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第
#

期
$%&'

年
(

月
)*+,!",-*,#

!

./+

0

$%&',%#$

!

%#Q

""""""""""""""""""""""""""""""""""""""""""""""""

123

!

!"#!$"%&

"

'

#()*+#,-

'

..#/"!0#"$#""&

四万亿投资的增长与减贫效应估算
!

郭熙保
!

桂
!

立
!

陈志刚

摘
!

要!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

万亿投资既是一个有力的增长推动器%也是一个宏

大的扶贫(减贫工程&经运用投资乘数法对
$

万亿投资的增长效应进行估算%并在两种不

同时滞效应下对增长效应进行年度分解&在此基础上%结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增

长减贫弹性系数%估算出两种时滞效应下
$

万亿投资的减贫效应'从
$

万亿投资结构安排

的角度看%直接面向贫困人口投资项目的减贫(扶贫效果明显&

关键词!

$

万亿投资'增长'减贫

引
!

言

在席卷欧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之后%

/""%

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

金融(经济危机&

/""%

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仅为
/Z%Y

%远低于
/""2

年的
0Z$Y

%

/""3

年

增长速度进一步降至
c"Z&Y

'发展中国家
/""%

年经济增长率为
&Z"Y

%

/""3

年出现大幅

度下滑%仅为
/Z0Y

&除经济增长外%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也给全球贫困状况带来极其不利

的影响%并放慢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步伐&

根据
H6D6AA+>)

和
I8;)

的预测%按照
!Z/0

美元"天的国际贫困线标准%国际金融危机

将使
/""3

年全球贫困人口增加
01""

万%

/"!"

年增加
21""

万
)

H6D6AA+>)JZ^@86>8-6I8;)

%

/""3

!

!

*

&

7>FA:M6)*

的研究发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

/""3c/"!"

年亚美尼亚经济

增长分别降低了
%Y

(

/Y

%同时也造成
!$Z3

万和
1Z!

万人陷入贫困
)

7>FA:M6)*

%

/"!!

!

!

*

&

运用柬埔寨
3

个乡村地区的住户数据%

N>)

E

\+<.-)

考察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柬埔寨贫困

状况的影响'基于随机性人口模型的估算%他的研究发现%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柬埔寨乡村

地区的贫困率由
12Y

上升到
$$Y

)

N>)

E

\+<.-)

%

/"!1

!

!

*

&

在全球经济衰退(贫困状况恶化的背景下%各国政府纷纷出台了大规模的救市方案%

中国则提出并实施了
$

万亿政府投资计划&从经济增长来看%

/""3

年(

/"!"

年中国
L_S

增长率分别为
3Z/Y

和
!"Z$Y

%表现远优于欧美发达国家%也优于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等

新兴经济体'从就业来看%

/""3

年(

/"!"

年中国失业率分别为
$Z1Y

和
$Z!Y

%与危机前的

失业率数据对比%劳动力市场保持了稳定&所以%面临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从实际经济

运行来看中国保持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问题是%在此过程中%

$

万亿投资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

的巨大冲击+ 其次%

$

万亿投资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贫困状况的

恶化%在投资分配方案上是否更加注重保障贫困家庭的就业和收入+ 对于第一个方面的

问题%国内学者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郭菊娥(郭广涛等基于对
$

万亿的具体分解%利用投

入产出闭模型定量测算发现%

$

万亿投资对我国
L_S

的拉动效应为
&$$%3

亿元
)郭菊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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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广涛等%

/""3

!

3%4!"2

*

&中国投入产出表分析应用课题组基于
/""2

年投入产出表%将
$

万亿新增固定资

产形成向量带入模型进行测算得到%

$

万亿投资对我国
L_S

的拉动效应为
&$"2&

亿元
)中国投入产出表分

析应用课题组%

/"!!

!

142

*

&但是%对于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国内学者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更缺乏

系统的测算和研究&

本文旨在对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全面解答%分步对
$

万亿投资的增长和减贫效应进行估算%并

提出相应的政策含义%为政府制定针对外部冲击(增长与贫困的宏观经济战略与政策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和参考依据&本文的其他部分安排如下!首先是特征事实分析'其次是
$

万亿投资的增长效应估算'再

次是
$

万亿投资的减贫效应估算'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含义&

一(特征事实分析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各经济体推行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措施%全球商品出口贸易额由

/""%

年
!&!!&"

亿美元%跌至
/""3

年
!/0//"

亿美元%总体跌幅为
//Z1Y

&就中国而言%

/""%

年商品贸

易顺差为
/3%!

