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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国家通过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三线建设制

定的向民族地区倾斜的经济发展政策切实加快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使各民族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照

顾。改革开放至今，随着国家实力的跃升，中央财政补助支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力度逐步增加。21 世纪

初国家制定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行动和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重

点在民族地区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 当下正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民族地区通过

艰苦努力，在中央政府支持和东西对口支援帮扶下完胜脱贫攻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本文主要基于民族

地区 1992 年至 2017 年的中央财政补助数据，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分析了中央财政补助规

模的变化以及中央财政补助对民族地区财政平衡及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证实了“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主

要结论为: 中央政府秉持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思路，民族地区获得的中央财政补助规模不断增加，在中央财

政帮助下民族八省区实现了财政平衡; 并证实了民族八省区获得的中央财政补助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促

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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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至今，民族地区通过艰苦努力，在

中央政府支持和东西对口支援帮扶下实现了跨越

式发展和翻天覆地的新变化; 不仅解决了绝对贫

困问题，也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长期历史原

因、偏远的自然地理区位、脆弱严酷的生态环

境，民族地区自解放初期，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和

其他地区相比都相对滞后。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

开放初期，国家通过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

义改造、三线建设制定的向民族地区倾斜的经济

发展政策切实加快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使各民

族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照顾。在改革开放的四

十余年里中央政府以全国一盘棋的思路，不同的

发展阶段专门制定了不同的向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倾斜的稳定且连续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具体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

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打赢脱贫攻坚

战、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等。民族

地区尤其是民族八省区近年来经济增长持续位居

全国前列，2020 年完胜脱贫攻坚和全国一起建

成全面小康社会，既突显了在党的领导下民族地

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显著成效，也突显了新中国

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积累的坚实

物质基础下对民族地区发展的大力支持，这也正

是我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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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文献回顾

传统的财政学理论认为，财政主要在经济领

域发挥作用，但回顾中国的财政实践历程，财政

作用范围远超过资源配置、经济增长领域，而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

的宏观调控模式［1］。回顾我国 40 年的财政改革

历程，不难发现中国财政职能的发挥并没有遵循

市场经济体制下某一种既有的财政理论，或按照

某一种既有的财政实践模式来设计财政的改革路

径，而是基于中国自身改革发展实践的现实要

求，不断调适能够为中国改革与发展提供保障和

激励的财政制度架构［2］。在我国的民族地区，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后民族地区精准扶贫、脱贫攻

坚战的开展，地方财政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

体战略下发挥了服务于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职

能。正如吕炜指出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始

终坚持财政为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服

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始终坚持为我国现代化

建设服务，这是中国财政的政治属性。其最具开

创性和突破意义的历史贡献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

度前提下探索和形成了通过市场经济改革推进现

代化国家建设的新道路、新模式，在 “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

色现代财政制度和理论体系［3］。
财政平衡意味着政府拥有的财力能够满足政

府的支出责任，因而成为各国财政政策中的重要

内容。财政平衡思想从传统观点认为政府的财政

行为应以节俭为考虑的原则，每一年度的财政收

支结果都应是平衡的［4］; 发展到从整个国民经

济来考虑财政政策的影响，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功

能性财政平衡; 再到与产业循环周期相适应而采

用财政政策的周期财政平衡和充分就业预算平

衡; 以及目前我国强调的财政动态平衡都体现了

财政预算收支平衡的核心。从经济发展角度看，

政府对经济的调节通过财政政策发生作用，而其

力度主要依赖财政支出的规模。无论是改革开放

初期到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 1978 －
2012 年) 还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赋予财政新

定位———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中

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都是围绕着政府总体目标，

促进了 经 济 的 快 速 发 展，推 动 了 国 家 现 代 化

进程。

财政动态平衡是政府财政存续的必要条件，

是衡量政府财政风险和能力的重要指标。财政动

态平衡受多种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状况、财政政

策及收支状况、政府宏观调控及获取资源的能力

等都会影响其状态和变动情况［5］。新中国建立

初期，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主管财

政工作的陈云同志提出了 “三大平衡”的观点，

即: 财政收支、信贷收支、物资供需的平衡，其

中物资平衡是基础，财政平衡则是关键［6］。伴随

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发展呈现了

上下波动的不均衡特点，财政平衡也相应转化为

以“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财政思想为

核心，引导国家财政围绕其核心均衡运行［7］。伴

随着放权让利的改革，更多的资源配置给地方和

企业，民间资金的规模也逐渐扩大，社会承债能

力大幅增加，财政赤字不再货币化，总体上看，

给经济带来的收益超过了成本。财政赤字增强了

政府可支配财力，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改

革开放提供了财力支持［8］。
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是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一

切政策实施的基础，而财政政策的实施也是为了

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相应地，经济政

策目标实现的同时，社会政策目标也容易实现。
Adolph Wagner 于 1863 年提出国家的活动是生产

性的，财政支出也是生产性的，并主张扩大财政

支出。由于瓦格纳首次阐释了政府财政支出规模

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被称为瓦格纳法则［9］。
之后，很多财政和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基于此对瓦

