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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 济 自 由 是 市 场 经 济 的 基 础#是 社 会 基 础 设 施 !T-,(*4F)>1*=
D210,2013"的核心内涵%经济自由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存量 资 本 的 生 产 配 置 效 率#
并对国内外投资给出积极信 号#推 动 经 济 增 长%本 文 在 新 古 典 经 济 增 长 理 论 框

架下#研究各国社会基础设施 发 展 水 平 的 不 同 及 其 转 型 动 态#用 近 百 个 国 家 的

增长面板数据验证经济自由 水 平 及 其 提 升 的 增 长 效 应%此 外#本 文 还 用 动 态 面

板数据的K]]估计方法检 验 发 现#经 济 自 由 是 经 济 增 长 的 K1*)?31原 因#而

后者不是前者的K1*)?31原因%该 结 论 对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经 济 发 展 政 策 具 有 指 导

意义%

"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通 讯 作 者 及 地 址&黄 怡 胜#广 东 省 广 州 市 中 山 大 学 学 报 编 辑 部#<%#"$<’电 话&
!#"#";J#H;$J#(!#"#";J%%%::#(%H!J"!!"HH"’+=.*(4&#"%J##%##!!%!H@,-.%作 者 感 谢 两 位 匿 名 审 稿

人分别提出的有益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 KU*12)3532*4@!"##<"认为#经济自由的关键内涵是个人选择(自由交易(参与竞争和经济环境稳定以

及法律对个人财产的保护%具体定义参见I1*D31研究所的网站UUU@>1332’3U-14C@,-.%

!!关键词!经济自由#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增长效应#因果关系

一!引!!言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始于T-4-U !%:<!"和TU*) !%:<!"开创性的工作%

T-4-U !%:<!"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

长的源泉#在实证核算中技术进步只是经济增长的 )索洛残余* !T-4-UX3=
D(C0*4"%为解释索洛残余#后来还有内生化技术进步的新增长理论 !X-.31#

%:;!’\0,*D#%:;;’X-.31#%::#’X3R34-#%::%#等等"%这些经济增长理

论都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假定经济制度安排是既定的#在极大化效用的代表

性家庭和最大化利润的厂商的整个生命期限里!+Q#(m"#经 济 制 度 安 排 一

成不变#从而不考虑社会基础设施及其演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社会基础设施及其演进对经济增长有没有贡献？经济自由% 水平较高的国

家社会基础设施完善#体制和法律的生产偏好胜过资源转移 !L(O31D(-)"#社

会全要素生产率相应较高#相同有形投入的产出更多#对经济增长必然有积

极的贡献%
现实中多数国家的社会基础设施处于变迁之中#因此#探讨社会 基 础 设

施及其演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有意义的%本文在新古典增长理论模型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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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下#研究社会基础设施及其演进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检验经济自由及

其变动的增长效应以及因果关系$由于一直都未见到关于经济自由变动产生

增长效应的因果检验#本文还检验经济自由变动与经济增 长 的K1*)?31因 果

关系%

" 为行文简洁#本文以下的&国家’都指经济体意义上的&国家和地区’%
H 标准的 ]*)B(U=X-.31=G3(4模型以物质资本投资率(人力资本投资!平均上学年数"和人口增长率的差

别解释不同国家人均收入的差别#差别的!#̂ 以 上 可 以 被 三 者 解 释%+*D2-)32*4@!%::$"以<$个 国 家

为样本的截面回归中#添加的经 济 自 由 变 量4)!#"的 系 数 为#@!%#显 著$使 总 体 解 释 能 力 从!!̂ 提 高

到$"̂ %
J 水平效应指外生参数的变化影响稳态下的人均收入水平$增长效应则指外生参数的变化影响稳态下的

人均收入增长率大小%

二!文 献 综 述

早在%:;!年#加拿大温哥华I1*D31研究所的](,’*34G*4B31教授在经济

学诺贝尔奖得主 ](42-)I1(3C.*)的支持下#就发起了以 &经济自由’为主题

的讨论会#另外两位经 济 学 诺 贝 尔 奖 得 主K*15N3,B31和L-0?4*DD8-12’先

后都参 与 了 进 来%这 样 的 经 济 自 由 论 坛 在%:;!)%::J年 间 共 举 行 了 六 次

!KU*12)3532*4@#"##<"#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学术文章和创意%例如#经济

自由 概 念 的 诞 生 和 世 界 经 济 自 由 指 数 !+,-)-.(,I133C-.F)C3a->2’3
G-14C#+IF"的评估%

I1*D31研 究 所 的 六 次 国 际 研 讨 会#经 过 X-R0D’B* !%::%"(N31??13)
!"##H"和 KU*12)3532*4@!"##J"总结以后#对经济自由实质的理解逐步达

成了一致#与会者认同经济自由的四块基石*

* 个人选择而不是集体选择$

+ 自愿交易由市场协调而不是经由政治过程的配置协调$

, 进入国内外市场参与竞争的自由$

- 对个人及其财产免于他人侵犯的保护%
随着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与市场经济接近程度’度量)))经济自

由指数的面世#经济自由与人均收入水平(与人均收入增长率关系吸引了不

少经济学家的兴趣%+*D2-)*)CG*4B31!%::$"最早在研究中利用经济自由

数据*以 ]*)B(U=X-.31=G3(4!%::""模型为基准#加入经济自由的变量后#
提高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解释能力H#他们的结论认为经济自由对人均收入具

有水平效应#但不涉及经济自由的增长效应%J

自+*D2-)32*4@!%::$"后涌现出大量的相关文献#这些文献对经济自由

的水平效应的认识能够达成一致#但关于经济自由的增长效应的认识则有分

歧)))认为有增长效应和没有增长效应%前者以L*UD-) !%::;"为代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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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 Y**)*)CD201. #"##%$为代表%L*UD-) #%::;$认为经济自由通过提

升全要素生产率!刺激投资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影响&同样&经济自由与人

力资本投资也存在重要的相关关系&经济自由度越高&则有越大的人力资本

投资&推动了劳动投入产出能力的增长%L*UD-)的观点得到数据的支持%经

济自由为什么促进经济增长？因为经济自由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提供了推动经

济增长的激励%
#%$]01A’532*4@#%::%$认为&经济自由通过低税收!独立司法体系

和产权保护&提升了生产性努力的回报&也使社会人才配置到各自产生最大

价值的地方&于是一方面刺激生产&另一方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刺激

经济增长%
#"$L*UD-) #%::;$认为&经济 自 由 通 过 提 高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PIE$的

直接效应和刺激投资的间接效应推动了经济增长%
#H$9-’*)DD-)#"##%$认为&经济自由强化动态的!允许试错的 #21(*4*)C

311-1$经济环境&在此环境下&大量的商业尝试可以出现&推动了经济增长%
#J$N31??13)#"##H$将经济参与人分为企业家!创新者和金融家&他们

面对 的 激 励 很 大 程 度 上 由 制 度 安 排 决 定&而 这 些 制 度 正 如 8-12’ #%:$%!

