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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公共管理人员占人口比重即所谓“官民比 ”省际分布 ,腾冲

线以西地区显著高于以东地区 ;而在该线以东地区 ,北方又显著高于南方。论

文通过对 2006年数据的分析 ,发现各省县行政区划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对财

政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计划经济时代的遗产 ,是决定官民比省际差异的主要

因素。

【关键词 】政府规模 　官民比 　规模经济 　瓦格纳定律 　计划传统

近年来 ,政府官员的规模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关注的焦点

集中在我国公共管理人员规模是否过大的问题上 ,争论的双方大都

通过中外古今比较来立论 (朱光磊等 , 2006)。我们认为 ,更具理论

发展和政策指导意义的问题是搞清楚我国公务员规模的分布样态及

其决定因素。公务员占人口比重即所谓官民比因地而异。2006年 ,

全国官民比 0. 94% ,以安徽为最低 ,仅 0. 71% ;西藏最高 ,达 2. 46% ;

而与安徽同处中部的山西的官民比为 1. 33%。假定它们提供的公

共服务水平相近 ,则安徽的行政效率当比山西高近一倍、比西藏高了

近 3. 5倍。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安徽官员规模比山西、西藏小得多 ?

在 1990年代的机构改革过程中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采用各省、自

治区的人口、行政区划数、面积、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

等客观指标 ,并考虑到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等特别因素 ,按照一定的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90　　　 公共行政评论 2008年第 1期

权重 ,对各省、自治区进行了编制类型划分。我国目前的官民比地区

分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央的意志 ? 本文将通过对官民比省际差

异原因的定量研究 ,来回答这些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省际差异 :腾冲线和南北中国

我国官民比省际分布 ,从大处着眼 ,呈现出两大特征。其一 ,腾

冲线以西地区显著高于以东地区 ;其二 ,在腾冲线以东 ,北方又显著

高于南方。如表 1所示 , 2006年 ,腾冲线以西的六个省、自治区 (内

蒙古、青海、甘肃、宁夏、新疆和西藏 )官民比平均值为 1. 48% ,比腾

冲线以东的 25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官民比均值 1. 01%大了近

50%。在腾冲线以东 ,北方各省、直辖市的平均官民比 1. 20% ,又比

南方的平均值 0. 88%高了 36%。即便把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排除

在外只计算其他北方省级行政区 ,其官民比均值仍达 1. 12% ,仍然

比南方的平均值要高 27. 3%。全国有 18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 )的

表 1　2006年官民比省际差异描述性分析

地区 a 省级行政区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b 标准方差

腾冲线以西 6 1. 10 2. 46 1. 48 0. 4948

腾冲线以东 25 0. 71 1. 97 1. 01 0. 2551

腾冲线以东北方 10 1. 02 1. 97 1. 20 0. 2861

腾冲线以东南方 15 0. 71 1. 08 0. 88 0. 1137

全国 31 0. 71 2. 46 1. 10 0. 3596

　　腾冲线系著名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 (1983〔1935〕)于 20世纪 30年代发现并提出。该

线是自东北的爱辉 (今黑河 )至西南的腾冲划的一条虚拟地理分界线。以东地狭人多 ,以

西地广人稀。按目前我国的行政区划 ,西藏、新疆、青海、宁夏的全部、甘肃、内蒙绝大部分

位于该线以西。它们在本研究中被归属于腾冲线以西省级行政区。黑龙江、陕西、四川三

省也有相当部分坐落于腾冲线以西 ,但其主体仍旧位于该线以东。北方省级行政区为黑

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和陕西。其余各省、市、自治区为南方

省级行政区。

腾冲线以西和以东诸省官民比平均值差异、腾冲线以东北方诸省和南方诸省平均值

差异 ,均通过了 0. 05水平上的显著性 T检验。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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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民比超过了 1% ,在它们之中 , 6个位于腾冲线以西 , 10个位于腾

冲线以东的北方 ,只有两个位于南方 (海南和湖南 )。而且 ,如表 1

第 6栏标准方差值所显示的 ,在腾冲线以西诸省之间、腾冲线以东的

北方和南方诸省之间 ,其官民比也因省而异 ,大小不一。那么 ,究竟

是什么原因决定这些差异呢 ?

二、理论、背景和假设

政府官员规模为什么在有的地方 (国家或国家内的地区 )较大 ,

有的地方较小 ? 公共财政和政治经济学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 ,大

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采用了“需求、供给加制度约束 ”的分析框架

( Pennings, 1999)。例如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政府规模越大的规律

即所谓瓦格纳定律 ,一般被认为是从需求的方面确定政府规模扩张

的原因 ,但经济发展同样也可被理解为影响政府规模的供给因素。

显然 ,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 ,同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相比 ,一个发达

的工业化国家具有更高的需求、更大的供给能力 ,因此 ,发达国家的

政府规模往往显著大于发展中国家。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与地方

高度自治的联邦制国家 ,在控制政府官员规模上有何不同 ? 这类问

题涉及制度的约束问题。

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尽管在财政和经

济上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性 ,但在政府官员规模的管理上 ,中央仍然具

有高度的权威。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及其常设办公室 (中编办 )负

责全国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以及机构编制管理工作 ,其中涉及

省和省以下机构和编制的职权主要有①:

审核 ⋯⋯省级机构改革方案 ,指导、协调地方各级行政

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以及机构编制管理工作。⋯⋯审核

“官民比 ”省际差异原因研究 ◆

①关于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和中编办的职权沿革 ,参看 B ro/dsgaard,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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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党委政府厅局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口岸机构编制和全

