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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收集本研究所用数
据提供的便利%文中如有缺失#均为作者本人责任%

! 此外#本研究关键解释变量,人均司法支出-的计算分母为户籍人口#由于流动人口的存在使得该建构
方式存在测量偏误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方法的最主要目的是克服联立性内生问题#但如果关键解释
变量存在测量偏误#该方法同样可以有效地处理并获得一致性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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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中国的犯罪治理政策(堵还是疏*

陈
"

硕!

摘
"

要
"

面对日益上升的犯罪率#依靠快速增加司法投入来减
少犯罪是否有效#这需要进行政策评估%在用中国省政法委书记的
政治资历作为司法投入的工具变量#控制了司法投入和犯罪率之间
的联立性内生问题之后#本文发现司法投入对犯罪率没有显著影响%

相比之下#不断增长的犯罪率更大程度上是转型期多种社会经济特
征综合所致%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中国的犯罪治理应以疏为主#以
堵为辅%对非法行为进行直接打击虽然必不可少#但政策重点应该
转向增加福利支出$提高教育水平$改善收入分配及给予外来居民
户籍%此外#青春期男孩具有较高的犯罪倾向值得关注#由于人口
密度增加而导致的犯罪上升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特别需要注意的现象%

关键词
"

司法投入#犯罪率#内生性

一!引
""

言
当前中国正在面临新一轮的犯罪高峰#相应的#政府司法投入的增加幅

度也是巨大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政府增加司法投入会提高对非法活动
的威慑效果进而遏制犯罪行为%事实是否如此#并不清楚%对于犯罪的治理#

应以增加司法投入来,堵-#还是应该从改善滋生犯罪的特定社会经济环境入
手来,疏-* 这个问题关系到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需要通过政策评估来
回答%

关于司法投入能否有效地阻止犯罪#实证研究一直没有得到一致结论#

其难点在于司法投入和犯罪之间存在联立性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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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会导致估计结果不一致%本研究采用主管政法工作的省政法委书记的政治
资历作为司法支出的工具变量来克服该问题#以求获得一致的因果估计%结
果表明#司法投入对犯罪率没有显著作用%相比之下#中国的一些重要的社
会特征却对犯罪率有显著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已有文献中并没有被系统考虑%

本文发现#提高教育水平和福利支出可减少犯罪#而无户籍的外来人口比率
增加会导致犯罪率升高%作为一个收入分配指标#

N<O

中工资占比的提高可
以显著降低犯罪#青春期男孩在人口中的比重会增加犯罪率#城市人口比重
对于犯罪率没有统计上的显著作用%这些发现既加深了对于犯罪的社会经济
分析#也具有非常强的政策含义(即#中国的犯罪治理应以疏为主#以堵为
辅%对非法行为进行直接打击虽然必不可少#但政策重点应该转向促进城镇
内部不同户籍身份的居民融合$改善收入分配$增加福利支出以及提高教育
水平%此外#青春期男孩具有较高的犯罪倾向值得关注#由于人口密度增加
而导致的犯罪上升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特别需要注意的现象%

" 本文所分析的犯罪仅限于刑事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刑事犯罪主要包括渎职案$妨害社
会管理秩序案$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案$侵犯财产案$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案$贪污贿赂案和危
害公共安全案%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提供中国转型期犯罪问题的背景介绍并结合
现有文献说明本研究的意义#第三部分介绍本文采用的数据#第四部分论述
本文采用的工具变量及在克服内生性问题上的有效性#第五部分是犯罪率决
定因素的实证分析及对结果的讨论#最后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中国的犯罪问题%背景与研究回顾
在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犯罪率的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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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较上年的犯罪增长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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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则高达
J!5V!W

!胡联合#

"##J

"%

"##G

年至
"##V

年#中国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
?"G"J!J

人#提起公诉
?JQ"JKK

人#分别比前五年上升
"#5KW

和
G"5UW

!最高人民检
察院#

"##V

"%

"##U

年全年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
QK"KUG

人#提起
公诉

!!?GUQV

人#分别比上年增加
G5KW

和
K5VW

!最高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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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人均司法投入从
!QUQ

年的
!Q5V

元快速增加到
"##J

年的
!V!5J

元
!

"###

年价格"#几乎增加了
Q

倍%另一方面#司法支出占省级财政总支出的
比例由

!QUQ

年的
"5Q"W

增加到
"##J

年的
K5"UW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
由

#5?QW

增长到
!5!!W

!见图
!

"%上述数字告诉我们#不管是从支出的绝对
数量还是支出比重来看#各级政府在遏制犯罪上均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然而#

司法投入和犯罪率都稳定增长的事实却使得我们自然地对司法投入的有效性
产生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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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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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均司法支出和司法支出在总财政支出中比重#

!QUQ

.

"##U

注(省级数据汇总%人均支出为
"###

年可比价格%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财政年鉴'%

""

增加司法支出是对犯罪行为进行,堵-的政策选项#但对其进行效果评
估的研究却未得到一致结论#而如何处理司法支出与犯罪之间的内生关系对
本文的研究主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犯罪被认为是
理性的$自私的行为人在一系列限制条件下最优的行为选择!

<&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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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预期效用理论#控制了其他因素#理性人对是否犯罪的选择取决
于其非法行为失败的概率#该概率又和政府司法支出成正向关系!

=1*I1/

#

!QJU

"%因此政府增加司法支出会提高对潜在罪犯的威慑效果进而减少犯罪活
动%对于上述看似直观的理论预测#实证研究却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表

!

列举了
"#

世纪
U#

年代以来对该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它们使用的
定量方法和结论%从中可以发现#早期研究大都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关系#甚
至是正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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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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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

"%得出
这种结论的主要原因是早期研究没有注意到联立性带来的内生问题#即司法
投入和犯罪率之间互为因果#特别是犯罪率上升会促使政府加大司法支出或
招募更多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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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研究采用
不同的数据类型和检验手段检验此关系%对于前者有的学者采用时间序列数
据!

[+;0&'('FT*<+A(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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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9122('FT++F

3

#

!QQJ

"#也有的采用面
板数据分析来克服地区异质性的影响!

N/11'E1/

C

('F\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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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后者#一些研究直接诉诸于

N/('

C

1/

因果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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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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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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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的研究通过滞后内生变量来消除内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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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进一步的研究中#众多学者都将联立性视为影响估计结果最严重
的问题#为克服此问题而采用的策略有(

[19&00

!