%::#!%::J!"##"$指出的那样&可 以 是 无 效 率 的&也 可 以 是 有 效 率 的%制

度朝向刺激生产活动方向发展&它就会对经济增长有贡献%N31??13) #"##H$
认为&经济自由环境下&因为政府管制和政府企业少&经济参与人之间的竞

争不断发生&提高了生产率’经济自由要求低的!稳定的通胀率&便 利 了 可

预期的!理性的决策的产生并促进了贸易发展&吸引了各种资本投放到预期

收益最高的经济自由地区&直接刺激了经济增长%

< 他们的;#个数据中有H(<个异常点%

!!与上述 经 济 自 由 促 进 经 济 增 长 观 点 相 反 的 是&Y**)*)CD201. #"##%$
考虑了 数 据 异 常 点 可 能 的 影 响&先 使 用 X-0DD330U #%:;J&%:;<$发 展 的

)最小二乘中数法*#\3*D2]3C(*)->Tk0*13D&\]T$去掉异常数据后<&再用

加权二乘法估计&结 果 发 现 经 济 自 由 水 平 高 低 对 经 济 增 长 没 有 显 著 的 贡 献&
因此得出结论&认为经济自由水平没有增长效应%

暂且不论经济自由水平是否有增长效应&在认为有增长效应的经济学家

阵营内部&对经 济 自 由 与 经 济 增 长 之 间 的 因 果 关 系 仍 存 在 明 显 分 歧%I*11&

\-1C*)CG-4>3)R*1?31#%::;$的 面 板 数 据\TL6方 法 因 果 检 验 显 示&无 论

在"#个工业化国家还是$;个非工业化国家&都没有发现经济自由与经济增

长之间存在K1*)?31因果关系%但KU*12)3532*4@#%:::$和63?*=K-1C-44(
*)CS4O*13[=S1,3#"##H$的修正\TL6方法检验都发现经济自由是经济增长

的K1*)?31原因&而后者不是前者的K1*)?31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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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大小和方向#

!!虽然对经济自由水平是否有增长效应的认识存在分歧$认为具有增长效

应的阵营内部对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有不同的看法$但经济学家关于经济

自由变动 !增量"! 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认识却出奇地一致#例如$前述L*UD-)
!%::;"%KU*12)3532*4@ !%:::"%Y**)32*4@ !"##%"%63?*=K-1C-44(*)C
S4O*13[=S1,3!"##H"和&-43!"##H"的检验都发现经济自由变动与经济增长

显著正相关#但一直没有关于经济自由变动产生增长效应的因果检验 !见表

%"#

表!!对经济自由水平及增量的增长效应认识分歧

变量 增长效应 代表文献 因果关系 代表文献

经济自由

水平

显著

L*UD-)!%::;"&

I*11$\-1C*)C G-4>3)=
R*1?31!%::;"&

&-43!"##H"

经济自由是经济增长

的 K1*)?31原 因$但

后 者 不 是 前 者 的

K1*)?31原因

KU*12)3532*4@!%:::"!(
Q$"$)Q<"&63?*=K-1C-4=
4(*)CS4O*13[=S1,3!"##H"
!(QJ<$)Q<"

没发现经济自由与增

长之间有因果关系

!

I*11$\-1C *)C G-4>3)=
R*1?31!%::;"!( Q"#$

$;&)QJ"

不显著

Y**)*)CT201.!"##%"&

Y3,B34.*) *)C T21-0A
!"###"

经济自由

增量
显著

L*UD-)!%::;"&

Y**)*)CT201. !"##%"&

63?*=K-1C-44(&*)C S4=
O*13[=S1,3!"##H"

!无"

总之$当前对经济自由水平的认识在于有增长效应和没有增长 效 应$在

认为有增长效应的阵营内部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又有分歧&对经济自由变动的

增长效应虽然认识一致$但一直没有因果关系检验#
本文剩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三部分是模型和数据&第四部分 是 增 长

效应的检验方法与结果以及方法讨论$也包括稳健性检验以及增长效应的因

果关系检验&第五部分是结论和启示#

三!增长效应和因果关系检验模型与数据说明

本节建立检验经 济 自 由 的 增 长 效 应 的 模 型$然 后 介 绍 动 态 面 板 数 据 的

K]]稳健估计模型$用于检验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检验增长效应的模型

我们用T-4-U新古典 经 济 增 长 模 型 检 验 经 济 自 由 及 其 变 动 的 增 长 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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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经济的总生产函数!#+$Q##%#+$%"#+$$#+$$是一次齐次的&=L生产函

数&即两类投入量翻番%总产出也刚好翻番’生产技术"#+$是劳动扩增型的%
其他假设和记号不再赘述’

$!代表物质资本占收入的份额%]*)B(U32*4@#%::"$的跨国经济增长比较也假定!是各国相同的常数’
他们还多次强调国际经验是!约为三分之一%并作为他们模型中加入人力资本前后比较的基准之一’
; 若假设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变%则3也是人口增长率’
: 由#H$式容易看出"使A’#K$Q#3W)$K的 人 均 资 本 存 量 是 一 个 临 界 点’在 临 界 点%资 本 边 际 产 出 的 投

资部分刚好弥补资本折旧和资本广化’

!!由总生产函数的一次齐次性容易得到"

!#+$M"#+$$#+$ !# %#+$
"#+$$#+$

% "% &

!!记劳动力人均量=#+$Q!#+$($#+$%K#+$Q%#+$($#+$%’#)$Q##)%%$%
则在&=L生产函数情况下%

=#+$M"#+$ !’ K#+$
"#+ "$ M"#+ #$ K#+$"#+ $$

!
%

两边取增长率%得

@= M=
#+$
=#+$M

"#+$
"#+$N #! K#+$

K#+$W
"#+$
"#+ $$ M #%W!$)"

#+$
"#+$N!

)K#+$
K#+$

%#%$

其中!是资本的产出弹性%假定为常数%而且所有国家都相同’$ 另外%T-4-U
增长模型中人均资本的增量受到如下方程约束"

K#+$MA’#K#+$$W#3N)$K#+$& #"$

上式表示人均产出的储蓄一部分用于弥补资本的折旧%一部分用于装备新增

加劳动力 #资本广化$%剩余部分才增加资本存量’其中)是资本的 折 旧 率%

3是劳动力增长率’; 资本折旧率和劳动力增长率都假定为常数’
#"$式代入 #%$式得

@= M #%W!$)"
#+$
"#+$N! #) A’#K$

K#+$W
#3N) $$ & #H$

!!可见%人均资本量K直接影响到人均收入增长率%但影响的方式有待进

一步分析’一般地%新古典生产函数都满足F)*C*条件%资本的边际产出从无

穷大不断递减%因此:%当一国资本贫乏时%资本边际产出高%产出的储蓄部

分足以弥补资本折旧和资本广化&但当资本很充裕时%由于资本边际产出低%
产出的储蓄部分不足以弥补资本折旧和资本广化%充裕的资本反而受自身约

束不能积极推动经济增长’
事实上%#H$式中的生产技术进步不完全由外生决定%而是部分地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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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安排决定#经济自由提供了更好的社会基础设施制度安排$也提升了竞争

程度和社会生产 效 率$同 时 可 以 刺 激 物 质 资 本 投 资 以 及 促 使 人 力 资 本 投 资$
两类投资的社会溢出效应都可以不断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人力资本

投资$通过劳动力 吸 收 高 端 技 术 和 易 于 被 社 会 保 有 而 推 动 社 会 生 产 力 提 高$
最终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N*11-$"##%$A@%J"#我们假定全要素生产率"!+"
的进步速度是经济自由的增函数$用式子表示为"!+"%"!+"Q@"!4#$&"且

.
.4#@"

!4#$&"$##其中$影响"!+"进步速度的其他因素例如储蓄率’资本

存量等用&表示#

%# 这也是本文将全体国家分为非工业化国家组和工业化国家组的理由之一#

!!根据 内 生 增 长 理 论$高 的 储 蓄 率 就 有 高 的 经 济 增 长 率 !X3R34-$%::%(

A@<#!$第%式")资本的外部性使规模报酬递增$资本存量也具有增长效应

!X-.31$%:;!(A@%##H")而 X3R34- !%::%(A@<#J$第"式"的 结 论 认 为$
由于资本折旧降低了资本的净收益率$折旧率同样影响到长期经济增长率的

大小#这些特征与表示经济处于转型动态的 !H"式也是一致的$除了经济自

由以外$储蓄率’资本存量和资本折旧率都可能具有增长效应#
综上$!H"式可以紧凑地写为

@= M@!4#$A$K$3N)"& !J"