国市县机构编制分类、省以下各级党政群机构的人员编制

总额。⋯⋯研究拟定全国事业机关单位管理体制和机构改

革的方案 ; ⋯⋯指导并协调地方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和

机构编制管理工作 (中共中央办公厅 , 1994: 60 - 61)。

在 1990年代的机构改革过程中 ,中编办采用各省、自治区的人

口、行政区划数、面积、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 6个客观

指标 ,按照一定的权重 ,对除了西藏以外的各省、自治区进行了编制

类型划分 (中编办 , 1995〔1993〕;中编办 , 1993a、1993b、1993c、1993d、

1993e) , 提出同级政府人员编制由基数、调整数和附加数三部分组

成的方法。采用这一方法的依据是 :第一 ,各地同级地方政府作为一

级地方政府均须履行某些最基本的管理职能。“基数 ”这块编制用

来支持这部分职能。第二 ,由于同级地区人口、国土面积、行政区划

均不相同 ,经济发展也不平衡 ,因此同级地方政府的管理幅度、管理

工作量也不相同 ,相应地人员编制也应有所差异。“调整数 ”这块编

制定量体现出这种差异。第三 ,部分地区因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等

特殊情况 ,需要增加一些管理职能和工作量 ,“附加数 ”这块编制用

于支持这部分的管理工作 (周子康① , 1991a, 1991b;周子康、邢吉生 ,

1993;那吉生等人 , 1997)。当我们研究中国省际官民比差异决定因

素时 ,必须把中编办的分类因素纳入。

本研究在建模过程中 ,考察了如下几类变量。第一类是各省经

济发展水平 ,用人均 GDP予以量化。第二类是行政区划 ,包括三个

变量 :各省县级行政区平均人口和面积、民族自治县级行政区所占比

重。第三类是财政能力 ,用各省地方财政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占

GDP比重、政府官员平均工资对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比测量。第四类

◆论 文

①周子康是中科院应用数学研究所研究员 , 1990年代受中编办委托对地方

政府编制核定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定量研究 ,其主要成果被中编办采纳 ,应用于

90年代的两次机构和编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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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省的公共服务需求度差异 ,用小学生和初中生占人口比重测量。

第五类是市场化变量 ,以各省非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测

量。这五类变量的数据均来自于《2007中国统计年鉴 》,反映的是

2006年的情况 (以下正文中出现的所有数据没有特别注明 ,均来自

《2007中国统计年鉴 》)。第六类是历史路径依赖变量 ,以具有浓厚

中央计划经济传统的省级行政区为 1,其他省份为 0的虚拟变量测

量。下面从文献回顾、背景分析的角度 ,对引入这几类变量的根据逐

一阐述。

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政府规模的思想 ,可追溯至著名的瓦格纳定

律。生活于欧洲工业化时代的德国社会学家瓦格纳 ,在 1880年代提

出了经济发展将导致政府规模扩大的假说 ,其理由有三 :

1. 随着经济的发展 ,公共行政、维持法律秩序及对经济行为的

管制的成本也将增加 ;

2. 社会文化和福利支出等“奢侈支出 ”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将

随之上升 ;

3. 工业垄断的兴起促使国家在管制经济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

(W agner, 1958〔1883〕)。

经济发展是影响政府规模扩大的一个长期而非短期的因素

( Kraay & R ijckeghem , 1995)。因此 ,那些以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

和转型国家为样本的经验研究 ,大都发现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

雇员规模之间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 Heller & Tait, 1983; Cu2

sack, et al. , 1989; Kraay & R ijckeghem , 1995; Schiavo - Campo et

al. , 1997) ,但当研究样本局限于发达国家时 ( Kraay & R ijckeghem,

1995; Schiavo - Campo, et al. , 1997) ,或者局限于俄国的跨地区数

据时 ( Gimpelson & Treisman, 2002) ,经济发展高低对政府雇员规模

大小不再具有显著的影响。张光 ( 2005)对福建省分县数据的回归

分析发现在该省各县人均 GDP与其政府雇员规模之间 ,不存在着显

著的相关关系。然而 ,考虑到我国 31个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相差很大 ,如最富有的上海和最贫穷的贵州相差 10倍 ,我们预期各

“官民比 ”省际差异原因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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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在经济发展水平 (用人均 GDP操作 )上的差异 ,将对它们的官民比

差异构成显著的正相关影响。

第二类变量涉及到行政区划 ,包括三个变量 :县均人口、县均面

积和民族自治区域比重。前两个变量由各省人口和面积除以县级行

政区个数获得。县级行政区数包括所辖县、县级市和市辖区。第三

个变量系各省民族自治县级行政区占县级行政区总数比重 ,我们期

待这个变量与因变量官民比具有正相关关系。而县均人口和面积变

量则涉及规模经济对官员规模的影响这一重要问题 ,值得深究。

规模经济或不经济指的是产品的单位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递

减或递增的经济现象。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 ,规模经济和不

经济原理也适用于政府行政管理效率。社会学家布劳 (B lau, 1970,

1972)认为 ,一个行政组织的规模增长在初期阶段会带来降低组织

运行行政单位成本的效应 ,但进一步增长则会因协调控制的复杂性

导致单位成本的增加。诺尔 (Noell, 1974)对美国 50个州的人口规

模和政府雇员规模的定量分析发现 ,人口规模较大的州一般较人口

规模较小的州 ,拥有较小的政府雇员规模。卡萨达 ( Kasarda, 1974)

