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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劳动力流动
$$$使用区域连接’W,模型的数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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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区域间劳动力流动的视角出发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

问题#特别是工资和收入差 距 的 问 题#使 用 的 方 法 主 要 是 区 域 连 接’W,模 型#
应用该模型进行了比较静态分析 !;OO&年"和比较动态分析 !;OO&$#$;$年"%
依据模拟的结果我们探讨了 劳 动 自 由 流 动 的 强 度&劳 动 力 流 动 的 量&区 域 间 工

资或收入差距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同 时 也 考 察 了 扩 大 政 府 对 西 部 等 特 定 地 区 的

投资所带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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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

中国经济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地区间发展差距的

扩大就是主要问题之一%如何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实现地区间的

平衡发展是#;世纪初中国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在;OOO年底提出的西部

大开发战略&#$$=年提出的振兴东北的战略和#$$!年初提出的中部崛起的战

略中包含着许多目的#其主要目的是缩小这些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
分析造成中国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原因需要从多方面来入手%本文主要

考虑了中国经济自由化 !市场经济化"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定量地分析

了自由化#特别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对地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在研

究中#也考虑了地区间资本能够自由流动和不能自由流动两种情形#以便分

析和比较这两种情形所带来的不同效果%同时#本文还定量地分析了政府扩

大对西部等特定地区的投资所带来的影响%
西部等地区之所以落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同东部 相 比#这 些 地 区

依旧残留着许多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和政策#它们阻碍着这些地区的经济增

长%另外一个原因 是##$世 纪O$年 代 西 部 等 地 区 的 投 资 没 有 东 部 的 多%此

外#西部等落后地区的经济效率比东部低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当

然经济的低效率同西部等落后地区的制度或政策缺陷以及技术进步的缓慢或

停滞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预期#西部等地区今后在市场经济化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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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通过制度的改革#其生产效率可以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为此#在 改 革

劳动制度的时候#不仅要消除那些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因素#更为重要的

是要使本地区的劳动资源有效地配置和提高其生产能力$如果对西部等落后

地区的扩大投资是以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等为中心的#就可以提高这些地区

的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本文在分析劳动力自由流动和扩大投资的影响时#
区分了要素 !劳动%资本"的生 产 效 率 是 否 得 到 改 善 的 不 同 情 形#并 进 行 了

模拟$
本文的主要构成如下&第二节概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第 三 节 介

绍户口制度改革与地区间劳动力流动’第四节说明中国区域连接’W,模型的

基本结构’第五节对劳动力流动自由化的效果和影响进行比较静态分析’第

六节利用同一个模型进行;OO&(#$;$年的动态模拟#运用比较动态的方法分

别分析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以消除 !缩小"区域间经济差距为目的的政府投

资可能给各地区经济带来的效果或影响’最后的结束语对全文进行概括和总

结$

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政府首先对沿海地区实施了优惠政 策#结 果

导致与沿海地区相比#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明显$

;OO#年后#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加速#地区之间的差距和发展的不平衡性被进

一步地扩大$
为了减少地区间的差距#政府首先在#$世纪末实施了 )西部大开发*战

略$东北地区在建国以来一直是重要的工业基地#国有企业居多#在改革开

放后其经济发展开始落后#特别是从;OO=年起#由于国有和集体企业实施了

减员增效政策#产生大量失业人员#同沿海地区相比#经济发展的差距明显

扩大$#$$=年;$月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 )振兴东北*的战略$接着#为了唤

起明显落后于沿海地区的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年初#在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上#有关中部地区经济崛起的规划和措施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中$
目前#中国新的四大经济区域的划分以及国家有关地区经济发展的整体

构想&)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的崛起*和 )东部的新跨越*已经

形成$
东部地区是中国 经 济 发 展 的 中 心#在 技 术%人 才%资 金%开 放 的 程 度%

市场化程度以及城市化的程度上都居全国之首#是全国经济发展的引擎$今

后#东部在加速自身发展的同时#在支援西部等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上被寄

予了很大的期望$西部地区应该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保护#发展具有

比较优势的产业#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振兴东北主要是指有效地利

用资源#特别是要更新和改造那些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行业和技术#以便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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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日的辉煌"中部地区为人口集中地和农业产地#在地理上是连接东部和西

部的桥梁"如果中部地区发展了#可以起到连接东部$带动西部发展的作用"
所谓的中部的崛起是指充分利用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发挥目前所具有的农业

优势$基础设施优势及物流优势#提高其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

三!户口制度改革与劳动力流动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个世纪<$年代后半期#从内地向东部和沿海地

区$从农村向城市开始了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当时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配

置及工资水准的影响力还很弱#地区间的劳动力市场$城市和农村间的劳动

力市场是被分隔开的#;O!<年设立的户籍制度是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最主

要的因素"

;O<%年#中国开始改革计划经济时的终身雇用制度#引入了合同工制度"
同年又制定了企业破产法";O<%年合同工占职工总数的 比 例 为"8O_#;OO&
年增加到了!;8%_#现在已经覆盖了所有劳动者"这些劳动制度的改革表明

中国劳动力市场已向自由化迈进"而户口制度的改革使得地区间劳动力的流

动$城市和农村间的劳动力流动趋于自由化"
改革开放以 来#尽 管 政 府 对 户 籍 制 度 进 行 了 多 次 调 整#但 从 根 本 上 讲#

户籍制度依然依照计划目标来管理人口#限制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流

动#这一性质并没有改变"然而#到了本世纪#中国人口的管理制度 发 生 了

根本的改变"人口管理方式开始从计划管理转向以经济手段为主的管理#对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态度由过去的消极地限制变为积极地接受和促进"#$$;年

;$月#中国全面实施了以小城镇为对象的户籍制度改革#有关文件废除了以

往的计划目标的管理方法#并规定#如果农村户籍的人口在小城镇中有固定

居所和稳定的工作#就可以给予本人及其直系亲属小城镇的常住户籍#同其

他常住户籍人口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不许有任何差别政策"
小城镇户籍制度的改革同第十个五年计划中的一系列其他专项计划密切

相关#其目的在于促进农业的发展$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城市化建设"
%&十五’城市化发展重点专项计划(明确地提出小城镇的建设是中国城市化

的重要部分#是为了给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服务的需要#也是为了进一步

发展乡镇企业的需要"%&十五’人口$就业及社会保障重点发展专项计划(
还计划通过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在东部的省市及经济发达的地区

建立起农村和城市统一的劳动市场#其目标是废除那些制约劳动力合理流动

的政策#达到充分就业#抑制人口总数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策的改革#劳动力的流动越来越自由#收入 和 工 资

的差距也会缩小"这些变化会给各地区的生产$就业$人均收入及物价等带

来什么样的影响？为了更好地消除区域间发展的差距#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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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或速度有多大才是较为理想的？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从产业和空间上来分

析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定量地考察这些问题$其主要方法是区域连接’W,
模型 !’./A13+H54W4*42+5,a1)5)H2)1/#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四!区域连接’W,模型的结构

本文把中国经济按省%直辖市%自治区分为=$个地区#把生产行业概括

为&个行业;#并通过区域间商品交易矩阵及生产要素的流动等把这=$个地区

连接在一起#构筑成一个中国经济的区域连接’W,模型$=$个地区的划分见

表;$由于海南省和西藏没有编制;OO&年投入产出表#我们只能把这两个地

区同数据误差合在一起作为 &其他地区’来处理$&其他地区’的有关数据可

由全国;OO&年的投入产出表减去#O个地区;OO&年的投入产出表求出$在模

型中#这一部分被视为基准年 !;OO&年"的残差 !误差"#作为整个模型的外

生变量 !固定不变的量"来处理$

; &个行业分别为农业%能源%原材料%轻工业%重工业%建设业%服务业$

本模型以D4U+2+?+*43+58!;OO&"开发的静态’W,模型为出发点#追加

了商品的供给 !生产函数%劳动力和资本的供求"以及资本存量的动态积累

的部分#再把原模型由国家模型扩张为数个地区连接在一起组成的国家模型$
同时也参考 了 江 崎 等 !#$$#"%X42345!;OO&"的 模 型 结 构$同 其 他 的 连 接

’W,模型相比#在本模型中区域间商品交易时同一种商品的调出价格并不是

统一的#同一地区调出的同一种商品若调出的目的地不同#其调出价格也不

相同$这是因为在建立模型时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不同地区生产的

同一种产品 并 不 会 完 全 同 质 以 及 地 区 间 市 场 的 不 完 全 性#在 模 型 中 使 用 了

’,L函数来描述这一点#如果价格的不同仅仅是由于运输成本或 &关税’造

成的话就没有必要使用’,L函数#这是本模型的主要特征之一$本模型的基

本结构见图;$如图;所 示#某 个 地 区 各 行 业 生 产 活 动 提 供 的 商 品 供 给 !量

0d%价格Pd"经由’,L函数转化为出口供给 !量0,%价格P,"和国内供

给 !量0DJ%价格PDJ"两部分#国内供给再进一步经由’,L函数转化为向

=$个地区 !本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市场供给 !量0Gb%价格PGb"#向不同

地区的供给价格因地区的不同而不同$各地区之间主要由商品交易 !图;中

的矩阵#"以及生产要素 !劳动力或资本"的流动来连接#由此构成全国经济

这一整体$
在模型中对中央政府的处理如下(首先决定出中央政府的总收 入#再 依

据外生的中央政府的储蓄率决定出其总支出#最后依据’D函数决定出中央政

府在各地区的消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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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比较静态分析!!""#"#实际$%&!亿元"

