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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区域比较优势

与产业地理集聚的非协整发展及成因

杨宝良

　　摘要 : 在我国渐进式改革中 ,区域比较优势与产业地理集聚呈现出非协整的发展关系 ,而在对外开放

过程中 ,我国各地区的出口贸易却较好地体现了其潜在的比较优势。本文从边界效应、要素市场、地区利

益和寻租动机等方面探讨了其原因。

关键词 : 比较优势 　产业地理集聚 　非协整发展

一、引言

在微观经济学中 ,比较优势已成为“颠扑不破”的核心。

“稀缺、效率、贸易收益和比较优势原则等 ,永远不会丧失它

们在经济学中的核心地位”①。分工、贸易按照比较优势进

行 ,已经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认同。我国的许多学者如林毅

夫、樊刚、蔡日方等在许多文章中或在不同场合也肯定了比较

优势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认为“要把比较优势变为竞争

优势”② ,要重视“现实的竞争力”③(即现实的比较优势 ———

作者注) ,而且“如果违背一国的资源禀赋条件 ,硬性地去发

展一些本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技术、产品 ⋯⋯结果必然减缓

整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 ,从而使整个经济的产业、

技术结构的总体水平升级缓慢 ,经济持续发展困难重重”④。

那么 ,到底“什么决定相对优势呢 (即比较优势 ———作者注) ?

在现代世界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⑤。对此 ,新古典贸易

理论的解释是 :要素比例的不同是产生比较利益的主要原

因。如果要素禀赋和爱好相同 ,那么比较利益的差距将由相

对的技术条件所决定。即使要素禀赋和技术学科相同 ,消费

者偏好的不同也会产生比较利益⑥。

产业集聚是指相同的产业集中于某个特定地区的一种

产业成长现象。人类的许多经济活动都具有明显的空间集

聚趋向。工业化区域、制造业地带、高科技基地等都是这种

积聚作用的结果。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限制曾经是影响经济

活动地理分布的主要因素 ,自然禀赋和制度安排对生产活动

的约束成为影响产业活动向特定区位集聚的主要因素。伴

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 ,自由市场理念在全球范围的扩

张 ,以及劳动力、资金、技术、知识等要素更为快速地扩散和

流动 ,一方面使得生产活动可以分解为不同的阶段 ,另一方

面却又降低了产业空间聚集的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 ,使得那

些在产业空间内存在的一些粘滞特点的区域 ,更容易吸引生

产活动的聚集。

产业集聚理论的古典基石集中体现在以韦伯 (Weber) 为

代表的古典区位论和马歇尔关于产业区的论述上 ,前者由艾

萨德 ( Isard)继承和发展 ,最终形成在实证研究和规划中广泛

应用的产业综合体模型 ,后者演化成纯经济分析中的产业集

聚模型。

马歇尔指出 ,产业地方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

是对厂商和工人都有利的劳动力市场共享。在这个市场里 ,

雇主可以更容易的找到所需要的特殊技能的工人 ,而工人很

自然地能更方便的找到需要他们技术的雇主 ;其次 ,产业集

聚可以得到专业化的投入品和服务。“附属行业在附近成长

起来了 ,为产业中心提供工具和材料 ,组织交通 , ⋯⋯”;最后

是技术外溢 ,即地方化区域内的知识、信息的流动比远距离

的流动要容易得多 ,从而“行业的秘密不再是秘密 ⋯⋯对于

机械、流程、商业一般组织的发明和改进 ,人们很快谈论它们

的优点 ⋯⋯因此又成为新思想的源泉”⑦。

地理集聚同比较优势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实际上 ,地

理集聚是分工在地理布局上的表现 ,而分工在很大程度上又

取决于比较优势。传统的古典集聚理论认为集聚的产生是

自下而上的 ,是企业、个体通过市场追求利益最大化、成本最

小化而自发形成的。而通过真正市场主体选择下的商品流

通和要素流动 ,又能推动潜在比较优势的转化。

一般而言 ,描述比较优势有两种方式 ,一是从资源禀赋

条件出发 ,判定地区优势“应该是什么”;二是从市场竞争格

局中判定比较优势分布的“现实是什么”。第一种为事前法 ,

反映的是某地区潜在的比较优势 ;第二种为事后法 ,是对显

示出来的产业布局、地理集聚、贸易结构进行描述。从这个

意义上说 ,本文所探讨的区域比较优势与产业地理集聚实际

上是一个事前到事后的研究。

二、我国区域比较优势 : 一个基
于要素禀赋的事前描述和分析

　　由于自然地理、历史、制度上的原因 ,我国各个地区在要

素禀赋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每个地区之间不同的资源禀赋

构成其潜在的比较优势。本节对各地区的自然资源 (主要是

耕地)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三种要素的禀赋状况进行了考

察。

11 自然资源 (耕地)

