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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歐洲政府倒債風波及美國底特律市政府破產事件後，高雄市逐年增高的債務著實引人關注，因此，本研究應

用共整合檢定方法，來探討高雄市的財政收支是否存在長期穩定關係，以探究其財政是否具永續性。資料期間為高

雄市政府 1990 年至 2010 年歲入及歲出共計 21 年的年資料，先經由單根檢定確認收入、支出兩變數均為非定態，

之後透過 Johansen 共整合檢定，發現兩變數具有長期之均衡關係，隱含財政支出尚可獲得收入支撐，財政仍具永

續性。惟高雄市於 2010 年 12 月 25 日與高雄縣合併改制，合併後的高雄市，債務餘額仍快速增高，持續位居全國

舉債最多之縣市，為避免債務持續攀升造成財政惡化，應發揮財政自我負責精神，謀求減債策略，以維財政之永續

性。 

關鍵詞: 單根檢定、共整合檢定、Granger 因果關係、財政永續性 

Key words: Unit Root Test, Co‐integration test, Granger Causality, Fiscal sustainability. 

 

1.緒論 

1.1  研究背景及動機 

21 世紀是城市的世紀，創造新一代城市價值，已成為城市帶動投資、創造消費的途徑，高雄市這個曾是重工

業和加工出口區核心產業的城市，享有工業發展帶來的就業機會與蓬勃經濟，但工業也為高雄帶來高度的污染，林

立的煙囪與濁黑的愛河成了大家對高雄的印象。隨著產業變遷與外移，工業繁榮外貌褪色，更加突顯高雄保受環境

污染的劣境，近年高雄市以國際觀的視野力求轉型，從改善環境、發展觀光的角度，為形塑永續、宜居城市積極投

入各項建設，力求與國際接軌，創造出高雄市新的城市價值。 

然而在城市風光轉型的過程，高雄市財政收入的成長率遠不及支出成長率，赤字問題浮現，再加上選舉政治的

影響，福利支出增加，至 2014 年 3 月，高雄市債務餘額已達 2,211 億元（見表 1‐1），是五都中最高，比次高的臺

北市多出五百多億，顯見高雄市財政狀況之窘境。 

在金融海嘯引發全球經濟衰退之際，歐洲的希臘、義大利、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家，因長期債務偏高，國家財

政岌岌可危，而地方財政嚴重惡化與大幅舉債，便是造成西班牙經濟崩潰的原因之一。除了歐洲財政風暴，美國底

特律市政府因負債 185億美元，於 2013年 7月 18日宣布破產，為美國歷史上最大的市政府破產事件，環觀國際，

不論國家或城市，財政赤字都是不可輕忽的課題。 

財政為庶政之母，不穩定的財政，不僅不利市政推動，無法滿足人民對政府施政的期望，也加深人民對未來的

不安與惶恐。高雄市近年來債台高築，其財政狀況是否能維持市政永續發展？抑或可能面臨「破產」的處境？實為

市民所關注，此為研究動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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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2010 年 12 月 25 日原高雄市及高雄縣合併改制為高雄市，與臺北市、新北市、臺中市、臺南市，成為我國

五大直轄市，然面對當前的不景氣，中央政府債務負擔沉重，能移撥給五都的資源亦有限，高雄市在合併前已背負

高額債務，合併後需承接原高雄縣債務，且需支應合併後拉齊城鄉齊一的區域發展、社會福利、教育水準等市政建

設，中央又無充裕的財源移轉，使得高雄市預算編列困難，合併後之高雄市，是否能負荷沉重的財政支出，亦值得

關注，此為本論文研究動機之二。 

表 1-1 2014 年 3 月底債務統計（單位：億元） 

直轄市 
1年以上非自償性債務 

金額  占前 3年度 GDP平均數比率 比率上限  註 3 

  高雄市  2,211  1.57  1.94 

  臺北市  1,651  1.17  2.61 

  新北市  588  0.42  0.95 

  臺南市  458  0.32  0.67 

  臺中市  337  0.24  0.83 

備註 

1.  前  3  年度  GDP  平均數為：141,168億元（行政院主計總處 2014年 2月 28日

公布）。 

2.依據公共債務法第 5條規定，直轄市所舉借之 1年以上未償債務餘額占前 3年

度名目 GDP平均數比率不得超過 7.65%（含準直轄市桃園縣）。 

3.依財政部 2013年 8月 22日公告，各直轄市 1年以上未償債務餘額占前 3年度

名目 GDP平均數之比率上限。 

資料來源：財政部國庫署網站 

1.2  研究目的 

市政的推動和功能的發揮，均須仰賴穩健的財政來支應，而高雄市財政長期入不敷出，必須舉債支應，如圖

1‐1所示，高雄市自 1996年起債務累積逐年遽增，該債務持續攀升的情況，是否會對財政永續性產生影響，實為一

重要課題。本研究採用時間序列的統計方法，探討高雄市財政收入與支出是否存在長期穩定關係，以探究高雄市的

財政赤字是否過大，能否達到財政收支之長期均衡，以瞭解高雄市財政是否仍具永續性；又縣市合併後，高雄新都

在涵蓋原高雄市的海港優勢與行政資源，再加上原高雄縣豐富的觀光、農產等資源後，對內面對各區均衡發展的需

求，對外面對兩岸趨向頻繁經貿合作與觀光發展新局勢，以及邁向國際化永續城市的深根，都需要充足的財源與健

全的財政來因應，本研究進一步分析合併後高雄市的財政概況，以瞭解合併後高雄市財政之發展，本研究之研究目

的如下： 

(1)以時間序列方法，探討高雄市財政收入與支出是否存在長期穩定關係，並討論兩者之間的因果關係。 

(2)探討縣市合併後高雄市財政狀況。 

(3)提出研究結論與建議以提供學界或政府機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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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高雄市1年以上非自償債務餘額     

資料來源：財政部國庫署 

1.3  研究架構 

本研究內容共分成六部分，其架構說明如下： 

(1)緒論：旨在對本研究之背景及動機做概略之描述，並藉此延伸出本研究之目的。 

(2)文獻探討：與本研究相關之財政收支文獻回顧。 

(3)研究方法：以高雄市歲入及歲出相關資料建立完整的實證模型，並描述所使用之時間序列模型。 

(4)實證結果分析：將所蒐集到之資料以本文之研究方法進行實證分析，並對實證結果加以說明。 

(5)縣市合併後高雄市財政狀況：說明合併後高雄市財政狀況，以及財政相關法規修訂之影響。 

(6)結論與建議。 

 