J$ J;!_" J#!_" J=!_" J"!_" J!!_" J%!_" J&!_" J<!_" JO!_"

北京 #=;" #<8$ ;!<8# ;%!8% =$<8O =8= $8# $8; $̂8; "8&
天津 ;#%& ;$8& ==8O =$8& "!8; ;8# $̂8" $̂8& ;̂8; !8=
河北 "$&; ;8; =̂8O $̂8& ;̂=8= =̂8! $̂8< ;̂8! ;̂8O "̂8"
上海 ="=& ;#8" "%8= "!8# <"8& ;"8" $̂8% $̂8< ;̂8= #̂8;
江苏 %!%O <8$ ;O8& =$8% #"8$ %8" $̂8< ;̂8; ;̂8& ;8$
浙江 "%!O "8O <8& ;"8; ;;8& !8= $̂8= $̂8" $̂8% Ô8$
福建 =$!" ;"8= =O8& !=8" !=8= =8% $8$ $8$ $8$ ;̂O8&
山东 %&$= $8% %̂8; !̂8= ;̂#8% ;8" $8; $8; $̂8; ;̂=8&
广东 &%O$ ;$8& #&8$ =!8= =O8! &8; $̂8! $̂8& ;̂8= =̂8%
辽宁 =!#< %8& ;=8# ;$8" !̂8O Ô8O $̂8= %̂8= &̂8# ;"8%
吉林 ;"!= "8" !8# "8% #̂8; #̂8< $̂8! #̂8O "̂8$ &8<

黑龙江 #&#$ !8; <8O "8< #̂8= %̂8! $̂8! $̂8< ;̂8% %8<
山西 ;"<= #̂8; ;̂"8& #8= #̂<8< %̂8= $̂8" $̂8% #̂8# !̂8!
安徽 #&;" &̂8! #̂&8" #̂$8# =̂O8< #̂8= $̂8! $̂8& $̂8% ;̂%8;
江西 ;&;& !̂8< #̂#8< #̂;8" =̂;8$ ;̂8% $̂8% $̂8& ;8" %̂8;
河南 ";;& %̂8O #̂=8O ;̂<8# =̂#8O #̂8" $̂8% $̂8< ;̂8< =̂8"
湖北 ="!< "8$ "8< ;;8= #8! $̂8; $̂8! $̂8& $̂8O !8<
湖南 #OO& !̂8# ;̂O8# ;̂%8O #̂=8# ;̂8= $̂8" $̂8! $8% $8&
重庆 ;"$! "̂8# #̂;8O ;̂;8$ =̂#8& $̂8% $̂8O ;̂8! #̂8% #8!
四川 ==#! &̂8# #̂;8$ #̂=8= #̂!8< =̂8# "̂8% !̂8# %̂8; ;$8!
贵州 <;# #̂%8% !̂=8% !̂!8" %̂<8! <̂8= #̂#8; #̂"8$ #̂%8< <̂8#
广西 ;<=; !̂8$ #̂;8" ;̂#8O =̂;8O $̂8" $8< $8" $̂8= Ô8=
云南 ;%"O ;̂#8" =̂;8" #̂=8" "̂!8# %̂8; <̂8& Ô8& ;̂;8# ;8%
陕西 ;==$ <̂8# #̂&8& #̂&8$ =̂%8% #̂8" =̂8$ =̂8& !̂8$ =8$
甘肃 O%# <̂8" #̂!8O Ô8; =̂O8O <̂8! ;̂8; ;̂8< #̂8O "8$

内蒙古 ;$O! #8= ;̂8! =8" ;̂"8O &̂8; $8# $̂8& ;̂8" "8%
青海 #$# =̂8; ;̂%8! ;<8# #̂&8< &̂8; #̂8" =̂8# "̂8= ;%8%
宁夏 #;; &̂8$ #̂%8" ;̂%8; "̂!8# ;̂$8O =̂<8% "̂;8< "̂!8< $8=
新疆 ;;<$ <8= #;8< ##8$ ;=8O %̂8< =8& =8$ #8$ ;"8;
东部 =O&%" <8= #!8" =;8# "$8= "8& $̂8" $̂8% ;̂8$ !̂8%
东北 &&$; !8& ;$8# &8= =̂8O &̂8= $̂8" =̂8& "̂8% ;$8!
中部 ;%"<! =̂8< ;̂%8& ;̂$8% #̂"8= #̂8$ $̂8! $̂8& $̂8% =̂8=
西部 ;"$$= %̂8" #̂$8; ;̂!8= =̂$8# "̂8= "̂8$ "̂8< %̂8$ =8%
全国 &%!=; #8O &8$ ;;8O O8< $8! ;̂8; ;̂8& #̂8# ;̂8O

!!注解#J$表示基期!;OO&"各地区经济的实际值$J;!_"#JO!_"表示各种模拟值相对于基期值变化

的百分比%下同%

资本市场在地区间不能自由流动时&各地区的资本存量为外生 变 量&利

润率在模型中内生决定&资本的报酬直接计入当地居民的收入%在资本可自

由流动的情况下&全国的总资本存量为外生变量&全国平均利润率在模型中

内生决定&再依据地区间相对利润率决定出各地区的利润率&最后依据行业

间的相对利润率决定出各行业的利润率&此时&首先合计出全国资本的总报

酬&然后再由’D函数决定出各地区的相应的报酬并计入各地区居民的收入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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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市场在地区间彼此分割时"各地区的劳动力总供给和平均工资为外

生变量"由相对工资率来决定各行业的工资#劳动力在地区间可以自由流动

时"全国的劳动力总供给为外生变量"全国平均工资在模型中内生决定"再

由地区间的相对工资率决定出各地区的平均工资"最后依据行业间的相对工

资率决定出各行业的工资"从而决定出各地区各行业的就业量#
建立区域连接’W,模型时"如何处理数据的误差特别是地区间商品交易

中的误差值是比较难的一项工作"对此我们尝试地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法#第

=$个地区的数据"包括地区间商品交易矩阵中第=$个地区的调入及调出的数

据都是作为全国与地区间的残差得到的"在地区连接’W,模型中我们基本上

把第=$个地区的 变 量 作 为 固 定 值 来 处 理#在 地 区 间 商 品 交 易 矩 阵 中"第=$
个地区对每一个地区的供给量及需求量都被固定"相应的价格同每个地区的

平均需求价格或平均供给价格保持联动"这样做的结果使得=$个地区的商品

供给函数 $’,L%及商品需求函数 $’,J%能 够 经 常 保 持 成 立"而 且 在 模 拟

的结果中第=$个地区的实际WDP保持不变"只有名义WDP发生变化#这样

做使得误差尽可能保持在原有的程度之内不发生改变"而不是把误差分散到

其他数据中去#
模型中使用的 基 本 数 据 为;OO&年#O个 地 区 $见 表;%的 投 入 产 出 表 和

;OO&年全国投入产出表#其他相关数据如各地区的财政&分行业的从业人员

等由 ’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统计年鉴和财政统计年鉴中直接或间接得到#
各地区分行业的资本存量是参考江崎光男等 $#$$#%的总量数据并以行业资

本回报率为 基 准 按 比 例 分 配 得 到 的#地 区 间 商 品 交 易 矩 阵 的 数 据 是 在 种!
$#$$;%的推测结果中加上 )其他地区*的相应部分得到的#最后是有关函数

中的各种参数的设定问题#在模型中"假定所有地区的同一类参数具有共同

的值"具体值参考了 X42345$;OO&%和江崎光男等 $#$$#%的数值进行设定#
函数中的规模系数等依据;OO&年的数据进行校准#

对模型进行相关检验的结果表明该模型满足齐次性要求"同时也通过了

K+25+Q均衡检验 $在每次的模拟分析中"该模型的计算结果也都满足 K+25+Q
均衡关系%#

五!比较静态分析 ";OO&年#

比较静态分析 $;OO&年%主要考虑了 $;%要素自由流动和 $#%地区经

济开发两类情形#在两类情形中又根据自由流动的程度的不同以及一些情形

的组合"设计了O种具体的模拟情形#这O种模拟情形 $J;#JO%以及作为

比较基准的基准模拟情形 $J$%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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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基准值!是指;OO&年中国各地区经济的实际值"
#;$要素自由流动

J;!劳动力市场部分缓和"指把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程度设定在地区间的

工资差距缩小;%=的水平 #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同时假定各行业之间工资

差距保持不变!资本在地区间不可以自由流动"

J#!劳动力市场部分自由"指劳动力在地区间自由流动!地区间的工资

差距完全消除!同时假定各行业之间工资差距保持不变!资本不可以自由流

动"

J=!劳动力市 场 完 全 自 由"指 劳 动 力 在 地 区 间 和 行 业 间 完 全 自 由 流 动!
地区间和行业间的工资差距完全消除!资本在地区间不可以自由流动"

J"!劳动力及资本市场完全自由"指劳动力和资本在地区间和行业间完

全自由流动!工资及资本回报率在地区间和行业间的差距为零"

J!!资本市场完全自由"指资本在地区间和行业间完全自由流动!资本

回报率在地区间和行业间的差距为零 #这种情形的模拟结果仅作为参考!本

文不做具体的分析$"