对 43个非农业国的跨国统计分析发现这些国家那里出现了行政效

率的规模不经济情况 ,即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具有较大规模的政府

雇员。诺然 (Noran, 1979)对 70个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不等的

国家的研究表明 ,在国家人口规模和政府雇员规模两个变量之间 ,存

在着 U型关系 ,即在人口规模达到一定量之前 ,人口规模的增加导

致政府雇员规模的减少 ;而在超过这一定的数量之后 ,人口规模增加

导致政府雇员规模的增加。台湾学者罗正忠 ( 2005)通过对台湾省

21个县市的有关数据回归分析发现 ,各县市人均财政支出与其总人

口数之间存在着规模经济现象 ,县市人口与人均财政支出之间明显

呈负相关关系。张光 (2005)发现福建的县级区划存在着明显的规

模经济 ,人口规模较大的县的政府雇员规模较小。

在本研究中 ,我们使用县均人口和面积而非总人口和总面积来

验证规模经济假设 ,一是回应上述中编办把各省行政区划数引入编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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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审核过程的做法 ,二是因为县级行政区划在决定地方官员规模上

起特别重要的作用。这首先是因为县级市、县和市辖区作为我国的

基层政府 ,承担了大量的事关基本民生的公共服务 ,如公安、教育、卫

生、社会保障 (暴景升 , 2007)。为此 ,我国大多数公务员和财政供养

人员都服务于县和县以下政府及其财政供养单位。财政部 ( 2002)

发表的数据表明 , 2001年我国地市县财政供养人员 ,不包括离退休

人员 ,共计 3010. 6万 ,其中由县和县以下财政供养者达 2712. 2万 ,

占 90%。中央和省本级财政供养人员 (不包括军人 )应当不超过地

市本级财政供养人员。这就是说 ,从县和县以下财政那里获得工资

收入的政府雇员 ,至少占全国财政供养工薪人员的 80%。如果行政

区划规模是决定官民比省际差异的一个因素的话 ,则各省县级行政

区划规模比其他的行政区划规模指标如省人口规模、地级市和地区

规模 ,更能代表规模经济的作用。其二 ,我国各省的县级行政区划规

模 ,无论是以人口还是以行政面积衡量 ,大小不一 ,差异很大。例如 ,

西藏面积 120万平方公里 ,人口 281万 ,辖有 73个县级行政区 ,县均

人口和行政面积分别为 3. 85万人和 1. 6万平方公里 ;上海面积 6300

平方公里 ,人口 1815万 ,辖有 19个县级行政区 ,县均人口和行政面

积分别为 96万人和 334平方公里。如果说西藏和上海的悬殊差别 ,

大部来自于地理所在的不同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在腾冲线以东的许

多省级行政区 ,县均人口和行政面积规模的差异却主要是由于行政

划分的缘故。例如 ,河北省和湖北省面积相近 ,分别为 18. 8和 18. 6

万平方公里 ,人口亦相去不远 ,分别为 6898和 5693万人 ,但河北有

172个县级行政区 ,而湖北只有 102个 ,不及前者的 60%。结果 ,湖

北县均人口达 56万 ,而河北只有 40万。又如 ,广东的面积、人口和

县级行政区分别为 17. 8万平方公里、9304万人和 121个。人口广

东远大于河北 ,但县级行政区数却明显少于后者。结果 ,广东的县均

人口 (90万人 )和面积 ( 1473平方公里 ) ,显著大于河北的县均人口

(40万人 )和面积 (1091平方公里 )规模。

我们认为 ,在我国的许多省份 ,特别是那些位于腾冲线以东的省

“官民比 ”省际差异原因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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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县域行政尚处于规模经济改进阶段 ,即随着县的规模的扩大 ,官

民比和县乡施政的单位成本递减。至少有 4个观察支持这个假设。

第一 ,从政府内部的因素看 ,政府的雇员实行工资制 ,它的许多固定

设备如办公楼 ,在一定的范围内无须增加即可服务于更多的居民。

我国的大多数县乡政府 ,应当处于无须大幅度增加人手和设备就能

够为更多的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阶段。第二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各

地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 ,地方政府越来越少地介入工矿农林等微观

生产和管理 ,而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维护市场和法律秩序、提供经济和

社会基础设施和服务上。这些活动 ,大都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第三 ,

自 1990年代以来 ,我国城乡交通、电讯等基础设施获得了大幅度的

改善 ,这有助于降低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最后 ,如朱光磊、张志红

(2005)指出的 ,我国政府间关系中存在的“职责同构 ”是导致地方政

府难以精减机构和冗员、造成资源浪费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职

责同构 ”讲的是我国不同层级的政府在职责、职能和机构设置上高

度统一、一致 ,即上级政府设置了什么机构 ,下级政府也必须设置相

应的机构。最典型的是从中央到县各级政府 ,一律设有党委、政府、

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和纪委五套班子。目前 ,县级政府职能机构一般

在 45个以上 ,再加上与本地实际工作相关而设立的机构 ,总数都在

50个以上 (黄佩华、迪帕克 , 2003;谭桔华 , 2005)。可以想象 ,一个人

口 15万的县 ,和一个人口 50万的县一样具有五套班子以及其他与

上级政府对应的所有政府部门。仅仅因为这一点 ,在其他条件相同

的情况下 ,后者财政费用负担、官民比就要比前者小。

第三类变量均与财政能力相关 ,测量我国地方政府的官员规模

是否受财力这一供给因素的影响。科瑞等 ( Kraay & R ijckeghem,

1995)对 1972 - 1992年间 34个发展中国家和 21个 OECD国家的数

据分析发现 ,政府雇员规模与财政收入占 GDP比重呈正相关关系 ,

说明政府雇员规模随资源约束的放松而扩张。我国地方官员规模的

大小理应受其财力大小影响 ,我们的 3个财政变量从不同侧面测量

了各省财力对其官员规模的影响。预算内财政收入占 GDP比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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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于地方自有财力和财政努力的影响 ,转移支付占 GDP比重测量转