亿美元%

/""3

年迅速下滑至
!302

亿美元%

/"!"

年进一步降至
!%/2

亿美元&对于中国这

样的贸易大国而言%在净出口需求大幅下滑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必将面临大幅减速%甚至衰退的风险%必

然的政策选择是通过扩大内需)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来支撑经济增长&消费需求属于当期需求%而投

资需求不仅在当期是需求%在未来期也可转化为生产力'两相比较%扩大投资需求可以在更长期限内发

挥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持续性更强&此外%中国是典型投资驱动型经济体%选择惯性动力强的投资来

抵抗外部冲击的策略更为可靠&

如表
!

所示%在三大需求中%

/""/c/"!!

年消费需求对
L_S

的贡献率和拉动始终保持相对稳定&

在危机影响最严重的
/""3

年%净出口需求对
L_S

的贡献率为
c12Z$Y

%对
L_S

的拉动为
c1Z0

个百

分点'而投资需求对
L_S

的贡献率为
%2Z&Y

%对
L_S

的拉动为
%Z!

个百分点&假定投资需求吸收了

净出口需求对
L_S

的负面影响%余下的拉动作用仍然有
$Z&

个百分点)

%Z!c1Z0d$Z&

*&所以%在很大

程度上%

$

万亿政府投资计划在抵御外需冲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经济增长的稳定&继
/""3

年

保持了
3Z/Y

的
L_S

增长率之后%

/"!"

年中国的
L_S

增速又升至
!"Z$Y

%成功实现了
e

型反转%在全

球经济中率先走上复苏之路&

表
&

!

$%%$M$%&&

年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

年份
最终消费支出 资本形成总额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贡献率)

Y

* 拉动)百分点* 贡献率)

Y

* 拉动)百分点* 贡献率)

Y

* 拉动)百分点*

/""/ $1#3 $#" $%#0 $#$ 2#& "#2

/""1 10#% 1#& &1#/ &#1 !#" "#!

/""$ 13#0 $#" 0$#0 0#0 &#" "#&

/""0 1%#2 $#$ 1%#0 $#1 //#% /#&

/""& $"#$ 0#! $1#& 0#0 !& /#!

/""2 13#& 0#& $/#0 &#" !2#3 /#&

/""% $$#! $#/ $&#3 $#0 3#" "#3

/""3 $3#% $#&

%2#&

%

%#!

%

c12#$

%

c1#0

%

/"!" $1#! $#0 0/#3 0#0 $#" "#$

/"!! 00#0 0#/ $%#% $#0 c$#1 c"#$

平均值
$/#1 $#0 $%#% 0#/ %#3 !#!

!!

注!各指标平均值指除
/""3

年外的其他年度数据的平均值%

%

表示该数据与平均值有很大差异&

!!

基础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c/"!!

年*.&

基于增长的减贫效应%通过扩大内需(抵御外需冲击和支撑经济增长%

$

万亿投资发挥着积极的减

贫作用&其次%由表
/

可知%中央政府在
$

万亿投资结构安排上更加关注和倾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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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生活质量等方面也发挥着突出作用!第一%

$

万亿投资中有
!

"

$

%即

!""""

亿元用于汶川大地震中重灾区的恢复重建%对于
0!

个灾区县的贫困人口而言意义极其重大'第

二%调整后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投入资金为
$"""

亿元!

%可在较大程度上缓解城乡贫困人口住房难

的问题'第三%在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项目上投入的资金为
12""

亿元%可有效缓解#三农问

题$&上述三项加总%

$

万亿投资中直接面向贫困人口的资金投入比例高达
$$Z/0Y

&

表
$

!

调整前后的
#

万亿投资的结构分布

重点投向
调整前 调整后

投入资金额 占比 投入资金额 占比
保障性安居工程

/%""

亿元
2#""Y $"""

亿元
!"#""Y

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
12""

亿元
3#/0Y 12""

亿元
3#/0Y

铁路(公路(机场和城乡电网建设
!%"""

亿元
$0#""Y !0"""

亿元
12#0"Y

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
$""

亿元
!#""Y !0""

亿元
1#20Y

生态环境
10""

亿元
%#20Y /!""