# 西部的=$$$亿元投资分配如下##!$$亿元以;OO&年时的实际投资额为比例分配到西部的各个地区$
剩下的!$$亿元分配给一些重点地区%这些重点地区分别是贵州#$$亿 元$云 南;$$亿 元$宁 夏;$$亿

元$陕西!$亿元$甘肃!$亿元!重点地区的选择标准是模拟时实际WDP减少的程度和劳 动 力 流 失 的 程

度"%
= 东北的#$$$亿元投资分配如下#;!$$亿元以;OO&年时的实际投资额为比例分配到东北的各个地区$
剩下的!$$亿元分配给辽宁省%辽宁省为中国的重工业基地%
" 中部的#$$$亿元投资以;OO&年时的实际投资额为比例分配到中部各地区%

##$地区开发

J%!西部地区投资增加=$$$亿元#"

J&!西部地区投资增加=$$$亿元]东北地区投资增加#$$$亿元="

J<!西部地区投资增加=$$$亿元]东北地区投资增加#$$$亿元]中部

地区投资增加#$$$亿元""

JO!西部&东北&中部地区投资增加]劳动力市场部分缓和"JOZJ;]
J<"

!一"要素自由流动

首先考察要素自由流动的模拟结果 !J;#J!"%从模拟情形J;到J"$劳

动力流动的自由度是逐渐升高的%从表"最下端的数据可以看出$劳动力主

要从西部和中部向东部流动$并且随着自由度的提高$这种倾向增强%在模

拟的结果中$虽然劳动力有向东北流动的倾向$但比向东部流动的倾向要弱

得多$而且随着自由度的增强其倾向越来越弱%在J"和J!中资本可以在地

区间流动$其结果是资本从西部&中部和东北流向东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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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使得全国实际WDP得到增长"且随着自由度的提高其增长幅度也加大#
资本自由流动同样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 $比较J=和J!%"但没有劳动力

自由流动的效果显著#如果只考虑劳动力自由流动对各地区实际WDP的影响

的话"东部实际WDP显著增长"中部和西部实际WDP减少"地区间经济 规

模的差距被扩大#如果劳动和资本同时自由流动的话"这种经济规模差距扩

大化的倾向变得更加显著"东北地区的实际WDP也减少"同东部地区的规模

差距被扩大#东 部 在 要 素 资 源 得 到 扩 大 后"生 产 规 模 扩 大"物 价 水 平 降 低"
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生产规模缩小"物价水平上涨 $表;和表#%#

表!!比较静态分析!"##$"#%&’平减指数

J$ J;$_% J#$_% J=$_% J"$_% J!$_% J%$_% J&$_% J<$_% JO$_%

北京 ;8$$ ;̂"8; =̂&8" =̂O8; =̂O8# ;̂8; ;%8! #;8< #<8< ##8=
天津 ;8$$ Ô8& #̂$8; #̂$8! ;̂"8= $8; #=8O ="8< "&8% =!8%
河北 ;8$$ ;̂8; ;"8% &8< ="8; %8; #=8# ==8% "!8; !;8&
上海 ;8$$ &̂8= ;̂<8< ;̂!8; ;̂O8" %̂8$ ;=8= ;&8= #"8% #=8!
江苏 ;8$$ %̂8% ;̂$8% ;̂;8& %̂8< #̂8< #!8" ="8# "O8" "#8;
浙江 ;8$$ "̂8< !̂8= !̂8% ;̂8" =̂8" ;#8% ;%8# ##8= ==8!
福建 ;8$$ !̂8! ;̂;8; ;̂#8# ;̂#8< ;̂8! #8! =8= "8" ;<8O
山东 ;8$$ ;̂8$ %8& ;8" ;&8! $8; ;#8% ;&8= #"8$ =%8!
广东 ;8$$ "̂8< &̂8O &̂8= %̂8< ;̂8! #;8# #%8= =!8" ="8;
辽宁 ;8$$ "̂8$ "̂8; "̂8& ;$8; %8% ;"8! O#8" ;$=8= %$8$
吉林 ;8$$ =̂8" ;8! !8# ;;8< =8$ #!8; &$8$ <!8! !<8!

黑龙江 ;8$$ #̂8< $8& $̂8O ;;8! !8; ;O8& %;8! &"8; !!8&
山西 ;8$$ =8$ #;8" ;=8# "#8$ !8" ;"8; #$8= !O8= !O8O
安徽 ;8$$ %8% =&8O =;8" &$8= =8% ;<8; #"8! "#8% !O8<
江西 ;8$$ =8% #%8# #<8! ""8& #8; ;O8= #"8O !!8< %!8!
河南 ;8$$ "8! #<8O #<8# "<8< #8O #!8$ ==8; &;8O &;8$
湖北 ;8$$ =̂8O $8$ $8% <8& ;8" #;8; #&8# %O8$ !!8"
湖南 ;8$$ "8& #O8" #O8< "#8< #8% #=8< #O8% &"8# &;8&
重庆 ;8$$ "8; ==8< #;8; %;8" ;8O %#8! &#8! <<8O &=8!
四川 ;8$$ ;#8! !!8" "%8; %&8# !8& ;""8< ;!=8< ;%%8% ;$#8#
贵州 ;8$$ =$8$ ;#=8! ;$<8% #;O8# %8$ #O=8= =;%8% =!"8; ##O8;
广西 ;8$$ %8O =!8< ="8= !"8" #8< =!8$ ";8= !=8< %!8!
云南 ;8$$ ;"8& %"8$ "<8" O!8% !8= ;="8" ;"&8$ ;%!8% ;;"8;
陕西 ;8$$ &8= =O8! #%8O !O8; =8! &<8& O;8$ ;;=8; <<8!
甘肃 ;8$$ <8" ";8; =;8# &#8; &8= <"8# O!8O ;;"8$ O$8$

内蒙古 ;8$$ ;̂8# O8$ O8" #%8# %8& "#8# %;8! &"8% !O8!
青海 ;8$$ #8" ##8" =8O "%8" <8$ ;$=8" ;;<8; ;=O8; <;8$
宁夏 ;8$$ !8# =#8" #%8< &#8% &8O =!<8% "$&8& "<"8& ;%"8=
新疆 ;8$$ %̂8% ;̂$8" ;̂"8O ;8; &8& !$8< %#8! &&8O !;8!
东部 ;8$$ !̂8# Ô8< ;̂;8$ <̂8O ;̂8= ;&8= #=8; =;8O =!8$
东北 ;8$$ =̂8! ;̂8! ;̂8% ;$8O !8" ;<8" &%8O <O8= !<8=
中部 ;8$$ #8& #;8& #$8# =<8# #8< #;8= #&8< %"8; %"8"
西部 ;8$$ &8O =&8O #O8= !<8$ !8; ;$$8O ;;#8" ;#O8; O=8"
全国 ;8$$ ;̂8; =8#! $̂8O <8$ ;8# ="8# "%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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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自由流动对人均收入 !人均实际WDP"的影响则和对经济规模 !实际

WDP"的影响相反#由于工资水平趋于平均化#各地区间的人均收入差距被缩

小 !表="$与此相反#资本自由流动则使得地区间的人均收入差距被扩大$

表!!比较静态分析!"##$"#人均实际%&’!万元$人"

J$ J;!_" J#!_" J=!_" J"!_" J!!_" J%!_" J&!_" J<!_" JO!_"

北京 =8!$=$ ;̂$8% =̂<8& =̂!8$ =̂%8$ =8= $8# $8; $̂8; ;̂8<
天津 #8!&<; &̂8" #̂"8! #̂;8% #̂<8% ;8# $̂8" $̂8& ;̂8; !̂8"
河北 ;8;O## $̂8< "̂8= =8; ;̂#8% =̂8! $̂8< ;̂8! ;̂8O $8$
上海 "8"%;" ;̂!8; "̂;8< "̂$8# =̂%8! ;"8" $̂8% $̂8< ;̂8= $̂8=
江苏 ;8&!=< =̂8< Ô8< ;̂$8# &̂8$ %8" $̂8< ;̂8; ;̂8& #̂8<
浙江 ;8&#!! =̂8& %̂8O %̂8; "̂8" !8= $̂8= $̂8" $̂8% !8&
福建 ;8<O#% &̂8O ;̂<8< ;̂O8= ;̂=8! =8% $8$ $8$ $8$ ;#8&
山东 ;8"#=O $̂8% =8= &8= ;8" ;8" $8; $8; $̂8; ;$8<
广东 #8$=## %̂8O ;̂%8& ;̂"8# ;̂;8# &8; $̂8! $̂8& ;̂8= $8=
辽宁 ;8&$OO "̂8< Ô8! !̂8; ;̂&8; Ô8O $̂8= %̂8= &̂8# ;̂#8!
吉林 ;8;&"; ;̂8! #̂8% #̂8$ %̂8$ #̂8< $̂8! #̂8O "̂8$ !̂8#

