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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大庆之年。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经济增长发展的成
就令世人瞩目。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持续增长，经济增长发
展的问题不断出现。
探索和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发展的内在机制，把握未来经济增长的方向，已成为决策者和学者关注的热
门话题。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经历了和经历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变迁。
这为经济学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经济科学实验场。
中国在经济增长发展过程中遇到许多新问题，也不断产生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这为包括经济增长理论
在内的经济理论与方法创新提供了大量的现实例证。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作为国内经济增长教学和科研的中坚力量，一直努力探索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并服务
于全国和地方的经济增长。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岭南学院注重教学科研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国际化特色鲜明，可谓逢“天时”
；珠三角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岭南学院依托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环境，近距离地观察研究
，为珠三角建设国际化都市群提供智力支持，可谓占“地利”。
岭南学院在探索中国经济增长问题上具有“天时”、“地利”，必将有所作为。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中国省区经济增长》丛书是中山大学“985工程”产业与区域发展研究哲
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产业经济与区域发展研究”的部分成果。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探索经济增长的源泉和经济差距的成因，已经发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
术进步以及技术扩散等一个长长的相关因素清单。
如果说，这些因素与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绩效密切相关，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这些因素的高低呢？
更确切地说，设计什么样的激励，经济活动主体才会自发地积累资本，投资于人力资本和研发，从而
把“蛋糕”做大呢？
到目前为止，有关经济增长的文献并没有为此提供明确的、具有共识性的答案。
中国的经济增长实践，无疑是回答上述问题的最佳案例。
《中国省区经济增长》丛书不奢求能够完全回答上述问题，旨在较系统地梳理中国经济增长故事，为
回答上述问题提供有益的线索，同时力争提供部分有益的探索成果。
　　才国伟的《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决定因素分析》主要是定量分析中国省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1978年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区域差距不断拉大。
是什么原因带来了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差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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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众多文献集中分析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却忽视了一点：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国际
贸易的发展极不平衡，经济规模越大的地区，国际贸易所占份额越大。
本书解释两方面问题：第一，国际贸易是否促进了省区生产率和经济增长？
第二，贸易开放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是否不同？
    本书采用29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引入贸易引力模型、外部性模型和R&D溢出模型，运用面板协整分
析、一阶差分GMM估计和DEA法，解决面板数据的内生性问题，从要素流动、产业集聚、国际技术
扩散三个途径定量识别国际对地区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并分析省区贸易模式对经济发展
的影响程度。
最后以先行一步的广东省为分析案例，阐述其对外开放历程、制度变迁与渐进式改革，并提出了国际
贸易促进省区经济增长的相关政策建议。
    本书对于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综述和实证分析研究，以及制定和调整对外开放相关政策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本书可作为高校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参考书，关心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国家机关人员、学
者和读者朋友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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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流人，促进了贸易发展以及经济增
长。
从1993年开始我国一直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外直接投资（FDI）流人国，2008年FDI流入额达
到924亿美元，比1983年增长了145倍。
与此同时，FDI的流人促进了中国贸易总额的增长，从1979年的292亿美元增长至2008年的25616亿美元
，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5％，贸易开放度从11％上升至60％，提高了49个百分点。
FDI的大量流入和贸易开放度的急剧增长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在此期间中国经济保持持续
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79年的3898亿元上升至2008年的300670亿元①，年平均增长率
为9.8％。
　　FDI的流入和贸易总额的持续增长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加快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步伐，
改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速度不断加快的今天，FDI和国际贸易对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得更加显著
（Borensztein，eta1，1998；李小平和朱钟棣，2004）。
本书主要研究FDI、国际贸易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揭示中国省区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②。
就省区来看，各省区国际贸易的发展极不平衡，各地区的贸易开放程度相差较大。
一般而言，经济规模越高的地区，国际贸易规模越大，广东作为全国经济规模第一大省，经济规模占
全国比重达到1／9，而国际贸易所占比重则超过30％。
全国对外贸易额排在前五位的省（直辖市）分别是广东、江苏、上海、北京和浙江，它们均是中国经
济增长速度最快、最具活力的省（直辖市）。
图1.1和图1.2显示了2007年各省区的GDP和国际贸易趋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国际贸易和省区GDP之间
存在对应的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国际贸易的增加，省区GDP的整体趋势也在增加。
本书研究的出发点是国际贸易对中国各省区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影响机制，就此提出四个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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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在内生经济增长和新贸易理论框架内，引入贸易引力模型、Lucas新增长模型、产业集聚的外
部性模型和国际R&D溢出回归模型，运用DEA法、一阶差分GMM估计、最新面板协整分析和因果检
验，提出了三个问题：①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各省区是否存在ELG假说？
②国际贸易与省区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
③国际贸易对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是什么？
本书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回答和解释，实现对现有文献的补充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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