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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开放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相伴随的
是我国大陆地区之间的差距也随之扩大。
本书研究了1982年以来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和影响机制。
本书要回答的三个主要问题是：（1）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是要素投入还是全要
素生产率？
（2）影响这个决定性因素的机制是什么？
（3）我国地区差距的动态收敛趋势是怎样的？
第一个问题为政策制定提出方向，第二、三个问题是对第一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为制定合适的具体
政策提供依据。
　　本书第一部分（第3章、第4章）研究了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决定性因素，第二部分（第5章、第6
章）研究了人力资本和贸易开放度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第三部分（第7章、第8章、第9章）研究
了我国地区差距的动态收敛趋势。
　　在文献综述之后，本书第3章利用水平分解和方差分解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与省区收入差距的关
系，发现地区收入差距是由全要素生产率而不是由投入要素在起主导性作用。
动态面板广义矩（Dynamic Panel Data GMM）（一阶差分）估计量显示全要素生产率与收入的收敛模
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速度明显高于收入的收敛速度。
第4章讨论了增长核算中对总量生产函数的资本产出比和资本劳动比两种分解方法，不同的分解方法
会得出不同的核算结果。
分析表明，资本产出比分解不需要稳态假定，能够适用于中国。
资本产出比分解方法相对于资本劳动比具有两个方面的优势：（1）核算的无偏性；（2）更具直观性
的经济含义和政策启示。
而且，它不仅适用于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同样还适用于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和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
。
因此，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全要素生产率是地区经济差距的决定性因素。
　　为了回答第二个问题，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本书分析了两个方面的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
的影响：人力资本构成和国际贸易。
这里将平均人力资本分解为高等教育程度人力资本部分、中等教育程度人力资本部分和小学教育程度
人力资本部分这三个构成部分，实证结果表明不同人力资本构成部分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不同的
作用，高等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促进作用。
在分析国际贸易的影响机制时，本书用引力模型构造了各地区贸易开放度的工具变量，结果显示国际
贸易对我国地区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国际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
　　对于我国地区差距的动态收敛趋势，本书第7章将各地区经济总量进行细分，从六个部门的角度
详细探讨了地区经济增长和差距的部门性来源，发现工业和其他第三产业贡献了地区生产率增长的主
要部分，同时也贡献了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部分。
研究还表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显著发散并不意味着每个部门都是发散的。
第8章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地区经济的长期收敛性，发现长期以来我国地区经济总体上只
有较弱的收敛性。
进一步比较1952～1977年和1978～2004年两个时间段，发现改革开放以来，除了东部地区收敛趋势增强
以外，全国总体、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收敛力度即缩小地区差距的动力都在不同程度地减弱。
第9章采用时间序列方法分析了地区经济的绝对收敛性，发现我国省区中存在两种可能的收敛俱乐部
，一个是向上海绝对收敛的俱乐部，一个是向全国平均值绝对收敛的俱乐部。
分析显示，产业结构差异和国际贸易对收敛俱乐部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本书的主要结论是，全要素生产率是地区经济差距的决定性因素，地区之间人力资本构成和国际
贸易的差异是影响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重要因素。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

如果按照传统的东、中、西部地区划分，三大地区内部省区之间的收敛性的强弱程度依次是东部地区
强于中部地区强于西部地区。
如果打破三大地区界限，我们可以发现两个跨地区的收敛俱乐部，上海收敛俱乐部、全国平均值收敛
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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