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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经济体系中
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

谢申祥　陆　毅　蔡熙乾

摘　要：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工资取决于劳动者的工资议价

能力。因而，有效测度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有助于识别影响劳动者工资的决定因

素和理解劳动者的工资决定机制。借助讨价还价模型，从理论上构建一个可以有效

刻画单个劳动者与企业进行工资议价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可以有效测

度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方法；更进一步，以 中 国 微 观 企 业 数 据 为 样 本，分 析 开

放经济条件下贸易政策稳定性对劳动者工资议价能 力 的 影 响。研 究 结 果 表 明，更

稳定的贸易政策提升了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这意味 着 贸 易 政 策 稳 定 性 是 影 响

劳动者工资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有助于深化认识开放 经 济 体 系 中 劳 动 者 的 工 资

决定机制。

关键词：工资议价能力　工资决定机制　贸易政策稳定性

作者谢申祥，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陆毅，清华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蔡熙乾，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厦

门　３６１００５）。

引　　言

劳动者的工资决定机制既是劳动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一国政府有效

实现宏观经济调控所关注的重要方面。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假定下，劳动者的

工资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与需求。而在现实的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劳

动者的工资决定则取决于劳资双方的工资议价能力。然而，由于工资议价能力很难

直接观测，因而极大限制了劳动者工资决定理论的应用，同时考虑到中国很多企业、

特别是民营企业工会的作用极其有限，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代表员工与资方进行工

·０４·

　本文为 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１８ＡＧＪ００１）、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面 上 项 目

（７１８７３１４１）、国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青 年 项 目 （７１７０３１３３）、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重 大 项 目

（１７ＺＤＡ０９７）和 “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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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竞争、战略性贸易政策调整

与企业出口模式选择*

谢申祥 刘培德 王孝松

内容提要: 当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进行价格竞争时，一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应该如何

选择? 本文从贸易利益和社会福利出发，结合中国出口企业的实际，构建了一个生产企业

可以选择国内中间商出口的双寡头国际市场竞争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博弈理论探讨了

一国最优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结果表明，产品质量差异和国内企业出口模式会影响

一国最优的贸易政策选择。具体而言，在两国均可以实施贸易政策，两国国内企业均通过

其国内中间商出口产品时，若产品质量差异较大( 小) ，一国应该进行出口补贴( 征收出口

税) ; 如果只有一国生产企业通过中间商出口，那么在产品质量差异较大的情形下，该国

应该采取补贴政策。此外，本文的研究还发现，贸易政策会影响国内生产企业出口模式的

选择。本文的研究为中国贸易政策的调整提供了理论参考。
关键词: 质量差异 价格竞争 出口模式 战略性贸易政策

* 谢申祥，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邮政编码: 250014，电子信箱: xieshx@ sdufe． edu． cn; 刘培德，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

与工程学院，邮政编码: 250014，电子信箱: liupd1966@ 126． com; 王孝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 100872，电子信箱:

wangxiaosong@ ruc． edu． cn。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 项 目“‘逆 全 球 化’的 政 治 经 济 学 分 析 与 中 国 的 应 对 方 案 研 究”

( 18AGJ001) 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71873141 ) 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7ZDA097 ) 的资

助，感谢“泰山学者专项工程”的支持，感谢匿名审稿人中肯细致的建设性意见，文责自负。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持续增加。2013 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突破 4 万亿美元大

关，一举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截至 2015 年底，中国连续三年位居货物贸易第一位。从数量上

看，中国无疑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然而，从质量和效益上看，中国离美国、德国等贸易强国还有不

小的差距。毫无疑问，贸易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有赖于制造业的持续升级。而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

持续发展，无疑将为贸易质量和效益的提升提供坚实的产业基础。
对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而言，其国际市场大多被少数寡头企业所控制。譬如，国际高铁市场份

额几乎被庞巴迪( 加拿大) 、西门子( 德国) 、川崎( 日本) 、阿尔斯通( 法国) 、EMD( 美国) 和中国中车

等公司所瓜分，高端智能手机市场主要被苹果( 美国) 、三星( 韩国) 和华为( 中国) 等公司所占领，

商用大飞机市场则由波音( 美国) 和空客( 欧盟) 垄断。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参

与国际竞争的国家，在助推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获取更大贸易利益中，国家政策理当发挥重要作用。
由于出口补贴指向性明确，因而在实践中受到诸多国家的青睐，常被用来作为促进出口的工

具。尽管世界贸易组织对一些行业或领域的出口补贴进行了限制甚至禁止，但是各种变形的出口

补贴依然层出不穷( Becker，2014) 。因此，探讨如何利用出口补贴措施，以提升中国企业国际竞争

力和中国整体社会福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常而言，当产品的国际市场为寡头市场时，为了减缓市场扭曲，一国政府可利用贸易政策促

进本国社会福利的提升。特别地，若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进行产量竞争，一国政府补贴本国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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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压力与政府支出效率

———基于所得税分享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徐 超 庞雨蒙 刘 迪

内容提要: 经济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如何释放财政压力备受关注。除努力增加自有

