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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资助$本文在研究中得到了沈坤荣教授的悉心帮助$作者感谢单豪杰博士所提供的部分数据#日
本名古屋大学经济学研究科教授小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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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及曾军平副教授对本文提出了十分有益的建议$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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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对中国的地区经济增长会产生阻碍作用$

税收竞争'经济集聚与地区投资行为
付文林

"

耿
"

强!

摘
"

要
"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区间招商引资竞争广泛存在$

本文通过一个纳入经济集聚因素的新古典投资决策计量模型#考察
了税收激励对投资地域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目前在中东部地区经
济集聚可为地方财政带来一定的集聚租金#这使地区间税收激励政
策呈现为差异化竞争策略&投资的流动性'地区经济基础'投资的
产权性质等均对地区的税收激励政策选择有重要影响$本文的研究
意味着#实现区域均衡发展需要构建稳定的地区间财力分享制度'

改善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发展基础$

""

关键词
"

税收竞争#经济集聚#资本使用成本#投资竞争

一!引
""

言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各地区被赋予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在政治晋升和

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目标诉求下#地方政府常常会通过税收手段展开经济竞
争$地区间的税收竞争一方面有助于减少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推进
市场化改革进程#因而会促进经济增长!

/(*)*)QT-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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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和
刘志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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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招商引资中的税收优惠竞争#也造成地区税率不断下降#

进而使地方公共品供给不足#降低社会总福利水平!

h*23=

#

!X%$

&周黎安#

$""#

&张晏#

$""C

"$尽管
!XX#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的地区间税收竞争
已经少有

$"

世纪
N"

年代那种严重的地区割据行为#但土地优惠'税收返还
等依然广泛存在#这种竞争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会扭曲资本等要素的市场化流
动#阻碍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

在中国这样一个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非常典型的国家#地区间税收竞争
的首要目标当然是招商引资#但之前关于中国地区间税收竞争与资本流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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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研究证据却很少#一些相关性研究基本上都是讨论
U:i

的税收优惠竞争
问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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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实中招商引资竞争当然不会仅限于吸引
U:i

#对内资企业的投资竞争同样也非常激烈#如陈晓和李静!

$""!

"关于上
市公司所得税负担的研究中#就发现很多地区都会给上市公司以税收返还或
减免的特别优惠#这种特殊的税收优惠安排应该与上市公司跨区域配置资源
的能力较强有直接关系$况且#自

!XXX

年以来中国的外商和港澳台经济的固
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均不超过

!"Z

$

$显然#基于全社会
总投资角度#研究招商引资中的税收竞争的特征与绩效#应当对理解和把握
地区间税收竞争的经济效应更为重要$

$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G 邓惠惠#(贸易自由化'要素分布和制造业集聚)#,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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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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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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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地理理论指出#企业投资的区位分布并非单一均衡#而是一个多
重均衡$因为大量企业在一个地区集聚#会加快知识'技术的传播#在一个
经济集聚区进行投资的企业会获得集聚租金!

b1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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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即使地方政
府实施高税率政策#只要企业投资的净集聚租金大于

"

#依然会吸引投资流
入$也就是说#在经济集聚的税收效应作用下#地区间招商引资的税收竞争
并不必然导致各地区竞相降低税率的(囚徒困境) !

1*,32-2'3A-22-.

"$而
中国目前恰恰是经济集聚的地区差别很大的国家#如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
查显示#在制造业部门的

$X

个行业的销售收入中#东部地区所占份额超过
X"Z

的有
#

个行业#超过
%"Z

的有
$"

个行业$

G

在产业主要向东部地区集中的背景下#当然有必要在一个更为一般的分
析框架中#考察我国地区间招商引资的税收竞争策略行为特征$本文通过对
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集聚水平的计算#在一个纳入税收竞争'经济集聚等
多种因素的投资决策计量模型中#讨论地区间税收竞争的资本流动效应$希
望此项研究可以在理论上为把握地区间税收竞争的特征和经济效应以及地区
间增长潜力与约束条件得出一些更加直接的证据#进而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照$

本文以下的内容安排为%第二部分是国内外相关文献评述#第三部分为
计量分析框架#第四部分是变量说明和计量分析方法#第五部分是实证分析
结果#最后是简短结论$

二!文献评述
尽管在

V(3A-02

!

!XCD

"所构建的地区竞争模型中#并未涉及地区竞争条
件下的资本流动问题#但由于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此后的许多研
究文献都越来越强调税收竞争对资本等要素流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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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区间资本流动的传统税收竞争理论#一般是从完全信息条件下静
态税收竞争模型出发#考察地方税负与投资的均衡特征$如

h*23=

!

!X%$

"的
研究表明#当地区间竞争流动性资本时#地方政府为吸引企业投资会竞相调
减税率#从而导致竞争地区的囚徒困境$均衡时#各竞争地区的税率降低#

但资本流入不会增加#而地方财政收入的减少会导致地方公共品供给不足$

此后的税收竞争研究主要是基于各种不完全税收竞争模型$

E(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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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指出#税收竞争虽然会导致对资本的低课税#但如果地方政府
可以通过对商品和要素征税#地方的财政收入并不会不足#只是其他商品和
要素的税负会加重$

b()

B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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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的动态税收竞争模型将竞争企
业投资的博弈分成两阶段#企业每阶段的投资区位选择由一个拍卖机制决定#

结论也是均衡时企业区位是有效率的#并且#在每阶段企业都会选择落户基
础设施投资高的地区$不过#考虑到地方政府的声誉问题#税收竞争并不必
然能引起外来投资增加#因为企业预期地方政府未来有激励不信守承诺而对
企业提高征税率#因而导致其减少在当地的投资水平!