!!上式中$偏导数@Y%$#$@Y"$#和@YJ##)而当人均资本K不大时$@YH$#$

但人均资本K较大时$@YH*##%#考 虑 了 资 本 存 量 对 经 济 增 长 影 响 的 方 程 !J"
是本文检验经济自由的增长 效 应 的 基 础$把 它 一 阶P*4-1展 开$则 得 到 线 性

化的检验模型(

@= M1N@Y%&4#N@Y"&AN@YH&KN@YJ&!3N)"N$& !<"

!!由于经济自由 提 升 将 提 供 更 完 善 的 社 会 基 础 设 施 制 度 安 排’给 出 积 极

的经济信号$也加 剧 了 企 业 竞 争$因 此$关 于 经 济 自 由 变 动 的 增 长 效 应 的

检验$本文同样在标准的T-4-U新古典经济增长框架下补充假设全要素生产

率"!+"的 进 步 速 度 还 是 经 济 自 由 变 动 的 增 函 数$"!+"
"!+"Q@"

!)4#$&"且

.
.)4#@"

!4#$&"$#$其中)4#表示经济自由变动$&表示经济自由以外的

其他因素#此外$经济自由的变动和资本逐利性引起社会存量资本的重新配

置$提升存量资本的资源配置效率$经济自由变动与现有资本存量结合才对

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所以紧凑形式的理论模型是

@= M@!4#$A$K&)4#$3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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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预 见#四 个 变 量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是@Y%$#!@Y"$#!@YH$#和

@YJ##$把非线性模型 %!&一阶P*4-1展开则得到线性化的实证检验模型"

@= M1N@Y%’4#N@Y"’AN@YH’%K’)4#&N@YJ’%3N)&N$& %$&

%二&检验因果关系的模型

以上建立了检验经济自由的增长效应模型$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两者之

间的因果关 系 还 有 待 研 究#以 下 介 绍 本 文 检 验 因 果 关 系 的 一 阶 差 分 K]]
模型$

K1*)?31%%:!:&给出了标准的双变量因果关系检验思想和方程#精简的

一阶滞后检验方程设定如下"

[0+ M!0N,’[0#+W%N)’>0#+W%N$0+& %;&

判定>变量是不是K1*)?31引起[#简单地就看回归系数)的+统计值是不是

显著#以代替滞后多期一般情形下的#检验方法$给定置信水平!#若+值显

著#则>是[的K1*)?31原因(若不显著#则不认为>是[的K1*)?31原因$
注意到以上检验方程中的经济 变 量 是 最 一 般 意 义 下 的#因 此 对 换[和>

的位置#就同样可以检验[是不是>的K1*)?31原因$

%%90CD-)*)CMU3)%%:::&用]-)23&*14-方法重复%###次实验#证实时间维度较小%)*H#&的E*)34数

据#若估计方程的解释变量组合含有被解释变量 的 滞 后 项%如 标 准 的K1*)?31因 果 检 验&#则 普 通\TL6
估计量是有偏的$他们举例说明了对)QH#情形#偏差甚至可以达到系数真实值的"#̂ ！
%" 虽然估计方法有所不同#但检验的思想仍然是K1*)?31因果检验$

!!但90CD-)*)CMU3) %%:::&发现#由于检验方程 %;&右边含有被解释

变量滞后项#传统的\TL6系数估计将可能是不一致和有偏的%%#因此本文不

使用\TL6方法#改而使用适合于观测期数)较小!截面个体又较多的面板

数据一阶差分K]]估计方法 %广义矩方法&$%"由S1344*)-*)CN-)C%%::%&
提出!最后定型于S’)*)CT,’.(C2%%::<&的一阶差分K]]估计量是一致

的#它能够克服单方程截面回归 %&1-DD=T3,2(-)X3?13DD(-)D&和普通面板回

归 %E*)34X3?13DD(-)D&中的 一 些 问 题#如 个 体 效 应 %F)C(O(C0*4+>>3,2&与

解释变量的相关性!解 释 变 量 的 内 生 性 等 问 题$K]] 也 称 动 态 面 板 数 据 回

归 %L5)*.(,E*)34L*2*X3?13DD(-)&技术$

S’)*)CT,’.(C2%%::<&列出了识别模型参数的所有矩方程

%
3,

3

0M%
[0A)%[0+W[0#+W%&W%>0+W>0#+W%&Y#W)%[0#+W%W[0#+W"&*M##

AM##++W"(+M"#+#)& %:&

!!这样的方程共有)%)V%&,"W%)V"&个#据此就可以无偏!渐近一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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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所有的参数#%H更难能可贵的是$由于K]] 方法的适用稳健性$它除了

用于平衡的动态面板数据外$同样可用于非平衡动态面板数据 !_LEL"#本

文收集的数据就不是平衡的$因而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K]]估计方法#

%H 即使)QH$是%动态&极端小的情形$也可以估计出J个参数#此参数容量对简单的双向因果关系检验

来说是足够的#
%J 网址’UUU@,-0)215C*2*@ROC3A@,-.#
%<"##<年的数据集没有%::$年和%:::年的数 据$分 别 从 该 研 究 所%:::年 度 和"##%年 度 全 球 经 济 自

由报告补充获得#网址’’22A’((UUU@>1332’3U-14C@,-.#
%! 未使用该数据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覆盖的国家太少$分别只有$"个和<J个$而%:;#年后的数据都覆

盖一百个以上国家#
%$ 如哈佛大学的&3)231>-1F)231)*2(-)*4L3O34-A.3)2就有<$个国家于%:<#)%::"年期间的资本总量

估算#
%; 该方法由戈德史密斯在%:<%年提出$后被广泛应用于多数经合组织国家!M+&L"$永续盘存法可表示

为%+QO+W !%V)"%+V%$其中%+为+时期的资本存量$O+为同期投资量$)$#为资本折旧率!假定资本

重置率与折旧率相等"#数学上已证明$当时 间 足 够 长 时$%+收 敛$即 初 始 资 本 量%#的 选 择 对 较 长 时 间

后的%+影响不大#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我们的研究涉及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时间跨度也有"H年$变量包括

人均收入水平*收入增长率*经济自由指数*人口增长率*投 资 率*资 本 存

量等$总计近万个数据$数据准备成为检验成功与否的关键#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和欧洲著名的电子商业信息出版商NOL !N0=

13*0O*)L(‘B"数据公司提供的+,-)-.(D2F)2344(?3),3_)(2!+F_"数据库%J$
包括各国逐年人均收入 !EEE调整"*人均收入增长率*人口总量与增长率*
劳动力总量与增长率*投 资 率 !储 蓄 率"#另 一 组 核 心 数 据 是 经 济 自 由 指 数

!+,-)-.(,I133C-.->2’3G-14C$+IF"$来 自 加 拿 大I1*D31研 究 所 于"##<
年:月$日公布的全球经济自由指数+IF面板数据$包括%:;#*%:;<*%::#*

%::<*%::$*%:::)"##H年共%#个年度#%<虽然"##<年度报告还提供了%:$<
年甚至%:$#年的+IF$但上述+F_数据库只回溯到%:;#年$因此之前两年

的+IF数据不使用#%!

