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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财政竞争力分析的福建省经济发展策略研究

郭 夏 敏

（福建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１０８）

　　摘　要：财政对经济增长起着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而财政竞争力也是经济综合竞争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分析福建省各地市的财政竞争力以寻找经济发展策略，对促进福建省经济有重

大意义。本文对各地市财政收支现状进行初步比较，构建财政竞争力三级指标体系以分析财

政竞争力水平，同时利用主成分因子得分分析财政竞争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

表明，厦门、福州及泉州财政竞争力较强，以这三个地市为例，从财政竞争实力和竞争潜力两个

方面提出进一步提升财政竞争力的建议。

　　关键词：经济发展；财政竞争力；主成分因子分析；竞争实力；竞争潜力

　　中图分类号：Ｆ２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１９／ｊ．ｃｎｋｉ．ｓｊｚｔｄｄｘｘｂｓｋｂ．２０１６．０２．０４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财政是一 个 国 家 和 地 方 经 济 实 力 的 重 要 体

现。财政可以通过引导劳动、资本、技术等各项生

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对经济增长起到有力的促进

和推动作用。不少学者对财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

关系 进 行 了 阐 释 和 检 验，如 严 成 樑 和 龚 六 堂

（２００９）［１］认为政府财政支出与税收通过影响家庭

的劳动—休闲选择、储 蓄—消 费 选 择 以 及 生 产 性

公共支出占总产出的比例来影响经济增长；刘长

生和简玉峰（２００９）［２］通过计量研究发现政府公共

投资性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

响。因此财 政 在 经 济 增 长 中 起 着 不 可 缺 少 的 作

用。政府可以利用财政支出工具以及与税收工具

的组合，影响和引导经济结构优化与增长方式提

升，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可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

展，改善社会民生，维护社会公平稳定。在经济全

球化的今天，财政实力的强弱不仅体现了一个国

家的经济发展，也直接影响其在国际上的威信及

信用。

由财政出发的关于财政竞争力的研究也受到

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竞争力一直是国内外学者

在经济学上研究的热点，国内较为全面的竞争力

研究即李 闽 榕 教 授 省 域 经 济 综 合 竞 争 力 研 究 体

系，其中财政竞争力是经济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判断区域财政实力的现状和衡量未来

区域财政实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障社会稳定、
促 进 各 项 事 业 和 经 济 发 展 能 力 的 一 项 综 合 性

指标。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财政竞争 力 的 内

容［３］，从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税 收 竞 争 开 始，到

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的 财 政 支 出 竞 争，再 到 经 济 一 体

化的今天税收和财政支出共同竞争的格局，走过

了一段漫长的探索道路。
福建处于中国沿海地区，其经济发展 对 我 国

提升沿海地区整体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福

建省九个地级市财政竞争力的研究，更好地认识

和比较各地市的财政状况，才能在经济发展的过

程中扬长避短，促进地区之间更好更快地发展，提
高福建省的综合财政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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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福建省各地市财政现状分析

近几年，因福建省的沿海地理优势及 闽 台 之

间合作关系的不断改善，国家越来越注重福建省

的发展。各地市都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的经济

战略部署，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民生事业发展，提
高自身财政实力。对福建省各地市财政现状进行

初 步 的 了 解 和 比 较 分 析，主 要 从 绝 对 量 指 标 分

析［４］、相对量指标分析、结构分析 三 个 方 面 展 开。
以下数据均来源于福建省统计年鉴。

　　（一）绝对量指标分析

如图１所示，对比分析各地市财政收支，可得

出以 下 几 点：福 州、厦 门 的 财 政 收 支 规 模 相 差 不

大，在全省处于较高水平。福州与厦门的公共财

政支出基本持平，均多于５３０亿元。而地 方 财 政

收入厦门有５００．５６亿元，福州只有４５３．９７亿元，
厦门的财政实力不容小觑。泉州全省排名第三，
公 共 财 政 支 出 ４２２．２１５亿 元，地 方 财 政 收 入