V'-.*=*)QE-11*44

#

!XX#

"$

在考虑非同质地区间的税收竞争时#由于竞争地区的规模不一致#均衡
时不同地区在税收竞争中的得益有明显差别$

J0,-?32=P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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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居
民数量不同'资本完全流动的两地区税收竞争问题#因为资本成本对规模大
的地区的税率变化相对更加不敏感#因此#规模大的地区通过降低税率的竞
争手段吸引投资的积极性比较小#均衡时#规模越大的地区#税率会越高$

不过#当假设资本需求为有限弹性#即资本在地区间为不完全流动时#地区
的税率选择则和资本的流动性有关$如

E(4Q*=()

!

$"""

"在一个纳入资本调
整成本的动态税收竞争框架下#对最优地方税率决定进行了分析#他假设资
本存量调整需要成本#而且投资水平越高#资本的调整成本也越高$他的结
论是%资本的需求弹性值越大#实现本地居民收入最大化的均衡税率越低#

即地方政府应对流动性不同的企业执行差别化的税率$

当然#企业投资的区位选择#并不仅仅是考虑各地区的税收成本#还会
从市场环境'产业发展水平等多角度进行权衡$最近的一些研究开始将新经
济地理与税收竞争相结合#分析投资区位的选择问题$因为企业在一个地区
的集聚会带来(集聚租) !

*

BB

4-.31*2(-)13)2

"#因而对那些拥有经济集聚优
势的地区并不需要通过降低税率的方式来吸引资本流入#即经济集聚会导致
地区间存在正的资本税缺口!

J*4QO()*)Q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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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验了田纳西州的县政府如何通过提高财产税和销售税#来获取集聚租#其估
计结果表明#集聚经济不仅使集聚地区的政府可以征收更高的税率#也改变
了各地区的策略性竞争行为$

目前国内的税收竞争研究主要着眼于税收竞争的性质和增长效应两个方
面$周业安!

$""G

"通过博弈分析#指出由于垂直化行政管理架构和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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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的限制#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的良性增长$沈坤荣和
付文林!

$""D

"通过一个空间滞后回归模型#得出了经济发达地区更倾向于
通过高税率'高公共支出手段吸引经济资源的研究结论$张晏!

$""C

"在两
地区的

U:i

竞争博弈模型基础上证明#税收优惠可以吸引
U:i

'增加就业和
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税收优惠的税基扩大和税率下降综合效应也可能导致
总税收收入减少$

&'3)

B

*)QbO*)

!

$"""

"对中国
!XNC

*

!XXC

年的数据研究
表明#区域市场大小'基础设施和优惠政策是决定

U:i

的国内选址的三个最
为重要的因素$关于中国产业空间集聚特征的研究#普遍的发现也是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的绝大部分行业日益向东部沿海省份集中#地理位置优
势'规模报酬递增'国有经济规模'政策倾斜对中国各省的工业空间集聚亦
均有显著影响!金煜等#

$""D

&黄玖立和李坤望#

$""D

"$

三!计量分析框架
投资决策研究的建模思路有新古典投资理论!

9-1

B

3)=-)

#

!XDG

"'托宾
/

理论!

V-A()

#

!XN!

"'资本的有效税率理论!

U34Q=23()!"#$I

#

!XNG

"等多个
方向$由于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省际招商引资竞争#是利用各省市的宏观层面
经济变量#考察地方政府的税收政策'地区的经济集聚水平对固定资产投资
的影响#因而它与企业层面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不同#显然这样一个研究命
题与新古典投资理论更加契合$根据

9-1

B

3)=-)

!

!XDG

"的投资决策理论模
型#企业的总投资

A

可被分为新增投资和重置投资%

A

"

_

A

L

"

a

A

B

"

%

!

!

"

""

上式中的
A

L

"

表示
"

期的新增投资水平#

A

B

"

表示
"

期的重置投资水平$重
置投资是为了补偿固定资产的折旧进行的投资#等于折旧率

#

乘以上一期的
资本存量

I

"\!

#即
A

B

"

_#

I

"

e

!

%

!

$

"

""

假设生产技术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N

"

YI

$

"

@

!

"

#在一个完全竞争要
素市场条件下#均衡时#企业的投资决策条件应当是投资的期望边际收益等
于边际成本#则企业意愿的最优资本存量水平由以下等式决定%

I

!

"

_$

N

"

1

"

# !

G

"

其中
$

是资本产出比#

N

"

是
"

期产出水平#

1

"

表示时期
"

资本的边际使用者成
本$在新古典投资框架中#资本使用者成本通常只取决于利息率'折旧率'

资本品价格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9-1

B

3)=-)

#

!XD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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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C

"#不过#现实经济中#经济集聚因素对企业投资同样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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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重要作用#经济集聚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且也会提高企业的
生产效率#也就是说经济集聚在资本使用成本的计算中可以处理成扣减因素$

考虑到本文研究的主题之一是经济集聚租金问题#因而在分析框架构建中#

将经济集聚从资本使用成本因素中分离出来#纳入集聚因素的资本使用成本
可表示为%

1

"

\G

"

#其中的
G

代表经济集聚因素的正外部性$

新增投资的数量会受到现实经济运行状况的影响#因为宏微观环境的变
化都可能会导致企业意愿资本存量发生改变$而企业的意愿资本存量调整往
往需要多个阶段#因此在一个特定时期

"

#企业部门的新增投资额就可以看做
之前若干阶段的意愿资本改变量的加权和#其中每个阶段的权重是各期意愿
资本改变量中有多大比例形成了

"

期的新增投资支出$这样#我们可以利用一
个分布滞后函数表示代表性经济部门在时期

"

对新投资的需求水平%

A

L

"

_

%

J

\

_

"

=

\

(

I

!

"

e

\

# !

#

"

# 在
F*44*)Q9-1

B

3)=-)

!

!XD%

"中#他们取了前两阶#考虑到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地区间税收竞争#而非税收
政策的时间变化对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这里只取分布滞后函数的第一阶$

C 更仔细的说明请参见
W*43*)Qh1=[*

B

#(

:3<(,(2=

#

i)2313=2T*23=

#

*)Q2'3>=31&-=2-<&*

;

(2*4

%

LT3M

,-)=(Q31*2(-)-<2'3+<<3,2=-<V*̀ @-4(,

5

-)i)?3=2.3)2

)#

L#"'.(#$*#4J.?0(#$

#

$""C

#

CN

!