还有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是各国逐年的人均资本存量#虽然也有国

际研究机构提供跨国的资本总量序列%$$但与我们的考察期重合相差太远$不

能使用#为保持所考察的近百个国家资本量的一致性$我们用永续盘存法%;重

新生成#所涉及的数据库有三个’哈佛大学的&3)231>-1F)231)*2(-)*4L3O34=
-A.3)2$提供<$个国 家%:$:年 的 初 始 资 本 总 量+宾 夕 法 尼 亚 大 学 的E3))
G-14CP*R43$提供!#个国家开始于%:<#年的投资率和人均收入$用于生成

%:$:年的人均资本存量+欧洲NOL公司的+F_$提供一百多个国家%:;#年

后的人均收入*投资率#前两个数据库用于得到%:$:年人均资本量$第三个

才完全覆盖本文的考察期’%:;#)"##H年#
至于资本折 旧 率 的 选 择$为 稳 健 起 见$我 们 分 别 选 取)Q#@#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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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别构造出五个资本存量面板$%:#"#构造资本存量序列的

初始资本以及逐年人均收入均按%::#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生成的资本存量序

列自然地以%::#年不变价美元计价$

%:)Q#&#H是世界上相当低的资本折旧率#在这样 的 折 旧 率 下#资 本 折 旧 一 半 大 约 经 过"J年 时 间%相 反

地#)Q#&%#是相当高的折旧率#不到$年时间就可以把资本折旧一半$
"# 与预期一致#折旧率)Q#&#H生 成 的 资 本 量 偏 高#使 一 些 国 家 资 本&产 出 比 率 在<&#以 上%折 旧 率

)Q#&%#生成的资本量偏低#使一些国家资本&产出比率约为%&#上下$可以与作者联系索取五个资本

存量面板的%####多个数据$
"% 无疑#投资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率最重要的因素$
"" 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的增长方式可能相当不同$单纯地增加投资直接拉动经济增长已为多数

工业化国家抛弃#他们更多的是关注怎样提 高PIE#即 式 中 的 因 子 S$多 数 非 工 业 化 国 家 则 相 反#由 于

资本仍相对贫乏#资本的边际产出高#简单地增加要素投入就可以有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单纯地增加投

资为不少发展中国家所钟爱$
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经历过从资本稀缺的历史状态逐步演变成为’工业化(的过程#’过量(的人均资

本量以至阻碍经济增长的情况不太可能#可能的结果是资本在工业化国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
"H 指%:;#!%:;<!%::#!%::<!"###年组合$由于篇幅关系#另两个组合"%::<!%::$!%:::!"##%!"##H年组合

以及%:::&"##H年组合的结果不再列出#有兴趣可与作者联系索取$注意"每个组合都有<个观察期$

经济自由和经济自由增量的增长效应检验以及因果关系检验都要进行横

向和纵向比较#而有些 ’增量(的 时 间 跨 度 是 五 年 或 两 年#为 使 结 果 具 有 可

比较性#方程回归的所有数据都折算为以 ’每年(作为标准$

四!增长效应的检验

本节检验使用近百个国家%:;#&"##H年的面板数据#以比较近百个国家

增长速度的差距决定因素中"%经济自由的差别对解释各国经济增长有无积极的

作用#也就是说#经济自由及其变动有无增长效应$

)一*经济自由水平的增长效应检验

由 )J*式和 )!*式可以预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高的储蓄和

投资率意味着产 出 的 更 大 比 例 用 于 投 入 生 产#立 竿 见 影 地 提 高 经 济 增 长 率#
经济增长速度与储蓄率同方向变动$经济自由变量4#的 回 归 系 数 也 将 是 正

的#因为高经济自由度的国家的社会基础设施 )T-,(*4F)>1*D210,2013*发达#
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高#相同投入的产出更多#或者用更少的投入就

有相同的产出$3W)的系数预计是负的#因为高的人口增长率或是资本折旧

率都摊薄了人均资本存量#降低了产出能力$
另外#)J*式估计经济自由水平的增长效应#人均资本存量的作用可能

是双向的$正如 )H*式所推断的#资本量K不大时#资本量对经济增长起正

面的作用#系数大于#%但K足够大以后#资本量所能起的作用有限#系数是

负的#或者虽然大于零但不显著$""

表"是经济自由增长效应检验结果"H#数据为间隔五年的$按文献横向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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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的惯例#表中的国家 分 为 工 业 化 国 家 !"%个"和 非 工 业 化 国 家 !$!个"$
用于生成资本序列的五个折旧率)Q#@#H%#@#<%#@#!%#@#;和#@%#代表了折

旧率偏低 !#@#H"和 折 旧 率 偏 高 !#@%#"以 及 比 较 适 中 !#@#<%#@#!%#@#;"
三类情形#覆盖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折旧率事实$同时#表中还可以看

到#不同折旧率生成的资本量对结果影响不大#大致是稳健的$

表!!经济自由水平的增长效应!间隔"年期"#$%&##$%"##$$&##$$"#!&&&年$
被解释变量"逐段"年期的平均经济增长率

变量
非工业化组!(Q$!" 工业化组!(Q"%"

)Q#&#H)Q#&#<)Q#&#!)Q#&#;)Q#&%#)Q#&#H)Q#&#<)Q#&#!)Q#&#; )Q#@%#
常数&
!

V$@$!
!#@%J:"

V$@"%
!#@#J#"

V$@%H
!#@#;J"

V:@H$:
!#@#JH"

V$@%;H
!#@#;""

"#@<H
!#@H;H"

"#@H$
!#@#:""

%:@;"
!#@###"

%:@!"
!#@%!%"

%:@<H
!#@"!:"

+IF
!

%@!H!
!#@###"

%@<H<
!#@##H"

%@<%<
!#@###"

%@<H:
!#@##H"

%@<:$
!#@###"

#@#:!
!#@#<""

#@#;H
!#@#%!"

#@#;%
!#@#H!"

#@#$"
!#@#:""

#@#$"
!#@#!:"

A
!

#@#J!
!#@#%<"

#@#J%
!#@#HH"

#@#H:
!#@#";"

#@#H$
!#@#H;"

#@#H"
!#@#HH"

#@#:$
!#@#%;"

#@#$!
!#@#%%"

#@%##
!#@#<%"

#@#H;
!#@#"$"

#@#H<
!#@#%%"

4)K
!

%@$H!
!#@%H%"

%@!!%
!#@#"#"

%@!J<
!#@#!%"

%@!J"
!#@#%:"

%@!H;
!#@#JJ"

V"@$<
!#@HH#"

V"@$H
!#@$;H"

V"@$"
!#@%;""

V"@$"
!#@%%:"

V"@$"
!#@""!"

3W)
!

V#@##J
!#@:%""

V#@##;
!#@;JH"

V#@###
!#@::H"

V#@##;
!#@;J<"

V#@##$
!#@;!""

V#@H;<
!#@#<$"

V#@J%#
!#@#$$"

V#@H;J
!#@###"

V#@J"J
!#@###"

V#@J"!
!#@###"

," #@J"" #@J"; #@J%: #@J"; #@J"! #@<!$ #@<"< #@<;! #@<%# #@<#J
D@3@ J@;%% J@;J# J@;"H J@;H: J@$:< %@!%% %@!J% %@<$! %@!!$ %@!$;
# %@;H %@;; %@;% %@;; %@;! J@%: H@<J J@<H H@HH H@"<

样本数 ";% ";% ";% ";% ";% %#< %#< %#< %#< %#<

!!注&回归方法是面板\TL6#常数是个体固定效应的均值’系数下面括号中的数值是+统计值对应的

E概率值#一般地认为E##&#<为显著#E##&#%为很显著#E##@##%为极显著$

由实证检验结果看到#在非工业化国家组 !(Q$!"#经济自由对经济增

长非常重要#其系数大致在%&<#上下#且一致地很显著 !E##&#%"’储蓄和

资本量都是非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特别是人均资本量#系数达

到%&!$也就是说#非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可以从经济自由程

度%投资率大小%资 本 丰 裕 程 度 中 找 到 部 分 解 释$在 工 业 化 国 家 组 !(Q
"%"#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也可以从经济自由度%储蓄率大小%资本丰裕程度

的差异中得 到 启 示#所 不 同 的 是 人 均 资 本 量 高 的 国 家 经 济 增 长 率 倾 向 于 低

!但不显著"#这也许意味着资本量很丰裕的国家由于资本边际收益低#经济

增长不再主要靠有形物质资本的推动$
另外#从两组国家投资率的系数比较看#总体而言#工业 化 国 家 经 济 增

长对投资率变动相对敏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业化国家投资转化为增长的

效率较高$综合两组国家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经济自由具有显著的增长效

应#并且增长效应不随折旧率的变动而隐现#这样的效应是稳健的$我们的

结论与L*UD-) !%::;"的结论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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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自由变动的增长效应检验

