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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区域经济增长不仅依靠其内在因素，同时也越
来越受到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关联带动。
本书通过对发展经济学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经济集聚与扩散理论的系统梳理，从区际
产品流动、区际资本流动、区际劳动力流动、区际知识流动等角度探讨了区域经济增长的溢出机制，
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
然后，从这四个角度对我国区域间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
    首先，本书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描述了我国区域之间产业关联的大致轮廓，并采用Miller-Round模
型测算了我国区域间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
结果显示，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对中西部地区的溢出效应较低，而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的溢出效
应较高。
这种区域互动机制是造成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而，进一步加强区际经济联系并注意提高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溢出效应是促进我国各区域持续
快速协调发展的应有之义。
    其次，本书对我国不同类型的资本在区域间的流动状况进行了估算，总体判断是：由政府计划配置
的资金向中西部流动，由市场配置的资金则主要向东部流动。
研究发现，市场一体化推进使民间资本在利益驱动下更多地流入发达地区，形成“回流效应”，这一
阶段的区域间资本流动倾向于扩大而非缩小区域差距。
在我国目前资源有限和存在地方利益的情况下，政府在协调区域资本流动和区域经济发展方向方面采
取兼顾均等的金融和财政调节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再其次，本书利用人口普查资料和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对我国区际劳动力流动的规模与流向进行了
深入分析。
通过对区际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发现，区际劳动力流动既从增加劳动力供给的
角度促进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通过迁移收入转移提高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人均收
入和消费需求，进而拉动当地经济增长。
因此，区际劳动力流动是一种“泽富济贫”的双赢之举。
消除限制区际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障碍，进一步增强我国区域间劳动力流动性，是促进流出地和流入地
经济发展、抑制当前区域差距持续扩大态势的应时之举。
    最后，本书对我国区域间的技术知识溢出媳应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我国区域之间存在从东部地区技术领先省份向中西部技术相对落后地区“由里到外、由近
及远”的技术知识溢出效应。
应加强中西部地区对教育、公共设施与研发活动进行有效的投资，培育其模仿和利用技术先进地区技
术知识溢出的能力，以获取学习模仿与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进而促进区域快速经济增长，缩小
区域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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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文献综述　　2.3 我国区际经济联系问题研究　　2.3.1 区际贸易与产品流动　　区域间的产
品流动是区际贸易的结果，其实质是由区域产业关联形成的相互之间的供给和需求关系。
由于相关统计数据缺乏，对这种由国内区际贸易形成的区际经济联系的研究较少。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课题组（1993）以京、辽、粤、沪、川、陕6省、市为研究样本，利用各种本省
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对6省市省际贸易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初步分析，并对省际贸易的格局和发展方向
进行了初步探讨。
但由于样本有限和数据欠缺，此研究没有对全国省际之间的贸易格局和发展状况进行分析，而且对样
本省、市间贸易状况的分析也还是以估算为主，缺乏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叶裕民（2000）根据《中国交通年鉴》，计算了全国各地通过铁路发送货物抵达全国各地的比重，以
此来分析我国省际贸易的总体格局，并通过对地区自我循环比率和地区开放度两个指标的比较，将全
国划分为开放程度不同的四类地区，认为我国省际之间经济联系较弱，市场分割还较严重，并进一步
探讨了我国地区贸易冲突的形成机制和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对策。
庞塞特（Poneet，2001）利用边界效应方法研究了1987～1997年中国国内市场分割和各省与国际市场的
一体化问题，认为中国各省的对外开放度在提高，国内市场分割却在加深，各省贸易联系在下降，但
并没有研究这些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腾丽（2005）同样用我国铁路运输的数据分析了国内省际贸易与经济联系。
但仅以铁路运输数据来分析地区问的产品流动显然不能全面反映区际贸易状况。
事实上，铁路物流占全国物流的比重一般不到15％，在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物流中，货物运输量
最大的是公路物流，占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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