!QQJ

#

!QQV

#

"##"

"用关于
监狱人口拥挤的诉讼案作为被监禁人数的工具变量#利用选举周期和消防员
作为警察人数的工具变量+

$+/,('('FT+*('

!

"###

"则采用高频时间序列
数据来打破反向因果链G

+

Y122(('FM*%(/

C

/+F:I

3

!

"##?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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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而依靠外生冲击来甄别此因果关系%

?这些最新研究都发现司法投入
会遏制犯罪%既有研究将重点放在司法投入和犯罪率的联立性内性问题上#

而基于中国的相关研究却未重视这一问题(有些文献直接忽略了司法支出的
影响#从而产生,遗漏变量偏误-问题+有些文献即使控制了司法支出#也
未考虑其与犯罪率之间的联立性内生问题%

G

$+/,('('FT+*('

!

"###

"采用美国纽约市警察数量和犯罪率的月份数据%由于警察的招募和培训需
要时间#这样就使得警察数量来不及对当期的犯罪率产生反应#因此反向因果关系被打破%不过这个假
设并没有考虑政府会对未来的犯罪趋势做出主动预测%

?

Y122(('FM*%(/

C

/+F:I

3

!

"##?

"将发生在
!QQ?

年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针对犹太人的恐怖袭击
作为外生冲击%事件发生后#布市警方调整了警力部署来保护犹太人#由于做出的调整并不是针对当地
的犯罪率#因此联立性问题得到解决%基于相似策略#

</(*(!"#$%

!

"#!!

"利用
"##K

年伦敦市中心的恐
怖袭击作为外生冲击%

在中国这样一个快速转型和发展中的国家#引致犯罪的社会经济因素有
其时代特征%因此#改善社会经济环境的,疏-的政策也应被充分重视%一
些文献中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的犯罪研究#重点研究了收入差距$贫困人口规
模和犯罪率之间的关系!

=+./

C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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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U

+

<1,+,E

3

'1:

#

"##K

+

R(

b

'c

3

2E1/

!"#$B

#

"##"

+

6&2::+'

#

"##?

+

Z1&'1,(''('F41/'1/

#

"##J

"%与其他国家不
同的是#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日益扩大的城乡差别和收入差距#以及大规模
的跨城乡间和地区人口流动#都可能显著影响犯罪率%一些研究已经发现这
些社会特征对犯罪率有着显著的影响!王大中等#

"##V

+麻泽芝和丁泽芸#

!QQQ

+丁金宏等#

"##!

+胡联合等#

"##K

+

[&.

#

"##J

+胡联合#

"##J

+谢
荻和贾文#

"##J

+陈屹立#

"##U

+陈春良和易君健#

"##Q

+章元等#

"#!!

"%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有如下贡献(第一#本文运用工具变量方法处理了司
法支出与犯罪率之间的联立性内生性问题%同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可以
在方法上最大限度地控制由于地区异质性导致的估计结果不一致问题+第二#

本文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影响犯罪率的社会经济因素#包括(城市人口比重$

移民比重$城乡收入差距$人口密度$人均福利支出$人均文化广播事业费$

人均教育支出$初中入学率$人均
N<O

$

N<O

中工资占比$平均工资$性别
比$青春期男孩人口比重%之前的文献并没有系统研究过这些因素!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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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司法支出或警察人数和犯罪率关系的现有研究
考察的关系 采用方法 发现 参考文献

警察和谋杀$抢劫
][M t Z.,

@

%/&1:('FX(22(*1

!

!QU#

"

警察和人身犯罪
"M[M _ Z.;;('FM0(%./(

!

!QU#

"

警察支出和人身犯罪 滞后
_ 7(*+E('F>&*%

!

!QU#

"

警察支出和人身犯罪 滞后
_ N/11'E1/

C

('F\1::21/

!

!QU"

"

警察和人身犯罪
N/('

C

1/

因果检验
o [+;0&'('FT*F+A(22

!

!QU"

"

警察和人身犯罪
][M

8

Y.2F1/

!

!QU"

"

警察和人身犯罪 滞后
o N/11'E1/

C

('F\1::21/1021

!

!QUG(

"

警察和人身犯罪 滞后
_ N/11'E1/

C

('F\1::21/1021

!

!QUGE

"

警察支出和人身犯罪
"M[M o =12I'(

@

!

!QUJ

"

警察密度和抢劫
"M[M

.

Z+A:1'('F7(//122

!

!QUV

"

警察和犯罪
N/('

C

1/

因果检验
t $+/,('('F7+

3

11

!

!QQ#

"

警察和人身犯罪
"M[M o 6&:I('1'

!

!QQ?

"

警察和犯罪
N/('

C

1/

因果检验 .

T(/9122('FT++F

3

!

!QQJ

"

警察和犯罪
N/('

C

1/

因果检验
o $%(,2&'('F[('

C

A+/0%

3

!

!QQJ

"

监狱人数和犯罪
S4

(针对监狱拥挤的诉讼案 .

[19&00

!

!QQJ

"

警察和犯罪 滞后
8

[.'F,('

!

!QQV

"

警察和犯罪
S4

(选举周期 .

[19&00

!

!QQV

"

警察和入室行窃 高频数据 .

$+/,('('FT+*('

!

"###

"

警察和犯罪 选举周期
评价

[19&00

!

!QQV

"

o $/(/

3

!

"##"

"

警察和犯罪 S4

(消防员人数
回应

$/(/

3

!

"##"

"

.

[19&00

!

"##"

"

警察和犯罪 外生冲击 .

Y122(('FM*%(/

C

/+F:I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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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_

正相关+.负相关+

o

无关+

8

不同地区有不同关系+

t

不同犯罪类型有不同关系%

资料来源(

$(,1/+'

!

!QQU

"#

T+FF

3

!

!QQJ

"#

)*I('FT(

C

.&/1

!

"###

"及作者整理%

三!数
""

据

K 关于中国转型时期犯罪数据更细致的讨论见白建军!

"#!#

"%

J 采用汇报数据研究犯罪行为的文献见陈春良和易君健!

"##Q

"$章元等!

"#!!

"等#研究其他非法行为如
腐败的见周黎安和陶婧!

