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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业繁荣与公共品提供

王丽艳　 马光荣∗

　 　 摘要: 资源型地区的财政收入高度依赖于采矿业ꎬ地方政府对财政资金的有

效利用是提升居民福利水平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ꎮ 本文从财政收入获

取形式影响地方政府行为激励的角度ꎬ分析了采矿业繁荣恶化地方公共品提供的

机制ꎮ 然后ꎬ文章基于 １９９８—２０１８ 年中国地级市层面数据ꎬ利用国际矿产资源价

格变动作为外生冲击ꎬ对采矿业繁荣影响地方公共品提供进行实证检验ꎮ 结果表

明ꎬ采矿业繁荣尽管大幅度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ꎬ但是教育、医疗等民生性公共品

供给水平并未因此而提升ꎬ基础设施等生产性公共品供给也未因此而改善ꎮ 进一

步研究发现ꎬ采矿业繁荣期ꎬ财政供养人员数量显著膨胀、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降低ꎬ
因而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并未有效转化为公共品供给ꎮ 本文的结论表明ꎬ应该强

化资源型地区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约束机制ꎬ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ꎮ
关键词: 资源价格ꎻ公共品ꎻ财政支出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的要求ꎮ 目前ꎬ中国大多

数资源型地区经济仍然高度依赖于采矿业ꎬ其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依旧任重道远ꎮ
采矿业为资源型地区贡献了丰厚的财政收入①ꎬ但是资源型地区只有将其转化为有效的公

共品供给ꎬ才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并提升居民福利水平ꎮ 因此ꎬ本文力图通过资源型地区

提供公共服务的理论机制和实证分析来解释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现状ꎬ为实现资源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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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采矿业企业主要缴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等税种ꎬ以及矿产资源补偿费、探矿权和采矿

权“两权”价款等非税款项ꎮ 其中ꎬ地方政府可以获得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两税的地方分享部分ꎬ以及绝大

多数资源税和资源相关的非税收入ꎮ 其中企业所得税收入 ２００３ 年后中央与地方的分享比例是 ６０ ∶ ４０ꎬ增
值税收入 １９９４—２０１６ 年间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为 ７５ ∶ ２５ꎬ２０１７ 年开始分享比例改为 ５０ ∶ ５０ꎮ 除海洋石油

天然气资源之外的资源税均为地方收入ꎮ 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收入由中央与地方按固定比例分成ꎬ其中中央

占 ２０％ꎬ地方占 ８０％ꎮ 矿产资源补偿费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为 ５０ ∶ ５０(中央与少数民族自治区间分成比例

为４０ ∶ ６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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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提供思路ꎮ
经典财政支出理论认为ꎬ地方公共品实现最优供给的条件是:本地区所有社会成员获得

的公共品边际效用之和等于公共品提供的边际成本(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ꎬ １９５４)ꎮ 如果地方政府的目

标是最大化本地区民众福利ꎬ公共品的提供就会达到最优水平ꎮ 但是ꎬ如果地方政府官员存

在寻租、腐败等个人自利性行为ꎬ公共品提供就会偏离最优的供给水平ꎮ
事实上ꎬ财政收入的获取形式本身就是影响地方政府公共品提供的一个重要因素

(Ｐａｌｅｒꎬ２０１３)ꎮ 地方政府收入来源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受益税ꎬ包括房地产税、个人所

得税、零售税等ꎬ其税基主要来自人口流入ꎮ 受益税与地方政府为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密切

相关ꎬ地方政府提供的民生性公共服务越好ꎬ就会吸引越多人口流入ꎬ税收会随之增加ꎬ因此

受益税会激励地方政府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ꎬ增加地方政府的民生公共品供给ꎮ
第二种是非资源开采企业缴纳的非受益税ꎬ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ꎬ其税基来自资本流

入和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ꎬ非受益税激励地方政府扶持企业、招商引资、发展生产ꎬ提高地方

财政对企业需求的回应性ꎬ但不能有效激励地方政府提供民生性公共品(吕冰洋ꎬ２０１８)ꎮ 第

三种是“飞来横财”(ｆｉｓｃａｌ ｗｉｎｄｆａｌｌ)ꎬ包括资源性财政收入、上级政府无条件转移支付、国际援

助等ꎬ这些资金通常不取决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要素流入ꎮ 例如ꎬ资源型地区高度依赖资源

性财政收入ꎬ其税基规模主要取决于本地区资源禀赋和资源价格ꎬ不取决于人口或资本流入ꎬ
因此导致地方政府缺乏动力去吸引税基ꎬ各类公共品均提供不足(Ｍａｒｔｉｎｅｚꎬ２０１７)ꎮ

本文使用 １９９８—２０１８ 年中国地级市数据ꎬ利用外生的资源价格冲击研究了采矿业景气

对地方公共品提供的影响ꎮ 一个地区的采矿业产值具有内生性ꎬ因此本文根据资源价格的

波动ꎬ利用价格冲击构建了“潜在采矿业产值”变量ꎬ较好地解决了采矿业景气的内生性问

题ꎮ 如图 １ 和图 ２ 所示ꎬ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间ꎬ煤炭和石油等价格快速上升ꎬ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ꎬ
资源价格明显下跌ꎮ 采矿业的景气程度对资源型地区的财政收入带来了直接的影响ꎮ 以内

蒙古鄂尔多斯市为例ꎬ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期间ꎬ由于煤炭价格的快速上涨ꎬ该市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从 １４.７３４ 亿元上升到 １１８.１９８ 亿元ꎬ年均增长率达到 ５１.６５６％ꎬ但是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间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率大幅滑落至 ０.７１７％ꎮ① 因此ꎬ资源价格的大幅度波动ꎬ有助于

我们识别采矿业繁荣所带来的“飞来横财式”财政收入是否有效地转化成了公共品供给ꎮ

图 １　 国内和国际石油价格波动趋势图　 　 　 图 ２　 国内和国际煤炭价格波动趋势图
(数据来源:国内石油和煤炭价格数据来源于 ｗｉｎｄ 数据库ꎬ国际价格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大宗商品价

格数据集ꎮ)

８６
①资料来源:相关年份«鄂尔多斯市统计年鉴»以及«鄂尔多斯市统计公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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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ꎬ采矿业繁荣对地方教育和医疗等民生性公共品的供给没有改善

作用ꎬ也未提升地方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ꎮ 进一步研究发现ꎬ采矿业繁荣尽管显著增加了地

方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总额ꎬ但未因此提升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ꎮ 更

进一步地ꎬ本文发现采矿业繁荣导致财政供养人员数量显著膨胀、财政资金违规使用程度增

加ꎬ造成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ꎬ从而未能转化为有效的公共品供给ꎮ 本文的结论表明ꎬ采
矿业繁荣恶化了地方政府的公共品供给ꎬ因此ꎬ为提升资源型地区的居民福利和经济发展水

平ꎬ地方政府应该加强对财政资金的监督管理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ꎮ
与已有文献相比ꎬ本文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贡献:首先ꎬ很多国内文献主要集中于验