格纳法则不断进行理论上的拓展并以不同国家的

截面数据进行验证。通过一国长期的时间序列数

据或不同国家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均得出

了 财 政 支 出 与 经 济 发 展 呈 现 了 正 向 关 系 的 结

论［10］。而且有研究发现以人均 GDP 为衡量标准

的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财政支出规模越大对

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显 著［11］。Tobin 利 用 1978 －
2001 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数据分析后，

证实了瓦格纳法则在中国同样适用［12］。戚昌厚、
岳希明利用 2011 年 GFS 和 WDI 数据库的截面数

据，计算结果证实了政府财政支出总额及其构成

与人均 GDP 之间的正向关系，也就是经济发展

与财政支出之间的瓦格纳法则成立［13］。显然，

经济发展与政府财政支出规模扩大的相同态势

下，通过衡量一国的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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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映 经 济 发 展 中 政 府 职 能 的 变 化 和 公 共 政 策

倾向。
本文对于民族八省区财政支出规模和经济发

展之间关系的关注与之前的研究有所不同，将证

明中央财政长期对民族八省区的财政补助以增加

其地方财政支出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揭示

民族地区作为全国经济大局的一部分，彰显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二、民族地区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

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我国的财政体制是

统收统支，并将 “当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

余”作为一条基本的财政方针，这在建国初期

促进了经济发展，稳定了物价。全国财政收入和

财政支出 ( 本文中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如无

特殊说 明，均 指 财 政 收 入 决 算 和 财 政 支 出 决

算) ，1952 年至 1978 年财政收入和支出基本平

衡，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 比 例 除 了 1960 年

( 89%) 外呈现出 106%－96%的小幅平稳波动。
根据已公布的民族自治地方即五个自治区和少数

民 族 自 治 州、县 ( 旗 ) 历 年 财 政 收 支 情 况

( 1952－2018 年) ，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差额

从 1952 年的财政收入大于财政支出 0. 57 亿元，

到 1960 年财政收入少于财政支出 13. 68 亿元，

再到 1978 年财政收入少于财政支出 42. 56 亿元。
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相对比例上，民族自治

地方波动幅度为 113%－49%; 五个自治区总体

的波动幅度为 114%－49%; 其中 1976 年是最低

点 39%; 民族自治州、县 ( 旗) 的财政收支比

例波动幅度是 109%－50%。因此，民族自治地

方、五个自治区和自治州、县 ( 旗) 的财政收

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下降速度都明显快于全国。
改革开放后，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过程中财政收入小于财政支出的财政赤字会相应

地扩张社会总需求，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已经成为共识。以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相结合体

现在财政工作中，随着经济运行非均衡性特点日

益显现，财政作为政府调控的主要方式也是最强

有力的手段，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1998
年以来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即以增发国债

扩大财政支出缓解财政收入有限约束的同时也在

着力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

会 ( 2003 年) 通过的 《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公共财政体制

框架已经初步建立，做出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

共财政体制的战略部署。2012 年至今我国的财

税体制围绕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不断深化改革。

图 1 不同地区历年财政收支比例情况

数据来源: 历年《中国财政年鉴》、民族八省区财政年鉴

1979 年至 2003 年，全国财政收入占财政支

出 的 比 例 从 89. 44% 升 高 至 103% 再 回 到

88. 10%; 2004－2012 年，全国财政收入比例从

92. 66% 微 调 到 93. 09%; 2013 年 至 今 又 降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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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979 年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入低于财政