"##Q

"等%

""

本部分结合研究中用到的变量#对数据来源和构建方法进行介绍%首先
是被解释变量(中国省级犯罪率%如何获得真实的犯罪率水平一直是困扰该
领域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

K即使是大规模随机抽样并做调查问卷#也难以弄
清实际发生的犯罪活动%现有研究均用报案数作为真实犯罪的替代%

J即便如
此#我们依然要意识到该替代方案的局限性%一定程度上#报案数是警察数
量或者司法投入的函数!

[19&00

#

!QQV

"%一方面#司法投入可以增加报案的
便利性和对案件被侦破的预期#因此鼓励了当事人选择报案%另一方面#对
所报案情是否登记取决于警察对案情的判断和整体工作量#比如对于抢劫车
辆!侵财犯罪"同时袭击车主!暴力犯罪"#因为是同一个作案者#所以警察
往往只登记其中一项!

[19&00

#

!QQV

"%因此对于案件的选择性会影响基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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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犯罪的定量分析%一般来说#作为方程被解释变量的犯罪率存在偏误#而
该偏误具备某种规律的话#往往导致警察或者司法投入效果的估计出现偏
误%

V如果被解释变量的度量存在误差#并且这种误差是随机的话#并不引起
估计偏误#只会影响解释变量的显著性!

Z(.:,('

#

"##!

"%

U

V 举例来说#如果便利性没有进入回归方程!进入残差项"#并假设警察和犯罪!报案数"之间关系为负相
关#结合便利性和警察数的正相关以及便利性增加报案数#那么警察的作用会被低估%但是

[19&00

!

!QQU

"也指出用报案数作为真实犯罪数的替代#对估计结果造成的误差并不严重%

U 针对本问题的处理#见本文回归分析部分的讨论%

Q 由于本文定量研究中所有模型均同时放入了年和省虚拟变量#因此该方差才是其他变量解释的部分%

!# 我们也尝试采用其他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其结果均和,万人中被检察院起诉人数-作为被解释变量
类似%相关的讨论见本文第五部分的讨论%

对于中国的犯罪数据#有学者指出报案率不到真实发生数的一半!胡联
合#

"##J

"%由于本文关注的是刑事犯罪#其漏报率一般低于其他类型犯罪而
更加贴近真实值!陈春良和易君健#

"##Q

"%本文最终采用
J

个标准来测量中
国的分省犯罪水平(,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人数-$,检察机关经过审理决定起诉
人数-$,法院接受检察机关起诉人数-$,法院最终宣判人数-$,公安机关抓
获人数-以及,治安违法人数- !以上均为万人中数目"%其中最后一个指标
因为贴近源头因而最接近真实水平%表

"

给出了
J

种测量方法的观察值$均
值$总体方差$去除省和年固定效应后的方差Q

%同时#表
"

的右半部分为
J

个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可以发现#

J

个指标均高度相关#其统计显著性水平
均高于

!W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采用哪个指标#均不需要担心其代表性
问题%为了提高估计结果的效率#本文选择,万人中被检察院起诉人数-作
为犯罪水平的代理#因为该变量具有较大的总体方差$样本数量以及和其他

K

个指标之间较高的相关系数%

!#

表
"

"

中国的分省犯罪率测量
变量 观察值均值 方差 相关系数矩阵

总体去掉省份年份固定
效应后剩余方差 ! " G ? K J

!B

法院接受
G!J ?BQK "B!" #BU# !

"B

法院判决
GJK KBVG "BUK !B?K #BQ! !

GB

检察院批捕
KQJ JB!Q "BJV !B"Q #BQ# #BQ? !

?B

检察院起诉
KQ? JB?G GB!K !BGK #BQ" #BQK #BQJ !

KB

公安机关抓获
"VJ !#BUQ QBKU ?B?! #BQ# #BQ! #BUQ #BQ" !

JB

治安违法
!KQ G?BQU !?BQJ JBUQ #BUQ #BUV #BQ# #BUU #BUK !

""

注(数字为万人中数量#所有指标均为刑事犯罪%

资料来源(犯罪数据摘自各省历年人民代表大会中,两高报告-!&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省高
级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最主要解释变量$工具变量$转型期中国社会经济因素以及其他控制变
量的描述见表

G

%本文采用的工具变量为政法委书记的政治资历%对于该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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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为合适的工具以及对内生变量的预测能力将在下一部分做详细的讨论%

中国作为转型国家#对社会秩序的强调是中国在转型前维持较低犯罪率的重
要原因之一!

[+00

#

!QQQ

"%本文用文化$体育和广播事业费以及教育事业费
来衡量该特征在转型期间对犯罪的潜在影响!下文简称为,转型前特征-#特
指转型前存在并在转型期依然发挥作用的特征"%对于中国在转型中出现的快
速城市化$跨地区移民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等现象#本文依次用城市人口比
重$各省万人中外来人口数和城乡居民纯收入之比来测量%人均福利支出也
被本研究所考虑以检测社会再分配对缓解社会矛盾和减少犯罪的影响%此外
表

G

也报告了其他影响犯罪率的因素(平均工资!控制犯罪的机会成本"$人
口密度!控制犯罪行为便利性"$青春期男孩人口比重!!

!

!#

.

!Q

岁男孩在总
人口中比重#控制影响犯罪的心理或者生理因素"$性别比$人均

N<O

$

N<O

中工资占比和初中入学率!控制教育禀赋"%加入这些因素的理由主要基于已
有文献或者常识%

!"此外#由于数据质量的原因#公开的失业率统计没有包含
在模型中%

!G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因素#大量文献已经就失业率对犯罪的
影响做过检验!

>1&22

3

('F X&00

#

!QQ"

+

O

3

21('F<1(F,('

#

!QQ?

+

O&1%2

#

!QQU

+

)'0+/;('FM

@

1'

C

21/

#

"###

+

O(

@@

:('F X&'I12,(''

#

"###

+

[19&00

#

!QQV

+林明仁和刘仲伟#

"##J

"%由于本文采用政法委书记的政治资历作为司
法支出的工具变量#虽然以上研究都认为失业率促进犯罪#但是没有迹象表
明失业率和此工具变量相关%因此遗漏此变量对司法投入估计值的影响应该
比较轻微%

!?当然#模型的其他解释变量可能与失业率相关#从而可能存在系
数的估计偏误%

!! 各年龄层人口比重的分省数据只有
!QUV

年$

!QQ#

年$

!QQK

年$

"###

年和
"##K

年#其中
!QUV

年$

!QQK

年和
"##K

年为
!W

人口抽样#

!QQ#

年和
"###

年为人口普查数据%中间数据为推算数#推算过程参见
)FH

2.'F!"#$B

!

