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院2014-02-25
基金项目院教育部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渊12YJAZH096冤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3CJY038)
作者简介院欧阳华生渊1970-冤袁男袁江西安福人袁南京审计学院副教授袁经济学博士袁 主要从事财税理论与政策尧财政监督与

审计研究曰江克忠渊1974-冤袁男袁湖北阳新人袁南京审计学院讲师袁经济学博士袁主要从事财税理论与政策研究曰贾
春梅(1976-)袁女袁山东单县人袁南京审计学院讲师袁经济学博士袁主要从事房地产经济学研究遥

一尧引言

1998 年 7 月袁国务院颁布叶关于进一步深化城

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曳渊国发[1998]
23 号冤袁推进住房市场化改革袁同时为保障困难家庭

和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袁开始逐步建立健全住房

保障制度和体系袁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野健全

廉租住房制度袁 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

难冶为今后主要任务袁并不断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建

设的资金投入力度袁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遥 野十一五冶
期间袁我国通过各类保障性住房建设袁解决了 1140
万户城镇低收入家庭和 360 万户中低收入家庭住

房困难问题袁并明确我国野十二五冶期间内将新建保

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 3600 万套的目标遥 淤

住房问题既是经济尧社会问题袁同时也是政治尧
法律问题遥 从国际实践来看袁市场机制难以实现住

房公平袁困难和低收入人群通过市场无法解决居住

问题曰从商品属性来看袁住房既具有一般商品的经

济属性,又具有社会性和外部性袁与医疗卫生尧教育尧
社会治安和公共交通等基本公共服务性质相似袁同
时袁基本居住权也是基本人权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遥 因此袁住房保障成为政府的重要责任袁已然成

为世界各国的共识遥 但住房保障责任如何在政府间

划分袁目前尚无具体划分标准袁往往受到包括政治尧
经济和社会等制度因素影响袁 需要视本国国情而

定遥 我国人口规模庞大袁经济尚不发达袁土地资源稀

缺袁住房保障需求量大且面广袁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袁
极大地制约了我国住房保障问题的有效解决遥 近年

来袁国内学者就我国财政分权对教育尧医疗尧社保和

环境保护等公共品提供的影响进行了相关研究袁普
遍认为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在提升了中央财权的同

时袁由于大量事权下放袁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地方

政府行为袁 导致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上具有

野惰性冶袁财政分权对地方住房保障的影响是否也是

如此袁需要进行研究和证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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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住房保障是政府的重要责任袁受到政治尧经济和社会多种因素影响袁以财政分权因素为例袁分析发现院我
国分税制改革尚未形成激励地方政府自觉增加住房保障财政供给的机制袁 现行财政分权模式不利于增强地方政府

住房保障供给能力遥 今后需要结合分税制改革袁明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住房保障责任袁并将其作为财政投入的

依据袁结合我国住房保障供给与城镇化进程尧城镇贫困和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需求袁合理规划和制定住房保障政

策袁增加财政投入袁提高供给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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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相关文献综述

财政分权的核心是地方政府被赋予一定的财

政自主权袁可以根据当地实际需要自主制定相关政

策遥 关于财政分权问题袁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

究袁形成了相应的财政分权理论袁被广泛应用于各

国财政分权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遥 从理论形成和发展

轨迹来看袁财政分权理论可以概括为第一代和第二

代遥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公

共财政理论发展而来的袁典型代表和相关理论分别

是 Samulson[1]及公共品理论尧Musgrave[2]和公共财政

理论尧Buchanan[3]和分权野俱乐部冶理论尧Arrow[4]和公

共支出理论尧Oates[5]和野财政联邦主义冶理论等遥第二

代财政分权理论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逐步发展

起来袁以 Qian 和 Weingast[6]及 Weingast[7]的研究成果

为代表遥
关于财政分权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袁国内外

学者看法不一袁 已有成果体现了以下主要观点院一
是以 Tiebout 为代表袁认为基于地方政府信息优势袁
分权能够提高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效率袁分权是合意