支出 53. 97 亿元，之后这一差额逐年增加，1990
年财政收支差额为 137. 63 亿元; 2000 年扩大到

719. 41 亿元; 2010 年继续快速增长至 7376. 88
亿元; 直至 2018 年的 20492. 29 亿元。从相对比

例上看，1979－2003 年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

与 财 政 支 出 的 比 例 从 38. 65% 继 续 下 降 至

31. 74%，下降到 2018 年的最低点 26. 79%; 五

个自治区总体变动情况与民族自治地方基本一

致，从 1979 年的 37%，经过 1987 年到 1993 年

的小幅上升后下降到 2018 年的 33%; 民族自治

州、县 ( 旗) 该比例从 1979 年的 45% 下降到

2018 年的 18. 64%。

表 1 民族八省区财政收支差额 单位: 亿元

内蒙古 广西 贵州 云南 西藏 青海 宁夏 新疆

1992 33. 00 17. 28 13. 36 12. 27 15. 53 10. 46 8. 14 30. 02

1993 32. 16 22. 52 10. 89 －4. 33 20. 04 11. 17 8. 54 29. 58

1994 56. 53 62. 67 42. 99 127. 03 24. 76 18. 36 12. 20 42. 40

1995 58. 48 61. 15 46. 53 136. 75 32. 72 20. 2 19. 87 58. 12

1996 69. 13 66. 50 50. 12 140. 38 34. 41 23. 13 16. 84 66. 58

1997 76. 83 71. 68 55. 95 162. 78 35. 24 25. 55 19. 56 68. 83

1998 92. 65 78. 69 67. 75 159. 77 41. 68 31. 32 27. 37 80. 61

1999 113. 23 91. 41 96. 45 205. 38 48. 68 41. 55 30. 70 94. 97

2000 152. 24 111. 43 116. 34 233. 36 54. 58 51. 68 40. 01 111. 88

2001 219. 83 172. 98 175. 45 305. 15 98. 46 81. 47 66. 00 168. 23

2002 280. 82 233. 13 208. 39 320. 13 130. 54 97. 63 88. 09 244. 70

2003 308. 54 239. 94 207. 8 358. 35 137. 76 98. 00 75. 75 240. 25

2004 367. 35 269. 70 269. 13 400. 27 123. 81 110. 34 85. 55 265. 3

2005 404. 42 328. 44 338. 23 453. 66 173. 42 135. 93 112. 53 338. 70

2006 468. 76 386. 94 383. 83 513. 61 185. 64 172. 42 131. 85 459. 01

2007 589. 94 567. 12 510. 26 648. 50 255. 23 225. 49 161. 82 509. 29

2008 803. 90 778. 69 705. 95 856. 18 355. 78 292. 03 229. 60 698. 30

2009 1075. 98 1000. 83 955. 79 1254. 09 440. 04 399. 01 320. 79 958. 13

2010 1203. 52 1235. 60 1097. 75 1414. 53 514. 39 603. 66 403. 98 1198. 33

2011 1632. 54 1597. 56 1476. 32 1818. 44 703. 35 815. 66 485. 93 1564. 06

2012 1873. 24 1819. 17 1741. 63 2234. 51 818. 76 972. 63 600. 4 1811. 1

2013 1965. 54 1894. 07 1876. 25 2697. 68 919. 29 994. 19 614. 14 1938. 63

2014 2036. 31 2057. 51 2176. 13 2739. 92 1061. 24 1095. 75 660. 59 2035. 45

2015 2288. 48 2550. 35 2436. 12 2904. 68 1244. 33 1248. 03 765. 04 2474. 02

2016 2496. 28 2885. 43 2701. 02 3206. 57 1431. 98 1286. 29 866. 88 2839. 3

2017 2826. 72 3293. 42 2998. 68 3826. 8 1496. 11 1284. 24 955. 19 3170. 72

注: 表中数据根据历年《中国财政年鉴》、民族八省区财政年鉴中财政收入决算数和财政支出决算数计算得到。

上表中的数据表明，民族八省区的财政赤字 逐年增 加。横 向 比 较，1992 年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011



( 以下简称内蒙古) 的财政赤字位居民族八省区

之首，当时内蒙古的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也是名

列八省 区 第 一。云 南 省 ( 以 下 简 称 云 南) 自

1994 年开始，其赤字规模就超越内蒙古成为民

族八省区之冠。2017 年，财政赤字最多的前三

名分别是云南、广西壮族自治区 ( 以下简称广

西) 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以下简称新疆) 。纵

向比较看，也就是 2017 年八省区的财政赤字和

1992 年相比，内蒙古为 86 倍; 广西是 191 倍;

贵州省 ( 以下简称贵州) 是 224 倍; 云南是 312
倍; 西藏自治区 ( 以下简称西藏) 是 96 倍; 青

海省 ( 以下简称青海) 是 123 倍; 宁夏回族自

治区 ( 以 下 简 称 宁 夏 ) 是 117 倍; 新 疆 是

106 倍。

表 2 民族八省区财政收入和支出比例 单位: ( %)

内蒙古 广西 贵州 云南 西藏 青海 宁夏 新疆 全国

1992 54. 22 77. 98 77. 97 89. 91 6. 54 43. 8 48. 71 46. 48 93. 08
1993 63. 57 80. 99 83. 84 102. 16 7. 22 50. 44 55. 95 54. 29 93. 68
1994 39. 1 49. 84 42. 09 37. 65 18. 27 27. 63 37. 02 40. 37 90. 08
1995 42. 77 56. 51 45. 47 41. 83 6. 16 29. 85 31. 12 39. 71 91. 48
1996 45. 3 57. 65 49. 67 48. 08 7. 73 29. 28 42. 96 42. 05 93. 33
1997 46. 24 58. 04 49. 97 48. 03 8. 03 29. 94 41. 85 44. 20 93. 69
1998 45. 6 60. 33 49. 09 51. 29 8. 59 28. 97 39. 34 44. 79 91. 46
1999 43. 33 59. 37 43. 5 45. 67 8. 98 25. 44 38. 02 42. 89 86. 78
2000 38. 43 56. 89 42. 28 43. 65 5. 84 24. 3 34. 23 41. 41 84. 32
2001 31. 14 50. 81 36. 25 38. 53 5. 3 19. 57 29. 47 36. 11 86. 69
2002 28. 67 44. 48 34. 19 39. 24 5. 59 17. 77 23. 11 32. 25 85. 72
2003 31. 01 45. 91 37. 48 38. 99 7. 49 19. 7 28. 39 34. 80 88. 09
2004 34. 88 46. 85 35. 68 39. 68 6. 49 19. 66 30. 46 36. 98 92. 66
2005 40. 69 46. 29 35. 05 40. 8 7. 27 19. 92 29. 78 34. 74 93. 28
2006 42. 28 46. 96 37. 14 42. 52 7. 27 19. 68 31. 76 32. 35 95. 89
2007 45. 49 42. 48 35. 85 42. 87 7. 31 20. 1 33. 09 35. 95 103. 09
2008 44. 73 39. 97 33. 01 41. 77 6. 54 19. 68 29. 27 34. 08 97. 98
2009 44. 16 38. 29 30. 35 35. 76 6. 4 18. 03 25. 81 28. 86 89. 80
2010 47. 06 38. 45 32. 71 38. 11 6. 65 15. 44 27. 54 29. 46 92. 46
2011 45. 39 37. 23 34. 37 37. 93 7. 22 15. 69 31. 16 31. 54 95. 08
2012 45. 32 39. 06 36. 8 37. 46 9. 56 16. 08 30. 54 33. 42 93. 09
2013 46. 68 41. 06 39. 14 37. 39 9. 37 19. 04 33. 43 36. 79 92. 15
2014 47. 52 40. 87 38. 58 38. 26 10. 48 18. 68 33. 97 38. 65 92. 48
2015 46. 19 37. 27 38. 16 38. 37 9. 93 17. 63 32. 8 34. 98 86. 58
2016 44. 68 35. 04 36. 63 36. 11 9. 82 15. 64 30. 9 31. 39 85. 01
2017 37. 6 32. 09 34. 99 33. 02 11. 05 16. 09 30. 42 31. 62 84. 99