证“资源诅咒”是否成立ꎬ即资源丰裕度是否影响了经济增长ꎬ但是鲜有文献关注其对政府公

共品提供以及财政支出的影响ꎮ 本文基于中国制度背景ꎬ分析了采矿业繁荣对公共品提供

的影响ꎮ 第二ꎬ已有研究主要关注转移支付这一“飞来横财”对地方政府带来的负面激励效

应ꎬ而本文基于资源性财政收入的视角ꎬ为“飞来横财”恶化公共品供给提供了新的实证证

据①ꎮ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和理论框架ꎻ第三部分介绍实证策

略、数据来源与主要变量的定义ꎻ第四部分是采矿业繁荣对地方公共品影响的实证结果ꎻ第
五部分是机制检验ꎬ包括采矿业繁荣对财政收支规模、财政供养人员数量、财政资金违规使

用程度的影响ꎻ第六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ꎮ

二、文献评述与理论框架

(一)文献评述

本文的研究与现有关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文献有着密切的联系ꎮ 现有文献对于自

然资源是“诅咒”还是“福音”依旧存在较大争论ꎮ 一部分文献发现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

生负面效应②ꎬ并探讨了四类内在机制:一是资源部门出口的大幅增加导致本币升值ꎬ进而

恶化制造业贸易条件ꎻ二是资源价格通常存在较大的波动性ꎬ不利于宏观政策稳定与经济稳

定ꎻ三是挤出效应ꎬ即资源丰裕使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从制造业部门转移到资源部门ꎬ阻碍了

制造业通过“干中学”实现技术进步ꎻ四是制度效应ꎬ即丰裕的资源加剧了政府失灵ꎬ弱化了

制度质量(Ｖａｎ ｄｅｒ Ｐｌｏｅｇꎬ２０１１)ꎮ 然而ꎬ另一些研究表明自然资源不是“诅咒” (方颖等ꎬ
２０１１)ꎬ甚至是“福音”ꎬ自然资源短期内促进了关联产业的发展ꎬ提高了当地就业和工资水平

(Ａｌｌｃｏｔｔ ａｎｄ Ｋｅｎｉｓｔｏｎꎬ２０１８ꎻＨａｓｓ ａｎｄ Ｐｏｅｌｈｅｋｋｅꎬ２０１９)ꎮ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既是正式制度的构建者又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ꎬ政府的失灵与

否是决定经济发展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ꎬ２０１３)ꎮ 已有大量文献基于

９６

①

②

例如 Ｂｒｏｌｌｏ 等(２０１３) 发现转移支付加剧了地方预算软约束ꎬ导致了更多的寻租问题ꎮ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
(２００９)从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出发ꎬ论述了转移支付会恶化地方政府激励ꎮ 范子英和张军(２０１０ꎬ２０１３)、
袁飞等(２００８)发现我国转移支付扩大了地方政府规模ꎬ导致财政供养人员膨胀ꎮ

Ａｕｔｙ(１９９３)在研究资源丰裕国家的经济发展困境时ꎬ首次提出了“资源诅咒”ꎮ Ｐａｐｙｒａｋｉｓ 和 Ｇｅｒｌａｇｈ
(２００４)利用跨国数据ꎬ从实证上检验了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负向关系ꎮ 徐康宁和王剑

(２００６)、胡援成和肖德勇(２００７)、邵帅和齐中英(２００８)等利用中国省份层面的数据ꎬ发现“资源诅咒”在中

国同样成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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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框架ꎬ细化了“资源诅咒”中的制度效应机制ꎬ提出了自然资源导致政府失

灵的若干机理ꎬ这些机理大多数反映为政府财政支出行为的扭曲ꎬ即资源丰裕导致政府官员

自利性、寻租类支出增加ꎬ公共服务提供能力下降(Ｒｏｓｓꎬ２０１５)ꎮ 具体来说ꎬ已有文献主要从

以下四个方面阐述了制度效应机制:
首先ꎬ资源性财政收入作为一种“飞来横财”ꎬ主要取决于本地区资源禀赋和资源价格ꎬ

不取决于当地吸引的劳动和资本等要素ꎬ因此地方政府缺乏激励去提供优质公共品吸引要

素流入ꎬ导致财政支出结构中官员自利性、寻租类支出增加ꎬ公共品供给不足(Ｂｅｓｌｅ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ｓｏｎꎬ２０１０ꎻＭａｒｔｉｎｅｚꎬ２０１７)ꎮ

第二ꎬ在西方式选举体制下ꎬ政客需要在个人短期寻租收益和寻求选民支持获得连任之

间权衡ꎬ寻租可以增加个人短期收益ꎬ但其挤压了公共服务支出ꎬ因此会降低选民满意度从

而降低未来连任的概率ꎮ 如果资源价格处于暂时性的上升期ꎬ在位政客短期内获取寻租收

益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ꎬ因此其更倾向于短期寻租(Ｐｅｒ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ｂｅｌｌｉｎｉꎬ２０００)ꎮ 如果资源

收入永久性增加ꎬ政府预算规模将永久扩大ꎬ由于选民对政府预算存在信息不对称①ꎬ预算

规模的增加将降低政客寻租被选民发现的概率ꎬ因而也会导致寻租活动增加(Ａｒｍａｎｄ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第三ꎬ在位政客可能通过资源性财政收入来收买特定利益集团ꎬ从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

位ꎮ 收买特定利益集团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向支持者提供政府职位ꎬ进而导致财政供养人员

的过度膨胀ꎬ公共品提供不足(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６)ꎮ
第四ꎬ采矿业繁荣意味着企业家进入采矿业可以获得更为丰厚的利润ꎮ 由于采矿业通

常受政府较多的管制ꎬ企业通常需要得到政府审批才能获得矿产资源开采权ꎬ同时环境、安
全生产、矿区边界划分、资源出口等方面均受到政府管制ꎮ 采矿业繁荣会吸引企业家投入更

多资金向政府官员行贿ꎬ从而恶化官员质量ꎬ降低公共品供给 ( Ｔｏｒｖｉｋꎬ２００２ꎻＡｓｈｅｒ ａｎｄ
Ｎｏｖｏｓａｄꎬ ２０１４) ꎮ

在上述理论研究基础上ꎬ国外近年来也有大量实证文献研究了资源丰裕对政府财政收

支行为和公共品提供的影响ꎬ然而却没有得出一致性的结论ꎮ 一方面ꎬ很多文献表明资源繁

荣对提升地方公共服务的作用十分有限ꎮ Ｍｏｎｔｅｉｒｏ 和 Ｆｅｒｒａｚ(２０１２)使用巴西数据发现石油

开采使地方政府雇员人数显著增加ꎬ但是基建、教育以及医疗等公共品投资没有明显增长ꎮ
Ｃａｓｅｌｌｉ 和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２０１３)基于巴西的数据也发现ꎬ尽管石油开采显著提高了地方政府决算