财力外，提高政府支出效率也是重要的减压途径。本文借助 2002 年所得税分享改革捕捉

地级市层面财政压力的外生变化，采用强度双重差分方法实证考察了地方财政压力对政

府支出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 ( 1) 所得税分享改革造成的相对财政压力显著提高

了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水平，且改革效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型趋势。( 2) 地方财

政压力对政府支出效率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具体来讲，地方财政压力对政府支出效

率的影响随着支出效率的提高而不断减弱、随着政府间竞争程度的加剧而不断增强。
( 3) 在“压力型”财政激励下，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加强政府审计监管而非优化支出结

构的方式来实现支出效率的提升。文章从财政支出效率视角揭示了地方政府释放财政

压力的具体路径和实现手段，对于解读中国式“压力型”财政激励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具

有参考价值，可为中央政府实施偏向性扶持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财政压力 政府支出效率 财政支出结构 审计监管

* 徐超、庞雨蒙，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邮政编码: 210023，电子信箱: xuchaode@ 126． com，pym0719@ 126． com; 刘

迪，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 200433，电子信箱: yudiluo8200@ aliyun． com。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9YJC79015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19BJY219 ) 的资助。本文系第四届中国财政学论坛入选论文。

作者衷心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设性意见，文责自负。

① 关于“财政压力”，学界还没有形成明确且统一的定义。与研究中国财政压力问题的主流文献( 陈晓光，2016; Chen，2017;

席鹏辉等，2017) 保持一致，本文借助“财政压力”一词反映财政收支的不平衡程度。通常情况下，财政压力的形成与加剧，与财政

收入和支出的波动息息相关，主要表现为财政收支缺口( 或财政赤字) 的变化。

②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公布的《关于 1995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 1996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的报告》以及《关于 2018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9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一、引 言

自 1994 年分税制以来，中央 － 地方关系呈现“财权层层上移、事权层层下移”的演进趋势( 贾

康，2007; 范子英，2015) 。尤其是经历了所得税分享改革、农业税取消、增值税转型改革以及最近

的“营改增”等重大财税体制变革后，地方政府原有的财权被大幅削弱，加之国有企业改制和城镇

化进程中衍生出的大量支出责任，地方财政压力日益显现。①与此同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

景下，各地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减税降费浪潮，使得地方财政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统计数据显示，

1995 年中国地方财政收入为 5416 亿元，财政支出为 5373 亿元，财政收支大体相当且略有盈余; 此

后，地方财政收支缺口基本呈持续递增态势，2018 年已达 8300 亿元，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超过

4. 4%。②“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压力的产生与加剧削弱了地方政府的经济调

控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的公平与稳定，急需解决之道。
审视我国地方治理的演进轨迹，蕴含着如下规律: 地方政府借助税收努力 ( 陈晓光，2016;

Chen，2017; 谢贞发等，2017) 、土地出让( 罗必良，2010; 范子英，2015; Han ＆ Kung，2015) 、债务融资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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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样性与民间金融:
基于方言视角的经验研究

张 博 范辰辰
(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摘 要: 本文利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资本衡量宏观层面民间金

融繁荣程度，以汉语方言多样性衡量文化多样性，检验以方言为代表的地域文化对民间金融

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方言多样性对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资本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作

用机制在于方言所体现的地域文化和身份认同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资本，有助于降低民间借

贷的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进一步地，我们使用山东省 438 家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表现衡量

微观层面民间金融发展水平，发现区域方言多样性降低了当地小额贷款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贷

款规模，增加了信贷风险，从而为文化多样性影响宏观层面民间金融发展提供了微观基础。
关键词: 文化多样性; 方言; 民间金融; 小额贷款公司

JEL 分类号: G21，O16，Z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7246( 2018) 07 －0069 －21

一、引 言

民间金融，又称非正规金融( Informal Finance) ，是指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其它

金融活动，主要包括私人借贷、商业信用以及小额贷款公司、合会、典当行等民间金融组织

的资金借贷行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民间金融活动日趋活跃。1978 至 2008 年间，民

间金融市场贷款规模的年均增长率高达 17. 8% ( 李建军，2010) ; 2013 年，22. 3%的中国家

庭通过民间金融市场借款，77% 的负债小微企业有民间融资，民间金融市场规模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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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与农村减贫

——来自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谢申祥 1 刘生龙 2，3 李 强 4

摘要：利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2010年和 2014年的数据，本文从贫困率、贫困强度和

贫困深度三个角度测度了农村贫困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贫困发生与否、贫困强度和贫困深

度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从农户和社区两个层面实证分析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的影

响。分析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具有正向影响，尤其是农村自来水设施的可获

得性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结论在考虑多种情形的回归分析中均保持稳健。本文的

研究对于中国农村如何进一步实施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农村减贫 贫困率 贫困深度 贫困强度 基础设施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脱贫攻坚对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据统计，至 2014年底，全国仍

有 14个集中连片贫困区、12.8万个贫困村、7017万贫困人口
①
。只有当这 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时，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方能实现。在过去 30多年时间里，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中国

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得 6.6亿多人口脱贫，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了 70%②
。尽管中国

的减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直到 2013年农村地区仍然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