的曰[8]二是以 Oates 为代表袁认为由于地方政府有自

身利益诉求袁会为吸引流动资本而竞争袁财政分权

能激励和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袁[5] 国内学者杨志勇[9]尧
傅勇和张晏[10]等也持类似观点曰三是以 Mauro 为代

表袁持相反的观点袁认为授予地方政府自主权后袁地
方政府野寻租冶倾向会扭曲公共支出结构从而有损

社会福利袁[11]国内学者张军尧高远尧傅勇和张弘[12]等
也持类似观点遥 从研究方法来看袁国内外学者普遍

采用的是实证方法袁 以跨国研究或一国研究为主袁
而我国已成为国内外学者普遍研究的对象袁具体而

言袁West 和 Wong 以我国山东和广东为例袁 研究表

明财政分权导致了地区间教育与医疗卫生不平等

的不断扩大曰[13]Qian 和 Roland 的研究表明袁 财政分

权有助于防止软预算约束的产生袁但同时也会导致

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和公共服务投入的减少袁[14]而
Cai 和 Triesman 通过引入地区间的禀赋差异对中国

进行分析袁得出与 Qian 和 Roland 相反的结论曰[15]陈
抗等认为中国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使中央加强了预

算内财政收入的集权袁结果使地方政府从野援助之

手冶转向野攫取之手冶袁从而导致提供公共服务的能

力不足曰[16]乔宝云等将 Tiebout 模型应用于财政分权

体制下的初等教育研究袁认为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

竞争减少了地方政府对于初等教育的投资曰[17] 杨瑞

龙和章泉验证了财政分权可能导致地方政府降低

环境保护的努力曰[18] 马光荣和杨恩艳认为地方政府

的目标若是 GDP 增长与主要官员寻租收入最大化袁
则财政分权会使地方非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更加

不足曰[19]卢洪友等的研究表明野中国式财政分权冶模
式所诱导的政府间投资竞争显著削弱了基本公共

服务发展水平袁并且这一负向效应超过了财政分权

自身的直接正向效应曰[20] 王根贤认为现行财政分权

制度下袁 地方政府对保障房建设将产生抵触博弈袁
奥茨野财政分权定理冶在我国地方政府住房保障中

的应用会失效袁[21] 这是关于财政分权与住房保障研

究少见的文献和成果遥
综上所述袁国内外学者对财政分权与公共物品

供给关系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袁成为本文研究

的重要基础袁尽管研究结论和观点不尽相同袁但却

给予了我们重要启示袁即需要将财政分权理论置于

特定国情环境下遥 鉴于此袁本文收集中国大陆各地

区相关数据袁通过建立回归模型袁在考察财政分权

对住房保障财政供给能力影响的同时袁加入官员晋

升激励尧政府财力尧人口密度尧城镇化水平和城镇贫

困水平因素一并分析袁 试图在中国既定制度框架

下袁证实和解释财政分权和相关因素对政府住房保

障财政供给的影响遥
三尧理论分析框架

渊一冤财政分权测度指标与选择

研究财政分权需要解决如何衡量的问题袁从已

有的相关文献来看, 学者所采用的衡量指标不尽相

同,在跨国研究或对某一国研究时袁往往采用野收入

类指标冶尧野支出类指标冶和野财政自主度冶衡量财政

分权程度比较普遍袁采用不同指标可能得到不一样

的结论袁因此在实际研究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慎重

选择遥 国内基于中国的财政分权研究袁指标选择主

要借鉴了国外已有文献和成果袁大多数沿用跨国研

究思路袁指标选用随意性较大遥 事实上袁跨国和一国

财政分权研究差异较大袁前者的中央与地方政府是

一对一关系袁而后者则是一对多关系袁因此袁如果随

意选用衡量指标袁 得出的结论难免不会产生误导遥
一般而言袁收支类分权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一国中

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跨时变化袁 而非地区差异袁在
实证研究中袁要获得比较稳健的分析结果袁需要样

本期的时间跨度足够长袁为了克服样本量限制及内

生性问题袁 国内很多研究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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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采用收支指标测量单一国家的分权程度袁必然会