报告中显示的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ꎬ但从最终提供的公共品上看ꎬ地方民众并

没有感受到公共服务的改善ꎬ财政资金很大一部分被腐败行为消耗ꎮ Ｓａｌａ－ Ｉ－Ｍａｒｔｉｎ 和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２０１２)基于尼日利亚的案例研究也表明资源丰裕对公共品改善没有明显作用ꎮ
Ｂｏｒｇｅ 等(２０１５)发现即使在制度较为完善的挪威ꎬ自然资源禀赋的提高也显著降低了地方财

政支出效率ꎮ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２０１７)基于哥伦比亚的研究发现普通税收收入的提高增加了地方公

共品供给ꎬ而资源性财政收入的提高并没有增加地方政府在公共品上的供给ꎮ 另一方面ꎬ也

０７

①国外的一项调查表明 ５８％的被访者不清楚什么是采矿特许权使用费ꎬ而知道采矿权使用费的被访者

中 ５６％的人不清楚这些钱是如何使用的ꎬ除非当地媒体或政府官员公布资源收入的相关信息(Ｍｏｎｔｅｉｒｏ ａｎｄ
Ｆｅｒｒａｚꎬ２０１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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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数研究发现资源丰裕对公共品提供有正向作用ꎮ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等(２００２)基于博茨瓦纳案

例研究显示ꎬ资源丰裕地区大量投资生产性基础设施、教育以及医疗ꎮ Ｏｌｓｓｏｎ 和 Ｖａｌｓｅｃｃｈｉ
(２０１５)使用印尼数据发现石油开采对教育和基本建设支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ꎮ

(二)理论框架与假说

虽然上述国外文献已提出了自然资源对政府治理与公共品供给的多种影响机理ꎬ然而ꎬ
由于不同国家制度背景存在较大差异ꎬ其中一些机理并不适用于中国ꎮ 因此ꎬ有必要基于中

国的制度背景重新审视这一问题ꎮ 本文认为自然资源对中国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的影响机

理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ꎬ中国地方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激励是财政激励ꎬ例如财政分权理论认为较高的税

收留成率激励了地方政府提供优质公共品(吕冰洋ꎬ２０１８)ꎮ 基于这一角度ꎬ采矿业繁荣使资

源型地区地方政府对非采矿业税收的依赖程度较低ꎬ因此地方政府缺乏动力去提供优质公

共品来吸引税基流入(Ｂｅｓｌｅ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ｓｏｎꎬ２０１０)ꎮ 具体地ꎬ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ꎬ地
方政府缺乏激励去增加基础设施等生产性公共品ꎬ从而获取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税基高度

依赖于资本流入的收入ꎮ 另一方面ꎬ地方政府也缺乏动力去通过改善民生性公共品来吸引

人口流入ꎬ从而增加个人所得税、土地出让金等税基高度依赖于人口流入的收入ꎮ 基于上述

理论ꎬ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说:
假说 １:采矿业繁荣降低了地方政府对非采矿业税收的依赖程度ꎬ因此ꎬ其缺乏动力去提

供优质的公共物品ꎬ从而不会促进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ꎮ
第二ꎬ中国对地方官员的监督主要是上级政府的纪检监察和审计监督ꎮ 地方官员如果

通过压缩正常公共品提供来扩充财政供养人员规模ꎬ并从中获取寻租利益ꎬ将可能成为上级

政府审计和监察的对象ꎮ 但对于资源型地区而言ꎬ采矿业繁荣带来财政收入的明显增加ꎬ为
地方官员扩张财政供养人员规模、违规使用财政资金提供了更多空间ꎮ 如果审计和监察力

度不随之加强ꎬ采矿业繁荣可能诱使官员更加铤而走险、追求短期利益ꎬ减少各类公共品的

供给ꎮ 基于此ꎬ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说:
假说 ２:采矿业繁荣容易诱发官员寻租腐败ꎬ造成官员短视ꎬ不利于公共品供给ꎮ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资源繁荣对公共品提供的影响ꎬ本文使用地级行政面板数据ꎬ构建了如(１)式
所示的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ｌｎＹｉｔ ＝α＋βｌｎ ｐｔ－２×ｑｉ＋(Ｚ ｉ×ρｔ) ′θ＋ηｉ＋λ ｔ＋εｉｔ (１)

(１)式中:Ｙｉｔ表示 ｉ 市(地区、自治州)在第 ｔ 年的各项公共品供给ꎮ ｑｉ表示 ｉ 市(地区、自治

州)的人均初始矿产资源禀赋ꎮ ｐ 表示矿产的国际市场价格ꎬ由于采矿业繁荣对公共品提供

的影响存在滞后作用ꎬ且公共品的提供周期较长ꎬ因此ꎬ对公共品进行估计时ꎬ将资源价格滞

后了两期ꎮ 我们也使用滞后一、三期价格作为稳健性检验ꎮ 系数 β 表示资源繁荣对地区公

共服务供给的影响ꎮ Ｚ ｉ×ρｔ 表示地级市(地区、自治州)初始特征Ｚ ｉ与年份虚拟变量ρｔ的交互

项ꎬ地级市初始特征包括初始人均 ＧＤＰ、人均财政支出、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等ꎬ以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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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不同初始特征的地级市在随后各个年份所受到的差异性冲击ꎮ ηｉ表示地级市的固定效

应ꎬλ ｔ表示年份固定效应ꎬεｉｔ表示随机扰动项ꎮ 所有回归估计均使用了稳健标准误并聚类到

地级市层面ꎮ
本文沿用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等(２０１３)的方法ꎬ使用 ｉ 市人均初始矿产资源禀赋ｑｉ与资源价格交

互项ꎬ表示 ｉ 市在第 ｔ 年的采矿业繁荣程度ꎮ 具体来说ꎬ构造过程分为如下两步:
(１)第一步ꎬ计算 ｉ 市人均初始矿产资源禀赋ｑｉ:
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９９５ 年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下文简称全国工业普查资料)

中企业微观数据ꎬ计算出 １９９５ 年 ｉ 市 ｊ 采矿业的产值( ｊ 为矿物名称ꎬ包括煤矿、石油、天然气

等)ꎮ 将 ｉ 市 ｊ 采矿业的产值 Ｏｕｔｐｕｔｉｊ０除以 １９９５ 年 ｊ 矿物的价格 Ｐ ｉｊ０ꎬ得到了 １９９５ 年 ｉ 市 ｊ 采
矿业的产量ꎬ再将其除以 ｉ 市人口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０ꎬ得到人均资源禀赋ｑｉꎬ其中 ｊ 矿物初始产量为

Ｑｉｊ０ ＝
Ｏｕｔｐｕｔｉｊ０ / Ｐ ｉｊ０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０
ꎮ 本文使用 １９９５ 年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测算每个地级市的初始资源禀赋ꎬ原