以上检验证实了经济自由具有增长效应%那么经济自由的变动是否影响

经济增长速度？这里作一检验&
#!$式检验经济自由增量)4#的增长效应&若提升经济自由 #)4#大于

#$%资本逐利性和经济竞争使得存量资本效率增加%资源再配置就可以使产

出增加和经济增长’相反地%经济自由度降低 #)4#小于#$%结果是总体上

社会基础设施变差%存量资本逐利的效率与空间双双缩小%导致部分资本闲

置%甚至基于风险考虑而撤资%从而都会引起产能下降!对经济增长贡献打

折扣&可以预计%经济增长与)4#同向变动%K()4#的系数大于#&

"J)Q#@#!是<个折旧率的中间值%在幅度上也与国际通常使用的折旧率接近&

!!表H结果表明%加入经济自由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后%#%$基础经济自

由仍然是显著因素’#"$+IF"4)K是显著的%即经济自由的提升确实可以通

过提高存量资本效率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H$投资率A的显著性被降低了%
可能的解释是社会基础设施的变化改变了激励结构%投资率本身就受到经济自

由变动的影响 #9-)3D%%::;%I(?013$=%$&总之%经济自由变动也有增长效应&

表!!经济自由增量的增长效应!间隔"年期"
被解释变量#逐段"年期的平均经济增长率

变量
非工业化组#(Q$!$ 工业化组#(Q"%$

)Q#&#H)Q#&#<)Q#&#!)Q#&#;)Q#&%#)Q#&#H)Q#&#<)Q#&#!)Q#&#; )Q#&%#
常数F
!

V%&$J:
##&$#"$

V%&$J#
##&$#<$

V%&$H$
##&$#!$

V%&$H#
##&$#:$

V%&$"<
##&$%%$

V%&<!!
##&!:"$

V%&<!:
##&!:%$

V%&<$#
##&!:%$

V%&<$J
##&!:%$

V%&<$:
##&!:#$

+IF
!

#&:%:
##&#J!$

#&:%$
##&#J$$

#&:%!
##&#J$$

#&:%J
##&#J$$

#&:%H
##&#J$$

#&H:J
##&#J<$

#&H:H
##&#J!$

#&H:H
##&#J$$

#&H:%
##&#J;$

#&H:%
##&#J:$

)+IF"
4)K

#&#HH
##&#<:$

#&#HJ
##&#<:$

#&#HJ
##&#<:$

#&#H<
##&#<:$

#&#H!
##&#<:$

#&#HH
##&##J$

#&#HJ
##&##<$

#&#H<
##&##<$

#&#H!
##&##<$

#&#H$
##&##<$

A
!

#&#J$
##&#J:$

#&#J$
##&#<#$

#&#J$
##&#<#$

#&#J$
##&#<#$

#&#J$
##&#<#$

#&#;<
##&#<J$

#&#;<
##&#<J$

#&#;<
##&#<J$

#&#;<
##&#<J$

#&#;!
##&#<J$

3W)
!

#@#H:
##@%!<$

#@#H:
##@%!<$

#@#H:
##@%!<$

#@#H:
##@%!!$

#@#H:
##@%!!$

V#@#JH
##@###$

V#@#JH
##@###$

V#@#JH
##@###$

V#@#JH
##@###$

V#@#JH
##@###$

," #@JH: #@JH: #@JH: #@JH: #@JH: #@<"! #@<"! #@<"! #@<"! #@<"!
D@3@ J@#$" J@#$" J@#$" J@#$" J@#$% %@!J# %@!J# %@!J# %@!J# %@!J#
# %@J:$ %@J:$ %@J:; %@J:; %@J:; "@!%: "@!%: "@!%: "@!%: "@!%:

样本数 "HH "HH "HH "HH "HH ;J ;J ;J ;J ;J

!!注"回归方法是面板\TL6%常数是个体固定效应的均值’系数下面括号中的数值是+统计值对应的

E概率值%一般地认为E##&#<为显著%E##&#%为很显著%E##&##%为极显著&

表"和表H的结果表明%不同资本折旧率)生成的资本序列对回归的定性

与定量影响都很小%基 于 资 本 折 旧 率 定 性 上 不 改 变 结 论 的 事 实%在 以 下 表J
的对照组当中%仅仅以代表性的)Q#@#!生成的资本序列"J为基础%进行不同

时间间隔和有!无资本影响的交叉稳健性检验&表"!表H的)Q#@#!纵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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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和表J结果 表 明#无 论 哪 种 时 间 间 隔 结 构#经 济 自 由 水 平 都 有 增 长 效 应#
而经济自由增量通过资本的作用也表现出增长效应#也就是说#经济自由的

增长效应是稳健的$此外#无论从单项+统计值还是综合# 值看#资本存量

的作用都是显著的$

表!!经济自由的增长效应的稳健性检验!资本序列由折旧率!"#$#%生成"
被解释变量#逐段时期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

变量
非工业化组!(Q$!" 工业化组!(Q"%"

间隔"年期 间隔%年期 间隔"年期 间隔%年期

常数F
!

#&<HH
!#&<#<"

V%&;:"
!#&JH<"

#&<"%
!#&J%H"

V%&:";
!#&$%""

#&<J;
!#&!$$"

V%&JJ<
!#&!<;"

#&J;!
!#&!#!

V%&<!H
!#&<!:"

+IF
!

#&;H:
!#&#J!"

#&:%$
!#&#J$"

#&;<"
!#&#J<"

#&:#;
!#&#J$"

#&"J!
!#&#J<"

#&"H:
!#&#J!"

#&"!<
!#&#J$"

#&"!H
!#&#J;"

)+IF"
4)K

#&#JH
!#&##<"

#&#JJ
!#&##<"

#&#HJ
!#&#J;"

#&#H!
!#&#J:"

A
!

#&#J$
!#&%J:"

#&#HJ
!#&#<#"

#&#J$
!#&#<#"

#&#HJ
!#&#<#"

#&#$:
!#&#<J"

#&#$!
!#&#<J"

#&#;#
!#&#<J"

#&#$$
!#&#<J"

3W)
!

#@#H:
!#@%!<"

#@#H:
!#@%!<"

#@#H:
!#@%!<"

#@#H:
!#@%!!"

V#@#JH
!#@###"

V#@#JH
!#@###"

V#@#JH
!#@###"

V#@#JH
!#@###"

," #@J"H #@J;! #@JH# #@<#: #@<"! #@$%H #@<"H #@$%"
D@3@ H@%!: H@%%" H@%$" H@#;: %@!J# %@<$# %@!J# %@<$#
# "@H;< "@J%; "@<$; H@":$ H@$J< <@;!H H@$## <@;HJ

样本数 HH! ";% HJ: ":H %#< ;J %#< ;J

!!注%回归方法是面板\TL6#常数是个体固定效应的均值&系数下面括号中的数值是+统计值对应的

E概率值#一般地认为E##&#<为显著#E##&#%为很显著#E##&##%为极显著$

!三"因果关系检验

通过计量方 法 实 证 检 验#我 们 发 现#在 考 虑 了 人 均 资 本 的 可 能 影 响 后#
经济自由水平对解释国家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差异有显著贡献#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系数值在%@<#以上#也就是说#其他因素都相同的条件下#经济自由度

提高%@#分#经济增长速度可以上升%@<个百分点$类似地#经济自由增量

也有增长效应#不 论 在 工 业 化 组 还 是 非 工 业 化 组#系 数 值 介 于#@#H’#@#J<
之间#虽然数值不大#但在工业化组里很显著$既然经济自由和经济自由增