如何进一步降低农村贫困人口，让更多的底层农民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果实，一直是国家关注

的重点问题之一。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出席“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时强调，“到 2020年，

本文研究获得泰山学者工程专项资金资助计划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高端智库项目（项目编号：

20155010298）的资助，特此感谢；同时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当然，笔者作者文责自负。本文通

讯作者：刘生龙。

①
参见《中国共有7017万贫困人口 有 14个集中连片贫困区》，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11-03/7603915.shtml。

②
参见《对全球减贫贡献超过 70%，“中国奇迹”普惠世界》，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10/77747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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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天窗说亮话：社会合作何以可能

汪崇金， 史 丹， 聂左玲， 崔 凤

[摘要] 近年来，私人之间的相互监督与惩罚得到了理论界与实践界的广泛关注。 作

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私人惩罚实际上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是利他性惩罚，其已成为当

今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并被理论界当作破解“社会合作何以可能”这一难题的突破口；另

一方面则是反社会惩罚，其极大地抑制着利他性惩罚的社会控制职能。 学术界对利他性惩

罚的研究颇丰，但对反社会惩罚的研究尚少。 本文基于高阶惩罚的公共品实验，探索了私

人惩罚的自我强化机制，分析了反社会惩罚的社会心理基础。 研究发现，无论是公开更多

的信息，还是向更多的人公开信息，都有助于抑制反社会惩罚；然而，仅仅是公开更多的信

息仍然难以维系公共品自愿供给合作，但随着向更多的人公开信息，辅以旁观者的第三方

监督，公共品自愿供给合作能够得以维系。 另外，“不公平感”、“不公正感”和“不规范感”等

社会认知，解释了人们的反社会惩罚行为；而且，那些社会公平感认知较强的个体更愿意

实施第三方监督，私人惩罚自我强化效应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在当今社会治理实

践中，一方面要进一步拓展私人惩罚渠道，发挥利他性惩罚的社会控制职能，为社会治理

提供“地方知识”；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引入信息公开、交流沟通等柔性治理技术，特别是

要大力培育社会资本，增强群体的自我组织与自我管理能力。
[关键词] 信息公开； 私人惩罚； 社会合作； 高阶惩罚； 公共品实验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8）04-0156-18

一、 引言

近年来，私人之间的相互监督与惩罚（简称“私人惩罚”）作为一个社会控制手段得以重用，为打

造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发挥着独特的社会控制职能。 国家有意

识地释放社会的自主性、激发公众相互监督与自我管理的积极性。 一方面，各级党委政府广泛设立

举报箱、公开投诉电话、开辟曝光台，广开言路，倾听民声。 来自基层的社会监督为社会治理提供了

必要的“地方知识”，与以国家强制力为支撑的公共惩罚相辅相成，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控制力量。 最

为明显的是，广大群众的检举揭发为中央巡视、环保督察提供了大量线索，使巡视督察工作能够有

[收稿日期] 2017-08-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中国与周边国家电力互联互通战略研究”（批准号 13&ZD16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对公共服务的影响研究”（批准号 14BGL148）。
[作者简介] 汪崇金，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博士后，硕士生导

师，经济学博士；史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聂左玲，山东财经大

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崔凤，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汪崇金，电子邮箱：

wangchjin@126.com。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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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享受工资溢价了吗？＊

———对户籍来源地“反向歧视之谜”的再检验

刘金东　秦子洋　孔培嘉

摘要：近年来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外地人收入显著高于本地人的现象，这与传统的户籍地歧视观

点恰好相反，被研究者称为“反向歧视之谜”。该谜题在中国是否真实存在，以及劳动力市场为什么

会出现外地人工资溢价的现象，都亟待得到有效检验。本文利用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中国综合社会

调查（ＣＧＳＳ）数据，将人口流动划分为非向上流动和向上流动两种类型，在控制外地人和本地人特

征变量一致的情况下，基于处理效应模型，两种流动类型均不存在显著的“反向歧视”问题，考虑内

生性和使用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ＣＭＤＳ）数据嵌套等的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本文观

点。进一步利用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分解和Ｔｈｅｉｌ嵌套分解等的结果表明，外地人工资溢价假象不仅

仅是自选择效应所致，其中还有被选择的因素，特别是针对外地人的所有制歧视迫使生产力偏高的

外地人进入非国有单位与生产力较低的本地人竞争，造成了这一被动性结果。本文结论不仅没有

支持外地人在工资收入上被优待的观点，反而证明了外地人仍然受歧视的客观事实。
关键词：流动人口　工资溢价　户籍来源地　反向歧视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劳动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成为常态。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全国范围内现住地和户口登记地相分离的人口约为２．６１亿，剔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部分，仍

有２．２１亿流动人口。从微观来看，跨地区迁移流动是劳动者寻求更好就业机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的重要途径（孙三百等，２０１２）。从宏观而言，人口流动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全要素生

产率（王金营、李竞博，２０１６）。但由于体制问题，现实中仍然存在很多固有的障碍因素限制了外地人

口的市民化进程，使得外来劳动者无法在本地市场获得公平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在２０１１年之前的

