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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与地区经济增长差距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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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不断扩大引起了各方面的普遍关注。本文运用 Shorrock 的分解

方法分析对外贸易对中国日益扩大的省际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 ,发现 1978 - 2005 年对外贸易对省际经济增长差距

拉大的贡献率为 33. 77 %。接下来 ,本文将对外贸易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机制归纳为乘数机制、技术扩散机制、

集聚机制和竞争机制。最后 ,本文指出缩小各地区对外贸易发展水平上的差异有利于平衡地区经济增长差距 ,促进

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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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 ,经济总量从 1978 年的 3 62411 亿元增长

到 2005 年的 182 321 亿元 ,年均增长率超过 10 % ,

至 2005 年经济总量世界排名升至第 5 位。然而伴

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快速增长的却是各地区极度的不

均衡发展 ,据沈坤荣、马俊的分析 ,按可比价格计算 ,

中国的人均 GDP 标准差从 1978 年的 330 上升到了

1999 年的 1 171。2005 年 ,前五位省市 GDP 之和占

全国 GDP 总量的 42107 % ,同年排名第一的上海市

人均 GDP 是排名最后一位的贵州省的 101 19 倍。

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不断扩大 ,引起了中国政府

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成为最近几年的热门话题之

一。

杨开忠、魏后凯、林毅夫、蔡 　、胡永泰、Raiser、

Démurger 等国内外学者分别应用不同的方法对中

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形成原因、内在机理等进

行了深入探讨。如杨开忠运用变差系数指标考察了

1952 —1990 年间中国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 ,认为由

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战略决定的地区投资分配是地区

经济增长差距的主要决定力量[1 ] 。Young 则认为

地区性保护政策是地区经济差距加大的关键 ,因为

市场保护会使经济的发展偏离本地的比较优势[2 ] 。

魏后凯运用改进的 Kmenta 模型对中国 1985 —1999

年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分析的结论认为东

部发达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之间 GDP 增长率的差

异大约有 90 %是由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引起的[3 ] 。

Lee、Dayal - Gulati、Husain、张兆杰等持类似观点 ,

认为 FDI 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但同时也加剧了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

Démurger 等强调单纯的地理因素 (主要指纯地理条

件和交通运输条件)和优惠政策 (构造了优惠政策指

数)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 ,发现地理和政策因

素对 1979 年后地区增长的差异有显著影响[4 ] 。

Kanbur & Zhang 的实证分析表明重工业优先发展

的政策对于改革开放前的地区差距有显著影响 ,而

财政分权政策和沿海偏向的开放政策对改革开放之

后的地区差距的形成有决定作用[5 ] 。郭庆旺、贾俊

雪利用趋同核算框架 ,将附加人力资本的索洛增长

模型沿稳定状态对数线性化展开 ,对 1978 —2004 年

各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认为劳动力投入、

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中央财政支出是引发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增大的主要因素[6 ] 。此外 ,蔡 　、

都阳 ,韩延春 ,胡鞍钢、熊义志 ,林毅夫、刘明兴等分

别强调了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知识因素、技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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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等对中国地区差距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中国经济逐步融入

全球经济体系之中 ,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就是其表

现之一。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 ,中国总体对外贸

易量年均增长率接近 20 %。那么快速增长的对外

贸易与不断扩大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之间是否存在

联系 ,又是如何联系的 ? 目前 ,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

尚不多见。本文将利用 1978 —2005 年度中国各省

份经济①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对外贸易对中国省际

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 ,并探讨其发生作用的机制。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引出实证分

析中需要使用的模型和数据 ,第三部分使用 Shor2
rock 的分解方法分析对外贸易对中国日益扩大的

省际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 ,第四部分讨论对外贸易

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机制 ,最后一部分是简短

的结论。

2 　计量模型及方法

为了便于分析 ,本文假定各省市的生产函数相

同 ,均为柯布 - 道格拉斯型 ,即有 :

GD P it = A it ·K
α
it ·L

β
it (1)

根据 Kendrick、Mankiw ,Rome 和 Weil 等的研

究 ,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物质

资本。因此 ,本文将资本积累进一步区分为物质资

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7 ] ,得到 :

