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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使用非参数的核密度估计测算中国省域间人均 ＧＤＰ分布的动态发展趋势，并进
一步对导致这种趋势下的产业成因进行估算，可明显看出：第一，省域间的人均 ＧＤＰ分布出现
“穷者越穷，富者恒富”的两极分化格局，且大多数省域的发展陷于“贫困化陷阱”状态；第二，两

极分化格局的产业分解显示，“极化”主要表现在第二、三产业在省域间发展的差距，而第一产

业在省域间的发展基本不存在差距；第三，第二产业在省域间的差距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第三

产业次之，而第一产业在省域间的分布有助于省域间人均ＧＤＰ分布的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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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实证研究关注的热点，其
研究范围包括国家间、省域间、城市间的经济增长状

况。最早对该问题的研究是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

率和基期的资本积累水平之间进行回归，如果回归

结果为负则认为存在趋同，也就是说资本存在边际

报酬递减，从而资本在资本稀缺的贫穷国家生产率

要高于发达国家，最终地区间经济绝对会实现趋

同。［１］但是，现实中的实际情况并不如此，不同经济

体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趋同趋势。Ｂａｒｒｏ和 Ｓａｌａｉ
Ｍａｒｔｉｎ利用人均产出代替资本积累水平，加上了一
些控制变量后，发现经济增长率和基期人均产出之

间存在负相关，也就是趋同，但是这种趋同是有条件

的，故称之为条件趋同。［２］此后，在此基础之上，研

究者对条件变量进行更新，或者对于估计数据的使

用从截面数据变换为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３］以上

是有参数的回归方程估计，被称为 β趋同，此外还
有利用各地区人均产出的离差指标来揭示收敛问题

的回归方程估计，被称为σ趋同。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提出 β趋同的条件均值并不能有效

反映地区经济趋同的问题［４］，它仅仅说明的是不同

地区向平均水平的靠近，而趋同的重点是不同经济

体之间的比较，从而产生了Ｇａｌｔｏｎ谬误。Ｑｕａｈ的研
究进一步对β趋同进行批评［５］，认为它不能反映不

同地区之间经济水平分布的动态发展情况，而事实

上分布的动态情况才是在实证研究中应该重视的问

题，它关系着落后地区是越来越穷，还是在追赶富有

地区以实现趋同。所以，Ｑｕａｈ在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６年
的实证研究中使用马尔科夫方法来研究趋同问

题。［６］但是，马尔科夫矩阵对收入空间的离散方式

显得非常主观，并无一个统一的标准，因而容易在收

入分布分析中与现实产生误差。随后，Ｑｕａｈ使用核
密度估计来对全球收入分布进行估计［７］，得出双峰

的分布，也就是两个“俱乐部”的趋同。由于非参数

的核密度方法在研究趋同问题中能够揭示 β趋同
和σ趋同不能反映的很多在实际中有价值的信息，
因此，已成为国际学术界近期研究趋同问题的

热点。［８９］

国内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一般采用的是 β
收敛和σ收敛模型，但是，由于中国地区经济收敛
问题相当复杂，不是一个单一的格局，而且很难通过

β收敛和σ收敛理论模型提供的简单信息来捕捉这
种复杂性［１０］，所以使用分布动态方法研究中国地区

的趋同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故此，使用分布动态

方法来研究中国趋同问题也已经开始引起重

视。［１１１５］流行观点认为，中国省域间经济的分布是

双峰结构，并且双峰的“极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穷



者越穷，富者恒富”的局面已经出现。而在导致分

布结构的成因研究方面，“反事实”方法具有很大的

优势。徐现祥对导致这种格局的要素贡献构建“反

事实”模型进行核密度估计分析［１６］，比较合理地研

究了中国省域间人均经济水平地区差异的要素成

因。但综观已有文献，尚未对中国省域间经济分布

“极化”背后的产业原因进行深入分析。而事实上，

从动态和产业视角进行分析对政策决策十分必要，

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一、数据选取与模型

（一）数据选取

本文数据的主要来源为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

算司编纂出版的《中国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１９５２—２００４》及各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在对数
据的使用对象上，本文认为一个地区的人均ＧＤＰ水
平反映了这个地区的经济水平，所以把各省份的人