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一般认为存在对外地户籍就业者的双重歧视：一是特定部门的就业机会歧视；二
是“同工不同酬”的收入歧视，造成外地人的平均收入偏低（王美艳，２００５；邓曲恒，２００７）。但以２０１１
年为界，关于中国流动人口相对收入差距的问题出现了明显的研究拐点。在此之前，针对流动人口

相对收入差距的研究大多围绕农民工群体，故而容易混淆针对户籍性质的歧视和针对户籍来源地的

歧视。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将“户籍性质歧视”和“户籍来源地歧视”相剥离，认为以往的研

究没有有效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户籍歧视，对外来农民工的收入歧视到底是因为农村户口性质还是

因为他们来自外地，并没有得到直接的验证。从２０１１年开始，当研究者控制了户籍性质变量后，发

现户籍来源地歧视不仅消失了，反而出现了“外地人平均收入偏高”的颠覆性结论，例如，章元和王昊

—２９—

＊ 刘金东，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邮政编码：２５００１４，电子邮箱：ｋｕａｎｇｚｈｕ１９９０＠１６３．ｃｏｍ；秦子洋、孔培嘉，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２５０１００，电子邮箱：ｑ１９９５０９０６＠ｓｉｎａ．ｃｏｍ，ｋｏｎｇｐｅｉｊｉａ＠１６３．ｃｏｍ。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家庭债务，需求不足与经济增长———基于家庭流动性约束机制探讨”（７１８０３１１８）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青

年基金“体制内就业偏好的形成、影响及干预研究”（１９ＹＪＣ７９００８１）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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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经济理论评论·

社会合作的行为经济学解释评述
＊!

史 丹　汪崇金

内容提要：人类与生俱来就具有与他人合作并维护伦理规范的倾向。尊重并激发人类的这一

特质，已是当前中国推进社会治理的一个有效突破口。本文紧扣经济学实验、演化仿真和脑成像行

为经济学三大研究方法，从静态视角系统梳理了人类这一特质的证据，并从动态视角勾画其可能的

演进路径。本文有助于人们正确理解个体在社会互动中的行为动机与方式，强化人们对他人合作

态度的乐观判断，以及对他人维护伦理规范倾向的积极预期，从而在借助他律的同时，践行慎独，自
觉地维护社会合作和良好规范，更好地促进社会合作。

关键词：强互惠行为　实验经济学　脑科学　演化仿真

一、引言

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但与

此不相称的 是，主 流 经 济 学 长 期 以 来 以“经 济 人 假

设”为起点，以“竞争”为主线，专注于研究稀缺资源

的有效配置，忽 视 了 对 人 类 合 作 行 为 的 研 究（黄 少

安、韦倩，２０１１）。实际上，人类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

成就，并不是由于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具有竞争的

本性，而是与之相反，在于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特

点———高度的合作能力（孟昭勤、王一多，２００４）。认

识到这一点，对于方方面面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意义

重大。大的方面关乎如何推进“一带一路”“环境治

理”等国际合作，小的方面关系如何加强“社区治理”
“组织管理”等人际互动。近年来，学术界甚至出现

了一种呼声，即经济学有从传统的资源配置理论走

向合作理论的必要（黄少安，２０００；张维迎，２０１５）。
研究人类合作行为，“如何认识‘人’”是绕不过

的槛。因为要理解经济如何运行，懂得如何管理经

济并促进经济繁荣，就必须关注人们的某些思维模

式（阿克洛夫、席勒，２００９）。不过，正如卢梭在《论人

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序言中所说，“人类的各

种知识中 最 不 完 备 的，就 是 关 于‘人’的 知 识”。其

中，关 于 人 性 的 讨 论 由 来 已 久。古 今 中 外，概 不 例

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管仲有“夫凡人之情，见利

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的感叹，而孟子则有“人无

有不善”的乐观。在西方文化中，对人性探索可追溯

到马基雅弗利和孟德维尔，但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的一段论

述被尊为“经济人假设”的始源。不过，斯密在强调

人的“自爱”的同时，还强调了“克己”和“谨慎”，自爱

的经济人 本 身 包 含 了 以“同 情”为 内 容 的 伦 理 范 畴

（朱富强，２００９）。毫无疑问，如果只有“自利”或“自

爱”，人类怎能破解“囚徒困境”、走出“霍布斯丛林”？
令人欣喜的是，近几十年来，行为经济学借助实验、
仿真和脑成像等技术，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证据，系统

地证实了人们并不是具有同质的自利偏好，而是深

刻地受到生活环境、社会规范和文化传统的复杂影

响，具有异质的社会偏好（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１５）。
通俗地讲，社会偏好是指一些感觉。它包括，人

们愿意与志趣相投的人合作，可以从中获得快乐，或
者感到对这种行为抱有义务；人们也喜欢惩罚那些

盗用他人合作成果的人，或者感到有义务这么做（鲍
尔斯、金迪斯，２０１５）。人们这种喜欢合作、讨厌不合

作者的 社 会 偏 好，在 行 为 上 则 体 现 为 条 件 性 合 作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① 和利他性惩罚（ａｌｔｒｕｉｓｔｉｃ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在桑 塔 费 学 派（Ｓａｎｔａ　Ｆ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９—