注 : ①为了行文方便 ,将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在文中统一简称为省。

GD P it = A it ·K
α
it ·H

γ
it ·L

β
it (2)

其中 , GD P it 为地区 i 在时期 t 的国内生产总值 ,

Kit 为物质资本存量 , H it 为人力资本 , L it 表示劳动

力。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框架下 ,常数项 A it , 即“索

洛剩余”,被视为包含了技术进步等其他因素在内的

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借鉴 Levin & Raut 的思想 ,认

为对外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为“对外贸易 ———

技术进步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经济增长”。

于是有 :

A it = B it ·(1 +ηE it ) (3)

其中 , Eit 表示对外贸易量占 GD P 的比重。式

(3) 的含义在于 : t 时期 i 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 A it ,

是由对外贸易量占 GD P 的比重内生决定的。η即为

对外贸易量占 GD P 比重的弹性系数。将式 (3) 带入

式 (2) ,得到 :

GD P it = B it ·(1 +ηE it ) ·K
α
it ·H

γ
it ·L

β
it (4)

由于各省市的规模并不相等 ,采用 GD P 总量来

衡量地区差距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本文采用劳均数

据来衡量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 ,即对式 (4) 两边同

时除以 L ,得到 :

GD P it

L it
= B it ·(1 +ηE it ) ·(

Kit

L it
)α·(

H it

L it
)γ·L

θ
it

(5)

其中 ,θ=α+β+γ - 1。

对上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 :

γng it =λnB it +λn (1 +ηE it ) +α·λnk it +γ·λnh it

+θ·λnL it (6)

其中 ,小写字母表示劳均形式 ,即 git 表示劳均

GD P , kit 表示劳均资本存量 , hit 表示劳均人力资本。

由于当 Y 较小时 ,λn (1 + Y) ≈ Y ,于是对式 (6) 中的

第二项做近似估计 ,得到 :

λng it =λnB it +ηE it +α·λnk it +γ·λnh it +θ·

λnL it +ε (7)

式 (7)即为本文最终的回归分析模型 ,其中ε表

示误差项。

根据 Shorrock 的分析 ,式 (7) 中劳均 GD P 对

数 ,λng it 的方差可以分解为 :

σ2 (λng it ) = cov (λng it ,ηE it ) + cov (λn g it ,αλnk it )

+ cov (λng it ,γλnh it ) + cov (λng it ,θλnL it ) +

cov (λn g it ,ε)

= ηcov (λng it , Eit ) + αcov (λn g it ,λnk it ) +

γcov (λng it ,λnh it ) +θcov (λng it ,λnL it ) +σ2 (ε) (8)

其中 ,σ2 (λng it ) 表示劳均 GD P 对数的方差 ,

cov (λn g it , ·) 则表示劳均 GD P 对数与其他变量的

协方差。如上所述 ,σ2 (λng it ) 是劳均 GD P 对数化后

的方差 ,是一个标准的衡量差距的指标。Shorrock

认为 ,等式右边的协方差形式可以视为各组成要素

对整体差距的影响程度。式 (8)的含义在于 ,整体的

经济增长差距可以分解为对外贸易、资本存量、人力

资本、劳动投入等组成要素对整体差距的影响[8 ] 。

3 　数据和实证

本文接下来先根据式 (7)对 1978 —2005 年间各

省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然后根据式 (8)分解各

组成要素对整体经济差距的影响。

311 　数据来源

g为劳均 GD P ,用各省支出法 GD P与劳动力的

比值表示 ,1978 —1998 年数据来自《新中国 50 年统

计资料汇编》,1999 —2005 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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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2000 —2006 年版) 。

E为对外贸易量占 GD P 的比重 ,本文用各省出

口占 GD P 的比重来衡量。

h 为劳均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 本文遵循

Mankiw、Rome & Weil 以及 de la Fuente 的做法 ,采

用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与劳动力的比值来衡量。

L 为各省劳动力投入量 ,用各省年末就业总人

数表示。

k 为劳均资本存量 , 用各省资本存量与劳动力

的比值表示。《中国统计年鉴》只有各年度资本投入

的数据 ,并没有各省资本存量的现成数据。本文参照

张军、吴桂英、张吉鹏的研究 ,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

出 1978 —2005 年度各省资本存量数据[9 ] 。

312 　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利用 1978 —2005 年度 30 ①个省份的