2.文獻探討 
2.1  財政永續性 

在全球經濟衰退之際，許多國家相繼陷入財政困境，財政永續性開始廣泛地受到注意與重視，學界對於財政永

續性之研究一般分為債務永續性(debt sustainability)與赤字永續性(deficit sustainability)兩種觀點。 

債務永續性觀點，主要強調政府償債能力，通常是以未償債務餘額占 GDP  的比率來衡量，倘若保持債務在一

定的範圍之內，表示政府償債能力可以支撐，即可以達到永續性。Sarno(2001)以非線性模型探討債務的永續性，取

美國 1916年至 1995年公共債務占 GDP比率資料，運用 STAR模型(smooth transition autoregressive model)進行債務

永續性的實證研究，拒絕單根虛無假說，得到具有債務永續性的結論。 

而赤字永續性觀點，主要是以 Barro(1979,1986)提出之「跨期預算限制」(intertemporal budget constraint)長期均

衡概念為基礎，即今日財政赤字可由未來增加收入來彌補，才能確保跨期預算平衡，達成財政永續之目標。實證文

獻通常利用共整合檢定，檢驗一國財政收入與支出是否具有共整合關係，若一國財政收入與支出具有共整合關係，

代表一國財政收入與支出具有長期均衡關係，財政狀況符合永續性。 

2.2  國外有關財政永續性分析之文獻 

Flavin and Hamilton(1986)為最早開始進行赤字永續性之實證研究，他們以 Barro(1986)跨期預算平衡之模型為基

礎，選取美國聯邦政府 1962年至 1984年政府支出(不含利息支付)、政府稅收、發行貨幣收入為模型變數，以單根

檢定法(Dickey‐Fuller)來檢定變數資料是否為恆定(stationary)，實證結果在 10%顯著水準之下，拒絕有單根的虛無假

設，變數資料皆具有恆定，滿足政府的跨期預算限制式，獲得有財政永續性的推論；但是當顯著水準為 5%時，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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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結果無法拒絕有單根的虛無假設，因此可知 Flavin and Hamilton的實證結果檢定力不夠。 

而 Trehan and Walsh(1988)的模型除了對變數資料進行單根檢定外，也加入財政永續性的另一個常用的檢定法，

檢定變數之間是否具有共整合關係，判斷是否有符合政府跨期預算限制式。他們採用美國政府 1890年至 1986 年的

年資料，考慮的變數包括政府稅收、政府支出(含利息支付)以及發行貨幣收入。對各變數作單根檢定時，雖無法拒

絕有單根的虛無假說，但經對變數作一階差分後，卻拒絕有單根的虛無假說，顯示變數在差分後同步達到恆定，再

以 Engle and Granger(1987)兩階段估計法，檢定各變數是否具有共整合關係，結果顯示存在共整合現象，表示政府

稅收、政府支出以及發行貨幣收入具有長期穩定關係。 

也有學者利用資料進行分段驗證之做法，證明美國政府若維持既定的財政政策，已無法達到長期均衡。Hakkio 

and  Rush(1991)  發現在較長期間 (1964‐1988)的實質收入、實質支出變數間具有共整合關係，但在較短期間

(1976~1988)的變數間卻顯示無共整合關係，表示美國近年來財政永續條件惡化，若政府持續既定的財政政策，則

將無法達到財政長期均衡。 

對於國債風暴中的歐洲，財政永續性之議題同樣受到學者們所關切。葡萄牙學者 Marinheiro(2006)分段驗證該

國 1903‐2003 年間政府債務、中央政府總支出及總收入三項財政變數，發現變數間雖呈現非恆定性質，長期間

(1903‐2003)變數之間仍具共整合關係，但短期間(1975‐2003)之分析則相異，研究結果透露出萄萄牙從 1975  年以後，

財政狀況不具永續性，財政政策有檢討之必要。 

Wu 於 1998 年針對臺灣政府總支出、總收入及收支餘額三項財政變數，以 1955 至 1994  年之年資料進行財政

永續性之驗證，實證結果三項變數之間仍然具有共整合關係，推論臺灣至 1990  年代中期為止，財政長期仍能維持

均衡穩健的情況，赤字政策持續性獲得支持（引自蔡馨芳，102）。 

2.3  國內探討財政永續性之文獻 

蘇建榮(民  94)指出，就經濟上而言，財政永續性是指政府財政赤字不能永續存在，不可有以債養債(Ponzi‐game)

的情形發生，將政府的未償還債務餘額控制在可支撐(sustainable)的範圍之內，才能達到永續。即財政永續性就是

財政狀況在長期能維持一個穩定的狀態，使其在未來最終的某個時點上具有償付能力(solvency)，不會留下任何的淨

負債。因此，雖然有財政赤字，但只要是長期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政府財政政策仍然滿足永續性。 

陳怡如(民  95)，以政府跨期預算限制式平衡與財政永續性相結合，利用計量經濟學的時間序列(time  series)模

型，就 1966  年至 2004  年，共計 39  年的政府收入與支出進行實證研究進行單根檢定以及共整合檢定，且在考量

結構性變動下，結果顯示我國政府財政具有強永續性(strong sustainability)，表示我國政府支出配合政府收入增加，

財政赤字不至於過大的現象。 

蔡馨芳(民  102)，參酌 Hakkio and Rush  及 Marinheiro  的實證模型及計量模式，將 1955年至 2011年政府實質

淨支出及實質淨收入，共計 57 年時間序列資料，分段為長、短期二組進行驗證，長期間為 1955 年至 2011 年，短

期間則為 1989  年至 2011 年。在長期資料之實證結果，兩變數具有共整合關係，政府財政收支維持均衡狀態，然

在短期資料的部分，兩變數則不具共整合關係，表示政府財政收入與支出已不存在長期均衡關係。就長期面來看，

該結果與前述學者推論一致，顯示臺灣早期財政狀況穩健與持平，優良的財政基礎彌補了近 20 年來預算赤字，但

就短期面，在 1989年以後，政府累積之財政赤字規模已太大，無法滿足財政永續之條件。 

 

3.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探討高雄市財政收入與支出的長期關係，採用高雄市 1990年至 2010年歲入、歲出資料進行實證分

析，研究方法以時間序列之共整合(Co‐integration)分析，來探討高雄市收入及支出兩變數的長期變動方向是否有特

殊關係。為了讓研究更具完整性，首先先做單根檢定(Unit  Root  Test)，檢驗高雄市歲入及歲出資料是否呈現定態

(Stationary  Process)；若序列呈現非定態(Non‐stationary)，接著再以共整合檢定方法檢測二變數間是否具有長期穩

定均衡之關係，並進行向量誤差修正模型(VECM)來觀察變數間之短期互動，最後以 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檢定