均ＧＤＰ看作是它们经济水平的衡量标准，并根据
１９７８年的物价水平把数据从名义水平换算到实际
水平。以上面的数据资料来源为基础，对各省份的

人均ＧＤＰ进行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分
解，以便对产生地区差距的产业成因进行分析。

（二）非参数的高斯核密度估计

在使用高斯核密度进行核回归估计时，首先需

要把数据进行正态化。因为本文考虑的是不同省域

之间差距的动态发展情况，所以需要通过正态化反

映不同年份各个省域的经济水平对平均值的偏离情

况，以便对不同年份进行动态比较。本文对 ｙｉ与 珋ｙ
之比取对数作为一个变量ｘｉ来进行正态化处理，其
中，ｙｉ表示省域 ｉ的人均 ＧＤＰ，珋ｙ表示全国的人
均ＧＤＰ。

ｘｉ的表达式可以写为：

ｘｉ＝ｌｎ
ｙｉ
珋( )ｙ ＝ｌｎｙｉ－ｌｎ珋ｙ （１）

高斯核密度函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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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ｘｉ的观测值通过式（１）计算得出；ｎ代表考察
样本的数量；ｈ为函数的带宽，用来调整分布图的光
滑度；ｘ为分布图横坐标的范围。

Ｓａｋａｍｏｔｏ和Ｉｓｌａｍ估算中国的核密度时，ｈ的取
值为０２［１７］，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在研究中也将ｈ
值固定为０２，ｘ的取值范围为（－２，２）。但是，上面
的高斯核密度函数忽略了对于人口权重的考虑，而

实际中省域之间的差距最终体现到人的身上，单独

选择地区的总体人均 ＧＤＰ水平变量并不合理，

Ｇｉｓｂｅｒｔ的文章中也指出在使用非参数方法来研究
收敛问题时［１８］，如果不考虑区域之间人口数量的差

别对收敛的影响，那么计算出来的结果可能会有误

导性。故本文对高斯核密度函数进行人口权重上的

修改。考虑人口权重的高斯核密度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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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ｗｉ代表的区县ｉ的人口权重，即区县 ｉ的人口

和各个区县总人口之比，其中：∑
ｎ

ｉ＝１
ｗｉ＝１。

二、中国省域间收入分布的动态演化

（一）收入的分布动态发展情况

为了合理地估算中国收入分布的动态发展情

况，本文对１９７８、１９９２、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的人均 ＧＤＰ进
行高斯核回归。之所以选择１９７８、１９９２、１９９９、２００６
年，是因为１９７８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年，１９９２
年中国开始全面实行市场经济，１９９９年是东南亚金
融危机发生后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的一年。考虑到

东南亚金融危机效应的时滞性，所以选择１９９９年而
不是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６年是最近的一年，代表了后ＷＴＯ
时代的客观情况。图１是１９７８—２００６年中国省域
间收入分布的演进。

图１　１９７８—２００６中国省域间收入分布的演进

从图１可以得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域间
的收入分布由趋同向两极分化发展，并且两极之间

的差距在扩大，中国省域间经济出现“贫困化”陷

阱。从选择年份核密度分布估计结果的动态发展来

看，１９７８年中国省域之间的经济基本上是趋同的，
大多数省的经济趋同于平均水平，这和当时中国的

计划经济体制有非常大的关系；１９９２年省域之间的
经济分布同样可以看成是趋同的，但是趋同于平均

水平的省域密度下降了，说明这个时候部分在１９７８
年处在中间水平的省域可能向低水平或者高水平的

方向发展，这同当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放权

让利等促进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政策有关；

１９９９年省域之间的收入分布出现了双峰结构，落后
的省和富有的省形成各自的趋同“俱乐部”，形成这

段时间分布的原因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沿海地

区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并且通过外贸的扩张迅速拉

大了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２００６年中国省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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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分布同样是双峰结构，但是相对于１９９９年来
说，双峰间的距离拉大，而且经济落后的省所趋同的

左峰的核密度下降，说明这段时间低收入省趋同的

集中程度下降了，这和后 ＷＴＯ时代部分省、尤其是
沿海省凭借经济的外向型特征取得迅速发展的现实

有关。

（二）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使用核密度估算的结果具有稳健

性，本文使用 Ｅｐａｎｅｃｈｎｉｋｏｖ核函数和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核函
数对２００６年核密度的结果进行估算，以说明本文的
计量结果是有效的。