面板数据估计式 (7)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1。
表 1 　劳均 GDP生产函数的估计( 1978 - 2005)

解释变量 系数 t 检验值 p 值

常数项 11276 7 71904 8 01000 0

出口依存度 ( E) 01329 1 111385 2 01000 0

劳均资本存量 (k) 01779 9 1681464 3 01000 0

劳均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h) 01111 5 161477 0 01000 0

劳动力投入 (L) 01081 6 81231 0 01000 0

R2 01979 4

F 检验值 190 443 01000 0

DW 检验 21012 2

注 : ①由于重庆市设立较晚 ,出于统计口径一致性的考虑 ,本文仍将其并入四川省计算。

　　表 1 显示 ,所有的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

且方程的可决系数较高 , F 检验值和 DW 检验值都

在合理水平 ,表明方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出口

依存度 ( E) 、劳均资本存量 ( k) 、劳均人力资本投资

水平 (h)和劳动力投入 (L) 的系数全部为正 ,且都在

1 %水平显著 ,说明出口、物资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

资和劳动力投入对各省的经济增长均发挥了积极的

促进作用 ,这与理论和现实都是相符合的。

接下来 ,本文根据劳均生产函数的估计系数 ,应

用式 (8)分解劳动力投入 (L) 、劳均人力资本投资水

平 (h) 、出口依存度 ( E) 、劳均资本存量 (k) 等组成要

素对整体省际经济增长差距的贡献程度 ,分析结果

如表 2 所示。

表 2 　各组成要素对省际经济增长差距变动的贡献率分解( 1978 - 2005)

年度 总体差距 劳动力投入 (L)
劳均人力资

本投资水平 (h)

出口依存

度 ( E)

劳均资本存

量 (k)
其他因素

1978 01248 0
- 01011 4

( - 4161 %)

01027 4

(11105 %)

01005 1

(2104 %)

01162 6

(65157 %)

01064 3

(25195 %)

1979 01223 4
- 01008 6

( - 3184 %)

01026 9

(12103 %)

01006 1

(2173 %)

01147 4

(65196 %)

01051 6

(23112 %)

1980 01224 2
- 01008 8

( - 3193 %)

01026 2

(11170 %)

01006 9

(3107 %)

01166 0

(74104 %)

01033 9

(15112 %)

1981 01199 3
- 01008 3

( - 4119 %)

01025 9

(13100 %)

01006 8

(3141 %)

01147 0

(73175 %)

01027 9

(14102 %)

1982 01187 0
- 01007 8

( - 4116 %)

01024 8

(13125 %)

01006 5

(3150 %)

01141 5

(75169 %)

01021 9

(11172 %)

1983 01190 8
- 01007 8

( - 4111 %)

01025 3

(13128 %)

01006 0

(3113 %)

01146 5

(76177 %)

01020 9

(10193 %)

1984 01191 2
- 01008 2

( - 4131 %)

01025 1

(13113 %)

01006 2

(3126 %)

01157 9

(82156 %)

01010 3

(5136 %)

1985 01189 8
- 01008 7

( - 4161 %)

01024 9

(13114 %)

01006 2

(3128 %)

01178 7

(94114 %)

- 01011 3

( - 51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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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总体差距 劳动力投入 (L)
劳均人力资

本投资水平 (h)

出口依存

度 ( E)

劳均资本存

量 (k)
其他因素

1986 01189 3
- 01007 9

( - 4119 %)

01025 0

(13118 %)

01006 4

(3137 %)

01180 8

(95150 %)

- 01014 9

( - 7186 %)

1987 01189 9
- 01006 7

( - 3152 %)

01025 2

(13129 %)

01007 6

(3198 %)

01180 4

(95101 %)

- 01016 6

( - 8176 %)

1988 01192 5
- 01006 7

( - 3150 %)

01025 7

(13135 %)

01007 5

(3191 %)

01188 3

(97181 %)

- 01022 3

( - 11158 %)

1989 01188 7
- 01006 4

( - 3142 %)