變數間是否存在領先、落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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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單根檢定 

一般的時間序列的性質可區分為定態(stationary)和非定態(nonstationary)。時間數列若為一隨機移動的過程，則

此隨機過程之機率分配會隨時間的改變而改變，當外生衝擊(exogenous  shocks)發生時，對該變數的影響為恆久

(permanent)，亦即隨著時間的經過，在衝擊消失，此一數列並不會回到其原來平均值，對於時間序列的影響將永

遠存在，則稱此變數為非定態時間數列或具有單根；反之，若其分配不會隨著時間的經過而改變者，或說外生衝擊

僅有短暫的效果，經過一段時間會逐漸返回至原來水準，則稱之為定態時間數列或不具有單根，定態時間序列中產

生的衝擊事件為暫時性的，衝擊將隨時間慢慢地消逝，並且收斂至長期均衡水準。因為 Nelson and Plosser(1982)指

出，大多數的總體時間數列為非定態數列，必須先對其是否為定態的問題加以處理，在定態的時間數列，才符合傳

統漸近分配理論，其各項相關的檢定才能正確，因此在進行時間序列分析之前，必須先確定時間序列為定態還是非

定態。   

經由單根檢定可確定時間序列的整合階次，藉以判斷其定態與否，本研究採用傳統之 ADF 單根檢定法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及 DF‐GLS單根檢定法，並輔以檢定力較高之 Ng‐Perron單根檢定法(以下簡稱 NP檢定)

來進行單根檢定，以提昇檢定之正確性。 

3.1.1 ADF單根檢定法   

Dickey‐Fuller test(DF檢定)為單根檢定之始祖，其重要假設為誤差項須符合白噪音(white noise)，若數列中含有自

我迴歸與移動平均時，模型的誤差項就會存在序列自我相關的現象，違反誤差項須符合白噪音。為修正此情況，Said 

and Dickey(1984)提出Augmented Dickey‐Fuller檢定，允許誤差項為恆定、可逆(invertible)的ARMA(p，q)  過程，讓DF

單根檢定的迴歸式中納入了 ty 應變數的差分落後項，使誤差項符合白噪音，消除誤差項的序列相關(serial 

correlation)。ADF單根檢定加入了的落後項來消除數列相關，其估計模型有下列三種類型來檢定時間數列是否存在

單根： 

1. 不含截距項(drift term或稱漂浮項)及時間趨勢項(time trend)，即為一純隨機漫步模型： 

   
p

i tititt yryy
11                                                                           (1) 

2. 含截距項，即為一漂浮隨機漫步模型： 

   
p

i tititt yryy
11                                                (2) 

3. 含截距項及時間趨勢項，即為一趨勢漂浮隨機漫步模型： 

   
p

i tititt yryty
11            (3) 

模型中表一次差分運算因子，表示截距項， t 表示時間趨勢項， 為最適落後期數， 為誤差項。欲檢定的假

設如下: 

0:0 H (yt具有單根，為非恆定的時間數列)   

0:1 H   (yt不具有單根，為恆定的時間數列) 

在進行單根檢定之前，需對模型設定最適落後期數，使殘差項通過白噪音檢定，而後再對其 值進行檢定。若

顯著異於零，則為拒絕單根的虛無假設，亦即變數為恆定的數列；反之，則為無法拒絕單根的虛無假設，即變數

為非恆定的數列。ADF 檢定法對於最適落後期數的選定亦非常重要，若期數較長，size 會較穩健，但 power 會降

低；反之若期數較短，則 power會較高，但 size會較差。一般期數之選定，可利用訊息準則，如 AIC、SBC 決定之，

先設定最大階次，再根據訊息準則來挑選最適的階次。 

3.1.2 DF‐GLS單根檢定 

由 Elliott, Rothenberg, and Stock(1996)提出 DF‐GLS檢定，與 ADF檢定不同之處，DF‐GLS檢定首先先以 GLS法去

除固定趨勢，之後再採用下列 ADF迴歸式進行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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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yyy

11                      (4) 

  其中
d

ty 為去除趨勢後的數列。 

虛無假設為序列存在非恆定現象，即是： 

: 0, : 0o aH H     (左尾檢定)                         

以 t-統計量檢定上述假設，其中最適落後期選擇需搭配修正 AIC  (modified  AIC,  MAIC)或修正 SIC(modified 

SIC,MSIC)，DF‐GLS檢定的漸近分配與 ADF檢定相同。 

3.1.3 Ng‐Perron單根檢定 

ADF檢定雖然是最常用的單根檢定，但其檢定力在真正 AR(1)係數很接近 1時非常低，即 ADF檢定犯型Ⅱ誤差

的機率很高，實際為恆定時間數列，卻無法拒絕具有單根的虛無檢定。一般而言傳統的單根檢定法中，可能會產生

兩個問題：其一當自我迴歸多項式 AR(p)的解(root)相當接近且數值接近 1時，將導致檢定力(power)不足；其二當

一階差分序列的移動平均多項式 MA(1)的殘差項為負根且數值很大時，會產生型一誤差扭曲的問題(size 

distortions)。因此，NP單根檢定法解決了傳統單根檢定可能發生的問題。Ng and Perron(1996)建構了三個檢定統計

值 MZ ，
tMZ ， SBM 。 

 



 

T

t tART yTSyTZM
1

12
1

2221 ]2[)(               (5) 

BSMZMZM t                                                                                           (6) 

  


T

t ARt SyTMSB
1

22
1

2 2
1

]/[                                                                            (7) 

虛無假設 :0H 數列非恆定， 

對立假設 :1H 數列為恆定。 

以上三式之檢定統計量都是根據 2
ARS ，而

MZ 與
tMZ 的統計量可以視為 Phillips(1987)與 Phillips and Perron(1988)