亿元
0#/0Y

自主创新结构调整
!&""

亿元
$#""Y 12""

亿元
3#/0Y

地震重灾区恢复重建投资
!""""

亿元
/0#""Y !""""

亿元
/0#""Y

!!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8CC

G

!""

,,,#.:

G

(#

E

>D#()

"&

此外%在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以及铁路(公路(机场和城乡电网建设上的投入分别
!0""

亿元和

!0"""

亿元'此类基础设施投入%也可间接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贫困人口收入&所以%从总体上

看%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

万亿投资既是一个有力的增长推动器%也是一个宏大的扶贫(减贫工程&

二(

#

万亿投资的增长效应估算

在估算投资的增长效应方面%国内学者一般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

ILQ

*模型(投入产出分析和投

资乘数分析等方法&因为缺乏
$

万亿投资具体项目分布及资金安排明细数据%运用前两种方法估算投

资的增长效应比较困难'所以%通过中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来测算投资乘数%本文运用凯恩斯投资乘

数分析法%估算
$

万亿投资的增长效应&

)一*投资乘数及其作用条件

投资乘数发挥作用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一国经济处在未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下运行'二是必须有

一定的存货可以利用'三是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介于
"

到
!

之间&目前%中国仍然具有明显的二元经济结

构特征%农村地区还有不少剩余劳动力'就存货而言%中国不存在物资供给不足的问题%而且相对短缺的

物资也可以从国外进口'最后%只要国民收入既用于储蓄也用于消费%就能满足边际消费倾向介于
"

到

!

之间的条件&

此外%还需要考虑
$

万亿政府投资是否存在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利率

水平和信贷供给规模%可以通过利率下调和信贷规模扩张来减轻挤出效应&事实上%为了配合
$

万亿投

资计划%央行货币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多次下调法定准备金率(存贷款利率%

/""3

年全年的新增

贷款达到
3Z&

万亿%较
/""%

年增长
30Z1Y

%

/"!"

年又新增贷款
2Z30

万亿元&因此%在利率下调和贷款

规模大幅扩张的情况下%

$

万亿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微乎其微%可以不予考虑&

)二*估计方法与结果

由凯恩斯消费函数模型
2d#f/O

)其中
2

为即期消费%

#

为自主性消费%

/

为边际消费倾向
C.2

%

O

为当期可支配收入*%边际消费倾向
/d

!

2

"

!

O

)

!

2

是指消费的变动额%

!

O

是收入的变动额*&对

于投资乘数%本文运用一个简便可行的计算方法!

对公式
/d

!

2

"

!

O

做简单的变形处理%可得

/

$$

/

!

调整前指的是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在
/""%

年
!!

月
/2

日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初步方案%调整后指的是张平在

/""3

年
1

月
&

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公布的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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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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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Q

!

O

+

Q

!

)

!

*

!!

)

!

*式中%

2

+

表示
+

时期的居民消费水平%

O

+

表示
+

时期的人均国民收入')

2

+

c2

+c!

*"

2

+c!

是居民消

费水平指数%)

O

+

cO

+c!

*"

O

+c!

则是国民收入指数&根据)

!

*式%计算
/""/c/"!!

年中国居民的边际消

费倾向%结果见表
1

&

根据表
1

中的边际消费倾向均值%计算凯恩斯投资乘数
*d!

")

!c5

*

d!

")

!c"Z12&

*

&

!Z&

%进而
$

万亿投资将拉动中国
L_S

增长
$g!Z&d&Z$

)万亿*&这一结果与郭菊娥(郭广涛等)

/""3

*和中国投入

产出表分析应用课题组)

/"!!

*采用投入产出估算结果高度一致&

按照既定的计划%

$

万亿投资主要在
/""3

年(

/"!"

年分期投入%这里假定
$

万亿投资是平均分配

的&再考虑到投资从决策到实施%以及项目建设工期(产品需求传导等因素的影响%会出现#时滞效应$%

也就是说
$

万亿投资对
L_S

的拉动作用不只是存在于
/""3

年(

/"!"

年%而是延续到后面几年才能发

挥完全部作用&对于上述#时滞效应$的处理%本文采用两种方法得到测算系数&

表
H

!

$%%$M$%&&

年中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年份 居民消费水平
)元*

人均国民收入
)元*

居民消费水平指数
)上年

d!""

*

国民收入指数
)上年

d!""

