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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聚焦城市用地扩张这一热点现象袁 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给予阐释袁 并分析形成地方政府竞争的
制度成因遥 研究发现院 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竞争产生重要影响袁 其中袁 政治集权催生了地方政府竞争袁 财
政分权则加剧了地方政府竞争曰 土地制度为地方政府竞争提供了土壤遥 以江西省为例袁 对地方政府竞争影响
城市用地扩张进行实证分析袁 发现地方政府竞争显著地促进了城市用地扩张袁 且固定资产投资尧 国内生产总
值及城镇常住人口不同程度地对城市用地扩张产生影响遥 城市用地扩张有其制度成因袁 是一种正常现象袁 简
单的以行政手段干预城市用地扩张并不能取得预期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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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一直以来袁 学术界对中国城市用地扩张持批

评态度袁 认为其处于一种盲目的尧 无序的扩张状
态袁并贴上野摊大饼式发展冶的标签遥 中国政府也
意识到这个问题袁并提出城市化要从野外延式扩张
转向内涵式增长冶的口号袁企图通过划定城市增长
边界尧 减少城市供地指标等迫使城市转向内涵式
发展遥但中国城市用地扩张的事实表明袁这些措施
收效甚微遥 据统计袁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由 1981
年的 7438km2增加到 2017年的 56225.4km2袁年平
均拓展速度超过 6%袁 高于同期城镇人口的年增
长速度 4%和城镇化的年增长率 3%袁增长速度几
乎是人口城镇化的两倍遥由此可见袁城市发展非但
未进入野内涵式增长冶袁反而野外延式扩张冶成为城
市增长的唯一选项遥

现实的问题是院 为什么外延式城市用地扩张
一直存在钥 为什么我们遏制城市扩张的政策措施
收效甚微钥不少学者对此都进行了阐释袁部分学者
认为城市建设用地扩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袁
他们研究发现院经济结构变化尧固定资产投资尧人
口增长等因素是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原因咱员暂咱2暂曰另
一部分学者的研究认为在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过

程中袁土地财政尧土地市场化改革等起了重要作用
咱3暂咱4暂曰还有部分学者则认为中国式分权或财政分权
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有显著影响咱5暂咱6暂遥而在众多解
释城市用地扩张的视角中袁 地方政府竞争一直被
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影响机制遥 但通过梳理学术界
的研究成果发现袁 虽然地方政府竞争被认为是导
致城市用地扩张的重要原因袁 然而地方政府的竞
争行为为何形成钥其经过一个怎样的演化过程钥它
对城市建设用地产生怎样的影响钥 这些问题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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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于增进学术界对地方政府竞争及城市用地扩

张问题的理解有重要意义遥
二尧理论分析
渊一冤地方政府竞争理论研究的演进
竞争在经济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袁 古典经

济学在对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中袁 就对竞争有过
诸多分析咱7暂袁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袁经济学中如果
缺乏有关竞争的理论袁 那么经济学就不是一门社
会科学咱8暂遥 而地方政府竞争的相关研究进入学者
的视野始于 1956年袁 美国学者查尔斯窑蒂布特发
表叶一个关于地方支出的纯理论曳的文章袁通过对
辖区公共物品提供和地方支出的模型假设袁 开创
性地提出野用脚投票冶的著名论断咱9暂遥

有关地方政府竞争的研究袁 其核心内容是揭
示这种竞争为何发生遥 Tiebout模型聚焦社区竞
争袁 作为投票者和消费者一体的居民希望寻求能
够使得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地方公共产品与所征收

税收的组合袁为此袁他们会移居到能满足自身偏好
的社区咱10暂遥 社区为了更好地吸引有纳税能力的居
民袁它们会竞相地为居民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袁竞
争因而发生遥 后续的研究逐步引入到地方政府层
面袁此时袁作为地方政府竞争研究重要的理论基础
之一要要要传统联邦主义或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在

学术界受到普遍重视袁 它重点考察了分权对治理
的影响袁略微涉及到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遥该理论
认为袁由于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更接近民众袁
在了解辖区居民对公共物品的偏好上具有信息优