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官员规模扩张的作用①。考虑到我国许多地方的

财政仍然是“吃饭财政 ”,即把保工资作为财政运行的主要甚至首要

目标的事实 (周庆智 , 2004;宋先均、邱亚明 , 2005) ,在其他条件相同

的情况下 ,财政规模较大的地区应当能够支撑较大的官民比。照此 ,

两个财政变量应当与因变量官民比保持正相关关系 ,并通过显著性

检验。此外 ,我们还可预期转移支付规模比自有财力更具扩张官员

规模的作用。这是因为 ,后者是花自己的钱办自己事 ,受硬预算约

束 ;而前者是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 ,具有明显的“软预算约束 ”特

征。同理 ,在预算既定的约束下 ,较高的官员工资水平 ,将导致官员

规模较低的供给 ,因此 ,从财力和供给的角度看 ,较高的工资水平将

导致较小的官员规模。但是 ,从需求的角度看 ,较高的工资水平又将

吸引更多的人进入政府部门 ,提高社会对官员职位的需求。因此 ,对

官员工资水平这个变量与官民比的关系 ,我们难以做正相关还是负

相关的假设。

第四类变量测量公共服务需求对政府官员规模的影响。从宪政

层面而言 ,国家存在的主要目的是向公民和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

近年 ,建设服务型政府成为上至中央下达百姓的共识。为此 ,可以期

待我国各地政府官员规模的差异 ,部分可归因于它们在公共服务需

求上的不同。需求大的地区官员规模较大 ,需求小的地区则较小。

我们使用各省小学和初中学生占人口比重来验证这个假设。小学和

初中教育属于国家义务教育系列 ,是地方政府承担的最重要的公共

服务责任之一。事实上 ,教育支出是地方财政的最大项支出。2006

年 ,地方政府教育事业费支出达 4485亿 ,远远高于第二、三大项基本

“官民比 ”省际差异原因研究 ◆

①各省获得的转移支付的计算方式是财政总支出减去地方自有收入。这

样做简便而且正确 ,因为自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 ,各省财政支出均在不同程

度上依赖于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 ,而《预算法 》禁止地方政府财政使用借债获得

收入 ,故我们的计算方法是可行的 ,唯一的误差可能出自于各省财政的滚存结

余部分 ,但其数量很小 ,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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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支出 (2907亿 )和行政管理费 (2076亿 )。我们预期在回归模型

中 ,义务教育负担变量的回归系数方向为正并通过显著性检验 ,即在

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那些义务教育负担较重的省级行政区将有

较大的官员规模。在这背后存在这样一个因果链条 :义务教育负担

较重的地区将雇佣较多的教师 ,维持较多的学校 ,为此 ,需要较多的

教育行政管理官员。

第五类变量测量市场经济改革对官员规模的影响。我们使用各

省非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来操作市场化

水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大社会、小

政府 ”。而市场化改革的每一次重大进展 ,都引发中央和社会舆论

要求进行相应的政府职能转变及行政机构和编制改革。例如 , 1992

年邓小平南巡、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全党全国共识后 ,中央于

1993年发起新的一轮行政机构改革 ,提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目标 ,实现“政企分开 ”,转变政府职能 ,行政

管理职能转向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

检查监督 ,并把政府职能改变和以精简公务人员为目的的编制改革

结合起来 ,明确要求地方政府执行贯彻精兵简政的编制改革。1998、

2003年发动的行政机构改革 ,都以改变政府职能以适应市场经济发

展需要为主要目的。我们期待 ,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 ,那些市场

化水平较高的省份 ,对政府转变职能、进行“小政府、大社会 ”的改革

压力越大 ,其官员规模较小 ,反之亦然。

最后 ,今天我国各省官民比大小 ,除了受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因

素的影响外 ,各省在改革前的状况 ,也可能影响到它们的现状。在这

里 ,我们引入一个可称之为计划经济传统的虚拟变量 ,以检测今天各

省官员规模是否因它们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受待遇不同而异。在计划

经济时代 ,通过第一次五年计划等中央重点投资 ,中国形成了一个以

北京为中心的计划经济重点地区。这个地区包括东北三省的制造业

和能源产业、华北地区特别是京津唐地区的制造业、山东、山西和陕

西的能源业、内蒙古的钢铁业、湖北的钢铁业和制造业、湖南的制造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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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上海因其雄厚的工商业基础 ,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

进入中央计划的重点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和中央大型

企业都投放在这些重点省份。中央计划经济特别是苏联式的物质计

划管理只通行于这些省份。位于计划经济核心地区之外的省份 ,或

者没有得到、或基本没有得到中央的重点投资 (如广东、江苏、福建

和浙江 ) ,或者仅仅因为其矿产资源开发 (如云南个旧的锡矿、江西

的钨矿和甘肃玉门的石油 )和国防工业的需要 (如新疆、甘肃 )而得

到中央投资。在这些地区 ,计划经济的传统比核心地区的省份要薄

弱得多。我们设计了一个虚拟变量 ,把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吉林、

黑龙江、河北、山东、内蒙古、山西、陕西、湖北、湖南赋值为 1,其余省

份为零①,来测量计划经济传统对官民比的影响 ,预计这个变量与官

民比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上述各类变量及其与因变量官民比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表 2。人