耕地资源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自然资源 ,

其现有数量及后备数量对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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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资源的区域分布总体上呈现南少北多、东少中西多的局

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东部占全部耕地的 32 % ,中部

44. 3 %、西部 23. 7 %。从人均水平来看 ,差距非常显著。东

部人均在 0. 07 公顷以下 ,中、西部人均超过 1 公顷 (见表 1) 。

表 1 　各地区以县为单元的人均耕地占有情况 (1995)

各等级 (亩)人均耕地占有水平的县级行政单元数

< 0. 5 0. 5
- 0. 8

0. 8
- 1

1 -
1. 5

1. 5
- 2

2 -
2. 5

2. 5
- 3

3 -
4. 5 > 4. 5

总数

东部 230 109 100 233 164 66 35 21 11 969
中部 155 80 72 232 141 72 28 63 145 988
西部 78 14 22 135 119 131 108 145 95 847
全国 463 203 194 600 424 269 171 229 251 2804

　　资料来源 :陆大道 等 :《1999 中国区域发展报告》,北京 ,商务印
书馆 ,2000。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所确定的人均 0. 8 亩耕地警戒线 ,

在我国 2 800 多个县市旗区中 ,低于此警戒线的有 666 个 ,其

中东部占 50. 9 % ,中部 35. 3 % ,西部 13. 8 %。而超过人均 3

亩的县市旗区中 ,东部仅 6. 6 % ,中部 43. 3 % ,西部高达 50 %。

从耕地统计面积的历史变化来看 ,全国耕地净减少量自

1985年以来基本呈下降趋势 ,1991 年至 1995 年耕地净减少

68. 26 万公顷 ,其中东部的净减少量达 72. 79 万公顷 ,占

107 % ;中部净增 22. 93 万公顷 ,西部净减 18. 42 万公顷。

从后备耕地资源的区域分布来看 ,全国共计 1 351. 34 万

公顷 ,东部 133. 82 万公顷 ,占 9. 9 % ,中部占 33. 3 % ,西部

56. 9 %。

21 物质资本

由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了非均衡的地区发展战

略 ,国家投资大幅向东部地区倾斜 ,中西部的资金短缺问题

比较严重。从 1981 年到 1995 年东部沿海地区国有单位固定

资产投资占全国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由

45. 91 %上升到 54. 27 % ,而中部由 36. 6 %下降到 31. 46 % ,西

部则由 17. 49 %下降到 14. 27 %。同时 ,中西部地区还有相当

一部分资金通过银行存贷差、横向投资和股票投资等多种形

式流向了沿海地区。而且 ,各地区利用外国直接投资 ( FDI)

的差距也很大 ,在 2000 年我国实际利用的外国直接投资

(FDI)中 ,东部占 87. 88 % ,中部为 9. 29 % ,西部只有 2. 82 %。

若用从业人员年人均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固定资产投资

额来反映各地区劳动与资本的结合程度以及地区间物质资

本的丰缺程度 ,那么无论是从 1991 - 2001 年从业人员年人均

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变化来看 ,还是从 1991 - 2001 年从业人员

年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来看 ,中西部地区的资本/ 劳动比值

和物质资本的丰裕度都明显要低于东部 (见图 1、图 2) 。

图 1 　从业人员年人均外商直接投资额 (美元)

资料来源 :根据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图 2 　从业人员年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万元)

资料来源 :同图 1。

31 人力资本和劳动力资源

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是决定地区人力资本

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各地区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

(1999)来看 ,西部从业人员中不识字与小学程度的从业人员

比重分别达到 2311 %和 35. 2 % ,高中以上的比例仅 1313 % ,

这说明西部地区仍是文盲、半文盲占劳动力的主体地位。中

部地区情况要好于西部 ,但是其大专以上的比例仅为 4 %。

因此 ,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最丰富 ,其次是中部 ,然后是西部

(见表 2) 。

表 2　　　各地区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 (1999)

不识字
( %)

小学
( %)

初中
( %)

高中
( %)

大专及以上
( %)