势袁所以袁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适当分权袁能够同
步提高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效率袁 对辖区内经济增
长有促进作用咱11暂咱12暂遥 地方政府之所以有动力满足
消费者渊居民冤的需求袁改进其效率袁根本原因还在
于地方政府间存在竞争遥正如 Tiebout模型所指出
的那样袁企业和居民能够通过野用脚投票冶的方式
向政府施加压力袁 地方政府不得不以最有效率的
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和生产性基础设施咱13暂咱14暂袁以便
让辖区内的企业和居民能够感知到相对于相邻地

区有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遥
然而袁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受到批评袁因其假

设前提是存在一个仁慈而高效的政府袁 政府和政
府官员都会忠于自己的职守而自动地按照公众利

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咱15暂遥以钱颖一渊Qian冤尧温加

斯特渊Weingast冤和罗纳德渊Ronald冤等学者为代表
提出了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咱16暂咱17暂袁该理论重点研
究了地方政府保护市场的激励机制遥 它继承和发
展了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袁 只不过它承认政府官
员与经济人一样袁有自己的经济利益袁在没有约束
的情况下其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会发生冲突袁容
易滋生腐败行为遥不过袁由于联邦制能够促进各地
区之间的竞争袁 竞争又会影响到地方政府官员的
自身利益 渊如在民主国家会影响到政府官员的当
选冤袁会对其产生一定程度的约束袁进而可以保证
地方政府采取保护市场的行为咱15暂遥另一方面袁在财
政分权的改革中袁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签订财政
包干合同袁 即地方政府完成包干总额后多余的财
政收入就归地方政府袁这样袁地方政府创造的财政
收入越高袁其留存的总额就越多袁导致地方政府有
很强的动力去保护本地市场袁发展经济袁进而增加
财政收入遥

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很好地解释了为何部分

发展型国家能够形成有效的地方政府竞争袁 但自
其提出伊始袁就受到诸多质疑遥第二代财政联邦主
义认为袁 之所以会形成有效的地方政府竞争袁源
自于分权对中央集权的削弱和瓦解咱18暂遥 但是袁这
一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遥 研究表明袁正
是由于中央集权而非分权促进了中国经济较快

增长咱19暂遥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袁后续的研究在解释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上涌现了大量的成果袁如野晋
升锦标赛冶尧野为增长而竞争冶尧野标尺竞争冶等就是
典型代表咱20暂咱21暂咱22暂曰近期关于地方政府竞争的研究
又出现了诸如野为和谐而竞争冶尧野为创新而竞争冶尧
野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冶等的论调咱23暂咱24暂咱25暂遥 无论从
哪个角度去解释地方政府竞争袁 都不可避免的要
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院地方政府竞争为何会发生钥
作为一个组织袁其行为必定会受到制度的影响袁本
文的目的就是寻找地方政府竞争的制度成因袁进
而为解释城市用地扩张乃至中国经济增长挖掘制

度基因遥
渊二冤地方政府竞争的制度成因分析
中国地方政府竞争具有独特的经济诱因和政

治逻辑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分权让利改
革的序幕遥Qian & Ronald根据中国当时的财政体
制袁提出了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遥与其他国家财
政联邦主义渊往往伴随政治联邦主义冤不同的是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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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垂直的政治集权管理体制演绎出来的财政

联邦主义咱26暂咱27暂袁而学术界则把这种财政分权与政
治集权所形成的中国特有的分权体制称之为 野中
国式分权冶咱28暂咱29暂遥 正是由于中国式分权的存在袁地
方政府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竞合关系袁 导致改革开
放后中国经济持续近四十年的快速增长遥

1. 政治集权催生地方政府竞争
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组织袁 并不是一个抽象的

