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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媒体监督与反寻租对地方财政信息化建设、实现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作

用.本文以地方财政透明度为研究对象,以网络媒体对财政信息的负面新闻报道次数作为网络媒体监督的替代

变量,以财政预算有关的腐败寻租案件数量作为中介变量衡量反寻租,选取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考

察网络媒体监督对地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媒体监督能有效提升地方财政透明度.机制分析表

明,反寻租是网络媒体监督影响地方财政透明度的重要渠道.本文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分析后发现

结论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市场化指数较低、营商环境较差的地区,网络媒体监督对地方财政透明度表

现出更强的促进作用.本文认为,应当重视网络媒体监督在政府预算公开中的作用,并通过叠加效应让反寻租

在提升财政透明度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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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新征程的伟大事业,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推进财政治理体系

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现代政府治理的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财政治理体系现代化

的一个内在要求就是政府财政信息公开化.财政信息透明作为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能够缓解

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公众的信息劣势,有助于更有效发挥公众对政府的外部监督作

用,从而促进政府更好履行公共受托责任[１][２].随着新«预算法»的实施与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体系的

完善,政府财政信息公开取得了显著成效,总体上全国各地财政透明度提升明显[３].然而,我国财政

信息公开仍然存在公开信息质量低、不全面、公布的政府预算信息难以为信息使用者有效使用、政府

预算信息公开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４][５].因此,如何促进政府财政透明度进一步提高是建设现代

财政制度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提高政府财政透明度,首先需要理清政府信息披露行为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现有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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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制度与社会环境以及经济环境在推动国家政府透明度建设方面发挥主要的作用.政府

的公开意愿以及公众对政府财政信息披露的需求是影响财政透明度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６][７],在此

基础上,制度改革与法律法规[８]、外部因素刺激[９]、信息技术与媒体[１０]等因素为政府财政透明度的提

升提供制度环境支撑和技术支持.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媒体与政府治理的应用结合

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必然趋势,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媒体能够有效改善企业治理水

平[１１][１２],但少有文献将媒体与政府治理水平联系起来[１３],尤其是研究网络媒体监督在推动政府财政

信息公开方面能否发挥有利作用的文献更少见.
网络媒体监督作为一种新型的外部监督方式,在政府财政信息公开方面可能存在两种情形,一方

面,独立性较强的媒体,能够通过信息网络对政府负面信息进行公开曝光,从而对政府形成舆论压力,
促进政府更关注财政安排的合理性并推动财政信息的公开;另一方面,受当地政府限制,独立性较弱

的网络媒体可能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其监督效果难以显现.因此,网络媒体监督能否促进财政透明度

提升有待检验,尤其是何种形式的网络媒体能够有效发挥作用? 其作用机制如何? 探究这些问题,对
优化网络媒体工具使用效果以及促进财政透明度进一步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尝试从网络媒体监督角度考查财政透明度的提升效果及机制,以此寻找提高政府财政透明

度的新途径.本文以地级市政府财政透明度为研究样本,使用财政信息公开后的媒体报道的负面新

闻次数作为网络媒体监督的替代变量,并基于«中国地级市政府审计年鉴»«中国地级市政府统计年

鉴»«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等相关数据,进行实证考察.
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主要的贡献和创新在于,将外部监督与政府内部治理结合,从网络媒体监

督和反寻租视角,揭示了网络媒体通过监督来促进财政透明度提升,且反寻租行为在该过程中起到推

动作用.同时,拓宽网络媒体与公共治理领域的研究与应用边界,为探索建立新形式的政府外部监督

体系提供经验参照.文章后续安排为:第二部分理论分析和假设,第三部分实证研究设计,第四部分

实证分析,最后是结论与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网络媒体监督对地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

现代政府治理理论框架下,政府与公众之间存着委托代理的关系,随之可能产生的问题是作为委

托方的公众诉求与作为代理方的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一致.财政作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石,提
高财政信息透明度是缓解上述委托代理关系中不一致问题的重要途径.从委托者的角度出发,提高

财政透明度本身就是实现社会公众监督权力的重要条件.只有提升财政透明度,才能增强公众对财

政运行状况的掌握与理解[１４],进而更好地实现对代理人的依法监督.另一方面,从代理者的角度出

发,政府是否公开以及如何公开财政信息受到制度环境、经济环境以及自身财政公开意愿的影响[１５],
尤其是在公开意愿上,政府官员的行为与廉政程度可能与财政信息的公开透明密切相关.

