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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产品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彭定赟,高 萍,罗 元

(武汉理工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肯定了公共产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依据该理论,通过1994-2008年全国农业

支出、农村义务教育支出、农村公共卫生支出和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并进行相关数据的协

整检验,结合误差修正模型和状态空间模型的使用,得到以下结论:在短期内,农业支出、农村义务教育支出对经

济增长存在着正效应,农村公共卫生支出和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着负效应;在长期内,基于经济增

长效应的中国农村公共产品投入重点依次为农业支出、农村公共卫生支出、农村义务教育支出和农村社会保障

支出。基于此,提出了中国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的政策建议:增加农业支出的投入,继续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支出

的投入力度,持续平稳地增加对农村公共卫生支出的投入,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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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夯实“三农”发展基础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主

要内容之一,其中包括巩固农产品保障供给能力,大
力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公共服务

能力建设,改进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公共文化服务

等。其发展目标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

进,农村文化进一步繁华,农村人人享受良好的教育

机会,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健

全,农村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产品

的投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它既可以促进

经济的增长,还可以缩小城乡公共事业的发展差距。
因此,研究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的经济效应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国

内外的学者一般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进行农村公

共产品的研究。在农村公共产品的理论研究上,西
方学者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从亚当斯密开始到1954
年萨缪尔森发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为止,古典和

新古典理论都在探讨公共产品的问题。而国内学者

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理论研究大都基于萨缪尔森的

《公共支出的纯理论》。如王国华等[1]认为农村公共

产品是相对于农民的“私人产品”而言,用于满足农

村公共的需要,具有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非排他

性的产品;黄志冲[2]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具有一定

“典型特征”、为了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生产以

及农民生活消费共同所需的农村产品,是农村产品

中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农村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

总称。
国内外的实证研究大多从供给效率、经济效用

以及供给优先序等方面进行的,关于农村公共产品

投入的供给效率研究,李燕凌等[3]通过规范研究和

实证研究的结合,在农村调查和权威统计数据基础

上,通过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双层效率因素分

析”等模型,采用微观层面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农民主

观评价“满意度”分析、宏观层面县级截面数据包络

分析等手段,综合考虑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与产出两

个子系统功能协调效率问题,揭示了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效率现状及其变化规律;刘文勇等[4]建立对数

农村公共产品模型,经过实证分析后认为,目前我国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发挥的效用水平低于私人属性产

品供给发挥出的效用水平。关于农村公共产品投入

的经济效用研究,关慧等[5]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对

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利用1982年到

2006年的统计数据,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中国经

济增长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分析表明农村公共物

品 供 给 对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具 有 很 强 的 促 进 作 用;

Futagami等[6]则把公共产品投入作为内生因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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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的

供给优先序研究,陈俊红等[7]采用“参与式快速评估

法”让农民对已经设定的目标选项,根据自身所在社

区需要政府投资建设的紧迫程度进行排序,从而可

以达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优先序排列。
上述研究都是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经济

效用以及供给优先序等方面考虑的,对于农村公共

产品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不过,由于

农村公共产品涉及的范围较大,而农村公共产品投

入的时效因素、交互因素影响也较大,在进行实证研

究过程中,研究方法的选取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本文的目的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农村公共

产品指标的选取,进一步完善研究方法,为决策者做

出正确的决策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本文从农村公

共产品的投入探讨其对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通过

选取农村公共产品的4个指标,首先利用格兰杰因

果检验分析每个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因果性,再利用

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分析每个指标对经济增长的

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农村公

共产品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正负效应,再建立每个指

标与经济增长的状态空间方程,通过建立的状态空

间方程,探讨农村公共产品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大小,
并对得到的结论予以分析。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指标选取及相
应数据解释

