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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响因素的选取

本研究中因变量为中国山西省行政成本，自变量为影响

行政成本的因素。在选取影响因素时，借鉴前人的研究模型，

联系中国山西省实际，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最终选取了

财政支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物价水平增幅、城

市化水平、行政人员数量、行政人员平均工资增幅这六个影响

因素作为自变量。

1.1 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也叫政府支出或者公共支出，是政府为履行其

各项职能而产生的必要支出。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并

非一成不变，如果行政成本占比过高，势必会影响到政府在其

他方面的投入，进而影响政府其他职能的有效履行。

1.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的是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中

能用于安排日常生活的收入，其增幅越大，说明城镇居民收入

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速度越快。随着生活质量地不断提高，各

级政府不得不投入更多成本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从而推动了

行政成本的上涨。

1.3 物价水平增幅

物价水平的变化影响到整个经济体，行政成本也不例外。

行政成本中的各项开支，如：“三公经费”、办公用品费、会议费

等，都会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而上涨。

1.4 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水平是用一定区域内的城市人口除以总人口计

算得出的。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中心城市的规模不断

扩大，治理难度也会随之上升，政府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

物力以治理日益复杂化、多元化的城市，行政成本不可避

免要上升。

1.5 行政人员数量

行政人员是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力、从事行政活动的人

员，是各级政府履行其职能必不可少的要素。适量的行政人

员不仅可以保证政府的工作效率，还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1.6 行政人员平均工资增幅

行政人员的平均工资增幅与行政成本密切相关，行政成

本中包含行政人员薪酬。

2 多元回归模型的建立

设因变量 Y 为行政成本，财政支出、物价水平增幅、城市

化水平、行政人员数量、行政人员平均工资增幅、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幅这 6 个影响因素为自变量，分别表示为

X1、X2、X3、X4、X5、X6，其系数分别为 B1、B2、B3、B4、B5、B6，常数项

为 B0，随机误差为 e。因此，行政成本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

型表达式如下：

Y= B0+ B1X1+B2X2+B3X3+B4X4+B5X5+B6X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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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变量相关数据

数据来源主要是《山西省统计年鉴（2001-2017）》，整理如

表 1。
表 1 山西省行政成本影响因素相关数据

年份 Y（亿元）X1（亿元）X2（%）X3（%）X4（%） X5（万人）X6（%）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53.0
67.8
78.6
91.6
114.1
141.7
168.0
280.7
314.2
346.3
337.7
381.9
418.3
440.2
398.7
419.3
469.8

225.1
289.5
334.3
415.7
519.1
668.8
915.6
1049.9
1315.0
1561.7
1931.4
2363.8
2759.5
3030.1
3085.3
3423.0
3428.9

8.8
14.1
15.6
12.4
12.8
12.8
12.5
15.3
13.4
6.7
11.8
15.8
12.6
10.0
8.1
7.3
5.9

3.9
-0.2
-1.6
1.8
4.1
2.3
2.0
4.6
7.2
-0.4
3.0
5.2
2.5
3.1
1.7
0.6
1.1

35.9
35.1
38.1
38.8
39.6
42.1
43.0
44.0
45.1
46.0
48.0
49.7
51.3
52.6
53.8
55.0
56.2

41.5
40.7
39.0
38.7
39.1
39.5
40.6
39.8
41.2
43.2
44.1
46.3
46.4
47.3
45.7
45.2
45.4

7.2
26.0
9.5
14.4
13.5
16.2
12.2
21.1
23.7
6.4
9.7
7.9
8.0
13.0
9.1
22.8
10.2

4 各变量间的简单相关分析

利用 SPSS 对表 1中的数据进行简单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2。
表 2 简单相关分析结果

Pearson
（相关性）

Y X1 X2 X3 X4 X5 X6

Y
X1
X2
X3
X4
X5
X6

1
0.95
0.14
0.96
0.87
-0.16
-0.44

0.95
1

-0.00
0.98
0.91
-0.17
-0.54

0.14
-0.00

1
0.05
0.05
0.14
0.30

0.96
0.98
0.05
1

0.85
-0.18
-0.51

0.87
0.91
0.05
0.85
1

-0.33
-0.46

-0.16
-0.17
0.14
-0.18
-0.33

1
0.26

-0.44
-0.54
0.30
-0.51
-0.46
0.26
1

由表 2 可知，行政成本与财政支出、城市化水平、行政人

员数量 3 个因素显著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为 0.95、0.96 和

0.87。而与其余 3 个变量相关性较低，故将其剔除，剩余变量

进入到下一步的回归分析。

5 逐步回归分析

上述简单相关分析后，剩余 3 项变量的回归分析无法通

过检验，故改用逐步回归分析。

第一步：

表 3 输入 / 移去的变量 a

模型 输入的变量 移去的变量 方法

1 城市化水平 . 步进（准则: F-to-enter 的概率 <= .
050，F-to-remove 的概率 >= .100）。

a.因变量：行政成本。

由表 3 可知，在输入 6 个变量后，自变量最终只剩城市化

水平一项。说明在 6 个变量中，城市化水平对行政成本的影响

程度最大。

表 4 模型汇总 b（拟合优度检验）

模型 R R 方
调整
R 方

标准估计
的误差

更改统计量
R 方
更改

F 更改 df1 df2 Sig.F
更改

1 .964a .929 .925 41.3 .929 197.175 1 15 .000
a.预测变量：（常量），城市化水平。b.因变量：行政成本。

由表 4 可知，城市化水平复相关系数为 0.964，判定系数

达 0.925，接近于 1，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

表 5 Anovab（显著性检验）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1 回归
残差
总计

336455.1
25595.6
362050.7

1
15
16

336455.1
1706.3

197.2 .000a

a.预测变量：（常量）, 城市化水平。b.因变量：行政成本。

由表 5 可知，Sig 小于 0.01，即在 99%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城市化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F 检验通过。

表 6 系数 a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
系数 t Sig.

相关性

B 标准
误差

试用版 零阶 偏 部分

1（常量）
城市化水平

-707.547
21.374

70.052
1.522 .964

-10.100
14.042

.000

.000 .964 .964 .964
a.因变量：行政成本。

由表 6 可知，城市化水平一项的系数 t 检验通过。

表 7 已排除的变量 b

模型 Beta In t Sig. 偏相关
共线性统计量

容差 VIF 最小
容差

1 财政支出 .050a .130 .898 .035 .035 28.847 .035
物价水平涨幅 .089a 1.333 .204 .336 .997 1.003 .997
行政人员数量 .185a 1.473 .163 .366 .276 3.619 .276

行政人员工资增幅 .015a .204 .841 .055 .968 1.033 .968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幅
.063a .783 .446 .205 .741 1.349 .741

a.模型中的预测变量：（常量），城市化水平。b.因变量：行

政成本。

表 8 共线性诊断 a

模型 维数 特征值 条件索引
方差比例

（常量） 城市化水平

1 1
2

1.990
.010

1.000
13.912

.01

.99
.01
.99

a.因变量：行政成本。

综上可知，城市化水平作为六个自变量中最重要的因素，

其回归方程为：Y=21.374X3-707.547。即中国山西省的行政成

本主要由城市化水平决定，城市化水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行

政成本将增加 21.37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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