３４６．９０８亿元，较具赶上福州、厦门财政实力的发

展潜力。漳州排名第四，处于全省平均水平上下，
需保持警惕。莆田、三明、南平、龙岩、宁德的财政

规模都较小，处于全省平均水平之下。其地方财

政收入水平都很低，说明其经济发展处于较弱的

状态，财政收入是政府发挥其财政职能的基础，财
政收入较低，其财政实力也会受到影响。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福州 厦门 莆田 三明 泉州 漳州 南平 龙岩 宁德

公共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收入

财
政
支
出

/亿
元

各地市

图１　２０１４年各地市财政收支情况

　　（二）相对量指标分析

从图２可以看出：厦门市的财政收支 相 对 量

指标靠前，财政收支占ＧＤＰ比重在１７％左右，其

财政收支与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是较好的，福州

处于全省平均水平，约１０％左右。而其他地级市

的财政收入占ＧＤＰ比重都偏低，为了各地级市财

政实力的进一步强大，各级政府需要注意加大政

府财力的投入以及政府参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

的范围和力度。泉州的财政支出占ＧＤＰ比重最

低，应加大财政支出规模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南平市财政收 入 比 重 仅６．６％，而 财 政 支 出 高 达

１５．４％，二者比例相差较大，财政收支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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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４年财政收支占ＧＤＰ比重

　　（三）结构分析

从图３可以看出，税收收入是各地市 地 方 财

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各地市的税种结构相差不大，
其中属流转税最多。税收收入较其他财政收入更

稳定，以此推断福州、厦门、南平和泉州的财政收

入更为稳定。从图４的财政支出结构看，科学技

术与文化体育和传媒支出占比较低，在这两方面

的支出较少；厦门用于“科教文卫”的民生支出较

少，这可能是由于经济达到较高水平使得民生保

障达到较饱和状态，第一产业比重较低，产业结构

较优，使得农林水事务支出相对其他省份占比很

小；莆田在民生支出上则最多，教育占较大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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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指标体系设计

什么是财政竞争？钟晓敏（２００４）［５］认为财政

竞争是通过 财 政 的 支 出 和 收 入（主 要 是 税 收）政

策，各国（全球范围内）或各地（一个国家范围内）
政府竞相改变本国或本地区的政策环境来吸引外

部资源，以达到加快发展本国或本地经济目标的

行为。相应的，财政竞争力就是各国（地）的财政

支出和收入政策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保障

的能力。研究和评价各地级市财政竞争力，必须

建立一个客观、准确的指标体系。我国现存的对

财政竞争力的研究较少，在参考李闽榕［６］等 学 者

的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及数学模型，着

眼于福建省经济发展的实际，构建了一个较为科

学的财政竞争力研究指标体系。

　　（一）指标体系

１．指标选取

在构建财政竞争力研究指标体系时，应 遵 循

全面性、均衡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四个 原 则。在

遵循以上原则的前提下，对财政竞争力进行了剖

析和解读，建立了三级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如表１
所示，选取各指标的２０１３年数据，数据均来源于

２０１４年福建省统计年鉴及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３年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指标解释

财政竞争力可以从两个大方面进行 评 估：一

是目前各地级市最直观的竞争实力表现，体现在

财政收入的财政基础、财政支出及其结构为中心

的财政实力表现，和产出、民生状况的财政效率三

个基本面；二是各地级市隐而未发的竞争潜力，以
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发展契机可能会带

来未来财政竞争力进步的可能性。

表１　财政竞争力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符号

财政

竞争

力　

财政

实力

地方财政收入 Ｘ１

人均财政收入 Ｘ２

地方财政收入占ＧＤＰ比重 Ｘ３

税性收入 Ｘ４

公共财政支出 Ｘ５

人均财政支出 Ｘ６

财政收入自给率 Ｘ７

财政

效率

财政产出弹性 Ｘ８

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 Ｘ９

医疗保险覆盖率 Ｘ１０

养老保险覆盖率 Ｘ１１

失业保险覆盖率 Ｘ１２

经济

实力

ＧＤＰ增长率 Ｘ１３

人均ＧＤＰ　 Ｘ１４

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 Ｘ１５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Ｘ１６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额 Ｘ１７