  1.农村公共产品的指标选取

公共产品是私人产品的对称,是指具有消费或

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一

般由政府或社会团体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则是指

农村地区农业、农村或农民生产、生活共同所需的具

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和服务。理论

上,公共产品根据其纯度的不同,政府可以承担不同

的比例。但考虑到农村公共产品的特殊性以及我国

农村的现实情况,中央和地方政府仍然是我国农村

公共产品供给的最重要的承担者,供给过程主要表

现为政府财政公共支出的过程,因此本文所指农村

公共产品支出主要是农村公共产品的政府支出。
农村公共产品涉及农村公共设施、公共教育、公

共卫生和公共福利等各个领域,其政府支出与中国

经济的发展有很强的关系。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也具

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本文将农村公共产品

支出划分为4个指标:农业支出、农村义务教育支

出、农村公共卫生支出和农村社会保障支出。这四

个指标的解释如图1所示。

图1 农村公共产品投入指标图

  2.农村公共产品支出的数据及现状

本文在研究农村公共产品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效

应分析时,利用的是1994-2008年这15年间的数

据。原始数据如表1所示。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支出的现状在逐步得到

改善,与1990年相比,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变得更加

完善,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也在逐步普及,农村的公

共卫生投入也在逐年增加,农村的社会保障也在逐

步扩大,但是与城镇相比,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滞

后于城镇的。近十几年,国家财政在农业的支出逐

年增加,由1994年的533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

5955.5亿元,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始终保持

在7%~10%之间;农村义务教育支出由于国家政

策的变化,在这期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1994年

的173.08元/人到2008年的2826.94元/人,几乎

增长了15倍;农村公共卫生支出随着医疗改革的深

入进行,其投入从1994年的149.59亿元增加到

2008年的616.80亿元,增加幅度非常明显;由于社

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支出从1994年的

20.42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269.63亿元,增幅比

例相对稳定在15%~30%。随着农村公共产品支

出的增加,其对经济增长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农村公共产品投入对经济增长
的正负效应分析

  1.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

检验与协整检验

在萨缪尔森的《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公共产

品具有与私人产品显著不同的三个特征:效用的不

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收益的非排他性。根

据西方经济学理论,由于存在市场“失灵”,从而使市

场机制难以在一切领域达到“帕累托最优”,特别是

在公共产品支出方面。在凯恩斯和新古典经济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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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94-2008年农村公共产品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

年份 农业支出/亿元 农村义务教育支出/元 农村公共卫生支出/亿元 农村社会保障支出/亿元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1994 533.0 173.08 149.59 20.422 48198

1995 574.9 261.95 164.56 26.518 60794

1996 700.4 299.01 206.92 34.302 71177

1997 766.4 330.08 233.43 32.339 78973

1998 1154.8 356.99 284.19 45.635 84402

1999 1085.8 397.85 293.65 43.471 89677

2000 1231.5 450.02 303.56 43.935 99215

2001 1456.7 588.29 355.70 51.927 109655

2002 1580.8 750.33 367.44 54.175 120333

2003 1754.5 843.18 412.87 76.759 135823

2004 2337.6 1054.16 451.81 88.987 159878

2005 2450.3 1264.98 422.08 142.440 183217

2006 3173.0 1592.64 482.26 226.782 211923

2007 4318.3 2194.16 515.86 269.632 257305

2008 5955.5 2826.94 616.80* 936.562 300670

 注:数据来源于1994-2008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农村义务教

育支出的计算方法为:农村义务教育支出=(农村初级中学生均教育支出×农村初级中学在校生+农村普通小学生均教育支

出×农村小学在校生)/(农村初级中学在校生+农村小学在校生)。农村公共卫生支出的计算方法为:农村公共卫生支出=农村

卫生支出总费用×政府卫生支出比例。农村公共卫生支出2008年的数据加了个“*”,因为《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上的数据缺失

导致2008年的数据无法收集,所以,2008年公共卫生支出的数据是采用指数模型进行预测得到的估计值。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

计算方法为: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农村社会救济费+自然灾害救济费。

论中均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预期不断调

整,公共支出对宏观经济变量没有显著影响,著名的

卢卡斯批判更认为以公共支出为手段之一的宏观经

济调整政策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均为无效的。
然而与此论不同的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充分肯