在处理公众与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中,至为重要的是解决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网络媒

体监督则提供了完善上述委托代理链条的途径.具体来讲,财政领域的网络媒体监督是指以网络作

为媒介,以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的方式,对财政信息的不合理之处进行曝光的一种监督方式.一方

面,由于具备信息收集和信息传递优势,网络媒体能够代替公众发挥普通公众无法企及的监督效能.
另一方面,网络媒体具有独立性强、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的特点,能够从舆论力量上对政府形成较

强的监督约束,从而影响政府行为.网络媒体的上述两大特征,正好可以弥补公众监督在实施过程中

主体不明、动力不足和能力有限等缺陷.事实上,近些年来,随着政府职能转型的逐步深入,网络媒体

监督逐渐成为我国国家治理建设中的重要问责机制[１６],随着对网络媒体监督的应用愈加广泛,其治

理效果逐渐显现[１７][１８],在这个过程中,对财政信息的网络媒体报道一方面会提高公众对财政信息披

露的诉求———即监督意愿,另一方面则提高了公众理解财政信息的能力———即监督能力.总之,无论

是监督意愿还是监督能力的提升,都会导致公众要求更为公开透明和全面及时的财政信息披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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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研究 H１.

H１:网络媒体监督有助于提升地方财政透明度.
(二)反寻租:网络媒体监督提升地方财政透明度的中介机制

从反寻租到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提升.寻租理论认为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是阻碍地方治理水平

提升的重要原因[１９],具体体现在,官员为寻租会阻碍政府财政信息公开,实现暗箱操作,从而最终降

低财政透明度.我国实施全口径预算及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后,官员的行为基本都能在财政信息

中体现,官员为了成功实施其寻租行为,必将会想办法提高其行为的隐蔽性.其主要的手段之一就是

通过阻碍财政信息公开,降低政府财政透明度[２０][２１].如故意隐藏一些预算资金信息不对外公开,使
得政府财政信息公开内容大打折扣;以隐晦的形式公开,要么呈现出公众看不明白的模糊信息,要么

呈现给公众看不懂的数据堆砌信息,降低预算信息的规范性、易懂性;在不显眼的位置公开或者在内

部发个文件草草了事,降低财政信息的易得性等.反寻租提升财政透明度体现为以下三点:第一,反
寻租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带来了很大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行动的开展,涉及寻租的

地方政府官员相继落马,很大程度上扫除了地方财政信息公开的重要障碍.第二,反寻租可以产生威

慑效应.反寻租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良好政治风气,减少地方官员为了寻租寻求暗箱操作

而阻碍财政信息公开透明的动机,提高财政透明度;第三,反寻租可以形成蝴蝶效应.强大的反寻租

压力之下,继任者或未被曝光的寻租者可能以提高财政透明度的行动,来向上级表明自己“为政清廉”
的决心,甚至会为了提升政绩而主动公开财政信息,更容易响应国家要求.因此,反寻租可以提升财

政透明度.
从网络媒体监督到反寻租能力提升.从反寻租的不同主体出发,客观上存在两条反寻租机制:一

是国家反寻租机制,即国家权力系统内部依靠制度建设、分权制衡实现自我调节、自我限制,又称作制

度反寻租机制;二是社会反寻租机制,即社会系统施加的外在压力,实现对权力的制约,又称为权利反

寻租机制.反寻租的社会机制与国家机制并重,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２２].在网络化时代,反寻租