概念袁而是由一个个官员所组成的社会机构遥每一
个在该机构中的官员袁 都有自己的利益取向和目
标函数袁符合野理性人冶假设袁也即是在局限条件下
追求利益最大化遥 在现行的中国政治集权管理体
制下袁官员个人的工资尧地位尧待遇等都与一个人
的职位高低密切相关袁可以说袁官员个人的行政位
置决定了其所拥有的政治资源袁反之亦然遥作为理
性人的行政官员袁 他除了关心当地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袁 自然应关心自己在官场上的升迁机会遥 因
此袁在个体层面上讲袁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可以转化
为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竞争遥 而在中国政治话语
及政治机会有限的背景下袁 一个人获得提升将直
接减少另一个人获得提升的机会袁 且成功晋升的
人只在少数遥因此袁追求个人职位晋升就成为现行
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竞争的主要目标袁 在这一目
标的主导下袁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就异常激烈咱7暂遥且
无论中央政府的考核指标如何变化袁 是以经济社
会发展为主还是以生态保护为主袁 只要中央政治
集权的管制体制不变袁 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就会存
在遥 因此可以说袁政治集权催生了地方政府竞争遥

2. 财政分权加剧地方政府竞争
中国财政体制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改革过

程袁从野分灶吃饭冶到野财政包干冶袁再到野分税制冶袁
直至当前的野营改增冶遥 这一变化在体现地方政府
担负起更多的财政支出责任的同时袁 也表明地方
政府拥有更大的财政自主权遥 特别是野分税制冶改
革以来袁 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完成中央政府的考核
任务袁发展地方经济曰另一方面还需要承担地方社
会保障等福利支出遥 分税制改革的结果就是造成
地方政府在只分享到 40%左右财权的情况下承
担了 60%以上的事权咱30暂袁形成了野财权上移尧事权
留置冶的局面袁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出现巨大缺
口遥在职位晋升和财政支出增加的双重压力下袁地
方政府不断与各方进行博弈院首先袁地方政府与上

级政府博弈袁不断与其讨价还价袁减少对上级财政
的贡献曰 其次袁 与辖区外的其他同级地方政府博
弈袁通过设置贸易壁垒尧保护本地市场等手段袁维
持本区域的竞争实力曰再次袁与辖区内各经济主体
间的博弈袁通过设立产业基金尧出台各种优惠政策
渊如补贴及减税冤袁促使本辖区工商业的发展袁尽最
大努力培育财源遥总之袁地方政府以最大程度的努
力袁发展本地经济袁拓展财源袁以增加财政收入遥因
此可以说袁财政分权加剧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遥

3. 土地制度为地方政府竞争提供土壤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

力陡然增加袁这就促使地方政府寻求预算外收入遥
而 1994年起袁地方政府不再上缴中央财政的土地
出让金收入袁 成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
源咱27暂遥土地出让金形成于土地一级市场袁在商住用
地市场上袁地方政府是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者遥地
方政府低价征收土地后袁将其开发成熟地袁并拿到
土地一级市场进行出让袁在野价高者得冶和供需不
平衡的背景下袁商住用地的价格节节攀升袁最后由
出价最高的开发商获得土地袁 而地方政府则获得
巨额的土地出让金袁 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财
政支出的缺口遥 另一方面袁 对于工业用地市场来
说袁 地方政府用低成本将征收过来的土地配套基
础设施袁再将其出让给工业投资者袁而引入工业投
资能够为 GDP增长和税收增长做出巨大贡献遥因
为研究表明袁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咱31暂遥地
方政府尽最大程度吸引更多资本进入袁 发展本地
经济袁学术界称之为野土地引资冶咱32暂遥外来资本的进
入袁不仅可以推动本辖区经济发展袁还能增加本地
就业机会和税收收入袁 对于官员实现职位晋升有
很大帮助遥

综上所述袁 地方政府竞争有其稳固的制度基
础遥 首先袁政治集权是地方政府竞争的原动力袁它
催生了地方政府竞争曰其次袁财政分权进一步加剧
了地方政府竞争的激烈程度袁 因为地方政府需要
财政资源发展地方经济袁为晋升提供基础曰最后袁
土地制度为地方政府竞争提供了土壤袁 所形成的
土地出让金和税收收入使得地方政府竞争更激

烈遥
三尧变量选取及描述统计
渊一冤变量选取

周来友院地方政府竞争的制度成因及其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研究要要要以江西省为例 73