*

边际消费倾向

/""/ $!$$ 313% !"2#" !"3#0 "#$1"&$!

/""1 $$20 !"0$/ !"2#! !!"#0 "#$!!1"!

/""$ 0"1/ !/11& !"%#! !!"#0 "#133!/&

/""0 003& !$!%0 !"%#/ !!"#% "#1%0/"2

/""& &/33 !&0"" !"3#% !!1#1 "#1&33&$

/""2 21!" /"!&3 !!"#3 !!$#& "#10"003

/""% %$1" /12"% !"3#" !!"#! "#10/"%%

/""3 3/%1 /0&"% !!"#1 !"%#1 "#1&3!&0

/"!" !"0// 1""!0 !"%#/ !!"#/ "#1$$$12

/"!! !//2/ 10!%! !"3#0 !"3#& "#1$%$%0

平均值
c c c c "#12&"32

!!

基础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c/"!!

年*.&

第一种是根据张军扩的研究结论%从投资转化为具有生产能力或能为生产过程服务的资本存在
&

年的时滞%并且第一年至第六年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比例分别为
/&Y

(

/&Y

(

/"Y

(

!/Y

(

3Y

和
2Y

)张军

扩%

!33!

!

%4!2

*

&根据这种方法测算得到
$

万亿投资对
/""3

年(

/"!"

年的
L_S

拉动效应分别为!

/g

/&Yg!Z&d"Z%1/

万亿)

/""3

年*'

/g/&Yg!Z&f/g/&Yg!Z&d!Z&&$

万亿)

/"!"

年*&

第二种是根据中国投入产出表分析应用课题组)

/"!!

*的研究结论%大中型项目平均
$

年建设周期%

/""3

年的
/

万亿投资在
/""3c/"!/

年完成%

/"!"

年的
/

万亿在
/"!"c/"!1

年完成%

$

年期投资完成

额的比重分别为
1"Y

(

$0Y

(

/"Y

(

0Y

&根据这种方法测算
$

万亿投资对
/""3

年(

/"!"

年的
L_S

拉动

效应分别为!

/g1"Yg!Z&d"Z3&

万亿)

/""3

年*'

/g1"Yg!Z&f/g$0Yg!Z&d/Z$

万亿)

/"!"

年*&

中国
/""%

年(

/""3

年和
/"!"

年
L_S

分别为
1!Z/

万亿(

1$Z"3

万亿和
12Z&$

万亿%计算可以得到

/""3

年(

/"!"

年
L_S

增加额分别为
/Z%3

万亿和
1Z00

万亿%结合
L_S

增长率可以估算
$

万亿投资在

/""3

年(

/"!"

年对
L_S

的拉动率!

%结果如下表
$

&

由表
$

可知%

$

万亿投资对
L_S

拉动作用是十分显著的&在第一种#时滞效应$测算方法下%

/""3

年(

/"!"

年
$

万亿投资的
L_S

拉动率分别为
/Z&$Y

和
$Z%&Y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
$

万亿投资抵御

国际金融危机冲击%

/""3

年(

/"!"

年中国
L_S

增速会降至
&Z0&Y

和
0Z0$Y

&在第二种#时滞效应$测

算方法下%

/""3

年(

/"!"

年
$

万亿投资的
L_S

拉动率分别为
1Z"&Y

和
2Z"1Y

&如果没有
$

万亿投资

保增长(促增长%

/""3

年(

/"!"

年中国
L_S

增速则更低%分别降至
&Z!$Y

和
1Z12Y

&

/

0$

/

!$

万亿投资拉动率
d

)

$

万亿投资拉动效应"
L_S

增加额*

gL_S

增长率%这里将
$

万亿投资拉动效应作为投资需求增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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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万亿投资对
U1E

的拉动效应和拉动率

指标!时期
/""3

年
/"!"

年

第一种#时滞效应$

测算方法

$

万亿投资拉动效应)万亿*

"#%1 !#&&

L_S

增加额)万亿*

/#%3 1#00

L_S

增长率)

Y

*

3#/" !"#$"

$

万亿投资拉动率)

Y

*

/#&$ $#%&

若无
$

万亿投资
L_S

增长率)

Y

*

&#0& 0#0$

第二种#时滞效应$

测算方法

$

万亿投资拉动效应)万亿*

"#3& /#$"

L_S

增加额)万亿*

/#%3 1#00

L_S

增长率)

Y

*

3#/" !"#$"

$

万亿投资拉动率)

Y

*

1#"& 2#"1

若无
$

万亿投资
L_S

增长率)

Y

*

&#!$ 1#12

!!