科技

实力

全社会科技人员 Ｘ１８

Ｒ＆Ｄ科技支出 Ｘ１９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Ｘ２０

（１）财政实力。财政实力是财政竞争力的基

础，也是财政竞争力的主要内容，主要表现在财政

收支情况。为了更准确地描述，从存量、人 均、占

比三个角度分析，以“地方财政收入”“公共财政支

出”代表地方财政收支总量规模，“人均财政收入”
“人均财政支出”代表地方财政收支人均规模（人

口数采用户籍统计人口），“地方财政收入占ＧＤＰ
比重”代表财政收入相对规模。相对于其它收入

而言，税收收入更具有稳定性，易监督管理，因此

“税性收入”也作为考核财政收入的一个指标。另

外，财 政 收 支 平 衡 也 是 财 政 实 力 中 的 一 种，选 用

“财政收入自给率”［３］（地方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

的比值）表示。
（２）财政效率。财政效率是衡量财政收支是

否达到其最终目的的指标，主要表现在产出和民

生方面。因此选用“财政产出弹性”即ＧＤＰ增长

率与财政 支 出 增 长 率 的 比 值 作 为 财 政 产 出 的 效

率，民生方面则用“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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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卫生保险覆盖率”表示在教育和卫生上取得

的成绩。
（３）经济实力。经济实力是支撑地方发展的

动力，刘岐涛［７］认为财政收入是归国家或 政 府 使

用的ＧＤＰ，即财政收入是经济活动产生的增加价

值的一部分，因此财政竞争力与经济实力高低也

有关系。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

情况最直接的指标，而投资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原

动力。因此 选 用“ＧＤＰ增 长 率”“人 均 ＧＤＰ”“城

镇人均可支配收入额”代表经济水平，选用“固定

资产投资额增长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代表

投资水平。
（４）科技实力。科学技术进步的动力在于大

量的科技投入和科技人员投入，大幅增加科技投

入和人员投入成为很多国家提升竞争力的国家战

略，其中对研究与发展活动（Ｒ＆Ｄ）的投入最为重

要，因此选 用“Ｒ＆Ｄ科 技 经 费 支 出”代 表 一 个 国

家或地区对科技研发投入水平，选用“全社会科技

人员”代表对科研的人员投入水平，用“万人发明

专利拥有量”代表科研成果即科技产出的水平。

　　（二）指标权重设计

关于竞争力研究的指标权重，对现有 的 文 献

进行归纳总结，可发现有专家问卷调查法［８］、相关

系数替代法［９］、主成分贡献率法等几种权 重 设 定

方法。经比较采用主成分贡献率法，用各因子贡

献率占所选因子贡献率之和的比重作为各因子的

权重。其原理为：当指标数量过多而指标之间又

存在着较高的相关性，一般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

法以避免指标间的重复信息被提取。多个指标所

含信息可以用极少个的因子表达出来，因此可用

各因子贡献率占所选因子贡献率之和或全部因子

贡献率之和的比重来衡量因子的权重。

　　四、各地市财政竞争力评价分析