量两者与经济增长都积极 相 关#接 下 来 自 然 的 问 题 是%经 济 自 由 !增 量"与

经济增长之间谁为因#谁是果#还是互为因果关系？我们用第二部分介绍的

检验因果关系的K]]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加以揭示$
对它们因果关系的可能猜测是#高的经济自由地区提供更好的社会基础

设施#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所以经济自 由 是 经 济 增 长 的K1*)?31原 因&反

之#由于经济增长#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对经济自由有新的需求#也会促使

经济自由提升#但只是 (发展水 平)引 起 经 济 自 由 变 动#而 经 济 增 长 率 的 大

小预计不会对经济自由变动有直接作用$所以#经济自由水平与经济增长的

因果关系是单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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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经济自由增量可以直接地提升存量资本的生产配置效 率#也 会

吸引到新增的国内外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 的 结 果%%%经 济 发 展

水平或许影响经济自由变动的幅度和方向#但经济增长率的大小本身不会与

经济自由增量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因此#经济自由增量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

系也是单边的"前者为因#后者为果&
表"!表H以及间隔两年和间隔一年的结果都表明#不同资本折旧率)生

成的资本序列对回归的定性与定量影响都很小#表J以代表性的)Q#@#!生

成的资本序列为基础#稳健地证实经济自由具有增长效应&表<和表!分别

是关于经济自由 ’变动(与经济增长的K1*)?31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表!!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非工业化组’(Q$!( 工业化组’(Q"%(
变量 # G # G

工具变量集 F#G’V%(##’V"( F##’V%(#G’V"( F#G’V%(##’V"( F##’V%(#G’V"(
常数F
!

J&#H
’#&###(

V#&:;"
’#&"<#(

J&H$
’#&###(

V%&H"!
’#&%!"(

#’V%(

!
#&"$:
’#&##%(

#&$%H
’#&###(

#&J!!
’#&###(

#&!H#
’#&###(

G’V%(

!
#&##H
’#&;%"(

V#&#"$
’#&H%"(

#&##;
’#&$;J(

V#&%"H
’#&"$:(

," #&$:J #&!<< #&:J# #&;J;
D@3@ #&<"% J&#"% #&J%; %&;#!
9 %&$!46"% %&#H46"H %&H!46"" "&:$46"J

样本数 %;< %;< !H !H

结论
经济自由是经济增长的K1*)?31原因

但后者不是前者的K1*)?31原因

经济自由是经济增长的K1*)?31原因

但后者不是前者的K1*)?31原因

!!注"变量#和G 分别代表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增长率$工具变量 采 用 S1344*)-一 阶 和 两 阶 滞 后 值$系

数下面括号中的数值是+统计值对应的E概率值#一般地认为E##&#<为显著#E##&#%为很显著&

表(!经济自由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非工业化组’(Q$!( 工业化组’(Q"%(
变量 )# G )# G

工具变量集

!
F#G’V%(#)#’V%(#

)#’V"(
F#)#’V%(#G’V"(

!
F#G’V%(#)#’V%(#

)#’V"(
F#)#’V%(#G’V"(

!
常数F
!

V#&$"%
’#&##"(

J&%%;
’#&###(

V%&%J;
’#&#"J(

H&J:<
’#&###(

)#’V%(

!
#&HJ$
’#&#%H(

#&%J<
’#&!#:(

#&"<!
’#&#"!(

V#&%%$
’#&$%"(

G’V%(

!
V#&#%%
’#&!%"(

#&"$:
’#&#!$(

V#&#%$
’#&$%#(

V#&%%H
’#&%<$(

," #&#<J #&J%H #&#!; #&<;"
D@3@ %&"#H J&%%" #&<%% %&;;#
9 <&$<! "&%H46"< <&"!# H&J<46"$

样本数 %%% %;< J" !H

结论
经济自由变动与经济增长

没有K1*)?31因果关系

经济自由变动与经济增长

没有K1*)?31因果关系

!!注"变量)#和G 分别代表经济自由变动与经济增长率$工具 变 量 采 用 S1344*)-一 阶 和 两 阶 滞 后 值$系

数下面括号中的数值是+统计值对应的E概率值#一般地认为E##&#<为显著#E##&#%为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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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结果证实了我们当初的猜测#经 济 自 由 是 经 济 增 长 的K1*)?31原

因$但经济增长不是经济自由的K1*)?31原因%表!的 结 果 却 表 明$经 济 自

由变动与经济 增 长 之 间 不 存 在 K1*)?31因 果 关 系$与 当 初 的 基 本 判 断 不 符&
可能的原因是这里的观测期数太少 !)Q<"$工具变量还要求滞后$使时间自

由度只有)QH&
其他两个间隔两年和间隔一年的面板也有类似结果 !此处不再列出$需

要者可与作者联系"&

"< 在法律不健全或财产安全得不到保护的地方$’孩子(是最可靠的财产$与其指望靠积累人力资本获得

未来’收益($不如多生孩子来得实在&

!四"检验方法的讨论

以上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经济自由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并且增长效

应不随折 旧 率 的 变 动 而 隐 现$这 样 的 效 应 是 稳 健 的$该 结 论 与 L*UD-)
!%::;"的结论相互印证&!""经济自由的改善可以通过提高存量资本效率而

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经济自由变动也有增长效应&!H"经济自由是经济增长的

K1*)?31原因$但经济增长不是经济自由的K1*)?31原因%没有发现经济自由

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有K1*)?31因果关系&
这些都是在T-4-U !%:<!"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下考虑了制度安排变化因

素的结果$相对传统理论假定经济活动的制度环境安排是既定的$而且都是

完美的市场经济$本文重新思考制度安排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是

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补充&在传统的新古典理论下$长期经济增长完全由外

生技术进步决定$于是$对技术进步内生决定机制的研究$就成为长期经济

增长理论的核心问题&
对技术进步内生决定机制的认识有三类&第一类是以投资为基础的增长

模型 !F)O3D2.3)2=R*D3CK1-U2’]-C34"$如 X-.31!%:;!")\0,*D !%:;;"
和N*11- !%::#"等$他们考虑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积累产生正外部性$驱动

技术进 步 和 经 济 长 期 增 长%第 二 类 是 以 XiL 为 基 础 的 内 生 模 型 !XiL=
R*D3CK1-U2’]-C34"$例如X-.31!%::#")K1-DD.*)*)CY34A.*)!%::%"
和S?’(-)*)CY-U(22!%::""$他们理论中的技术进步源于有意识的研究与

开发 !X3D3*1,’*)CL3O34-A.3)2"活动%第三类是以技术转移为基础的增长

理论 !P1*)D>31=R*D3CK1-U2’]-C34"$例如N*11-*)CT*4*=(=]*12()!%::%")

Z-0)? !%::%"和N13[(D*)Cd10?.*) !%::H"等$他们的理论是技术落后国

家通过技术贸易或ILF引进)模仿先进技术&
不论内生技术进步通过哪类途径产生$国家之间社会基础设施或经济自

由程度安排的不同$都对以上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XiL或技术引进活

动产生不同的 激 励$影 响 内 生 技 术 进 步 速 度$表 现 出 制 度 安 排 的 增 长 效 应&
在忽视产权的国家$人们就不愿意投资而愿意多生小孩"<%在知识产权得不到



第"期 黄怡胜!舒!元"经济自由及其变动的增长效应 J;H!!