基础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c/"!"

年*.&

三(

#

万亿投资的减贫效应估算

根据前面的分析%

$

万亿投资的减贫效应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考虑经济增长与贫困人口收

入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

万亿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能够提高贫困人口收入'二是基于
$

万亿

投资中直接面向贫困人口的资金投入比例高达
$$Z/0Y

%这种投资结构安排更有利于改善贫困人口收

入状况%达到减贫的效果&

)一*投资规模角度的减贫效应

在经济增长与贫困方面%

\F66

=

的研究认为%贫困减少主要归因于经济增长%其余归因于以减贫为

目标的经济增长模式
)

\F66

=

9#

%

/""$

!

!

*

&本文以城镇贫困人口收入为度量指标%对经济增长与中国贫困

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实证考察%从投资规模角度估算
$

万亿投资的减贫效应&

!#

实证模型

为了实证考察经济增长与中国城镇贫困人口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建立实证模型如下

A)O

D"

%

+

P

"

"

R

"

!

A)L_S

"

%

+

R

"

/

!

"

%

+

R#

"

%

+

)

/

*

!!

)

/

*式中%下标
"

和
+

%分别代表第
"

个省份)涉及全国
1!

个省份*和第
+

年)

+d/""1

%

/""$

%11%

/"!!

*&

O

D

为城镇贫困人口收入水平%

L_S

为国内生产总值%

!

为影响城镇贫困人口收入的一系列其

他控制变量%

#

"

%

+

为随机误差项&

/#

变量与数据

城镇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

A)b

G

*%本文采用按收入等级分类中最低的
/"Y

城镇人口的平均收入%

并取其自然对数值&对于经济增长)

A)L_S

*%本文采用各省国内生产总值%并取其自然对数值&因为贫

困减少主要归因于经济增长%以及以减贫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模式'所以%除经济增长外%影响城镇贫困人

口收入的一系列控制变量
B

主要包括!)

!

*人口总数)

A)S

G

A6C+>)

*%本文采用各省人口总数%并取其自然

对数来控制人口因素的影响&人口增长不利于减贫%可以预期该变量的系数为负值&)

/

*政府财政支出

)

A)L>D

*%尤其是针对于贫困群体的支出安排可以明显改善贫困状况%本文采用各省政府财政支出总

额%并取其自然对数值&)

1

*通货膨胀)

K)?A6

*%温和的通货膨胀可以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但严重的通货

膨胀则不利于穷人的收入增长与生活质量&本文采用各省城镇居民
ISK

指数%以分析通货膨胀对城镇

贫困人口收入的影响&)

$

*基础设施)

A)K)?F6

*%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缓解贫困%考虑到数据的局限性%

本文采用各省公路里程数作为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并取其自然对数值&

上述变量的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c/"!!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1c/"!!

*.(

-各省统计年鉴)

/""1c/"!!

*.计算整理&本文的一些数据直接剔除了价格水平变动因素的影响&将

/""1c/"!!

年全国
1!

个省份的上述各项指标组成面板数据%运用
@N9N9!!

软件对经济增长与中国

城镇贫困人口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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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估计过程与结果

运用中国分省面板数据%分别使用
S>>A

4

Ẁ@

(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对模型)

/

*进行估计%结果

见下表
0

&其中%)

6

*

4

)

;

*依次为
S>>A

4

Ẁ@

(单向固定效应(加入时间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单向随机效

应和加入时间效应的双向随机效应模型的计量结果&

表
'

!

经济增长与中国城镇贫困人口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估计结果

变量
'

模型 )

6

* )

5

* )

(

* )

:

* )

;

*

A)L_S

"#0&/

%%%

)

/0#//

*

"#&31

%%%

)

1$#3"

*

"#//"

%

)

/#01

*

"#&%"

%%%

)

12#/0

*

"#1$"

%%%

)

&#1"

*

A)S

G

A6C+>)

c"#1%%

%%%

)

c!/#/&

*

c"#/2%

%%%

)

c1#%"

*

c"#/1&

%

)

c/#1/

*

c"#00"

%%%

)

c!!#!%

*

c"#/3&

%%%

)

c$#3"

*

A)L>D

"#%"2

%%%

)

&#!0

*

"#"$!!