1992－2017 年

平均值
43. 16 48. 49 41. 93 44. 81 8. 12 23. 00 33. 89 37. 31 91. 27

注: 表中数据根据历年《中国财政年鉴》、民族八省区财政年鉴中财政收入决算数和财政支出决算数计算得到。

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相对比例上看，

1992 年同全国相比，云南的财政收支比例最接

近全国平均水平，广西和贵州的该比例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约 13 个百分点; 内蒙古、宁夏、新疆

和青海都在全国平均水平的 58%－47%之间; 只

有西藏该比例仅为 6. 54%。之后，民族八省区

财政收支比例逐渐下降，虽然中间有小幅上升但

没有改变下降的趋势。2017 年，全国的财政收

支比例较之 1992 年下降了 8 个百分点; 内蒙古

自身下降了 17 个百分点; 广西下降了 46 个百分

点; 贵州下降了 43 个百分点; 云南下降了 57 个

百分点; 青海下降了 28 个百分点; 宁夏下降了

18 个百分点; 新疆下降了 15 个百分点; 只有西

藏增加了 4 个百分点。2017 年民族八省区中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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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收支比例最高的内蒙古相当于全国财政收支平

均水平的 44%，最低的西藏相当于全国财政收

支水平的 13%。
这样的财政收支状况既说明了民族地区自身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也说明了依靠民族地区自身

实力难以达到财政收支动态平衡。

三、中央财政补助对民族地区
财政平衡的作用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不仅在改革开放前就一直存

在，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差距在

一定时期内呈现了扩大的态势。中央政府为缩小

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帮助民族地区的经济

社会发展，1980－1988 年，中央财政对 5 个自治

区和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贵州、云南、青海等省

实行年递增 10%的定额补助［14］。1994 年第八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要求地方财政保持 “收

支平衡、不列赤字”的制度规定保持 21 年后，

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债券来弥补预算赤字的 “前

门”正式开启，依托融资平台扩张表外债务的

“后门”随之关闭，债务治理开始步入规范化、
透明化、制度化发展轨道［15］。同东中部地区相

比，民族八省区经济规模小，发展缓慢的现实使

其发行债券的能力有限。为使民族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跟上全国的步伐，中央财政以转移支付为主

要方式不断增加对民族地区的财政补助。

表 3 中央对民族八省区的财政补助与当地财政收入的比较 单位: %

内蒙古 广西 贵州 云南 西藏 青海 宁夏 新疆

1992 81. 34 25. 76 28. 99 15. 60 1346. 96 126. 03 114. 49 114. 64
1995 144. 44 83. 18 125. 23 141. 19 1457. 86 221. 79 179. 94 136. 51
1996 126. 83 80. 67 110. 10 110. 16 1279. 79 227. 94 140. 90 135. 08
1997 119. 64 75. 64 104. 32 99. 22 1172. 66 227. 40 138. 79 125. 41
1998 121. 26 71. 43 108. 60 98. 64 1141. 83 236. 08 154. 90 122. 52
1999 134. 22 75. 35 129. 48 112. 23 1252. 35 306. 49 191. 89 134. 30
2000 169. 23 84. 89 145. 63 128. 33 1181. 02 332. 49 233. 29 150. 93
2001 240. 91 102. 96 176. 17 152. 81 1614. 07 467. 74 260. 79 198. 83
2002 254. 96 116. 60 193. 97 150. 18 1794. 52 466. 39 329. 93 187. 12
2003 196. 03 116. 80 173. 47 151. 07 1639. 11 396. 37 246. 34 185. 44
2004 198. 00 127. 61 189. 46 153. 26 1357. 10 473. 15 271. 21 183. 75
2005 148. 76 126. 05 182. 50 139. 52 1591. 98 450. 41 258. 10 190. 50
2006 142. 54 130. 06 172. 55 135. 05 1412. 26 426. 70 232. 80 214. 22
2007 133. 49 148. 49 198. 30 141. 67 1424. 89 414. 63 248. 67 192. 94
2008 120. 67 152. 55 208. 82 138. 21 1438. 19 435. 58 256. 50 189. 87
2009 120. 25 160. 27 220. 95 164. 35 1565. 16 457. 30 287. 44 238. 63
2010 107. 98 150. 89 198. 10 148. 05 1448. 84 540. 45 234. 72 224. 82
2011 115. 67 168. 29 197. 78 155. 98 1305. 15 535. 25 215. 02 208. 50
2012 112. 62 153. 22 165. 86 153. 52 929. 01 450. 41 204. 25 189. 20
2013 103. 43 138. 39 152. 58 134. 19 949. 79 367. 48 180. 51 164. 12
2014 101. 93 136. 77 156. 79 145. 61 832. 76 369. 59 182. 59 156. 51
2015 108. 71 145. 66 156. 13 140. 19 970. 74 362. 33 184. 91 177. 98
2016 117. 84 156. 11 165. 36 148. 60 877. 78 453. 05 191. 72 193. 64
2017 148. 14 163. 48 170. 33 159. 74 812. 98 453. 78 195. 88 178. 17