定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Barro[8]建立了第一个有关公共支出对经济增

长作用的内生模型,将政府生产性劳务纳入全要素

生产函数,作为另一种投入要素,并且认为其对私人

投入有替代作用,后来的Futagami等[6]又作了进一

步的修改与完善。内生增长理论中较为一致的观点

是,资本的形成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核心作用,资本

不只是物质资本,还有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知识,
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提高和降低效率两方面的

作用,两者作用的强弱要看公共支出对私人支出的

补充和替代作用的大小,在给定的补充或替代水平

下,公共支出首先提高增长至某一点,然后二者才是

负相关。
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资本的形成在经济增

长过程中起核心作用,资本不只是包括物质资本和

人力资本,还包括公共支出资本。因此,在研究农村

公共产品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我们考虑在其

他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前提下,探讨农村公共产品

投入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探讨建立国内生产总

值的总量生产函数为:Y=A×F(x1,x2,x3,x4),其
中Y 为国内生产总值GDP,x1、x2、x3、x4 分别表示

农业支出、农村义务教育支出、农村公共卫生支出、
农村社会保障支出,A 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生产

率或希克斯中性技术变化。这里假定规模报酬不

变,则全要素生产函数为:
GDP =A×F(x1,x2,x3,x4)

      =A·x1β1·x2β2·x3β3·x4β4
两边取对数得:
lnGDP =C+β1lnx1+β2lnx2+β3lnx3+β4lnx4+ε
这里C 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生产率或希克

斯中性技术变化,β1、β2、β3、β4 分别表示农业支出、
农村义务教育支出、农村公共卫生支出、农村社会保

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弹性。
为了消除物价变动对分析的影响,在下面的分

析过程中,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94年为100%)
对农业支出、农村义务教育支出、农村公共卫生支

出、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平减,利
用平减后的数据进行分析。

为了分析农村公共产品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本文首先对农村公共产品支出与经济增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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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得到,农业支出、农村义务教育支

出、农村社会保障都是GDP 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农村公共卫生支出短期内不是GDP 的格兰杰因

果关系,但是长期内可能是GDP 的格兰杰因果关

系,而GDP 不是农业支出、农村义务教育支出、农
村公共卫生支出、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格兰杰因

果关系。
表2 农村公共产品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原假设 F值 P 值 滞后阶数 检验结果

x1不是GDP 的

格兰杰因果关系
9.617 0.010 1 拒绝原假设

GDP 不是x1的
格兰杰因果关系

1.559 0.238 1 接受原假设

x2不是GDP 的

格兰杰因果关系
4.864 0.050 1 拒绝原假设

GDP 不是x2的
格兰杰因果关系

1.247 0.288 1 接受原假设

x3不是GDP 的

格兰杰因果关系
0.141 0.871 2 接受原假设

GDP 不是x3的
格兰杰因果关系

0.818 0.475 2 接受原假设

x4不是GDP 的

格兰杰因果关系
9.792 0.007 2 拒绝原假设

GDP 不是x4的
格兰杰因果关系

0.471 0.641 2 接受原假设

  在分析农村公共产品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检

验时,要先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关系存在的条件

是:只有当两个变量时间序列是同阶单整序列即

I(d)时,才 可 能 存 在 协 整 关 系。因 此 在 进 行

LnGDP 与Lnx1、Lnx2、Lnx3、Lnx4分别做协整关

系检验之前,先用 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各个变

量进行平稳性检验,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如表3
所示。

表3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ADF值 临界值(5%) P 值 结论

D(Lnx1,2)
D(Lnx2,2)
D(Lnx3,2)
D(Lnx4,2)
D(LnGDP,2)

-3.892
-5.001
-2.898
-5.789
-3.217

-3.175
-3.145
-1.988
-3.175
-3.175

0.016
0.003
0.009
0.001
0.047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由 表3可 以 看 出,序 列 Lnx1、Lnx2、Lnx3、
Lnx4、LnGDP 经过二阶差分后都是平稳的,则这五