因是 １９９５ 年全国工业普查资料包含了所有采矿业企业ꎬ可以较为完整地反映每个地区每种

矿物的禀赋ꎮ 同时ꎬ本文主要回归的样本期限为 １９９８—２０１８ 年ꎬ故使用 １９９５ 年的数据也相

对更加外生ꎮ 此外ꎬ煤矿、石油和天然气是中国最主要且开采最多的矿产资源ꎬ三者合计占

１９９５ 年采矿业产值的 ８７％ꎮ 故本文根据煤矿和石油当年对应的价格求得该地区煤矿、石油

和天然气的初始产量①ꎮ
(２)第二步ꎬ根据(２)式计算采矿业繁荣程度:

Ｘ ｉｔ ＝ ∑
ｊ
(Ｑｉｊ０ × ｌｎＰ ｊｔ) (２)

(２)式中:Ｐ ｊｔ表示国际市场上矿物 ｊ 的价格ꎮ (２)式先用 ｉ 市矿物 ｊ 的初始禀赋与国际价格交

互项 Ｑｉｊ０×ｌｎＰ ｊｔ得到 ｉ 市矿物 ｊ 在第 ｔ 年受到的冲击ꎬ然后再将煤炭、石油、天然气三种矿物潜在

收入进行加总ꎬ得到该地区的资源丰裕程度ꎮ 本文主要的基准回归将资源价格滞后了两期ꎮ
这种构造采矿业繁荣的基本思想是:一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在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大幅度

变动ꎬ但是资源价格波动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采矿业的总产值ꎮ 当矿物 ｊ 的国际价格大幅度

上升时ꎬ国内市场价格也通常会上升②ꎬ富含矿物 ｊ 较多的地级市ꎬ其采矿业产值将大幅度上

涨ꎮ 本文不直接使用当年的人均采矿业产值ꎬ原因是当年的人均采矿业产值可能具有内生

性问题ꎬ这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ꎬ采矿业产值与公共品提供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

关系ꎮ 每个地级市的采矿业产值尽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级市的固有资源禀赋ꎬ但是当

地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品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当地矿产企业的行为和产出数量ꎮ 另一方

面ꎬ一些因素可能同时影响地级市的采矿业产值和公共品提供ꎬ尽管本文已经加入了一些可

观测的控制变量ꎬ但是仍然可能存在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ꎬ从而导致遗漏变量问题ꎮ 本质上

看ꎬ这是一种“移动份额”式的回归思路(Ｂａｒｔｉｋꎬ１９９１ꎻ Ｂｏｒｕｓｙａｋ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本文使用

１９９５ 年数据构建初始资源禀赋ꎬ它不受随后年份采矿企业行为的影响ꎮ 同时ꎬ特别是本文使

２７

①

②

由于石油、天然气产值中石油产值占比平均约 ８０％ꎬ而石油和天然气的单位不同ꎬ故本文直接使用石

油价格代替ꎮ
图 １ 和图 ２ 显示ꎬ石油和煤炭的国内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趋势高度吻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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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国际市场价格ꎬ而不是国内市场价格ꎬ国际市场上每种矿物的价格不太会受到国内采矿企

业行为的影响ꎮ 即使中国是某些矿产资源的主要产出国ꎬ但是某一个地级市对整个国际资

源价格的影响非常微小ꎮ
(二)数据说明和变量定义

本文使用的地级市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全国

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以及«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ꎮ 具体而言ꎬ«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包
含了全市小学①、普通中学的在校生人数、专职教师人数、学校数量、医生数量以及医院病床

数量等公共品指标ꎬ样本区间为 １９９８—２０１８ 年ꎮ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包含了全市公路

里程、等级公路里程②指标ꎬ样本区间为 １９９９—２０１３ 年ꎮ 由于本文涉及的公共品包括基础设

施建设、教育以及医疗ꎬ因此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对应的公共支出变化ꎮ 具体地ꎬ«全国地市县

财政统计资料»包含了全市 １９９８—２００６ 年基本建设费、教育事业费ꎬ而医疗事业费是 ２００３
年才开始统计的ꎬ且值得注意的是ꎬ我国财政收支分类标准在 ２００７ 年发生了变革ꎮ 因此ꎬ本
文将财政支出划分为 ２００７ 年之前和 ２００７ 年之后两个阶段ꎬ并对各类支出进行比较ꎬ２００７ 年

之后的财政支出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ꎬ包括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ꎬ由
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在 ２０１４ 年之后不再出版ꎬ２０１３ 年之后的教育支出数据主要来

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ꎬ故最终医疗支出数据选取的样本区间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ꎬ教育支出

的样本区间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 年ꎮ 基本建设支出在 ２００６ 年之后不再统计ꎬ故本文用«中国城市

建设统计年鉴»中公共交通建设支出和道路桥梁支出来衡量城市交通基建支出情况ꎬ该数据

统计区间为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 年③ꎮ 本文煤矿和石油的国际市场价格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大宗商

品价格数据集ꎮ 各地级市煤矿和石油的初始产量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９９５ 年全国

工业普查资料汇编»ꎬ该数据提供了全国范围内 ７５ 万多家工业企业数据ꎬ报告了所有企业的

行业四位数代码、工业销售产值、县级行政代码ꎮ 对于该数据本文首先删去了一些缺失重要

指标以及指标异常的样本ꎬ然后ꎬ将全国工业普查资料中企业所属县的行政代码统一转换为

２０１３ 年的县级代码ꎬ接着根据县级代码生成地级行政代码ꎮ
由于直辖市的财政体制与地级市的财政体制存在较大差异ꎬ不具有可比性ꎬ本文回归当

中ꎬ不含直辖市ꎮ 同时本文所使用的财政支出分类数据样本中包含地区和自治州ꎬ最终得到

全国 ３３３ 个地级行政样本ꎮ 但由于取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指标(如全市小学以及普通

中学师生比、医生数量以及医院病床数量等)不包括地区和自治州ꎬ故最终样本为 ２８３ 个地

级市ꎮ 为了剔除极端值的影响ꎬ本文对各指标最大值和最小值的 １％样本分别进行 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
处理④ꎮ 表 １ 是对全文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ꎮ

３７

①

②

③

④

１９９９—２０１５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统计口径为小学ꎬ２０１５ 之后统计口径为普通小学ꎬ小学包括普

通小学和成人小学ꎬ而成人小学的数量很少ꎮ
由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始于 ２０００ 年ꎬ且 ２０１４ 年之后不再出版ꎬ故其数据区间为 １９９９—２０１３