均 GDP、地方财政收入规模、转移支付收入规模和官员工资水平财

政能力可视为可能影响官员规模的财政能力 (供给 )因素。我们预

期 ,它们在回归分析模型中 ,前三者的回归系数将为正并通过显著性

检验 ,而官员工资水平的回归系数将为负值。人均 GDP、县均人口

和面积、民族自治县比重、义务教育负担和市场化的统计结果则可用

来验证公共服务 (需求 )因素的作用。我们假设县均人口因规模经

济的缘故而产生负相关的统计分析结果 ,其余的变量则为正相关。3

个人口相关变量和计划传统也视作制度约束变量 ,因为行政区划主

要是一种制度安排 ,自然和经济地理往往是次要的决定因素 ,而计划

传统则是历史制度路径依赖的结果。3个人口相关变量的预期同需

求模型一样 ,计划传统变量的预期回归系数也是正相关。

“官民比 ”省际差异原因研究 ◆

①这个虚拟变量及其根据 ,作者受益于诺顿 (Naughton, 1991)。关于计划

经济时代的中央重点投资的分布情况 ,参看国家统计局投资司 ( 1991: 255 -

277) ,特别是“‘一五 ’时期 156个重点项目的建设情况 ”、“1972年成套引进的

26个项目的建设情况 ”、“1978年成套引进的 22个项目的建设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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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自变量与因变量假设预期关系

财政能力 (供给 )因素 公共服务 (需求 )因素 制度约束因素

人均 GDP + +

县均人口 - -

县均面积 + +

民族自治县比重 + +

地方财政收入规模 +

转移支付依赖度 +

官员工资水平 -

义务教育负担 +

市场化 -

计划传统 +

　　表中的符号 +和 - 分别代表变量的回归系数预期同因变量保持正或负的关系 ,并通

过显著性检验。

三、统计分析发现和讨论

在这一节里 ,我们报告并讨论统计分析发现。我们首先报告各

个自变量与官民比的二元相关分析结果 ,然后检视自变量之间的相

关性问题 ,特别是那些高度相关的自变量 ,以避免多元回归分析中出

现共线性问题。最后 ,我们报告并讨论回归分析结果。由于我们使

用的数据为截面数据 ,我们将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回归模型

进行分析。在每一步统计分析过程中 ,我们都将北京和西藏两个明

显的“例外 ”( outliers)排除在外。北京和西藏的官民比分别为

1. 97%和 2. 46% ,远远大于全国 1. 1%的水平 (按各省官民比加总后

除以 31省所得平均值 ,按全国官员总数除以人口的官民比为

0. 94%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 ,而西藏从中

央那里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收入占 GDP的 64%。此外 ,我们还在适

当的时候 ,把腾冲线和南方两个虚拟变量引入模型。前者通过把腾

冲线以西六个省级行政区赋值为 1,其余赋值为零获得。后者则把

南方诸省赋值为 1、其余为零。详细分类见本文表 1注释。

表 3报告了各自变量与官民比的二元相关分析结果。从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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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 ,在没有控制任何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我们选择的变量中 (不包

括腾冲线和南方 ) ,以两个县政规模区划变量与官民比具有最强的

相关关系。如我们预期的 ,县均人口的系数为负值 ,而县均面积为

正 ,均通过 0. 01的显著性检验。其次 ,有三个变量通过 0. 05的显著

水平检验。转移支付依赖度和计划传统如预期那样获得了正相关系

数 ,市场化则为负相关。自治县比重则在 0. 053的水平上通过显著

性检验 , 其余的变量人均 GDP、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官员工资水平和

义务教育负担则与官民比保持非常弱的相关性。腾冲线和南方两个

虚拟变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 620和负的 0. 774,从统计上表明腾

冲线以西的省际行政区官民比较高、南方省份较低的事实。

表 3　自变量与官民比的二元相关分析 , 2006

变量 与官民比皮尔逊相关系数

人均 GDP 0. 049

县均人口 - 0. 5533 3 3

县均面积 0. 6053 3 3

民族自治县比重 0. 3643

地方财政收入规模 0. 060

转移支付依赖度 0. 4013 3

官员工资水平 - 0. 291

义务教育负担 0. 033

市场化 - 0. 4523 3

计划传统 0. 3693 3

腾冲线 0. 6203 3 3

南方 - 0. 7743 3 3

　　N = 29,不包括北京和西藏。3 3 3 、3 3 和 3 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0. 01、0. 05和

0. 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2007)

我们对自变量的两两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许多变量之间存在着

较强或很强的相关关系。有两组变量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超过

0. 70:转移支付依赖 /市场化 ( - 0. 814)、转移支付依赖 /县均人口

( - 0. 718)。根据多元回归分析应避免把绝对值大于 0. 7的变量进

“官民比 ”省际差异原因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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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同一个模型 ,以避免多重共线性的拇指规则 ,这两组变量不应同时

进入模型。

表 4报告了我们回归分析的结果。在财力供给模型中 ,人均

GDP和转移支付依赖度通过了 0. 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且方向为正 ,

表 4　官民比省际差异决定因素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 2006

财力供给
模型

服务需求
模型

制度约束
模型

腾冲线
模型

南北方
模型

常数 (2. 843) (5. 149) (10. 450) (10. 487) (12. 991)

人均 GDP 0. 6073 3 0. 8063 3 3 0. 4013 3 0. 3383 3 0. 3293 3

(2. 282) (3. 650) (2. 563) (2. 300) (2. 322)