产生测量偏误问题遥 [22]相比较来说袁采用野财政自主

度冶衡量财政分权程度袁由于指标计算公式中分子

和分母的跨时和跨地区是同步变动袁因此能够较好

地反映一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跨时和跨地区

变化遥
综上所述袁从数据结构适用性上来说袁着重刻

画跨时变化的时间序列数据宜采用收支类指标袁考
虑地区差异的截面或面板数据宜采用 野财政自主

度冶指标遥 在具体应用中袁即使是同一衡量指标袁也
会因统计口径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袁例如在测度我国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关系时袁有学者用预算内口径

的财政收入测度袁也有使用预算内加预算外口径财

政收入测度袁 还有学者把人口因素也考虑进去袁以
人均财政收入测度袁不同口径衡量的财政分权结果

也会存在一定偏差袁这也是本文研究所需考虑的因

素遥 本文是基于地区差异来考量我国的财政分权袁
故采用野财政自主度冶指标来衡量财政分权程度袁即
地方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总支出比例袁其中地方财

政收入为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之和袁不包括中央转移性收入袁地方财政总支出

为地方一般预算支出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之和袁
包括税收返还和中央转移性收入形成的支出遥 于

渊二冤财政分权对住房保障财政供给能力影响

的理论推断

我国住房保障问题主要源于 1998 年开始推行

的住房市场化改革袁在此之前袁很难将它与财政问

题联系起来袁但随着住房价格不断上扬袁房价收入

比持续攀高袁住房问题对社会公平和稳定的影响开

始凸显袁已成为近几年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任

务遥 住房保障责任无疑由各级政府承担袁而政府投入

是核心袁各级政府投入多少袁取决于事权划分袁因此袁
住房保障就与财政及财政分权有着必然的联系遥

我国现行财政分权模式始于 1994 年分税制改

革袁从实践情况来看袁这是一种财权明晰而事权模

糊的体制袁 尽管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实践和完善袁但
很多事权责任仍然没有得到理顺或确定袁住房保障

领域的财权和事权也是如此袁既未能明确袁也没有

清晰的规范袁中央政府事权不确定性袁加上宏观调

控需要袁导致财权上收也就成为必然袁而我国相对

集权的政治体制袁又让事权下放变得相对容易遥 因

此袁野财权上收尧事权下放冶成为我国多年来分税制

改革的重要特征袁这种分权模式会对地方政府提供

公共产品产生怎样的影响袁从已有的相关研究文献

来看袁学者的研究结论多以消极影响居多遥 从住房

保障实际来看袁我国多年来住房保障建设财政投入

呈现缓慢增长袁甚至负增长态势袁与政府责任存在

较大的偏差袁 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分税制改革影响袁
而近几年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得以顺利开展袁大量

投入袁也不是分税制改革的结果袁而是政治激励的

结果袁这种激励机制难以实现住房保障责任的常态

化袁真正成为政府责任担当遥 从理论上讲,合理的财

政分权有利于促进政府有效地提供保障性住房这

类公共物品,满足社会需要,而这种有效提供来源于

事权和财权的对等遥 显然袁我国多年来的分税制改

革已经背离了这一要求遥 因此袁就理论而言袁我国财

政分权对住房保障财政供给的影响必然也是消极

的袁这一理论推断是否适合实际袁需要进行检验遥 住

房保障是一个综合工程袁是一项长远而重要的公益

性事业袁需要建立促进政府有效解决问题的常态机

制袁需要建立持续稳定的投入机制袁本文只是提供

一个研究和分析视角袁
四尧实证研究

渊一冤我国住房保障财政供给水平分析

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主要始于 90 年代末袁经
过十多年的实践袁 住房保障模式发生了较大的变

