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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保持了世界增长史上罕见的高速增长。
与此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各国政府都在不断努力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什么因素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自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开始，各国经济学家一直都在寻找着问题的答案。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就曾经说过：“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就不会再考虑其
他任何问题了。
”可见，经济增长问题的魅力之所在。
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强调生产要素的差异，认为落后地区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或者技术水平要低于
发达地区。
既然如此，那么落后地区为什么不弥补这些缺失呢？
显然，答案仅仅停留在投入要素方面还是不够的，至少这还不是问题的根本。
当前经济学家们开始探讨一些比生产要素更为基础的因素，如制度、文化、地理等，但是仍然没有得
出统一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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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我国
各个区域的制度、文化背景是相同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差距呢？
才国伟博士在中山大学“985二期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产业与区域发展创新平台”
（1052032004000工。
）的资助下，将其博士论文整理成书。
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决定因素分析》中，作者结合增长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以及博弈
论等相关理论和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透彻和详尽的论述。
整个论述过程贯穿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主线：要素投入一制度安排，同时又更进一步地阐述了国家
为什么会实施这样的制度安排。
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教育融资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等制度安排，有利于东部地区优先发展；依赖于空
间距离的区域相互作用机制又进一步拉大了区域差距；中央从全国经济福利考虑，采取了“两个大局
”的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一靠市场孕育，二靠政策调整，等等。
可见，其研究工作，一方面是对现有理论的深化和扩展，另一方面也为当前或即将出台的区域政策提
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从论证方法来看，该书作者更加注重从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出发来分析宏观总量的运行规律，这一点
鲜明地体现在理论模型的构建上。
从典型事实到理论模型，再到实证分析。
作者的论证思路清晰、明了，论证规范、有力，论据真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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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整体上持续快速增长，但是区域经济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本书尝试运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深入剖析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及其作用机
制，力图为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理论基础和实证依据。
    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首先，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状况进行全面的对比，详细测算了各个区域的物
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等投入要素。
接着，从资本的市场化配置、教育的融资改革以及“东部优先”的改革开放等角度，阐述了我国区域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等差异产生的原因和作用机制。
同时，还进一步考察了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包括区域之间的技术扩散和空间溢出效应。
然后，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了国家为什么实施“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即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
最后，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转移支付制度等视角，论述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途径。
要素差异是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直接原因，而制度安排又是区域要素差异产生的根源。
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一要靠市场优先培育，二要靠政府正确引导。
    本书涉及了现代经济学中的区域经济学、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等相关
知识和研究方法，可以作为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的阅读资料，也适合广大的经济管理者和政策制定
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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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最后，落后地区的长期滞后发展将最终影响和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如果区域经济差异长期得不到解决，发达地区内部的发展空间会日趋狭小，高盈利机会逐渐缩小，经
济成本也会随之上升。
落后地区如果长期发展滞后，还会进一步萎缩国内市场，无力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资本和技术转移
，最终将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总之，区域经济差异的持续扩大，将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
“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发展起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
“另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
个大局。
“两个大局”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作了系统性安排，即先解决发展问题，再解决差距问题。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明确提出了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并在具体措施上
作出了相应的部署。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整体快速增长，但是区域经济差距不断扩大，这些问题已经
引起了政策界的高度关注。
然而，各种政策的出台需要对症下药，首先必须澄清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我国的区域经济增长？
其背后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这也是本书尝试解决的核心问题。
0.2 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方法要深入探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这里有必要对现
有的研究工作进行简单综述，以便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够扬长避短、有的放矢。
按照不同的分析层次和研究视角，下面将从跨国区域经济增长、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等方面来综述现有
的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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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再次走近经济学，既是兴趣所致，也是认真思考后的抉择。
2003年秋天，我有幸考回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并获得硕博连读资格。
2008年，我顺利完成学业并留校任教，深感欣慰。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先后参与了多项课题研究，这对于我的科研素质是一种很好的历练，同时也
是我写作灵感的直接来源。
书稿最初是以一系列工作论文的形式完成的，也是我在舒元教授指导下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的再
思考。
在学习和写作过程中，本科阶段良好的数学和经济学训练使我获益匪浅。
更幸运的是，诸多老师和朋友对我的支援与帮助，使我的求学之路少了许多曲折和坎坷，在此我对他
们一一表示感谢。
感谢我的恩师舒元教授。
在我心目中，他既是一位睿智、正直的经济学家，更是一位颇具远见卓识的教育家。
五年里，舒老师的悉心教导和热心帮助，使我如沐春风。
从论文的选题立意、结构设计，到具体问题的分析、论述，舒老师都严格把关，认真批改。
每次与他讨论问题，我都有一种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的感觉。
感谢他多年来对我的慷慨资助，使我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和科研中去.能得到这样的名师指导，我
感到非常庆幸和自豪。
也感谢马海燕老师在生活和精神上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
感谢王曦教授，他是一位敏锐、直爽的青年学者。
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与王老师合作完成的，从论文主题到书写表达，王老师都给了我耐心的指导。
在与王老师的交流与合作过程中，我的理论功底和学术思维都得到了充实和提高。
感谢徐现祥副教授，他认真、细致的学术作风是我学习的榜样。
在与徐老师的学术探讨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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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决定因素分析》：中山大学985工程产业与区域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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