model and use to the research on the venture capital. With 

the help of the model,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classic control transfer model 

and some systemic research on the equilibrium relation about control rights, 

entrepreneur's private benefits, reputation, success probability, and cash 

flow rights of the enterprise are conducted. 

Key words: control rights; private benefits; reputation; cash flow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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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ential Policies, Fiscal Decentralimtion Incentive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from Zhejiang and Shanxi Provinces 

SUN Zao, ZHANG Zhe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Xian J 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61,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strength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local preferential policies to the difference perform

ance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with the data from Zhejiang and Shanxi prov

inces. Our main discoveries are: the local governments which are differentia

ted by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ave contributions to the performance of the lo

cal private enterprises, but not so remarkable as expected. In the transi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policies, tax and financing policies are more impor

tant. This conclusion indicates that an efficient executive system which can 

guarantee the contract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is more practi

cal than the preferential policy itself. 

Key words: preferential policy;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rivat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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