黑龙江 ;8%=O< =̂8% %̂8< "̂8O ;̂;8; %̂8! $̂8! $̂8< ;̂8% "̂8<
山西 $8OOO& $8< "8& ;&8# !̂8" %̂8= $̂8" $̂8% #̂8# ;̂8"
安徽 $8<;&$ "8! ;$8O ;&8$ "̂8! #̂8= $̂8! $̂8& $̂8% &8;
江西 $8<#%= ;8< %8% ;;8$ $̂8= ;̂8% $̂8% $̂8& ;8" "8$
河南 $8<#$! ;8" =8O <8< #̂8< #̂8" $̂8% $̂8< ;̂8< ;̂8=
湖北 ;8#&%& ;̂8& #̂8< #̂8% "̂8$ $̂8; $̂8! $̂8& $̂8O #̂8=
湖南 $8<="% #8$ &8# ;=8" "8O ;̂8= $̂8" $̂8! $8% $8&
重庆 $8<=;" ;8$ ;̂8; ;!8O ;̂=8; $̂8% $̂8O ;̂8! #̂8% #̂8#
四川 $8&#$; =8= O8$ ;O8# ;$8& =̂8# "̂8% !̂8# %̂8; %̂8!
贵州 $8"#;% ;;8; ;!8" ="8" ;̂#8< <̂8= #̂#8; #̂"8$ #̂%8< #̂$8!
广西 $8&"%< ;8= "8; ;$8! #̂8" $̂8" $8< $8" $̂8= #8&
云南 $8&==" "8$ %8% ##8O "̂8; %̂8; <̂8& Ô8& ;̂;8# Ô8;
陕西 $8&="" #8! %8" ##8& ;8< #̂8" =̂8$ =̂8& !̂8$ !̂8$
甘肃 $8<;$O #8& %8% #$8= %̂8! <̂8! ;̂8; ;̂8< #̂8O =̂8=

内蒙古 ;8$"#$ $̂8O $̂8% "8O <̂8$ &̂8; $8# $̂8& ;̂8" #̂8;
青海 $8<!O= $8$ $̂8" #!8$ ;̂$8; &̂8; #̂8" =̂8# "̂8= "̂8#
宁夏 $8<;;# ;8< =8< ;!8" ;̂&8& ;̂$8O =̂<8% "̂;8< "̂!8< #̂<8;
新疆 ;8&$&; "̂8" ;̂#8; "̂8$ ;̂%8& %̂8< =8& =8$ #8$ #̂8!
东部 ;8<;%& =̂8$ <̂8" %̂8; =̂8% "8& $̂8" $̂8% ;̂8$ =8%
东北 ;8!!#< =̂8! %̂8& "̂8$ ;̂#8% &̂8= $̂8" =̂8& "̂8% <̂8#
中部 $8O$!< #8= %8O ;#8$ ;8; #̂8$ $̂8! $̂8& $̂8% ;8!
西部 $8&&$% "8< ;$8$ ##8% =8" "̂8= "̂8$ "̂8< %̂8$ !̂8&
全国 ;8#;$% #8O %8O% ;;8O O8< $8! ;̂8; ;̂8& #̂8# ;̂8O

如果只考虑劳动自由流动的话#在劳动力市场完全自由化 !J="时#西部

和中部同东部相比#经济规模的差距进一步被扩大#人均收入的差距急剧缩小#
物价水平在西部和中部显著上升#在东部显著下降$这结果主要是由于劳动力

追求高工资从西部和中部向东部流动所带来的#问题是这时劳动资源的变动过

于剧烈$比如北京的劳动者人数为原来的"倍以上#上海为原来的#倍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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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反"贵州的劳动力人数降至原来的;#="西部的多数省份减少了;#=$表"%&
这种完全自由化所带来的影响或效果在中短期内是很不现实的"只有经历非常

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实现&与此相比"劳动力市场部分缓和 $J;"工资差距缩小;#

=%的结果比较接近现实&虽然其结果也是西部和中部同东部相比"经济规模的

差距扩大"人均收入的差距缩小"但程度却要小得多"中短期内具有实现的可能

性&不过从劳动力资源的变化来看"北京增加"$_"上海增加=$_"贵州减少

=$_"这依然是很高的&另外"新疆作为劳动力净流入地区在西部地区中的地位

比较特殊"其人口净流入的倾向随着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提高变得更明显 $表"%&

表!!比较静态分析!"##$"#劳动者人数!万人"

J$ J;$_% J#$_% J=$_% J"$_% J!$_% J%$_% J&$_% J<$_% JO$_%

北京 %%; "=8= =#;8% =$<8< !=O8= $8$ $8$ $8$ $8$ %8&
天津 "O# ;O8! &&8= %%8% ;$=8# $8$ $8$ $8$ $8$ ;;8=
河北 =";! ;8O $8" =̂8& $̂8< $8$ $8$ $8$ $8$ "̂8=
上海 &&$ =#8= ;!;8! ;"=8$ ;O;8; $8$ $8$ $8$ $8$ ;̂8<
江苏 =&"! ;#8= =#8& "!8" ==8= $8$ $8$ $8$ $8$ =8O
浙江 #&$$ <8O ;%8< #;8! ;%8O $8$ $8$ $8$ $8$ ;̂=8O
福建 ;%;= #"8; &#8$ O$8$ &&8= $8$ $8$ $8$ $8$ #̂<8&
山东 "&$& ;8; Ô8; ;̂;8& ;̂=8< $8$ $8$ $8$ $8$ #̂#8;
广东 =&<" ;O8$ !#8% !&8& !&8; $8$ $8$ $8$ $8$ =̂8O
辽宁 #$%= ;#8; #!8; ;%8# ;=8! $8$ $8$ $8$ $8$ =;8$
吉林 ;#=& %8$ <8$ %8& "8; $8$ $8$ $8$ $8$ ;=8&

黑龙江 ;%!O O8$ ;%8< ;$8# O8< $8$ $8$ $8$ $8$ ;#8=
山西 ;"<= #̂8< ;̂<8! ;̂#8& #̂"8& $8$ $8$ $8$ $8$ "̂8#
安徽 ==## ;̂;8! =̂"8! =̂;8< =̂&8$ $8$ $8$ $8$ $8$ #̂;8&
江西 #$&< &̂8! #̂&8% #̂O8# =̂$8< $8$ $8$ $8$ $8$ Ô8&
河南 !$;& <̂8# #̂%8& #̂"8< =̂;8$ $8$ $8$ $8$ $8$ #̂8;
湖北 #&$O !8< &8O ;"8= %8& $8$ $8$ $8$ $8$ <8=
湖南 =!O; &̂8$ #̂"8% #̂%8& #̂%8& $8$ $8$ $8$ $8$ $8;
重庆 ;%O$ !̂8# #̂;8$ #̂=8# #̂#8! $8$ $8$ $8$ $8$ "8O
四川 "%;& ;̂$8# #̂&8! =̂!8% =̂=8$ $8$ $8$ $8$ $8$ ;<8#
贵州 ;O#& =̂=8O !̂O8< %̂%8< %̂=8O $8$ $8$ $8$ $8$ ;!8!
广西 #"!= %̂8# #̂"8" #̂;8; =̂$8# $8$ $8$ $8$ $8$ ;̂;8%
云南 ##"< ;̂!8< =̂!8& =̂&8& "̂#8O $8$ $8$ $8$ $8$ ;;8O
陕西 ;<;# ;̂$8" =̂#8$ "̂$8! =̂&8< $8$ $8$ $8$ $8$ <8!
甘肃 ;;<% ;̂$8< =̂$8! #̂"8" =̂!8& $8$ $8$ $8$ $8$ &8!

内蒙古 ;$!; =8# $̂8O ;̂8! &̂8" $8$ $8$ $8$ $8$ %8<
青海 #=! =̂8; ;̂%8# !̂8" ;̂O8& $8$ $8$ $8$ $8$ #;8&
宁夏 #%$ <̂8% #̂O8; #̂&8= =̂=8! $8$ $8$ $8$ $8$ =O8!
新疆 %O; ;=8= =<8! #&8$ =%8< $8$ $8$ $8$ $8$ ;&8;
东部 #;<<< ;;8& =%8O =O8< "!8% $8$ $8$ $8$ $8$ <̂8O
东北 "O!O O8% ;<8; ;;8< O8O $8$ $8$ $8$ $8$ #$8"
中部 ;<;OO %̂8$ #̂#8$ #̂$8# #̂!8; $8$ $8$ $8$ $8$ "̂8&
西部 ;<;&; ;̂$8& #̂&8" =̂;8$ =̂#8! $8$ $8$ $8$ $8$ O8O
全国 %=#;& $8$ $8$ $8$ $8$ $8$ $8$ $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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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区开发

在模型中#中国地区经济开发问题是从扩大对西部等地的投资的角度来

处理的$在比较静态分析中#扩大投资时不考虑资本的折旧#增加的投资的

一半追加到既存的资本存量中#同时按$8$;的弹性值#依据行业间利润率的

差距调整和分配给各行业$对扩大投资时模拟结果!J%#JO"的分析如下$
不考虑劳动力流动只考虑扩大投资时!J%#J<"#扩大投资所带来的需求

增加的效果一般要超出供给能力增加的效果$比如#仅仅扩大对西部的投资

时!J%"#西部地区产生了很高的通货膨 胀 !表#"#不 仅 西 部 的 实 际WDP减

少#而且实际工资也减少 !表;"#并波及到其他地区!$
通过比较模拟情形!JO"和!J<"#可以考察劳动自由流动和扩大投资的共

同效果$作为主要的结论#可以看出劳动力自由流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投资扩大所带来的通货膨胀$这主要是生产要素被有效率地配置的结果$从

模拟的结果也可以说#扩大西部等地的投资可以起到抑制生产要素#特别是

劳动资源#过度向东部流动的效果$

! 由于篇幅所限#实际工资的数据没有列出$

上述比较静态分析是在;OO&年各地区的经济结构和要素禀赋的前提下所

作出的模拟结果#没 有 考 虑 伴 随 着 要 素 自 由 流 动 其 生 产 效 率 是 否 得 到 提 高$
在下一节的比较动态分析中#考虑了伴随着自由流动或投资的扩大#西部等