1992－2017 年的

平均值
140. 37 120. 46 159. 64 134. 06 1283. 20 383. 29 213. 98 174. 74

数据来源: 历年《中国财政年鉴》、民族八省区财政年鉴

注: 表中数据为历年中央财政补助与当地财政收入决算数的比例。

我国于 1994 年实施了分税制改革。在分税制 改革以前，中央政府在本级财政支出以后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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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财政资金补贴地方财政; 分税制改革后，中

央政府集中了财力，在履行本级财政职能后仍然有

充裕的资金，从而奠定了中央财政进行宏观调控的

现实基础。我国的转移支付包括了税收返还、一般

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三类内容。对于民族八

省区而言，中央以税收返还给予地方财政支持的方

式由于其税收基数小而作用不大，因而主要依赖一

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也就是财政决算中

的中央财政补助。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用于调

节不同地区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专项转移支付

主要用于重大公共项目建设，特别是精准扶贫和脱

贫攻坚战略实施后专项转移力度逐年增加。
上表的数据显示，在分税制改革前的 1992

年，除西藏外，青海、宁夏和新疆的中央财政补

助大于其财政收入，而内蒙古、广西、贵州和云

南的中央财政补助低于其地方财政收入。分税制

改革后，民族地区的中央财政补助增加显著。除

了广西在 1995－2000 年中央财政补助金额低于

其财政收入外，1995 年以来其他七个省区的中

央财政补助全部大于地方财政收入。虽然各个省

区获得中央财政补助的相对比例最高点集中在

2000－2009 年，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决定》自 2015 年实施后民族地区的

中央财政补助金额又明显增加。2017 年，西藏

的中央财政补助是其财政收入的 813 倍; 青海也

达到了 454 倍; 其他六个省区也达到了 1. 48 －
1. 96 倍。

自我国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对民

族地区加大了资金投入，重点在交通、水利、能

源、通信 等 重 大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尤 其 是

2013 年后民族地区开展精准扶贫和 2015 年后的

脱贫攻坚战，民族地区的国家专项转移支付和一

般支付的中央财政补助增加显著。

表 4 中央财政补助与民族八省区财政支出的比较 单位: %

内蒙古 广西 贵州 云南 西藏 青海 宁夏 新疆
1992 44. 10 46. 48 22. 60 14. 02 88. 13 55. 20 55. 76 53. 29
1995 61. 78 39. 71 56. 95 59. 06 89. 88 66. 21 56. 00 54. 21
1996 57. 46 42. 05 54. 69 52. 97 84. 71 66. 75 60. 53 56. 79
1997 55. 32 44. 20 52. 13 47. 65 90. 68 68. 09 58. 08 55. 43
1998 55. 30 44. 79 53. 32 50. 59 91. 69 68. 39 60. 94 54. 88
1999 58. 16 42. 89 56. 33 51. 26 107. 54 77. 96 72. 98 57. 60
2000 65. 04 41. 41 61. 58 56. 01 106. 05 80. 78 79. 86 62. 50
2001 75. 03 36. 11 63. 85 58. 88 94. 32 91. 54 76. 85 71. 80
2002 73. 09 32. 25 66. 32 58. 93 95. 14 82. 87 76. 23 60. 34
2003 60. 80 34. 80 65. 01 58. 90 91. 56 78. 08 69. 94 64. 53
2004 69. 06 36. 98 67. 60 60. 82 101. 59 93. 01 82. 60 67. 95
2005 60. 53 34. 74 63. 96 56. 92 103. 28 89. 74 76. 86 66. 18
2006 60. 27 32. 35 64. 09 57. 43 102. 72 83. 97 73. 93 69. 29
2007 60. 73 35. 95 71. 09 60. 74 104. 22 83. 32 82. 29 69. 36
2008 53. 98 34. 08 68. 93 57. 72 94. 01 85. 74 75. 08 64. 71
2009 53. 10 28. 86 67. 06 58. 78 100. 17 82. 43 74. 18 68. 88
2010 50. 82 29. 46 64. 81 56. 43 96. 36 83. 44 64. 64 66. 24
2011 52. 50 31. 54 67. 97 59. 16 94. 27 83. 99 67. 00 65. 75
2012 51. 04 33. 42 61. 03 57. 50 88. 84 72. 44 62. 37 63. 23
2013 48. 29 36. 79 59. 71 50. 18 88. 98 69. 98 60. 34 60. 39
2014 48. 44 38. 65 60. 48 55. 71 87. 29 69. 03 62. 03 60. 49
2015 50. 21 34. 98 59. 58 53. 79 96. 36 63. 88 60. 65 62. 25
2016 52. 66 31. 39 60. 57 53. 66 86. 23 70. 87 59. 24 60. 78
2017 55. 70 31. 62 59. 59 52. 74 89. 82 73. 00 59. 59 56. 35

