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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晋升锦标赛是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实际中官员通过政绩门槛

后上级在具体选拔上有很大自由裁量权，这使关系有了空间。关系存在多维影响，好的方面可以成为贴近考察下

级能力中无法量化部分的方式。官员进入队伍的开放和上级坚持选贤任能原则是正常资格赛的前提。门槛使晋

升竞争存在，官员有动机去推动增长。此外，晋升锦标赛本质上是促使下级与上级保持一致的人事控制方式，除非

中央事前明确肯定，否则地方官员不大可能基于晋升动机去主动推行市场改革，更多推动的是体制不变的增长，晋

升锦标赛对以往地方改革动机的解释力是有限的。深化改革应着眼于顶层设计，中央以晋升锦标赛的控制方式全

局性地推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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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如何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研究中国经

济的一个重要方面。鉴于中国经济中政府之手的显

著作用，学者们纷纷从中国政府体制与运作方式的

特点来寻找答案。的确，在中国缺乏西方理论所强

调的保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产权保护( 至少在改革

初期如此) 和法律制度下，政府如何具有了促进经

济增长的激励，成为掌握这一答案的钥匙。一般来

说，政府即使高层有发展经济的迫切要求，中下层的

政府及官员的目标函数也与上级未必一致，这就需

要激励制度的安排来调动中下层政府官员执行政策

的积极性。在这些关于激励制度的假说中，Montin-

ola、Qian 和 Weingast 提出了中国式的财政联邦制假

说［1］，认为以财政包干为标志的向地方财政分权使

地方可以有更多的财政自主权，使地方有发展经济

实现财政增收的动力。财政联邦制假说面临的一个

挑战是 1994 年以后分税制改革出现的财政集权趋

势，按此理应对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2］。Xu 则认为

财政分权只是中国分权化改革诸多方面的其中之

一，尽管财政分权有所变动，其他方面地方政府从分

权得到的行政权力并没有减少［3］。不过，既然认为

财政分权提供了激励，财政分权出现了变化就可能

不足以解释政府的行为，反之有观点认为以晋升锦

标赛为特点的官员选拔制度，提供的基于经济增长

业绩评判的晋升激励无论分税制前后都是一贯的，

相比财政联邦制理论，晋升锦标赛理论能够提供政

府官员激励的更为一致的解释［4］。

鉴于财政联邦制理论存在的争议，而晋升机制

是一贯的，也与人们对中国政府实际运行的体验所

得到的直觉一致，即官员肯定存在着为晋升而竞争

的行为，晋升锦标赛理论很快成为国内解释政府官

员激励行为的有广泛影响的理论，引起了大量研究。

在实证研究上，Li 和 Zhou 在国内首次产生了广泛

的影响［5］，他们发现省级领导 GDP 业绩对晋升有显

著影响。不过，陶然等通过修正晋升定义和样本数

据却未发现存在晋升锦标赛的证据［6］。Opper 和

·41·



经济与管理评论
理论经济研究

Brehm 则利用地方省级领导的“关系”( 与中央领导

是同事、同乡、校友等) 对省级官员进行验证［7］，发

现关系对晋升有显著影响，经济增长率却没有。较

新的一些实证研究基本上倾向于认同关系，而不是

经济增长率在省级晋升中的作用［8］［9］。由于中国的

地方政府体系是多层级的，实际中具体引导当地经

济增长的是地级市、县级市，甚至更低。关于这些级

别地方官员是否存在晋升锦标赛的研究，Lü、Landry

和 Duan 的结论是与省级不同，这一层级的官员存

在以经济增长率为指标的锦标赛［9］。不过，其他的

一些研究结论却是不显著。［10］［11］［12］

鉴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地方政府的主导作

用，晋升锦标赛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总结