落后地区的效率同时也得到提高的情形$

六!比较动态分析 ";OO&##$;$年$

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经过多长时间会产生多大程度的效果？以下使用动

态的地区连接’W,模型进行;OO&%#$;$年的动态模拟 来 探 讨 这 一 问 题$针

对扩大西部等落后地区的投资同样也可以进行比较动态的分析$为了比较各

种模拟的结果#首先必须设计出一个作为比较基准的 &基准模拟’$
所谓的 &基准模拟’是评价自由流动及其他模拟结果时的比较基准#也

可以称之为标准模拟$在基准模拟中#主要外生变量或模型参数包括各地区

的劳动力供给(实际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 !LcP"$其中各地区的劳动力供给

作为外生变量#其增长率采用最近数年的增长率#实际投资参考最近!年的

投资额的增长率#所有地区统一设定为;$_#LcP的增长率参考,R+B)+*C
J1*!;OOO"和王飞等 !#$$;"的推测值进行设定$在动态模型中#资本存量

是逐年累加来决定的$基准 模 拟 中 假 定 资 本 存 量 在 地 区 间 不 可 以 瞬 时 !;年

内"完全自由流动#但是可以每年以(Z$8$;的调整弹性值按地区间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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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差距来重新调整各地区的资本存量"如果CD#@#&表示第&年时地区@中生产

活动D拥有的资本存量#C@#&表示第&年时地区@拥有的总资本存量#C& 表示

第&年时全国总资本存量#L@#&表示第&年时地区@的平均利润率#L& 表示第&
年时全国的 平 均 利 润 率#*D 表 示 生 产 活 动D 的 资 本 折 旧 率 的 话#则 下 一 年

$&];%时地区@的资本存量为!

C@#&,; 1 $;,(&$L@#&(L&%’L&%&$C@#&’C&%&$C&(3D#@$*D&CD#@#&%%,)@#&
$(1$9$;%9

从上面的公式可以看出#在下一期各地区的资本存量由两大部分构成#第一

部分为减去资本折旧后的前期全国资本存量以$;](&$L@#&^L&%’L&%&$C@#&’

C&%为比例分配到各地区的部分#第二部分为本地区本期的投资"在地区内#
与此类似#依据行业间的利润率的差距按$9$;的弹性值在各行业间分配和调

整资本存量"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作为比较基准的模拟结果 $D$%"在表!至表<

的D$栏中列出了一些主要的宏观变量和行业变量在#$;$年时的 模 拟 结 果"
比如#在;OO&(#$;$年期间东部的实际WDP增长率略高于&_#东北略低于

%_#中部略高于%_#西部略低于%_#全国的实际WDP增长率为&_"
下面是作为比较内容而设计的劳动自由流动和扩大西部等地区投资的模

拟情形"
与比较静态分析类似#在比较动态分析时考虑劳动自由流动 $D;%)扩大

投资 $D#%以及自由流动和投资扩大的组合 $D=%三种情形"而且针对每一

种情形也设计出了一些具体的模拟情形#总计O种具体的模拟情形 $详见下

文%"
在比较动态分析中#地区间劳动力流动的情形设计基本上是与比较静态

分析中劳动力部分自由流动的情形一样"即#依据地区间的工资差距#按弹

性值或调整速度 $(%来调整 各 地 区 的 劳 动 力 存 量"如 果#@#&为&期 时 地 区@
的从业人数##& 为&期时全国的劳动力总人数)U@#&为&期时地区@的平均劳

动者报酬#U& 为&期 时 全 国 的 平 均 劳 动 者 报 酬#并 假 定 每 年 以 弹 性 值(Z
$9$;或(Z$9$!按照相对工资水准的不同#劳动力在地区间流动 $配置劳动

力%的话#每期的各地区劳动力配置由下面公式决定"

#@#&,;’#&,; 1 $;,(&$U@#&(U&%’U&%&$#@#&’#&%
$(1$9$;#$9$!%9

其中#设定了调整弹性值(Z$9$;和(Z$9$!两种情形#是为了比较不

同程度的自 由 流 动 所 带 来 的 影 响"在 设 计 行 业 间 劳 动 力 的 流 动 时#设 想 到

#$;$年时行业间的工资差距缩小;$_"
在分析中#我们设想了一种在劳动力自由流动时西部和中部的劳动力生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产效率有了较快的提高的情形#这是因为考虑到劳动制度的改革可以促进劳

动力效率的提高$由于效率改善会增加居民的收入#所以此时上述地区间劳

动力存量的调整公式需要用劳动效率来修正%$

% 在模型中劳动力效率改善带来的收入增加直接计入当地居民的收入之中#而没有反映在工资中$如果

直接使用上述地区间劳动力存量的调整公式的话#就会出现劳动效率上升而劳动力流失加剧的结果$
& =$$$亿元的投资分配如下%#!$$亿元以#$$$年时的实际投资额为比例分配到西部的各个地区#剩下的

!$$亿元分配给一些重点地区$这些重点地区分别是贵州#$$亿元#云南;$$亿元#宁夏;$$亿元#陕西!$
亿元#甘肃!$亿元!重点地区的选择标准是模拟时实际WDP减少的程度和劳动力流失的程度"$东北的

#$$$亿元投资分配如下%;!$$亿 元 以#$$=年 时 的 实 际 投 资 额 为 比 例 分 配 到 东 北 的 各 个 地 区#剩 下 的

!$$亿元分配给辽宁省$中部的#$$$亿元投资以#$$"年时的实际投资额为比例分配到中部各地区$

同样#如果设想扩大投资的同时#西部等地的资本效率 得 到 改 善#也 应

该使用资本的效率来修正地区间资本存量的调整公式$这样做是因为考虑到#
如果投资以基础设施或人力资本为中心的话#也会提高西部等地区的要素的

生产效率$
下面是比较动态分析中的基准模拟 !D$"以及O种具体的模拟情形$

D$!基准模拟!;OO&##$;$年间的标准预测 "比较的基准#!
";#劳动力自由流动 "#$$;##$;$年#

D;+!调整参数(Z$8$;$行业之间工资差距保持不变!

D;H!调整参数(Z$8$!$行业之间工资差距保持不变!

D;-!调整参数(Z$8$;$行业之间工资差距到#$;$年时缩小;$_"一年

缩小;_#!

D;C!调整参数(Z$8$!$行业之间工资差距到#$;$年时缩小;$_"一年

缩小;_#!

D;4!调整参数(Z$8$;$行业之间工资差距到#$;$年时缩小;$_"一年

缩小;_#$西部和中部的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_!
"##扩大投资 "#$$;##$;$年#

D#+!西 部 地 区 投 资 从#$$;年 起 每 年 增 加=$$$亿 元$东 北 地 区 投 资 从

#$$"年起每年增加#$$$亿 元$中 部 地 区 投 资 从#$$!年 起 每 年 增 加#$$$亿

元&!

D#H!投资扩大的同时$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的资本生产效率每年提高

;_$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_!
"=#自由流动和扩大投资的组合

D=+!劳动自由流动 "(Z$8$;$西部和中部的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_#

]投资扩大!D=+ZD;4]D#+!

D=H劳动自由流动 "(Z$8$;$西 部 和 中 部 的 劳 动 生 产 率 每 年 提 高#_#

]投资扩大 "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的资本生产效率每年 提 高;_#!D=HZ
D;4]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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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力自由流动

首先讨论有关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动态模拟结果"D;+#D;4#$其中%D;+,
D;H和D;-,D;C为地区间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强度增加的方向%D;+,D;-和

D;H,D;C为行业间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强度增加的方向$
在地区间 劳 动 力 自 由 流 动 的 强 度 增 加 时%以 D;+,D;H为 例%各 地 区

#$;$年的劳动力人数同基准模拟情形"D$#的值相比%其偏离率的变化为%东

部]=8!_,];;8!_%东北]#8%_,]O8=_%中部 =̂8%_, <̂8<_%西

部 ;̂8#_, &̂8=_$从省市的结果来看%北京]#<8&_,];;"8%_%上海

];&8;_,]!!8;_%而贵州 ;̂#8=_, #̂<8$_%宁夏 ;̂#8O_, ;̂O8O_%
变化的幅度很大$这种劳动力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对其他经济变量带来怎样

的影响呢？在劳动力流动自由度(Z$8$!时 "D;H#%同基准模拟 "D$#相比%

#$;$年时东部的实际WDP增加];$8&_%物价水平变化 %̂8#_%实际收入

"人均实 际 WDP#变 化^$8<_%中 部 的 相 应 指 标 分 别 为^!8%_&]"8%_&

]=8%_%西部则分别为 !̂8;_&]%8&_&]#8=_$也就是说%劳动力在地区

间的自由流动给东部带来通货紧缩%给中西部带来通货膨胀’同时也带来了东

部和中西部的经济规模差距的扩大以及收入差距的缩小$这一经过;$年的动

态累计后得到的结论与前面比较静态分析中所得到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地区间劳动力自由流动 "D;+和D;H#的 同 时 考 虑 行 业 间 劳 动 力 的 流