化袁保障对象由城镇拆迁居民和失地农民逐步向社

会困难家庭和低收入人群转变袁资金投入呈现多元

化趋势袁其中政府财政资金也是重要来源遥 据统计

资料显示袁 我国财政用于住房保障支出 2010 年之

前一直偏少袁多数年份仅为几十亿元规模袁最多的

一年为 2009 年袁也仅为 725.97 亿元袁占财政支出的

比重为 0.95%袁随后国家加大了财政投入规模袁2010
年和 2011 年分别达到了 2376.88 元和 3820.69 亿

元袁占财政支出比重分别为 2.64%和 3.5%袁为 2009
年规模的 3~4 倍左右袁 盂各地区财政用于住房保障

的资金规模渊如图 1 所示冤也不断增加袁呈现明显地

区差异袁欠发达地区财政资金投入总量普遍高于经

济发达地区袁但从实际情况看袁欠发达地区用于保

障住房建设的财政资金来自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比

重大袁发达地区用于保障住房建设的财政资金则几

乎都来源于本级地方财政资金袁同时与当年住房保

障总投入规模比较袁财政资金投入规模偏小袁表明

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非财政资金比重高遥 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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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0~2011年各地区住房保障财政支出规模渊单位院亿元冤
注院数据来源于2011 和 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遥
从物品性质来看袁保障性住房与政府提供的教

育尧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类似袁为了分析住房保障

财政供给水平与教育尧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财政供

给水平虞之间的差距袁 本文将 2010~2011 年国内各

地区上述四个指标的数据各自加总进行算术平均

来比较袁具体结果如图 2 所示遥 图 2 数据显示袁我国

尽管这两年加大了住房保障投入袁但各地区财政用

于住房保障支出比例大大低于财政用于教育尧医疗

卫生和社保方面的支出比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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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地区住房保障尧教育尧医疗卫生和社保财政供给水平比较

注院数据是笔者根据 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

整理并计算得到的袁其中社会保障财政支出不包括社会保险基金

支出遥
渊二冤财政分权对住房保障财政供给能力的影

响分析

1. 变量选择与假设

保障性住房供给主要依托政府, 但方式可以多

种,除了直接提供经济适用房尧廉租房和公共租赁房

外袁还可以通过各种财政手段如补贴来实现袁资金

来源也可以是多渠道的袁但供给能力最终还得考量

政府财力负担袁 并受到经济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

响遥因此,本文在分析财政分权对住房保障财政供给

能力影响的同时袁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其他影响因素

用于分析袁其中袁住房保障财政供给能力采用住房

保障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来衡量袁同时考虑

人口因素袁财政分权程度用野财政自主度冶指标衡

量袁即地方财政收入占地方财政总支出比例袁按照

前文所述袁本文提出假设 1院现行财政分权模式对住

房保障财政供给能力的影响是消极的渊负相关冤遥
与此同时袁本文选择纳入检验范围的其他影响

因素分别为院一是地方官员晋升激励袁地方政府追

逐经济增长的行为背后袁存在一种超越行政与财政分

权之外的激励力量袁这种激励力量即为晋升激励袁[23]

本文采用人均 GDP 指标来衡量袁由于晋升激励的影

响袁地方官员施政重心在于追求经济增长袁往往忽

略对住房保障的投入袁故提出假设 2院晋升激励对住

房保障财政供给能力的影响是消极的渊负相关冤曰二
是政府财力袁政府财力规模大小直接影响着住房保

障供给水平袁一般而言袁财力规模越大袁投入住房保

障建设资金规模越大袁本文采用人均财政收入来衡

量袁提出假设 3:政府财力对住房保障财政供给能力

的影响是积极的渊正相关冤曰三是城镇贫困水平袁城
镇居民贫困人口规模是政府规划住房保障供给的

重要依据袁但由于不同时期尧不同地区所采用的贫

困标准不同袁 因此城镇贫困水平是动态和相对的袁
本文假设各地区的贫困标准是基于不同时期当地

经济发展水平提出的袁是在政府财力范围内袁因此袁
城镇贫困水平越高袁住房保障需求越大袁本文采用

城镇低保人口比例来衡量城镇贫困水平袁提出假设

4:城镇贫困水平对住房保障财政供给能力的影响是

积极的渊正相关冤曰四是城镇化水平袁由于我国住房

保障对象主要为城镇居民袁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袁
城镇人口规模越来越大袁使得住房保障需求也会增