＊ 史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邮政编 码：１００８３６，电 子 邮 箱：ｓｈｉｄａｎ０１＠１６３．ｃｏｍ；汪 崇 金，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财

经战略研究院，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２８，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邮政编码：２５００１４，电子邮箱：ｗａｎｇｃｈｊｉｎ＠１２６．ｃｏｍ。本文为国

家社会 科 学 基 金 重 大 项 目（１３＆ＺＤ１６８）、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一 般 项 目（１４ＢＧＬ１４８）、中 国 博 士 后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项 目

（２０１５Ｍ５８１２６６）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24



25



26



　 　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赫克曼曲线与人力资本投资
＊

———加大学前公共投入的思想与借鉴

郭 磊　曲 进

摘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基于生命周期视角提出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规律，

有着“赫克曼曲线”的美誉。基于这一递减规律的加大学前阶段公共投入的倡议得到了发达国家政

策研究领域的响应。凭借精湛的计量技术和多年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研究积淀，赫克曼从时间方

面细化了既往范式过于简陋的人力资本投资阶段研究，揭示了加大早期投入对于个体发展的重要

意义，并与团队成员共同发展出“技能集聚”“阶段互补”等概念。近年来随着心理学和脑科学的融

入，并在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赫克曼团队又在空间方面将技能扩展至更广的

维度。虽然目前进一步加大早期投入的倡议在发达国家因“退化”质疑而有所迟滞，但其聚焦弱势

群体、预防重于补救等思想内核的积极意义是无疑的。

关键词：人力资本　赫克曼曲线　非认知能力　学前教育

詹姆斯·赫克曼由于“分析选择性样本的理论与方法”方面的贡献而与丹尼尔·麦克法登分享

了２０００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赫克曼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理论及相应的劳动经济政策

方面，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所给出的评价：“赫克曼对选择性样本计量经济学的贡献，是寓于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中期他对劳动供给的研究之中的”（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０）。在获得

诺贝尔奖之后，笔耕不辍的赫克曼以独著或合著方式，迄今又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其中的绝大部分是

在阐述和推动其强化人力资本蓄积的政策主张。这些文献的主题更加明晰，核心观点是倡导政府加

大对个体（特别是弱势阶层后代）学前阶段能力①蓄积的投入。赫克曼不仅一再强调早期阶段人力

资本投资将对个体、家 庭 以 及 社 会 产 生 巨 大 的 收 益（Ｈｅｃｋｍａｎ　＆ Ｍａｓｔｅｒｏｖ，２００７；Ｈｅｃｋ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Ｇａｒｃíａ，Ｈｅｃｋｍ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对弱势幼儿的早期投资是既公平又有效率的政策”（Ｈｅｃｋｍａｎ，

２０１１ａ；Ｈｅｃｋｍａｎ　＆Ｃｏｒｂｉｎ，２０１６），还多次批评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后期的补救方面投得

过多，早期预防方面投得过少”（Ｈｅｃｋｍａｎ，２００６）。
赫克曼对我国的人力资本蓄积问题也给予了高度关注，获诺贝尔奖以后的十几年间数次在我国

发表倡导加强早期教育的主旨演讲，并专门撰文提示“改变中国个体拥有技能的机会及数量受制于

出生地或家庭的局面”（Ｈｅｃｋｍａｎ，２００５）。通过对其思想的深度解读，可以梳理出聚焦弱势群体、预

防重于补救以及注重非认知能力等内核，这些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转型以及彻底打赢脱贫攻坚战都具

有相当积极的借鉴意义。

—６１１—

＊

①

郭磊，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邮政编码：２５００１４，电子邮箱：ｇｕｏｌｅｉ＠ｓｄｕｆｅ．ｅｄｕ．ｃｎ；曲进，国家开发银行信

贷管理局，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１，电子邮箱：ｑｕ．ｊｉｎ＠ｒｕｃ．ｅｄｕ．ｃｎ。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１４ＢＧＬ１４８）；山东省社科

基金项目（１５ＣＪＪＪ１４）。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赫克曼及其团队认识到技能（ｓｋｉｌｌ）和能力（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在一些学者的分析中是有区别 的。为 强 调 动 态 属 性，赫

克曼的文献更多使用技能一词（Ｈｅｃｋｍａｎ　＆Ｃｏｒｂｉｎ，２０１６）。在表达一些带有存量意义的能力时，笔者注意到赫克曼

多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使用的“ａｂｉｌｉｔｙ”一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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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经 济 学 （季 刊）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１７，Ｎｏ．１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７