动的话%得到的是模拟情形D;-和D;C%这与比较静态分析中从劳动力市场

部分自由"J##到劳动力市场完全自由"J=#的过程 "提高自由化的程度#是相

对应的$不过如表!至表<所示%考虑动态路径时自由度提高的效果"D;+,
D;-&D;H,D;C#要比比较静态时的效果"J#,J=#小得多<$

< 缩小行业间工资差距的速度设定为;$年间 减 少;$_";年 减 少;_#%这 是 同 比 较 静 态 中 劳 动 力 市 场

完全自由化的情形"J=#相对应来考虑的%当然也可以尝试比较大的缩小速度$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如果提高地区间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强度 "D;+,
D;H&D;-,D;C#%确实可以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但其代价是劳动 力 资 源

从中西部过 度 地 流 向 东 部 以 及 地 区 间 经 济 规 模 差 距 的 扩 大$比 如 从 贵 州&
宁夏&安徽和河南流出的劳动力大幅 增 加%流 入 北 京 和 上 海 的 劳 动 力 倍 增$
相反%自由流动强度较弱的话%劳动力资 源 流 动 的 结 果 在 现 实 中 是 可 能 的%
但是地区间的收入 差 距 却 不 会 有 多 大 的 改 善$问 题 是 如 何 在 现 实 中 可 以 接

受的劳动力流动 的 前 提 下 缩 小 和 改 善 地 区 间 的 收 入 差 距？ 在 此%我 们 考 虑

了两点%一是在 劳 动 力 自 由 流 动 的 同 时 改 善 和 提 高 中 西 部 的 劳 动 生 产 率%
二是扩大对西部等 地 的 投 资$扩 大 西 部 等 地 投 资 的 模 拟 结 果 在 本 节 最 后 两

部分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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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比较动态分析!"#$#年"#实际%&’!亿元"

;OO& D$
增长

率_
D;+
!_"

D;H
!_"

D;-
!_"

D;C
!_"

D;4
!_"

D#+
!_"

D#H
!_"

D=+
!_"

D=H
!_"

北京 #=;" &O%" ;$8$ ;&8$ !O8! ;&8! %$8" ;<8$ $̂8# $8$ ;%8# ;%8"
天津 ;#%& =&O$ <8< %8" ;%8; %8< ;%8! &8" $̂8" $8= &8$ &8&
河北 "$&; <"O; !8< $̂8< %̂8& $̂8; !̂8O ;8; ;̂8; ;8! $8! =8$
上海 ="=& ;;!%& O8< !8& ;%8# %8; ;%8& %8O $̂8O $̂8# !8" %8$
江苏 %!%O ;&$O; &8% &8& ;=8& <8% ;"8< O8" ;̂8# $̂8# <8= O8$
浙江 "%!O ;;&$& &8= %8" ;$8! &8$ ;;8# &8# $̂8& $̂8= !8O %8#
福建 =$!" &$%" %8& #̂8; !8" ;̂8% %8; ;̂8% $̂8= $̂8# =̂8= =̂8;
山东 %&$= ;"<O" %8= ;̂8% "̂8" ;̂8# =̂8O ;̂8$ $̂8! $̂8= ;̂8O ;̂8<
广东 &%O$ #"%%O O8" $̂8! %8; $8" &8$ ;8$ $̂8< $8# $8; $8<
辽宁 =!#< %!"" "8O &8< ;=8! <8= ;"8$ <8O =8& O8# ;%8$ #&8!
吉林 ;"!= ==%O %8& =8% &8; =8O &8! "8! ;8< !8< &8! ;&8=

黑龙江 #&#$ !<$# %8$ !̂8$ ;̂8& "̂8& ;̂8" "̂8= =8O <8O $8# O8&
山西 ;"<= =$"# !8& "8O !8= &8= &8! ;%8! ;̂8# <8$ ;%8% ##8$
安徽 #&;" !!<# !8& %̂8< ;̂!8< %̂8$ ;̂!8$ ;8; ;8# <8< #8% &8$
江西 ;&;& =!;; !8& $8& !̂8O ;8# !̂8# O8$ ;8O O8# ;;8& ;!8&
河南 ";;& <%=! !8O ;̂$8< ;̂&8! Ô8O ;̂%8% ;̂8! $̂8! <8$ ;̂8" #8O
湖北 ="!< &=$; !8O <8# ;#8! <8< ;=8# ;&8# $̂8; <8" ;<8O #=8%
湖南 #OO& %;#= !8% $̂8! %̂8# $8= !̂8= <8$ ;8# <8O ;$8= ;"8!
重庆 ;"$! #O!$ !8O "8# ;̂8% %8& $8& ;%8$ ;8! ;%8= #;8$ =%8;
四川 ==#! %%<& !8! "8; $̂8O !8= $8# ;"8$ $̂8< ;&8$ #$8$ =!8"
贵州 <;# ;%=& !8! ;̂$8& #̂%8< Ô8$ #̂!8# $̂8! #̂8% ;&8" =8& #;8"
广西 ;<=; =<$; !8< ;8; "̂8& #8; =̂8% ;;8; =8$ ;!8O ;!8= #<8<
云南 ;%"O =="& !8% <̂8= ;̂<8; !̂8< ;̂!8O "8= =̂8% ;%8; %8= #"8$
陕西 ;==$ #&=# !8& =̂8= ;̂$8= ;̂8; <̂8! <8$ $8< ;!8! ;;8O #%8$
甘肃 O%# ;&O< "8O #̂8; ;̂$8# $̂8# <̂8! &8< %8# #$8= ;%8% =$8%

内蒙古 ;$O! ;O!; "8! =8% &8# "8! <8; ;"8< $8& ;!8! ;<8# ==8=
青海 #$# ";O !8< $̂8& ;̂8< =8< #8; ;"8! ;̂8& ;!8! ;<8! ="8!
宁夏 #;; ""< %8$ ;̂$8O ;̂<8# <̂8O ;̂%8" $̂8= ;̂8O ;<8! !8O #"8"
新疆 ;;<$ #"%& !8< #8< ;;8O =8O ;#8& ;#8" =8! ;&8$ ;O8& ==8$
东部 =O&%" ;$&#=& &8O =8! ;$8& "8# ;;8! "8& $̂8< $8$ =8% "8#
东北 &&$; ;!&;! !8% #8# %8! #8% %8O =8; =8" <8" <8" ;<8&
中部 ;%"<! =";O" !8< ;̂8& !̂8% $̂8< "̂8% &8= $8" <8! <8% ;=8;
西部 ;"$$= #<#=& !8! $̂8# !̂8; ;8! =̂8% ;$8% $8% ;%8& ;!8! =$8&
全国 &%!=; ;<=O%$ &8$ ;8O !8$ #8& !8O %8$ $8$ "8O %8< ;;8#

!!注解#D$栏表示基准模拟在#$;$年的结果及其相对于;OO&年的平 均 增 长 率$D;+!_"#D=H!_"栏 表

示其余模拟结果相对于D$的偏离率%下同%

如果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同时&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得到较快

改善的话 !D;4"&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强度同D;-一样维持在(Z$8$;&地区

间劳动力流动的结果也基本一样&但是与东部的收入差距得到显著改善&同

时与东部的经济规模差距也得到了改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对中西部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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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市场化不能仅仅是流动的自由化"更主要的是如何提高现有劳动力

的生产率水平"这更为重要#

表!!比较动态分析!"#$#年"#%&’平减指数

;OO& D$
增长

率_
D;+
$_%

D;H
$_%

D;-
$_%

D;C
$_%

D;4
$_%

D#+
$_%

D#H
$_%

D=+
$_%

D=H
$_%

北京 ;8$$ ;8$= $8# <̂8O #̂;8$ Ô8< #̂;8< ;̂;8< ;$8; %8= =̂8! %̂8#

天津 ;8$$ ;8#= ;8% %̂8# ;̂=8! <̂8; ;̂!8= ;̂#8! ;"8; %8& $̂8O %̂8&

河北 ;8$$ $8&! #̂8# %8# =$8" %8$ #O8= #8; #O8! ##8# #%8O ##8=

上海 ;8$$ ;8$! $8= "̂8" ;̂$8$ !̂8% ;̂;8$ &̂8O O8= !8= $̂8; #̂8O

江苏 ;8$$ ;8#! ;8< &̂8" ;̂;8" Ô8$ ;̂=8$ ;̂#8O ;&8= ;$8; $8O "̂8;

浙江 ;8$$ ;8=# #8# &̂8& ;̂;8= Ô8" ;̂#8O ;̂;8& <8$ "8$ "̂8% &̂8!

福建 ;8$$ ;8;& ;8# ;8" =̂8% $8# "̂8% $̂8= #8" ;8" #8< ;8O

山东 ;8$$ ;8#O #8$ $8& =8$ ;̂8$ ;8; "̂8$ <8" "8$ =8< $8;

广东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辽宁 ;8$$ ;8<; "8& &̂8! ;̂#8" Ô8$ ;̂=8< ;̂;8O =$8= ;O8O O8! =̂8;

吉林 ;8$$ ;8%; =8& =̂8O &̂8% !̂8= <̂8O Ô8= #;8" ;;8" &8< !̂8;

黑龙江 ;8$$ ;8&O "8% "8; $8" #8$ ;̂8! #̂8; #$8< ;$8O ;&8$ =8$

山西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安徽 ;8$$ ;8!# =8= !8% ;!8O "8$ ;"8; "̂8O ;#8! ;8O !8& ;̂8=

江西 ;8$$ ;8!< =8% #̂8; =8O "̂8$ ;8% ;̂=8! ;<8" !8" $8# %̂8<

河南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湖北 ;8$$ ;8&$ "8# <̂8& ;̂;8O ;̂$8= ;̂=8" #̂$8= ##8# %8% !̂8# ;̂#8&

湖南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重庆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四川 ;8$$ #8"= &8; &̂8; ;8% ;̂;8" #̂8O #̂%8# =O8" #8O "̂8O #̂!8O

贵州 ;8$$ #8;& %8; ;#8< ""8& &8" =%8= <̂8; &"8# #O8O "%8$ ;=8!