的
uZ 與

TZ 檢定之統計量進一步修正。 

為適合小樣本的單根檢定，本研究採用 Ng and Perron(2001)發展出之單根檢定法中的
GLSMZ ，修正傳統的 ADF

單根檢定之 Z統計量，用來檢定變數之單根情形。 

本研究擬採用上述  ADF 單根檢定、DF‐GLS 單根檢定及 NP 單根檢定來檢定變數之單根情形。若接受具有單根

的虛無假設，則可以下一小節的共整合檢定，來確定變數間是否存在共整合關係與共整合向量的個數。 

3.2  共整合檢定   

Engle and Granger(1987)提出共整合理論，指出一組非定態時間序列之線性組合變成定態的序列，此種現象稱為

共整合現象，而非定態時間序列假如存在共整合現象時，則虛假迴歸的問題就不存在。當時間序列為非定態時，以

傳統的迴歸式如  OLS  或  GLS來估計變數資料時會產生虛假迴歸的問題，此時我們可利用變數差分使其成為定態序

列。但如果直接藉由差分的方式來使變數成為定態數列，則可能喪失變數間長期均衡關係。因此必須檢定共整合關

係是否存在，以確保不會產生虛假迴歸或喪失變數間長期均衡關係之情形，此即為變數共整合檢定，即數個 I(1)的

序列做了線性組合後，竟然會產生一個 I(0)的序列，表示兩個數列有長期的共同移動關係存在，隱含了這些變數長

期而言，具有往「均衡方向調整」的特性。 

Nelson  and  Plosser 研究發表，許多經濟變數的時間序列通常非屬定態的隨機過程，彼此間常存在著共同趨勢

(common trend)。Granger(1986)指出兩個或多個整合階次相同的非定態數列，可能存在著一個或多個長期共同趨勢，

使得變數間的線性組合能使之成為一定態數列，意味著變數之間存在有長期的穩定均衡關係。 

若一組變數全為具有單根之非恆定數列時，需考慮共整合分析，因若變數間不具有共整合現象時，可能產生虛

假迴歸，使得檢定結果產生偏誤，所以實證上必須作共整合檢定，以確定數列會不會產生虛假迴歸。共整合的檢定

方法主要為兩種，第一種為 Engle‐Granger(1987)的兩階段分析法，第二種方法為 Johansen(1988)所提出的最大概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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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Approach)。 

Engle and Granger指出二個或二個以上單根變數之線性組合可能存在恆定情形，亦即存在長期關係，因此提出

兩階段共整合檢定法，雖然 Engle‐Granger 的兩階段分析法相當簡單，但其缺點為不管變數有幾個，只能允許一個

共整合關係，亦無法檢定共整合係數是否符合理論值，且單條方程式估計，須先區分何者為內生變數何者為外生變

數，會產生內生性問題，以及兩階段程序可能會不具效率性，因其以第一階段的殘差，在第二階段檢定共整合關係

以及建構誤差修正模型，使得在第一階段產生的估計誤差被帶到下一個階段。 

而 Johansen  最大概似檢定法係以 VAR模型為分析基礎，並同時考慮到變數間之互動關係，可修正 Engle‐Granger

兩階段共整合檢定法的缺失，Gonzalo(1994)也指出，Johansen的最大概似估計法所估得的參數估計值，具有不偏性、

效率性，分配具對稱性，故本研究以 Johansen的最大概似估計法為共整合分析方法。 

最大概似檢定法在假設誤差項為常態分配的前提下，考慮了所有可能影響變數之因素，此方法以 VAR  為出發

點，以最大概似函數找出體系中共整合向量，並利用最大概似比來同時檢定 n個變數是否存在共整合關係，並檢定

最大共整合關係之間的個數，並可驗證受限制下的共整合向量值的大小。共整合分析的步驟為：   

1.以單根檢定量確定所有變數均為I (1)。 

2.執行共整合檢定(Johansen)，確定具有共整合關係，與共整合的個數。 

3.對所有I (1)變數(水準值不是差分值)配適向量誤差修正式(VECM)，並估計之。 

4.在VECM中解釋並檢定變數的長短期關係。 

5.以LR統計量檢定共整合係數是否符合理論值(選擇性)。 

以下簡單介紹Johansen  共整合檢定的程序。N個I(1)變數可寫成下式： 

tktktttt YYYDY    111                (8) 

Tt .........21 ，，
 

長期矩陣
' ， 為所有落後項係數的線性組合，為n*r矩陣， 為調整係數，表回復均衡的速度，當

係數越大，代表變數在失衡的狀態下，往均衡水準的調整速度越快；而β是r個行向量，β也就是共整合向量， 1 tY

為誤差修正項，表示變數間的長期關係，當
' 時，即使

tY 中的所有變數皆為單根，但是經過線性組合後形成恆

定的關係， ktkt YY   11  為各變數的短期動態關係，當個體受到干擾時，各變數脫離均衡時的動態調查情

形。為了得知共整合向量的個數，將利用Π的(rank)來檢定變數間共整合向量的個數，是Johanson最大概似法中估計

與檢定的核心，共有以下三種： 

1. 若rank (Π) = 0，則Π為零矩陣，代表VAR模型中，沒有共整合的關係，意即各變數間不存在長期均衡關係，直接

以
tY 估計VAR模型。 

2. 若rank (Π) = n  ，則Π為全秩(full rank)矩陣，
tY 為一的恆定數列，直接以

tY   估計VAR模型。 

3. 若  0 < rank(Π) = r < n，存在有r個共整合向量，使得
tY 線性組合變成恆定的時間序列。 

Johansen and Juselius(1990)提出兩種不同決定共整合向量個數的檢定統計量：一為跡檢定(Trace test)，另一為最

大特性根檢定(maximum eigenvalue test)。 

1.  跡檢定 

(1)檢定之假設為： 

:0H 最大共整合階次為 r   (最多只有 r個共整合關係) 

:1H 最大共整合階次為 k   (最多只有 k 個共整合關係) 

(2)跡檢定量 

 


k

ri itrace Tr
1

]ˆ1ln[)(                          (9) 

î ：特徵根的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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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觀察值的個數     

r：共整合向量個數 

如果虛無假設
0H 為真，則 1r ，

2r ，…，
kr 都會很接近零，則跡檢定量 )(recart 會很小。 

2.最大特性根檢定 

  (1)檢定之假設為： 

:0H 最大共整合階次為 r   (最多只有 r 個共整合關係) 

:1H 最大共整合階次為 1r   (最多只有 1r 個共整合關係) 

  (2)最大特性根檢定量 

]ˆ1ln[)1( 1 rxam Trr  ，                                           (10) 

如果虛無假設
0H 為真，則

1
ˆ

r 會很接近零，最大特性根檢定量 )1( rrxam ， 會很小；反之，在對立假設成立時，此

兩種檢定量會較大。 

本文使用 Johansen(1988，1990)的最大概似估計法檢定高雄市收入與支出間是否具有共整合的現象，以避免

Engle‐Granger兩階段共整合檢定法的缺失，並提高檢定力。 

3.3  向量誤差修正模型(VECM) 