个序列均为二阶单整序列,满足两变量的协整条件,
两者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下面进行协整检验。

多变量协整关系的检验要比双变量复杂一些,
主要原因在于协整变量间可能存在多种稳定的线性

组合。利用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首先通过

协整回归得到残差变量,其次对残差变量进行ADF

单位根检验,从而得出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利用

Eviews6.0得到的协整回归为:
ε̂t =lnGDP-7.218-0.167lnx1-
0.449lnx2-0.043lnx3+0.004lnx4

将得到的残差ε̂t 进行ADF 单位根检验,得到

的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残差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ADF值 临界值(5%) 临界值(10%) P 值

ε̂t -2.782 -3.099 -2.690 0.086

  残差ε̂t 在显著性水平10%的情况下,是平稳

的。因此可以得到,LnGDP 与Lnx1、Lnx2、Lnx3、
Lnx4之间的协整关系存在。通过经济增长与农村

公共产品的协整检验,可以得到:经济增长与农业支

出、农村义务教育支出、农村公共卫生支出、农村社

会保障支出之间的长期对数协整关系是存在的,即
随着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的变化,经济增长的变化在

长期内是与其同步的。其中,经济增长与农业支出、
农村义务教育支出、农村公共卫生支出是正的同步

变化关系,而经济增长与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则是负

的同步变化关系。

2.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与经济增长的误差修正

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ECM)
是一种具有特定形式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它的主要

形式是由 Davidson、Hendry、Srba和 Yeo于1978
年提出的,称为DHSY模型[9]。误差修正模型的优

点在于能把水平值和差分值建模的优点结合起来,
其同时考虑了短期和长期调整的作用。

在前面进行了农村公共产品支出与经济增长的

协整检验,由于农村公共产品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

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建立农村公共产

品 支 出 与 经 济 增 长 的 误 差 修 正 模 型。利 用

Eviews6.0得到农村公共产品支出与经济增长的误

差修正模型为:
ΔlnGDPt =0.072+0.158Δlnx1t+0.117Δlnx2t-
0.177Δlnx3t-0.004Δlnx4t-0.264ecmt-1

其中,
ecmt-1 =lnGDPt-1-7.218-0.1671nx1(t-1)-
0.449lnx2(t-1)-0.043lnx3(t-1)+0.004lnx4(t-1)
通过农村公共产品支出与经济增长的误差修正

模型,可以得到:短期内,农业支出和农村义务教育

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是正的经济效应,即农业支

出和农村义务教育支出每增加1%,经济增长分别

为0.157%和0.117%,而短期内农村公共卫生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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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是负的经济

效应,即农村公共卫生支出和农村社会保障支出每

增加1%,经济减少分别为0.176%和0.004%。对

模型的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得到在5%的显著性

水平下,农业支出、农村义务教育支出和农村社会保

障支出的弹性系数是显著的,而农村公共卫生支出

的弹性系数是不显著的。由于修正系数为-0.263,
则误差修正项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反向调整作用。这

是因为短期内,农业支出能够直接作用于农业经济

的发展,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而农村义务教育支出

的增加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间接的让农民有更多

的资金作用于农业的生产上,从而产生经济效益。
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则属于福利性的政策支出,属于

非营利性的,短期内是无法产生经济效应的,因此对

于增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是负的经济效应。
农村公共卫生支出由于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其长

期处于改革状态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处于不

稳定状态,因此在短期内是不显著的。
在长期均衡中,农业支出、农村义务教育支出、

农村公共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的都是正的经济

效应,而农村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是可

以忽略的。这四个指标的系数检验是显著的,因此,
在长期内,这四个指标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都是显著

