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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78年以来，我国的经济转型与社会变迁在国际社会的观望和争议中一路高歌猛进。
2008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约300670亿元，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
但是，伴随着总量增长，各种结构性矛盾也日益突出，如一、二、三次产业比例不合理，城乡之间、
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投资、消费关系不协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资源环境的承载
能力下降，国际收支不平衡矛盾加剧等，对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形成较大制约。
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遇到过，但因此
将它们视为经济增长中的常态特征显然并不合理。
相反，这种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结构性矛盾，恰恰是对我国经济增长路径和增长模式的重大
挑战。
因此，进一步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解决各种结构性矛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效率在
更高层次上释放，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结构性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
注。
近年来，我先后主持多个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探究我国
经济如何在有效解决上述结构性问题的基础上保持较快增长，研究成果受到较大关注并产生明显的社
会影响。
在这些项目的研究过程中，我个人最深切的感受是，我国是一个转型经济体，研究我国经济问题的关
键，在于如何将经济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选取适当的视角分析解释各种经济现象，进而正
确地理解和把握结构性问题的成因和机理，有针对性地提出推进我国经济科学发展的建议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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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现代经济学最新研究成果，致力于从理论上解释我国地区差距形成、发展与变化机理，力图
为我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建议。
作者在运用收敛性实证分析工具详细分析我国地区收敛性阶段性动态特征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我国
双重转型阶段地区收敛性分析框架，据此深入分析我国地区差距的形成与发展机理，对我国地区差距
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并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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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收敛性分析的理论基础与实证方法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有这样的一句名言：“
一个经济学家只要开始思考这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就再也不会思
考其他问题”。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除了探讨各国经济为什么增长、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这一类基础理论问题外，也
相当关注为什么一些国家富有而同时另一些国家贫困这样的现实问题。
正是由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导致了收敛性研究在20世纪最后的10多年中，与内生增长理论一样得到
了非常迅猛的发展。
　　第一节 收敛性分析的理论基础　　收敛性分析研究的是国家间或地区间的人均指标水平是否能趋
于收敛？
如果不能收敛，影响的因素有哪些？
要从根本上理解这些问题，就必须从经济增长理论中寻找答案。
　　一、经济增长理论概述　　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机制与源泉，对这一问题的探
讨至少可以追溯到斯密、里卡多、马克思、马尔萨斯等古典经济学家以及扬格、熊彼特等学者，他们
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劳动分工、要素报酬递减、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的相互关系、新产品
及新生产方式的创新机制等，在各种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中均有体现。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大萧条引起了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稳定性的质疑，通过将凯恩斯
的思想整合到经济增长模型之中，哈罗德（Harrod，1939）和多马（Domer，1946）运用要素投入之
间缺乏替代弹性的生产函数，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
然而，尽管他们的文章在当时引发了大量的研究，但其方法在后来的研究中很少被运用。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真正起点是拉姆齐（Ramsey，1928）的经典论文，在这篇文章中，拉姆齐提出了
家庭跨期最优化的动态均衡分析方法，这一分析方法几乎在所有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中得到运用。
　　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
索洛（Solow，1956）和斯旺（Swan，1956）通过一个可以加总的、具有常规模报酬、每一要素边际报
酬递减和正的、具有平滑替代弹性的新古典型生产函数，在假定经济具有不变储蓄率的前提下，构造
了一个简单却又十分精致的分析框架，阐述经济增长的机制与过程，形成了新古典增长理论最基本的
分析框架。
在早期的索洛一斯旺模型中，经济增长表现为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又由投资的收益率所决定。
在规模收益不变的条件下，人均收入及其增长唯一地取决于资本劳动比率及其增长。
由于投资的收益率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收益率，而后者同样唯一地取决于资本劳动比率，在要素边际收
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将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而不断下降。
当资本的边际收益率趋近于零或低于某一贴现值时，资本积累的速度将不会超过劳动力投入的增长速
度，资本劳动比率趋于稳定，人均收入趋于某一固定水平。
早期的索洛-斯旺模型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提出了总量生产函数的概念并解决了哈罗德-多马模型的“
刀锋”状增长路径问题，但模型本身与现实相距较远，如果抛开外生不变储蓄率这个与经验事实难以
吻合的假定，早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关于长期增长的悲观结论，也无法与观察到的人均收入超过一个
世纪的持续正的增长率且增长率并没有明显下降的经验事实相一致。
　　卡斯（Cass，1965）和库普曼斯（Koopmans，1965）将拉姆齐的跨期动态最优化分析方法引入新
古典增长模型，解决了储蓄率内生决定问题，并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微观基础。
为避免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式悲观结论的出黼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通过假定存在一个外生技术进步，使
增长模型产生一个长期的正的人均收入增长率，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模型能够与增长事实相吻合。
但显而易见的是，模型仍然存在着重大缺陷，因为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完全取决于一个模型外的外生