有效保护的地方#XiL活动已没有激励的基础$对依靠ILF!技术外溢而增

长的经济#如果没有良好的社会基础设施#进入后的收益不确定性会让部分

先进技术选择观望%
虽然 &增长效应’是相对于 &稳态’而言的#但考虑制度安排及其变迁

因素后#稳态 要 建 立 在 制 度 安 排 的 基 础 上#相 对 于 只 是 理 论 上 可 能 存 在 的

&稳定增长状态’#&转型动态’有更为宽广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下用更一般

化的转型动态理论分析市场化进程经济的增长特征%如图%#以中国为典型实

例#假设市场经济转轨国家的投资率是A%#初始的人均资本量是K%#相应的

经济增长速度,%QA%’(K%)*K%V(3W@W))%现由于经济转型成功!经济自由

环境改善#吸引了更多的投资#使总投资率上升!资本积累曲线上 移#虽 然

人均资本量达到K" 的更高水平#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
但由于旺盛的投资需求直接就拉动了经济增长#资本量K" 状态对应的经济增长

速度,"QA"’(K")*K"V(3W@W))未必就会低于资本量K% 对应的增长速度,%%

图!!经济制度安排变迁背景下!经济增长的转型动态分析

可见#随着经济转型的成功深入#经济自由程度提高#商 业 环 境 不 断 改

善#经济自由变迁所引起的增长 效 应 使 经 济 一 直 保 持 高 的 增 长 速 度#其 &稳

定增长状态’也只是相对的概念#会从K"% 移 至K"" 并 且 还 可 能 不 断 地 右 移%
反观少数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它们的社会基础设施已经相对完善#各

种社会!经济参数都处于相对固定的状态#投资率波动也很小#经济增长名

副其实地处于 &稳态’附近#经济增长速度一般不高%

五!结论与启示

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假定市场经济制度安排是既定的#
将制度安排的作用排除在研究经济增长的因素之外%本文在新古典增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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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框架下#考虑社会基础设施安排及其演进通过相应激励影响经济增长#
检视经济自由对解释跨国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重要作用$

实证检验证实了经济自由及其变动对解释跨国经济增长速度差异具有显

著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横向 !两 组 国 家"与 纵 向 !不 同 时 间 段"数 据 的 研

究中都是稳健 的#因 此#经 济 自 由 对 经 济 增 长 具 有 增 长 效 应$利 用 K1*)?31
因果检验思想和一阶差分K]] 估计方法证实了%经济自由是经济增长速度

的原因#而后者不是前者的原因$
经济自由具有增长效应的结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具有指导

意义$在非工 业 化 的 发 展 中 国 家#经 济 自 由 指 数 对 增 长 率 的 回 归 系 数 达 到

%@<#以上#显示经济自由对于发 展 中 国 家 的 经 济 增 长 具 有 可 观 的 增 长 效 应#
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一国的经济自由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

的速度$这启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制度安排上#应考虑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导

向#加强法律对生产性而不是转移性 !E1-C0,2(-)O@D@L(O31D(-)"经济活动

的鼓励#同时逐步放开经济主体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权利#加强个人财产

的法律保护#以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提高人民的经济生活福利水平$
最后#&经济自由’是一个整体概念#从I1*D31研究所测度依据来看#它

包含了五个主要内容 !S13*"#即%!%"经济中政府的规模(支出(税收和企

业)!""法律结构和产权的安全性)!H"健全的货币和银行政策)!J"自由的国

际贸易)!<"政府对信用和劳动市场的管制$那么#经济自由加速经济增长的机

制究竟是由以上五个方面的哪些部分引起的#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 考 文 献

*%+ S?’(-)E@*)CE@Y-U(22#&S ]-C34->K1-U2’P’1-0?’&13*2(O3L3D210,2(-)’#41535-.+/012#

%::"#!#!""#H"H,H<%@
*"+ S’)T@*)CE@T,’.(C2#&+>>(,(3)2+D2(.*2(-)->]-C34D>-1L5)*.(,E*)34L*2*’#95:/32;5’46

1535-.+/01A#%::<#!;!%"#<,";@
*H+ S1344*)-]@#*)CT@N-)C#&T-.3P3D2D->TA3,(>(,*2(-)>-1E*)34L*2*%]-)23&*14-+O(C3),3*)C

*)SAA4(,*2(-)2-+.A4-5.3)2+k0*2(-)D’#,.70.85’41535-01Q+:C0.A#%::%#<;!""#$$,":$@
*J+ N*11-X@9@#&K-O31).3)2TA3)C()?()*T(.A43]-C34->+)C-?3)-0DK1-U2’’#95:/32;5’<5;0+06

12;41535-=#%::##:;!<"#T%#H,T%"<@
*<+ N*11-X@9@#B.+./-0323+A5’41535-01G/58+?%"F/5AAF5:3+/=4-E0/012;Q+:C=@&*.R1(C?3%

]FPE13DD#%::$@
*!+ N*11-X@9@#&Y0.*)&*A(2*4*)CK1-U2’’#"-./012341535-01,.70.8#"##%#:%!""#%",%$@
*$+ N*11-X@9#*)Cb@T*4*=F=]*12()#&&-)O31?3),3*,1-DDT2*23D*)CX3?(-)D’#P55K03@A<2E./A53

41535-01"1+070+=#%::%#%#%#$,%;"@
*;+ N31??13)8@#&P’3N3)3>(2D->+,-)-.(,I133C-.%ST01O35’#)?.O3C.E.3C.3+,.70.8#"##H#;

!""#%:H,"%%@
*:+ N13[(D+@*)CE@P@d10?.*)#&\3*A>1-??()?()F)231)*2(-)*4&-.A32(2(-)%SP’3-15->&5,43D()

8*2(-)*4P3,’)-4-?(,*4\3*C31D’(A’#"-./012341535-01,.70.8#%::H#;H!<"#%"%%,%"%:@



第"期 黄怡胜!舒!元"经济自由及其变动的增长效应 J;<!!

#%#$&-439@Y@%&P’3&-)21(R02(-)->+,-)-.(,I133C-.2-G-14C+,-)-.(,K1-U2’%%:;#’%:::(%

F")Z95:/32;%"##H%"H)"*%%;:’%:;@
#%%$L*UD-)9@G@%&F)D2(202(-)D%F)O3D2.3)2%*)CK1-U2’"83U&1-DD=&-0)25*)CE*)34L*2*+O(=

C3),3(%41535-01O3\:0/=%%::;%H!%!#H’!%:@
#%"$+*D2-)T@P@%*)C]@S@G*4B31%&F),-.3%K1-U2’%*)C+,-)-.(,I133C-.(%"-./012341535-6

01,.70.8%%::$%;$)"*%H";’HH"@
#%H$I*11G@d@%X@S@\-1C*)C9@\@G-4>3)R*1?31%&+,-)-.(,>133C-.%E-4(2(,*4I133C-.*)C+,-=

)-.(,G344=R3()?"S&*0D*4(25S)*45D(D(%F")Z95:/32;%%::;%%;)"*%"J$’"!"@
#%J$K1*)?31&@G@9@%&F)O3D2(?*2()?&*0D*4X34*2(-)DR5+,-)-.321(,]-C34D*)C&1-DD=DA3,21*4]32’=

-CD(%41535-.+/012%%:!:%H$)H*%J"J’JH;@
#%<$K1-DD.*)K@]@*)C+@Y34A.*)%&/0*4(25\*CC31D()2’3P’3-15->K1-U2’(%,.70.85’4156

35-01Q+:C0.A%%::%%<;)%*%JH’!%@
#%!$KU*12)359@K@%X@S@\*UD-)*)CX@K@Y-4,-.R3%&+,-)-.(,I133C-.*)C2’3+)O(1-).3)2>-1

+,-)-.(,K1-U2’(%95:/32;5’O3A+0+:+0532;23C)?.5/.+012;41535-01A%%:::%%<<)J*%%’"%@
#%$$KU*12)359@K@%X@S@\*UD-)%E@G@G*?’%32*4@%41535-01#/..C5-5’+?.U5/;C""##J"36