的社会机制得到加强,社会公众参与反寻租的途径主要是通过网络媒体进行权力监督,网络媒体是指

在新浪、百度、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的相关负面报道,可以跨区域进行监督,有时还会被中央媒体、
省级媒体或异地官方媒体转发,突破了传统媒体受限于“本级媒体监督本级政府行为比较困难”的难

题而无法实施有效监督的困境,媒体监督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政府每个预算年度的预算信息公开后,
网络媒体会及时关注,一是聘请业内专家对政府预算信息进行“询问式”解读;二是网络媒体自身带着

“放大镜”的功效,从政府预算信息中找问题,并进一步曝光.针对网络媒体对预算信息的监督和社会

问责,政府也会高度重视,进一步从政府自身找问题,存在寻租行为的官员得以曝光进而受到相应的

问责.因此,网络媒体监督是政府提高反寻租能力的有力推动者.一方面,网络媒体报道有利于社会

公众实现对政府财政信息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升财政治理水平,实现从财政领域预防和治

理寻租.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借助网络媒体对财政信息的曝光,更进一步深挖寻租官员,推行反腐败

斗争,从而提升反寻租能力[２３][２４].综上分析,反寻租可以提升财政透明度;网络媒体监督可以抑制寻

租现象的滋生与蔓延,从而提高政府反寻租能力,最终进一步提升财政透明度.基于以上分析,本文

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２:

H２:网络媒体监督通过提高政府反寻租能力,进一步提升地方财政透明度.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布的«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是目前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

地级市财政透明度连续性研究成果.它是由财政部统一要求编制的表格组成,指标口径具备一致性、
连续性和稳定性.本文选用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的«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报告»的市级财政透明度数

据① ,主要理由为:(１)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现代预算制度建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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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对地级市政府的财政信息公开相关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２)市级财政是落实国家宏观政

策、改善民生的关键层级,在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新形势下,提高财政透明度,建立责任、高效的市级

政府势在必行.(３)市级政府财政预算披露标准化程度较高,影响因素也基本一致,以市级政府财政

透明度为研究对象,能够保证本文数据分析的稳健性和代表性.
本文研究的时间区间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由于海南省三沙市和西藏地区数据缺失严重,城市样本

为除海南省三沙市、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城市之外的地级市.政府进行内部治理后各个网络

媒体的报道负面新闻的次数为网络媒体监督替代变量,网络媒体监督的数据通过百度搜索引擎进行

全面检索得到;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地级市政府审计年鉴»«中国地级市政府统计年

鉴»«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等.
(二)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网络媒体监督对地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我们构建主回归模型(１):

FTit＝β０＋β１MEDIAit＋β２Controlit＋δi＋ηt＋εit (１)
在式(１)中,财政透明度(FTit)为本文主要的被解释变量.网络媒体监督(MEDIAit)为主要的解

释变量.Controlit为模型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地
区教育水平、居民生活状况、政府财政赤字情况、地区人口规模等.i表示地级市地区,t表示年份,δi表示

地级市城市固定效应,η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三)变量选取

１．解释变量.网络媒体监督(MEDIAit)为本文的解释变量,是对各个网络媒体对地级市财政监

督的负面报道进行收集和整理[２５].主要采用网络搜索方式,以地级城市名称在百度搜索引擎中进行

全面检索,通过人工归纳、整理、筛选政府财政信息公开涉及的关键词列表;然后再将关键词列表和地

级市城市名称形成组合,在百度新闻和新浪微博中进行检索,提取媒体报道数量和转发数量,并下载

媒体报道文本;通过人工甄别方式阅读下载的媒体报道文本,剔除简单描述政府财政信息公开并未提

出任何质询的新闻与微博,确定网络媒体对财政信息公开的负面报道事件,形成负面报道事件列表;
最后,将媒体负面报道事件、报道数量与转发数量归并,形成数据样本集.

２．被解释变量.地方财政透明度(FTit)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以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中国市级政府

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中的地级市政府财政透明度得分作为衡量指标.