01025 0

(13128 %)

01008 0

(4122 %)

01185 5

(98132 %)

- 01023 4

( - 12140 %)

1990 01179 4
- 01007 5

( - 4120 %)

01024 2

(13148 %)

01010 3

(5174 %)

01181 1

(98192 %)

- 01028 6

( - 15194 %)

1991 01195 3
- 01007 1

( - 3165 %)

01025 0

(12178 %)

01011 0

(5164 %)

01178 2

(91127 %)

- 01011 8

( - 6104 %)

1992 01212 5
- 01006 6

( - 3111 %)

01024 7

(11164 %)

01013 2

(6120 %)

01193 7

(91112 %)

- 01012 4

( - 5185 %)

1993 01241 4
- 01004 9

( - 2102 %)

01025 1

(10141 %)

01011 9

(4194 %)

01223 3

(92149 %)

- 01014 1

( - 5182 %)

1994 01254 8
- 01003 3

( - 1131 %)

01025 1

(9184 %)

01018 9

(7143 %)

01243 2

(95145 %)

- 01029 1

( - 11141 %)

1995 01269 4
- 01004 6

( - 1171 %)

01027 0

(10104 %)

01019 6

(7129 %)

01250 0

(92181 %)

- 01022 7

( - 8143 %)

1996 01261 3
- 01002 4

( - 0193 %)

01026 6

(10120 %)

01016 8

(6143 %)

01236 2

(90139 %)

- 01015 9

( - 6109 %)

1997 01273 7
- 01003 2

( - 1116 %)

01027 9

(10118 %)

01017 8

(6152 %)

01240 4

(87182 %)

- 01009 2

( - 3135 %)

1998 01303 4
- 01006 0

( - 1199 %)

01031 5

(10139 %)

01017 7

(5182 %)

01256 6

(84157 %)

01003 7

(1121 %)

1999 01316 3
- 01007 2

( - 2126 %)

01031 6

(9199 %)

01018 4

(5182 %)

01256 2

(80198 %)

01017 3

(5147 %)

2000 01344 0
01008 1

( - 2134 %)

01032 4

(9142 %)

01021 3

(6119 %)

01269 6

(78136 %)

01028 8

(8137 %)

2001 01341 7
- 01008 3

( - 2144 %)

01031 6

(9125 %)

01020 7

(6104 %)

01262 5

(76183 %)

01035 3

(10132 %)

2002 01325 9
- 01007 5

( - 2130 %)

01028 7

(8180 %)

01022 9

(7103 %)

01243 7

(74178 %)

01038 1

(11170 %)

2003 01327 8
- 01007 2

( - 2118 %)

01027 0

(8124 %)

01026 8

(8116 %)

01243 4

(74126 %)

01037 8

(11152 %)

2004 01318 2
- 01005 6

( - 1175 %)

01025 9

(8112 %)

01030 7

(9166 %)

01236 3

(74124 %)

01031 0

(9173 %)

2005 01336 0
- 01001 4

( - 0143 %)

01024 7

(7134 %)

01034 8

(10135 %)

01218 0

(64188 %)

01060 0

(17186 %)

差距变化 35146 % 4103 % - 1111 % 11198 % 22132 % - 1175 %

贡献率 100100 % 11136 % - 3112 % 33177 % 62193 % - 4194 %

　　表 2 中第二列为用劳均 GD P 对数方差表示的

各省经济增长差距 ,第三列至第七列分别为劳动力

投入 ( L) 、劳均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 h) 、出口依存度

( E) 、劳均资本存量 ( k) 以及其他因素对总体差距的

影响程度。在统计上 , t 年的整体差距 y t 可以被分解

为各组成要素影响程度之和 ,即 y t = ∑
i

x it ,其中 x it

表示第三列至第七列各组成要素对总体差距的影响

程度。根据 Shorrock 的分析 ,整体差距的变化可以

表示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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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y t

y t = 1
= ∑

i

x it - 1

y t- 1

Δx it

x it - 1
≡ ∑

i

S it - 1
Δx it

x it - 1
(9)