加袁本文采用城镇常住人口规模占总人口规模比例

来衡量袁提出假设 5:城镇化水平对住房保障财政供

给能力的影响是积极的渊正相关冤遥 四是人口密度袁
其大小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资源分配的紧张程度袁
在其他资源禀赋既定情况下袁人口密度越大袁意味

着可用于保障房建设的包括土地和资金等在内的

人均资源越少袁本文采用每平方公里居住的常住人

口规模来衡量袁提出假设 6:人口密度对住房保障财

政供给能力的影响是消极的渊负相关冤遥
2. 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上述因素对住房保障水平的影响袁本
文在既定体制框架和经济社会环境下袁构建以下模

型院
= + 1 + 2jsjl+ 3zfcl+ 4czpk+ 5czh+ 6rkmd+

上述模型中袁Y 为被解释变量袁表示住房保障财

62



自变量 渊1冤 渊2冤 渊3冤 渊4冤 渊5冤 渊6冤
财政分权度

渊czfq冤
晋升激励

渊jsjl冤
政府财力

渊zfcl冤
城镇贫困水平

渊czpk冤
城镇化水平

渊czh冤
人口密度

渊rkmd冤
常数项

R2

样本数

-0.0663***
(-9.20)

0.0700***
(14.91)
0.6106
62

-0.0840***
(-7.34)
0.0106*
(1.96)

-0.0289
(-0.57)
0.7192
62

-0.109***
(-9.79)

-0.00963
(-1.53)

0.0240***
(4.74)

-0.00997
(-0.23)
0.7309
62

-0.0892***
(-5.30)

-0.00822
(-1.31)

0.0210***
(3.90)
0.149
(1.58)

-0.0172
(-0.40)
0.7338
62

-0.0857***
(-4.90)

-0.00502
(-0.67)

0.0225***
(3.91)
0.167*
(1.71)

-0.0200
(-0.78)

-0.0566
(-0.85)
0.7339
62

-0.0691***
(-3.22)
-0.0111
(-1.42)

0.0262***
(4.45)

0.00281
(0.03)

-0.0175
(-0.65)

-0.00308
(-1.58)
-0.0444
(-0.55)
0.7945
62

政供给能力袁czfq 为解释变量袁 表示财政分权度袁其
他为控制变量, 其中袁jsjl 表示晋升激励袁zfcl 表示政

府财力袁czpk 表示城镇贫困水平袁czh 表示城镇化水

平袁rkmd 表示人口密度袁 为常数袁 1噎 6 为各变量

系数袁 为误差项遥 为了便于分析袁本文对变量数据

作同一化处理袁jsjl尧zfcl 和 rkmd 变量分别取对数遥
3. 样本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从现有统计文献看袁我国关于住房保障财政资

金投入的数据统计时间较短袁为了便于分析袁尽可

能获取更多样本量袁本文采用国内大陆各省尧自治

区和直辖市住房保障财政支出数据进行分析遥 各变

量数据没有作出说明的袁均来源于 2011~2012 年中

国统计年鉴袁或根据 2011~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相

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袁各地区财政收支数据均为地

方一般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总和袁均来源于各地

区 2010 年渊2011 年冤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1 年渊2012
年冤年预算草案报告曰2010 年各地区城镇化率是根据

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袁2010
年各地区城镇低保人口数据来源于国家民政部社

会救助司 2010 年编制的叶2010 年 6 月全国低保情况

表曳袁2010 和 2011 年各地区城镇人口是根据各地区

当年人口规模与城镇化率计算得到的遥 我们按照模

型分析要求对样本进行整理袁 具体统计情况如表 1
所示遥

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Y
czfq
jsjl
zfcl
czpk
czh
rkmd