3:2;,.E5/+@6*),-0O31"I1*D31F)D2(2023%"##J@X321(3O3C>1-. ’22A"++UUU@>1332’3U-14C@

,-.+"##J+3>U"##J,’"@
#%;$KU*12)35%9@L@%\*UD-)X@S@*)CE*1BG@%41535-01#/..C5-5’+?.U5/;C""##<"33:2;,.6

E5/+@6*),-0O31"I1*D31F)D2(2023%"##<@X321(3O3C>1-. ’22A"++UUU@>1332’3U-14C@,-.+

"##<+3>U"##<,’%@
#%:$Y**)9@*)C9@+@T201.%&Y-UX-R0D2FD2’3X34*2(-)D’(AN32U33)+,-)-.(,I133C-.*)C+,-=

)-.(,K1-U2’？(%"EE;0.C41535-01A%"##%%HH)$*%;H:’;JJ@
#"#$Y3,B34.*)9@&@*)C]@L@T21-0A%&G’(,’+,-)-.(,I133C-.D&-)21(R0232-K1-U2’？(%=K;5A%

"###%<H)J*%<"$’<JJ@
#"%$9-’*)DD-)L@%)?.B=32-01A5’#0/-23CO3C:A+/=G/58+?")?.Q8.C0A?F5-E:+03@23CF5-6

-:3012+053AO3C:A+/=@T2-,B’-4."X-5*4F)D2(2023->P3,’)-4-?5%"##%@
#""$9-)3D&@F@%O3+/5C:1+053+541535-01G/58+?&83UZ-1B"8-12-)i&-.A*)5F),%%::;@
#"H$90CD-)X@S@%*)CS@\@MU3)%&+D2(.*2()?L5)*.(,E*)34L*2*]-C34D"SK0(C3>-1]*,1-3,-)=

-.(D2D(%41535-01$.++./A%%:::%!<)%*%:’%<@
#"J$\0,*D91@X@+@%&M)2’3]3,’*)(,D->+,-)-.(,L3O34-A.3)2(%95:/32;5’I53.+2/=41535-01A%

%:;;%"")%*%H’J"@
#"<$]*)B(U8@K@%L@X-.31*)CL@8@G3(4%&S&-)21(R02(-)2-2’3+.A(1(,D->+,-)-.(,K1-U2’(%

*:2/+./;=95:/32;5’41535-01A%%::"%%#$)"*%J#$’JH$@
#"!$]01A’5d@]@%S@T’43(>31*)CX@G@6(D’)5%&P’3S44-,*2(-)->P*43)2"F.A4(,*2(-)D>-1

K1-U2’(%*:2/+./;=95:/32;5’41535-01A%%::%%%#!)"*%<#H’<H#@
#"$$8-12’L@&@%&F)D2(202(-)*4&’*)?3*)C+,-)-.(,K1-U2’(%95:/32;5’41535-01H0A+5/=%%:$%%

H%)%*%%%;’%"<@
#";$8-12’L@&@%O3A+0+:+053A%O3A+0+:+0532;F?23@.23C41535-01<./’5/-231.@&*.R1(C?3"&*.=

R1(C?3_)(O31D(25E13DD%%::#@
#":$8-12’L@&@%)/23A21+053F5A+A%O3A+0+:+053A23C41535-01<./’5/-231.&T*)I1*),(D,-"F)D2(2023

>-1&-)23.A-1*15T20C(3DE13DD%%::"@
#H#$8-12’L@&@%&+,-)-.(,E31>-1.*),32’1-0?’P(.3(%"-./012341535-01A,.70.8%%::J%;J)H*%

H<:’H!;@
#H%$8-12’L@&@%&P’3E1-,3DD->+,-)-.(,&’*)?3D()P1*)D4*23C()&’()3D3*%F?03241535-01*:2/6

+./;=%"##"%%)J*%$:$’;#"@



J;!!!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H"$X3R34-T@%&\-)?=10)E-4(,5S)*45D(D*)C\-)?=10)K1-U2’’%95:/32;5’<5;0+012;41535-=%

%::%%::!H"%<##(<"%@
#HH$X-R*DB*S@%&E134(.()*15L3>()(2(-)->+,-)-.(,I133C-.’%()G@N4-,B!3C@"41535-01#/..6

C5-))582/C2)?.5/=5’I.2A:/.-.3+@6*),-0O31%N@&@%&*)*C*)P’3I1*D31F)D2(2023%%::%@
#HJ$X-.31E@]@%&F),13*D()?X3201)D*)C\-)?=X0)+,-)-.(,K1-U2’’%95:/32;5’<5;0+012;415356

-=%%:;!%:J!<"%%##"(%#H$@
#H<$X-.31E@]@%&+)C-?3)-0DP3,’)-4-?(,*4&’*)?3’%95:/32;5’<5;0+012;41535-=%%::#%:;

!<"%T$%(T%#"@
#H!$X-0DD330UE@9@%&\3*D2]3C(*)->Tk0*13DX3?13DD(-)’%95:/32;5’+?."-./0123Q+2+0A+012;"A6

A5102+053%%:;J%$:%;$%(;;#@
#H$$X-0DD330UE@9@%&]042(O*1(*23+D2(.*2(-)U(2’Y(?’N13*BC-U)E-()2’%()K1-DD.*)G@%K@

E>40?*)CF@6(),[3!3CD@"%I2+?.-2+012;Q+2+0A+01A23C"EE;012+053%O-4N@L-1C13,’2)X3(C34%

%:;<%";H(":$@
#H;$T-4-UX@]@%&S&-)21(R02(-)2-2’3P’3-15->+,-)-.(,K1-U2’’%*:2/+./;=95:/32;5’4156

35-01A%%:<!%$#!%"%!<(:J@
#H:$TU*)P@G@%&+,-)-.(,K1-U2’*)C&*A(2*4S,,0.04*2(-)’%41535-01,.15/C%%:<!%H"!8-O@"%

HHJ(H!%@
#J#$63?*=K-1C-44(]@*)C9@\@S4O*13[=S1,3%&+,-)-.(,K1-U2’*)CI133C-.)S&*0D*4(25T20C5’%

F")Z95:/32;%"##H%"H!""%%::("%<@
#J%$Z-0)?S@%&\3*1)()?R5L-()?*)C2’3L5)*.(,+>>3,2D->F)231)*2(-)*4P1*C3’%*:2/+./;=95:/6

32;5’41535-01A%%::%%%#!!""%H:!(J#!@

O-"8&*9)-G++"6)$*+G6*(*’.6
K&""5*’#(5M)$,-#(B"$

!I(G’C.&.6#0/"1.$.)D#$"5*(,&*$$E6*%()&7L#)#

ZFTY+8K Y_S8K Z_S8 TY_
!Q:3!2+6A.3L307./A0+="

I3$)&#6)!P’3)3-,4*DD(,*4*)C3)C-?3)-0D?1-U2’.-C34D*13R*D3C-)2’3*DD0.A2(-)

->?(O3).*1B32=-1(3)23C()D2(202(-)D%2’313>-132’35C-)-2D20C5D-,(*4()>1*D210,2013@F)2’3

>1*.3U-1B->2’3)3-,4*DD(,*4?1-U2’.-C34U(2’*13,-)D(C31*2(-)->()D2(202(-)*4*11*)?3=

.3)2D*)CC5)*.(,D%2’(DA*A31()O3D2(?*23D2’31-43->D-,(*4()>1*D210,2013()3,-)-.(,

?1-U2’@E*)34C*2*->:$3,-)-.(3D*13*AA4(3C2-23D22’3,-)21(R02(-)->3,-)-.(,>133C-.

2-3,-)-.(,?1-U2’@P’31-R0D2?1-U2’3>>3,2->3,-)-.(,>133C-.(D()O3D2(?*23C@P’3

K]].32’-C->C5)*.(,A*)34C*2*D’-UD2’*23,-)-.(,>133C-.(D2’3K1*)?31=,*D0*425>-1

3,-)-.(,?1-U2’R022’3()O31D3,*0D*4(25C-3D)-2’-4C@

JG2,0#$$.+.6#).*(!+%H%MH;%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