图２中是使用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核函数和 Ｅｐａｎｅｃｈｎｉｋｏｖ
核函数估计出来的结果，两个函数的图形分布大体

上相一致，故本文所估计的结果是稳健的。

图２　中国省域收入分布的稳健性检验

三、分布的产业分解及“反事实”分析

本部分以２００６年的数据为代表，进一步深入研
究导致中国省域间收入分布动态演化的产业成因，

并且，在假设某一产业在省域间不存在收入差距的

情况下，构建“反事实”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不同产业

的分布对中国省域间“穷者恒穷、富者恒富”的格局

产生何种影响。

（一）产业分解情况

本文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把各个省域

的ＧＤＰ总量进行三个产业的分量分解。对分解后
三个产业的分量数据进行核密度回归，依据核密度

估计出来的结果来反映三个产业在代表性年份的分

布动态发展情况，以及三个产业的分量分布对各省

域ＧＤＰ总量分布的影响。图３是２００６年中国省域
间收入分布的产业分解（图中的总体代表的是中国

各省域人均ＧＤＰ的分布，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
产业依次代表分解后的分量分布数据）。

图３　２００６年中国省域间收入分布的产业分解

从图３中可以看出：２００６年第一产业分量的分
布是单峰的，并且集中在０附近，说明第一产业的发
展在省域之间是趋同的。第二产业的发展出现了双

峰分布，说明第二产业在省域之间的发展出现了两

个“俱乐部”。第三产业在省域之间的发展也是双

峰分布，出现了向两个“俱乐部”发展的趋势。并

且，绝大多数省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处在

平均水平以下，第二产业的“极化”程度要大于第三

产业。总体而言，说明中国省域之间出现的“极化”

现象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各个省域在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之间的发展差距，而且第二产业的影响要大于

第三产业。

（二）不同产业对省域差距影响的“反事实”

分析

本文构建“反事实”（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模型来进一步
研究不同产业的分布对中国省域间收入分布的影

响。图４是２００６年中国省域间收入分布的“反事
实”分析（图中的“总体”代表中国省域的收入分布

状况，“第一产业无差距”、“第二产业无差距”、“第

三产业无差距”依次代表对第一、二、三产业构建

“反事实”模型的分布情况）。

图４　２００６年中国省域间收入分布的“反事实”分析

从分布的格局来看，一旦假设第二产业在省域

间的发展不存在差异时，可以看出此时中国省域间

的收入分布有着一定的趋同特征，说明导致中国省

域间出现“贫困化”陷阱的最主要原因是第二产业

在省域间的差距。当假设第一产业在省域间的发展

不存在差距时，中国省域间的分布“极化”情况变得

更加严重，表现在双峰间距离扩大、峰的高度下降，

说明第一产业可以促进省域间收入分布的趋同。当

假设第三产业在省域间发展不存在差距时，“极化”

现象稍微好转，说明第三产业对收入差距的扩大起

着微小的作用。

四、结论

通过对中国省域间人均ＧＤＰ的核密度估计，本
文得出中国省域间收入分布的动态发展情况：

首先，中国省域间人均ＧＤＰ出现“穷者越穷，富
者恒富”的两极分化的发展格局，并且这种现象越

来越严重。其次，第二产业在地区之间的差距是不

同产业在省域间差距最大的部分，第三产业次之，第

一产业在省域间不存在差距。最后，第二产业在省

域间的差距是地区间人均ＧＤＰ差距主要原因，第三
产业只是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并且，第一产业在地

区间的分布有助于促进地区间人均ＧＤＰ趋同。
上述分析存在着以下的政策性启示：第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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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化”格局越来越严重的前提下，开放地区之间原

本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例如，户籍制度改革等，促进

落后地区的居民向富裕地区流动以增加收入，从短

期来看，对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第

二，落后地区应该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有效地吸收

富裕地区的产业转移，这样可以帮助落后地区促进

经济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第三，落后地区在

发展第一产业上有着比较优势，若各级政府继续给

予落后地区“三农”问题的支持，也有助于缩小地区

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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