以上的实证文献，多数特别是近年来的实证研究倾

向于否认存在以地方经济增长率为政绩考核指标的

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而且，不仅仅是文献结论

数量上的偏向，就晋升锦标赛的实证研究而言，如果

无法回避关系在晋升中的影响，考察经济业绩对地

方官员晋升的影响就存在内生性问题。比如，容易

引起争议的是，是否是关系先存在，使那些更可能晋

升的官员调到容易出政绩的地区，或得到更多的资

源支持。Bo［13］、杨其静和郑楠［11］强调了辖区经济

规模对晋升的重要作用，无论地县还是省级都是如

此，这意味着有关系的官员可以被安排到规模大的

地区任职来获得更高的晋升可能。由于现阶段中国

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可归于城市化的发展，规模较

大地区的城市化规模效应会更显著，这也意味着若

能在规模较大辖区任职，经济业绩指标相对会有更

有利的实现条件。正因为如此，对于不考虑关系影

响得出经济业绩显著影响晋升的结论需谨慎。不

过，就此得出既然关系才是实际决定晋升因素，那地

方官员就不会重视经济增长的结论那可能也太简单

了。地方官员要不重视经济增长，给定地方政府在

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理解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

长就会存在不完整的地方①。我们需要对晋升锦标

赛中的一些特点进理解，才能较完整理解晋升激励

如何发挥作用。这些理解包括晋升是在关系影响下

的资格赛，资格赛门槛的存在使晋升竞争仍然存在，

地方官员仍然要重视增长以防业绩硬伤。不过，晋

升动机下的地方官员没有动力主动去做冒政治风险

的市场改革，重视增长更多是重视行政性投资推动

的增长。

二、关系与业绩

首先，如果像一些晋升锦标赛论者强调的那样，

哪个官员经济工作抓得好，在相对评价中领先就能

晋升，这样的晋升锦标赛正如诸多实证文献所发现

的那样，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原因可以是因为政

府工作是多维的，地方政府除了要发展经济，还要维

护社会稳定，治理环境等等，存在工作的许多方面，

这些工作有的难以存在像 GDP 一样的明确指标，单

纯依靠经济指标提拔可能会使地方官员不重视那些

难以量化的工作，这样单靠 GDP 增长率来提拔也有

副作用。再加上在地区差异很大的地方，统一指标

的比较也不适合。更重要的是，正如陶然等［6］所强

调的，如果真的存在谁凭事先约定的业绩指标就能

晋升的完全契约化行为，上级的人事权在很大程度

上将无从体现。但是，上级正常人事安排未必会因

为关系的影响而对晋升竞争产生负向的激励。这里

晋升锦标赛可以如杨其静、郑楠［11］理解为一种资格

赛，待晋升的官员可以因为关系或政策照顾( 如学

历、民族等) 等其他原因获得更大的晋升可能，但他

的经济业绩要有个门槛。这样经济业绩在晋升中成

为一个必要条件［14］，而不能做的太差的“差”的标准

是相对其他所有参与晋升竞争的官员而言的，其他

参与竞争的官员的努力或能力对有关系的官员造成

了一定压力，晋升竞争仍然存在。即使对有关系的

官员也是如此，有关系的官员仍需要重视经济增长

而不能掉以轻心，哪怕所在地区出政绩并不那么困

难②。简而言之，晋升作为资格赛兼顾了上级人事

权威和晋升竞争的激励，兼顾程度取决于门槛设置

的高低。

其次，与计量文献通常考虑的某一层级往上晋

升与否不同，地方官员的晋升之路是多阶段的。在

多阶段的晋升中，晋升所需的业绩表现可能是个连

续的累积过程，是个多岗位锻炼的过程，侧重点也可

能各不同，很少会有官员晋升是从镇长、县长、地级

市长或书记这样上去的，某一阶段这样的职务，晋升

前或后却可能是在某个职能部门任职。这在实际中

也表明很难完全应用 GDP 考核为主的锦标赛，例如

对于竞争市长的候选官员，来自下级的县长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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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部门处长是潜在候选人，业绩比较就无法采用