年ꎮ
城市公共交通指城市供公众乘用的、经济方便的各种交通方式的总称ꎬ 包括公共汽车、电车、轨道交

通(地铁、轻轨、有轨电车、索道、缆车)、出租汽车、公共轮渡等客运交通设施ꎮ ２００９ 年开始«中国城市建设

统计年鉴»不再报告公共交通支出ꎬ只报告轨道交通建设支出ꎬ不包括其他公共交通支出ꎮ
本文也尝试对变量上下 ２％极端值进行了缩尾处理ꎬ结果保持不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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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１９９５ 年煤矿人均产量(十吨 / 人) ０.１３ ０.３３ ０.００ ２.４６ ６ ００８
１９９５年石油人均产量(十桶 / 人) ０.７９ ７.１７ ０.００ １８８.２２ ６ ００８
每万人医院病床数量( ｌｎ) ３.４４ ０.４６ ２.３７ ４.５１ ５ ６３７
每万人医院医生数量( ｌｎ) ２.８２ ０.４６ １.７６ ４.０３ ５ ６３８
小学师生比(每个学生配备的教师数量)(人)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１０ ５ ７７０
普通中学师生比(每个学生配备的教师数量)(人)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１４ ５ ７６６
每万人公路里程数( ｌｎ)(１９９９—２０１３ 年) ２.９８ ０.５９ １.６８ ４.３６ ４ １７９
每万人等级公路里程数( ｌｎ)(１９９９—２０１３ 年) ２.７９ ０.６０ １.４４ ４.２０ ４ ０９０
人均教育支出( ｌｎ)(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 ４.８６ ０.６４ ３.２８ ７.７５ ２ ８３３
人均基本建设支出( ｌｎ)(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 ３.４７ １.５０ ０.０４ ６.８６ ２ ７０１
人均教育支出( ｌｎ)(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 ６.６１ ０.５９ ３.２７ ８.０４ ３ ４０９
人均医疗支出( ｌｎ)(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 ５.４３ ０.６１ ２.９２ ６.８６ ２ ３２７
人均城市交通建设支出( ｌｎ)(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 ３.７０ １.４９ ０.００ ７.１８ ２ １２０
教育支出 / 总财政支出(％)(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 １８.１８ ６.１５ ３.９３ ３０.２１ ２ ８４２
基本建设支出 / 总财政支出(％)(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 ６.２９ ５.６８ ０.０１ ２７.７３ ２ ７０６
教育支出 / 总财政支出(％)(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 １８.３７ ４.２６ ３.７９ ３０.１２ ３ ４１３
医疗支出 / 总财政支出(％)(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 ７.６４ ２.５０ ２.５０ １６.９２ ２ ３１８
城市交通建设支出 / 总财政支出(％)(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 ７.０６ ９.０９ ０.００ ５０.８１ ２ １１９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１９９８年)(％) ３３.７３ ７.６２ １６.７４ ６０.４８ ６ ９３２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１９９８年)(％) ３９.１２ １２.７１ ８.７０ ７２.３３ ６ ９３２
人均 ＧＤＰ(１９９８) ( ｌｎ)(元 / 人) ８.５５ ０.７１ ６.４８ １０.３５ ６ ９６１
人均财政收入( ｌｎ)(元 / 人) ６.７１ １.２０ ３.６８ １１.７１ ６ ７５１
人均财政支出( ｌｎ)(元 / 人) ７.５９ １.０９ ４.２４ １１.９７ ６ ７７７
人均税收收入( ｌｎ)(元 / 人) ６.４４ １.０９ ４.２０ ９.１３ ３ ２８０
人均增值税收入( ｌｎ)(元 / 人) ５.００ ２.３１ ２.０４ １３.８２ ５ ３０２
人均企业所得税收入( ｌｎ)(元 / 人) ３.７２ １.４１ ０.６０ ７.１１ ４ ５７９
每万人财政供养人员数量( ｌｎ)(人) ５.８０ ０.３０ ４.３９ ７.６２ ３ ９８４
人均审计违规金额数( ｌｎ)(元 / 人) ２.９２ １.７１ ０.２１ ６.９７ ５ ３９６
　 　 注:«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中人均基本建设支出的缺失值较多ꎮ 人均城市交通建设支出包含公
共交通支出和道路桥梁建设支出ꎮ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估计结果

首先ꎬ根据(１)式ꎬ本文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ꎬ对地区采矿业繁荣程度影响地区教育、
医疗以及基础设施等公共品提供进行回归ꎬ结果见表 ２ꎮ 其中ꎬ教育公共品质量我们使用中

小学生师生比来衡量ꎬ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首先ꎬ师生比本身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显

示教育公共品提供质量的高低ꎬ且一些研究表明学校师生比与学生考试成绩密切相关

(Ｓｃｈａｎｚｅｎｂａｃｈꎬ２００６ꎻ柳光强等ꎬ２０１３)ꎻ第二ꎬ师生比能够有效地反映其他教育投入的差异

(张海峰等ꎬ２０１０)ꎬ因为教育经费很大一部分被投入到教师及其相关的领域①ꎻ最后ꎬ在已有

的数据中找不到比师生比更好的度量指标:由于基础教育阶段还没有一项针对全国各地区

４７

①以 ２０１８ 年为例ꎬ小学和普通中学教育经费支出中 ６０％为工资福利支出ꎬ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９ 年«中国教

育经费统计年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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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标准化考试ꎬ因此无法用标准化考试成绩来衡量教育公共品质量ꎮ 故本文参考了现

有文献的做法ꎬ使用师生比来度量教育质量ꎮ 列(１)和列(２)分别汇报了以小学师生比和普

通中学师生比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ꎬ结果表明ꎬ采矿业繁荣对当地教育公共品提供的影

响不显著ꎬ说明采矿业繁荣没有明显地改善当地义务教育公共服务ꎮ 列(３)和列(４)分别汇

报了以每万人医院病床数量和每万人医院医生数量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ꎬ回归结果均

为负ꎬ且不显著ꎬ表明采矿业繁荣对地区医疗公共品提供也没有明显的影响ꎮ 列(５)和列

(６)分别汇报了以每万人公路里程数和每万人等级公路里程数为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ꎬ
估计系数均不显著ꎬ说明采矿业繁荣对当地道路基础设施也没有明显的改善作用ꎮ 同时ꎬ本
文进一步研究了采矿业繁荣与公共品的非线性关系ꎬ除小学师生比外ꎬ其余指标均不存在非

线性关系①ꎮ

　 　 表 ２ 　 　 采矿业繁荣对公共品提供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小学

师生比
普通中学
师生比

每万人医院
病床数量

每万人医院
医生数量

每万人公路
里程数

每万人等级
公路里程数

ｌｎＰｔ－２×ｑｉ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７ －０.２６８ ０.７８４ ０.７８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１) (０.４５９) (０.４６４) (０.５７２) (０.５６１)
初始特征×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５ ７５８ ５ ７５６ ５ ６２１ ５ ６２２ ４ １７３ ４ ０８４
Ｒ２ ０.７３２ ０.６６６ ０.９３２ ０.８３４ ０.９０５ ０.８７１

　 　 注: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地级市层面的标准误ꎮ

接下来ꎬ本文进一步检验了资源丰裕程度对小学和普通中学学生、教师数量的影响ꎬ回
归结果见表 ３ꎬ从回归结果可知ꎬ资源丰裕程度对小学和普通中学师生数量均没有明显影响ꎮ