G

"#

#"X

*

#$D

$

其中#

A

L

"

表示
"

期的企业部门意愿的新投资#

\

表示时期#

=

代表滞后算子#

(

I

!

"\

\

代表之前的
\

期中每期企业的意愿资本存量的变化量$由于对一个多阶
分布滞后函数求显示解往往会非常困难#为便于处理#这里遵循

F*44*)Q

9-1

B

3)=-)

!

!XD%

"的方法#只取分布滞后序列的第一阶#而省略其他阶#

#这
样#新增投资方程为

A

L

"

_"(

I

!

"

e4

A

L

"

\

!

%

!

C

"

""

上式中的
A

L

"

表示
"

期企业部门意愿的新投资#

"

表示滞后参数#

4

是上期
投资对本期投资的影响系数#

(

I

!

"

代表时期
"

企业部门意愿资本存量的变化
量$将!

$

"式'!

C

"式代入方程!

!

"并利用!

G

"式#可得下列固定资产投
资的决定方程

A

"

_$"

"

(

N

"

1

"

e

G

"

e4

A

L

"

\

!

a#

I

"

e

!

%

!

D

"

""

在方程!

D

"中#税收优惠对地区投资的激励效应主要是通过降低资本使
用者成本渠道#吸引企业增加在本地区的投资需求#即在计量分析中#可以
通过计算各地区的资本使用成本#将税收立法中的各种投资优惠政策进行量
化处理$不过#因为

1

"

会受到实际利息率'折旧率'资本品价格'企业所得
税抵免政策'边际企业所得税税率等因素的影响C

#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税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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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高度集中的国家#实际上很难通过各地区的法定税率和纳税处理方法#

计算出资本使用者成本$所以#在以下分析中#我们主要是利用各地区的税
收负担'资本品价格指数两类指标作为资本使用者成本的代理变量#变量选
取会在本文的第四部分进行具体说明$

企业投资的区位选择当然不仅取决于税收成本#也会受到地区经济集聚
水平'市场规模等因素的影响$为了能够分别考察税收竞争与经济集聚对企
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方程!

D

"#并考虑到新增投资与资本存量之间
的共线性问题#本文以下实证分析的基本计量方程是

4)A

'"

_

#

"

a

#

!

4)I

'"

e

!

a

#

$7'"

a

#

G

)

'"

a

#

#

;

'"

a

#

C

G

'"

a

c

'"

5a%

'"

# !

%

"

其中#

A

'"

代表时期
"

地区
'

的固定资产投资#

I

是各地区的资本存量水平#

7

代表经济增长率#

)

表示税率#

;

为资本品价格#

G

反映的是地区经济集聚指
数#

c

是控制变量集#

%

代表回归残差项$

需要指出的是#通常的经济学直观地告诉我们#税率'经济集聚对企业
投资的影响分别为负效应'正效应$经济集聚在这里只被看做能够提高企业
生产效率的因素#对经济集聚水平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可通过税收手段撇
取部分集聚租#从而#相互竞争的地区并不必然要竞相降低税率#而有可能
会出现差异化的税率$为检验地区间招商引资竞争中的税收激励政策和经济
集聚效应的交互影响#本文在计量分析中纳入地区税率和经济集聚的乘积项#

得到计量方程!

N

"%

4)A

'"

_

#

"

a

#

!

4)I

'"

e

!

a

#

$7'"

a

#

G

)

'"

a

#

#

G

'"

a

#

C

;

'"

a

#

D

)

'"

b

G

'"

a

c

'"

5a%

'"

%

!

N

"

""

方程!

%

"和!

N

"即为下面的基本计量分析模型$根据中国现行税制的
双主体特征#在具体的分析中#我们会从所得税和流转税等多个角度对地方
税负进行衡量#以更准确地揭示地区间招商引资竞争的税收激励策略特征$

D 在国内目前的相关研究中#度量产业集聚度的常用方法有%空间
W()(

系数'赫芬达尔指数'熵指数'空间
集聚指数!

+W

指数"等!文玫#

$""#

&魏后凯#

$""$

&路江涌等#

$""D

"$

四!变量说明与分析方法

!一"经济集聚测度
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地区间的税收竞争策略以及经济集聚的租金特征#

而相关统计资料并未公布经济集聚数据$尽管度量产业集聚度的方法有很多D

#

但各种产业集中度指数度量的基本都是产业的空间集聚状况#即特定产业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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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平均分布#还是主要集中在少数地区$而本文关注的是地区经济集聚水
平#这主要体现在各地区产业发展的整体实力上#因而本文采用所有产业的市
场份额的平方和度量各地区的经济集聚水平#具体计算公式是%

%

6

_

%

(

'

_

!

C

$

'

#

其中#

C

'

_

c

'

.

*

# !

X

"

'

代表产业#

c

'

代表
'

产业在该地区的工业销售产值#

*

代表
'

产业的全国工
业销售产值#因而#

C

'

反映的是该地区的
'

产业占全国的市场份额$该地区
的所有产业的市场份额的平方和即为其经济集聚指数$显然#这个指标越大
的地区#其经济集聚度越高$

% 需要指出的是#公式!

X

"尽管在形式上与度量产业市场份额集中度的赫芬达尔指数!

F31<()Q*'4()Q3̀

"

类似#但其经济含义实际并不相同$

N 由于篇幅关系#本文只报告了各省市的经济指数的描述性统计量!表
$

"#对详细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
来信向本文作者索取$

X 郭杰和李涛!

$""X

"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地方政府间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财产税类的税负
水平表现出显著的同期的空间策略互补性特征#而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的税负水平却表现出显著的同期
的空间策略替代性特征$

近年来#随着总部经济对地区竞争力'产业价值链升级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地区间竞争显然不仅在资本密集的制造业#金融'

iV

等技术密集型的产
业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由于无法获得分省市统一统计口径的第三产业

!G

个
行业的连续面板数据集#本文中只计算了制造业部门

GG

个行业的地区经济集
聚度指数#在具体计算中#采用的是工业销售产值数据#时间跨度为

$""!