经济增长率排序。因此，放在多阶段的框架下，单一

阶段的业绩考核不见得总是适用 GDP 考核，也只有

资格赛式的锦标赛才适用。县长和处长彼此的业绩

按各自标准有没有硬伤，这是可以比较的，都算能过

门槛，而他们的业绩彼此谁更好，是很难比较的。至

于关系的影响，有关系的官员可以快晋升，关系少的

官员在多阶段的晋升之路也是可以走下去的，只要

业绩过关，无非是个晋升快慢的问题，晋升所带来的

相应激励也会存在。当然相对快的晋升，慢的晋升

激励效果会差很多，特别对那些年龄快到点，或在某

一职务任期过长的更是如此，这意味着他们对自身

晋升前景评估较低［15］。但由于改革开放以后党的

干部年轻化政策的存在，地方官员越往下层越年轻，

除去那些年龄快到位的官员，年轻的对晋升之路的

期望总是存在的。进一步来讲，关系在多阶段晋升

中的作用一般也表明，上级对某个有关系官员的布

局也可能是跨越多个阶段的，即所谓的长线布局。

这时关系的作用也会变得复杂，如果当某官员因关

系获得晋升，但在下一阶段出现业绩硬伤，正常情况

下这种关系就可能不再在后续的晋升中起作用。关

系也要经过连续多阶段考核，在某个单个阶段所做

的计量研究发现的关系可能明显比业绩起作用，业

绩可能不重要，但在多阶段角度下，这个阶段政绩又

起维持下阶段关系的作用。正是在这个角度上，在

多阶段晋升中，关系与政绩看似对立却不一定对立，

当然我们强调是在正常情况下。

三、关系与能力

既然所谓的晋升锦标赛更大程度上是一种门槛

赛或资格赛，地方官员做出了不算太差的经济业绩，

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入场券，可以进入上级考核的

视野③。但上级提拔谁不提拔谁，提拔到哪个岗位

上，是可以有很大自由度的，具体在提拔谁怎么提拔

的考虑上会有很多方面的考量。在这些考量因素

中，不免有关系的影响成分在内。Lv、Landry 和 Du-
an［9］的实证分析中，市县级等较低层级官员的晋升

与其经济业绩存在正向关系，而到了省级，关系会起

到更明显的作用。这自然会引起一个看法，如果关

系在晋升中起作用，越往上可能会越明显，那这些级

别是否会出现政绩很差的官员依靠某种原因形成的

关系依然获得晋升? 上文中我们认为，即使有关系

的官员政绩也不能太差，否则影响提拔，这表明既然

关系也要经得起政绩的考验，关系与能力应该不是

一对矛盾，即使在省级也如此。Jia 等通过对省级官

员的研究阐述了这点［16］。通过引入有关系与否和

经济业绩的交叉项，他们的计量研究发现在同样业

绩优势下，有关系的官员比无关系的官员的晋升概

率要更高，关系与业绩是互补的。杨瑞龙等对央企

准官员晋升的研究也得出关系与业绩都是要考虑

的［17］。Ma 等利用调查结果表明晋升往往是关系和

业绩的某种综合［18］。这些结论仍然表明，有关系的

官员即使更容易被提拔，那也是以说得过去的政绩

为保证的前提。

一般把业绩表现体现为能力，资格赛下晋升说

明晋升的官员政绩过得去。但能力和政绩是否总是

对应的? 也可能有例外。第一，政绩可能被注水。

正如上面提到的，上级把看中的官员放到规模较大

城市，而这些地方在城市化为主导的经济增长阶段

相对不那么容易出差的业绩。这在理论上出现了一

种可能，即那些能力较差的官员可能因为外生的关

系等原因被提拔到不容易出差业绩的地方。如果普

遍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晋升资格赛就意味着低

能官员仅仅因为关系的原因就能往上走。但实际中

晋升是多阶段的，在单个晋升环节，上级即使依据关

系选拔官员，这个关系现对这个晋升阶段是已形成

的，但形成的关系却往往嵌套在之前的官员仕途中。

上级之所以与某个待提拔官员形成关系，往往是基

于一些考量，这其中就包含该官员之前的政绩，在最

初的阶段更是如此，这时就得靠官员自己的水平④。

在上级有的挑的情况下，在形成关系的官员中为什

么不提拔其中能力好点的? 即使有其他方面的权

衡，能力肯定也是其中的一个考虑因素。因此进一

步来讲，保持进入官员队伍的开放性，效果就像古代

科举制能把人才都收归到体制内一样，上级总可以

在这些官员中找到既能形成关系，又有不差才能的。

第二，当期业绩是否全面反映能力? 业绩能够反映

官员能力的场合，通常是工作内容较为简单，工作成

效容易用指标衡量出来的场合，这种场合多见于较

为基层的工作，其官员负责的职责范围较窄，工作与

成效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但到了高层，官员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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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较大，与成效之间的联系就较为复杂，更多工