县均人口 - 0. 7653 3 3 - 0. 6003 3 3 - 0. 5043 3 3 - 0. 3893 3

( - 3. 483) ( - 3. 122) ( - 2. 789) ( - 2. 056)

县均面积 0. 253 0. 3633 3 0. 158 0. 3183 3

(1. 220) (2. 117) (0. 895) (2. 346)

自治县比重 - 0. 161 0. 039

(0. 865) (0. 237)

财政收入规模 - 0. 177

( - 0. 826)

转移支付依赖 0. 6633 3 3

(3. 063)

官员工资水平 - 0. 188

( - 0. 975)

义务教育负担 0. 249

(1. 389)

市场化 - 0. 210

( - 1. 210)

计划传统 0. 4013 3 0. 4343 3 3 0. 172

(2. 563) (3. 915) (1. 266)

腾冲线 0. 3583

(2. 058)

南方 - 0. 3893 3

( - 2. 501)

R2 0. 325 0. 661 0. 731 0. 773 0. 789

调整后的 R2 0. 212 0. 568 0. 673 0. 723 0. 742

F 2. 8443 3 7. 1403 3 3 12. 5273 3 3 15. 6333 3 3 14. 1213 3 3

　　N = 29,不包括北京和西藏。回归系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弧内数值为 T检验值。

3 3 3 、3 3 和 3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通过 0. 01、0. 05和 0. 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2007)

◆论 文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公共行政评论 2008年第 1期 103　　

而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和官员工资水平没有通过检验。这说明就供给

方面的影响因素而言 ,官民比较高的省份 ,或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

或者较大依赖转移支付。而各地自有财力的高低 ,财政动员努力的

大小 ,官员收入水平的不同 ,对官员比不会产生影响。这似乎印证了

前文提到的地方自有财力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 ,相比花别人的钱

办自己的事更具硬预算约束的推论。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人均

GDP在二元相关分析中没有出现具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结果 ,但这

个模型以及表 4中的其他模型都显示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

人均 GDP均与自变量保持通过检验水平的正相关关系 ,说明在其他

条件相等的情况下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将推动政府规模扩张。

然而 ,与表 4中所列的其他模型相比 ,财力供给模型的判定系数

(判定系数 )和总体 F检验值都很小。它的调整后的判定系数仅 0.

21,不及其他模型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考虑到人均 GDP出现在每

一个模型中的事实 ,财力供给模型的较低的判定系数 ,说明财力供给

因素不是决定我国官民比省际差异的主要因素。服务需求模型的判

定系数和调整后的判定系数分别高达 0. 661和 0. 568,但进入模型

的 6个自变量中 ,只有人均 GDP和县均人口通过了检验 ,县均面积、

自治县比重、义务教育负担和市场化均未通过检验。同时 ,我们注意

到 ,在制度约束模型中 ,判定系数和调整后的判定系数进一步升至

0. 731和 0. 673,说明制度约束才是解释我国官民比省际差异的重要

因素。具体而言 ,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下 ,各省官民比的大

小主要是它们的县级区划方式、它们所承受的计划经济遗产决定的 ,

而民族自治县比重则不起作用。4个通过检验的自变量回归系数的

方向表明 ,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 ,经济发展水平、计划经济传统

导致官民比增大。县均人口较多的省份 ,则有较小的官民比。同时 ,

县均面积越大的省 ,官民比也倾向于越大。

制度约束模型中县均人口和县均面积的回归系数均通过检验但

方向相反的统计结果 ,意味着 :一方面 ,县级行政区人口规模的增大 ,

起到降低官民比的效果 ;另一方面 ,县级行政区面积的增大 ,导致官

“官民比 ”省际差异原因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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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比上升。换言之 ,在行政区划安排上 ,人口规模经济与面积规模不