第 42卷井冈山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1. 被解释变量
城市用地规模遥 本文所指的城市用地是指城

市建设用地袁并用城市建成区面积渊TLANDit冤表示
城市用地规模袁 这是因为城市建成区更接近于城
市实体区域咱33暂遥

2. 核心解释变量
地方政府竞争遥通过理论分析部分可知袁地方

政府通过野土地引资冶策略袁引进资本投资者袁以促
进经济增长尧税收增加袁这也是地方政府面临的经
济激励和政治激励的结果遥 而地方政府间的竞争
程度袁主要是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咱34暂袁表现
形式就是招商引资咱35暂遥因此袁大多数的研究均采用
外商直接投资来衡量地方政府竞争程度遥 本研究
借鉴许宁等咱36暂的研究视角袁从地方政府绝对竞争
和地方政府相对竞争两个角度衡量地方政府竞

争遥 用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来衡量以吸引
外资为主的经济竞争袁 即地方政府的绝对竞争
渊COMPE1it冤曰 用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江
西省人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差值来衡量地方

政府相对竞争渊COMPE2it冤遥一般而言袁地方政府竞
争越激烈袁城市用地扩张越明显遥

3. 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遗漏重要变量而造成的估计结果偏

误袁 真实地反映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用地扩张的
影响袁借鉴已有研究成果袁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加入
了控制变量袁包括院渊1冤固定资产投资渊INV it冤院一般
而言袁一个地区的固定资产总额越大袁其城市建成
区面积也越大袁因此袁固定资产投资是城市用地扩
张的重要影响因素曰渊2冤国内生产总值渊GDPit冤院在
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袁某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越大袁
其所需的城市建成区面积也越大袁 因而国内生产
总值对城市用地扩张也有影响曰渊3冤城镇常住人口
渊POPit冤院人口因素是影响城市用地扩张的一个重
要因素袁 城镇常住人口的增加会推动城市用地的
扩张遥 研究发现上述变量对城市用地扩张均有不
同程度的影响咱33暂遥

渊二冤描述统计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江西省为例袁 验证地方政府竞争对城

市用地扩张的影响遥 江西省地处中部地区袁2017
年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
第 16位袁居中间位置袁以江西省为案例进行分析袁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曰且近年来江西省南昌市尧赣州
市尧九江市尧上饶市尧宜春市等经济快速发展袁南昌
赣江新区尧赣州蓉江新区尧九江八里湖新区尧上饶
高铁新区尧宜春宜阳新区等新城建设加快推进袁这
为验证本文的理论分析提供了极好的素材遥

本文所使用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尧 城市
建成区面积尧固定资产投资尧国内生产总值尧城镇
常住人口等指标数据来源于 2004-2018年叶江西
统计年鉴曳叶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曳遥为了降低消
除异质性袁本文对各变量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袁并
采用统计软件 Stata14.0 和 Eview6.0 进行相应处
理遥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 1袁地方政府绝对
竞争尧 地方政府相对竞争与城市用地规模散点拟
合图分别如图 1和图 2遥

从表 1可以看出袁2003-2017年间城市用地规
模尧固定资产投资尧国内生产总值及城镇常住人口等
都有较大幅度的变动袁 表明这期间江西省城市发展
存在较大的时空差异遥具体来看袁城市用地规模的均
值为 70.31km2袁变动范围为 19~327.35曰固定资产投
资的均值为 795.03 亿元袁 变动范围为 29.28 ~
5115.18曰国内生产总值的均值为 933.05亿元袁变动
范围为 79.72~4819.76曰 城镇常住人口的均值为
178.75袁变动范围为 38.85~420.72遥 从地方政府竞争
的程度上看袁 无论是地方政府绝对竞争还是相对竞
争袁其都有较大变动袁表明竞争较为激烈遥