（一）主成分因子分析

表２　ＫＭＯ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结果

检验值 财政实力 财政效率 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

ＫＭＯ检验值 ０．７２９　 ０．７１６　 ０．７３５　 ０．７２７

巴特利特球

形检验值（对

应Ｐ值）

１２６．２５２
（０．０００）

３９．２３３
（０．０００）

３５．０７４
（０．０００）

４０．６１１
（０．０００）

运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 件 操 作［１０］，对 三 级 指 标 进

行主成 分 因 子 分 析。如 表２所 示，数 据 均 通 过

ＫＭＯ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对指标进行因

子分析，提取 累 计 贡 献 率 大 于８５％的 因 子，同 时

给出方差极大法旋转后的因子方差贡献使因子更

易于解释。观察指标共同度，可发现每个指标被

提取的信息都在９０％以上，指标所含信息丢失较

少，因此因子提取的总体效果较理想。分析结果

如下：
（１）因子命名。从财政实力旋转后的因子载

荷表明显看出，地方财政收入、税性收入、公共财

政支出和财政收入自给率在因子Ｆ１上有较高的

载荷，Ｆ１主要解 释 了 这 几 个 指 标，可 解 释 为 财 政

基础因子，人均财政支出、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和地

方财政 收 入 占 ＧＤＰ比 重 在 因 子Ｆ２上 有 较 高 的

载荷，Ｆ２可解释为财政发展因子。同理把财政效

率的两个因子命名为民生效率因子和产出效率因

子，把经济实力的两个因子命名为经济投资因子

和经济水平因子，科技实力的一个因子仍命名为

科技实力因子。从因子的协方差矩阵显示它们没

有线性相关性，符合要求。
（２）因子的评价分析。由因子得分函数得到

各地市因子 得 分 如 表３。观 察 可 得：厦 门 的 财 政

实力处于上游，在财政发展因子上得分很高，福州

和泉州在财政基础因子上得分较高，说明其财政

基础较雄厚；其他地级市两个因子的得分都较低，
差异不是特别明显。厦门得分最高，福州在民生

效率因子上得分较高，其他地市都偏平均水平以

下，但相较福州，它们的财政产出效率基本都是平

均水平上下。福州的财政产出效率偏低，很大程

度上的原因是福州较大的民生支出使得财政支出

的大幅增加，而ＧＤＰ的增长与其他地级市无异，
从而财政产出效率比其他地级市都要低。厦门在

经济实力上仍是处于上游区，泉州在经济产出上

得分较高，在经济投资方面与厦门则相差甚远，泉
州的经济若想赶上厦门，可以在投资方面下点力

气。福州、莆田、宁德在经济产出上基本处于平均

水平，在投资上三个地级市递减，莆田、宁德都在

平均水平以下，需要在这方面继续加强。漳州、龙
岩、南平的经济投资处于平均水平，三明则在平均

水平之上，经济产出都偏平均水平以下。厦门的

科技实力最强，其次是福州，泉州稍弱，其他地级

市都在全省平均水平以下，其中莆田、三明、南平

和宁德的科技实力在全省的下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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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各地市二级指标因子得分