1992－2017 年的

平均值
57. 22 36. 48 60. 39 54. 16 94. 74 76. 70 67. 83 62. 22

数据来源: 历年《中国财政年鉴》、民族八省区财政年鉴

注: 表中数据为历年中央财政补助与当地财政支出决算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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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补助占当地财政支出的比例也反映

其财政依赖中央政府的程度。纵观民族八省区

1992—2017 年的数据，广西获得的中央财政补

助占比最低，均值是 36. 48%; 2017 年该比例低

于平均值 4 个百分点。西藏财政支出中来自中央

财政补助的比例平均值是 95%，其中 2004－2007
年和 2009 年中央财政补助超过了地方财政支出。
青海获得的中央财政补助仅低于西藏，位居民族

八省区第二，1992 － 2017 年的均值是 77%。贵

州、宁夏和新疆该比例均值位于 60%－68%; 民

族八省区中经济发展程度领先的内蒙古在 1992－
2017 年的中央财政补助占当地财政支出的比例

均值为 57. 22%; 云南获得的中央财政补助占比

均值是 54%。

四、中央财政补助与民族地区
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根据很多学者对瓦格纳法则的估算方法，即

把财政总支出占 GDP 的比重定义为政府支出规

模，人均 GDP 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

将两者进行回归分析后得到瓦格纳法则系数以验

证总支出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本文关注财政支出

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央财政补助作为民族地区

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通过借鉴瓦格纳法则，验

证民族地区重要财政补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

更容易解释估计结果，模型中对人均 GDP 取了

对数。

具体估计模型为:

yi = a + lndpi + μi ( 1)

式中 i 代表民族八省区，y 代表中央财政补助占

GDP 的比重或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lndp 代

表人均 GDP， 为瓦格纳系数，a 为常数项，μ

为误差项。

表 5 瓦格纳系数估计结果

财政支出的瓦格纳系数 中央财政补助的瓦格纳系数

地区 OLS 估计 异方差稳健 OLS 估计 OLS 估计 异方差稳健 OLS 估计

民族八省区
6. 41＊＊＊

( 3. 16)

6. 41＊＊＊

( 2. 56)

5. 24＊＊＊

( 2. 87)

5. 24＊＊＊

( 3. 01)

内蒙古
2. 73＊＊＊

( 5. 94)

2. 73＊＊＊

( 5. 11)

0. 98＊＊

( 2. 56)

0. 98＊＊＊

( 2. 83)

广西
5. 05＊＊＊

( 12. 73)

5. 05＊＊＊

( 9. 03)

3. 65＊＊＊

( 15. 21)

3. 65＊＊＊

( 16. 11)

贵州
－6. 11

( －0. 87)

－6. 11
( －0. 46)

2. 88*

( 1. 83)

2. 88*

( 1. 02)

云南
7. 26＊＊＊

( 12. 24)

7. 26＊＊＊

( 9. 41)

4. 77＊＊＊

( 12. 05)

4. 77＊＊＊

( 9. 69)

西藏
31. 40＊＊＊

( 11. 65)

31. 41＊＊＊

( 11. 31)

28. 30＊＊＊

( 13. 93)

28. 30＊＊

( 13. 40)

青海
15. 79＊＊＊

( 14. 60)

15. 79＊＊＊

( 12. 85)

11. 39＊＊＊

( 12. 36)

11. 39＊＊＊

( 12. 86)

宁夏
7. 14＊＊＊

( 9. 48)

7. 14＊＊＊

( 7. 00)

4. 41＊＊＊

( 7. 16)

4. 41＊＊＊

( 8. 01)

新疆
12. 15＊＊＊

( 13. 57)

12. 15＊＊＊

( 9. 34)

7. 76＊＊＊

( 15. 28)

7. 76＊＊＊

( 11. 01)

注: 表中＊＊＊，＊＊，* 分别为 1%，5%和 10%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 t 值。

上表中 1992 年至 2017 年民族八省区总体财

政支出的瓦格纳系数为 6. 41 显著大于 0，说明

民族八省区经济发展与财政支出规模之间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即政府支出规模随人均 GDP