３．机制变量.反寻租(ReReetit)为本文的中介变量,通过查找各个地级市曝光的腐败寻租案件,
提炼整理出与财政预算相关的腐败寻租案件.反寻租是政府内部控制的一种表现,与网络媒体监督

不同,网络媒体更多是一种外部治理.寻租会影响政府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经济社会发展[２６],积极有

为政府也应当构建反寻租体系[２７].因此,纳入反寻租作为研究机制进一步探讨.

４．控制变量.本文借鉴了相关学者文献,选取如下控制变量,且均为相对数.(１)对外开放情况

(FDIit).为了减少投资风险,外商在选择投资环境时,通常会倾向选择透明度高的环境,因此,对外

开放情况是衡量地级市政府财政透明度的重要指标[２８].本文将市级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地级市 GDP
的比重作为对外开放情况的衡量指标[２９].(２)互联网发展水平(NETit).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会影

响地级市政府财政信息披露[３０].本文选用各地级市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人口数量占地级市总人口

数量的比重来衡量互联网的发展水平.(３)税收收入情况(TAXit).税收收入也是影响地级市政府

财政透明度的重要因素,可能会刺激政府提高财政透明度[３１].本文选择地级市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

预算总收入作为控制变量.(４)地区居民生活状况(ENGELit).地区居民生活状况会影响居民的参

政议政意识,进而影响地级市政府财政信息披露[３２].本文选用各地级市的恩格尔系数作为控制变

量.(５)地区教育发展水平(EDUit).地区教育发展水平会影响居民的参政议政意识,进而影响地级

市政府财政信息披露[３３].本文选用各地级市的教育经费支出总额占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的

比重作为控制变量.(６)城市化率(URBANit).城镇化率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区的经济、社会发

展程度[３４].基于此,将这些因素设置为控制变量,主要变量定义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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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变量的定义和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地方财政透明度 FTit t期各地级市政府财政透明度得分

解释变量 网络媒体监督 MEDIAit t期网络媒体报道的各地级市财政负面新闻数

中介变量 反寻租 ReReetit t期各地级市政府财政预算相关的腐败寻租案件

控制变量

对外开放情况 FDIit 各地级市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地级市 GDP的比重

互联网发展水平 NETit 各地级市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人数占地级市总人口的比重

税收收入情况 TAXit 各地级市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的比重

地区居民生活状况 ENGELit 各地级市居民恩格尔系数

地区教育发展水平 EDUit 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的比重

城市化率 URBANit 地方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表２报告了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２可以看出,各地级市政府财政透明度得分的平均

值为４０．６０８,标准差为２０．２５５,最大值为８６．５１４,最小值为０．０２１.网络媒体报道的各地级市政府负面

新闻数的平均值为１２．７４１,标准差为１７．３３８,最大值为２４５,最小值为０.各地级市政府腐败案件数的

平均值为１１．５６７,标准差为１３．００９,最大值为７７,最小值为０.这说明在不同地级市,财政透明度、网
络媒体监督和腐败案件数都存在差异.
　表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FTit ２０３０ ４０．６０８ ２０．２５５ ０．０２１ ８６．５１４
ReReetit ２０３０ １１．５６７ １３．００９ ０．０００ ７７．０００
MEDIAit ２０３０ １２．７４１ １７．３３８ ０．０００ ２４５．０００
FDIit ２０３０ ０．３３２ ０．３５１ ０．２８５ ０．４１７
NETit ２０３０ ０．３７９ ０．３３１ ０．１１５ ０．８８３
TAXit ２０３０ ０．６５８ ０．６９２ ０．５２１ ０．８２７
ENGELit ２０３０ ０．３３７ ０．０７５ ０．１１０ ０．７４１
EDUit ２０３０ ０．１２６ ０．１３３ ０．０７３ ０．２１５
URBANit ２０３０ ０．５４９ ０．１４４ ０．１２４ ０．９７７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３给出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模型(１)~(４)分别表示网络媒体监督对地方财政透明度的无固