"##V

#

!G

.

!?

"%

!" 青少年犯罪的研究参见
[19&00

!

!QQU

"+性别比对犯罪的影响参见
)F2.'F!"#$B

!

"##V

"+教育禀赋和福
利支出对犯罪的遏制作用参见

e%('

C

!

!QQV

"%数据出处见表
G

注%

!G 基于各省年鉴的失业率数字非常不完整#尤其是
"###

年以前的数据%而且有大量文献指出#政府公布
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与实际失业率之间有非常大的差距!陆铭#

"##V

"%

!? 此外#保安对城市中的社区治安起到一定的维护作用%一方面保安经费主要来自雇主而非财政支出#

另一方面无证据表明保安支出会对工具变量有直接影响#因此本文没有考察保安作用%

表
G

"

变量统计描述
变量 观察值 均值 方差

被解释变量(

万人中被检察院起诉数量
KQ? JBGJ GB!?

最主要解释变量及工具变量(

人均司法支出!元"

K?? V?B#! UVBU?

省政法委书记党龄
KUU G!B#Q JB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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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观察值 均值 方差
转型期社会特征
城市人口比重

J#" GVBGU !VBU!

城乡收入差距
J#" "BV! #BV?

万人中移民数量
K!" V!BJ" ?QBJ"

转型前特征
人均文化广播事业费!元"

GG# ?#BU? G!B?G

人均教育支出!元"

G?U ""VBJQ !Q"BVU

其他社会经济因素
人均社会福利支出!元"

K?# "VBV! "QBJK

人均
N<O

!元"

J## VUQGBJ? V#?!BV"

职工年平均工资!元"

J## UJ?QBV# K"!UB##

N<O

中劳动收入占比!

W

"

G?U KGB!U VBK!

男女性别比!

W

"

J## !#KBU? "BKQ

青春期男孩人口比重!

W

"

J## QB!Q !BK#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J## GGGBG" GUKBUG

初中入学率!

W

"

KG# UQB?# !#BJG

""

注(为了理解的便利#此表均为绝对数值并按
"###

年价格指数调整%回归中则采用对数形式%样本
为面板数据#覆盖

!QUQ

.

"##U

年的中国
G#

个省$市和自治区!重庆
!QQV

年后数据归并到四川省"%城市
人口比重数据依据常住人口计算%

N<O

中劳动收入占比数据来自罗长远和张军!

"##Q

"#时间跨度为
!QQG

.

"##?

年%

!K

资料来源(各项支出项目来自历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财政杂志社"#其中司法支出包括公安$安
全$检察$法院$司法$劳教单位的财政支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U

"%移民数量来自历年&全国暂
住人口统计资料汇编'!群众出版社"%其他指标来自&新中国

KK

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K

年版"及各省历年统计年鉴%

!K 感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罗长远教授提供该数据%

四!作为司法支出工具变量的省政法委书记的政治资历
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应该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要能很好地解释内生

变量#也就是说工具变量和内生变量之间要足够相关+第二#工具变量要来
自系统之外#即工具变量具备外生性%如果内生性表现为联立性问题#第二
个标准尤其必要%虽然统计证据可以告诉我们工具变量和内生变量是否相关#

但是其背后的因果链条和工具变量是否具备外生性的证明一样#必须依赖令
人置信的逻辑推导!

L*1,+

C

2.!"#$B

#

"##!

+

L'

C

/&:0

#

"##U

"%工具变量的外
生性在回归中表现为和方程的残差项正交#即工具变量不会对方程被解释变
量产生影响#如果产生影响则只能通过内生变量起作用%

以上从方法论角度阐明了工具变量的选取问题%对于司法投入和犯罪率
的关系来说#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应该较好地预测司法投入的变化#同时该
变量只能通过司法投入对犯罪率产生影响#而不能通过其他渠道或者直接作
用于犯罪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省政法委书记的政治资历可以较好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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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支出的工具变量%采用这个工具是基于对各省司法支出和比重的观察%

我们发现各省人均司法支出和占该省的财政支出比重差异很大(就绝对数额
来说!

!QUQ

.

"##U

年均值"#由最高的北京市人均
"VK

元到最低的安徽省人均
"U

元+就比重来说广东省最高#司法支出占该省财政总支出的比率为
U5#UW

#而最低的甘肃省只有
?5KJW

%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作为一省公检
法司法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其政治资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上述司法投入
的跨省差异%其逻辑是#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政法委书记的政治资历
和获得的资源成正比(政治资格越高#其相应的谈判权越大#为本部门争取
的资源就越多%如果用省政法委书记的党龄作为其政治资历的代理#图

"

散
点图可以为上述假设提供统计上的支持%图中清楚地显示政法委书记的党龄
和该省人均司法支出!图

"(

"以及司法支出比重!图
"E

"呈现正相关关系%

就两者之间的线性关系来说#省政法委书记的党龄增加
!

年#则意味着人均
司法支出增加

#5UW

#而在总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在原来基础上增加
#5#QW

%

!J

虽然以上证据给出了工具和内生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该工具能否合理地预测
内生变量最终需要在第一阶段回归中正式检验%

就该变量的外生性而言#本文没有发现犯罪率会反过来影响政法委书记
政治资历的证据#在考察

!QUQ

.

"##U

年所有
QU

位省政法委书记的简历后#

没有证据表明有某个书记因为该省治安问题被调换#犯罪率更不会影响政法
委书记的党龄%同时#政法委书记并不直接参与具体的执法$检察和审判工
作%在中国的司法系统中#公安机关负责抓捕和审讯#检察院负责审理和起
诉#而法院负责审判%不同部分之间的分工均有明确规定并有,三长-!公安
厅厅长$检察长和法院院长"负责各自部门的工作%虽然对于某些大案要案#

政法委书记会亲自挂帅%由于本文对犯罪率的测量方式为万人中被公安局逮
捕或者被检察机关起诉的人数#并没有考虑犯罪的严重程度#相对于一省每
年发生的数万案件#这种,直接作用-微乎其微#并不足以影响对司法投入
作用的一致性估计#因此#政法委书记的资历可以说是外生于司法投入和犯
罪率之间的关系%对于其他同时影响政法委书记政治资历和犯罪率的因素比
如人均

N<O

#在以下的实证研究中都在回归方程中予以控制%

!V最后#对于其
他能够有可能同时影响政法委书记资历和社会治安的不可观测的省份及年份
固定效应#通过年和省虚拟变量加以控制%

!J 相对于司法支出的绝对数目#司法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更多地反映政府对该部门的重视程度或者
,意愿-%由于本文目的是检验中国司法支出的有效性#同时也为和现有文献对应#在主模型中只考察司
法投入的作用#对,比重-的讨论见本文第六部分%此点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V 产生这种怀疑的理由在于重要的省份可能被委派一个资历丰富的政法委书记#而现有文献已经发现
人均

N<O

会对犯罪率产生影响!