图 1 地方政府绝对竞争与城市用地扩张的散点图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单位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城市用地规模 TLAND km2 70.31 327.35 19 55.94
地方政府绝对竞争 COMPE1元/人 905.8 3930.74 76.74 778.36
地方政府相对竞争 COMPE2元/人 0.19 2333.97 -1078.57 671.39
固定资产投资 INV 亿元 795.03 5115.18 29.28 845.07
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亿元 933.05 4819.76 79.72 812.66
城镇常住人口 POP 万人 178.75 420.72 38.85 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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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和图 2分别通过散点图和拟合直线描绘
了地方政府绝对竞争和地方政府相对竞争与城市

用地扩张之间的相关性遥 无论是地方政府绝对竞
争还是相对竞争袁 二者均与城市用地扩张存在正
相关袁 表明地方政府竞争的激烈程度可能会促进
城市用地扩张遥 不过袁在加入其它控制变量之后袁
地方政府绝对竞争和地方政府相对竞争是否对城

市用地扩张有影响袁则需要在实证中检验遥
四尧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渊一冤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了地方政府竞争与城市用地扩张的

计量模型院
1nTLANDit=C+琢1COMPE1it+琢21nINV it-1+
琢31nGDPit-1+琢41nPOPit-1+着it

式中院城市用地规模渊TLANDit冤尧固定资产投
资渊INV it冤尧国内生产总值渊GDPit冤和城镇常住人口
渊POPit冤均取自然对数袁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消除
异方差的问题曰同时袁为了消除各个经济变量之间
的内生性问题袁固定资产投资渊INV it冤尧国内生产总
值渊GDPit冤尧城镇常住人口渊POPit冤全部采用滞后 1
阶的数据遥 琢1~琢4为变量回归系数袁着it为残差项遥

渊二冤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出现时间序列的伪回归问题袁 本文

采用面板单位根中的 LLC检验法和 Fisher-ADF
检验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袁 检验结果见
表 2遥

从表 2可以看出袁 在对变量进行一阶差分检
验后袁 检验值在 1%或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袁
拒绝了原假设袁结论显示都为一阶单整袁体现了序
列的稳定性袁 可以进行协整检验遥 本文采用
Pedroni检验法和 Kao检验法进行面板数据的协
整检验袁结果见表 3遥

表 3的结果显示院 大部分协整检验方法都拒
绝了野不存在协整关系冶的原假设袁表明变量间存
在长期的协整关系袁可以对数据做下一步的分析遥

渊三冤实证结果及分析
实证分析中袁本文重点验证地方政府竞争渊含

绝对竞争和相对竞争冤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遥采
用地方政府绝对竞争和相对竞争的指标有两个目

的院一是采用两个指标衡量地方政府的竞争程度袁
二者之间可以相互印证袁增强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曰
二是二者能够从不同角度衡量地方政府竞争程

度袁地方政府绝对竞争从纵向角度衡量袁也即是不
考虑其他地方政府的影响袁 地方政府相对竞争则
从横向角度衡量袁 综合考虑了其他地方政府的影
响遥 回归结果见表 4院

表 2 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一阶差分序列值

结论LLC ADF-Fisher
TLAND -4.694***渊0.000冤 46.014***渊0.002冤 I渊1冤
COMPE1 -3.842***渊0.000冤 48.588***渊0.000冤 I渊1冤
COMPE2 -4.273***渊0.000冤 45.572***渊0.002冤 I渊1冤

INV -6.972***渊0.000冤 42.880***渊0.005冤 I渊1冤
GDP -5.426***渊0.000冤 44.611***渊0.000冤 I渊1冤
POP -4.194***渊0.000冤 37.743**渊0.019冤 I渊1冤
注院括号内的数字表示相应的 p值袁***尧**尧*分别表

示在 1%尧5%尧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
假设遥

表 3 面板协整检验

Panel-PP -2.640 0.000
Pedroni检验 Panel-ADF 0.014 0.237

Group -PP -8.016 0.000
Group -ADF -2.133 0.016

统计量名称 统计值 p值
Kao检验 ADF -6.189 0.000

图 2 地方政府相对竞争与城市用地扩张的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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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模型回归结果来看袁 回归方程在 1%的显
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袁回归方程拟合效果较好袁
回归结果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遥 无论是模型 1和
模型 2袁各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袁回
归结果显著遥具体来看袁地方政府绝对竞争对城市
用地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袁 回归系数为 0.884袁
表明地方政府竞争的确会对城市用地扩张产生影