Engle and Granger的共整合理論，主要是描述時間序列變數間長期均衡關係，當存在共整合現象時，隱含這些

變數長期而言，具有往「均衡方向調整」的特性，亦即在短期時可能因為衝擊產生偏離的現象，但長期而言偏離的

序列終會回到均衡，這個造成偏離長期均衡得以逐漸縮小的機制，即所謂的誤差修正機能。若變數間存在共整合關

係，且兩個變數為一階整合的情形下，勢必存在誤差修正模型，故將共整合長期均衡關係加入 VAR 模型中，即為

向量誤差修正模型（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VECM）。因此本研究以 VECM模型代替傳統的差分模型，來描

述政府收入( tR )、支出( tE )兩變數間的長短期關係，模型如(11)、(12)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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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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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其中： E 、 R 為截距項 

E 、 R 為誤差修正項的調整係數 

1tECT 為誤差修正項（error correction term） 

p 為最適落後期數 

ib 、
ic 、

id 、
ie 為短期的動態調整 

Et 、
Rt 為白噪音 

由以上模型可以看出，變數 tE 、 tR 偏離長期之均衡部分，可由前一期之誤差修正項和前期 tE 、 tR 的變化加以解

釋。 

誤差修正模型藉由誤差修正項，將實際值與長期均衡值之間失衡狀況作調整，使得短期動態的模型能夠具有變

數間的長期訊息。由於包括了變數的差分項與誤差修正項，可以同時納入變數間的長短期資訊，如此避免了若變數

間存在共整合關係時，利用向量自我迴歸模型會造成模型設定錯誤，而漏失長期重要之訊息。 

3.4 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 

Granger(1969）提出以預測的角度來檢驗變數間的因果關係，其是以預測誤差能否被降低為判定的標準，之後

Granger因果關係就被廣泛的運用在「領先‐落後」的檢定上。 

假設 X、Y 為兩個相關的變數，當對 Y 作預測時，除了使用 Y 過去的數值外，若加入 X 過去的數值，使得對 Y

的預測得到更準確之結果，也就降低了原預測誤差，此一現象稱之為 X是Ｙ的因，表示 X領先Ｙ，即 X Granger Causes 

Ｙ。同理，若 Y過去的數值，使得對 X的預測更為準確，則 Y Granger Causes X。當上述兩種情形同時存在時，即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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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變數互相影響，則稱 X和 Y有回饋關係（Feedback）；反之，X與 Y則是互相「獨立」（independent）。 

本研究以前一節 VECM模型 (11)、(12)，來探討短期之下，收入與支出變動的因果關係，虛無假設如下： 

0...: 210  pcccH    （政府收入不會「Granger causes」政府支出） 

0...: 210  pdddH   （政府支出不會「Granger causes」政府收入） 

檢定統計量：卡方統計量 )(2   

對於以上兩項虛無假設的檢定結果，會有四種情況： 

(1)若檢定結果為顯著拒絕虛無假設 0...: 210  pcccH ，且無法拒絕另一虛無假設時，表示政府收入領先政府

支出。 

(2)若檢定結果為顯著拒絕虛無假設 0...: 210  pdddH ，且無法拒絕另一虛無假設時，表示政府支出領先政府

收入。 

(3)若同時拒絕兩項虛無假設，表示政府收入與支出互為影響，兩變數具雙向回饋關係。 

(4)若無法拒絕這兩項虛無假設，則表示變數間相互獨立，亦即政府收入不會助於政府支出的預測，反之亦然。 

 

4.  實證分析 

本章係運用蒐集之高雄市政府財政收支資料，藉由前章所敘之研究方法，採用 Eviews 統計軟體進行實證分析，

以驗證高雄市政府收入與支出二變數間是否具有長期均衡關係並討論因果關係。 

4.1  資料說明 

依我國預算法，所謂歲入是指一個會計年度之一切收入，但不包括債務之舉借及以前年度歲計賸餘之移用，而

歲出是指一個會計年度之一切支出，但不包括債務之償還。本研究所需之高雄市財政收入、支出資料，以高雄市政

府主計處編印之統計年報為基礎，取歲入及歲出兩項數據，資料期間從 1990 年至 2010 年，共計 21 年的年資料。

其中 2000 年之資料，因政府會計年度由七月制改為曆年制，故包含民國 1999 年下半年及 2000 年全年，共計一年

半之資料，所以依行政院所採基礎，將收入除以 1.4596、支出除以 1.4769，折合為一年。 

政府收入=稅課收入+補助收入+規費收入+罰款及賠償收入+財產收入+其他各項收入 

政府支出=教育科學文化支出+社會福利支出+一般政務支出+經濟發展支出+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退休撫

卹支出+債務支出+其他支出 

又我國預算法於 1998年修正，自 2000年起歲入、歲出淨額不含公債收入、賒借收入、移用以前年度歲計賸餘

及債務還本，故資料分析前，需將 1999 年前數據依現行預算法編列基準，將歲入減去公債收入、賒借收入與移用

以前年度歲計賸餘，以及歲出減去債務還本，使得歷年資料計算標準一致。 

自 2010年 12月 25日起高雄市與高雄縣合併改制為高雄市，合併後歲入歲出規模驟增，考量資料基準一致性，

本研究不採計合併後之資料。在政府財政支出行為具有持續性的影響下，研究合併前財政狀況之良窳仍關係到合併

後財政健全與否，由圖 4‐1 所示，高雄市從 1990 年起，歲入與歲出均呈逐年增加的趨勢，且收支缺口明顯擴大，

本研究即欲探討高雄市收入與支出是否具有長期穩定關係，以評估財政之永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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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高雄市歲入歲出長期趨勢圖 