全国 11. 0 34 40 12 3. 0
东部 7. 4 27. 6 41. 7 16. 3 7. 0
中部 9. 0 31. 8 41. 9 13. 8 410
西部 23. 1 35. 2 28. 4 9. 6 3. 7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00)整理计算。

我们可以用劳动力集中指数来表示各地区劳动力资源

禀赋相对状况 ,它等于全国平均劳动生产率与各省劳动生产

率的比值。如果某地区劳动力集中指数高 ,则该地区具有较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具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潜在比较优势。

从图 3 可以看到 ,东部地区的劳动力集中指数最低 ,西部最

高。从时间变化来看 ,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劳动力

集中指数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而东部地区则呈下降趋势。这

表明 ,中西部地区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潜在优势。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 ,我国要素资源禀赋在地区分布上

呈现明显的差别。在自然资源方面 ,从大到小依次为西、中、

东部 ;资本丰裕程度上 ,东部 > 中部 > 西部 ;在劳动力资源方

面 ,西部 > 中部 > 东部 ;而就人力资本而言 ,东部最为丰富 ,

中部次之 ,西部最低。

图 3 　劳动力集中指数

资料来源 :根据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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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产业地理集聚 : 一个
区位基尼系数的描述和分析

　　11 区位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

基尼系数常用来表示社会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 ,它

根据洛伦兹曲线导出 ,而洛伦兹曲线是通过描述累计的一定

数量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与这部分人口的收入占总收入

的百分比的对应关系来表示的。一些经济地理学者便引入

区位基尼系数来测度某产业或行业的分散或集中程度 (即地

理集中) 。

区位基尼系数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计算 ,首先对于样本中

所有的区位单位 ,计算出每一个区位 j 的就业人数总和在全

国中的就业份额 (可定义为 Ej ,j = 1 ,2 , ⋯n) ,以及每一个区位

j 的某个行业 i ( i = 1 ,2 ,3 , 分别代表一、二、三大产业)在全国

该行业 i 中的就业份额 (eij ) ,然后根据这两组数据的比率

(eij/ Ej)从大到小进行排序 ,分别计算出行业就业额的累积总

和以及总就业份额中的累积总和。显然 ,Σ
n

j = 1
e1j = Σ

n

j = 1
e2j = Σ

n

j = 1
e3j

=Σ
n

j = 1
Ej = 1。

例如 ,假如有四个地区 ,地区 1 占 20 %的总就业份额 ,

30 %的总农业就业份额 ;地区 2 占 10 %的总就业份额 ,20 %

的总农业就业份额 ;地区 3 的数据分别 15 % ,20 % ;地区 4 为

55 % ,30 %。按农业就业份额与总就业份额的比值 (eij/ Ej) 从

大到小排列 ,依次为地区 2 > 地区 1 > 地区 3 > 地区 4 ,累加后

分别在纵、横坐标上绘出 (见图 4) 。

图 4 　区位基尼系数图例

我们用曲线与 45 度线之间的面积除以 45 度线与两条边

组成的三角形面积 ,所得到的结果就为地理集中的指数 ,即

区位基尼系数。在图 4 中 ,农业区位基尼系数的值为 0. 275。

如果一个行业根本就不是地方性的 ,而是与整个行业成比例

地散布在全国各地 ,那么该行业的区位基尼系数就是 0 ;如果

一个行业总的就业很少 ,而且几乎完全集中在一个地区 ,那

么该行业的区位基尼系数就接近于 1。

21 我国三次产业区位基尼系数的实证分析

按照上述方法 ,笔者计算了我国三大区域 1992 和 2000

年三次产业的区位基尼系数如表 3 :

表 3 按三大区域划分的 1992、2000
年三次产业的区位基尼系数

第一产业区
位基尼系数

第二产业区
位基尼系数

第三产业区
位基尼系数

1992 0. 07 0. 13 0. 07
2000 0. 07 0. 14 0. 04

　　资料来源 :本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2001)调整计算得出。

从表 3 可以看出 ,我国三次产业的集聚度很低 (区位基

尼系数最高的是 2000 年第二产业 ,为 0. 14) ,与 1992 年的产

业地理集聚度相比 ,2000 年的第二产业区位基尼系数有非常

小的增加 ,第一产业基本上没有变化 ,而第三产业却明显下

降。

由于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 ,各地区市场化程度不一 ,东

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要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因此如果把东

部、中部、西部各看成是一个整体 ,它们内部各个省、市、州的

区位基尼系数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 或者说三大区域各自的

产业地理集聚度又会怎样呢 ?