　 　 表 ３ 　 　 资源丰裕程度对小学和普通中学师生数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每万人小学在
校学生数量

每万人小学
教师人数

每万人普通中学
在校学生数量

每万人普通中学
教师人数

ｌｎＰｔ－２×ｑｉ
－０.５３９ －０.６５６ ０.２７３ ０.２６８
(０.６３２) (０.４７９) (０.４２８) (０.４５３)

初始特征×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５ ７５８ ５ ７６９ ５ ７６８ ５ ７５７
Ｒ２ ０.７８５ ０.７７４ ０.７３７ ０.６４１

　 　 注: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地级市层面的标准误ꎮ

(二)工具变量估计

表 ２ 是简约式估计(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ｆｏｒｍ)的结果ꎬ本文还尝试了工具变量回归ꎮ 本文使用

５７
①由于篇幅有限ꎬ在文中没有汇报结果ꎬ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来信索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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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了各地级市历年规模以上企业煤炭与石油产值ꎬ根
据历年煤炭和石油价格计算得到各个地级市每年的煤矿与石油产量ꎬ与公式(１)中外生解释

变量(ｌｎｐｔ－２×ｑｉ)构造方式一样得到本文的内生解释变量———各地级市煤炭与石油产值ꎬ再将

１９９５ 年的产量与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滞后二期的矿产品价格的乘积作为其工具变量ꎬ进行 ２ＳＬＳ
回归ꎮ 首先表 ４ 汇报了二阶段的 Ｆ 统计值ꎬ均大于 １０ꎬ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ꎬ同时ꎬ一阶段

回归结果表明内生变量与工具变量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①ꎮ 因此ꎬ工具变量同时满足

相关性和外生性假定ꎮ 表 ４ 工具变量的结果表明ꎬ地级市采矿业丰裕程度对所有公共品均

没有显著的影响ꎬ与表 ２ 的简约式估计结果一致ꎮ

　 　 表 ４ 　 　 ＩＶ 估计结果

变量
小学

师生比
普通中学
师生比

每万人医院
病床数量

每万人医院
医生数量

每万人公路
里程数

每万人等级
公路里程数

地级市资源产值
０.１８２ ０.０７６ －０.４１２ ２.５９０ －１.２６６ －３.３４９

(０.１３０) (０.１３７) (２.６２４) (３.５４３) (４.５５５) (６.１５４)
初始特征×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４ ０８４ ４ ０８３ ３ ９３８ ３ ９３９ ３ ８９６ ３ ８０８
Ｒ２ －０.１３１ ０.００９ ０.１５０ －０.００９ ０.１４８ ０.０９１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３１.６３３ ３１.６３５ ３０.４７６ ３０.４４８ ２４.６６９ ２５.９０９

　 　 注: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地级市层面的标准误ꎮ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证明基准结果的稳健性ꎬ本文汇报了在资源价格滞后三期的条件下(见表 ５)ꎬ采矿

业繁荣对各项公共品提供的影响ꎬ回归结果进一步说明资源丰裕程度对民生性公共服务没

有显著的改善作用ꎮ 同时本文发现ꎬ将滞后一期的资源价格以及当期的资源价格分别作为

外生冲击时ꎬ资源丰裕程度对公共品提供均未有明显的影响ꎮ②

　 　 表 ５ 　 　 采矿业繁荣对公共品提供的影响:滞后三期的资源价格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小学

师生比
普通中学
师生比

每万人医院
病床数量

每万人医院
医生数量

每万人公路
里程数

每万人等级
公路里程数

ｌｎＰｔ－３×ｑｉ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７ －０.１２２ －０.５４０ ０.９０７ ０.７８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２) (０.４１７) (０.４８４) (０.５８８) (０.５８９)
初始特征×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５ ７５８ ５ ７５６ ５ ６２１ ５ ６２２ ４ １７３ ４ ０８４
Ｒ２ ０.７３２ ０.６６６ ０.９３２ ０.８３４ ０.９０５ ０.８７１

　 　 注: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地级市层面的标准误ꎮ

６７

①
②

由于篇幅有限ꎬ在文中没有汇报结果ꎬ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来信索取ꎮ
由于篇幅有限ꎬ在文中没有汇报结果ꎬ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来信索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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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有些地级市资源禀赋在本文的研究样本期间内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ꎬ故为了剔除

这些样本对基准结果带来一定的影响ꎬ本文接下来进行了如下的稳健性检验:首先ꎬ根据各

地级市的统计年鉴、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或所属省的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煤炭工业年

鉴»ꎬ整理了 １９９５—２００２ 年各地级市煤矿产量与石油产量数据ꎻ然后ꎬ我们将回归时间段改

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８ 年ꎬ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２ 年地级市平均产值作为初始矿物产值的代理变量ꎬ重新对

资源丰裕程度与公共品提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ꎬ结果见表 ６ꎮ 从回归结果可知ꎬ所有公

共品变量回归系数均不显著ꎬ再次说明本文的结果具有稳健性ꎮ

　 　 表 ６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小学

师生比
普通中学
师生比

每万人医院
病床数量

每万人医院
医生数量

每万人公路
里程数

每万人等级
公路里程数

ｌｎＰｔ－２×ｑｉ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０ －０.１１６ ０.０１８ ０.１３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４) (０.０８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７９) (０.０６６)
初始特征×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４ ４６８ ４ ４６６ ３ ８０５ ４ ３５９ ３ ０７９ ３ ０３６
Ｒ２ ０.８２８ ０.７９５ ０.７８６ ０.９６２ ０.９４４ ０.９３１

　 　 注: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地级市层面的标准误ꎮ

五、机制检验

(一)采矿业繁荣对财政收支总额的影响

接下来ꎬ本文根据(１)式估计了采矿业潜在产值对地级政府自有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影

响ꎮ 采矿业繁荣对财政支出的影响一般从当期开始ꎬ故使用了当期的矿产价格进行回归ꎬ回
归结果见表 ７ꎮ 表 ７ 列(１)汇报了以人均财政收入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ꎬ表明当一个地

区的矿产资源以煤炭为主时ꎬ且当煤炭禀赋位于平均水平时(０.１３)ꎬ当期国际煤炭价格上涨

１０％ꎬ地级市人均财政收入将显著增加 １.６８７％(０.１３×１.２９８×１０％)ꎮ 若地区的矿产资源以石

油为主ꎬ当石油禀赋位于平均水平(０.７９)时ꎬ当期国际石油价格上涨 １０％ꎬ地级市人均财政

收入将显著增加 １０.２５４％(０.７９×１.２９８×１０％)ꎮ 以此类推ꎬ列(２)、(３)、(４)依次表明当地区

矿产资源以煤矿为主ꎬ且煤炭资源禀赋处于平均值时ꎬ当期国际煤炭价格上升 １０％ꎬ地级市

人均税收收入将显著增加 ２.２３６％、人均增值税收入增加 ４.２１２％、人均企业所得税收入增加

３.８８４％ꎮ 资源景气带来了大量的财政收入ꎬ然而现有研究发现非采矿业企业的增值税有效

税率以及税收征管均存在逆资源景气周期ꎬ即中国存在“税收的资源诅咒” (Ｂａｉ ａｎｄ Ｃｈｅｎꎬ
２０２１)ꎬ那么这将会增加地方政府对资源收入的依赖ꎮ

本文进一步研究了采矿业繁荣对地方财政支出总额的影响ꎮ 表 ７ 列(５)汇报了以人均

财政支出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ꎬ控制初始特征变量的时间趋势影响以及固定效应之后ꎬ
结果显示ꎬ当地区的矿产资源以煤炭为主ꎬ且当煤炭禀赋位于平均水平时(０.１３)ꎬ当期国际