作的重要性可能难以用指标衡量，这时单纯用某项

业绩指标或其综合指标未必合适。高层能力既然是

个很难观测的指标，上级与候选官员之间的关系就

可以相当于观测指标的另一方式，关系意味着领导

可以密切观察候选官员的难以量化的各种能力表现

的方方面面，从而减少对能力评估的误差，关系成为

业绩之外评估能力的一种手段。现实中也很容易理

解，如果上级对下面官员没有一点个人印象，一般是

不会轻易推荐的。至于为什么关系一定要在行政组

织中存在? 韦伯所提出的完全理性的官僚组织在现

实中，往往也需要关系作为组织运转的润滑油，无论

喜欢与否，都是难以杜绝的，只是程度多少的问题。

关系在组织中的作用利弊不一，我们不妨从好的方

面来看待关系的作用⑤。为说明这点，假设经济增

长率 g = a + ε，其中 a 为官员能力，ε 为服从正态分

布 N( 0，σ2
ε ) 的随机干扰。同锦标赛论者所探讨的

那样，上级要利用业绩指标 g 来推断 a。利用贝叶

斯规则，推断官员能力 E( a | g) =
σ － 2

0 珋a + σ
－ 2
g g

σ － 2
0 + σ － 2

g
，其中

先验能力分布为 N( 珋a，σ2
0 ) ，在上级对下属能力事先

不知情下可以认为 σ2
0 无穷大。关系 c 则可以看成

上级对下级各方面的更为熟知，这又会形成对能力

的评估，服从 N( ac，σ
2
c ) ，σ2

c 较小。利用关系推断官

员能力 E( a | g，c) =
σ － 2

g g + σ － 2
c ac

σ － 2
g + σ － 2

c
。当 σc ＜ σg，后验

识别的精度 = σ － 2
g + σ － 2

c ，由于 σ2
c 更小而更高，关系

起到补充识别能力的作用⑥。当然，这种伯乐型选

拔机制实际中的情况可能要复杂度的多，这里只是

一个简化的描述。这里所说的正常晋升机制，除了

包括进入官员队伍的开放性，上级也要坚持选贤任

能的原则，不然以权谋私等现象难免出现。此外，给

定上级个人范围的关系广度有限，一个担心是其实

更有能力官员因无缘关系而遇到天花板，这种情况

是存在，但也要考虑到除非量化指标总能完全反映

能力，否则没有完美的制度，也许我们更多该关注的

是决策支持和纠错的机制。

四、晋升锦标赛与体制改革

在一些晋升锦标赛论者看来，晋升锦标赛体制

构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解释。其逻辑在

于，从激励角度，改革开放后的晋升锦标赛以 GDP

增长为考核导向，而这套体制一直不变，促使官员努

力推动经济增长。这种解释看上去很直观，但也有

一些值得补充之处。我们强调，地方官员重视经济

增长，那也主要是维持现有体制下的重视增长。改

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不仅是个 GDP 增长的过程，

更是一个不断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体制变

革过程。晋升锦标赛本质上是自上而下的组织中保

持有效控制与管理的一种方式，打个比方，如果政府

运行像一趟列车，晋升锦标赛就像是铁轨保持列车

方向。在晋升锦标赛中，上级经济增长的导向，会引

导地方官员关注经济增长，但采取什么手段来促进