水平的提高而扩大，证明瓦格纳法则成立。分不

同地区看，除贵州外的内蒙古、广西、云南、西

藏、青海、宁夏、新疆的瓦格纳法则也都成立。
民族八省区的中央财政补助与人均 GDP 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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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为 5. 24，也表明

中央财政补助随着人均 GDP 的增长而提升。分

不同地区看，与财政支出瓦格纳系数不同的是，

民族八省区的中央财政补助全部都是随着人均

GDP 的增加而增加。财政支出规模和中央财政

补助异方差稳健 OLS 估计结果中，表示统计显

著水平的 t 值变化不大，说明财政支出规模和人

均 GDP 之间、中央财政补助规模和人均 GDP 之

间统计关系的稳健性。
自我国改革开放后中央财政补助作为民族八

省区调整财政收支平衡的重要方式延续至今，而

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央财政补助的金

额也随之增加。众所周知，中央财政补助作为转

移支付的手段，主要用于医疗卫生、教育、养老

等民生领域，特别是 2013 年后实施精准扶贫以

及脱贫攻坚战略的开展，中央财政补助的力度更

是明显提升。很多研究证明，即使财政总支出适

用于瓦格纳法则但分项财政支出变动的瓦格纳法

则却不一定成立［16］。中央财政补助作为财政支

出的重要来源，但在对应的财政支出分项上却没

有可供研究的公开数据，因此无法进一步深入分

析中央财政补助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

和作用。
虽然已经验证了民族八省区财政支出规模和

中央财政补助规模的瓦格纳法则成立，即经济发

展会促进中央财政补助的增加。但要了解中央财

政补助的增加有多大程度可由经济发展解释，本

文使用了格兰杰检验。具体公式如下:

Δlnyit = π1 +∑
p

( π11ipΔlnyit-p ) +

∑
p

( π12ipΔlndpit-p ) + φ1i t －1

Δlndpit = π2 +∑
p

( π21ipΔlndpit-p ) +

∑
p

( π22ipΔlnyit-p ) + φ2i t －1

其中 y 代表中央财政补助占 GDP 的比例并取对

数; dp 为人均 GDP 并取对数; i 表示不同地区;

t 是不同时间; Δ表示一阶差分，p 为滞后期。如

果差分项显著就表明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成立;

如果误差修正项  t －1 显著，则代表长期格兰杰

因果关系成立。

表 6 中央财政补助规模和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Δlnyt－1 Δlnyt－2 Δlndpt－1 Δlndpt－2  t－1

民族地区 Δlny 1. 0501＊＊＊ －0. 3336 0. 2146 0. 1406 －1. 2429*

Δlndp 0. 0832 0. 0988 1. 4674＊＊＊ －0. 5384＊＊＊ 1. 0839＊＊＊

内蒙古 Δlny 0. 7699＊＊＊ －0. 0214 －0. 6034 0. 6122* 0. 6252*

Δlndp 0. 0722 0. 0388 1. 8773＊＊＊ －0. 9084＊＊＊ 0. 0469*

广西 Δlny 1. 1839＊＊＊ －0. 3404 0. 2473 －0. 2154 0. 0558
Δlndp 0. 0077 0. 2170* 1. 1019＊＊＊ －0. 2026 0. 5484＊＊＊

贵州 Δlny 1. 0048＊＊＊ －0. 1200 0. 1538 －0. 1668 0. 4654
Δlndp －0. 0387 0. 0252＊＊ 1. 2172＊＊＊ －0. 2926 0. 3270＊＊

云南 Δlny 1. 0150＊＊＊ －0. 4018* 0. 3102 －0. 2045 0. 0534
Δlndp 0. 1868* 0. 0092 1. 3421＊＊＊ －0. 3970＊＊ 0. 0476＊＊

西藏 Δlny 0. 4690＊＊＊ －0. 2247 1. 1093 －0. 8117 0. 4915*

Δlndp 0. 0102 0. 0891 0. 9307＊＊＊ 0. 0167 0. 1836＊＊＊

青海 Δlny 0. 7434＊＊＊ －0. 0930 0. 2519 －0. 1535 0. 2792
Δlndp 0. 0912 0. 0382 1. 3008＊＊＊ －0. 3692* 0. 2873＊＊

宁夏 Δlny 0. 7941＊＊＊ －0. 1143 0. 3204 －0. 2797 0. 5528＊＊

Δlndp 0. 0482 0. 0869 1. 3801＊＊＊ －0. 4258＊＊ 0. 1133*

新疆 Δlny 0. 9137＊＊＊ －0. 4034 1. 1912＊＊＊ －0. 9134＊＊ －1. 4215＊＊

Δlndp 0. 1601 0. 1932 0. 8095＊＊＊ －0. 0368 1. 3517＊＊＊

上表中民族八省区整体以及新疆、西藏、内

蒙古和宁夏各自的两个误差修正项均显著，说明

长期内中央财政补助规模和人均 GDP 也就是经

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关系。即中央财政

补助是民族八省区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 同时

民族八省区经济发展也是中央财政补助的格兰杰

原因。广西、贵州、云南、青海都是单向格兰杰

关系，即上述四个省区的经济发展是其获得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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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财政补助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在短期内民族八