%

)

/#1!

*

c"#/&%

)

c!#%$

*

"#/01

%

)

/#"!

*

c"#!&$

)

c!#!%

*

K)?A6

c"#"""!&$

)

c"#"1

*

c"#""/$0

)

c"#%3

*

"#"""2$&

)

"#!"

*

c"#""!1/

)

c"#$2

*

c"#""//1

)

c"#/3

*

A)K)?F6

c"#"1!&

%%

)

c1#/!

*

c"#"!/$

%%

)

c/#21

*

c"#""3!1

%

)

c/#0%

*

c"#"!!3

%

)

c/#0$

*

c"#"!$$

%

)

c/#!/

*

!

(>).

"#"3%&

)

"#/!

*

c1#$&!

%

)

c/#/0

*

&#$01

%%

)

/#20

*

c"#1&1

)

c"#00

*

$#1/$

%%%

)

$#00

*

个体效应
à bQ@ bQ@ bQ@ bQ@

时间效应
à à bQ@ à bQ@

a /23 /23 /23 /23 /23

F/

!

6 "#2!3 "#3"% "#3!3

F/

!

, "#3/" "#31/ "#3!% "#31!

!!

注!

%%%

(

%%和%分别表示在
!Y

(

0Y

和
!"Y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
C

检验值&

由表
0

的结果可知%在所有模型中经济增长)

A)L_S

*的系数都显著且为正%说明经济增长有利于提

高城镇贫困人口收入水平%这与国内外学者研究结果一致&在所有模型中人口总数)

A)S

G

A6C+>)

*的系数

都显著且为负%说明人口增长不利于城镇贫困人口收入的增加&在未加入时间效应的)

6

*()

5

*()

:

*模型

中%政府财政支出)

A)L>D

*的系数都显著为正的%加入时间效应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政府财政

支出有利于城镇贫困人口收入的增加%但存在时间异质性&在所有模型中通货膨胀)

K)?A6

*的系数均不

显著%说明物价水平对城镇贫困人口收入没有明显的影响&此外%在所有模型中基础设施)

A)K)?F6

*的系

数都显著为负%这可能归因于公路建设的资本密集型特征%并且参与公路建设的主要劳动力为农民工%

城镇贫困家庭难以从公路建设中受益&

进一步%本文使用
76A:

检验(

WH

检验对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在
!Y

的水平上

拒绝了原假设%说明在整体上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都是显著的&因此%与
S>>A

4

Ẁ@

模型相较%使用固

定效应模型%尤其是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更有效&其次%对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比较%运用

O6-.<6)

检验的结果显示在
!Y

显著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说明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所以%本文

最终确定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

*为最佳模型&根据表
0

中)

(

*模型的计量结果%经济增长)

A)L_S

*与城

镇贫困人口收入)

A)b

G

*之间的系数为
"Z//

%也就是%

L_S

增长
!Y

会使城镇贫困人口收入增加
"Z//Y

&

将表
$

中的
$

万亿投资对
L_S

的拉动率与表
0

中的增长减贫弹性系数)

"Z//

*相结合%可以估算出

$

万亿投资的减贫效应为!第一种#时滞效应$测算方法下%

/""3

年(

/"!"

年提高城镇贫困人口收入分别

为
"Z0%Y

和
!Z"2Y

'第二种#时滞效应$测算方法下%

/""3

年(

/"!"

年提高城镇贫困人口收入分别为

"Z&2Y

和
!Z00Y

&

)二*投资结构角度的减贫效应

在
$

万亿投资中%直接面向贫困人口的资金投入)地震重灾区恢复重建投资(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

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比例高达
$$Z/0Y

&考虑到这种结构安排更加关注和倾向贫困地区和贫困

人口%在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等方面发挥着突出作用%作为投资规模角度减贫效应的重要补充%

笔者进一步从投资结构角度探讨
$

万亿投资的减贫效应&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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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重灾区恢复重建投资

/""%

年
0

月
!/

日%汶川大地震爆发%波及了
0"

万平方公里中华大地%数以百万计的民房受损%直

接经济损失高达
%"""

多亿元&祸不单行的是%灾后不久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接踵而至%使灾区居

民的生产生活状态雪上加霜&在
$

万亿投资中%安排
!