地区 Ｆ１财政基础 Ｆ２财政发展 Ｆ１民生效率 Ｆ２产出效率 Ｆ１经济投资 Ｆ２经济水平 Ｆ１科技实力

福州 １．７６５ －０．５５７　 １．３７３ －１．７８６　 ０．６２９　 ０．１５２　 １．４４４

厦门 ０．６６５　 ２．５５３　 ２．０３４　 １．３７３　 １．５０６　 １．７１３　 １．８５２

莆田 －０．４８９ －０．３０２ －０．８８０　 ０．４６９ －０．９３０　 ０．０４８ －０．６８５

三明 －０．７７３ －０．１３１ －０．４１７　 ０．０７６　 ０．８４０ －０．９４５ －０．６５５

泉州 １．３０６ －０．９３９ －０．２０９　 ０．５２５ －１．１２２　 １．４８６　 ０．３８６

漳州 －０．１５６ －０．３９２ －０．６０８　 ０．７２２　 ０．０６２ －０．４２４ －０．４１４

南平 －０．９６６ －０．１０９ －０．３６１ －１．２３７　 ０．２３２ －１．０９５ －０．７３０

龙岩 －０．５５８ －０．００７ －０．３０３　 ０．３５３　 ０．３１６ －０．７１６ －０．５０７

宁德 －０．７９４ －０．１１５ －０．６２９ －０．４９４ －１．５３３ －０．２１８ －０．６９０

　　（３）综合评价。采用因子加权总分方法，其中

权重选取各因子贡献率占所选因子贡献率之和的

比重，以财政实力为例，即Ｗ１＝５３．３８０／９７．７０５＝
０．５４６　３，Ｗ２＝４４．３２６／９７．７０５＝０．４５３　７，因 此

Ｆ财 政 实 力＝Ｗ１×Ｆ１＋Ｗ２×Ｆ２ 得 到 各 地 市 财 政 实

力综合得分。

同理，可得到其他二级指标 的 综 合 得 分。将

各地级市的二级指标得分作为财政竞争力的评价

基础，对各地级市的二级指标进行主成分因子分

析，过程省略，同样得到一级指标即财政竞争力的

综合得分。汇总如表４所示。

表４　各地级市指标得分及排名

地区
财政实力

得分 排名

财政效率

得分 排名

经济实力

得分 排名

科技实力

得分 排名

财政竞争力

得分 排名

福州 ０．７１２　 ２　 ０．４９９　 ２　 ０．４１１　 ２　 １．４４４　 ２　 ０．９３９　 ２

厦门 １．５２２　 １　 １．８５１　 １　 １．６０１　 １　 １．８５２　 １　 ２．２１４　 １

莆田 －０．４０４　 ６ －０．５０７　 ７ －０．４８４　 ８ －０．６８５　 ７ －０．６６３　 ７

三明 －０．４８２　 ７ －０．２８１　 ６　 ０．０２６　 ４ －０．６５５　 ６ －０．４２７　 ６

泉州 ０．２８７　 ３ －０．００６　 ３　 ０．０６８　 ３　 ０．３８６　 ３　 ０．２２５　 ３

漳州 －０．２６３　 ４ －０．２４０　 ５ －０．１６０　 ６ －０．４１４　 ４ －０．３３８　 ５

南平 －０．５７７　 ９ －０．６０４　 ９ －０．３７４　 ７ －０．７３０　 ９ －０．７３１　 ８

龙岩 －０．３０８　 ５ －０．１２２　 ４ －０．１５５　 ５ －０．５０７　 ５ －０．３３７　 ４

宁德 －０．４８６　 ８ －０．５９２　 ８ －０．９３３　 ９ －０．６９０　 ８ －０．８８２　 ９

图５　各地市聚类分析的树形图

　　对各地市的一二级指标得分进行聚类分析，

从图５可看出，若分为三类，厦门单为一类，处于

上游区，福州和泉州为一类，处于中游区，其他地

市为一类，处于下游区。直观地从二级得分情况

来看，从表４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厦门、福州、泉州

三个城市在各个指标上的排位都是很稳定的，稳

居全省前三。相较于其他城市，这三个城市无论

是财政实力方面还是财政潜力方面都占据绝对优

势，排位稳定，财政竞争力优势明显。龙岩和漳州

在四个二级指标上各有千秋，竞争比较激烈，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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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财政竞争力是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综合效果。莆

田和三明在各方面都处于下游区，但三明的经济

实力大跃到第四名，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三明的

人口较少，人均投资额较高使得经济实力中的投

资因子得分较高。南平和宁德处于垫底的状态，
在各方面都需要加强。

从财政竞争力得分情况来看，厦门的 优 势 非

常明显，距离第二名的福州多了一倍的得分，泉州

在全省平均水平之上，算比较有潜力的一个城市，
其他城市都在平均水平以下。

为观察各二级指标中哪个指标对财政竞争力

的影响较大１１，给出了财政竞争力得分和财政实

力、财政效率、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的得分的相关

系数即表５，可 以 看 出 财 政 竞 争 力 还 是 和 财 政 实

力密切相关，其次是财政效率，经济在实力和科技

实力作为财政发展的潜力支持，相关性较前两者

稍弱一些。
表５　各二级指标与一级指标的相关系数

Ｆ财 政实力 Ｆ财 政效率 Ｆ经 济实力 Ｆ科技实力

Ｆ财政竞争力 ０．９８９　 ０．９８６　 ０．９６１　 ０．９６７

　　五、经济发展与财政竞争力的关系

提升财政竞争力目的是为了给当地带来经济

的发展，财政可以通过引导劳动、资本、技术等各

项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对经济增长起到有力的

促进和推动作用。为了说明财政与经济发展之间

的关系，以 人 均 ＧＤＰ表 示 经 济 发 展 水 平，使 用

Ｅｖｉｅｗｓ７．０对其进行分析。

　　（一）相关关系

观察人均ＧＤＰ与财政竞争力各级指标 之 间

的相关性，如表６所示：
表６　经济发展与财政竞争力的相关系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因子