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地点固定效应和双固定效应模型.从不同模型的实证结果发现,核心解释变

量网络媒体监督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表明网络媒体监督的加强有助于提升财政透明度,从而验证

了研究假设 H１成立,即网络媒体监督能够促进地方政府财政信息公开,提升地方财政透明度.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种是对数据进行缩尾处理,对缩尾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实

证分析;第二种是剔除２０１５年新预算法发布对实证结果的干扰,２０１４年８月３１日第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决

定»,并重新颁布了修改后的预算法,新预算法自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考虑到实施当年会对财政

透明度有较大的冲击,故删除２０１５年所对应的数据;第三种是将被解释变量财政透明度滞后１期进

行回归;第四种是删除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这些区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都较好[２８],
其财政透明度、网络媒体监督都显著高于其他地级市,因此,将以上城市样本删除再进行实证.网络

媒体监督对财政透明度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分析实证结果如表４所示.从表４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
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为正,且都在１０％及更小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系数变化并未出现较大波

动,表明模型通过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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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基准回归统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MEDIAit
０．６６２８∗∗∗

(９．０４)
０．４６８１∗∗∗

(５．５２)
０．５１３３∗∗∗

(７．２２)
０．４３０４∗∗∗

(３．１５)

FDIit
０．０９２３
(１．１４)

０．１１９４∗∗

(２．３８)
０．０３３５∗

(１．６４)
０．０１２９∗∗

(２．５３)

NETit
０．０５２２
(１．０８)

０．０９９７∗∗

(２．５５)
０．０８８１∗

(１．６９)
０．０７７２∗∗

(２．０９)

TAXit
０．２７６６∗∗∗

(４．３１)
０．０７２１∗∗

(２．２４)
０．１１９３∗∗∗

(３．５２)
０．０９１４∗∗∗

(３．６２)

ENGELit
０．１８７９∗∗∗

(４．０９)
０．１５０７∗∗∗

(３．８８)
０．０６６４∗

(１．７２)
０．０５５３∗

(１．７１)

EDUit
０．３６６３∗∗∗

(６．２８)
０．１８７９∗∗∗

(４．２１)
０．０５７１∗∗∗

(４．２１)
０．０３９５∗∗∗

(３．８７)

URBANit
０．２２０９∗∗∗

(４．１１)
０．０９０９∗∗∗

(３．５５)
０．０６５１∗∗∗

(５．３９)
０．２９３∗∗∗

(４．２５)

常数项 ０．８５８４∗∗∗

(１２．８７)
０．４９６２∗∗∗

(５．４１)
０．８２７６∗∗∗

(６．９３)
０．７６６３∗∗∗

(６．１１)

年份固定 否 是 否 是

地级市固定 否 否 是 是

观测值 ２０３０ ２０３０ ２０３０ ２０３０
R２ ０．７００４ ０．２３７１ ０．５２１３ ０．６６０２

　　注:其中∗、∗∗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１)、(２)内的值均为z值,(３)、(４)内的值均为t值,聚

类估计采用地级市层面聚类,下表同.

　表４ 网络媒体监督对财政透明度的稳健性检验

(１)

对数据缩尾处理

(２)

剔除新预算法发布
对应年份数据

(３)

地方财政透明度
滞后１期

(４)

剔除直辖市、省会和
副省级城市数据

MEDIAit
０．４２２８∗

(１．９１)
０．４４３２∗∗

(２．２１)
０．４５５２∗∗∗

(６．３８)
０．４１６１∗∗

(２．４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０３０ １７４０ １７４０ １７８５
R２ ０．４８２３ ０．５２８８ ０．６９８５ ０．４７１７

　　
　　(三)内生性检验

网络媒体监督与财政透明度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表现在网络媒体监督越强的地区,财政透

