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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1

1.1 主要概念

恩庇侍从关系 Patron – Client relationship

是一种非正式的私人关系

• 恩庇者Patron：具有较高的权力地位

• 侍从者Client：是地位较低的一方，通过对恩庇者的效忠与服从来换取所需

虽然侍从者是较弱势的一方，但其亦拥有恩庇者所缺乏或需要的资源，如此二者之间的交换关系才
能建立，并在政治经济领域中相互依存。

委托代理问题 Principal – Agent problem

• 委托人Principal：需要诱导代理人付出努力，但他给的奖励承诺不一定可信

• 代理人Agent：目标并不一定与委托人相符，可能损害委托人利益

：

如果领导和下级之间存在patronage ties，则更有可能出现合作均衡

这类非正式因素实际上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激励较低级别官员工作表现的重要工具

本文主要观点



背景介绍1

1.2 在中国的政界

Patronage无处不在，且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 权力结构中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如领导人和他手下之间的关系（Pye, 1995）

• 实证表明， patronage ties是官员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Opper, Nee, and Brehm 2015；
Shih, Adolph, and Liu 2012）

现有文献在研究中国的patronage时，往往是从腐败、对正式制度的破坏等方面出发

本文认为， patronage的好处有：

• 增加委托代理问题中“奖励承诺”的可信度

A.  无patronage：下级表现过好 → 领导觉得是威胁 → 不提拔 → 下级不努力

有patronage：表现好 → 自己人，放心提拔

B.  领导在意自己的声誉，也要兑现奖励，否则以后难以再找到新的下级

• 提供制度外的保护与额外的资源分配

• 领导可以通过patronage tie直接给下级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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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设计2

2.1 环境设定

Patron/Principal：省委书记

Client/Agent  :   市委书记和市长

本文主要假设：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与省委书记有patronage tie的市级官员（关联官员）

将比没有这种联系的市级官员（非关联官员）

有更强的绩效激励，从而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

任命市
级官员

掌握市
级资源

发展市
级经济

省级经
济总量

省委
书记



实证研究设计2

2.2 变量与数据

Patronage Tie

定义：

P在当省委书记期间，C第
一次被提拔到该省的市级
领导位置

→  存在patronage tie



实证研究设计2

2.2 变量与数据

经济表现

Main：总GDP增长率、分产业GDP增长率

Alternative：铁路货运量、电力消耗、夜间亮度

Range：326座地级行政区和副省级城市（不含直辖市、西藏地区），2000—2011年

政治领导力

China Political Elite Database（CPED）

1990年以来各地区领导资料，包括年龄、性别、教育、任期等



2.3 基本模型

其中𝑖, 𝑝, 𝑡分别表示城市、省份和年份

实证研究设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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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结果分析3

3.1 基本结果

模型1-3 使用总GDP增长率作为因变量，模型4-6分别使用一二三产业GDP增长率作为因变量

• 关联官员对本地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的且较大的影响

• 对每个产业也都有正影响，其中第二产业最大且显著

关联的地级
市GDP增幅
要比没有关
联的地级市
高0.38%，相
当于多创造
约2.75亿元
的总产值。



实证结果分析3

3.2 平行趋势假定的检验

我们可以合理的假设：有关联和没有关联的城市，在相反的情况下应当是可比的

• 但若是将关联官员安排到已经出现快速增长迹象的城市去，这个假设可能就不再成立

使用包含形成关联前4期到后3期变量的模型
进行回归

• 直到任命时，才出现显著的绩效溢价

• 并不是将关联官员任命到已出现快速增
长迹象的城市



实证结果分析3

3.3 稳健性检验

1. 重新设定关联的判断标准

A. 只考虑省委书记的关系可能有失偏颇

加入新的虚拟变量：

• 与省委书记或省长有关联的市级官员

• 省委书记在任时（以及他曾是该省省长时）任命的市级
官员

• 省长 和 省内其他重要官员 也可
能产生重要影响

• 但本文只考虑省长

基准结果
0.382

（0.126）



实证结果分析3

3.3 稳健性检验

1. 重新设定关联的判断标准

A. 只考虑省委书记的关系可能有失偏颇

加入新的虚拟变量：

• 在省委书记任期的前6个月内任命的市级官员

• 在省委书记任期的前6个月后任命的市级官员
• 省长 和 省内其他有分量的官员

A在离任前突击提拔C，
B上任后才完成正式人事流
程
→ 在样本中错误地确认为B
的client

某省所有的市级官员

省委书记A
提拔

省委书记B
提拔

B. 前任省委书记的突击提拔

基准结果
0.382

（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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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稳健性检验