增长，并不是毫无限制的。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也

是转型的过程，至少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市场化改革

是存在“姓资姓社”的疑虑的，当中央并没有形成共

识，假若地方官员以体制改革的方式求经济增长，是

存在政治风险的。对于追求晋升的官员，政治方向

的错误是不能犯的，相反会更加努力与中央保持一

致，晋升锦标赛的这一特质在大跃进时期得到了典

型表现［19］。从这一意义而言，晋升锦标赛追求的是

对下级的引导与控制，而不是冒着失控的风险放手

让下级追求体制创新。

其次，锦标赛反映的是上级的控制，实际中也可

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由于对下级的控制不可能总

是掌控一切细节，中央也许可能在一个大的方向和

框架下给予下级相当的行动自由，事后再给予肯定

或否定。我们认为，即使中央事后会肯定，但只要中

央没有事前明确肯定地指出哪个改革符合社会主

义，那么事前对某项市场化改革是否符合中央精神

的不确定性仍会困挠地方，如果地方官员单是由晋

升来激励的话，仍是不敢冒这种政治风险，相比之

下，单纯利用行政手段推动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而

不涉及体制改革是更为省事的选择⑦。为详细说明

这点，假设经济发展的两种方式，体制改革和行政性

投资的粗放式发展，是地方官员可面临的两种选择。

单纯投资带来增长政绩 b，通过体制改革则带来 B

＞ b，这反映了体制改革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也隐

含假设了没有其他影响因素官员本身还是倾向进行

市场化体制改革的。但是 B 具有不确定性，如果中

央事前不明确其可行的话。这种事前的不确定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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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 P 反映，P→1 表明明确预期到中央的肯定。

地方官员晋升取决于 PB ＞ b，如果 PB ＜ b，地方

官员没必要去冒这个险。假定 P 的事前估计为正

态分布 N( P0，σ2
0 ) ，P0 可以认为很小，因此一开始没

人改革，大家都选 b。进一步我们可以认为官员 i 可

以通过观察其他地区行为，即进行了体制改革，来猜

测这些地区也许从中央得到了更肯定的信息才这么

做( 假定某些地区在事前了解中央政策偏好上有信

息优势，比如通过关系，而官员 i 没有关系去了解) ，

这可以让其减少事前不确定性。地方官员 i 观察到

其他地区的改革，以贝叶斯推断的方式改变对 P 的

预计，由于其他地区的改革也仍存在只是某种偶发

因素导致而非真是了解中央意图的可能，这种观测

到的其他某个地区出现改革 Ｒ 所提供的关于不确

定性的信息就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即观测 Ｒ 服从

N( 1，σ2
1 ) ⑧。因此，地方官员 i 所做的推断 E( P | Ｒ)

