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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统计学的突出特征是通过数据分析得到客观而真实的结论，帮助人们提高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因
而统计学是探求真理不可缺少的工具。
作为定量认识的有力工具，统计方法适用于对自然、社会、经济等广泛现象的探索，具有普适性。
正如著名统计学家C·R·劳所说：“当今，在人类活动努力的一切范围内，统计学已经成为一种万能
的、强有力的和不可缺少的研究工具。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统计学也在不断吸收、借鉴和融合其他学科知识的过程中，深化、丰富
和完善其自身理论，不仅应用领域进一步拓展，而且为推出新技术和新方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和平台
。
与此同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对统计学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
求。
当前，就统计学的研究对象而言，所涉及的范围如此之广，所面临的“未知”如此之多，迫使我们需
要不断夯实和拓展统计学科基础，进一步加强统计方法及其应用研究，并把相应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
和整理。
这正是我们依托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统计学）编撰“当代统计方法与应
用”丛书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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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理论界提出的解决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的新概念。
本书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解为各区域经济体间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利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
“收敛理论”，即在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趋于一致，研究人力资本积累在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即人力资本积累对区域经济收敛性的影响。
    区域经济差异问题是一个具有普遍性和国际性的问题，保持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也是各地区、各国
政府关注的焦点。
浙江经济是全国经济中最为活跃的区域经济之一，也是长三角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析浙江区域经济差异问题，为研究区域经济问题、实现浙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均具有典型意义。
浙江是个资源贫乏的省区，持续的经济发展不能再以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掠夺和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无
限制破坏为代价，其增长方式必须由主要依赖物质资本向主要依赖人力资本方向转变。
人力资本的积累会促进浙江经济转型的过程，将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要素，成为区域经济
收敛的驱动要素，形成协调发展的浙江区域经济格局。
    本书结合国内外区域经济差异的相关研究成果，从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差异的关系出发，界定了区
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建立了基于人力资本(包含教育和健康两种人力资本形式)的经济计量模型，
检验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收敛性的影响。
并以浙江省区域经济为例，利用区域经济差异的各种测度指标，对1990年以来浙江区域经济差距的变
动格局、变动特征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描述了浙江区域经济差距的现状及趋势；根据非参数核密度图
对区域经济分布的演进特征进行了描述，通过马尔科夫的状态转移矩阵分析了区域经济状态的平稳性
。
通过对浙江区域经济的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分析，考察了人力资本对浙江区域经济、三大核心区域经
济收敛性的影响，发现人力资本积累既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也是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因
素。
由于人力资本内涵非常丰富，评价区域人力资本水平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指标度量，本书通过人力资源
基础、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积累能力、人力资本效率和人力资本发展潜力五项指标的关键要素，
构建了区域人力资本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比较和分析浙江区域间人力资本水平及其差异性，为提高
区域人力资本水平提供参考。
    本书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六部分。
    第一部分在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界定了本书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并在新古典和新经济增长
理论的框架下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收敛性进行了解释，最后从国内外的文献研究中概括了人力资本理论
对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差异的解释。
    第二部分构建的理论模型奠定了本书实证分析的基础和框架。
从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出发，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然后介绍了各种经济收敛模
型的形式。
在基本经济收敛模型基础上，介绍了包括人力资本的扩展Solow模型，即MRw模型，建立人力资本对
经济收敛的机制模型。
针对目前多数研究中多采用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来代替人力资本形式的不足，本书建立了包含教育
和健康两种人力资本形式的经济增长模型，并按照MRw模型的分析框架，建立了包含教育和健康两种
形式的人力资本的经济收敛计量模型。
    第三部分是对浙江区域经济差异问题现状的考察和分析。
本部分使用区域经济差异的各种测度指标，对浙江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动格局、变动特征等问题进行了
分析，说明区域经济的差异状况和变化趋势。
并用非参数核密度图对区域经济分布的演进特征进行了描述，通过马尔科夫的状态转移矩阵分析区域
经济状态的平稳性。
    第四部分利用浙江省区域数据资料，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形成及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收敛性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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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分析浙江省人力资本的形成、人力资本存量的规模及人力资本对浙江经济
增长的绩效。
然后利用第二部分建立的经济计量模型对区域经济收敛性进行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分析，并考察了人
力资本对三大核心区内部收敛性的影响。
     第五部分建立了评价区域人力资本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对浙江地市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行了评价分
析。
本部分从人力资源基础、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积累能力、人力资本效率和人力资本发展潜力5个
方面，选取44个关键性评价指标，建立了区域人力资本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
利用所建立的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浙江区域人力资本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
最后分析了人力资本综合水平的差异性对区域经济和技术进步的影响。
     第六部分总结了本书的主要研究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针对研究结论为浙江地区经济实现协调稳定发展提供人力资本支持的相关政策建议，最后预期了本研
究的后续研究工作。
     通过以上研究内容，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1)浙江区域经济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区域经济发展不协
调。
具体表现为：全省地区间人均GDP的绝对差距水平在逐年扩大，杭州核心区(包括杭州、嘉兴、湖州)
、宁波核心区(包括宁波、绍兴、舟山)和温州核心区(包括温州、台州、丽水、金华和衢州)三大核心
区的绝对差距水平也在不断扩大，且差距水平均呈现出加速扩大的趋势；区域经济的相对差异中，极
值比率呈先扩大后缩小的特点，三大核心区域内部差异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地带间的差距(三大
核心区之间的差距)始终是影响总体差距的决定因素；各地区经济增长整体上呈现出单峰、偏态的分布
形态，且马尔科夫链过程不存在平稳分布，故如果经济体继续按目前的发展模式运行，将难以实现区
域间的协调发展。
(2)人力资本是影响浙江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1990—2005年，人力资本对浙江经济产出的贡献率达到31．76％。
(3)收敛性的计量检验结果说明，浙江区域经济不存在绝对收敛的经济特征，但表现出显著的条件收敛
性特征；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健康形式的人力资本积累均有利于提高区域经济增长，且对区域经济
收敛性具有促进作用，这种效应在浙江区域经济中已表现出显著性效应，是影响区域经济收敛的一个
显著因素；对三大核心区的俱乐部收敛性检验说明，三大核心区内部仍不存在绝对收敛趋势，但包括
人力资本的扩展Solow模型的检验结果却均表现出显著的地区俱乐部收敛性。
因此，注重人力资本投资及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对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有重要意义。
(4)人力资本水平的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浙江人力资本水平在区域间表现为相对不平衡，区域间差异明
显。
以人力资本综合指数为聚类的根据变量，将浙江区域人力资本分为领先型、跟进型、追赶型和后进
型4种类型，明显地区别了不同区域的人力资本状况。
区域人力资本综合水平的差异性对区域经济和技术进步均有显著的影响。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浙江区域经济�>>