)F2.'F!"#$B

#

"##V

"%如果没有对该指标进行控制#则会造成工具变量
和残差项不正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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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横轴为政法委书记党龄!单位为年"#纵轴为去掉时间趋势后的人均司法支出
!为对数形式且按

"###

年价格指数调整"%

图
"

"

政治资历与司法支出
注(横轴为政法委书记党龄!单位为年"#纵轴为司法支出占省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

W

"%

""

以上讨论论证了省政法委书记的政治资历作为司法投入工具变量的相关
性和外生性%因此该变量可以当做一个适当的工具变量并和其他前定变量
!

O/1F101/,&'1F4(/&(E21

"一起预测犯罪率的方差%公式!

!

"是两阶段回归
的第一步回归(

(

'

'"

,

=

!

--

!!*

#

'"

-

.Y

-

!"

-

TY

-

!G

-

ZY

-

!?

-

*!'

-

E!"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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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

为被解释变量人均司法支出%

*

#

为省政法委书记党龄%

.Y

$

TY

和
ZY

为一组向量#分别表示转型前特征$转型期社会特征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指标%

本文第二部分已经介绍过这些向量所包含的指标及其测量方法%此外#

*

是
时间不变的省级效应#

E

表示省级不变的时间效应+

#

是其他可能起作用但是
没有被模型捕获的因素#假设其是随机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回归中均控
制了时间趋势变量%同时#为了克服潜在的异方差问题#以下实证分析中均
汇报

Z.E1/HX%&01

稳健性标准误%该标准误使得我们允许异方差的存在#由
此获得的置信区间为真实区间的最大宽度%表

?

报告的是公式!

!

"的回归结
果%模型

!

到模型
?

的差别在于其包含了不同类型的解释变量%可以发现#

政治资历系数的点估计值在所有模型中均显著为正#其显著性水平都在
!W

以
上%点估计值的系数的大小意味着省政法委书记党龄增加

!

年#该省人均司
法支出会相应地增加

#5!W

.

#5"W

%同时#工具变量和其他先决变量一起可
以解释被解释变量方差的

KQW

到
JQW

%同时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党龄的
"

估
计值均大于

?

#这意味着其
R

值远大于
!#

#表明党龄不是一个弱工具变量#

不会出现由于弱
S4

而导致
"M[M

估计结果偏向至
][M

估计结果的情况
!

=+.'F!"#$B

#

!QQK

+

M0(&

C

1/('FM0+*I

#

!QQV

"%这些证据显示了省政法委书
记政治资历作为司法投入的工具通过了第一阶段回归的检验%此外#作为政
治资历测量变量的党龄可能拾取一些其他因素#比如年龄#而这些因素会潜
在地影响被解释变量!年龄越大距离退休越近#谈判权就会相应降低"%如果
存在这种情况#党龄作为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就会遭到质疑%为了检验这种可
能性#在表

?

的回归方程中又加入距离退休的年限变量!省政法委书记在当
代中国的政治级别中属于副省级#退休年龄原则上为

J#

岁#如果某省某年的
政法委书记年龄是

K"

岁#该变量对应的观察值就为
U

"#从而消除了原有工具
变量存在的噪声问题%新的回归结果证明表

?

的结论依然是稳健的%还有一
种观点认为省政法委书记直接影响犯罪治理的渠道是该书记是否,强势-#如
果,强势-无法被测量以至于放在方程的右边#该工具变量失效%但该论点
成立的前提假设是,强势-与本文的工具变量相关#也就是政治资历与,强
势-相关%然而所谓,强势-或者,强硬-更多的是性格或者执政风格上#

属于时间上不易改变的变量#因此和政治资历变量相关性不大%本文需要论
证的是政治资历不会直接影响犯罪治理%至于省政法委书记的其他个人特征
!性格及风格等"#只要不和工具变量相关均不会影响估计结果的一致性%针
对这个问题#在以下的回归方程中引入所有省政法委书记的个人哑变量#以
此捕获这些因素%控制住这些变量后#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由于自由度降
低#显著性水平降低但依然在

!W

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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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省政法委书记政治资历和司法支出(

[M<4

估计
变量 !

!

" !

"

" !

G

" !

?

"

党龄
#B##!"

!!!

!

#B###""

"

#B##""

!!!

!

#B###"Q

"

#B##""

!!!

!

#B###!Q

"

#B##"#

!!!

!

#B###"K

"

转型前特征 是 是 是
转型特征 是 是
其他社会经济指标 是
常数项

"̀"!BKQ

!!!

!

?#BG#

"

!̀"UBJU

!!!

!

G!BKU

"

!̀G#BVQ

!!!

!

G!BU"

"

G̀VUBUU

!!!

!

"#BJV

"

第一阶段
K

值对应的
*

值
#B## #B## #B## #B##

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

K?" GG# G"K G#"

>H:

a

.(/1F #BKQ #BJ" #BJJ #BJQ

""

注(以上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均为人均司法支出!对数形式"%括号中为
Z.E1/HX%&01

稳健标准误%绝
对数值均取对数形式%所有模型均控制省及时间不变因素并包含其他前定变量%

!!!

!W

水平显著#

!!

KW

水平显著#

!

!#W

水平显著%

五!司法投入和犯罪阻止%实证检验和讨论
将第一阶段回归得出的司法投入预测值放入犯罪治理的,投入产出-公

式右边#替换掉内生的司法投入#再将被解释变量变为犯罪率#右边其他前
定变量与!

!

"式相同#此为第二阶段回归%用公式表示为(

*/&,1

'"

,

=

"

--

"!