*

$""N

年$

N

!二"资本使用者成本
影响资本使用者成本的因素#主要是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优惠政策安

排$尽管中国在
$""N

年之前的投资税收优惠主要是根据内外资企业进行划分
的#但实际上地方政府常常会根据投资额'谈判能力给予企业不同程度的税
收优惠#因而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会存在差别$本文中度量地区实际税负的
指标为%地区所得税负和流转税负$

如果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目标是投资#那么地方政府只需在对资本流动
有直接影响的税种上展开竞争#而不必在所有税种上都实行税收优惠#这就
意味着地方政府在开展招商引资的税收竞争时#有可能会出现企业所得税下
降#而个人所得税'营业税等税种的税率上升的情况#即从不同税种角度衡
量的地区税收竞争性质会存在差别$

X为探究在招商引资竞争中#地方政府在
不同税种上的竞争策略安排特征#在实证分析中#我们还估计了包含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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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营业税负的投资决策模型$

!三"资本存量
资本存量指标一般采用永续盘存法公式

I

"

YI

"\!

!

!\

#

"

cA

"

进行计算#

其中
I

"

表示各期的资本存量水平#新增投资
A

"

为各省的固定资本形成额#

#

表
示折旧率$本文的资本存量数据来自单豪杰!

$""N

"#在他的资本存量核算
中#价格平减指数是以

!XC$

年为基年的分省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折旧率
#

为
!"%XDZ

$不过#因单豪杰!

$""N

"的数据集只报告到
$""D

年#本文依据
同样的方法将数据集扩展到

$""N

年#另外#在研究中还根据
$""!

*

$""D

年
间四川和重庆两个省市的固定资本形成平均比例#将原始数据集中合并在一
起的四川和重庆的固定资本存量进行了分离$

!四"控制变量
要在一个一致的理论框架下研究中国的地区间投资竞争问题#必须尽量

控制现有理论中影响企业投资地域选择的因素#包括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
和规模经济等#本文利用各省市的滞后一期公路里程'职工平均工资'滞后
一期实际

W:@

增长率表示$

!"

!" 因为从国民收入核算角度#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主要构成部分#为了避免回归方程的内
生性问题#在实证分析中#选取的是滞后一期

W:@

增长率和公路里程变量$

!! 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固定资产的这种结构性差异$

!$ 这里之所以未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投资变量单独考虑#主要是我们发现根据经济类型区分各类企业
的实际税收负担#主要是国企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差异#而其他各类企业间的差异很小$

!五"因变量
正如

E(4Q*=()

!

$"""

"所指出的#在纳入资本调整成本的动态税收竞争
框架下#地方政府应对流动性不同的企业执行差别化的税率$本文所关注的
回归因变量有两个#一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减住宅投资的对数值!下文简
称固定资产投资"$之所以如此处理#主要是考虑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本身
的结构比较复杂#如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等并非生产性投资#

这些投资相对而言受到税收和经济集聚的影响较小#这样在考察地区间的投
资竞争问题时#就需要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分离出生产性投资支出#但
因为相关统计数据中#并未区分政府的公共投资与企业部门的生产性投资#

因此#本文将各地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扣除住宅投资作为生产性投资的
代理变量$

!!二是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对数值#这主要是考虑到不同经济
类型的企业受地方政府的干预控制可能存在差别#因而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投
资行为会呈现不同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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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尽管税收竞争研究通常希望关注跨地区资本流动的规模#

但因为难以获得准确反映各省市历年投资流入的数据#而且地方政府的招商
引资竞争中#不仅要努力吸引投资流入#也要防止本地企业的投资外流#因
而用各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量数据反映地区间税收竞争的效应当然有其合
理性$分析数据的时间跨度为

$"""

*

$""X

年#表
!

是本文分析变量的说明和
数据来源#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

$

$

表
!

"

分析变量的含义及数据来源
影响因素类别 变量名 变量含义及数据来源
市场条件 劳动力成本 按行业分职工平均工资的对数值#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基础设施 滞后一期公路里程对数值#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资本品价格 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经济增长率 滞后一期实际
W:@

增长率#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税收环境 所得税负担 地方所得税与地区生产总值比率#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流转税负担 地方增值税加营业税与地区生产总值比率#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地区总税负 地方财政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比率#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增值税负 地方增值税与第二产业生产总值比率#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营业税负 地方营业税与第三产业生产总值比率#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经济集聚 经济集聚指数本文作者计算#原始行业数据来自国研网工业统计数据库$

资本存量 滞后一期的实际资本存量#单豪杰!

$""N

"#

$""%

*

$""N

年数据由作
者计算$

表
$

"

主要回归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劳动力成本
N"DDI! %X"N CDCDC N!D!I$ $#"

基础设施
N!$#!I$ D"%N $#"D#C C#$CXIX $#"

资本品价格
$I%N \# !GIG GIGG $%"

经济增长率
!$I! DIC $GIN $IG# $#"

所得税负担
"I""X "I""G "I"#% "I""% $%"

流转税负担
"I"G# "I"!% "I"N# "I"!G $%"

地区总税负
"I"%X "I"#% "I!%C "I"$# $%"

增值税负
"I"$X "I"!G "I"DG "I"!" $%"

营业税负
"I"CG "I"$G "I!G" "I"!X $%"

经济集聚指数
"I!$G "I"""$ !I$C% "I$C% $#"

资本存量
$X!XI% !GCI# !#N$$I$ G"$GI% $#"

固定资产投资
$N$!I! !%%IX !D!!XIG $%GXIN $%"

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
!"C"I" X!ID #GCNIN %!DIG $%"

""

注%表中的劳动力成本等
C

个变量因采用的是滞后一期变量#因而样本量比其他变量小$

!六"分析方法
现实中对企业投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的因素会非常复杂#这意味着计量

模型可能会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遗漏变量误差会导致误差项与解释变量之
间不再相关#为尽可能降低遗漏变量的偏差#我们一方面在控制变量选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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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包括现有理论中一般认为的会对企业投资区位选择造成影响的各种因素#

如市场环境'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水平等变量$考虑到中国目前省际经济
发展差距很大#横截面数据的方差会有差别#因而在分析中采用的是组间异
方差模型广义最小二乘法!