煤炭价格上涨 １０％ꎬ地级市财政支出将显著增加 １.１４８％ꎮ
综上ꎬ资源丰裕程度显著提高了地区财政收入ꎬ但由此会降低其对非采矿业税收的依

赖程度ꎬ故地方政府将缺乏动力提供良好的公共品ꎬ这也验证了本文的第一个假说ꎮ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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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７ 　 　 采矿业景气对财政收支总额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人均财政

收入
人均税收

收入
人均增值税

收入
人均企业所
得税收入

人均财政
支出

ｌｎＰｔ×ｑｉ
１.２９８∗∗ １.７２０∗∗ ３.２４０∗∗∗ ２.９８８∗ ０.８８３∗∗

(０.６２７) (０.７０３) (０.７００) (１.５２８) (０.４０２)
初始特征×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６ ７１６ ３ ２６７ ５ ２７８ ４ ５５７ ６ ７４２
Ｒ２ ０.９６３ ０.９６５ ０.９８５ ０.９２２ ０.９８０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下显著ꎮ 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地级市层面的标准误ꎮ

(二)采矿业繁荣与分项财政支出及其占比

表 ８ 汇报了采矿业繁荣对地级市主要公共服务支出影响的估计结果ꎬ其中 Ｐａｎｅｌ Ａ 是人

均各项支出ꎬＰａｎｅｌ Ｂ 是各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ꎮ 列(１)和列(３)可见ꎬ采矿业繁荣对人

均教育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ꎬ但是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并没有显著提升ꎮ 列(２)
的结果显示ꎬ采矿业繁荣对人均基本建设支出以及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均没有

明显的促进作用ꎬ而列(５)的结果表明资源丰裕程度会显著降低城市交通建设支出规模ꎮ 列

(４)的结果显示ꎬ采矿业繁荣也未提升人均医疗支出和医疗支出占比ꎮ 与此同时ꎬ本文进一

步检验了资源丰裕度与各项公共支出占比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ꎬ非线性回归结果表明

９５％以上地级市的教育支出占比随着采矿业繁荣而显著下降ꎬ且值得注意的是ꎬ这里强调的

是相对的效果ꎬ而非绝对意义上的效果①ꎮ

　 　 表 ８ 　 　 采矿业繁荣对主要财政支出及占比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１９９８—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 年

Ｐａｎｅｌ Ａ 人均教育
支出

人均基本
建设支出

人均教育
支出

人均医疗
支出

人均城市交通
建设支出

ｌｎＰｔ×ｑｉ
２.１７２∗∗∗ １.７８４ １.４６７∗∗∗ ０.５９９ －６.５８４∗∗∗

(０.７０９) (１.１３５) (０.３４２) (１.０４７) (１.９６８)
Ｒ２ ０.９２８ ０.９１５ ０.９３６ ０.９０３ ０.７３５

Ｐａｎｅｌ Ｂ 教育支出
比重

基本建设
支出占比

教育支出
比重

医疗支出
占比

城市交通
建设支出占比

ｌｎＰｔ×ｑｉ
９.８８４ －６.０５４ －０.８７７ ４.０６０ －３０.３７４∗

(７.２３０) (１１.０８６) (５.９９５) (５.９０８) (１５.８３８)
Ｒ２ ０.８８１ ０.８２２ ０.７８９ ０.６１３ ０.６４１
初始特征变量×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 ８３０ ２ ６９１ ３ ４０３ ２ ３１６ ２ １１９

　 　 注:∗∗∗、∗分别表示在 １％和 １０％水平下显著ꎬ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地级市层面的标准误ꎮ

８７
①由于篇幅有限ꎬ在文中没有汇报结果ꎬ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来信索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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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８ 结果表明ꎬ采矿业繁荣尽管未提升当年的教育支出占比ꎬ但是仍然显著提升了当年

的人均教育支出ꎬ但是为什么人均教育支出增加ꎬ师生比未有显著提升? 我们认为很重要的

一个原因是———公共品的提供效率下降ꎬ下文将展示采矿业繁荣导致财政供养人员数量膨

胀和审计违规金额增加ꎬ从而使得财政支出并未转化为有效的公共品供给ꎮ
(三)采矿业繁荣与财政供养人员数量

接下来ꎬ本文继续考察了采矿业繁荣对地方财政供养人员数量①的影响ꎮ 本文使用财

政供养人员数量占地级市人口的比重来衡量政府雇员规模ꎬ回归结果见表 ９ꎮ 具体地ꎬ列
(１)表明当矿产资源价格上升时ꎬ该地区每万人口中财政供养人员将显著增加ꎬ具体而言ꎬ若
地区的矿产资源以煤矿为主ꎬ当煤矿价格上涨 １０％ꎬ每万人口中将多增加 １.７８６％(０.１３×
１.３７４×１０)的财政供养人员ꎮ 同时ꎬ本文也发现资源价格上涨的效应具有滞后性ꎬ上一期价

格上涨对当期财政供养人员数量依旧有显著的影响(见列(２))ꎬ结果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

正ꎮ 财政供养人员数量的膨胀ꎬ需要耗费大量的行政管理经费ꎬ因此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公共

品供给水平没有显著提升ꎮ 现有研究表明政府人员规模与地方政府治理恶化之间存在正向

相关关系ꎬ因此财政供养人员数量的膨胀也反映出地方财政资金使用偏离了最优的公共品

供给水平ꎮ

　 　 表 ９ 　 　 采矿业繁荣对地方财政供养人员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每万人财政供养人员数量 每万人财政供养人员数量

ｌｎＰｔ×ｑｉ
１.３７４∗∗∗

(０.２８５)

ｌｎＰｔ－１×ｑｉ
１.１６３∗∗∗

(０.２７０)
初始特征×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 ９８４ ３ ９８４
Ｒ２ ０.９０１ ０.９０１

　 　 注:∗∗∗表示在 １％水平下显著ꎬ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地级市层面的标准误ꎮ

为了检验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是否存在向下刚性ꎬ本文根据资源价格的年度变化方向