資料來源：高雄市政府主計處統計年報 

4.2  單根檢定 

為探討高雄市政府收入與支出是否具有長期均衡的關係，需先對收入與支出兩變數序列資料進行單根檢定，確

定資料為非恆定序列，才接續進行共整合檢定，以瞭解收入與支出的長期均衡關係。 

本研究以 ADF單根檢定、DF‐GLS單根檢定及檢定力較高之 NP  單根檢定(
GLSMZ )三種方式，來檢定變數是否具

有單根，以確保結果之可靠性。在模型的選取上，依圖 4‐1兩變數之時間序列趨勢圖所示，變數原始值均含有截距

項且具有明顯上升的時間趨勢，故本研究單根檢定選擇包含截距項及時間趨勢項的檢定模型，在最適落後期數之選

擇，  ADF 單根檢定採用 SIC 準則設定最大階次為 4，DF‐GLS 單根檢定及 NP 單根檢定則以 MAIC 準則設定最大階次

為 4。 

檢定結果如表 4‐1所示，以 ADF、DF‐GLS及 NP單根檢定，在 5%的顯著水準下，政府收入與支出兩數列，均無

法拒絕具有單根的虛無假設，表示兩變數均為非定態的時間數列，接續可進行下一階段的共整合檢定，瞭解收入與

支出的長期均衡關係。 

表 4‐1單根檢定結果 

單根檢定 變數 
最適落

後期數 

t-值（ADF、DF-GLS）/

MZ （NP） 

1%  5%  10% 

臨界值 臨界值 臨界值 

ADF 

政府收入  0  ‐1.954740  ‐4.498307  ‐3.658446  ‐3.268973 

政府支出  0  ‐1.965799  ‐4.498307  ‐3.658446  ‐3.268973 

DF‐GLS 

政府收入  0  ‐2.141237  ‐3.770  ‐3.190  ‐2.890 

政府支出  0  ‐2.218241  ‐3.770  ‐3.190  ‐2890 

NP 
政府收入  0  ‐5.44463  ‐23.8  ‐17.3  ‐14.2 

政府支出  0  ‐6.54757  ‐23.8  ‐17.3  ‐14.2 

註: 1.＊、＊＊和＊＊＊分別代表在  10%、5%和 1%顯著水準下，拒絕 H0:存在單根之虛無假設。 

2.最適落後期數：ADF依 SIC準則選取，DF‐GLS及 NP依 MAIC準則選取。 

3.  檢定模型為具有截距項及時間趨勢項。 

4.3  共整合檢定 

經以不同之單根檢定法確認研究變數具有單根的性質後，須進行共整合檢定，透過共整合檢定可了解政府收入

與支出間是否達到長期均衡，若檢定結果存在共整合現象，表示變數之間存在線性組合關係，隱含政府收入與支出

間長期而言具有往均衡方向調整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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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 Johasen 最大概似估計法檢定變數間共整合關係，使用 Johasen 軌跡檢定法與最大特徵根檢定法進行

分析，以檢定政府收入與支出是否具有長期均衡關係。作共整合檢定時，需決定一最適落後期數以消除殘差項數列

自我相關，本研究依據參數精簡原則，採用 AIC準則取其值最小者為最適落後期數，在最大階次設定為 5情況下，

政府收入與支出最適落後期為 4，在模型設定上，選取 ECM具截距項、VAR不具截距項之檢定模型，進行共整合向

量個數的估計及檢定。 

共整合檢定之結果如表 4‐2所示，兩變數在 :0H r=0 (無共整合關係)的跡檢定(λ‐trace)  值為 28.798、最大特性根

檢定(λ‐max)  值為 25.99，統計量均大於 5%臨界值，亦即在 5%的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而在 :0H r≦1(有一個共

整合關係)  之 λ‐trace及 λ‐max值皆為 2.808，統計量均小於 5%臨界值，亦即在 5%的顯著水準下無法拒絕虛無假設，

顯示政府收入與支出間存有一個共整合向量，即兩個變數間，互相具有長期穩定的關係。 

表4‐2    Johansen  共整合檢定分析結果 

觀察變數  H0 
跡檢定  最大特性根檢定 

統計值  5%臨界值  p‐值  統計值  5%臨界值  p‐值 

政府收入與

支出 

r=0  28.79872**  20.26184 0.0026  25.99022** 15.89210  0.0010 

r≦1  2.808498  9.164546 0.6171  2.808498 9.164546  0.6171 

註: 1.**表示在5%顯著水準下拒絕H0之虛無假設。 

2. 依據AIC準則選定落後期為4期。 

4.4  向量誤差修正模型 

由共整合檢定的結果，可確認政府收入與支出間具有長期的均衡關係。為進一步了解變數間的短期與長期關

係，以下將估計一 VECM模型，藉由此模型，可明瞭短期失衡下變數間之調整。若變數前一期偏離長期均衡之調整

係數顯著，則當期變數會以特定速度回到長期均衡值。當調整係數為正時，表示變數值短期被低估，將會以特定速

度向上調整至下期；調整係數為負時，表示變數值短期被高估，將會以特定速度向下調整至下期。若調整係數不顯

著，在短期可能不會以特定速度調整至長期均衡值，惟長期下變數仍會回到長期均衡值。 

表 4‐3為政府支出(Et)與政府收入(Rt)之誤差修正模型估計結果。首先，觀察誤差修正項(ECT)的估計結果可知，

政府收入與支出的係數值為 1.240169，其 t‐值為‐72.2221，在 5%的顯著水準下，顯著異於 0；此結果顯示，政府收

入與支出的長期關係相當密切，呈現同步的關係。 

其次，當前期(t‐1)的政府支出偏離長期均衡值時，其調整係數估計值為 0.65751，修正的方向不正確，但 t‐值為

0.21483，在 5%的顯著水準下，不顯著異於 0；而當前期(t‐1)的政府收入偏離長期均衡值時，調整係數的估計值為

1.910551，調整方向正確，惟 t‐值為 0.73139，在 5%的顯著水準下，不顯著異於 0；雖然收入、支出兩變數的調整

係均不顯著，表示在短期可能不會以特定速度調整至長期均衡值，惟長期下，變數仍會回到長期均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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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政府收入(Rt)與支出(Et)之VECM  估計結果 

共整合方程式 

Et‐1  1 

Rt‐1  ‐1.240169 

[‐72.2221] 

常數項     76.50573 

             ΔE(t)      ΔR(t) 

誤差修正項  0.657571  1.910551 

[0.21483]  [ 0.73139] 

ΔEt‐1  0.591882  0.070939 

[0.25651]  [ 0.03602] 

ΔEt‐2  ‐0.561926  ‐0.558028 

[‐0.34264]  [‐0.398869] 

ΔEt‐3  1.042401  0.820911 

[ 0.69263]  [ 0.63912] 

ΔEt‐4  ‐1.646787  ‐1.168756 

(1.44115)  (1.22994) 

[‐1.14269]  [‐0.95025] 

ΔRt‐1  ‐0.248577  0.326258 

[‐0.08968]  [0.13792] 

ΔRt‐2  ‐0.043292  0.188583 

[‐0.02302]  [0.11751] 

ΔRt‐3  ‐0.870299  ‐0.619313 

[‐0.51755]  [‐0.43154] 

ΔRt‐4    2.199889  1.625829 

[1.44316]  [1.24972] 