从表 4 可以看到 ,东部各省级行政区三次产业的地理集

聚度总体上要高于中、西部 (除了 2000 年的第二、三产业) ,

但与 1992 年相比 ,2000 年各产业区位基尼系数均有所下降 ,

分散的趋势较为明显 ;西部地区两个年度各产业的集聚度基

本上低于东、中部 (除了 2000 年的第二产业) ,而且 1992 年产

业低集聚度的局面到 2000 年不但没有改善 ,反而有所恶化 ,

只有第一产业区位基尼系数有极小的增加 ,从 0. 045 上升到

0. 051 ;与 1992 年比较 ,中部地区 2000 年各产业的集聚度均

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其中第二产业的区位基尼系数下降幅度

最大 ,从 0. 149 下降到 0. 081。

表 4 　　三大区域内各省级行政区 1992、
　　2000 年三次产业的区位基尼系数
第一产业区
位基尼系数

第二产业区
位基尼系数

第三产业区
位基尼系数

1992 2000 1992 2000 1992 2000
东部地区 0. 149 0. 127 0. 184 0. 094 0. 160 0. 101
西部地区 0. 045 0. 051 0. 124 0. 113 0. 121 0. 073
中部地区 0. 088 0. 063 0. 149 0. 081 0. 147 0. 118

　　资料来源 :本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2001)调整计算得出。

四、区域比较优势与产业地理
集聚的非协整发展及成因

　　11 区域比较优势与产业地理集聚的非协整发展

由于从各地区相对结构比较看 ,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

( GDP)中的比重是东部地区 > 中部 > 西部 ,农业在 GDP 中的

比重是东部 < 中部 < 西部 ,因此我国一些学者认为 ,改革以

来 ,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 ,三类地区基本上是按照其自

身的资源和要素禀赋结构 (即比较优势的原则) 形成从东到

西梯度排列的产业结构模式的⑧。但是 ,这些分析考虑的是

GDP的绝对比重 ,如果考虑到各地区的相对权重 ,从地理集

聚的角度来衡量 ,我国各地区的经济调整是否是按照比较优

势来进行的呢 ?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 ,尽管历经 20 年的改革开放 ,特

别 1992 年以来十年较大力度的市场化改革 ,我国三次产业

的地理集聚程度仍然很低 ,而且与 1992 年相比 ,2000 年我国

三大区域的产业集聚度没有得到提升。而如果把东部、中

部、西部各看成是一个整体 ,则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

各省级行政区三次产业的地理集聚度要高于中、西部 ,而西

部地区市场化程度最低 ,其三次产业地理集聚度也最低。但

整体而言 ,2000 年区域内各产业集聚度比 1992 年均有所下

降。

因此 ,我国市场化改革基本上没有使得各地区产业集聚

按照比较优势进行 ,甚至整体上并没有出现市场力量推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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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地理集聚 ,因为产业地理集聚度反而更低了。可见 ,我