2. 考虑自相关的其他回归方法

考虑到经济指标是会存在自相关的，作者采用了以下两种替代回归策略

• 策略1：简单地将因变量去趋势化：从本年的增长中剔除之前年份的增长

• 策略2：在回归中使用滞后因变量，并采用GMM回归

可以看到，
关联变量
的系数仍
旧是正且
显著的，
为本文主
要结论的
稳健性提
供了一些
支持。

基准结果
0.382

（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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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稳健性检验

3. 子样本检验

• (1) : 排除副省级城市

• (2) : 排除民族自治地方（州、盟）

• (3) (4) : 分东西部地区

基准结果
0.382

（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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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稳健性检验

4. 加入变量【任期】

基本假设：

关联官员往往会更年轻，且在市级领导的位置上
任期相对较短（会更快被提拔）

(1) : 任期作为离散的虚拟变量

任期越长，经济发展激励越小

(2) (3) : 使用包含任期的二次项和三次项的模型

刻画非线性关系，但不显著

Question here：

为什么 (2) (3) 的主要解释变量系数和R²都完全
一致？

基准结果
0.382

（0.126）



实证结果分析3

3.3 稳健性检验

5. 是否存在策略性任命

A. 任命到发展好的城市去？

假设：毕竟是自己的关系网，省委书
记有动机把关联官员优先任命到发展
较好的城市去。

右侧的回归表明：

与城市过往的经济表现、财政状况和
人口水平都并无显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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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稳健性检验

5. 是否存在策略性任命

B. 是否是常规换届？

假设：如果省委书记想尽快建立
自己的关联网络，他会进行一系
列非常规换届，而这些关联官员
经济激励也会更高

右侧结果表明，并没有显著差异

定义：【常规换届】
前任退休 （57岁以上）

或 前任任期满（任期≥5年）

否则称为非常规换届

基准结果
0.382

（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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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其他可能的解释

1.  GDP数据可能造假了？

那就用铁路货运量、电力消耗、夜间亮度数据作为替代指标来检测一下

• 这些指标被认为是与真实经济增长显著相关且不受操纵的（Henderson etc., 2012; Wallac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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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其他可能的解释

2.  关联官员受到了偏袒？

比如说多分配了一些资源：贷款、土地配额等

或者说有一些无形的支持：在该市建省级或国家级的经济特区 结果表明：在t+1期和t+2期，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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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其他可能的解释

3.  市级官员本身的异质性？

i.   经济绩效与市级官员任期长短之间的关联

假设：经济绩效越好的官员，会更快被提拔，从而任期更短

它们之间的相关性相当弱，这表明更好的表现并不一定导致更快的升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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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其他可能的解释

3.  市级官员本身的异质性？

ii.  对更多领导能力变量进行分析，包括更扩展的
教育和任职经历变量

作者考虑了以下衡量市级官员背景的指标：

① 是否在中央或省里任职过(higher-level exp)

② 是否曾担任过国企高管(SOE career)

③ 是否在关键部门担任过主要领导(finance/

development career)

④ 在该地区工作的年限占职业生涯比重(%)

并没有显著改变主要的系数

基准结果
0.382

（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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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其他可能的解释

3.  市级官员本身的异质性？

iii. 和官员的换届方式有关吗？

基准结果
0.382

（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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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扩展

1.  对不同群体官员的不同影响

年龄
Client： 年龄越大，提拔前途渺茫时，
经济绩效显著下降
Patron：年龄越大，接近天花板时，
client的绩效也会下降，但幅度较小

基准结果
0.382

（0.126）



实证结果分析3

3.5 扩展

1.  对不同群体官员的不同影响

Patron的偏好
为了国家：
例如，与中央领导人有关联的人
更在乎经济增长，他的clients压
力会更大，经济绩效更高
为了自己：
例如，贪官更在乎自己的利益，
他的clients的经济绩效显著较低

基准结果
0.382

（0.126）

加入新的虚拟变量：

• 与总书记有关联的省委书记（与
总书记在同一地区共事过或被总书记
提拔过）

• 腐败的省委书记
• 和中央有关联的省委书记可以显著提高地级市政治关联的经济效应
• 腐败省委书记则显著削弱了地级市政治关联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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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扩展

2. 对其他政府行为影响

作者将政府工作报告的关键词分为了四类

与省委书记相关联的市级官员，他们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会有更多关于“发展”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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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4

• 到目前为止，对中国经济政治的主要研究集中在正式的、

以政绩为基础的制度上，比如锦标赛和干部考核制度。而

事实上，非正式制度对官员激励也非常重要，忽视它们可

能导致研究人员高估了正式制度对官员行为的影响程度。

•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一个有着两千年官僚制治理传统的大

国，政治精英之间的关联网络同样对地方官僚运作发挥了

独特的作用。相比传统视角认为这种关联是低效和腐败的

象征，作者的研究显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也许对解释中

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奇迹之谜也有所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