设置了时间虚拟变量( ｆａｌｌ)ꎬ资源价格下跌年份赋值为 １ꎬ反之赋值为 ０ꎬ结果见表 １０ꎮ 从

结果可知ꎬｌｎＰ ｔ×ｑ ｉ×ｆａｌｌ 的系数不显著ꎬ这说明采矿业繁荣对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的影响具有

对称性ꎬ资源价格上升期ꎬ财政供养人员数量相对膨胀ꎻ资源价格下跌期ꎬ财政供养人员数

量相对收缩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回归分析我们仅能得到“相对”值ꎬ即准确地讲ꎬ资源价格上

升期ꎬ资源丰裕地区的财政供养人员数量相对增长更快ꎻ资源价格下跌期ꎬ资源丰裕地区

的财政供养人员数量相对增长更慢ꎮ 实际上ꎬ我们查看了地级市层面的财政供养人员数

９７

①财政供养人员是一个比公务员更为宽泛的概念ꎮ 这里的财政供养人员是指由财政支付个人收入以

及办公费用的人员ꎬ包括政府公务员、参公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不含优抚人员)(程文浩、卢大鹏ꎬ２０１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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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ꎬ不论是资源丰裕地区ꎬ还是资源贫乏地区ꎬ财政供养人员数量大都随时间推移明显增

加ꎮ 对于资源丰裕①地区ꎬ财政供养人员数量相比上一年增加的城市－年份观测值占９３.６％ꎬ
减少的观测值仅占６.４％ꎮ 对于资源贫乏地区ꎬ财政供养人员数量相比上一年增加的城市－
年份观测值占８９.６％ꎬ减少的观测值仅占 １０.４％ꎮ

　 　 表 １０ 　 　 资源价格与财政供养人员数量
变量 财政供养人员数量

ｌｎＰｔ×ｑｉ
１.３５３∗∗∗

(０.２９４)

ｌｎＰｔ×ｑｉ×ｆａｌｌ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３)

初始特征×年份虚拟变量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 ９８４
Ｒ２ ０.９０１

　 　 注:∗∗∗表示在 １％水平下显著ꎬ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地级市层面的标准误ꎮ

(四)采矿业繁荣与财政资金违规使用

进一步ꎬ本文研究了采矿业繁荣对地方财政资金滥用的影响ꎮ 本文根据 ２００２—２０１８
年公开的«中国审计年鉴»资料ꎬ整理得到了每个地级市政府财政违规资金的数额ꎮ 本文

使用人均审计违规金额来衡量地方财政资金滥用程度ꎬ回归结果见表 １１ꎮ 列(１)结果显

示当期资源价格上涨对人均审计违规金额没有显著影响ꎬ但是列(２)的结果表明上一期

资源价格对当期人均审计违规金额有显著正向影响ꎬ且当资源价格上涨 １０％ꎬ矿产资源以

煤炭为主的地区人均审计违规金额将显著上升 ４.７７４％(０.１３×３.６７３×１０)ꎬ造成财政资金

使用效率低下ꎬ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何财政支出数额的增加ꎬ未能有效转化为公共品供给

的增加ꎮ 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第二个假说ꎬ即资源丰裕容易诱发官员寻租腐败ꎬ降低公

共支出效率ꎮ

　 　 表 １１ 　 　 采矿业繁荣对财政资金违规使用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人均审计违规金额 人均审计违规金额

ｌｎＰｔ×ｑｉ
２.６１５

(１.７６２)

ｌｎＰｔ－１×ｑｉ
３.６７３∗∗

(１.４５６)
初始特征×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５ ３９６ ５ ３９６
Ｒ２ ０.８２８ ０.８２９

　 　 注:∗∗表示在 ５％水平下显著ꎬ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地级市层面的标准误ꎮ

０８
①这里区分资源贫乏和资源丰裕ꎬ我们用资源产值×价格对数值的中位数衡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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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资源型地区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采矿业ꎬ而财政资金的有效利用是提高民生福祉和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ꎮ 现有大量文献研究了资源性收入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ꎬ
但是鲜有关注其对政府公共品提供以及财政支出的影响ꎮ 鉴于此ꎬ本文以地方政府提供公

共品为切入点ꎬ使用 １９９８—２０１８ 年中国地级市层面数据ꎬ利用国际资源价格作为外生冲击ꎬ
实证检验了资源禀赋对地区公共品提供的具体作用ꎬ以此打开了资源丰裕地区财政资金使

用的“黑箱”ꎮ
本文的计量结果显示ꎬ采矿业繁荣对地区教育、医疗以及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均没有明

显改善作用ꎮ 考虑了模型的内生性和遗漏变量等问题、改变核心解释变量以及变换样本期

限后ꎬ上述结果依旧稳健ꎮ 进一步研究发现ꎬ尽管采矿业繁荣显著增加了地方的财政收入和

支出总额ꎬ但并未提升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ꎮ 作用机制检验发现ꎬ
采矿业繁荣显著增加了财政供养人员数量、扩张了政府规模ꎬ同时也增加了财政资金违规使

用的比例ꎬ导致财政资金的低效使用ꎮ 这也正是造成公共财政支出与公共品数量之间反差

的主要渠道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ꎬ公共品投入不足、政府规模膨胀ꎬ可能是导致资源型地

区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结合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ꎬ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１)中国的矿产

资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ꎬ为缩小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ꎬ应该将资源开发获取的财

政收益ꎬ用于有效地增加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公共品供给ꎬ这不仅能够提升当地民众福利

水平ꎬ增加民众获得感ꎬ而且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水平ꎬ一方面可以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ꎬ促进

资源地区人力资本的提升ꎬ为长期经济增长打下基础ꎻ另一方面ꎬ也可以吸引更多企业入驻ꎬ
提升本地非资源税收收入ꎬ降低地方政府对资源收入的依赖度ꎬ为资源地区经济转型提供基

础ꎮ (２)应该科学合理地安排财政支出ꎬ优化财政支出结构ꎮ 一是压缩行政管理支出规模ꎬ
合理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数量的增长ꎮ 二是提高民生性支出水平ꎬ包括教育支出、社保支出等

民生支出的相对占比ꎮ 同时提升资源型地区财政支出预算的约束力和执行的刚性ꎬ强化对

财政支出的绩效管理ꎬ加强上级政府的监督审查ꎬ使得财政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更加合理ꎮ
(３)要求地方政府公开披露自然资源开采的相关信息ꎬ包括勘探权、开采权具体的审批流程ꎬ
纠正信息披露的随意性等不规范问题ꎬ使大众充分掌握信息并进行有效监督ꎬ使权力在监督

下运行ꎬ这样将会抵消自然资源带来的“治理诅咒”效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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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８ ｔｏ ２０１８ꎬ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ｒｉｃｅｓ ａｓ ａｎ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ａ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ｆｉｓｃａｌ ｒｅｖｅｎｕｅꎬ ｉｔ ｈａｓ ｎｏ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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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ｐ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ｆｉｓｃａｌ ｒｅｖｅｎｕｅｓ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ｆｕｎｄｓ ｉ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ｆｕｎｄｓ ｕ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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