作者简介

董亚娟，1978年1月生于河南济源，统计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经济统计方法、经济增长理论研究。
近年来作为主要参加人参与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课题1项，主持并完成浙江省教育厅课题1项、浙江省
社科联重点课题1项。
在《农业经济问题》、《商业经济与管理》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5篇，EI、ISTP收录论文3篇。
人大复印资料收录论文1篇。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浙江区域经济�>>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第三节  难点与创新点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第二节  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  第三节  经济增长对经济收敛理论的
解释  第四节  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原因的争论  第五节  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差异的解释  第六节  文献
综述小结第三章  经济增长模型及其收敛性研究  第一节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模型  第二节  经济收敛模
型  第三节  包含人力资本的经济收敛模型  第四节  区域经济收敛性检验方法  第五节  经济增长模型及
其收敛性研究小结第四章  浙江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分析  第一节  区域经济划分与测算指标  第二节  区域
经济差异的测度指标  第三节  区域经济差异的统计分析  第四节  区域经济差异的空间分解  第五节  区
域经济分布的演进特征  第六节  浙江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分析小结第五章  人力资本形成及对区域经济的
影响分析  第一节  人力资本的投资水平及特征  第二节  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能力的测度  第三
节  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收敛性的影响  第四节  人力资本形成及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分析小结第六章  人
力资本综合评价研究  第一节  人力资本评价模型及指标体系  第二节  综合评价方法  第三节  区域人力
资本综合评价分析  第四节  区域人力资本综合水平差异的经济效应  第五节  人力资本综合评价研究小
结第七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  第二节  浙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对策研究  第三节  不足
之处与研究展望参考文献后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浙江区域经济�>>

章节摘录

　　一、研究难点　　目前对国家间、一国内部、地区间经济差异的研究成果已较多，如何结合区域
经济学、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方法对一省区内部区域经济差异进行研究，主要的难
点体现在：如何对一省区经济进行合理的区域划分；受地区资料的影响，使用较短的时期区间的指标
数据检验所建立的经济理论模型是否能得到有效的支持；如何在有限的地区统计资料的限制下，建立
合理的评价区域人力资本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
　　二、研究创新点　　本书的研究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　　（1）针对目前多数研究中仅采用教
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来代替人力资本形式的不足，本书建立了包含教育和健康两种人力资本形式的经
济增长模型形式，并按照MRW模型的分析框架，建立了这两种形式的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收敛影响
的机制模型。
　　（2）将经济收敛理论和模型应用于浙江区域经济的研究。
目前对浙江区域经济的收敛性研究较少，本书选择浙江区域经济的“三大核心区域”，即杭州核心区
（包括杭州、嘉兴、湖州）、宁波核心区（包括宁波、绍兴、舟山）和温州核心区（包括温州、台州
、丽水、金华和衢州）及浙江11地市为地域单元进行研究，分析了浙江区域经济的收敛性特点和两种
形式的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收敛性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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