因素，模型解释了一切但无法解释长期增长。
　　正是因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上述缺陷，经济学家寻求各种方法解决技术进步的内生决定问题，这
也推动了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另一个高潮，形成了内生增长理论。
早期的内生增长模型，如罗默（1986）、卢卡斯（Lucas，1988）、里贝罗（Rebelo，1991）是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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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罗（Arrow，1962）、谢辛斯基（Sheshinski，1967）和宇泽（Uzawa，1965）工作的基础之上的，并
没有真正将技术进步引人增长模型。
在这些模型中，因为广义的资本品（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其边际报酬并不必
然递减，因而增长是不确定的。
同时，生产过程中的知识溢出和人力资本正的外部性，有助于减缓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边际报酬不断
下降的趋势。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经济学家抛弃了完全竞争的假设，开始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考察经济
增长。
罗默（1990）、阿洪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1992）、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等将不完全竞争与研发活动（R&D）纳入到经济增长框架中进行研究。
在这些模型中，技术进步来自于有目的的R&D活动，这种活动以事后垄断权力的形式作为回报。
假设知识是无止尽的，那么通过这一机制就可以使经济保持一个正的长期增长率。
但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假定，创新活动的数量并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因而长期增长依赖于政府的政策，
如税收、法律与秩序、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知识产权的保护、国际贸易规制、金融市场的发展等。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直到最近，这一研究思路一直保持活跃，比如，对增长的规模效应的研究（琼斯
，1999），分析技术进步是劳动增强型还是资本增强型（Acemoglu，2000），以及对增长过程中竞争
作用的评价等（Aghion et al，2002）。
　　二、增长理论的收敛性涵义　　由于内生增长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古典增长理论所无法容纳的经
济长期增长的机制，因而哪种理论更接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卡尔多（Kaldor，1963）罗列了六条他认为代表了经济增长过程的典型事实：（1）人均产出持续增长
，且其增长率并不趋于下降。
（2）人均物质资本持续增长。
（3）资本回报率近乎稳定。
（4）物质资本一产出比近乎稳定。
（5）劳动和物质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近乎稳定。
（6）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在各国之间差异巨大。
第（6）条典型事实与跨国数据相当吻合，同时第（1）、（2）、（3）、（4）、（5）条典型事实也
与当前发达国家的长期数据相一致。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投资没有任何外部性，资本的边际报酬是递减的，因而在资本边际报酬递
减规律的作用下，单位资本存量增加而导致的产出增加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将趋于减小，进而导致经
济的投资意愿和产出增长速度下降。
因此，不论其他条件有什么样的差异，经济增长最终会趋于稳态。
早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假定不同经济具有同样的结构参数和外生技术进步速度，因而这一理论预言不
同经济的人均收入水平最终将会收敛，人均资本较低的经济将在人均指标上趋于更快增长，并且这种
趋势的存在不依赖于任何其他条件。
所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似乎能较好地解释卡尔多典型事实的前5条，但对于第（6）条典型事实，至少
是早期新古典增长模型无法做出圆满的回答，因为对比卡尔多第（6）条典型事实，不依赖于任何条
件的绝对收敛预言并不符合经验观察到的跨国人均收入差异持久存在的现实。
　　为了使理论与数据相统一，一些持新古典观点的增长经济学家从不同经济稳态结构参数存在差异
出发，认为新古典增长模型在更为准确的意义上是预言条件收敛，即不同经济只有具有相同的稳态值
，收敛才会发生。
在假定不同经济系统稳态结构参数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一个经济距离其稳态位置越远，相对其稳态劳
均资本更低的劳均资本水平才具有更高的回报率和增长率，人均指标的增长才能更快（巴罗、萨拉伊
马丁，1995）。
在一个最基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导致稳态位置差异的参数包括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生产函数的
特征（巴罗、萨拉伊马丁，1995）；在一个扩展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导致稳态位置差异的参数还包
括人力资本积累率（MRW，1992）；而在实证中，各种制度政策变量也是影响稳态指标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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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罗，1997）。
因此，在假定稳态结构参数存在较大差异的条件下，经济学家通过扩展新古典增长模型导出条件收敛
假说，解释了不同经济人均收入差距扩大的增长发散现象，从而使新古典增长理论与卡尔多增长的典
型事实统一起来。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同的是，内生增长模型突破了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束缚，在不变报酬甚至是
递增报酬的框架下解释经济增长。
通过引人各种阻碍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因素，这一理论体系将从微观层次可以广泛观察到的影响经济
增长的因素纳入到总量增长模型中，使得对经济增长机制的揭示更加深入，政策含义更加丰富。
但是，由于突破了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束缚，这一理论体系关于经济收敛性最初的预言与早期新古典
增长模型正好相反，即不同经济人均收入的广泛差异是持久的，甚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扩大。
显然，内生增长理论相比新古典增长理论更符合卡尔多的六条经济增长典型事实，从而使得这一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得到迅速发展。
但是，与新古典增长理论最初难以解释广泛持久的跨国人均收人差异一样，内生增长理论不但难以解
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同时也难以解释经济史中“增长奇迹”事实的出现。
比如，像东亚新兴经济体与中国在最近的几十年其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的位置迅速提高这样的事实。
因此，一些研究者将技术扩散的机理引入内生增长模型中，说明通过学习和模仿领先者的技术，落后
经济可以分享技术领先者技术进步的好处，进而实现技术赶超（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1；巴罗和
萨拉伊马丁，1997）。
这一类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如果模仿比发明更加便宜，那么一个经济距离世界前沿技术越远，并且具
有相应的学习吸收能力，其技术赶超速度就越快。
因此，考虑技术扩散的内生增长模型也有着类似于新古典增长模型条件收敛的内涵，内生增长理论在
一定条件下也能解释不同经济人均收入水平趋于收敛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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