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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外部性与地区工资差异$
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刘修岩!殷醒民"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个地级行政区域">>>%#$$L年的面

板数据#通过使用动态面板数据的计量方法 对 地 区 市 场 潜 能&就 业

密度与其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 检 验’我 们 发 现#在 控 制

住其他影响因素后#市场潜能外部性对地区工资水平 存 在 显 著 为 正

的影响#而就业密度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却是 非 线 性 的#只 有 就 业 密

度高于某个 (门槛)值时#它对工资水平的偏效应才显著为正’
!!关键词!空间外部性#市场潜能#就业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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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关于经济发展的早期经济学文献认为#经济发展与地区收入不平等之间

存在着 (倒M)型的关系 !J/R(21H#">@@*X’0H+&-)(#">@!"’具体来说就

是#随着一国经济增长#收入差距首先扩大#到达某一个点后转而 缩 小’然

而#改革开放以 来#伴 随 着 经 济 的 高 速 增 长 和 市 场 一 体 化 程 度 的 不 断 提 高#
中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却呈现出一个 (5)字型变化过程$#$世纪?$年代末

开始的经济改革#在一段时期内大幅度缩小了地区差距#但随后地区差距又

再次上升#并 且 呈 现 出 日 益 扩 大 的 趋 势 !林 毅 夫 等#">>!*:R’R)(<K/2(C
c)3<##$$"*蔡昉等##$$"*J)(9/0)(<j&)(;##$$@"’考虑到地区收入差

距的日益扩大势必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危及社会的和谐稳定#近年

来国内一些学者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从劳动力流动&外商直接投资&人力

资本&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地理位置以及政策倾斜等角度对中国地区经

济增长趋 异 或 收 入 !工 资"差 距 的 形 成 原 因 进 行 了 探 索#并 取 得 丰 富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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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H&20)(<%&2(#">>?$魏 后 凯#">>?$万 广 华#">>!$蔡 昉 和 都 阳#

#$$$$蔡昉 和 王 德 文##$$#$O)’H20#">>!$]’)(*72<6#">>A$Kl-/0;20#

#$$"$万广华等##$$@$张建红等##$$A"%但是#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在

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等假定下#忽视了空间因素对经济活动的重要影响#
由此导出了在不考虑自然资源异质性分布的情况下#现实世界是 &无城市的

空洞经济’或 者 处 于 &后 院 资 本 主 义’生 产 状 态 的 结 论 !J0/;-)(#">>"$

/̂f’1)*72<6#">>>"#" 因而无法对经济活动的空 间 集 聚 和 收 入 !工 资"的 不

平衡地理分布这一典型事实提供合理的解释#这一先天缺陷使得许多研究并

没有找到经济活动集聚和 地 区 收 入 !工 资"差 距 的 真 正 机 制%为 此#本 文 将

放弃传统的新古典分析范式#转而以新经济地理学经典的工资方程为理论基

础#从空间外部性的视角来探讨地区工资水平差异的形成原因%

" &后院资本主义’是指每个家庭或小团体都自己生产所需要的大部分产品的状态%
# Q+’1,‘HE4!">@L"首次根据传导机制的不同将外部性区分为两种类型(货币外部性!G2+/(’)042\120()3’C
1’2H"和技术外部性!12+&(,3,;’+)32\120()3’1’2H"%货币外部性是指纯粹来自于市场关联的外部性%因而#
这种外部性仅对那些参与影响价格机制的经济活动的企业产生作用!811)‘’)(,)(<=&’HH2##$$""%从福

利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货币外部性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才存在真实福利效应%因为#在 不 完

全竞争的市场上#一个企业的决策可以影响价格#从而对其他企业和消费者的福利带来影响%新经 济 地

理学中的市场规模效应!-)0E21CH’R22PP2+1"#或者称之为市场潜能效应!-)0E21CG,12(1’)32PP2+1"就是一种

重要的货币外部性形式%技术外部性被定义为那些不经过市场而可以直接对生产函数产生影响的经 济

活动的结果#例如当一个企业进行了技术创新#其他企业可以通过模仿而提高效率%所以#技术外部性有

着真实的福利和效率影响%

!!在本文中#我们将同时考察影响地区工资水平差异的两种类型的空间外

部性%第 一 种 是 来 自 于 市 场 潜 能 效 应 的 货 币 外 部 性 !G2+/(’)042\120()3’C
1’2H"%# 市场潜 能 对 要 素 收 入 存 在 重 要 影 响 的 思 想#最 早 可 以 追 溯 到 X)00’H
!">@L"的研究%他首次采用以空间距离为权重的所有其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的加总来衡量一个地区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潜在需求规模#这就是经济地