的。这与目前我国的基本国情是相符合的。农业支

出、农村义务教育支出、农村公共卫生支出在长期

内,经过时间的积累,最终都会产生经济效益,而农

村社会保障支出由于目前我国制度的不完善等一些

原因,经过时间的积累,最终产生的经济效益不

明显。

  三、基于效应的农村公共产品投入
重点

  1.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理论

曼昆[10]对“效率”的定义如下:效率是指社会能

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的东西。如果经济可以利

用它所得到的全部资源,就可以说这种结果是有效

率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

题:效率的标准问题、效率的测度问题和效率的实现

可能性问题。对效率概念和内涵的不同认识有以下

几种基本理论观点:一是资源配置效率说。持这一

观点的人认为,效率是指经济资源配置的投入和产

出的比率。在既定的生产条件下,当现有的一切可

利用的资源被用于生产而没有闲置和浪费时,便有

了效率。二是生产效率说。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
效率最基本的是指生产效率,是使特定数量的生产

要素投入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出。三是社会效率

说。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效率是社会投入与社会

产出的比例,也即是人们用多少活动实现多少目的

的比例。
解决了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的三个问题,就

可以用资源配置效率说或者生产效率说或者社会效

率说来分析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2.基于状态空间方程的农村公共产品投入重点

状态空间模型(StateSpaceModel)可被用来估

计不可观测变量:理性预期、测量误差和不可观测因

素(趋势和循环因素)。利用状态空间模型表示动态

系统主要有两个优点:第一,状态空间模型将不可观

测的变量(状态变量)并入可观测模型并与其一起得

到估计结果;其次,状态空间模型是利用强有力的迭

代算法———卡尔曼滤波来估计的[11]。状态空间方

程由两部分构成,即观测方程和状态方程。
由于农村公共产品支出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

的均衡关系,因此可以用状态空间方程来描述农村

公共产品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效率。下面分别建立农

业支出、农村义务教育支出、农村公共卫生支出、农
村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状态空间方程。利用

Eviews6.0得到如下的状态方程结果:
lnGDPt =6.611+sv1t·lnx1t+[VAR =exp(-41.378)]

sv1t =0.530+0.221·sv1(t-1)+[VAR =exp(-9.478{ )]

lnGDPt =7.723+sv2t·lnx2t+[VAR =exp(-41.378)]

sv2t =0.285+0.521·sv2(t-1)+[VAR =exp(-10.369{ )]

lnGDPt =8.047+sv3t·lnx3t+[VAR =exp(-113.611)]

sv3t =0.015+0.975·sv3(t-1)+[VAR =exp(-8.495{ )]

lnGDPt =10.526+svt·lnx4t+[VAR =exp(-115.423)]

sv4t =0.005+0.971·sv4(t-1)+[VAR =exp(-7.783{ )]

  通过状态空间方程估计值,计算出每个状态空间

的最终状态值,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状态空间最终状态值

状态变量 最终状态值 Z统计量 P值

sv1
sv2
sv3
sv4

0.679
0.593
0.688
0.256

77.684
105.941
48.137
12.546

0.000
0.000
0.000
0.000

  由表5的最终状态值可以看出,农业支出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农村公共卫生支出,再次是

农村义务教育支出,最后是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因

此,基于经济增长效应的农村公共产品投入重点依次

为:农业支出、农村公共卫生支出、农村义务教育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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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农村社会保障支出。

  四、结论与建议

农村公共产品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是显著性

的,这充分支撑了公共产品投入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公

共产品供给效率理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越来越证

明生产性政府劳务,即政府公共支出所形成的各种公

共产品能够产生内生经济增长,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

也证明在长期内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前面的分

析也验证了该理论和分析方法,证明在长期内,农村

公共产品投入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性的促进作用。
而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理论也在此得到了验证,随

着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的增长率不一样,对经济增长

的效率也不一样,在短期内,农业支出的投入对经济

增长的效率最大,其次是农村义务教育;长期内,农业

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率最大,其次是农村公共卫生支

出,再次是农村义务教育支出,最后是农村社会保障

支出。
通过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

分析,根据实证分析结论,政府应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合理配置资源,在有限财力下合理确定农村公共产品