其中 , S it - 1 为要素 i 在 t - 1 年对整体差距的影

响率 ,Δx it x it - 1 为要素 i从 t - 1 年到 t年的影响增长

率。据此 ,本文计算出 1978 —2005 年省际经济增长

差距的变动以及各组成要素对整体差距变化的贡献

率 ,如表 2 的最后两行所示。

表 2 显示 ,1978 —2005 年我国整体的省际经济

增长差距以 1991 年为分界点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

上升的过程 ,基本上呈现出 V 字型的走势。这一点

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类似[10 ] 。1978 —2005 年 ,中国

的省际经济增长差距从 01248 0 上升到 01336 0 ,增

长了 35146 % ;劳动力投入 (L ) 、劳均人力资本投资

水平 (h) 、出口依存度 ( E) 、劳均物质资本存量 ( k) 以

及其他因素对整体省际经济差距拉大的贡献率分别

为 11136 %、- 3112 %、33177 %、62193 % 和 -

4194 %。

可见 ,物质资本存量的地区分布不平衡是我国

地区经济差距拉大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对 1978 —

2005 年中国省际经济增长差距扩大的贡献率达

62193 %。改革开放后 ,东部地区获得了一系列的优

惠政策 ,以吸引外资为主要目的的投资、税收优惠政

策吸引了大批外资企业 ,甚至国内资本也因此涌入

东部沿海地区。另一方面 ,财政分权制度改革使得

地方留存比率增多 ,削弱了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能

力。这些都加剧了资本存量的地区分布不平衡 ,从

而导致了我国整体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此外 ,劳

动力投入和用出口依存度衡量的对外贸易对地区经

济差距扩大的贡献率也为正 ,分别为 11136 %和

33177 %。劳均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是地区经济差距

的唯一消减因素 ,是省际经济增长差距扩大的阻力 ,

其对整体经济差距拉大的贡献率为 - 3112 %。最近

几十年来 ,中国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发展教育事

业。人均受教育水平 (人力资本投资) 的提高 ,被认

为是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动力源泉之一。人力

资本投资水平的提高增加了个人的劳动生产率 ,缩

小了地区经济增长差距。

4 　机制分析

上面的实证分析显示 ,对外贸易拉大了中国的

省际经济增长差距。1978 - 2005 年间 ,以出口依存

度表示的对外贸易对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贡献率为

33177 %。那么对外贸易影响地区经济差距的机制

是什么呢 ? 本文认为 ,对外贸易可以从多个方面影

响地区经济差距 ,归纳起来为四个机制 ,分别是乘数

机制、技术扩散机制、集聚机制和竞争机制。

首先是乘数机制。根据国民收入决定恒等式 ,

出口本身就是需求因素 ,出口的增加通过乘数效应

可以直接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由于在政策倾向、

地理位置、经济发展基础等方面存在差异 ,各省对外

贸易的发展也极不平衡。地区间对外贸易的发展不

同 ,乘数效应也就存在差异 ,这加剧了地区经济增长

差距。如兰宜生的研究指出 ,东、中、西部地区出口

规模相差很大 ,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从出口中获得的

收益也相差悬殊 ,东部地区出口规模扩大 ,对外开放

水平高 ,扩大了社会总需求 ,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 ,

促进了基础设施改善 ,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 ,经济基

础和发展环境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对对外贸易发

展水平差异巨大的广东省和四川省的进一步比较研

究发现 ,1990 —1999 年广东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度达到 815 % ,远远高于全国和四川省水平 ,由

此 ,兰宜生指出对外贸易发展水平的差异正是广东

省经济规模超过四川省并从中等发达省份跃升至全

国前列的重要原因[ 11 ] 。

其次是技术转移机制。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是

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动因之一。对外贸易和吸引外

资被认为是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的最有效手段。通过

进口国外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和生产设备 ,能够极大

的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升级 ,基于进口贸易的“干中

学”、技术模仿等对于提高地区劳动生产率有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但是 ,由于各地区对外贸易发展存在