响曰这一结论也在模型 2的回归结果中得到体现遥
自从我国进行住房改革及设立招尧 拍尧 挂制度以
来袁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袁城市边界不断扩张袁土
地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遥 这一方面得益于我国经
济发展的结果袁 另一方面与地方政府竞争也有莫
大关系袁 正是由于各级地方政府竞相发展本区域
经济袁用土地引进外来资本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袁
推进城市建设袁从而加剧了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袁
提升了城市化水平遥

就控制变量来说袁固定资产投资渊INV冤尧国内
生产总值渊GDPi冤和城镇常住人口渊POP冤均在 1%
或 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袁 且城镇常住人
口的回归系数接近 0.45袁 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
最大遥 城镇常住人口的增加袁必定对住房尧交通设
施等需求增加袁 而这会推动城市用地的扩张遥 此
外袁2003-2017年期间袁江西省正由工业化初级阶
段迈向更高阶段的过程袁 经济发展对城市用地扩
张也有较大影响遥 固定资产投资对城市用地扩张

的影响要弱于经济发展和城镇常住人口袁 这可能
是因为江西省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袁 固定资产投
资不足袁 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不如其他两个变
量遥总体而言袁固定资产投资尧城镇常住人口尧国内
生产总值渊经济发展冤对城市用地扩张都有显著的
影响袁这与相关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遥
五尧结论
聚焦城市用地扩张这一热点现象袁 从地方政

府竞争视角袁探讨了其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袁同
时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的制度成因遥研究发现院政
治集权催生了地方政府竞争袁 而财政分权则加剧
了地方政府竞争袁 土地制度则为地方政府竞争提
供了土壤曰实证分析表明袁地方政府竞争这一客观
存在的事实袁对城市用地扩张有显著影响曰而固定
资产投资尧城镇常住人口尧国内生产总值均在不同
程度上对城市用地扩张产生显著影响遥

结合本文的理论分析及实证结果袁可以发现院
其实城市用地扩张是有其制度原因的袁 中国式分
权催生并加剧了地方政府竞争袁 而地方政府竞争
又导致城市用地扩张曰 此外土地制度不仅为地方
政府竞争提供土壤袁更为城市用地扩张做好铺垫遥
所以袁 为什么中央政府多次提出的城市发展要从
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增长目标收效甚微袁 就是
因为如果不进行体制机制改革袁 简单地通过行政
手段来控制城市边界的扩张袁 很难达到预期的目
标遥 因此袁本文在最后提出院城市用地扩张是目前
体制下产生的结果袁如果不进行体制改革袁很难控
制城市用地扩张袁 内涵式增长不能简单地理解成
控制城市用地边界不增长袁 而是要从其他方面提
升城市发展内涵遥因此袁城市用地扩张在现行体制
下袁是一种正常或自然而然的现象袁不必过于担心
或加以批评遥

表 4 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用地扩张影响的回归结果

COMPE2it 0.849*渊0.061冤

wald chi2 428***渊0.000冤 429.07***渊0.000冤

解释变量地方政府绝对竞争渊模型1冤地方政府相对竞争渊模型2冤
COMPE1it 0.884*渊0.074冤

INV it-1 0.001***渊0.000冤 0.001***渊0.000冤

POPit-1 0.435**渊0.021冤 0.446**渊0.016冤
GDPit-1 0.181***渊0.003冤 0.139**渊0.01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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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Causes of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Urban Land
Expansion要A Case Study of Jiangxi Province

ZHOU Lai-you

渊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nyu University, Xinyu 338004, China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hot issue of urban land expans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 causes of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It concludes that Chinese decentralization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promotes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whil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tensifies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and land system provides soil for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Taking Jiang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on urban land expansion, and finds that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urban land expansion. In addition, the fixed asset investment, GDP and urban resident
population have impact on urban land expansion to a certain degree.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expansion of
urban land has its own institutional causes, which cannot be interfered with simple administrative means.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urban land expansion; institutional c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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