註：[ ]  內之數值為係數估計值t  統計量，＊、＊＊和＊＊＊分別代表在  10%、5%和1%下顯著水準。 

4.5 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 

根據共整合關係檢定結果，我們發現政府收入與出間有明顯的長期均衡關係，本節採用  Granger  因果關係檢

定，繼續探討兩變數間是否具有領先落後關係(因果關係)。 

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是由預測能力的角度，藉由變數落後項係數做卡方檢定以決定變數間的因果關係，此檢

定之虛無假設為 H0：解釋變數 X 不為被解釋變數 Y 之因，當檢定結果拒絕虛無假設，表示該解釋變數為被解釋變

數之因；反之若檢定結果不顯著無法拒絕虛無假設時，則稱該解釋變數非為被解釋變數之因；若兩變數之因果關係

顯著時，表示有雙向因果關係。 

本研究因果關係檢定之虛無假設為政府支出與收入不具領先、落後關係，卡方檢定結果如表 4‐4政府收入與支

出的因果關係檢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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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表 

虛無假設(H0)  檢定值  p‐值 

政府收入不影響 

政府支出 
3.191980  0.5262 

政府支出不影響 

政府收入 
2.087600  0.7197 

註：＊、＊＊和＊＊＊分別代表在  10%、5%和1%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 

本研究以 Granger所提出之因果關係檢定法來分析政府收入與支出間短期的因果關係，由表 4‐4可看出 P值均

大於 0.05，無法拒絕虛無假設，表示不存在因果關係，即政府收入與支出間短期之因果關係並不顯著。不顯著的原

因可能是政府的建設發展有其必要性，福利支出又存有民眾期望只能增不能減，短期間政府支出自然無法全然量入

為出，舉債支應成為常態，造成二變數間短期的因果關係不顯著。 

 

5.縣市合併後財政狀況 

為因應國家發展的需要及全球化的國際經濟激烈競爭，行政院推動行政區劃整併，以提升我國城市區域的競爭

力及帶動城鄉發展，自 2010 年 12 月 25 日起，臺北縣改制為新北市，臺中縣與臺中市、臺南縣與臺南市及高雄縣

與高雄市則合併改制，加上原本臺北市，形成臺北市、新北市、臺中市、臺南市與高雄市五個直轄市的五都新時代。

五都的地方政府在面對改制後應有不一樣的經貿發展、更優質的生活品質之人民期盼下，勢必要有更雄偉的都會治

理及均衡的市政建設，而推動建設與發展當然要有財源，近年來國家整體財政困窘，中央能移轉給地方的財源有限，

財政問題是五都政府首要面對的一大考驗。 

5.1    財政相關法規修訂之影響 

財政收支劃分法與公共債務法是規範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的主要法律，分別規定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權責與範

圍，以及中央與地方的債務額度與管理。因應五都發展的情勢，公共債務法已完成修法，並自 2014 年開始施行，

而最重要的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案則尚待立法院審議，當然五都最冀望的是人口增加、幅員擴大後能獲得更多財源

之挹注，舉債空間能夠增加，以因應升格後大幅增加的財政支出。 

依財政部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草案說明，此次修正案秉持著「錢權同時下放」、「直轄市及縣(市)財源只增不

減」、「劃一直轄市與縣(市)分配基礎」、「公式入法取代比依例入法」、「強化財政努力誘因機制」、「落實財政紀律」

之原則，讓地方政府所分配的財源都會適度增加，同時也強化「財政紀律」和「財政努力」兩大方面，顯見中央在

財政同樣匱乏之現況下，希冀地方提升自我責任，落實開源節源，與中央共同承擔財政責任，一同面對財政困難之

課題，而非僅有向中央伸手要錢一途。 

另已修訂通過的公共債務法，主要是調整各級政府債限結構，將舉債計算基礎與國際接軌，並兼顧財政努力、

強制還本與資訊透明化等措施，並置入債務預警的概念，落實財政紀律。其中債限之計算基礎由原本前三年度

GNP(名目國民生產毛額)平均數的債限基礎，修正為前三年度 GDP（名目國內生產毛額）平均數，且舉債的年度流

量亦加以規範，依前三年度自籌財源決算數之正負成長率以為管制，以強化地方政府財政努力的誘因；在增加債限

同時，也增訂地方債務預警機制及債務管控，當長期債務餘額達債限 90%時，須提出債務改善計畫，且增訂了強制

還本之規定，以督促瀕臨債限之地方政府有效改善財政，發揮財政自我負責精神及落實財政紀律，因此地方政府在

大舉借款因應所需時，不可忽略到財政紀律的配套措施。 

公共債務法修正後，高雄市的舉債上限較合併前高雄縣、市舉債總額縮減，影響了舉債空間，這對高雄市目前

推動中重大建設的經費籌措必然益加艱困，但對整體財政健全而言，適度的規範舉債空間，有助強化政府的財政努

力，增加財源來減緩及適度降低債務未償餘額，以維財政穩健。又新增訂的舉債上限與舉債額度均包含自籌財源之

因素，因此高雄市應積極作為加強財政努力，並在增加舉債額度時，考量償債能力，以落實財政紀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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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合併後債務狀況 

依審計部各級政府債務負擔表資料，截至 2010 年底，縣市合併前高雄市 1 年以上未償公共債務餘額達 1,617

億元，再加上原高雄縣 1年以上未償公共債務餘額 179億元，總計合併改制後之高雄市即負擔 1千 7百多億之債務，

是五都中負債最高的直轄市(如圖 5‐1)。就前一章節實證結果，雖然原高雄市債務逐年增加，其收入支出仍存在穩

定關係，沒有失衡之現象，但負債終究是要歸還，目前高額之債務必然會增加未來還債之壓力，也會影響到高雄市

整體財政體質。 

 

圖5‐1 2010年五都1年以上未償公共債務餘額 

資料來源：財政部國庫署2010年各級政府債務負擔表 

由表 5‐1 可看出縣市合併兩年來，高雄市歲入歲出呈現鉅額差短，於 2011 年差短 138.72 億、2012 年短差短

210.79 億，需舉借債務支應；合併兩年時間，1 年以上債務餘額增加 300 多億，從合併時的 1,796 億，增至 2,102

億，距法定舉債上限僅餘 662億，若再加計未滿 1年債務 150億，共計 2,250億元，超過臺北市 2,210億元，占全

國地方政府公共債務比率達 24％(如圖 5‐2)，且市民每人平均負債達 8萬元，亦居五都之冠(如圖 5‐3)，亟待妥謀善

策，縮減財政收支缺口。隨著債務攀升，財政情況將日益嚴峻，高雄市在力圖城市發展之時，應深知良好財政是市

政建設重要之後盾，強化財政努力，採行有效開源節流措施，將錢花在刀口上，以紓緩快速膨脹之債務壓力，才不

致出現債務瀕臨法規債限之危機。 

表5‐1合併後高雄市歲入歲出與債務餘概況表(單位：億元) 