"

$

的份额用于地震重灾区恢复重建投资&地震

重灾区恢复重建投资主要在三个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减缓贫困作用!解决地震重灾区困难群体的住房问

题'重建灾区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恢复和振兴灾区的产业经济&

根据国家审计署的跟踪审计结果!

%截至
/"!!

年
3

月%四川(甘肃(陕西三省灾区共维修加固农村

住房
/3/Z!$

万套%城镇住房
!$0Z&2

万套'新建农村住房
!3"Z%0

万套%城镇住房
/3#"3

万套'按一户一

套住房计算%可以解决灾区
&02Z20

万户家庭的住房问题&从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来看%三省灾区共

恢复重建
13$!

个学校项目(

/323

个医疗机构项目'重建了
/%!"

个交通项目(

&!3

个水利项目(

!/&0

个

能源项目(

1!!

个通信项目(

!"1"

个市政公共设施项目'这些投资项目不但满足了灾区居民对公共服务

设施和基础设施的需求%而且使这些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跃居西部地区的前列&从恢复和振

兴产业经济来看%三省灾区累计恢复重建了
0/3%

个产业项目(

&$"2

个市场服务项目%恢复和新建了一

批产业园区(产业集中发展区'灾区产业经济发展实现了再生性跨越%灾区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提高%主

要经济指标都超过了地震前水平&所以%地震重灾区恢复重建投资既抹去了地震灾害造成的大部分创

伤%也兼备了救济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功能%还给地震灾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

保障性安居工程

保障性安居工程共投入
$"""

亿元%在
$

万亿投资中占
!"Y

的比例&保障性安居工程%一方面可以

解决贫困群体)如低收入家庭(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难$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投资乘数效应%带动

房地产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家居家电的消费%起到了扩大内需(抵御金融危机的作用&根据高层披

露的权威数据%

/""%

年四季度至
/"!"

年末%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
!1""

万套%竣工

%""

万套%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完成总投资累计超过
!Z1

万亿元
)李克强%

/"!!

!

14%

*

&所以%按照
!1""

万

套保障性安居住房对应
!Z1

万亿元投资的比例来估计%

$"""

亿元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大约可以为
$""

万户困难家庭)按一户一套计*解决#住房难$的问题%发挥了重要的减贫(扶贫作用&

1#

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

在
$

万亿投资中%共安排
12""

亿元)占比
3Z/0Y

*用于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涵

盖农村地区通水(通电(通讯(道路(沼气等领域&截至
/"!"

年
!!

月底%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

投资%先后解决了
!Z!2

亿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新增农村电网线路
!!0

万公里%新建改建农村公路

2"

万公里%建成一大批基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服务设施$

&事实上%伴随农村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的不

断完善%农村贫困人口数和贫困发生率呈现稳步下降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

/"!/

*

编制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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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数分别降至
$""2

万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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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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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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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贫困发生率则分别降至
$Z/Y

和
1Z%Y

的水平)

/""2

年为
$Z&Y

*'所以%在金融危

机期间%中国农村贫困程度不仅没有加重%反而得到明显的改善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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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

四(结论和政策含义

在对整体经济增长形成负面冲击的背景下%中国贫困群体在金融危机中也遭受沉重的打击&面临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

万亿投资不但支撑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抑制了中国贫困状况的恶化&

$

万

亿投资既是一个有力的增长推动器%也是一个宏大的扶贫(减贫工程&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在迅速#点燃$经济增长的同时%积极实施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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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
/"!!

年度跟踪审计结果)第
0

号*.%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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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张平在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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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熙保 等!四万亿投资的增长与减贫效应估算

穷人脱贫的发展战略&一方面在外部需求大幅萎缩的情况下%提出并实施
$

万亿政府投资计划%迅速地

点燃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扩大的政府投资重点投向地震灾后重建(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和基

础设施等民生项目&

上述成功经验%为政府制定针对外部冲击(增长与减贫的宏观经济战略与政策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

参考依据&当外部冲击发生后%作为危机的政策反应%在基本实现了内外部平衡%控制住了通货膨胀的

前提下%政府就应该采取宽松的宏观政策%扩大政府支出%迅速点燃经济增长&同时%基于贫困家庭也会

遭受外部冲击的沉重打击%扩大的政府支出应该重点投向教育(健康和卫生领域%促进贫困家庭的人力

资本形成'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对穷人的融资计划方面%促进贫困家庭的生产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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