明度越高,而财政透明度越高的地区,也会要求提高网络媒体监督水平.变量间反向因果关系的存在

会对模型的稳健性产生影响,是模型内生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对此,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

(GMM)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该方法可用于解决内生性问题.GMM 方法一般可分为差分 GMM
和系统 GMM 两类,其中,差分 GMM 是对基本模型进行一阶差分去掉固定效应的影响,采用一组滞

后的解释变量作为相应变量的工具变量进行分析[２９].系统 GMM 是相对于差分 GMM 的进一步优

化,本文分别用这两种方法进行模型估计,所得到的模型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为网络媒体监督对地方财政透明度的内生性检验,模型(１)为差分 GMM 的估计结果,模型

(２)为系统 GMM 的估计结果.从表５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差分 GMM 与系统 GMM 中的 AR(１)
的P值均小于０．０５,表明存在一阶自相关,AR(２)的P值均大于０．０５,表明存在不存在二阶自相关,
可以接受扰动项无自相关的原假设,且Sargan均大于０．０５,表明所有的工具变量均有效,表明 GMM
估计方法在网络媒体监督对地方财政透明度影响的估计是有效的.滞后１期的地方财政透明度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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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地方财政透明度具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在１％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同时,网络媒体监督对地

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也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可见,通过系统 GMM 模型和差分 GMM 模型可有

效缓解被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内生性问题,也证实网络媒体监督对地方财政透明度之间促进关系.
　　　表５　　网络媒体监督对地方

财政透明度的内生性检验　　

变量
(１)

差分 GMM
(２)

系统 GMM

L１．FTit
０．１２３５∗∗∗

(３．９４)
０．１３０２∗∗∗

(４．０５)

MEDIAit
０．３９９２∗∗

(２．３１)
０．４２８５∗∗

(２．３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AR(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AR(２) ０．６５１１ ０．７０１４
Sargan ０．５８２３ ０．６１９２
观测值 ２０１１ １９０６

　　(四)异质性分析

考虑采用不同市场化指数和不同营商环境对

样本城市进行分组.其中,市场化指数的指标来

源于樊纲等主编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值,该
指标可以衡量各个地级市市场化改革的深度和广

度.基于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各地级市市场化总得分

数据,将市场化指数得分均值以上的城市定义为

市场化指数较高的城市将市场化指数得分均值以

下的城市,定义为市场化指数偏低的城市,以此对

地级市样本数据进行市场化水平分组.对于城市

营商环境指标,参考«２０１９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

数评价报告»,本文将排名在前１００的城市定义营

商环境较好的城市,其他城市定义为营商环境较差的城市,以此对地级市样本数据进行营商环境分

组.基于以上分组,考察模型回归结果的异质性,所得结果如表６所示.表６中,分别从不同市场化

水平和不同营商环境水平对地级市城市进行划分,实证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为正,在１％和

５％水平上显著,且市场化指数低、营商环境较差的城市,网络媒体监督对财政透明度的提升效果更

好.这进一步表明,在市场化指数低、营商环境一般的地级市,更应当重视网络媒体监督所发挥的

功能.
　表６ 网络媒体监督对财政透明度的异质性检验

模型 (１) (２) (３) (４)

异质性 市场化指数较高 市场化指数较低 营商环境较好 营商环境较差

MEDIAit
０．３７２２∗

(１．８３)
０．４７０９∗∗∗

(３．１８)
０．３４０７∗

(１．７４)
０．４８９３∗∗∗

(４．０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７９１ １２３９ ７００ １３３０
R２ ０．３３９４ ０．３７２１ ０．２８６６ ０．３０５８

　　
　　(五)机制分析

本文检验了网络媒体监督力度的加强会提升地方财政透明度,为了进一步验证反寻租在其中的

传导机制,本文借鉴温忠麟等相关学者方法[３５],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在式(１)的基础上,构
建式(２)与式(３),当α１与γ２都显著时,说明反寻租在网络媒体监督提升财政透明度的过程中起到中介

效应,当γ１也显著的时候,表明该效应为部分中介效应.