=
1·σ － 2

1 + P0σ
－ 2
0

σ － 2
1 + σ － 2

0
。特别地，当 i 观测到多个地区( n

个) 都 进 行 市 场 改 革 时，推 断 变 成 E ( P | Ｒn ) =

1·n2σ2
1 + P0σ

－ 2
0

n2σ － 2
1 + σ － 2

0
，当 n 越大，对 P 的后验推断越大，

存在 n 的一个临界点使得 P ＞ b /B，地方 i 能够推行

市场改革。可见，在晋升锦标赛下，即使愿意进行改

革的地方，为了回避事后可能出现的中央否决风险，

当且仅当在有足够多其他地区都推行市场改革后才

愿意进行。但是，当每个地区都这么做的时候，每个

地区都只是在观望，结果是每个地区事前仍理性地

循规蹈矩，而不会在体制改革上采取主动。

最后，还要探讨这样一种情况，即中央事前就明

确不对改革内容做出限制，或者说限制的框架相对

可能的改革足够广，不管黑猫白猫，谁的政绩事后大

就提拔谁( 这符合晋升锦标赛的原始定义) 。那么

因为 B ＞ b，这种情况下是否一定意味着市场改革是

地方官员的占优决策? 需要注意到，利用行政手段

推动投资是一种能直接快速拉动经济的措施。相比

之下，有些市场化改革要见到成效，尽管长期效果更

好，但除非有直接的环境配合，短期效果可能没那么

明显⑨，而且改革本身也有效果的不确定性，尤其对

于那些影响较为深远的改革。这里 P 就变成官员

任期内市场改革措施所体现的效果，或者改革效果

的不确定性，如果 P 较小，仍有 PB ＜ b。

五、地方官员的改革动力

既然晋升锦标赛会涉及政治方向的控制问题，

那么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确实有不少体制改革是

由地方创造的，这正是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那

么地方进行市场改革的动力何来? 我们结合体制改

革的一些典型历程来进行探讨，可以看到对于许多

重要改革，晋升激励并不主导地方去创造改革。

体制改革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之一是农业承包

制改革，它解决了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最初农业

承包制改革 1978 年起源于安徽小岗村，当时仍是人

民公社体制，困于粮食饥荒的村民自发进行了包产

到户的改革，而当时的生产队长甚至愿意为此冒坐

牢的风险，这种改革显然不是晋升动机所能解释的。

同期沿海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利用依靠港澳的地理

人文优势提出了建立特区的设想，不过，类似后来在

安徽推广的农业承包制，这种范围的改革并不是当

时的省级领导能决定的，必须事前得到中央的支持，

而这些重要的改革在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力量关怀

和指导下得以推广。这些改革的历程也说明了对于

有重大影响的体制改革，事前得到中央的肯定是必

要的，尽管当时中央对这些改革仍存在意识形态的

争论，但中央里改革力量的支持是坚定和有力的，而

这些省的改革者与他们有直接的联系［21］。至于一

些地方领导事后因为这些改革成就提拔到中央，但

很难说他们是冲着晋升才这样做的。这些地区的改

革尽管有中央改革力量的支持，但是上下仍受到左

的思想的严重干扰，这些改革仍是有政治风险的。

他们是出于对“文革”浩劫的感触，对历史对人民负

责的态度，这从涉事人的回忆录中可见一斑。同时，

农业承包责任制改革调动了农民积极性立刻取得了

粮食丰收，广东建立特区也是马上见效，这些改革都

是短时间就取得了巨大成功，立刻就有了很强的说

服力。

另外，自中央因财政原因实行分权化改革后，地

方整体上也获得了发展地方经济的权力。但在整个

1980 年代，意识形态争议仍存在。我们今天所熟悉

的民营经济，外资企业在当时除了沿海特区都很少

看到。地方政府主要是采取发展地方国有企业，包

括一些地区的乡镇企业的方法来发展经济［22］。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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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就是行政性推动投资的方法。受益于之前长

期左的政策造成的物资匮乏，以及当时轻工消费品

的需求高峰，这些地方国有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而且，这些地方国企，以及总体可算成集体所有制的