WRH

"$根据对非观测效应的不同假设#面板数据
模型的估计可采用固定效应!

U+

"处理和随机效应!

T+

"处理两种方法#本
文通过

F*0=.*)

检验选择具体的分析模型$

尽管固定效应处理因为控制了因地区不同但随时间不变因素!即非观测
效应"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这部分因素遗漏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但由于
还可能遗漏因地区不同并随时间变化的因素#或者更为复杂的因果反馈关系
而导致内生性问题#回归方程!

%

"和!

N

"的扰动项可能与自变量相关#而
使传统的最小二乘回归为有偏估计#为了解决投资决策方程中可能存在的变
量内生性问题#我们在实证分析中还利用工具变量方法!

$HRH

"对计量模型
进行了回归$考虑到企业的投资项目从决策到形成生产能力#通常需要一个
较长的时间#这样对企业投资的地域选择具有影响的税收政策很可能不是当
期税负#而应该是过去的税负水平#工具变量的选择采用的是相应变量的滞
后一阶值#工具变量有效性采用

&1*

BB

M:-)*4Q

检验#本文各表中报告的是效
应卡方检验的

;

值$

五!地区间投资竞争的计量分析结果
表

G

报告的是基于
$""!

*

$""N

年
G"

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

WRH

'

$HRH

两种回归方法的分析结果$在分析中#我们利用
F*0=.*)

设定检验
!

F*0=.*)=

;

3,(<(,*2(-)23=2

"对估计模型采用
WRH

或工具变量方法进行了识
别#但由于检验不满足

F*0=.*)

设定检验的渐近性假设#并考虑到本文所重
点关注的经济集聚'税负的回归结果在两种回归方法中并不存在根本性差别#

因而在本文中除特别说明#在对回归结果的分析中#将主要讨论基于广义最
小二乘估计模型的回归结果$

表
G

"

税收竞争与省际固定资产投资***总投资

自变量 WRH $HRH

模型
!

模型
$

模型
G

模型
#

模型
!

模型
G

常数项
\#ICN

!!!

\#ID!

!!!

\#I%G

!!!

\#IN"

!!!

\CI"$

!!!

\%I!X

!!!

!

"IG%%

" !

"IGN"

" !

"IGX$

" !

"IGXC

" !

!I$G$

" !

!I!#!

"

经济集聚
"IGX

!

"IGN

!

"I#G

!!

\"I"#

"I$$

!

"I$$

!

!

"I$!"

" !

"I$!!

" !

"I$"C

" !

"I#G"

" !

"I!!D

" !

"I!!D

"

资本存量
"I#X

!!!

"I#X

!!!

"IC"

!!!

"I#X

!!!

"I#C

!!!

"I#N

!!!

!

"I"X%

" !

"I"X%

" !

"I"XD

" !

"I"X%

" !

"I"GG

" !

"I"G!

"

劳动力成本
"I%"

!!!

"I%!

!!!

"I%G

!!!

"I%%

!!!

"IG"

!!

"IDC

!!!

!

"I!""

" !

"I!"$

" !

"I!"G

" !

"I!"N

" !

"I!G

"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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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自变量 WRH $HRH

模型
!

模型
$

模型
G

模型
#

模型
!

模型
G

基础设施
"I"X

!!

"I"X

!!

"I"X

!!

"I"N

!!

"I#X

!!!

"I#$

!!!

!

"I"GD

" !

"I"G%

" !

"I"GD

" !

"I"G%

" !

"I"GN

" !

"I"##

"

资本品价格
\"I""G \"I""G \"I""G \"I""G \"I""D \"I"!!

!

"I""G

" !

"I""G

" !

"I""G

" !

"I""G

" !

"I"!"

" !

"I"!"

"

经济增长率
"I"C

!!!

"I"#

!!!

"I"C

!!!

"I"C

!!!

"I"C

!!!

"I"G

!!

!

"I""D

" !

"I""D

" !

"I""D

" !

"I""D

" !

"I"!C

" !

"I"!C

"

所得税负
\GI"D \GI%D \GIG$

!

$I!ND

" !

$IGX$

" !

$I"N%

"

所得税负
k

经济集聚
CI$#

!

%I$%#

"

流转税负
\#IXN

!

\DID%

!!

\DI$C

!

!

$IN!%

" !

GI!!N

" !

GIN#

"

流转税负
k

经济集聚
!$I#D

!

XIXDD

"

B

$

"IX% "IX% "IX% "IX% "INC "INC

F*0=.*)

检验值
!NID $DIN #NID \!I"N

弱工具变量检验
;

值
"I""" "I"""

样本量
$#" $#" $#" $#" $!" $!"

""

注%!

!

"这里显示的
B

$在广义最小二乘法中为组内值&!

$

"括号中是标准差#

!

'

!!