ReReetit＝α０＋α１MEDIAit＋α２Controlit＋δi＋ηt＋εit (２)

FTit＝γ０＋γ１MEDIAit＋γ２ReReetit＋γ３Controlit＋δi＋ηt＋εit (３)
由上文可知,反寻租采用地级市政府腐败案件数进行反映,所得的实证结果如表７所示.从表７

结果来看,系数均在５％水平和１％水平上显著,验证了反寻租是网络媒体监督对地方财政透明度影

响的重要传导渠道.并进一步采用Sobel、Bootstrap两种方法进行检验,实证发现,Sobel检验在１％
的水平上具显著性,Bootstrap检验对样本采取重复抽样后,其直接和间接效应都显著,证明了中介效

应的存在,且为部分中介效应,即网络媒体监督通过提高政府反寻租能力,进一步提升地方财政透明

度,从而本文研究假设 H２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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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７　　网络媒体监督对财政透明度的机制检验

模型
(１)

反寻租(ReReetit)

(２)

地方政府透明度(FTit)

MEDIAit
０．９７４６∗∗

(２．１１)
０．３８９１∗∗∗

(７．０８)

ReReetit
０．１１６５∗∗∗

(４．６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地级市固定 是 是

观测值 ２０３０ ２０３０
R２ ０．６４４３ ０．５３０１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在理论假设的基础上,构建回归模型实

证检验了网络媒体监督和地级市政府财政透明度

之间的关系.基准回归研究发现:网络媒体监督

能有效提升地方财政透明度.稳健性检验发现:
对数据进行缩尾处理,删除２０１５年新预算法发布

所对应的年份数据,将财政透明度滞后１期处理,
以及删除直辖市城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后,
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依旧显著,模型具有稳健性.
内生性分析部分,通过差分 GMM 和系统 GMM 检验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异质性分析发现,市场化

指数较低的城市、营商环境较为一般的城市,网络媒体监督对地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效果越显著.机

制分析发现,反寻租是网络媒体监督影响地方财政透明度的重要渠道.
(二)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启示和政策建议:(１)进一步挖掘网络媒体监督的潜力,充分发

挥其在政府预算公开中的作用效能.应结合不同市场化区域、不同营商环境区域的情况,因地制宜地

采取措施发挥网络媒体监督的作用.在市场化与营商环境较差的区域,更应当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

建设,加强城市网络覆盖普及率.(２)在加强反寻租与政府财政透明度工作力度的同时,注重协同作

战形成合力,通过叠加效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反寻租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作用进行验证,
发现反寻租可以有效提高政府财政透明度,这也启发我们可以利用统战思维促进反寻租和加强政府

财政透明度建设协同作战,促使两者形成合力,发挥更大的作用.(３)地区发达程度会影响政府财政

透明度,还可以通过大力发展地方经济促进政府财政透明度的提高.本文通过设置控制变量进行实

证考察时发现,对外开放情况、互联网发展水平、地区居民生活状况、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城镇化率等

体现地区发达程度的变量也会影响政府财政透明度.因此,有必要鼓励各地方大力发展经济、提高教

育水平、推进城镇化建设等,以发展带动政府财政透明度提升,以财政促地区发展,形成财政与地区经

济的协同发展.

注释:

①数据来源网站:https://www．sppm．tsinghua．edu．cn/xycbw/yjb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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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MediaMonitoring,AntiＧRentSeekingandLocalFiscalTransparency
WANGYinmei　LUOJian　ZHENGKengcheng

(SchoolofPublicFinanceandTaxation,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Wuhan４３００７３,China)