乡镇企业，不存在姓资姓社的争议。这一事实说明，

如果地方能够拥有足够行政调动的资源以及能取得

不错的收益，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地方仍愿意先发

展符合政治方向的企业。

如果说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而得到国

内上下各方的瞩目，温州则算是市场体制改革的草

根典型。温州在自“温州模式”获得承认之前，并没

有得到中央和上级的关注和支持。温州在 1990 年

代以后开始成为浙江的一个重要辖区，如引言所提

及这种地区的官员升迁已经有其他的影响因素，我

们关注在 1980 年代仍属海防前线的温州，是如何实

现市场经济的跨越。温州的市场经济以民间自发和

民营经济为主，但当时政府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否

则温州模式未必出现。在温州政府的态度中，起主

导作用的是最早的两任书记( 温州 1981 年成为地级

市) ，这两位书记都是从省里调来，按照省里的意

见，是要查下温州当时刚开始出现的“资本主义复

辟”，但最终他们都坚持了实事求是、尊重当地情况

的做法，这为后来温州商品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

础［23］，而这两位书记后续仕途都没有晋升。

姓资姓社的紧箍咒一直到 1992 年邓小平的南

巡讲话以后才得到解除，尽管如此，除非中央明确肯

定哪项改革，光是地方仍不大可能为了晋升而改革。

而且，对许多地区来说，行政性推动投资仍是有吸引

力的选择，毕竟它是常规行为，也容易出政绩，如果

地方政府有足够资源支持的话。事实上，1990 年代

开始的地方国企改制正是这种资源支持枯竭的结

果。由于 1990 年代开始轻工业品市场竞争激烈，地

方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上存在问题，地方国有企业出

现了大量的亏损，加上银行上收信贷权力，而成为地

方财政的负担，开创中小国企改制先河的诸城市，起

因正是对市属企业情况的摸底，结果发现 150 家企

业中 103 家亏损，43 家资不抵债［24］。加上 1994 年

开始的分税制改革财力上收，地方具有了甩掉亏损

国企包袱的动机进而实行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企业

改制［25］。这里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需要，而不是

晋升激励导致了地方政府的体制改革［26］。同样这

个逻辑可以解释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热情，地方国

企不能贡献经济增长后，招商引资成为现实可行的

替代方法，并引起地方政府修建基础设施热情。

由此可见，财政激励往往在地方政府的主动改

革中发挥了主要作用⑩，其体现在即使没有中央事

前肯定下，某些地方也先行做出改革，而中央往往事

后再予以肯定，之后再推广。这也与地方政府竭力

满足地方的财政需求有关，这点也意味着地方可以

单独主动采取改革措施。不过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

也不一定总是与市场改革的方向一致的，例如早期

的国内市场分割和地区贸易壁垒就是地方袒护本地

国企的产物。但正是晋升锦标赛具有的引导和控制

地方的作用，中央的政令总体能够发挥作用，使得像

国内市场本地保护主义的做法得到抑制。至于近年

来地方政府热衷的垄断土地市场和土地经营，也不

见得是与市场化一致的改革。

六、结论

晋升锦标赛就本质而言，是一种贤能政治( mer-

itocracy) 。贤能政治在政治学中作为一种理想，从

柏拉图以来，包括美国建国之初的联邦党人，都有所

提及，其主旨是希冀官员的才干与其职务相匹配。

由于公共治理事务日趋复杂，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

能力也日益重要，贤能政治反映了这种愿望。晋升

锦标赛在中国也提供了一种选拔官员的方式，不过

实际中的晋升锦标赛更多的是一种晋升资格赛，官

员的政绩不可能完全按照可量化排序的方式来对应

官员的晋升可能。晋升资格赛是对晋升设立了门

槛，官员政绩过了某种门槛进入候选梯队，上级在具

体选拔谁上是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的，这也使关系

有了发挥的空间。那么晋升资格赛是否仍具有选贤

任能作用? 正常情况下由于晋升门槛的存在，资格

赛至少不会让那些表现太差的官员上来。晋升资格

赛在此基础上也为提拔官员提供了更好的灵活性，

如果运用好的话。这是由于官员的工作内容包含诸

多无法量化观测，无法比较的方面，特别到更高层的

位置，工作变得更加复杂，这意味着单纯靠量化指标

也未必容易衡量，资格赛中上级的多角度考察，包括

关系的运用，可以成为贴近考察和综合了解的方式，

用来观测官员的真实能力和政治忠诚。当然，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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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资格赛要起作用，就要保证一定的选拔门槛。