国区域比较优势与产业地理集聚呈现出非协整发展的关系。

但是 ,在对外贸易 (本文指出口) 当中 ,我国各地区却较

好地体现了各地区潜在的比较优势。图 5 为我国各地区的

工业品与农产品出口比较优势指数。

图 5 　工业品和农业品出口指数

资料来源 :《中国海关年鉴》(1995 - 2000) ,中国海关数据库。

从图 5 可以看到 ,东部工业品出口指数要远大于中西

部 ,且略呈上升趋势 ,从 1995 年的 1. 17 上升到 1999 年的

1. 21 ;农产品出口指数要小于中西部 ,且略呈下降趋势 ,从

1995 年的0. 86下降到 1999 年的 0. 84。而中西部农产品出口

指数在经历了 1996 年的大幅度上升后 ,呈逐步上升趋势 ,中

部从 1997 的 2. 22 升至 1999 年的 2. 37 ,西部从 1997 的 1. 81

升至 1999 年的 2. 0。同期中西部的工业品出口指数均呈下

降趋势 ,中部从 1995 年的 0. 57 下降到 1999 年的 0. 29 ,西部

则从 1995 年的0. 39降至 1999 的0. 35。这表明 ,我国各地区的

国际贸易与其比较优势是相吻合的。

21 成因

我国区域比较优势与产业地理集聚呈现出非协整的发

展关系 ,但是各地区的国际贸易却与各地区的比较优势相吻

合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

(1)省际边界效应高 ,商品和要素的流动性低。边界效

应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内部的市场分割和国家之间的一

体化程度 ,Poncet 在 2001 年的研究中运用边界效应分析了中

国内部市场的分割程度 ,她发现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

中国各省平均国际边界效应在 1987 年到 1997 年之间 (尤其

在 1992 年之后) 大幅度下降 (下降幅度约 37 % ,从 e6. 48 到

e6. 02) ,意味着其越来越融入国际市场 ,但同时 ,作为省际间贸

易壁垒指标的省际边界效应则有增无减 (从 e2. 51 上升到

e3. 30) 。因此 ,中国政府在推进国内市场之间的开放和打破因

省际间相互封锁而造成的经济结构零碎性等方面做得不是

很成功 (Poncet ,2002) 。这种结果抑制了依照比较优势和规模

经济的原则发展地区专业化生产。

表 5　　　中国各省的国际边界效应和国内边界效应
1987 1992 1997

国际边界效应 e6. 48 e6. 36 e6. 02

国内边界效应 e2. 51 e2. 78 e3. 30

沿海各省 e1. 90 e2. 37 e2. 93

内地各省 e2. 92 e3. 10 e3. 52

　　资料来源 :Sandra Poncet :《中国市场正在走向“非一体化”? ———
中国国内和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比较分析》,载《世界经济文汇》,
2002(1) 。

表 6 　各省“九五”计划优先发展的产业 (1996 - 2000)

行业 汽车 电子 石化 机械 冶金 建材

省份 (个) 19 15 14 15 15 17

　　资料来源 :陆大道 等 :《1997 中国区域发展报告》,北京 ,商务印
书馆 ,1998。

我们看到 ,一方面 ,我国省际边界效应呈上升趋势 ,由

1987 年的 12 (即 e2. 51) 上升到 1992 年的 16 (即 e2. 78) ,继而到

1997 年的 27 (即 e3. 30) 。这与我国 2000 年的三次产业地方化

与 1992 年相比趋于分散的现象是相符合的 ;另一方面 ,在

1987、1992、1997 年 ,我国沿海的边界效应 (分别为 7、11、18) 要

远低于同期内陆的边界效应 (分别为 18、27、34) 。这与上述

分析中我国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三次产业的地方化

程度要高于中、西部的现象也是相吻合的。

我国较高的省际边界效应阻碍了商品流动 ,而同时 ,要

素市场的流动也受到了重重阻碍。特别是劳动力流动 ,在经

过了 1989 - 1994 年的快速增长之后 (年均增长速度超过

10 %) ,由于城市下岗人员的增加 ,户籍制度的续存 ,各地区

限制性就业政策的出台等等 ,使得流动人口总量增速趋缓 ,

劳动力流动阻力重重。1995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表明 ,大多

数劳动力流动只是发生在省内 ,而当迁移者即使迁出本省 ,

其中绝大多数也没有超过本地区内 ,即东部、中部、西部地区

的迁移者主要是在区内流动。所以说 ,即使改革以来形成了

一个规模狭小的劳动力市场 ,充其量也只能称之为区域性的

劳动力市场⑨。

(2)地区利益和寻租动机。在我国 ,地方政府是地方利

益的代表和实现主体 ,在地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我国经济发展受地方利益诱导下的自上而下

的经济政策影响较大 ,而受自下而上的真正的市场主体选择

的影响较小。从很多方面来看 ,地方政府已经具备经济人的

特点 ,即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 ,因此地方政府也具有典型的

利己性、有限理性和自主适应性。从各省“九五”计划中优先

发展的产业我们可以看到 ,至少 19 个省级行政区选择了汽

车作为支柱产业。15 个省级行政区选择了电子产业 ,选择石

化的有 14 个 ,选择机械行业的有 15 个。

作为有着较大独立性的利益主体 ,尽管地方政府在经济

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由地方利益诱发的行为有着其经济

合理性和积极性 ,但由于改革的不彻底和制度变迁的远未完

成 ,在这种特殊的制度环境下对地区局部利益的追求就构成

了产业结构调整中实现国家整体利益的障碍 ,同时渐进式改

革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寻租机会又会造成新的扭曲 ,从而也使

各地区难以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⑩。

然而在国际贸易中 ,一方面由于我国各省平均国际边界

效应在不断下降 ,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我国各省越来越

融入国际市场 ,并且市场力量如竞争等的推动使得各地区在

国际贸易当中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 ,必须按照比较优势原

则参与国际分工 ,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获得贸易利益。

另一方面 ,由于发挥地区比较优势所获得的贸易利益同样是

地方利益所在 ,地方政府也有动力在国际交换中按照比较优

势发展经济和调整产业 ,故而地方政府的寻租动机小 ,而发

挥比较优势的动机较大。因此 ,尽管我国区域比较优势与产

业地理集聚呈现出非协整发展的关系 ,但是各地区的国际贸

易却与其潜在的比较优势相吻合。

五、结论

通过真正的市场主体行为选择下的商品流动和要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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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能够促进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 ,从而进一步形