横向和纵向税收外部性研究：一个综述

马恩涛　吕函枰　陈媛媛①＊

摘　要　本文对包括横向税收外部性和纵 向 税 收 外 部 性 在 内 的

税收外部性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述。围绕着 同 一 层 级 和 不

同层级政府之间的横向和纵向税收关系，重点探讨了 税 收 外 部 性 研

究的前提假设即政府是 “善”的还是 “恶”的；税收 外 部 性 产 生 的

原因，即其是基于税基流动性抑或信息不对 称 而 导 致 的，还 是 基 于

并发性税收抑或行政权威而导致的；税收外 部 性 所 产 生 的 影 响，即

其是 “有害的”抑或是 “有益的”，还是战略替代的抑或是战略互补

的；税收外部性的矫正等内容。通过对上述税 收 外 部 性 相 关 理 论 内

容和实证结果的系统梳理，初步建立起一个税收外部 性 理 论 的 分 析

框架，总结了有 关 税 收 外 部 性 研 究 中 的 一 些 分 歧 及 其 产 生 的 原 因，
为下一步借鉴已有税收外部性研究成果来规范我国同一层级 或 不 同

层级政府间的税收关系做出理论上的铺垫。
关键词　财政分权，横向税收外部性，纵向税收外部性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１７．０４．０６

一、引　　言

有关财政联邦主义的文献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增长迅速，这得 益 于 财

政学家们对同一层级或不同层级政府间财政关系认识的逐步深入和发展。实

际上，最早的财政联邦主义文献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那时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地方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公共部门职能和事权与财权在不同层级政

府间的划分上，如Ｔｉｅｂｏｕｔ（１９５６）、Ｓｔｉｇｌｅｒ（１９５７）、Ｍｕｓｇｒａｖｅ（１９５９）以及其后

的Ｏａｔｅｓ（１９７２）和Ｔｒｅｓｃｈ（１９８１）等 学 者 的 研 究，由 此 形 成 了 “用 脚 投 票”理

论、“菜单”理 论、政 府 职 能 理 论、最 优 分 权 理 论 和 偏 好 误 识 理 论 等 经 典 理

论，这也可以看作是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与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关注的侧

重点 不 同，以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５，２００９）、Ｑｉａｎ　ａｎｄ　Ｒｏｌａｎｄ（１９９８）、Ｇａｒｚａｒｅｌｌｉ
（２００５）、Ｓｏｒｅｎｓ（２０１１）、Ｈｏｆｆ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以 及Ｂｈｒｉｎｇ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①＊ 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马恩涛，山东省济南市舜耕路４０号山东财经大学财政
税务学院，２５００１４；电话：（０５３１）８２６１７６９３；Ｅ－ｍａｉｌ：ｓｄｍｅｔ＠ｓｄｕｆｅ．ｅｄｕ．ｃｎ。作者感谢国家社科基金重点
项目（１７ＡＪＹ０２４）和山东省高等学校优势学科人才团队培育计划等研究项目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提
出的宝贵意见与建议，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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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１０月

经 济 学 （季 刊）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２０，Ｎｏ．１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２０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

卢云鹤　万海远＊

　我国住房 公 积 金 制 度 规 模 庞 大，涉 及 职 工 和 企 业 数 量

众多，是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利用 中 国 家 庭 收 入 调 查 数

据，定量分析了公积金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 及 其 影 响 机 制。结 果 表

明，城镇居民在公积金缴存、提取和 贷 款 三 个 环 节 上 存 在 差 异，公

有单位和垄断行业工作人员、管理和专业技 术 人 员 受 益 较 多，公 积

金制度放大了他们的收入优势。公积金制度通过四种 机 制 影 响 收 入

分配，除因强制储蓄而损失利息会缩小收入差距外，雇主匹配缴存、
因缴存公积金减免个人所得税、因使用公积金贷款节 省 利 息 支 出 均

扩大收入差距。总体而言，现行公积金制度提 高 了 城 镇 收 入 不 平 等

水平，因此下一步改革应更加关注其公平性。
　住房公积金，收入差距，影响机制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２０．０４．０６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规模庞大，涉及职工和企业众多，是社会政 策 的 重

要组成部分，对促进住房市场发展，保障群众住房需求发挥关键 作 用。２０１８
年我国公积金缴存余额高达５．７９亿元，占ＧＤＰ的６．４％；同年实缴职工人数

已达１．４４亿人，占城镇就业人员的３３．２％。１由此可见，公积金制度已经成为

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受到社会公众、政策制定者和学术

界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随着房价水平的持续攀升，城镇家庭购房压力增大；同时 宏 观 经

济增速放缓，许 多 企 业 经 营 面 临 较 大 困 难，要 求 降 低 企 业 负 担 的 呼 声 再 起。
在此背景下，关于深化公积金制度改革的讨论回到社会公众的视野，而公积

金制度的公平性问题亦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人们迫切希望了解公积金制度

的受益群体及其收入状况，以及公积金制度是否扩大了居民之间的既有收入

＊ 卢云鹤，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 院；万 海 远，北 京 师 范 大

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收 入 分 配 研 究 院。通 信 作 者 及 地 址：万 海 远，北 京 市 海

淀区新街口外大街１９号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京 师 学 堂４０３室，１００８７５；电 话：（０１０）５８８０２９４１；Ｅ－ｍａｉｌ：
ｗｈｙ８４２０００＠１６３．ｃｏｍ。感谢北京师范大 学 学 科 交 叉 项 目 （３１２２３１１０４）、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重 大 项 目
（１８ＺＤＡ０８０）的支持。本文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论坛、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年会、
中国收 入 分 配 研 究 院 举 办 的 专 题 研 讨 会 上 报 告 过，感 谢 与 会 者 的 有 益 评 论 和 建 议。作 者 感 谢