年度  歲入  歲出 
歲入歲出 

差短 
1年以上債務未

償餘額 
距法定 
舉債上限 

2011  1,128.39  1,267.11  ‐138.72  1,942.31  779.8 

2012  1,038.10  1,248.89  ‐210.79  2,102.93  662.8 

資料來源：審計部高雄市地方總決算審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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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各級政府公共債務負擔狀況 

資料來源：財政部國庫署2012年各級政府債務負擔表 

 

 

圖5‐3 2012年平均每人負擔債務（單位：萬元） 

資料來源：財政部債務訊息 

行政院所提的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案，將財政努力納入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比例計算公式，藉以提高地方開

闢財源能力。從五都歲入來源來看，如表 5‐2所示，在自籌財源部分，高雄市自有稅課收入與其他各項收入佔歲入

的比例為 31.84％及 16.26％，五都中均排列第 4，僅優於台南市，與最高的台北市相差近 10％，顯見高雄市的自籌

財源偏低；在非自籌財源部分，統籌分配稅收入與補助及協助收入佔各歲入的 21.84％及 30.06％，在五都中排列第

1 及 2，表示高雄市財政對中央的仰賴度高。自籌財源是中央統籌分配款分配辦法中評估財政能力公式之要素，宜

提高籌措地方自行財源之能力，加強財政努力，進而獲取更高統籌分配稅款來挹注財源。 

表5‐2 2012年五都歲入來源別比率                                          單位：億元 

      項目 

 

直轄市 

歲入 

自籌財源  非自籌財源 

自有稅課收入  其他各項收入  統籌分配稅收入  補助及協助收入 

金額 佔歲入％  金額 佔歲入％ 金額 佔歲入％  金額  佔歲入％

臺北市  1,610.70  682.50 ①  42.37%  265.96 ②  16.51% 337.38 ④  20.95%  324.86  ⑤  20.17%

新北市  1,346.77  515.84 ②  38.30%  265.40 ①  19.71% 250.12 ⑤  18.57%  315.40  ④  23.42%

臺中市  951.61  364.34 ③  38.29%  149.63 ⑤  15.72% 200.41 ③  21.06%  237.21  ③  24.93%

臺南市  776.17  199.09 ⑤  25.65%  126.97 ③  16.36% 165.83 ②  21.37%  284.27  ①  36.62%

高雄市  1,038.10  330.55 ④  31.84%  168.76 ④  16.26% 226.75 ①  21.84%  312.03  ②  30.06%

資料來源：審計部中華民國101年度直轄市及縣市地方決算審核結果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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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論與建議 

6.1  結論 

隨著經濟發展及社會情勢的變遷，人民對政府之施政需求與期待日益增高，加上多年來選舉政治的影響，福利

政策持續加碼，政府支出愈來愈多，在經濟不景氣稅收短少，又未能有效改善財政結構下，財政缺口便逐漸擴大。

近年高雄市的建設有著令人矚目的亮眼成果，但逐年增高的債務卻也同樣引人關注，尤其金融風暴引發經濟衰退以

及歐債危機的政府倒債風波，更讓人擔憂高雄市的財政作為。本研究主要探討高雄市收入與支出是否存在長期穩定

關係，研究樣本採用高雄市政府 1990 年至 2010 年，共計 21 年的歲入、歲出資料，以共整合的計量方法，實證兩

變數間的長期關係，並以 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探討其因果關係。   

由第四章實證分析結果，在單根檢定部份，以 ADF、DF‐GLS及 NP三種單根檢定法，確認高雄市收入與支出均

為非定態之序列，符合共整合檢定的前提條件，之後透過 Johansen 最大概似估計法之共整合分析，由跡檢定與最

大特性根檢定的結果顯示，收入與支出間具有一個共整合關係，表示高雄市收入與支出間長期而言處於均衡關係，

隱含在財政支出尚可獲得收入支撐。再以 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來分析，檢定結果顯示短期間收入與支出間之因果

關係並不顯著。 

在縣市合併後，高雄市除原本之債務外，尚需承接原高雄縣之債務，合併兩年來，高雄市 1年以上債務餘額增

加 300 多億，較合併時增加 17％，凸顯高雄市財政經營的風險；雖然本研究實證分析結果，顯示收入與支出間長

期而言處於均衡關係，隱含財政支出尚可獲得收入支撐，惟債務終究是要歸還，且高額負債伴隨著高負擔的利息，

不利於財源之分配，倘若利率上升，債務利息將更可觀，原本吃緊的財政將益加沉重，影響整體財政之健全性。故

面對債務持續攀升之情況，應有未雨綢繆之警覺，妥謀減債對策，以免財政惡化，步入美國底特律市政府破產之後

塵。 

6.2  對政府政策之建議 

高雄市自籌財源佔歲出之比例不高，多仰賴中央補助款挹注施政財源，財政缺口則由舉借債務來支應，面對高

額之債務，應加強財政努力，致力於開源及節流，縮減收支差絀，以及審慎規劃舉債政策，有效管理債務的存流量，

以免債留子孫。 

在開源部分，合併後之高雄市，除了持續推動本地之建設，發展地方特色外，可用宏觀之角度，進行跨區域合

作，運用高雄市海港地理優勢，結合鄰近縣市資源，帶動整體區域繁榮，吸引產業進駐及人口移入，進而增加稅收。

在節流部分，支出面應力求撙節，控制支出規模及檢討支出結構，對於預算編列要更謹慎思考，當花才花，當省則

省。 

適度以舉債支應建設所需，是政府必要之作為，但應有「借錢容易，還錢難」之體認，嚴審借款是否真的是人

民所需，將有限的財源，投入能帶來稅收之建設；在增加舉債時，亦應考量償債能力，發揮財政自我負責精神及落

實財政紀律，以免債務餘額瀕臨公共債務法強制還本之債限，陷入無法舉債之窘境。 

6.3  對後續研究者之建議 

高雄市與高雄縣合併升格可視為財政結構性變動，應使用有結構性改變下的共整合檢定方法，來分析收入與支

出的長期關係，惟該研究技術困難超出本研究範圍，建議後續學者加入結構性改變之因素，檢驗高雄市財政收入與

支出是否依然具有長期均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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