'

!!!分别代表
!Z

'

CZ

和
!"Z

统计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表
G

利用各省区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因变量的各回归结果表明#经济集聚
的回归系数与之前的理论分析预测基本一致#即经济集聚程度越高的地区#

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越大$而两个税负变量则结论不尽一致#尽管税收负担
越重的地区#总体上会吸引到更少的投资#但所得税负变量在三个模型中均
不显著&而利用流转税负作为解释变量的三个回归模型#流转税负变量的回
归系数均至少在

!"Z

水平上显著为负值#这说明地区间税收竞争确实对投资
具有吸引作用$

经济集聚变量在
$HRH

回归模型中均在
!"Z

显著性水平上为正数#四个
WRH

回归模型中有三个显著#这与新经济地理理论的预测结果一致#也就是在
经济集聚水平越高的地区#企业投资的集聚租金确实越高$正是因为税收竞争
和经济集聚对企业投资的作用相反#经济集聚条件下的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竞
争策略可能存在不同#实际上在下文的分区域回归结果中#确实也发现目前只
有经济集聚较高的中东部省份能够采取更高的税率而获得一部分集聚租金$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手段攫取一部分集聚租#这当然能使传统税收竞
争环境中各地方竞相降低税率的趋势被扭转#相互竞争的地区间出现差异化
的税率!沈坤荣和付文林#

$""D

"#也就是说#税收竞争和经济集聚效应的交
互影响#会使地区间的税率差别变得更加多样化$对一特定地区而言#如果
经济集聚能给本地企业带来集聚租#则地方政府即使征收较高的税率也会吸
引到更多的投资#要明确这个效应的大小#需要利用表

G

的交叉项的回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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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根据回归方程!

N

"可得
;

4)A

'"

;)

'"

_$

G

a$

C

b

G

'"

%

!

!"

"

""

由表
G

#方程!

!"

"的回归系数
)

G

在模型
$

和
#

中均显著为负#而
)

C

则
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固定资产投资关于税率的一阶偏导数的大小取决于经济
集聚指数$对那些经济集聚水平很高的地区#偏导数一般会大于

"

#也就是
说#即使这些省份提高税负#固定资产投资依然会上升$如

$""N

年江苏省的
经济集聚指数是

"IDC

#根据!

!"

"式#江苏的所得税税负上升
!Z

#大致会
使其固定资产投资的对数值下降

"IGC#Z

&而其流转税负每上升
!Z

#其固定
资产投资的对数值则将提高

!I#GZ

$与此相反的是那些经济集聚水平较低的
欠发达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关于税率的一阶偏导数一般会小于

"

#此时#地方
税负上升#固定资产投资会下降#如安徽省流转税负上升

!Z

#会使其固定资
产投资的对数值下降

#ID!Z

$

显然#考虑到我国目前地区间经济集聚水平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不同地
区的招商引资竞争税收激励政策必然会存在很大差别$对中西部经济欠发达
省份而言#要吸引投资流入#将不得不更多地依靠税率优惠手段$这与张恒
龙等!

$""D

"的研究结论一致#他们的研究也发现对于贫穷地区的地方政府#

为了弥补投资环境的劣势#往往会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导致其陷入公共服务
支出缩减'经济增长缓慢的恶性循环$

滞后一期
W:@

增长率'资本存量均与固定资产投资间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变
动关系#说明地区的经济规模对投资有正向作用#这符合一般经济学直观$因
为企业投资决策中的新增投资部分主要是满足市场需求#

W:@

增长率高的地区#

一般会有更多的市场机会#因而有助于吸引到更多的企业投资项目进入$

当中国地区间长期经济增长陷入俱乐部收敛状态时#对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的实施是一个巨大挑战#要打破俱乐部收敛的壁垒#我们这里的分析意味
着#在政策层面#不仅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降低经济增长对固定资
产投资的过度依赖&还应继续加大地区间均等化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改善经
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基础$

劳动力成本的回归系数在所有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表明工资越高的地区#

投资率也越高$显然#这与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标准假设不一致#不过#在
劳动力市场实现均衡时#工资率代表了劳动力的边际收益率#如果将地区的
职工平均工资不同看做地区间人力资本积累上的差异#那么#本文这里的结
论应该表明的是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地区#企业的投资越高$

资本品价格的回归系数在表
G

的所有
D

个模型中均为负数#不过均不显
著$这与通常的理论直观相符#即投资成本越高#经济中对固定资产的投资
需求会越低$但本文这里的结果与

W--4=A33

!

!XXN

"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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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利用美国
!XCX

*

!XNN

年间的
$$

种资本品的数据集#考查了投资税收抵免
对资本品价格的影响#曾发现资本品价格与税收优惠显著正相关#即对投资
的税收优惠越多#企业的投资需求会越大#从而导致资本品价格上升$可能
的解释是#近年来中国的地区间投资竞争已经大大缓解$

现实中企业投资流动存在调整成本#从地方政府的干预程度看#国有企
业投资的跨地区流动的限制因素应该更多$正如

E(4Q*=()

!

$"""

"包含资本
调整成本的动态税收竞争模型所指出的#为实现本地居民收入最大化#地方
政府应对流动性不同的企业执行差别化的税率$也就是说#如果地方政府利
用税收优惠手段竞争非国有经济投资#为弥补地方财力的不足#它必然要对
国有企业提高征税强度$为了检验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投资对税收的敏感
性是否存在不同#本文利用国有经济投资作为回归因变量对方程!

%

"和!

N

"

进行了计量分析$表
#

为相关分析结果$

表
#

"

税收竞争与省际固定资产投资***国有经济投资

自变量 WRH $HRH

模型
!

模型
$

模型
G

模型
#

模型
!

模型
G

常数项
\"I#D \"I## \"I$C \"I!!

\$IGN

!!

\GIXG

!!!

!

"I#%!

" !

"I#%C

" !

"I#NN

" !

"I#NX

" !

!I"#C

" !

"IXXC

"

经济集聚
\"ID"

!!

\"ICX

!!

\"ID"

!!

"IGD \"I!" \"I!$

!

"I$DG

" !

"I$D#

" !

"I$CD

" !

"ICGG

" !

"I"XN

" !

"I!"!

"

资本存量
"C!

!!!

"IC!

!!!

"IC$

!!!

"ICD

!!!

"IG%

!!!

"I#!

!!!

!

"I!$!

" !

"I!$$

" !

"I!!X

" !

"I!$

" !

"I"$N

" !

"I"$%

"

劳动力成本
"IG!

!!

"IG"

!!

"I$D

!!

"I!N "I"# "I!N

!

"I!$C

" !

"I!$%

" !

"I!$N

" !