差异 ,其从对外贸易中获得的技术扩散也就存在差

异。李小平、朱钟棣的研究认为 ,在中国国际贸易对

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存在着“正门槛效应”,即对外

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

水平时 ,其作用才会显著为正。东部地区已经越过

这道经济的门槛 ,其对外贸易已较为显著的促进了

技术进步 ;而中西部尚未到达这道经济门槛 ,其对外

贸易还没有显著的促进技术进步[12 ] 。李平、钱利利

用改进的 CH 模型 ( Coe 和 Help man) 对 1985 —

2000 全国 29 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显

示进口对东部技术进步的影响最大 ,且显著为正 ,对

中部的技术进步也有正向作用 ,对西部技术进步的

影响为不显著的负效应[13 ] 。各地区对外贸易发展

的不平衡 ,导致其从以对外贸易为媒介的技术转移

中受益不均 ,这拉大了地区经济差距。

第三是集聚机制。对外贸易通过引发产业集

聚 ,能够对地区经济差距产生极大的影响。对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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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首先吸引与贸易有关的进出口行业在交通运输方

便、基础设施齐全的沿海地区集聚 ,接下来与进出口

行业存在前后向投入产出联系的产业也会向沿海集

聚 ,由于知识溢出、非贸易投入品的获得、劳动力市

场共享等外部性的存在 ,相关的进出口制造行业都

会逐渐向沿海地区集聚 ,形成一个一个的专业化生

产群落。制造业向沿海集聚的同时 ,由于企业间交

易的集中会引发金融、贸易、仓储、运输等服务业的

集聚 ,服务业的集聚又会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制造业

的集聚。王丽娟对中国 1995 —2003 年间的相关数

据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进出口贸易依存度与产业集

聚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对外贸易极大的促进了

中国的产业集聚[14 ] 。对外贸易引发产业向沿海地

区集聚 ,而产业集聚本身就是资金、技术、劳动投入

等要素的集聚 ,且产业集聚是由市场力量推动的 ,产

业之间和产业内部的外部性使要素生产率得以提

高 ,必然从质和量两个方面促进沿海地区的经济增

长 ,从而进一步拉大沿海与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差

距。

最后是竞争机制。改革开放前 ,中国企业缺乏

自生能力 ,对政府的依赖程度很强 ,也很少面对竞

争。改革开放后 ,中国企业面对的不仅是国内企业

的竞争而且还必须走出去直面全球市场的竞争。国

内外市场的激烈竞争使得企业千方百计的提高效

率 ,精简成本。于是 ,激烈的国际竞争提高了企业的

微观生产率 ,从而对地区整体生产率的提高也是大

有裨益的[15 ] 。我国各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水平不

同 ,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程度不同 ,从而竞争机制对

各地区企业的作用也不同。对外贸易发展水平越

高 ,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越充分 ,生产效率的提高越

多。因此 ,通过竞争机制 ,对外贸易也拉大了地区间

的经济差距。

5 　简短的结论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是在不平衡中发展起来

的 ,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体制转型的大国 ,由于各

地区经济基础的不同、交通地理位置的差异、市场化

改革的先后有序以及在资源禀赋、人文环境等方面

所存在的差异 ,各地区经济增长不可能在短期内趋

同。但是 ,地区经济差异的长时间存在或扩大必然

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协调发展带来不利的后

果。在前文的分析中 ,我们利用 Shorrock 的方法分

解各因素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经济增长差距变

化的贡献率 ,发现 1978 —2005 年 ,衡量省际经济增

长差距的指标 ,劳均 GDP 对数的方差 ,从 01248 0

上升到 01336 0 ,其中以出口依存度 ( E) 表示的对外

贸易对省际经济增长差距拉大的贡献率为

33177 %。因此 ,本文认为支持中西部地区参与对外

贸易 ,缩小各地区对外贸易发展水平上的差异有利

于平衡地区经济增长差距 ,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

展。如增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

度 ,加强中西部地区的交通、电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

弥补其在对外贸易中不利的地理位置缺陷 ;加大国

家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中西部企业的支持 ,增

强其参与对外贸易的能力 ;更多的将中西部地区纳

入双边和多边区域贸易、经济协定之中 ,为中西部地

区参与国际贸易提供良好的发展基础等。此外 ,鼓

励资本流入中西部地区 ,为不发达地区在土地使用、

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方面提供优待 ;大力发展中西

部地区的教育事业 ,尤其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

育 ,提高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对于缩小

地区经济差距也是不无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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