广西 ;8$$ ;8&# "8# ;̂8= !8! #̂8O =8! ;̂#8< ;&8! ;8= $8$ ;̂;8O

云南 ;8$$ #8;# !8O ;$8O =$8= "8% ##8% ;̂=8# !$8" ;;8! #$8" %̂8=

陕西 ;8$$ ;8<= "8< #8< ;#8= #̂8" %8< ;̂!8$ =$8O "8% !8< ;̂#8"

甘肃 ;8$$ ;8O& !8" $8< O8% #̂8% !8< ;̂"8# #%8O "8% "8" ;̂;8%

内蒙古 ;8$$ #8## %8= "̂8& <̂8O %̂8% ;̂$8& ;̂<8% #"8& ;8" =̂8# ;̂<8"

青海 ;8$$ #8;O %8# $8$ ;8< &̂8< !̂8" #̂#8% "!8; !8! $8= #̂$8%

宁夏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新疆 ;8$$ ;8<" "8< =̂8< ;̂;8O <̂8; ;̂!8" ;̂O8% #!8% ;8< "̂8O ;̂O8%

东部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东北 ;8$$ ;8&% "8" #̂8& &̂8$ "̂8" <̂8! <̂8$ #!8$ ;"8O ;;8O ;̂8=

中部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西部 ;8$$ #8$" !8& $̂8< %8& "̂8O #8" ;̂<8# =!8% %8; "8; ;̂!8$

全国 ;8$$ ;8"& =8$ #̂8= =̂8= "̂8! !̂8! ;̂$8O #$8" <8% "8< =̂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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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比较动态分析!"#$#年"#人均实际%&’!万元$人"

;OO& D$
增长

率_
D;+
!_"

D;H
!_"

D;-
!_"

D;C
!_"

D;4
!_"

D#+
!_"

D#H
!_"

D=+
!_"

D=H
!_"

北京 =8!$=$;$8<%&% O8; Ô8; #̂!8& <̂8< #̂!8! Ô8$ $̂8# $8$ <̂8$ <̂8$

天津 #8!&<; %8O!$= &8O !̂8& ;̂"8= !̂8! ;̂"8; !̂8% $̂8" $8= !̂8# "̂8&

河北 ;8;O## #8;#O= "8% ;8% %8& #8= &8" =8< ;̂8; ;8! =8= !8<

上海 "8"%;";=8!=<O <8O Ô8& #̂!8; Ô8" #̂"8O Ô8% $̂8O $̂8# <̂8< <̂8!

江苏 ;8&!=< "8#&%% &8; "̂8" <̂8= =̂8% &̂8% =̂8; ;̂8# $̂8# =̂8! #̂8O

浙江 ;8&#!! "8$%== %8< "̂8& <̂8$ "̂8; &̂8! =̂8O $̂8& $̂8= =̂8& =̂8!

福建 ;8<O#% =8=";O "8! ;8# =̂8; ;8< #̂8& ;8O $̂8= $̂8# #8" #8"

山东 ;8"#=O #8%$&= "8< ;8$ #8= ;8! #8& ;8! $̂8! $̂8= ;8% ;8%

广东 #8$=## !8;$=O &8= $8% !̂8< ;8! !̂8$ #8# $̂8< $8# #8= #8O

辽宁 ;8&$OO #8O&#& "8= =̂8% %̂8" =̂8# %̂8; =̂8$ =8& O8# #8% ;#8&

吉林 ;8;&"; #8=O#& !8% ;̂8! #̂8& ;̂8# #̂8! $̂8< ;8< !8< #8$ ;;8=

黑龙江 ;8%=O< #8!%OO =8! =8" ;8# =8% ;8= =8O =8O <8O <8% ;<8<

山西 $8OOO& ;8<"O= "8< ;̂8$ ;̂8= ;8= $8O O8< ;̂8# <8$ ;$8& ;!8&

安徽 $8<;&$ ;8#O<< =8% #8& "8# =8% !8# ;;8" ;8# <8< ;=8% ;<8"

江西 $8<#%= ;8"<!$ "8% $̂8! ;8$ $8; ;8% &8& ;8O O8# ;$8& ;"8%

河南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湖北 ;8#&%& #8!#%# !8" #̂8! "̂8" #̂8$ =̂8O !8< $̂8; <8" &8& ;;8O

湖南 $8<="% ;8"%$# "8" $8# ;8& ;8$ #8% <8& ;8# <8O ;;8; ;!8=

重庆 $8<=;" ;8%;"& !8# ;̂8O =̂8" $8! $̂8< O8# ;8! ;%8= ;=8$ #&8;

四川 $8&#$; ;8=##% "8< $̂8! $̂8# $8< ;8= O8% $̂8< ;&8$ ;#8O #&8<

贵州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广西 $8&"%< ;8=%#$ "8& $̂8" $8$ $8! ;8$ O8= =8$ ;!8O ;=8! #%8%

云南 $8&==" ;8;%!! =8% $8; ;̂8% #8O ;8! ;"8! =̂8% ;%8; ;"8= ==8&

陕西 $8&="" ;8#"#% "8; $8% ;8; #8O =8% ;#8! $8< ;!8! ;!8" =$8;

甘肃 $8<;$O ;8#<;< =8% $8" #8$ #8" "8= ;$8% %8# #$8= ;<8" =#8&

内蒙古 ;8$"#$ ;8%;$& =8" $̂8= $̂8O $8% $8$ ;$8# $8& ;!8! ;=8$ #&8!

青海 $8<!O= ;8"<%# "8= $̂8; ;̂8; "8& =8< ;!8" ;̂8& ;!8! ;&8# ==8"

宁夏 $8<;;# ;8#"&% =8" #8= #8; "8% "8% ;"8" ;̂8O ;<8! ;&8! =<8=

新疆 ;8&$&; #8O&O= "8" ;̂8" %̂8$ $̂8= !̂8$ %8< =8! ;&8$ ;#8# #"8O

东部 ;8<;%& "8;&O% %8% $8$ $̂8< $8% $̂8# ;8; $̂8< $8$ ;8$ ;8%

东北 ;8!!#< #8%&<! "8= $̂8" #̂8% $̂8; #̂8= $8# =8" <8" "8O ;!8$

中部 $8O$!< ;8!=<O "8# #8$ =8% #8O "8! ;;8= $8" <8! ;=8$ ;&8%

西部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全国 ;8#;$% #8""O& !8% ;8<& !8$ #8& !8O %8$ $8$ "8O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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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比较动态分析!"#$#年"#劳动者人数!万人"

;OO& D$
增长

率_
D;+
"_#

D;H
"_#

D;-
"_#

D;C
"_#

D;4
"_#

D#+
"_#

D#H
"_#

D=+
"_#

D=H
"_#

北京 %%; &== $8< #<8& ;;"8% #<8< ;;!8# #O8< $8$ $8$ #%8= #%8%

天津 "O# !"! $8< ;#8O =!8! ;#8O =!8% ;=8< $8$ $8$ ;=8$ ;=8$

河北 =";! =O<< ;8# #̂8= ;̂#8% #̂8= ;̂#8" #̂8% $8$ $8$ #̂8& #̂8%

上海 &&$ <!" $8< ;&8; !!8; ;&8; !!8= ;<8# $8$ $8$ ;!8% ;!8<

江苏 =&"! =OO% $8! ;#8% #"8$ ;#8& #"8= ;#8< $8$ $8$ ;#8# ;#8=

浙江 #&$$ #<<; $8! ;;8% #$8; ;;8% #$8; ;;8! $8$ $8$ ;$8$ ;$8;

福建 ;%;= #;;" #8; =̂8= <8< =̂8= O8$ =̂8" $8$ $8$ !̂8% !̂8"

山东 "&$& !&;# ;8! #̂8% %̂8% #̂8% %̂8! #̂8! $8$ $8$ =̂8" =̂8"

广东 =&<" "<== ;8O ;̂8; ;#8% ;̂8; ;#8& ;̂8; $8$ $8$ #̂8; #̂8;

辽宁 #$%= ##$# $8! ;;8O #;8# ;;8O #;8= ;#8# $8$ $8$ ;=8; ;=8#

吉林 ;#=& ;"$< ;8$ !8# ;$8$ !8# ;$8# !8= $8$ $8$ !8" !8"

黑龙江 ;%!O ##!< #8" <̂8; #̂8< <̂8; #̂8& &̂8O $8$ $8$ &̂8& &̂8%

山西 ;"<= ;%"! $8< %8$ %8& !8O %8! %8; $8$ $8$ !8" !8"

安徽 ==## "#O& #8$ Ô8= ;̂O8# Ô8= ;̂O8; Ô8# $8$ $8$ Ô8& Ô8%

江西 #$&< #=%! ;8$ ;8; %̂8< ;8; %̂8< ;8= $8$ $8$ $8O ;8$

河南 !$;& %<#O #8" ;̂;8O ;̂<8! ;̂;8O ;̂<8! ;̂#8; $8$ $8$ ;̂#8; ;̂#8;

湖北 #&$O #<O$ $8! ;;8$ ;&8% ;;8$ ;&8< ;$8& $8$ $8$ ;$8" ;$8!