官员进入队伍的开放，和上级坚持选贤任能原则是

必要的前提，资格赛的效果和这些前提紧密相关。

另外，与其只看官员能力，不如把眼光适当放在决策

支持与纠错的机制上。

晋升锦标赛除了筛选官员能力，在提供官员激

励上，晋升锦标赛，即使忽略如年龄快到点等导致激

励不足的问题，就晋升锦标赛整体而言，它首要目标

是治理官员而不是促进改革，它提供的激励导向主

要是保证下级与上级保持一致，而不是去主动寻找

体制改革的机会。晋升锦标赛以往在地方政府的体

制改革与市场转型中起的作用是有限的，特别是在

有意识形态争议风险的时期。若说晋升激励是促使

地方官员为了推动经济增长而改革的动力是言过其

实了。晋升锦标赛在促使地方官员重视经济增长上

起作用，主要是导向行政性推动投资的增长，因为这

样政治风险更小，出政绩也可能更快。地方政府的

财政激励往往在地方改革实验中起了更主要的作

用。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追求地方政府的财政收

入，但作为政府，它对财政收入的渴望并不是越强越

好，单纯财政激励与市场经济转型并不是并行不悖

的。在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中，财政激励使得

地方政府在一些领域敢于在中央事前没有明确批准

情况下做出改革，如国企改制等，但也在另一些领域

同样自行采取了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做法，如地

方保护和垄断土地市场等。这里的关键是地方政府

的财政激励要得到适当约束，为此晋升激励就应该

起到必要的控制和引导作用。为了更好发挥晋升激

励的作用，今后在改革的举措上应该更多考虑中央

做出顶层设计，现在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

方向并不是问题，但仍需中央主动统揽全局提出改

革措施而不是等待地方的实验，以免让财政激励中

违反市场的一面再度出现。而且还要注意到，晋升

激励和财政激励都会使地方偏好行政性投资，除非

资源受到约束。因此要由中央推动改革限制地方政

府控制经济资源的能力，或处于可监督之下，这样才

能限制住地方偏好行政性推动投资的可能。

【注】

①晋升激励也可以不是地方官员面临的唯一激励，地方

官员也面临地方财政收益带来的激励，这里是在晋升激励角

度下。

②杨其静、郑楠［11］采取了地方经济增长率排名的做法

来研究政绩与晋升的联系，发现资格赛相当宽松，对省里一

共十几个地区而言，基本上排名前十的都有更多机会。

③由于是资格赛，业绩和晋升并不是说存在严格正向关

系，不是说晋升一定表明其通过业绩表现的能力更强。而是

说如果不存在门槛，通过关系要筛选的肯定是业绩最差的官

员。

④比如关系中常见的是某官员与上级领导曾在某单位

共事过，一种可能是他的政绩给上级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就

给后续关系开了头。

⑤通常讨论的关系在保持政治忠诚中的作用这里不再

赘言。

⑥这里关系的定义主要是从更全面了解对方的角度而

言的，这与带贬义的，形成小团体以腐败为目标的关系不同。

⑦唐雪松等［20］发现，在市场化进程越慢或增长表现越

差的地区，地方政府越有动机干预投资。

⑧如果没有观测误差，其他地区出现一例改革就可以确

认中央事前对此也是肯定的。

⑨例如像特区港澳等地就在旁边，放开外资就能马上进

来。而像国企改制这样的改革，一般需要度过转型期才会显

现效果。

⑩此外官员的实事求是，为当地谋发展的态度也起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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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motion Tournament and Its Effect

CHEN Jian
( Institute of Economics，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Beijing 100836，China)

Abstract: The promotion competi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understand why the local officials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In
fact there exists the threshold of the performance，a local official can be the candidate while exceeds the threshold，and who wins against
other candidates w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higher authorities，so the personnel connection is important． Personnel relations have multi
effects and good ones among them could be used to evaluate what cannot be quantified in official＇s capability． The premise of the promo-
tion system is that the opening access of junior officials is kept and the higher authority insist on impartial judgment． The threshold
makes the promotion system exist and the officials have incentives to push economic growth． In addition，the nature of promotion tourna-
ment is to make the subordinate keep loyalty to the superior． Unless the central authority permit something in advance，the locals can not
take political risk to push forward the reform． S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push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by controlling the promo-
tion competition．
Key Words: Promotion tournament; Promotion qualification; Local government; Market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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