人均

ＧＤＰ

财政

竞争力

０．９６８　８

财政实力

０．９５３　７

财政效率

０．９８２　３

经济实力

０．９５６　１

科技实力０．８８９　２

财政发展０．７８８　８

财政基础０．５８４　４

产出效率０．４２９　２

民生效率０．８８７　４

经济水平０．７９１　３

经济投资０．５８３　８

科技实力０．８８９　２

　　从表６可以看出，人均ＧＤＰ与财政竞争力之

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再具体分配到指标因子上，
其与财政发展、民生效率、经济水平、科技实力之

间的相关性较强。

　　（二）因果关系

对人均ＧＤＰ与财政竞争力做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

检验，结果如表７。
表７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

原假设 Ｆ统 计量 Ｐ值

财政 竞 争 力 不 是 人 均 ＧＤＰ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９．１７２　４５　 ０．０９８　３

人 均 ＧＤＰ 不 是 财 政 竞 争 力 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３．７８７　７９　 ０．２０８　９

从表７可 以 看 出，在９０％的 置 信 水 平 下，认

为财 政 竞 争 力 是 人 均 ＧＤＰ的 原 因，反 之 则 不

成立。

　　（三）回归关系

利用财政竞争力与人均ＧＤＰ构建回归 模 型

进行分析。财政竞争力作为解释变量，做最小二

乘回归，可以得 到 模 型：ＧＤＰ人 均＝３．６１×财 政 竞

争力＋６．２４，Ｔ＝（１０．３５２）（１８．９８５），Ｒ２＝０．９３，

Ｄ．Ｗ＝１．８９。
模型均通过方程、变量的显著性检验，拟合较

好。从变量的系数看，可以发现经济水平与财政

竞争力呈正相关关系，当竞争力水平增长１％，会

带来经济水平正向的３．６１％增长。因此，若想提

高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从提升财政竞争力

水平入手，结合表６的相关系数表，在提升财政竞

争力水平时要着重注意财政发展、民生效率、经济

水平、科技实力的提高。

　　六、提 升 福 建 省 财 政 竞 争 力 的 策 略

思考

　　在提升各地市的财政竞争力时应遵循“培优

固优，扬长补漏，针对性发展”的原则。对于各地

市原本就占据比较优势的方面应在保持原有的竞

争地位继续加强培育，对于处于短板的指标应抓

紧补缺补漏。如福州市虽在其他实力上较厦门相

差甚远，但科技实力相对能与厦门匹敌，应该在保

持不落后 的 基 础 上 最 大 程 度 发 挥 科 技 实 力 的 作

用，同 时 着 重 发 展 财 政 实 力、财 政 效 率 和 经 济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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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然每个地级市都有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经济

环境，应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才能更好地提高竞争

力水平。以厦门、福州和泉州为例具体分析，对各

地市指标的得分情况进行总结，见表８。
表８　各指标得分情况总结

地区 财政实力 财政效率 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 财政竞争力

厦门
财 政 发 展＞２．５，

财政基础＜１
民生＞产出＞１

经 济 水 平＞投 资

＞１．５
科技实力＞１．５

财政 效 率 与 科 技 实 力 相

当，财政实力最弱

福州
财 政 发 展＜０，财

政基础＞１．５
民生＞０，产出＜０

投 资＞经 济 水 平

＞０

１．５＞ 科 技 实 力

＞１

科 技 实 力 很 高，财 政 实

力、效率、经济逐步递减

泉州
财 政 发 展＜０，财

政基础＞１
民生＜０，产出＞０

经 济 水 平＞０，投

资＜０
１＞科技实力＞０

财政 实 力 和 科 技 实 力 较

强，财 政 效 率 平 均 水 平，

经济实力最弱

　　从表８可以看出，厦门需提高财政实力，重点

要放在财政基础上，而福州和泉州则须提高财政

发展；财政效率上，福州要注重财政产出效率，泉

州要注重民生效率；经济实力上，厦门需注意投资

的投入，泉州则要重点鼓励投资以提高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方面泉州需抓紧脚步跟上厦门与福州。