Ａｂｄｅｌｋｒｉｍ博士在软件使 用 和 编 程 上 提 供 的 帮 助。感 谢 匿 名 审 稿 人 和 主 编 的 鼓 励 和 建 议。当 然 文 责

自负。　
１ 参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全国住 房 公 积 金２０１８年 年 度 报 告》。就 业 人 员 和 ＧＤＰ数 据 见 《中 国 统 计

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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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
规模、结构及质量

①

谢申祥１　冯玉静２

（１．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２．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研究目标：详细分析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出 口 产 品 的 规 模、结 构 及 质 量。
研究方法：运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中 国 海 关 数 据 库 与 中 国 工 业 企 业 数 据 库 数 据，基

于国民经济行业标准分类和国际贸易标准分类进行数据匹 配、统 计 和 分 析。研 究

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出口商品结构进一 步 优 化，出 口 产 品 质 量

不断提高。但是中国出口产品质量仍然偏低，制成品质量 的 相 对 优 势 不 大，资 本

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东部地区出口产品质量 相 对 中 西 部 地 区

没有明显优势；产品 的 出 口 对 外 资 依 赖 程 度 较 大，私 营 企 业 出 口 产 品 质 量 较 低；
高新技术产品虽然出口规模扩大，但多数领域出口质量 较 低。研 究 创 新：运 用 制

造业产品层面微观数据，对出口产品结构和质量进行了动态 分 析，有 助 于 较 为 全

面地认识中国制造业的出口状况。研究价值：为中国从贸易大 国 走 向 贸 易 强 国 提

供决策依据和参考。
关键词　制造业产品　出口规模　出口结构　出口质量

中图分类号　Ｆ７５２．６２　　文献标识码　Ａ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自 “入世”以来，出口贸易得到了迅猛的发展。２０００年，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

仅为３９２７３．３亿 元，至２０１７年，这 一 数 值 增 长 到２７７９２３亿 元，年 平 均 增 长 速 度 约 为

３３．８％；其中，出口额由２０００年的２０６３４．４亿元增长至２０１７年的１５３３２１亿元，年平均增

长速度高达３５．８％；２１世纪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世界第一 货 物 出 口 大 国。
现阶段，中国的外贸规模已然跃居世界第一位，出口贸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也是一个重要问

题 （施炳展和邵文波，２０１４）。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 “质量第一”，建设 “质量强

国”。中国正处于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关键阶段，准确剖析中国出口产品的发展状

况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此外，制造业是整个工业的基础和核心，大部分的技术研发和创

新都集中在制造业，制造业的发展也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因此，分析中国出

口产品的状况，其核心和关键在于准确了解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状况。基于此，本文尝试

梳理和剖析新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规模、结构与质量，为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

易强国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和决策参考。

·２２·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



① 本文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１８ＡＧＪ００１）和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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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测度基层政府财政透明度
执行力的新方法

①

申　亮１　王玉燕２　刘培德２

（１．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２．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摘要】对政府执行力测度的方法研究是将其应用于实践的重要前提。针对现

有方法的不足，本文提出了ＤＥＬＰＨＩ－ＴＯＰＳＩＳ综合分析 法。该 方 法 对 准 则 层 指 标

的权重给出了统一的赋值原则，建立各可行方案之间具有可比性的数量关系，以最

优理想解和负理想解两个基准为依据，精确反映各评价方案之间的差距。在实证研

究中，运用ＤＥＬＰＨＩ－ＴＯＰＳＩＳ法对我国３１个基层政府的财政透明度执行力情况进

行测量，数值结果表明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　基层政府　执行力　财政透明度　ＤＥＬＰＨＩ－ＴＯＰＳＩＳ
中图分类号　Ｆ８１０．２　　文献标识码　Ａ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一个公共问题成为政策议程后，对于如何解决它有各种各样可选择的建议，当政府已

经做出选择，剩下的事情就是如何将决定付诸实施，即考察的是执行力。但是，一直到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初期，人们还认为政策一旦制定出来就会被立即执行。Ｐｒｅｓｓｍａｎ和 Ｗｉｌｄａｖｓｋｙ
（１９８４）的研究改变了这一看法，他们对加利福尼亚奥克兰市失业居民的联邦计划的研究发

现，职位扩增计划并未按照决策者预想的方式来执行，公共政策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执行力的高低。Ａｌｌｉｓｏｎ （１９９０）的研究甚至指出：“在达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

的功能只占１０％，而其余９０％取决于有效的执行。”
理论研究一般把政府执行力分三个角度进行：一是把政策的执行理解为一个 “自 上 而

下”的过程 （Ｍａｔｌａｎｄ，１９９５），主要涉及怎样使执行官员更有效地工 作 的 问 题。这 种 方 法

提供了对政策执行的清晰的研究方向，但缺陷是把重点放在了决策者身上，而在政策的执行

上，低层官员及公务人员显然比高层决策者更具影响力。二是从那些被政策的执行所影响和

牵涉的人的观点出发，认为政策的执行是一个 “自下而上”的过程 （Ｌｉｐｓｋｙ，１９８０）。该方法

把政府执行力研究的方向从决策中解脱出来，从而引发了对问题中涉及的所有行动主体和机构

的研究。三是把上述两种研究结合起来，既考虑到决策者所发挥的作用，也考虑到政策执行者

的自由裁量权及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Ｓａｂａｔｉｅｒ，１９８６；Ｗｉｎｔｅｒ，１９９０）。