62
62
62
62
62
62
62

.0291348

.6165888
10.39145
8.598145
.0435294
.5144742
5.306265

.0183606

.2117381

.4495304

.6233656

.0255772

.1439864
1.492406

.0029132

.0750438
9.490138
7.245325
.0026124
.2271
.91495

.0974774

.9913217
11.33199
10.01295
.0968083

.893
8.222173

4. 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OLS 方法进行回归分析袁F 检验值为

22.14袁且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袁DW检验值为 2.37袁
表明回归方程无自相关问题袁单一考虑财政分权因

素调整后的 R2 为 0.6106, 而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袁
R2 也在增加,最大为 0.7945袁表明两者间存在较强

的联系袁模型分析有效袁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遥
表 2 的 OLS 回归结果显示,保障房财政供给能

力与财政分权尧晋升激励尧城镇化水平和人口密度

因素存在负相关关系袁 但只有财政分权度因素在

1%水平上是显著袁表明财政分权程度对住房保障财

政供给能力的影响是显著的袁 故假设 1 通过检验遥
而住房保障财政供给能力与政府财力尧城镇贫困水

平因素存在正相关关系袁 但仅有政府财力在 1%水

平上是显著的袁故假设 3 通过检验遥 这一结果表明袁
本文关于财政分权尧晋升激励尧政府财力尧城镇贫困

表 2 OLS 估计结果

注院括号内为 t 检验值袁其中鄢尧鄢鄢尧鄢鄢鄢分别表示在 10%尧5%尧1%水平上显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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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和人口密度对住房保障财政供给能力影响的

推断符合检验结果袁之所以假设 2尧假设 4尧假设 5
和假设 6 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袁可能与样本规模有

关遥
五尧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袁本文得到以下几点初步结论:第
一袁无论是理论推断还是实证结果都表明袁我国当

前的财政分权模式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增加住房

保障财政供给的积极性袁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

与我国住房保障责任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一直

尚未有明确划分和约束袁同时相关事权与财力不相

匹配有关曰二是我国住房保障财政供给考虑到了政

府财力因素袁但没有充分体现我国近几年由于城镇

化加快带来的城镇贫困和低收入人群增长对保障

住房需求的快速增加曰三是与财政用于教育尧医疗

卫生和社保领域公共产品供给相比袁尽管近两年国

家投入力度大大加强袁但住房保障财政供给水平仍

偏低袁 用于住房保障的非财政资金投入比重高袁弱
化了保障性住房公益性质遥

基于上述结论袁 结合我国住房保障政策实际袁
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院第一袁近几年来袁中央和地

方政府都加大了住房保障财政投入袁但这是行政激

励的结果袁从长远来看袁需要结合分税制改革袁明确

住房保障责任在中央和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的划

分袁作为财政支出依据曰第二袁合理规划和制定住房

保障政策袁 确保财政投入资金来源具有稳定性袁避
免非财政资金投入比重过高带来的负担袁促进住房

保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曰第三尧将住房保障供给水

平与我国城镇化进程尧城镇贫困和低收入人群住房

保障需求结合起来袁 动态测算住房保障供给水平袁
通过增加财政性资金投入袁 逐步提高财政供给水

平袁力争实现应保尽保目标遥
注 释院
淤 数据来源于 2011 年 02 月 28 日人民日报遥
于 经过多次调整后袁 我国预算外资金规模不断缩小袁 根据

叶财政部关于将按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收入纳入预算管理

的通知曳(财预[2010]88)规定袁从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袁将按

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收入(不含教育收费)全部纳入预算管

理袁因此袁近几年预算外资金对财政收入规模统计的影响

较小遥
盂 数据由 2010~2012 年国家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

到遥

榆 2010 年和 2011 年保障性住房建设全部资金投入分别为

7800 亿元和 14000 亿元袁 而当年财政投入分别仅为

2376.88 亿元和 3820.69 亿元遥
虞 住房保障尧教育尧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财政供给水平分别

以住房保障尧教育尧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占财政

总支出比例来衡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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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factors, With th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factors as an exampl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reform of our system of tax
distribution did not form mechanism of encouraging local government to increase fiscal housing supply consciously, current fis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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