成产业集聚。本文发现 ,一方面由于我国过高的省际边界效

应、不完善的要素市场 ,以及在渐进式改革中出现的寻租机

会和对地区局部利益的追求阻碍了商品流通和要素流动 ,影

响了潜在比较优势的发挥和转化 ,造成了产业集聚度低、布

局分散的局面 ;另一方面 ,由于我国各地区日益融入国际市

场 ,各省国际边界效应不断下降 ,市场规则在国际贸易中体

现得更为充分 ,从而有利于各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因此 ,在

我国渐进式改革中 ,区域比较优势与产业地理集聚呈现出非

协整的发展关系 ,而在对外开放进程中 ,我国各地区的出口

贸易却较好地体现了其潜在的比较优势。

注释 :
①P·萨谬尔森、W·诺德豪斯 :《经济学》(第 16 版) ,中文版 ,2 页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②樊纲 :《把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变为竞争力》,载《中国经济导

报》,2000 - 03 - 15。
③樊纲 :《首先要重视“现实的竞争力”》,载《中国经济时报》,

2000 - 07 - 19。
④林毅夫 :《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几点看法与建议》,载《五十人

论坛》,2000 (7) 。
⑤J·E·斯蒂格利茨 :《经济学》,中文版 ,57 页 ,北京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1997。
⑥约翰·伊特韦尔 等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 ,

第 1 卷 ,561 页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9。
⑦[美 ]保罗·克鲁格曼 :《地理与贸易》,中文版 ,36 页 ,北京 ,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⑧蔡日方 :《比较优势差异、变化及其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载《中国

社会科学》,2002 (5) 。
⑨蔡日方 :《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区域差距的影响》,载《中国社会科

学》,2001 (2) 。
⑩Young , A , 2000. The Razor’s Edge :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Vol . 115 ,No. 4 , pp . 1 091～1 136.

参考文献 :
1. 胡荣涛 等 :《产业结构与地区利益分析》,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

社 ,2001。
2. 林毅夫 等 :《比较优势与经济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 1999

(5) 。
3. 陆大道 等 :《1999 中国区域发展报告》,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000。
4. 杨宝良 :《西部地区劳动力比较优势及其瓶颈约束》,载《国际

商务》,2002 (3) 。
5.《中国统计年鉴》(1992 - 2002)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6.《中国海关年鉴》(1995 - 2000) ,北京 ,中国海关数据库。
7. [德 ]韦伯 :《工业区位论》,中文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8. 王缉慈 等 :《创新的空间 :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北京 ,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01。
9. 王耀中、杨宝良 :《西部开放中的比较优势分析和对外贸易战

略选择》,载《求索》,2000 (6) 。
10. Krugman , P. ,1991a. History and Industry Location : The Case of

the US Manufacturing Belt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 Krugman , P. ,1991b.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 Marshall ,A. ,1920.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13. Sandra Poncet :《中国市场正在走向“非一体化”———中国国内

和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比较分析》,载《世界经济文汇》,2002 (1) 。

(作者单位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 　200083)
(责任编辑 :S)

(上接第 47 页)效用函数的复杂性而假定管理者是理性地选

择近似于有限风险厌恶的。为了弄清这个问题 ,哈波瑞奇

(Haubrich , J . G1)在 1994 年实际计算了一些含有较为合理的

风险厌恶评估的最佳合同 ,计算表明这些最佳合同更倾向于

付给管理者较小的边际激励报酬 ,事实上的边际激励就是千

分之三。定量计算在这里实证了定性分析中假设条件的不

合理。

传统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在何种条件下什么是可能的 ,

但是 ,只有加上定量计算分析的理论才能使我们确认预设条

件及其结果是否具有真实性和实际价值。而定量就是数值

计算。因此 ,我们在经济学研究中不仅要重视一般意义上定

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 ,也要把定量分析与具体适用的数

值计算方法相联系 ,如此才可能有针对性地做出高质量低成

本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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