V

(

'

'"

-

.Y

-

""

-

TY

-

"G

-

*"'

-

E""

-#

"'"

# !

"

"

!U 由于漏报数一般和报案数成比例!

)%/2&*%

#

!QQJ

"#对数化报案数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漏报造成的测量
偏差%

!Q 中国在
!QQ"

年调整盗窃犯罪的立案标准同时在
!QQV

年全面修订了&刑法'#后者导致了对犯罪的界定
和惩罚都有较大调整!胡联合#

"##J

+陈春良和易君健#

"##Q

"%对于这种适用于所有省份的跨时变化#需
要在模型中引入年份虚拟变量加以控制%

"# 这些假设也就是所谓的高斯马尔可夫假设#包括残差项条件期望值为
#

$同方差等!

X++2F/&F

C

1

#

"##Q

"%

式中符号含义见对公式!

!

"的描述%公式!

"

"的被解释变量为对数化的万
人中被起诉人数%

!U其回归结果见表
K

%该表报告的所有模型均控制了时间和
省固定效应#以此控制全国性的变化和省份不可观测的特征!

$+/'A122('F

Y/.,E.22

#

!QQ?

"%

!Q在控制这些变量以后#残差项符合
][M

假设"#

%因此被解
释变量犯罪指标即使存在测量偏误#也只会影响估计结果的效率#这意味着
以下结果将提供真实显著性的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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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K

"

司法支出和犯罪率(

"M[MH[M<4

估计
变量 !

!

" !

"

" !

G

" !

?

" !

K

" !

J

"

"M[M "M[M "M[M "M[M "M[M ][M

人均司法支出
#BVV"

!

!BU#U

"

#BV#Q

!

!B#?!

"

#BVGU

!

!B#!#

"

#BJJ!

!

!BV#"

"

#BKVU

!

!BJK"

"

#B#"!

!!

!

#B##V

"

人均文化广播事
业费

#̀B""G

!

#B"GG

"

#̀B!V?

!

#B!QU

"

#̀BVVK

!

#BJJ"

"

#̀BV#U

!

#BJ!!

"

#̀B!"K

!

#BVQQ

"

人均教育支出
#̀B!U#

!

#B?!V

"

#̀BG!?

!

#BK"V

"

#̀B"K"

!

#BK??

"

#̀B"K#

!

#BKK"

"

#̀BK"J

!

#BQ"!

"

万人中外来人
口数

#B#!V

!!!

!

#B##G

"

#B#!"

!!!

!

#B##"

"

#B#!K

!!!

!

#B##"

"

#B##K

!!

!

#B##"

"

城乡收入比
#B#K"

!

#B#QG

"

#B#?G

!

#B#UV

"

#B#?K

!

#B#UU

"

#B#?!

!

#B#Q#

"

城市人口比重
#B#?J

!

#B#G"

"

#B#G#

!

#B#VK

"

#B#GQ

!

#B#JQ

"

#B#!Q

!

#B#!K

"

人均
N<O

#B#K!

!!

!

#B#!Q

"

#B#!"

!

#B#!U

"

人均工资
#̀B#GQ

!!!

!

#B#!!

"

#̀B#KK

!!!

!

#B#!U

"

N<O

中劳动收
入占比

#̀B#"?

!!!

!

#B##Q

"

人均福利支出
#̀B#UG

!!!

!

#B#!"

"

#̀B#JK

!!!

!

#B##Q

"

#̀B#?U

!!!

!

#B#!G

"

男女性别比
#̀B##?

!

#BVJ?

"

#̀B##G

!

#BJJU

"

#̀B##?

!

#BU#!

"

初中入学率
#̀B#KU

!!!

!

#B#!G

"

#̀B#KK

!!!

!

#B#!K

"

#̀B#?V

!

!

#B#""

"

青春期男孩比重
#B#"U

!!!

!

#B##?

"

#B#G#

!!!

!

#B##?

"

#̀B#GK

!!!

!

#B##?

"

人口密度
#B#""

!!

!

#B#!#

"

#B#"K

!!

!

#B#!"

"

#B#"U

!!!

!

#B#!#

"

常数项
GGUB#

!

?#GB!

"

!̀UB?G

!

!GVB#

"

?̀BJ!J

!

!G?B"

"

!̀Q!#

!

!Q?!K

"

!̀KG#

!

!G"KJ

"

?̀JGBVU

!

?GGBU?

"

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

K?# G"Q G"? G#" "?J G#"

CH:

a

.(/1F #BGV #BKQ #BJ" #BJ? #BJ# #BVK

""

注(以上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均为万人中被起诉人数!对数形式"%括号中为
Z.E1/HX%&01

稳健标准
误%绝对数值均取对数形式%所有模型均控制省份及年份不变因素并包含时间趋势%

!!!

!W

水平显著#

!!

KW

水平显著#

!

!#W

水平显著%

"! 我们也尝试采用其他犯罪率测量指标#比如,法院最终宣判人数-$,公安机关抓获人数-以及,治安违
法人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其结果均和表

K

的结果一致#表明司法投入对犯罪率没有统计上的显著作用%

表
K

汇报的回归结果中#为了便于比较#表中前五个回归均采用
"M[M

方
法#而最后一个回归采用

][M

方法%

"!可以发现#

][M

回归中司法投入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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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且在
!W

水平上显著%该结果和那些没有处理内生性的早期研究类似#同
时也再次证实#如果不处理司法支出与犯罪之间的内生关系#对犯罪治理的
政策评估将得到误导性结论%在所有的

"M[M

回归中#司法投入和转型前特征
指标均不显著%同时#在所有的回归方程中#外来人口比重的增加将显著提
高犯罪率#这和一般的认识相符合%

""万人中外来人口数增加
!W

会使所在省
份的犯罪率相应地增加

!5KW

左右!模型
G

和模型
?

"#即犯罪率对外来人口
比重的弹性为

!5K

%外来人口对于所在省份犯罪率的影响非常复杂%基于西方
社会的发现是#相对于本地人#移民的犯罪倾向较低或与犯罪之间没有联系
!

=.0*%1/('FO&1%2

#

"##K

+

=&('*%&!"#$B

#

"##U

"%中国的情况似乎相反#原因
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移民的构成比较特殊#中国的跨地区移民一般
男性占多#比较年轻且平均受教育水平相对城市居民偏低%但是#单纯的人
口因素却难以解释犯罪率对于外来人口比重的弹性大于

!