·４９·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① 本文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１２ＣＧＬ０２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７１５０１１１１；７１４７１１７２；７１２７１１２４）、山

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ＺＲ２０１４ＪＬ０４６）、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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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Ｐ模式下项目参与方合作关系研究＊
＊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分析框架

马恩涛　李　鑫

内容提要：随着我国大规模城镇化对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需求的日益上升，作为撬动社

会资本参与准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ＰＰＰ模式也越来越得到广泛采用，作用也越来越突

出。本文重点运用社会网络分析（ＳＮＡ）方法对ＰＰＰ项目所涉及的众多参与方及其之间的

复杂网络关系进行分析，特别是运用点度中心性、居间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这三个指标对

ＰＰＰ项目各参与方在关系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量化，建立了运用ＳＮＡ方法系统分析

基础设施ＰＰＰ项目各参与方契约关系的普适性框架，并认为ＰＰＰ模式下公共部门和私人部

门参与程度的不同造就了不同ＰＰＰ项目所涉及的参与方及其之间契约关系的不同，进而决

定了ＰＰＰ模式下不同项目参与方在整个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因此，ＰＰＰ模式的成

功运用，一方面要求完善参与方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机制，另一方面要根据ＰＰＰ项目下各

参与方职能作用的不同明确界定政府与项目公司以及其他参与方之间的责任和权利。

关 键 词：ＰＰＰ模式　社会网络分析　契约关系　责权配置

作者简介：马恩涛，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２５００１４；

李　鑫，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研究生，２５００１４。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８１０２（２０１７）０７－００４９－１６

一、引　言

当前，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ＰＰＰ）模式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关注。鉴

于其在实施过程中所能实现的多元化目标，该模式正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

从收费能够完全弥补投资成本的经营性项目到收费不能弥补投资成本、需政府补贴部分资金的准

经营性项目，甚至到一些缺乏“使用者付费”基础、主要依靠“政府付费”回收投资成本的非经营性

项目，都可以看到ＰＰＰ模式的影子。实际上，ＰＰＰ模式从其萌芽期到成熟期也经历了一个很长的

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逐渐建立起如Ｓａｄｋａ（２００６）所言的针对稀缺公共资源

９４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控 制 及 其 风 险 防 范 研 究”（１３ＢＪＹ１６４）；山 东 省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重 点 项

目“山东省政府性债务控制及风险预警研究”（ＺＲ２０１５ＧＺ００１）；山东省高等学校优势学科人才团队培育计划。作者感谢 匿 名 审 稿

人的建议。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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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城乡低保是否有助于未来减贫
———基于贫困脆弱性的实证分析

徐　超　李林木

内容提要：长久以来，相关文献多集中于讨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家庭当期贫困的

影响，而忽视了远期效果。借助ＣＦＰＳ２０１２微观调查数据，本文实证考察了城乡低保对家

庭贫困脆弱性的 影 响。文 中 采 取 倾 向 值 匹 配（ＰＳＭ）方 法 以 尽 可 能 消 除 样 本 选 择 偏 误。
基本结果表明：低保制度对贫困脆弱性并未产生明显的改善效果，反而有可能增加家庭

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对于城市和农村家庭都是成立的。本文认为，低保制

度未降低贫困脆弱性至少有如下原因：一是制度执行中存在瞄准偏差；二是低保挤出了

参保家庭的私人转 移 支 付；三 是 低 保 降 低 了 居 民 的 工 作 意 愿。机 制 分 析 支 持 了 上 述 论

断。本文主要贡献在于以前瞻性视角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减贫效果进行再评估，为政

府制定和调整相关政策方针提供了参考。

关 键 词：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贫困脆弱性　私人转移支付　工作意愿

作者简介：徐　超，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讲师、博士，２１００２３；
李林木，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院长、教授，２１００２３。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８１０２（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０５－１６

一、引　言

贫困一直是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在中国尤其如此。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主导推行了

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战略，走出了一条享誉世界的“中国式扶贫”道路。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我国累计减

贫人口逾７亿，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为全球减贫事业的发展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做出了

突出贡献。然而，不 容 忽 视 的 事 实 是，现 阶 段 我 国 尚 有 相 当 多 的 家 庭 处 于 贫 困 状 况。截 至２０１４
年，我国仅农村地区就有７０１７万贫困人口①，减贫形势依旧严峻。同时，随着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计划节点的逐步迫近，中国的减贫事业也正式进入攻坚阶段。

２０１５年年底，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了以实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为目标的“五个一批”

５

① 按照年人均收入２３００元（２０１０年不变价）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数据来源于国家统 计 局《２０１４年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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