经济并存。如果事实真是如此 ,则规模经济对中国官员规模的解释

力将大打折扣。幸运的是 ,当我们把腾冲线变量引入模型后 ,县均面

积的回归系数不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这说明 ,腾冲线以西的省

级行政区 (新疆、甘肃、内蒙、青海和宁夏 ,也包括未进入模型的西

藏 ) ,之所以具有比腾冲线以东省份高的官民比的特有原因之一 ,是

它们的县级行政区的面积远远大于其他省份。而在腾冲线以东 ,县

级行政区面积大小 ,对各省官民比的大小不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①。

当我们把虚拟变量南方引入制度约束模型后 ,发现在该变量通过显

著性检验的同时 ,计划传统变量的回归系数不再通过检验。这意味

着 ,计划经济传统是导致北方官民比高于南方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为

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投资和计划管理的重点地区 ,绝大多数在北方。

引入腾冲线和南方的两个模型的判定系数和调整后的判定系数 ,比

制度约束模型均有明显的提高 ,说明这两个变量对解释官民比的省

际差异具有独立的贡献力 ,而非仅仅替代了县均面积和计划传统两

个变量的作用。

根据上述统计分析 ,我们可以对本文考察的诸变量在决定官员

规模上的作用进行排序。经济发展水平和行政区划的人口规模作用

最大 ,计划经济传统和行政区划的地理规模次之 ,转移支付、市场化

和民族自治因素再次 ,官员工资水平和公共服务需求差异 (以小学

和初中学生占人口比重测量 )则毫无影响。第一、第二重要因素已

有详细论述。官员工资水平和公共服务需求之所以没有影响 ,是因

为无论是在二元相关分析还是在多元回归分析参见 (上表 3和表

4) ,它们都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转移支付依赖、市场化和民族自

治县比重 3个变量与官民比的二元相关分析结果均通过了 0. 05和

◆论 文

①我们把腾冲线以西 6个省级行政区和北京剔除 ,让模型只包括腾冲线以

东省级行政区 ,运行的结果也同样表明县均面积变量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

性检验。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公共行政评论 2008年第 1期 105　　

0. 10的显著性检验 ,但在多元回归模型中都通不过检验 ,说明它们

的影响或者是间接的 ,或者是非常局部的。转移支付依赖的统计表

现 ,同它与县均人口有高度的负相关关系 ( - 0. 718) ,与人均 GDP的

较强的负相关性 ( - 0. 595)相关。这两组相关关系说明行政区划人

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级行政区对转移支付依赖度较大。

显然 ,至少就短期效应而言 ,是经济落后和行政区划人口规模较小

(两者的相关性为 0. 631)导致这些省份对转移支付的高度依赖 ,而

非相反地转移支付依赖导致经济落后和行政区划的人口规模不经

济。因此 ,当我们把转移支付依赖与人均 GDP、县均人口、县均面积

同时进入模型时 ,它不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统计结果未报告 ) ,

尽管这个模型具有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市场化的间接作用在统

计分析上表现为它与官民比保持较强的相关性 ( - 0. 452) ,但在服

务需求回归模型中并没有通过检验。究其原委 ,是因为它同模型中

的其他自变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人均 GDP, 0. 474;县均人口 , 0.

533;县均面积 , - 0. 626)。这些相关关系反映了这样一系列因果关

系 :市场化导致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吸引人口集聚 ,而无论市场化还

是经济发展都倾向发生于县级行政区划面积较小的地区 (尤其是城

市和城镇 )。服务需求模型表明 ,市场化可能是通过它对经济发展

的作用而影响官民比的。民族自治比重与官民比之间的弱正相关关

系 ,如图 1所示 ,完全是腾冲线以西的新疆、青海、内蒙和宁夏带动

的 ,而在腾冲线以东 ,自治县比重大小与官民比差异没有关系。广西

壮族自治区自治县比重百分之百 ,但官民比仅 0. 75% ,仅次于安徽

的 0. 71% ,为官民比第二小省份。

四、结论

现在 ,我们可以对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做出回答了。为什么安

徽的官民比远远低于许多省份、特别是北方省份 ? 为什么山西的官

“官民比 ”省际差异原因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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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民族自治县级行政区比重和官民比

不包括北京和西藏。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2007)

民比非常高 ? 安徽首先受益于它的行政区划的规模经济。它的县均

人口为 58万 ,仅次于上海、北京、广东、江苏、重庆、天津 ,列全国第七

位。其次 ,安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人均 10055元 ,在 31个省级行

政区中列第 27位。在计划经济时期 ,安徽尽管获得两项重点投资

(分别为“一五 ”计划的淮南中央洗煤厂和 1972年成套引进的安庆

石油化工厂 ) ,但不属于中央计划的重点地区。这些因素共同造成

安徽官民比较低的现状。反过来 ,山西的高官民比 ,一是由于它小县

林立 ,县均人口仅 28万人 ,为腾冲线以东最低 ;二是因为在计划经济

时代 ,山西属于中央计划和投资的重点地区 ,仅“一五 ”计划时期便

获得 7项中央重点项目投资。

腾冲线以西的省际行政区高官民比主要是因为它们地广人稀 ,

极大的县均面积、极少的县均人口。它们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 ,决定

它们唯有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 ,才有可能维持高官民比。但这是中

◆论 文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公共行政评论 2008年第 1期 107　　

国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必须付出的成本 (王绍光 , 2002)。在

腾冲线以东北方的官民比明显高于南方 ,首先是因为计划经济时代

中央计划投资的重点地区大多位于北方 ,南方的计划传统较少。其

次 ,在行政区划人口规模上 ,南方明显高于北方。北方 10省市的县

均人口为 49. 4万人 ,而南方 15省市则为 55. 2万人。如果不考虑京

津沪这 3个城市化水平很高的中央直辖市的话 ,则两者的比为 43. 4

万对 52. 4万 ,差距更加明显。再次 ,尽管现在大家都觉得南方比北

方发达 ,但事实上 ,从总体上看 ,人均 GDP北方 10省市平均值为

22566元 ,显著高于南方 15省市的 18333元。剔除京津沪三大直辖

市 ,北方仍然以 16754元大于南方的 15521元。目前人均 GDP最低

的 8 个省级行政区中 ,有 6 个位于南方。它们是 , 贵州 (人均

GDP5787元 )、云南 (8970元 )、安徽 (10055元 )、广西 (10296元 )、四

川 (10546元 )、江西 (10798元 )。列于收入最低前 8的另外两个省

级行政区也非北方省份 ,而是腾冲线以西的甘肃 ( 8757元 )和西藏

(10430元 )。绝非偶然地 ,上述 6个南方省份的官民比最低者为安

徽的 0. 71% ,最高者为云南的 0. 91% ,低于所有的北方省份。我们

的分析表明 ,在控制地方政府官员规模问题上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

的意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了贯彻。中编办在 1990年代进行行

政机构和编制改革时使用的人口、行政区划数、面积、国民收入、国民

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等客观指标 ,以及对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等特

别因素的关注 ,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在目前的官民比省际差

异分布上。官民比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官民比与县级行

政区划人口规模的负相关关系 ,与县级行政区划面积的正相关关系 ,

说明中编办的人口、行政区划数、面积、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指标

的有效性。腾冲线以西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高官民比 ,说明中央对

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等特别因素的照顾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落实。

之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 ”,是因为在腾冲线以东 ,官员编制似乎并

没有明显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 ,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贵州的少数