理学文献中普遍使用的市场潜能函数的最初来源%尽管这种方法为产业区位

研究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实证分析框架#但它缺乏一个严密的微观基础%#$世

纪>$年代初#由J0/;-)(等人所开创的新经济地理 学 基 于 垄 断 竞 争)收 益

递增和运输成本相结合的一般均衡模型重新推导出包含市场潜能函数的工资

方程#从而为传统的市场潜能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J0/;-)(#">>"$

/̂f’1))(<J0/;-)(#">>@"%这些经典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揭示(在规模收

益递增和存在运输成本的情况下#企业总是选择在市场潜能较大的地区进行

生产#因为在这些地区企业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产品销售到消费者或产业下

游企业和从产业上游企业购买中间投入品时的运输成本%当许多企业都采取

相同的决策时#企业的区位选 择 就 带 来 了 一 种 基 于 价 格 !货 币"的 &空 间 外

部性’#从而导致市 场 潜 能 较 大 的 地 区 会 有 着 更 高 的 包 括 工 资 在 内 的 要 素 价

格%许多学者对J0/;-)( !">>""中心 外围模型中的经典工资方程进行了理

论扩展和相应的实证检验%X)(H,( !">>!"对市场潜能与美国各县工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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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空间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市场潜能对工资水平存在着显著为正

的影响$其 后#借 鉴 X)(H,( %">>!&的 方 法#N’,(%#$$L&!b0)+E-)(*7
2<6%#$$L&!K2b0/4(2%#$$B&!J’H, %#$$@&!7’29/&0%#$$L&等分别以意

大利!德国!比利时!日本!欧洲等为研究对象#考察各地区 工 资 水 平 与 本

地区市场潜能之间的空 间 关 系#均 得 到 与 X)(H,( %">>!&基 本 一 致 的 结 论$

O2<<’(;)(<52()932H%#$$L&和O2<<’(; %#$$@&基于跨国数据所进行的相

似研究也发现#市场潜能在解释各个国家之间人均IKZ的差异中起到显著的

作用$%0,R21)(<J,2(’;%#$$@&使用欧洲地区水平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也

发现#一个地区的市场潜能对其人均IKZ的增长率有着显著为正的影响$
本文考察影响地区工资水平差异的第二种空间外部性是指密集经济活动

%一般用经济活动密度来衡量&对当地经济效率所带来的促进作用$这是一种

典型的不依赖于市场关联的技术外部性#而以J0/;-)( %">>"&模型为基础

的分析框架恰恰 忽 略 了 技 术 外 部 性 的 存 在$B 事 实 上#在 另 一 条 研 究 路 径 下#
密集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技术外部性一直得到经济地理学家和城市经济学家的

广泛讨论$经济活动的集聚可以促进当地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思想可以

追溯到 N)0H&)33%"!>$&#他最早强调了相互邻近的企业间存在着技术 外 溢$

O)&-)()(< /̂f’1)%">>$&和%’++,(2)(<X)33%">>A&通过将N)0H&)33的思

想形式化#对密集经济活动产生的技术外部性进行了完整概括$%’++,(2)(<
X)33%">>A&指出#如果存在着同生产的地 理 邻 近 相 联 系 的 技 术 外 溢#密 集

的生产将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在经济活动密度较大的地区更容易实

施有益的专业化#这也会提高当地的生产率$他们还使用美国各县的数据首

次对经济活动密度外部性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

现就业密度提高"倍将带来劳动生产率Ah的提高$这一开创性文献也激发了

大量有关密度外部性的后续实证研究#多数实证研究发现经济活动密度对于

地区的劳动生产 率!工 资 水 平 或 人 均 收 入 有 着 显 著 的 促 进 作 用 %K2E32)(<
*)1,(#">>>’I3)2H20)(< N)02##$$"’%’++,(2##$$#’b)G1’H1)##$$B’