省区整体和八个独立的民族省区都不存在双向格

兰杰原因。

五、结论

自改革开放至今，民族八省区的中央财政补

助规模逐渐增加，并显著促进了当地医疗、卫生、
教育、交通设施建设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大幅提

升，相应缩小了民族八省区和东中部地区的差距;

成为民族八省区完胜脱贫攻坚和建成全面小康社

会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民族八省区 1992 年至

2017 年的中央财政补助数据着重分析了中央财政

补助规模的变化以及中央财政补助与民族八省区

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相关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民族八省区获得的中央财政补助规模

不断增加，1992－2017 年中央财政补助与当地财

政收入的比例均超过了 120%，与财政支出的比

值不断增加。
同当地财政收入相比，在分税制改革前的

1992 年，除西藏外，青海、宁夏和新疆的中央

财政补助大于其财政收入，而内蒙古、广西、贵

州和云南的中央财政补助低于其地方财政收入。
分税制改革后，民族八省区的中央财政补助增加

显著。除了广西在 1995－2000 年中央财政补助

金额低于其财政收入外，1995 年以来其他七个

省区的中央财政补助全部大于地方财政收入。虽

然各个省区获得中央财政补助的相对比例最高点

集中在 2000－2009 年，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自 2015 年实施后民

族地区的中央财政补助金额又明显增加。1992
年至 2017 年民族八省区获得的中央财政补助与

当地财政收入相比，内蒙古为 1. 4 倍、广西为

1. 2 倍、贵州为 1. 6 倍、云南为 1. 3 倍、西藏是

12. 8 倍、青海为 3. 8 倍、宁夏为 2. 1 倍、新疆

为 1. 7 倍。
中央财政补助与民族八省区当地财政支出相

比，1992－2017 年广西获得的中央财政补助与当

地财政支出的比值均值是 36. 48%，为民族八省

区中最低; 西藏财政支出中来自中央财政补助的

比例平均值是 95%，位居首位。青海获得的中

央财政补助仅低于西藏，位居民族八省区第二，

1992－2017 年的均值是 77%。贵州、宁夏和新疆

该比例均值位于 60%－68%; 民族八省区中经济发

展程度领先的内蒙古在 1992－2017 年的中央财政

补助占当地财政支出的比例均值为 57. 22%; 云南

获得的中央财政补助占比均值是 54%。
其次，经过瓦格纳法则验证和格兰杰检验后

发现，1992－ 2017 年的民族八省区整体以及新

疆、西藏、内蒙古和宁夏的中央财政补助会促进

其经济发展，相应的经济发展也会推动中央财政

补助的增加。而广西、贵州、云南和青海只是单

向经济发展会推动中央财政补助的增加。
上述结果证实了中央政府对民族八省区的财

政支持，起到了民族八省区财政平衡和发展地区

经济的突出成效，同时也体现出民族八省区作为

国家经济共同体的一部分，彰显了国家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现实实践。此外，在一定程度上也

验证了有学者提出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民族

地区援助政策的预设目标难以实现的问题［17］，

也就是中央财政补助并不一定对所有民族地区都

会产生促进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当下正是民族

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交汇时点，按照十四五规划要求，民族八省区均

致力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为

此，中央财政补助作为民族八省区财政收支平衡

的主要来源，民族八省区的地方财政对其的依赖

性不言而喻。然而现实中，民族八省区的中央财

政补助并没有形成专门的法律法规。这种不确定

的政策环境，会推动民族八省区地方政府就中央

财政补助向中央政府提出更多的诉求，并加大博

弈成本。由于中央财政补助并不一定就会直接促

进经济发展，如何确定中央财政补助的合理规

模，就需要基于中央财政补助在财政支出中各分

项的体现进行深入的分析，但限于没有这方面的

数据，本文目前无法完成，而这也是下一步研究

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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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Function of Central Financial Subsidies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thnic Areas

DING Sai
(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81)

［Abstract］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until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ies for ethnic areas through democratic reform，socialist transformation，third tier
city construction have effectively accelerat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thnic areas，and allowed all ethnic
people feel the special caring from the motherland．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central government
subsidies to suppor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 have gradually increased as the country enhanced its
strength．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the state formulated and implemented the strategy of western
development，made actions to revitalize the border areas and enrich the people， and supported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groups with a small population． After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national focus was put 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ethnic areas． At present，we are taking
strengthening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to form a new pattern． Through hardworking
efforts，ethnic areas have attained leapfrog development in fulfilling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support of their counterparts in eastern China’s much more developed regions． This
paper is mainly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central financial subsidy from 1992 to 2017，and makes analysi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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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of the scale of the central financial subsidy and the role of the financial balance of the ethnic areas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confirmed the remarkable advantages of the national system and governance
system that“uphold the equality of all ethnic group，while solidify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while attaining common unity and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upheld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s a whole while the ethnic areas have
obtained continued increase of central financial subsidies; with the help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the eight
ethnic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have achieved a fiscal balance; it also proves the mutual promo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financial subsidies towards the eight ethnic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and thei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central government subsidies; fiscal revenue; fiscal expenditure; fiscal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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