为此提出了一些参考建议：

　　 （一）巩固竞争基础

１．优化财政收入结构，壮大财政实力

财政实 力 是 财 政 竞 争 力 的 核 心，也 是 提 升

财政竞争力的基 础。厦 门 在 财 政 实 力 上 比 较 薄

弱，壮大财政实力，可 以 建 立 财 政 收 入 稳 定 增 长

机制，优 化 财 政 收 入 结 构。同 时 税 收 收 入 在 财

政收入中 属 于 较 稳 定 且 比 例 较 大 的 一 项 收 入，
因此健全 地 方 税 收 体 系，规 范 政 府 收 入 制 度 也

是有效提高财政 收 入 的 一 种 措 施。厦 漳 泉 形 成

了“闽 南 金 三 角”的 经 济 带，厦 门 在 产 业 集 群 中

拥有集 群 优 势，在 税 收 竞 争 中 拥 有 主 动 性［１２］。

适当减 少 税 收 优 惠 和 补 贴 也 不 会 造 成 资 本 外

流，因此厦 门 可 以 适 当 调 整 税 收 政 策 以 提 高 财

政收入。

２．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效率

财政支出的很大部分就是为了刺激 需 求，改

善民生，让“文教科卫”全面发展。福州需提高财

政支出产生的经济效益，要压缩行政支出，减少不

必要的“三公”经费，优先保证政府在建项目的资

金支出充足。泉州提高民生效率，可以加大财政

在民生支出上的投入，如改善基础设施，构建起与

厦门、漳州等周边城市相互对接的基础设施体系，
促进经济的相互发展和溢出效应。

　　（二）发展竞争潜力

１．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

（１）大力发展可持续绿色经济和生态型产业，
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福建虽未被列入低碳省试点，

但厦门与南平分别成为第一批和第二批低碳试点

城市，福州也出台了《福州市“十二五”节能和循环

经济发展专项规划》等一系列政策，环保厅出台了

《福建省重点减排县单列考核办法》等政策，宁德、

莆田也在生活垃圾、工业污水废物的处理上小有成

就［１３］，发展低碳绿色经济势在必行。中国绿色碳

基金于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０日正式成立，２０１１年宁波鄞

州区成立了全国首个县级碳汇专项基金，以 雅 戈

尔、宁波三生公司为代表的当地企业的积极参与。

福建省各市可借鉴宁波的做法，建立市级专项碳基

金，并建立健全“碳预算”政策以实现低碳化的定向

财政支出。福建省的森林覆盖率都在６０％以上，
居全国前列，森林碳汇能力较强，“碳基金”的部分

资金来源可考虑森林的生态转移支付。
（２）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发挥地方特色竞争优

势。福建地处沿海，有广阔的海洋渔场，可发展港

口经济，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建设海峡蓝色经

济试验区，发展远洋渔业、海洋生态养殖业、海洋

旅游业等海洋新兴产业，打造一个特色的海洋经

济强市。如打造“海峡文化游、生态游”的品牌，开
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福州是近代中国最

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福州马尾是中国近

代海军的摇篮。可围绕福州马尾船政文化、昙石

山文化遗址等，打造以福州船政文化为中心的闽

东旅游产业集群以及闽台文化的旅游模式；厦门

的“海上花园”名片、莆田的湄洲妈祖文化等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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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独具地方特色的旅游文化。另外，纺织服装业

是泉州的一大支柱产业，泉州作为我国著名的侨

乡，在吸引华侨投资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先天优

势，可为其纺织业发展提供资金和先进技术支持，
为纺织服装产业结构调整发挥积极作用。

２．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科教兴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

的主导力量。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可以促进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增加科技投入，制定科技扶持政

策，为科技进步提高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泉州

在科技发展上可向厦门和福州学习，建设“创业苗

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的孵化体系，加强

科技孵化基地建设，引进人才队伍，加强对外交流

合作如建设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打好科技创

新基础。福州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滞后于海西省

会中心城市的发展要求，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增

长贡献率 较 低［１４］。因 此 福 州 也 应 该 充 分 发 挥 省

会中心城市的政治地位和地理资源优势，加强与

国家 各 部 委、高 等 院 校 的 科 研 合 作，发 挥 对 台 优

势，学习台湾优势科技产业，继续强化科技支撑发

展作用，提升科技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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