"I!GG

" !

"I!!$

" !

"I!$$

"

基础设施
\"I"$ \"I"$ \"I"$ "I""$

"I#%

!!!

"I#%

!!!

!

"I"#D

" !

"I"#D

" !

"I"#C

" !

"I"#D

" !

"I"G$

" !

"I"GN

"

资本品价格
"I""D "I""D "I""D

"I""D

!

\"I""# \"I""N

!

"I""#

" !

"I""#

" !

"I""#

" !

"I""#

" !

"I""X

" !

"I""X

"

经济增长率
"I"C

!!!

"I"C

!!!

"I"#

!!!

"I"#

!!!

"I"#

!!!

"I"G

!!

!

"I""N

" !

"I""N

" !

"I""N

" !

"I""N

" !

"I"!G

" !

"I"!G

"

所得税负
!IC# !INX

$CIGG

!!!

!

$I%G$

" !

$IXX$

" !

DI"!

"

所得税负
k

经济集聚
\$ICX

!

XI"XX

"

流转税负
CI%C

!

XI!%

!!

%I!"

!!

!

GIC"

" !

GIND

" !

GIG#X

"

流转税负
k

经济集聚
\$CIGX

!!

!

!$IG#

"

组内
B

$

"IX" "IX" "IX" "IX! "ING "IN$

F*0=.*)

检验值
G$I" G"I% \GIC% \NIGX

弱工具变量检验
;

值
"I""" "I"""

样本量
$#" $#" $#" $#" $!" $!"

""

注%因广义最小二乘法的回归模型
G

和模型
#

不满足
F*0=.*)

检验的渐近性假设条件#因此表中报
告的是基于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下面的表

C

'表
D

与此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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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的回归结果表明#国有经济的投资行为确实有其特殊性$在利用两
种方法的所有

D

个回归模型中#虽然基于
WRH

的两个所得税负回归模型的系
数不显著#但无论是所得税负还是流转税负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数#即税
负越高的地区#国有经济投资反而越多$对这种反常的关系可以有两种解释%

!

!

"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盈利能力'纳税遵从程度存在差别#使得国有经济相
对其他经济类型企业承担了更大的税收责任$!

$

"地方政府在税收竞争中会对
流动性不同的投资实行差别化税率#由于国有企业流动性较小#地方政府为
筹措公共支出资金#会对国有企业适用较高的税率#从而地方税负与国有经
济投资呈正相关关系$

经济集聚的回归系数与表
G

的结论也相反#在
WRH

回归的
#

个模型中有
G

个均显著$这意味着集聚水平越高的地区#国有经济的投资越低&或国有经
济比重越大的地区#经济集聚水平一般越低$

!G考虑到
$"""

年西部大开发政策
实行以来#中央政府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倾斜力度#如

$""N

年#在西部
各省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投资占比为

GNIXZ

#而在东部
!!

个省份同样的比例只有
$CI!Z

$这里的国有企业投资与经济集聚负相关#应
该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央政府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对产业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的
支持力度在逐步加大$

!G 路江涌等!

$""%

"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国有产值比例和地方税收贡献率对行业集聚有负的影响#即国有
产值比例高和对地方税收贡献大的行业更倾向于分散而不是集聚$

由表
#

的回归模型
$

和
#

#还可以看到#不论是对流转税还是所得税#

经济集聚水平越高的经济发达地区#方程!

!"

"的一阶偏导数会更小甚至
可能小于

"

#这意味着在国有经济投资竞争中#地区的经济集聚水平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那些经济集聚水平越低的省份#税负越高#国有经
济投资水平反而越高#这应该说明目前国有投资项目安排中的行政色彩可
能依然很强#而且许多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都需要地方政
府的资金配套#对那些财力相对紧张的中西部省份#往往也不得不加大征税
强度$

当然中国目前地区间经济发展条件存在着巨大差异#上述将全部省份纳
入一个计量模型的回归分析可能会出现异方差问题$出于稳健性检验目的#

表
C

是计量方程!

%

"的分三大区域样本的回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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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

个省'市&中部包括%山
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N

省&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
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

个省'市'自治区$由于数据问题#样本未包括西藏$

表
C

"

税收竞争与省际固定资产投资***分区域样本!#

固定资产投资 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
WRH $HRH WRH $HRH

东部
省份

税收变量系数!标准差"

\!IGX

!

!ICG

"

\!I#G

!

GI$$

"

!INN

!

!IXC

"

!IG#

!

GI#%

"

经济集聚系数!标准差"

"I$N

!

"I$#

"

"I#%

!

"I!C

"

!!!

\"IG"

!

$INN

"

\"IGD

!

"I!D

"

!!

组内
B

$

"IXC "IX" "ING "IN#

F*0=.*)

检验值
!"I! !!IN

弱工具变量检验
;

值
"I""" "I"""

样本数
NN %% NN %%

中部
省份

税收变量系数!标准差"

\!IX$

!

!I%#

"

\GIN%

!

$I"N

"

!

\$I%$

!

!IX!

"

\$I%#

!

$I!#

"

经济集聚系数
"IN%

!

"ID"

"

CI#X

!

!IDN

"

!!!

"IGD

!

"IDD

"

!I%G

!

!I%G

"

组内
B

$

"IXN "IX# "IXD "INN

F*0=.*)

检验值
\$XXID #"ID

弱工具变量检验
;

值
"I""" "I"""

样本数
D# CD D# CD

西部
省份

税收变量系数!标准差"

\"IGN

!

$I!X

"

!#I$

!

$I#$

"

!!!

CIG"

!

$I!X

"

!!

!#IN

!

!IXD

"

!!!

经济集聚系数
$I%#

!

!I%$

"

$$IX

!

$IX#

"

!!!

\"ID"

!

$I%N

"

$!I$

!

$IGN

"

!!!

组内
B

$

"IX% "IXG "IXG "IX#

F*0=.*)

检验值
!G%ID #NI%

弱工具变量检验
;

值
"I""" "I"""

样本数
NN %% NN %%

""

注%!