Abstract:OnlineMediaMonitoringandantiＧrentseekingplayanimportantroleintheconstruction
oflocalfinancialinformationandthemodernisationofnationalgovernancecapacityandgovernance
system．Thispapertakeslocalfiscaltransparencyastheresearchobject,takesthenumberofnegaＧ
tivenewsreportsonfiscalinformationinthemediaasaproxyvariableforonlinemediamonitoring,
takesthenumberofcorruptionandrentＧseekingcasesrelatedtothefiscalbudgetasamediatorvari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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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le,andselectsthepaneldataofprefecturalcitiesin２０１３－２０１９toexaminetheimpactofonline
mediamonitoringonlocalfiscaltransparency．ItwasfoundthatonlinemediamonitoringcaneffecＧ
tivelyenhancelocalfiscaltransparency．ThemechanismstudyshowsthatantiＧrentseekingisanimＧ
portantchannelthroughwhichonlinemediamonitoringaffectslocalfiscaltransparency．Basedona
seriesofrobustnesstestsandendogeneityanalyses,thestudyresultshowsthattheconclusionsstill
hold．Heterogeneityanalysisshowsthatonlinemedia monitoringexhibitsastrongerpromotion
effectonlocalfiscaltransparencyinareaswithlowerurbanmarketＧorientedindexesandpoorerbusＧ
inessenvironments．Theimplication ofthispaperisthattheeffectivenessofonline media
monitoringingovernmentbudgetdisclosureshouldbestrengthened,andtheantiＧrentＧseeking
effectshouldbemadetoplayagreaterroleinenhancingfiscaltransparencythroughthesuperimＧ
posedeffect．
Keywords:FiscalGovernanceSystem;OnlineMediaMonitoring;AntiＧRentSeeking;FiscalTransＧ
pa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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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BusinessTaxReplacedwithVAT”PromoteDigitalTransformationof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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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SchoolofEconomics,NankaiUniversity,Tianjin３０００７１,China;２．JiangsuIndustrialEconomic

DevelopmentInstitute,Nanjing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Nanjing２１０００３,China)

Abstract:Undertheobjectiveof＂stablegrowth＂,howtopromotethecoordinationofmacropolicy
adjustmentandthecultivationofnewdigitalgrowthdriversisanimportanttopicofcommonconＧ
cernforacademiaandpolicymakers．Takingthe＂businesstaxreplacedwithVAT＂asanexample,
thispaperusesthetripledifferencemethod(DDD)toinvestigateitseffecttonthedigitaltransforＧ
mationofenterprisesandtheinternalmechanism．Theresultsshowthat:＂businesstaxreplaced
withVAT＂significantlypromotesthedigitaltransformationofenterprises．Themechanismtest
showsthat＂businesstaxreplacedwithVAT＂notonlyreducesthefinancingconstraintsofenterpriＧ
ses,improvesthedegreeofmarketcompetitionandthedemandforserviceoutsourcing,butalso
promotesthetechnologicalinnovationofenterprisesandacceleratestheupdateiterationofequipＧ
ment,thusboostingthedigitaltransformationofenterprises．Heterogeneityanalysisshowsthat
＂businesstaxreplacedwithVAT＂promotesthedigitaltransformationofprivateenterprises,maＧ
tureenterprises,highＧtechenterprisesandenterprisesintheeasternregionmoreobviously．From
theperspectiveoftransformationdirection,＂businesstaxreplacedwithVAT＂helpsenterprisesaＧ
chievedeeptransformationtothedirectionofunderlyingtechnology．Theexpandinganalysisshows
thatthedigitaltransformationofserviceindustrycanproducerippleeffect,drivingthedigital
transformationofthedownstreammanufacturingindustry．Inordertosolvethedifficultproblemof
digitaltransformationofChineseenterprises,Thispaperprovidesasolutiontotheproblemofthe
currentdigitaltransformationofChineseenterprises,andprovidesausefulreferenceforthecontinＧ
uousdeepeningofsupplyＧsidestructuralreformandtherealizationofhighＧqualityeconomicdevelＧ
opmentfromtheperspectiveoftaxsystemreform．
Keywords:＂BusinessTax replaced with VAT＂;HighＧquality Development;DigitalTransformation;
RippleEffect

(责任编辑:肖加元)

６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