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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指数研究》简介

随着2014年《预算法》、国发43号文等相关地方债务风

险防范政策的出台和地方债务管理机制的不断完善，我国地

方政府显性债务风险有所缓和，但隐性债务剧增以及部分地

区负债水平过高带来的结构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仍需关注。

据测算，2018年我国地方政府显性债务规模约18.39万亿元，

风险总体可控。但隐性债务持续恶化，地方政府通过PPP项

目、政府购买服务、资管计划、明股实债等方式变相举债造

成的隐性债务风险问题尤其突出。2018年我国地方政府整体

隐性债务规模在 28.6万亿—41万亿之间，约为显性债务的

1.6—2.2倍，考虑隐性债务的负债率上升至67%—81%，高于

欧盟60%的警戒线，且区域性债务风险分化严重。在此背景

下，有必要构造地方政府债务区域风险指数，以便准确监测

各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演变情况，达到风险预警的效果。

本文写于2018年初，基于当时数据的可得性，因而采用

2016年的数据进行测算。本文综合各种风险评价方法的优

缺点，最终选择AHP模型构造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指数。

AHP方法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化、层次化的分

析方法。对于复杂的决策问题，AHP把总目标分为多个子

目标，按逻辑顺序将整个决策系统自上而下的分解成一个

树状结构，即一个有序的递阶层次系统 ；通过指标间相对

比较进行模糊定性量化，构造判断矩阵，求得每一层各指标

对上一层目标的权重向量 ；最后逐阶层归并，得到总目标

的最终评价结果。为使AHP方法适用于地方政府债务模型，

本文对AHP方法的理论进行了梳理和优化，并对 2016年我

国省级地方政府和重庆市区县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指数进

行实证分析。结论如下 ：各地区债务风险与财政实力有强

相关性，衡量偿债水平的负债率和债务率对经济较差地区

的债务风险有负面放大效应，此外，隐性债务导致债务风险

加剧的问题十分明显。显性债务口径下，省级层面，宁夏、

青海、贵州等省份债务风险较高，广东、浙江、上海等省份

风险较低 ；重庆市城口、巫山、武隆等区县债务风险较高，

渝北区、两江新区、九龙坡区等区县风险较低。考虑隐性债

务后，各地区风险显著增加、局部区域分化加剧，省级层面，

天津、北京和江苏风险指数增长50%—90%，排名显著下滑；

重庆市区县中沙坪坝区、合川县和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亦

出现类似情况。

总的来说，基于AHP模型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指数能

客观反映各地区债务风险情况，并能准确监测债务风险变

化趋势，有助于在危机初期及时采取防范措施控制债务风

险的加剧和扩散 ；同时，通过该风险指数排名次序，我们能

够从数据指标层面对各地区债务风险成因进一步深度挖掘

分析，解释不同地区债务风险差异的原因 ；此外，也为以后

通过其他综合评价方法构建地方债务风险指数模型提供了

可行性前提，具有较好的实用价值。

（全文发表于《财政科学》2018年第9期，
作者：闫  衍  袁海霞  王新策）

《优化收入分配的激励约束认知框架、基本思路、原则与建议》简介

收入分配问题是个重大而复杂的社会问题，受诸多因

素的影响，同时又是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保证全体

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精神实质，体现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基本方略之中，也是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关键。

而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促进共同富裕，从学理视角而

言，需在激励 -约束的认知框架下，把握好优化收入分配的

政策理性。包括 ：“公平”的概念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亟

需廓清 ；“公平”与“均等化”方面的政府责任应当明晰化、

合理化、动态化，把握好市场经济环境中的政策理性 ；为把

握好收入再分配的政策理性，需以对收入差异形成原因的

正确分析为政策设计的哲理性前提。

中国优化收入分配的基本思路，应是以共同富裕愿景

为“目标导向”，结合“问题导向”，加快推进由“先富”向“共

富”的战略转换。其基本原则需遵循 ：以合理的收入分配激

励创业创新 ；承认各要素的贡献、把按劳分配与按其它要

素分配相结合 ；在“倒U曲线”前半段适当允许、容忍收入

差距扩大的同时，主动施加调节遏制“两极分化”；以“阳光

化、鼓干劲、促和谐、扶弱者”为要领，运用系统工程思维构

建分配制度体系 ；以改革为龙头带动分配制度、政策体系

动态优化。

在此基础上，一是建立健全规则与过程公平的国民收

入初次分配制度。包括充分发挥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 ；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

结合 ；促进分配规则的公平和机会均等 ；加强机制垄断性

行业收入的改革 ；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社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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