投入的比例以及投入重点,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

增长,因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增加农业支出的投入

增加农业支出的投入,这包括对农业基本建设支

出与农村科技三项费用等的投入的增加。从本文的

实证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出,无论是短期内还是长期

内,农业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率都是最大的,短
期内,农业支出每增加1%,经济增长为0.157%,长
期内,农业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其他公共产品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都大。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并且

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很大,因此农业在国家经济

的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地位。通过加大农业支出的投

入比例,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进
而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2.继续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支出的投入力度

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出,无论在短期

内还是在长期内,农村义务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

效应是显著性的,短期内,农村义务教育支出每增加

1%,经济增长为0.117%。虽然目前教育事业费支出

在财政支出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农村教育的状况

还是比较落后的,因此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对于提

高劳动者素质,扩大就业机会,提升人力资本,进而推

动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我

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城乡差距仍然非常明显,2008
年城市在义务教育的投入为生均3568元,而农村只

有生均2826元。相对于城市而言,我国农村人口众

多,但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下,人力资本的作用难

以发挥。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教育投入不足,
低重心的教育财政体制不完善是主要的体制性原因,
使得过分强调基层政府(主要是县级政府)的责任,而
对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责任模糊化,导致具有均等化调

节作用的转移支付制度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
此,需要继续加强政府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支出的投

入力度,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3.持续平稳地增加对农村公共卫生支出的投入

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中显示,农村公共卫生支

出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抑制作用,但在长期内

却起到了很强的促进作用。由于目前我国农村公共

卫生仍然存在着体系不健全、应对危机的能力不强、
农民健康保障制度不完善、农村卫生资源匮乏、贫困

和疾病交织等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这使得农村公共

卫生支出的投入在短期内无法实现农村经济的飞跃

发展,但是从长远来看,对于促进居民健康公平、提高

农村人民的生活质量和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

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4.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中得到,农村社会保障支

出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抑制作用,但在长期内

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够明显,主要是因为农村社

会保障支出属于非营利性的政策性支出,其目的在于

保障农村的稳定。目前,由于城乡社会保障支出失

衡,使得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极为缓慢,其主要体

现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医疗养老保险。因

此,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促进经济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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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theEffectsofthePublicGoodsInvestments
inRuralAreasonEconomicGrowth

PENGDing-yun,GAOPing,LUOYuan
(SchoolofEconomics,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Endogenouseconomicgrowththeoryaffirmstheeffectsofpublicgoodsoneconomic
growth.Basedonthistheory,thisarticledoesaneffectiveanalysisoftheeconomicgrowthbytakinginto
considerationofalltheinfluentialfactorssuchasnationalagricultureexpenditure,ruralcompulsoryedu-
cation,ruralpublichealthspendingandsocialsecurityexpenditureinruralareasfrom1994to2008.
Thenthroughtheintegrationtestingoftheassociateddata,byapplyingerrorcorrectionmodelstate
spacemodel,thisarticlegetsthefollowingconclusions:inshortterm,theagriculturalexpenditureand
theruralcompulsoryeducationhaveapositiveeffectontheeconomicgrowthwhiletheruralpublic
heathspendingandthespendingonsocialsecurityinruralareashaveanegativeeffectsontheeconomic
growth;inthelongrun,accordingtotheeconomicgrowtheffects,Chineseruralpublicgoodsinvest-
mentsshouldattachimportancetoagricultureexpenditure,ruralpublicheathspending,ruralcompulsory
educationandspendingonsocialsecurityinruralareas.Basedonthis,thisarticlegivesthesuggestions
aboutthepublicgoodsinvestmentsinruralareasinChinaasfollows:increasetheinvestmentonagricul-
turalexpenditure,continuetoenhancetheinvestmentonruralcompulsoryeducation,constantlyand
stablyincreasetheruralpublichealthinvestmentandgraduallybringtheruralsecuritysystemintoper-
fection.

Keywords ruralpublicgoods;economicgrowth;effectanalysis;integrationtest;stat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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