民族聚居地区非常低的官民比 ,固然可以用它们较低的经济发展水

“官民比 ”省际差异原因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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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加以解释 ,但也反映了它们没有得到多少中央政策倾斜的事实。

我们的财政收入规模差异与官民比差异无关 ,转移支付收入比重与

官民比弱正相关关系的统计分析结果 ,说明中编办的“财政收入 ”因

素并没有在地方官员规模控制上发挥显著的作用。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而言 ,本文的发现对规模经济理论和瓦格纳

定律提供了支持。官民比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正相关关系 ,证明了瓦

格纳定律在我国的适用性 ,也说明我国官民比地区分布的基调是符

合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的。县均人口规模越大的地区官民比越小的

发现 ,说明规模经济原理也适用于我国。此外 ,那些曾在计划经济时

代作为中央计划的重点省级行政区的官民比 ,显著高于其他地区的

发现 ,说明制度约束和历史路径依赖理论的有效性。考虑到中国的

行政区划更多地是基于政治和行政的因素 ,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的影

响 ,而较少基于自然和经济地理的因素 ,可以说中国官民比的省际差

异分布决定因素主要来自于制度约束和历史路径依赖。

从政策指导和改进的层面上 ,从本文的发现中可以引申出如下

经验和教训。首先 ,我国存在通过扩大县级行政区划规模达到控制

官员规模的目的的可能。当然 ,对于一个具体的地区来说 ,问题的关

键在于它有没有可能扩大它的县域人口规模。在这里 ,大体存在三

种情况 :一是通过撤小县并大县、撤乡并镇等行政区划改革扩大县域

人口规模 ;二是在不变更行政区划的状况下 ,通过经济发展吸引人口

流入增加县域人口规模 ;三是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等限制 ,某些地方如

腾冲线以西的多数省、自治区 ,既无法搞大规模的撤并县乡行政区的

行政改革 ,也不可能通过经济发展吸引大量外来人口获得规模经济。

但是 ,值得指出的是 ,腾冲线以东的许多省区县级行政区过多 ,没有

自然甚至经济地理的根据。例如 ,河北、山西小县林立 ,恐怕同两地

处于我国开发最早的黄河流域有关。但这不能成为不进行撤小县并

大县改革的理由。

其次 ,各地官民比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的发现 ,说明那些一

味强调我国官民比过大、必须不断削减的观点 ,可以说没有看到历史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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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大趋势。不过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 ,我国目前许多地区因经济

发展吸引人口大量流入而产生的行政规模经济 ,又有减小官民比的

效应。这就是说 ,目前在我国经济发展对官民比的影响可能是双重

的。一方面 ,它会产生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 ,从而增

加官民比的直接效应 ;另一方面 ,它又会通过积聚人气、吸引外来人

口流入获得行政规模经济的途径 ,起到控制、甚至减少官民比的间接

效应。如何在这两种效应中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对于行政管理

研究者和决策者而言 ,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最后 ,本文关于官民比省际差异与以小学和初中生占人口比重

测量无关的发现 ,说明各省在公共服务需求上的差异 ,并未成为影响

政府官员规模的一个决定因素。那些义务教育服务需求较大的省

份 ,并未因此获得较大的政府官员规模。这个发现印证了朱光磊、张

东波 (2003)的我国公务人员的问题症结在于结构不合理的观点。

另外 ,官民比与地方财政收入规模无关 ,与转移支付依赖度和官员工

资水平的弱相关 ,说明我国官员规模的变动 ,至少在省级行政区层次

上 ,受财政规模变动的影响很小。服务需求和财政能力在决定政府

官员规模上的失灵 ,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采取对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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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pp rop riate break2through point to the“stagflation of reform”in China which re2
fers 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conom ic changes and political persistence, because

it doesn’t directly relate to core political issues and is less politically sensitive.

Key words　 Chinese Adm inistrative Reform, Political Persistence

·ART ICL E
The Determ inants of Emp loyment in Public Adm inistration in China: A

Cross2Province Study Zhang Guang　89⋯⋯⋯⋯⋯⋯⋯⋯⋯⋯⋯⋯

Abstract　Government emp loyment, measured by the civil servant/population ratio

(CSPR) , varies from one region to another in China. This paper utilizes cross -

p rovince data to identify the patterns and determ inants of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CSPR in China, obtaining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 the p rovincial distribu2
tion of the CSPR in China has two features: the ratio being significantly higher for the

p rovinces west of the Tengchong L ine than those east of the line, and to the east of

the line, the ratio being significantly higher for northern p rovinces than southern

p rovinces. Second, three factors exp lain a large part of the p rovincial CSPR varia2
tion: economy of scale, econom ic development, and p lanning legacy.

Key words　Government Size, Government Emp loyment, Economy of Scale, W ag2
ner’s Law, Planning Legacy

The Generally Provides of Chinese City Woman and Child Health Care

Servic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or Institution System

Gu X in　112⋯⋯⋯⋯⋯⋯⋯⋯⋯⋯⋯⋯⋯⋯⋯⋯⋯⋯⋯⋯⋯

Abstract　Generally speaking, China’s healthcare for women and children achieve2
ment is magnificent, some item target are among the best in the develop ing country.

However, just like other social economy department’s situation, China healthcare for

women and children’s development also p resents serious city and countryside non2e2
qualization. So, the government financial investment and its way of investment will

relate to the trend of new health organizational reform and hence it has significan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In the domain ofmother and child healthcare, it is also not ex2
cep tional. The way that the government p romotes the medical service organizational

reform by supp lied finance investment also has range pole’s significance in term 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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