#可能的解释是#犯
罪或犯罪背后的社会不满本身具有规模效应和社会群体内部的相互影响%

"G在
模型

K

中#我们加入了
N<O

中劳动收入占比变量%由于这个变量与人均
N<O

和人均工资有关#因此#人均
N<O

和人均工资没有放在模型
K

中%劳动收入
占比的系数为负且显著#每增加劳动收入占比

!W

会导致犯罪率降低
"5?W

#

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是一个趋势#并且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表
现!

[.('FN(+

#

"#!!

"%与总体收入差距上升相比#劳动收入占
N<O

的比重
下降更会引起普通劳动者的不满#从而成为犯罪上升的原因%福利支出和犯
罪率显著的负相关表明政府的社会再分配可以显著消除社会矛盾进而降低犯
罪率%具体到数量上#人均福利支出增加

!W

#万人中犯罪人数将降低
U5VW

!模型
?

"#该弹性非常大%青春期男孩比重是预料之中的显著正相关#这提醒
我们应该特别注意青少年犯罪问题%最后#平均工资和教育禀赋均显示和预
期相一致的符号%对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进行标准化后比较系数大小#各因素
对犯罪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人均福利支出$

N<O

中收入占比$外来人口
比率和青春期男孩比重%

"" 例如#根据,深圳蓝皮书-的数据#

!QQK

年以来非本地人口作案占全部被逮捕人数的
QVW

以上!&南方日
报'#

%00

@

())

AAAB:+.0%*'B*+,

)

'1A:

)

F&:%&

)

:%1'c%1'

)

:%&c%1'

C

)

"##?#K!!#!QQB%0,

"%广东社会科学院
"##J

年的调查#过去
!#

年中#被逮捕的罪犯中有将近
U#W

的为非本地人口!人民网#

%00

@

())

:+*&10

3

B

@

1+H

@

21B*+,B*'

)

N=

)

!#J"

)

K!VQ#J!B%0,2

"%来自上海的数据显示#到
"##U

年#在上海已经抓获的行政拘留
以上的违法犯罪人员中#来沪人员的比例已经达到

VJW

!童永正#

"##U

"%浙江省截至
"##G

年
J

月底#在
押外省籍罪犯达

G"###

多名#所占比例为
K#BUW

!方建中#

"##G

"%就全国来说#根据第
K

次全国调查#

"##"

年非本地人作案占全部案件的
UKW

!人民网#

%00

@

())

:+*&10

3

B

@

1+

@

21B*+,B*'

)

N=

)

!#J"

)

K!VQ#J!B%0H

,2

"%

"G

\(0c!"#$B

!

"##!

"和
[.FA&

C

!"#$B

!

"##!

"证实了青少年犯罪率具有群体内部的相互影响%

在模型
?

中#城市化系数不显著#但万人中外来人口数在
!W

水平上显
著%这说明#在同样的城市化水平下#外来人口的增加会导致犯罪水平的上
升%直觉往往认为城市化会导致犯罪上升#本文的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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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城市化本身导致犯罪上升#而是户籍政策限制了外来人口融入当地社会进
而增加犯罪可能%此外#城市化也会导致各省人口密度变化#说明这两个变
量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我们尝试将人口密度变量去掉#城市化指标
则在

!W

水平上显著%城市化本身并不直接导致犯罪率的增加#而是通过增加
人口密度的方式提高了非法行为的便利性%上述发现可视作城市化进程可能
导致犯罪率增加的中间机制%

除此之外#性别比例和城乡差距的显著性没有超过统计上的最低要求%

性别比和现有文献!

)F2.'F!"#$B

#

"##V

"预测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所用数据
的差异(本文采用的是总人口中的男女性别比#而不是适婚年龄段中的男女
性别比%后者由于男性比率高而导致犯罪特别是性犯罪上升比较容易理解%

不显著的城乡差距也和现有文献预测不符!陈春良和易君健#

"##Q

"#一方
面#由于不同研究采用不同的变量#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再加上样本总量
的不同#这些均会影响估计结果的标准误进而影响显著性水平+另一方面#

虽然中国的城乡差异可以解释很大程度上的总体收入不平等!陆铭和陈钊#

"##?

"#但是对犯罪率有影响的到底是城乡之间的组间差异!

=10A11'H

C

/+.

@

4(/&(0&+'

"还是城乡内部的组内差异!

X&0%&'H

C

/+.

@

4(/&(0&+'

"#值得进一步
研究%

"? 实证检验打击力度#特别是,严打-行动对预防犯罪的研究见陈硕和章元!

"#!!

"%

六!稳健性讨论
上文已经发现中国司法投入并没有显著地影响犯罪率#本部分则讨论该

结论的稳健性%首先#由于现有关于非法行为的研究均采用报道数据#这意
味着诸如,严打-等加大打击力度的行动会增加当期报道出来的犯罪数%虽
然本文没有直接检验打击力度对犯罪的影响#但不可否认加大打击力度往往
带来司法投入的增加%

"?因此#司法投入将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犯罪水平#而
上文发现司法投入作用不显著也许正是两种作用的抵消#从中并不能必然得
出司法投入没有效果的结论%针对该遗漏变量问题#本文从两个方面加以处
理(第一#如果假设,严打-为全国范围内的运动#如

!QQJ

年和
"##!

年的
,严打-#上述估计结果将不会受到此问题影响#因为在上文的回归中均已经
控制年固定效应来捕获这些运动对犯罪率的作用%第二#如果加大打击的行
动存在分省差异#上文的定量分析将低估司法投入的作用%鉴于此#本文用
滞后一期的司法投入代替之前采用的当前值加以处理%其逻辑是#上一期司
法投入在,严打-过后不会影响当期犯罪水平#仅通过,威慑-作用影响当
期犯罪%因此#利用该处理方法就可以区分开司法投入的两种作用%其估计



VKU

""

经济学!季刊" 第
!!

卷

结果见表
J

模型
!

#结果显示司法投入的估计值大小较之前增大
G#W

%这意
味着其部分真实作用被另一方向抵消#但其显著性并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
就,堵-的,威慑-作用来说#中国的司法投入确实没有发挥预期的效果%

"K

"K 我们也尝试删除
!QQJ

年和
"##!