%’(;)(,)(<Q+&’‘)0<’##$$L’b0g3&)01)(< N)1&4H##$$?’811)‘’)(,)(<
Z’(233’##$$A&$

B 这并不是J0/;-)(不重视技术外部性在产业集聚和地区差距中的重要性#而 是 他 认 为 技 术 外 部 性 很

难进行模型化#在没有找到可以包含技术外溢的漂亮的微观基础模型前#只好忽略技术外部性的存在$

虽然市场潜能和经济活动密度外部性对地区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影

响很早就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但是长期以来#多数文献都是单独考察其中

的一种外部性$值得一提的是#N’,()(<7)1’++&’,(’%#$$@&首次在一个统

一的框架下对就业密度和市场潜能外部性在地区工资差异的影响中的重要性

进行了分析$他们基于意大利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就业密度和市场潜能对

于地区工资 水 平 都 具 有 统 计 上 显 著 为 正 的 影 响$本 文 借 鉴 N’,()(<7)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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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框架#同时考察两种类型的空间外部性#通过使用目前

较为流行的动态面板数据的方法消除计量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对市场潜能

和就业密度与地区工资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控制住其

他影响因素后#市场潜能外部性对地区工资水平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而就

业密度对工资水平存在着非线性的影响#只有就业密度高于某个 %门槛&值

时#它对工资水平的偏效应才显著为正$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

在于’!""采用地级区域层面的数据对中国地区工资水平差异进行实证研究#
这有别于国内大多使用省级数据的已有研究( !#"考虑到关键解释变量的内

生性#我们采用动态面板数据的计量方法解决其内生性问题#从而得到更加

可靠的回归结果(!B"本文的研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发

展中国家数据的实证支持#同时也为中国地区工资差距存在的原因提供了一

种新经济地理视角的解释$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框架及计量模型的 设 定(第

三部分则简单地说明数据来源)进行变量介绍并对主要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
第四部分是计量结果及解释(最后一部分是结论与建议$

L 详细的推导过程参见 /̂f’1)*72<F!">>>"#中文版#第@B*@>页$

二!理论分析框架及计量模型的设定

!一"理论分析框架

!!借鉴%0,R21)(<J,2(’; !#$$@"和 N’,()(<7)1’++&’,(’!#$$@"的 方

法#我们将空间外部性对地区工资水平的影响机制用一个简易的模型表述出

来$考虑一个有’个地区和两个部门 !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经济$假

定农业部门在规 模 收 益 不 变 和 完 全 竞 争 条 件 下 生 产 同 质 品#且 无 运 输 成 本(
制造业部门在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条件下生产异质品#且存在运输成本#
而运输成本采用萨缪尔森 的 %冰 山 成 本&形 式#即"单 位 的 制 造 品 从 地 区P
运到地区(只剩 下"+A(P$这 里#A(PT20C(P#"#0表 示 单 位 距 离 的 运 输 成 本#

C(P表示地区(与地区P间的距离$假定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所有消费

者对于两个商品束 !农产品和制造品 集 合"都 有 相 同 的%,99CK,/;3)H偏 好#
而对于差异制造品有着%*Q类型的子效用函数$通过对代表性消费者行为的

最优规划#可以 得 到 地 区P的 消 费 者 对 地 区(的 某 种 制 造 品 的 最 优 消 费 数

量为’L

L(P .
$/)(P
!"/)P
$X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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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TA(P$( #$( 是地区(各种制造品的出厂价格$为地区P的消费者为

地区(生产的各种制造品所支付的最终价格%!P !. 8
(
;($"/)( "P

"
"/)

是地区P的

价格指数%;( 是地区(的制造业企业数量%)表示任何两种异质性制造品之间

的不变替代 弹 性%而XP 表 示P地 区 总 的 消 费 支 出&考 虑 到 ’冰 山(运 输 成

本%为了在地区P达到 #"$式的消费水平%在地区(装运的产品数量必须是

它的A(P倍&因此%把所 有 地 区 对(地 区 生 产 的 某 种 制 造 品 的 需 求 进 行 加 总%
我们得到地区(此种产品的总销售量"

L"( .8
P
L(P .8

P
$/)( #2/0C(P!P$)/"$XP1 ##$

!!下面我们转向经济的生产方面&假设该经济中制造业部门的生产只需要

一种要素投入即劳动%而且各个地区的生产技术存在着差异%(地区代表性企

业的成本函数为"HS(T#"S%(V($B(%其中%V( 是(地区代表性企业的产量%

"代表固定成 本%%( 是 边 际 生 产 成 本%B( 是 区 域(的 劳 动 力 #要 素$价 格&
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要素和技术在一个地区的集聚可以通过