湖南 =!O; ";O= ;8# $̂8& &̂8< $̂8& &̂8< $̂8& $8$ $8$ $̂8< $̂8&

重庆 ;%O$ ;<#& $8% %8# ;8< %8# ;8! %8# $8$ $8$ &8; &8;

四川 "%;& !$!% $8& "8% $̂8& "8! ;̂8; "8$ $8$ $8$ %8= !8O

贵州 ;O#& #!#! #8; ;̂#8= #̂<8$ ;̂#8= #̂<8; ;̂#8" $8$ $8$ ;̂$8= ;̂$8"

广西 #"!= #&O; ;8$ ;8! "̂8% ;8! "̂8! ;8% $8$ $8$ ;8% ;8&

云南 ##"< #<&# ;8O <̂8= ;̂%8& <̂8" ;̂&8; <̂8< $8$ $8$ &̂8$ &̂8#

陕西 ;<;# #;OO ;8! =̂8< ;̂;8# =̂8O ;̂;8& =̂8O $8$ $8$ =̂8; =̂8;

甘肃 ;;<% ;"$= ;8= #̂8% ;̂#8$ #̂8% ;̂#8# #̂8% $8$ $8$ ;̂8! ;̂8%

内蒙古 ;$!; ;#;; ;8; =8O <8; =8O <8# "8; $8$ $8$ "8% "8!

青海 #=! #<# ;8" $̂8% $̂8& $̂8< ;̂8% $̂8< $8$ $8$ ;8; $8<

宁夏 #%$ =!O #8! ;̂#8O ;̂O8O ;̂#8O #̂$8$ ;̂#8< $8$ $8$ Ô8< ;̂$8$

新疆 %O; <#< ;8" "8= ;O8$ "8# ;<8& !8# $8$ $8$ %8% %8!

东部 #;<<< #!%!& ;8# =8! ;;8! =8! ;;8& =8% $8$ $8$ #8! #8%

东北 "O!O !<%& ;8= #8% O8= #8% O8" #8< $8$ $8$ =8= =8=

中部 ;<;OO ###;O ;8! =̂8% <̂8< =̂8% <̂8< =̂8% $8$ $8$ =̂8O =̂8O

西部 ;<;&; #;=!# ;8# ;̂8# &̂8= ;̂8# &̂8! ;̂8= $8$ $8$ $8; $8$

全国 %=#;& &!$O! ;8= $8$ $8$ $8$ $8$ $8$ $8$ $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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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扩大投资

扩大投资的模拟 !D#+和D#H"是 依 据 中 国 地 区 经 济 开 发 战 略 !西 部 大

开发#东北 振 兴#中 部 崛 起"来 设 计 的$此 时%不 考 虑 劳 动 力 的 自 由 流 动%
以西部#东北和中部为对象来进行地区间非对称投资%投资增加时不仅考虑

到了需求的增加%也考虑到了随着时间动态的推进%资本的积累以及供给能

力的提高$
在地区间非对称投资的模拟结果!D#+"中 !没有劳动力自由流动"%同基准

模拟!D$"相比%#$;$年时西部的实际WDP和人均实际WDP同时增加$8%_%
东北增加=8"_%中部增加$8"_%而东部两者同时减少$8<_$全国的数据

几乎没有变化$不 过%西 部#东 北 和 中 部 的 物 价 水 平 上 升 了#$8=_#=!_$
所以%仅仅简单地扩大对西部等落后地区的投资的话%虽然落后地区可以得

到一些好处%但是这是以牺牲东部的一部分利益为代价的%而且对整个全国

经济来讲基本没有什么贡献$
在扩大对落后地区的投资时%如果以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为中心进行的

话%可以预期这些地区的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可以得到较快改善$模拟情

形!D#H"就是考虑到扩大投资的同时要素的生产效率也得到提高的模拟分析$
此时%从表!至表<中可以看出%落后地区同东部的经济规模差距和收入差

距得到改善的同时%对东部实际WDP和人均实际WDP也没有出现负面影响%
全国的实际WDP和人均实际WDP同时增加"8O_$并且%落后地区物价快速

上升的势头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抑制$

!三"劳动力自由流动和扩大投资的组合

当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情 形 和 地 区 间 非 对 称 投 资 的 情 形 相 叠 加 时!D=+和

D=H"%其组合效 果 与 模 拟 情 形!D#+和D#H"同 样%地 区 间 非 对 称 投 资 依 然

具有缩小经济 规 模 差 距 和 收 入 差 距 的 效 果$此 外%如 表<所 示%此 时 扩 大

对西部 的 投 资 还 具 有 抑 制 劳 动 力 资 源 过 度 流 失 的 效 果$但 是%把 D=+和

D=H与D;4相比较可 以 看 出%在 这 种 情 形 下 对 中 部 投 资 的 扩 大 却 没 有 起 到

抑制劳动力资源过 度 流 出 的 效 果%这 主 要 因 为 对 中 部 的 扩 大 投 资 政 策 实 施

得要比西部的晚许 多%而 且 在 模 拟 情 形 设 计 中 扩 大 投 资 时 也 没 有 选 择 重 点

投资地区$

七!结!束!语

本文使用了区域连接’W,模型%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角度对中国的区域

经济发展%特别是区域间经济差距问题进行了分析$分析包括;OO&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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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分析及;OO&"#$;$年的比较动态分析#主要结论概括如下$
首先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效果或冲击$在宏观上#劳动力自由流 动 使 得

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实际WDP增加#中西部的实际WDP减少#从而使地区间

经济规模差距扩大$同时也使得东部地区的物价下降#而西部和中部的物价

上涨$与此相反#东部和东北地区的人均实际WDP减少#中西部的人均实际

WDP增加#地区间收入水平的差距缩小$即#如果没有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扩

大投资等特别手段的话#劳动力自由流动对落后地区来讲只能带来微观上的

繁荣 %人均收入的提高&和宏观上的衰退 %经济规模的缩小&$
并且#比较动态分析表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强度越大#缩 小 地 区 间 收

入差距的效果越明显#但是会出现中西部的劳动资源过度流失 %对东部而言

则是过度的流入&#以及同东部之间的经济规模的差距被扩大的问题$如果将

劳动自由流动强度控制在现实中可能接受的程度的话#恐怕又不会对缩小地

区间的收入差距有多大的作用$作为解决劳动资源过度流失和经济规模差距

扩大的对策#提高中西部的生产要素的效率以及扩大投资是有效的手段$对

中西部来讲#劳动力的市场化不能仅仅是消除那些阻碍劳动流动的制度因素#
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制度改革来提高现有劳动力的生产率水平$扩大对中西

部投资时#政府的资金应该以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为中心进行#这样可以提

高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
其次是地区间非对称投资的效果或冲击$在扩大投资的动态分 析 中#不

仅考虑到投资增加带来的需求的增加#也考虑到了随着时间动态的推进’资

本的积累和供给能力的提高#所以#在此仅概括出比较动态分析的结论$
单纯的投资扩大 %不考虑劳动 力 的 自 由 流 动&能 带 来 什 么 效 果 依 赖 于 要

素生产率能否得到提高$在生产要素的效率没有得到改善时#对落后地区的

投资是以牺牲东部的若干利益为前提使得落后地区得到一些好处#而对全国

的经济基本上没有贡献$在生产要素的效率得到改善时#地区间的经济规模

差距和收入差距都得到很大的改善#同时对东部的实际WDP和人均实际WDP
也没有带来负面影响#全国的实际WDP和人均实际WDP也得到增加#落后

地区物价快速上升的势头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抑制$
作为劳动力自由 流 动 和 扩 大 投 资 的 相 乘 效 果#此 时 地 区 间 非 对 称 投 资

具有缩小经济规 模 差 距 和 收 入 差 距 的 双 重 效 果$此 外#如 果 以 劳 动 力 资 源

过度流失的地区为重点扩大投资的话#可以起到抑制资源过度流失的作用$
本文的分析主要按 照 四 大 经 济 区 域 %东 部’东 北’中 部 和 西 部&的 划

分#并以西部为中心 来 展 开 的#所 得 出 的 结 论 也 是 针 对 四 大 经 济 区 域 得 出

的平均结论或倾 向$毋 庸 多 说#构 成 这 四 大 经 济 区 域 的 各 个 地 区 并 不 完 全

一致#同上述平均结 论 或 倾 向 会 有 些 偏 离$如 果 需 要 分 析 其 中 某 一 特 定 地

区 %比如长江三角洲’京 津 唐’珠 江 三 角 洲 等&的 话#必 须 展 开 具 体 的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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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于特定的 行 业 来 讲 也 是 如 此$再 有#讨 论 劳 动 力 流 动 时#也 有 必 要

把失业问题考虑 在 内 进 行 分 析$此 外#地 区 间 贸 易 壁 垒 的 撤 除 等 国 内 贸 易

自由化问题也是 中 国 地 区 经 济 发 展 中 重 要 的 研 究 课 题$最 后#需 要 指 出 的

是#本文所得出的劳 动 力 自 由 流 动 的 结 论 是 在 仅 仅 考 虑 地 区 间 工 资 差 距 的

基础上得出的#而没有考虑地区间的 距 离%流 动 的 成 本 及 失 业 等 其 他 因 素$
由于时间等因素的 限 制#只 能 把 这 些 问 题 作 为 今 后 的 研 究 课 题 有 待 于 深 入

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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