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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持续的高速增长。
1979～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中国（3DP增长速度仍然高达8.7％。
如果按照各省区市增长速度推算，当年各地区生产总值加总平均增长率则达翻H.6％o伴随着经济的高
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由第10
位上升到2008年的第3位，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5亿人减少到2009年的3597万人
。
①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国内外学术界把它称为“中国奇迹”
、“中国模式”、“中国经验”。
　　显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各地区经济的繁荣为支撑的。
可以说，没有各地区经济的普遍繁荣，就不可能有全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快有慢，但总体上都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各地
区的经济均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
据我们测算，1980～2009年，全国31个省区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1％，其中东部地区为12.1％，东北
地区为9。
6％，中部地区为10.5％，西部地区为10.2％。
这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其经济增长速度都是相当快的，呈现出
典型的高增长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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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地区收敛的研究著作，作者将经济体制转轨看作一个制度的创造性毁灭
过程，认为新制度不断替代旧制度所导致的配置效率改进是转轨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作为制
度提供者的政府从制度创新中受益并为此支付大部分制度变迁成本。
地区经济结构、政府偏好、政府创新能力、与其他地区的相互关系和中央政府政策等因素都会影响制
度创新的效率和速度，从而决定地区经济增长收敛的变化趋势。
    本书建立了包含内生制度变迁的增长理论模型，揭示了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增长和地区收敛的机
制；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地区增长收敛现象进行了理论解释和实证分析，探寻造成中国地区差距的主
要原因及其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本书提出了促进地区增长收敛和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地区增长收敛研究>>

作者简介

河北省唐山市人。
1999年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经济管理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工业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获经济学博士
学位。
曾任职于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
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宏观经济等领域的研究。
近年来，主持或参与了多项国际合作、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
经济》、《中国软科学》、《中国工业经济》、《南开经济研究》、《经济管理》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数十篇，曾获“中国青年经济学者优秀论文奖”、“北京市调查研究课题二等奖”等多种科研奖励。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地区增长收敛研究>>

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节  研究意义  第二节  概念界定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第四节  内容安排  第五节  创新与不
足第一章  中国地区增长收敛事实描述  第一节  增长收敛的定义与判断方法    一、增长收敛的定义    二
、收敛假说的检验方法  第二节  地区经济增长及其收敛趋势    一、地区与阶段划分    二、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差异    三、地区经济增长差异    四、地区增长收敛判断  第三节  制度变迁对地区收敛的影响    一
、制度变迁的过程    二、对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  第四节  主要发现与结论第二章  经济增长收敛研究评
述  第一节  增长收敛机制的理论解释    一、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收敛机制    二、新增长理论    三、制度一
增长理论    四、简单评论  第二节  国外增长收敛的经验研究    一、跨国收敛的基本经验    二、国外地区
收敛研究的主要发现    三、简单评述  第三节  中国地区增长收敛研究评述    一、对收敛趋势的初步探
讨    二、对收敛分析的进一步深入    三、对收敛机制的研究    四、总结性评述第三章  内生制度变迁与
地区增长收敛  第一节  建模思路  第二节  模型设定    一、生产函数    二、中间投入品市场    三、政府部
门收入与偏好    四、制度创新边界  第三节  稳态均衡及其性质    一、生产部门均衡    二、平衡增长路径
   三、均衡增长率的决定    四、福利分析  第四节  模型扩展    一、政府的利他偏好    二、资本积累    三
、创新成本递增  第五节  收敛机制  第六节  总结性评述第四章  内生制度模仿及其收敛机制  第一节  基
本模型    一、领先地区行为    二、落后地区行为  第二节  转移动态与收敛  第三节  福利分析  第四节  模
型扩展    一、非单调模仿成本    二、相互模仿与蛙跳  第五节  收敛机制与经验含义  第六节  主要结论第
五章  中国地区增长收敛机制的数值模拟  第一节  模型设定    一、基本经济    二、先发地区    三、后发
地区    四、启动概率  第二节  数值模拟结果    一、参数设定    二、模拟结果    三、局部扩散效应  第三
节  福利效应分析    一、地区收敛的影响因素    二、福利效应  第四节  总结性评论第六章  制度变迁对中
国地区增长收敛的影响分析  第一节  增长分解的方法    一、索洛增长核算    二、增长核算与增长动力    
三、基于内生制度变迁模型的增长分解    四、制度效率与技术效率的测度  第二节  资本产出弹性的确
定  第三节  增长分解结果  第四节  增长分布分析  第五节  主要发现与结论第七章  制度效率对中国地区
差异的贡献分析  第一节  地区差异的水平分解方法  第二节  各增长因素的收敛判断  第三节  各因素影
响的校准分析  第四节  地区差距分解结果    一、三大地带间水平差异分解    二、地区总体差异的分解    
三、地区内部差异的分解  第五节  主要发现和结论第八章  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一节  中国
地区发展战略与政策的简要回顾  第二节  基于增长收敛分析的区域发展战略思考  第三节  促进地区增
长收敛的政策建议附录一  数据说明  一、产出、人口和劳动力数据  二、物质资本存量估算  三、人力
资本估算  四、技术代理变量  五、制度水平测度附录二  方法说明  一、方差和标准差  二、Theil指数的
计算方法  三、核密度估计和检验方法参考文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地区增长收敛研究>>

章节摘录

　　第二章 为文献综述，概述了多种经济学流派关于地区差异及其变化的理论和假说，特别是重点归
纳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和制度一增长理论对收敛机制的解释，总结了跨国收敛和国外地
区收敛的基本经验结论，并对中国地区增长收敛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评述。
　　第三章 构建了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内生制度变迁增长模型，将制度变迁作为经济体制的毁灭性创造
过程，从制度创新的成本和收益角度分析了经济结构、政府偏好和创新能力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分析了资本积累效率递减、制度创新效率递减和多重稳态均衡等机制对地区增长收敛的影响和作用机
理。
　　第四章 进一步探讨了开放条件下制度模仿与扩散过程中的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效应，应用两地区制
度内生模仿模型说明，落后地区能够利用低成本的制度模仿实现阶段性更快增长，但是赶超的程度取
决于它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关系及其模仿能力，证明了在模仿成本递增的情况下整个经济可能分化为发
达的高增长俱乐部和不发达的低增长俱乐部，落后地区难以凭借自身力量实现赶超。
　　第五章 是从理论分析到实证分析的过渡，通过对第三章和第四章理论模型的简化，采用数值模拟
方法分析了转轨过程中制度扩散和制度效率外溢对地区收敛的影响，解释了中国地区收敛的主要动力
和决定机制，并分析了各影响因素和政府政策的社会福利含义。
　　第六章 在内生制度变迁模型的基础上对制度、技术、资本等增长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和地区收敛
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经济增长的因素分解和收入分布校准分析的结果表明，制度因素在改革以
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和地区收敛中的贡献远远超过物质资本等其他因素，这将决定今后中国地区增长收
敛的趋势。
　　第七章 采用水平核算的方法分析了各增长因素自身的收敛趋势，发现制度效率和技术效率都呈现
多峰分布，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基本呈现单峰分布，随后的地区差异方差分解进一步表明制度效率
差异是造成中国地区总体差异和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差异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地区经济逐步
形成俱乐部收敛的主导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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