年两年的数据#以排除,严打-运动对司法投入的影响#其结果和表
J

模型
!

相似%

"J 有两种
NTT

方法可供选择(

F&;;1/1'*1HNTT

和
:

3

:01,HNTT

%在引入滞后被解释变量并对方程!

"

"

进行一阶差分去除时间不变的固定效用之后#

F&;;1/1'*1HNTT

用滞后值作为差分现值的工具变量+而后
者则为联合估计(既包括

F&;;1/1'*1HNTT

采用的用滞后值作为工具#也包括用滞后差分值作为现值的工
具%上述两种方法均能获得一致性估计%但在估计的有效性方面#由于

:

3

:01,HNTT

更加充分地利用
了所有矩条件#因而在效率上优于

F&;;1/1'*1HNTT

#因此在分析中我们采用
:

3

:01,HNTT

进行估计%

"V 此外#我们也尝试使用,司法支出在该省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作为关键解释变量#其结果依然不显著%

其次#有理由相信犯罪本身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当期犯罪水平往往受
到前期犯罪的影响%针对这一特点#我们采用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

:

3

:01,H

NTT

估计方法%

"J该方法的有效估计依赖于一系列条件(第一#残差项必须
序列无关+第二#工具变量有效性的矩条件必须被满足%第一个条件意味着
残差项的一阶差分

##

'"

存在显著的一阶相关及不显著的二阶相关%利用由
=+'F

!

"##"

"提供的
3

!

和
3

"

统计值可以检验该条件是否被满足%对于矩条
件#我们则依赖于

M(/

C

('

检验%其原假设是工具变量和残差项矩条件向量的
样本均值!

1

ZY6

H 是围绕
#

的随机分布%由于本文所有数据结构的时间维度平
方远大于截面个数#为了满足矩条件#我们用

K

年平均的方式将数据压缩成
?

期%表
J

的模型
"

报告了
:

3

:01,HNTT

估计结果%其中
3

!

$

3

"

及
M(/

C

('

检
验的结果均表明

NTT

有效估计的条件被满足%正如预计#显著的滞后犯罪
率表明当期犯罪受到上一期的影响%同时#和该表模型

!

及表
K

结论一致(

人均司法支出的估计值依然不显著%

"V

表
J

"

司法支出和犯罪率(稳健性讨论
变量 !

!

" !

"

"

"M[MH[M<4 M

3

:01,HNTT

犯罪率!滞后一期"

#BKV"

!!!

!

#B#G?

"

人均司法支出!滞后一期"

#BQKG

!

!BJ"J

"

人均司法支出
#BVV!

!

!BU"#

"

其他控制变量 是 否
常数项

"GKB?"G

!

GUQB#!?

"

!#"B!V?

!

"QVB!"U

"

省固定效用 是 是
年固定效用 是 是
时间趋势 是 是
3

!

#B#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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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

表"

变量 !

!

" !

"

"

3

"

#BGQ?

Z(':1'

*

H9(2.1 #BGV#

观察值
G"? Q#

CH:

a

.(/1F #BKV

""

注(模型
!

设置同表
K

模型
G

#关键解释变量是,人均司法支出-的滞后一期#括号中为
Z.E1/HX%&01

稳健标准误%模型
"

采用
:

3

:01,HNTT

估计方法#我们用一期滞后项作为所有内生变量的工具%括号
中是基于二步稳健估计得出的标准误%报告

3

!

和
3

"

!

*

值"的目的是检验差分残差项的一阶及二阶相
关性#它们均渐进服从

1

!

#

#

!

"分布%报告
Z(':1'

检验值!

*

值"是为了检验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此外#

模型
!

及模型
"

中涉及的绝对数值的变量均取对数形式并均控制省及时间不变因素%

!!!表示
!W

水平
显著#

!! 表示
KW

水平显著#

!表示
!#W

水平显著%

七!结
""

论
经济理论告诉我们#政府增加司法投入能够遏制犯罪%但面对中国日益

上升的犯罪率和显著增加的司法投入#却使人怀疑单纯追加司法投入是否真
能有效地遏制住犯罪浪潮%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并采用主管政法工作的省政
法委书记的政治资历作为司法支出的工具变量之后#结果表明#司法投入对
犯罪率没有显著影响%该结论和基于其他国家的近期研究不同#本文认为其
差异来自两方面(第一#司法支出的分配%由于缺乏公安$法院$检察院等
司法支出的明细数据#无法从财政数据上进一步分析其分配情况%但从新闻
舆论反映出的情况来看#公安机关#特别是基层民警#面临着较大的财政压
力#这必然影响其职能的发挥%

"U第二#公检法队伍#特别是警察的专业化问
题%现阶段#警察的日常职能经常会受到其他任务的影响#比如,维稳-或
者协助地方政府征地拆迁#这些非警务活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其治理犯罪
的精力%

"Q就影响犯罪的其他因素而言#本文发现提高教育水平和福利支出可
减少犯罪#而外来人口比率对犯罪率有明显正向影响%劳动收入占

N<O

比重
作为一个收入分配指标#其上升将显著降低犯罪#青春期男孩比重上升增加
犯罪率%人口密度增加可导致犯罪上升#但城市人口比重对于犯罪率没有统
计上的显著作用%

"U 利用谷歌搜索引擎#输入关键字,公安
_

经费不足-$,法院
_

经费不足-和,检察院
_

经费不足-#其结
果分别为

?GG

万$

GQ?

万和
!GK

万个%

"Q 关于禁止公安民警参与征地等非警务活动的通知见公安部
"#!!

年
G

月下发的&公安机关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意见'%

本文的发现表明政府片面地通过增加司法投入来遏制犯罪#效果却不显
著#也造成大量公共资源的浪费%在转型期中国#用,疏-的方式来化解社
会矛盾才是治本之策%本文对于中国的犯罪治理的政策思路是(以疏为主#



VJ#

""

经济学!季刊" 第
!!

卷

以堵为辅%对非法行为进行直接打击虽然必不可少#但政策重点应该转向以
下几个方面(!

!

"增加福利支出以及提高教育水平+!

"

"改善收入分配#提高
劳动收入占

N<O

比重+!

G

"促进城镇内部不同户籍身份的居民的融合#包括
给予外来人口本地户籍#或减少不同户籍人群间的差别待遇+!

?

"青春期男孩
具有较高的犯罪倾向也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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