!

"本表中的税负变量采用地区总税负指标$!

$

"

WRH

回归分析基于计量方程!

%

"#为节省篇
幅#这里只报告了税负'集聚两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表
C

的分区域'经济类型的回归结果显示三大经济区内部各省区间投资
竞争特征不尽相同#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税负越高的省份#固定资产投资越
低#经济集聚变量基本上均与固定资产投资正相关&而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
资回归模型中#只有在东部省份的经济集聚变量显著为负#这和表

#

的回归
结果基本类似$但在关于西部省份的大多数回归模型中#税负水平'经济集
聚变量与两种口径的投资变量都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里的分析结果
进一步证实了上文的判断#即在地区间招商引资竞争中#不同经济类型企业
的投资行为存在一定差别#而税收竞争中的集聚租金只有在经济发展到某一
阶段之后才会出现#具体的就是#目前在我国只有东'中部的一些省份才能
够获取经济集聚租金#并且地方政府主要是在对非国有经济的投资中实施该
竞争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西部省份之间在投资竞争中#主要依赖的是高税负!高
公共服务水平"的竞争策略$这种竞争格局#当然首先与西部地区固定资产
投资中国有经济投资占比较大有一定关系#而从税收竞争的策略安排层面#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对此进行解读%从主动的税收竞争角度#可以认为目前



!G##

"

经济学!季刊" 第
!"

卷

在西部省份之间#公共服务已经成为吸引各类投资流入的有效工具#这当然
意味着改善公共基础设施会增强对各类企业投资的吸引力&而从被动的税收
竞争角度#西部省份不依赖税收优惠手段#可能是西部省份在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增长相对较缓慢#税源始终比较紧张#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财政支出需
要#才不得不加大对企业的征税强度$这里的分析提示#各级政府要重视区
域经济发展中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努力创造吸引私营企业到西部投资的市
场条件#以加快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C 郭杰和李涛!

$""X

"在关于我国地区间税收竞争特征的分析中#曾发现地方政府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这些大的税种上有着更激烈的税收竞争#而在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上则表现为互补性策略$

在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中#由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税收会直接影响
投资净回报#因而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优惠对吸引资本流入更为重要#但税
收优惠竞争在短期往往导致地方财政收入下降#为了保证地区的财政支出需
要#地方政府需要提高那些与企业投资关系不太紧密的税种的征税强度#如
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等$

!C这样#在投资竞争中#就会出现不同税种对固定资
产投资的影响效应存在根本性差别#本文利用一个包含有增值税和营业税的
投资决策模型对此进行验证#回归结果见表

D

$

考虑到随着我国企业经营模式的不断发展#近年来生产基地和运营总部
分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地区间投资竞争中对企业总部机构的竞争日益激烈$

而从发展总部经济中的比较优势看#企业总部主要是向中心城市迁移#总部
企业流动的独特性显然会对企业投资的地域选择行为造成很大影响#为了尽
可能隔离该效应#表

D

的分析中#我们区分了包含和不包含北京'上海'天
津三个直辖市的两种回归样本$

表
D

的分税种投资竞争回归结果确实证明#不同税种在招商引资竞争中
担负着不同的财政功能$增值税越高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会越低#即地方
政府通过在增值税上做出优惠安排#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项目落户本地#

而营业税这一主要对服务业和建筑业开征的税种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在绝大
多数回归模型中均显著正相关$

增值税'营业税在招商引资中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一方面和这两大税
种征税对象的不同有关#增值税主要对制造业部门开征#制造品的市场需求
地域限制一般很小&而缴纳营业税的许多服务行业和建筑业均要求本地化服
务#这些企业的投资流动性要远低于制造企业#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地方
政府当然会对流动性不同的企业执行不同的征税强度$另一方面也和地方官
员的晋升竞赛有关!周黎安#

$""#

"#在我国现行的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
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如通过增值税优惠
政策能吸引更多的制造业项目到本地区投资#当然有利于拉动地区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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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

论
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行政与经济分权是政治制度的必然选择#在地区间

经济关系处理上#应当允许地方政府在不违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合理
和正当的地方利益$本文从税收激励'经济集聚角度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地域
选择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解读#研究的主要发现及政策含义有%

第一#在固定资产投资决策模型中#税负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而
在国有经济投资决策模型中#税负变量的回归系数却为正数#表明目前地区
间对非国有经济投资竞争的强度相对更大$从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的政策制
定角度#这意味着中央政府不仅要在一些大的税种上进一步上收征税权#加
强征管'提高税收征收率&还应利用财政激励手段引导非国有经济到西部地
区投资#特别是要考虑在欠发达地区向民营经济开放更多的经营领域$

第二#经济集聚水平与固定资产投资正相关#在经济集聚水平高的地区#

地方政府所能分享的集聚租金也越高$虽然经济集聚区的发展主要是市场力
量驱动#但很多时候也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扶持$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差距
日益拉大的国家#本文的研究提示%未来的财政分配体制改革必须要考虑到
地区经济发展基础对资本'税源跨地区流动的影响#通过构建一个稳定的地
区间财政收入分享制度#防止地区间经济发展'社会福利水平差距进一步
拉大$

第三#固定资产投资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正向影响#经济规模越大
的地区#其当期投资一般会越高$根据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如果没有外来经
济力量的干预#中国省区间经济发展目前将不会出现绝对收敛#而防止地区
间长期经济增长陷入俱乐部收敛状态#必须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降低
经济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度依赖#提高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第四#投资的税收激励政策有明显的地域差别和税种差别#制造业部门
的增值税是更为重要的投资竞争手段#而营业税方面的竞争相对程度较轻$

为了防止经济欠发达地区为弥补投资环境的劣势而展开恶性税收竞争#从而
陷入公共支出缩减'经济增长缓慢的恶性循环#要在官员晋升选拔上减少经
济增长因素的考量#通过多元化的晋升制度安排#降低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
和经济增长目标的过度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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