技术外溢而促进该地区整体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O)&-)()(< /̂f’1)%">>$)

%’++,(2)(<X)33%">>A)%,-92H%#$$$$&因而%我们设定地区(的边际生产

成本%( 是其经济活动密度的减函数"

%( . #<2(H($/1%!1#$1

!!由于规模收益递增!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偏好以及存在大量潜在异质品%
没有一家企业会选择与别的企业生产同类产品%这意味着每种产品最终只在

一个地区由一个专业化企业生产%所以现有企业的数目与可获得的差异产品

的种类数相同 #藤田昌久等%#$$@$&而且在价格指数给定的情况下%假定所

有企业都选定各自的产品价格%因此每个企业所面临的需求价格弹性也就等

于任意两种异质性制造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因而%地区(的代表性企业最优

规划为"

-)\/( .$(V(/B(#%(V(0M$1 #B$

@ 详细的讨论参见藤田昌久等所著的*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中文版$%第A$页&

!!由 #B$式可得企业利润最大化定价为$(T )
)U"%(B(

%将之代入 #B$式

进而可得企业的最大化利润为/(TB( V(%()U"U! "" &当 允 许 企 业 自 由 进 入 和 退

出时%其均衡利润为零%据此可得企业均衡产量"V"( T"
#)U"$
%(

&在市场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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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这一产量还等于所有地区对地区(该种制造品需求的加总#即V"( TL"( $

由V"( TL"( #我们最终可得到地区(的名义工资的决定方程%

B(.)/")
$

"!)/"! """&!) 8
P

!2/0C(P!P")/"XP""
&)
%
"/)
)
(

.)/")
$

"!)/"! """&!) 8
P

!2/0C(P!P")/"X "P "&)
<2(H

1!)/""
)

( 1 !L"

!!我们把上述等式右边后面的8
P

!2/0C(P!P")/"XP 部分定义为-G#用来表示

J0/;-)(意义上的市场潜能 !-)0E21G,12(1’)3"$A 方程 !L"与标准工资方程

的区别在于引入了一个存在地区差别的边际成本%($这一方程揭示#一个地

区的工资水平随着其市 场 潜 能 !-G"和 经 济 活 动 密 度 !<2(H"增 加 而 递 增#
由此#通过对方程 !L"两边取对数#我们可以把一个地区的工资水平表示为

该地区的市场潜能和经济活动密度的函数#即%

3(B( .3()/")
$

"!)/"! """&)

0")
3(-G(01

!)/""
)

3(<2(H(1 !@"

!二"计量模型的设定

根据前文所建立的理论模型#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设立 如 下 计

量模型%

3(c);2(7 .$$0$"3(-G(70$#3(<2(H(70L()7%)0-(7# !A"

其中#下标(表示地级区域#7表示年 份’c);2是 被 解 释 变 量#即 职 工 平 均

工资#用来衡量各地级区域的工资水平’-G和<2(H是我们主要关注 的 解 释

变量#分别表示各 地 级 区 域 的 市 场 潜 能 和 就 业 密 度’L()表 示 其 他 控 制 变 量#
包括%各地级区域到海岸线 的 距 离 !<’HH2)"(人 力 资 本 !2</"(财 政 支 出 比

重 !GP’H+"(外商直接投资占IKZ的比重 !GP<’"(非公有制经济比重 !(,(G/9C
3’+"(第二产 业 比 重 !G’(</H104"(第 三 产 业 比 重 !GH20‘’+2"和 年 份 虚 拟 变 量

!42)0</-"等#?2(7是复合误差项#$和%分别代表各个解释变量的系数$

A 这一表达方式最早见于J0/;-)(!">>#"的文章$它与 X)00’H!">@L"所阐释的市场潜能函数的含义是

相同的#都是用来衡量一个地区接近市场的程度$
? 7’29/&0!#$$A"指出#除了市场潜能对地区工资差异存在重要影响外#其他一 些 变 量#如 当 地 的 适 宜 度

!3,+)3)-2(’1’2H"(地区经济的部门结构!H2+1,0)3+,-G,H’1’,("和劳动力的素质等也是影响经济活动空间

分布和地区工资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借鉴7’29/&0!#$$A"的方法#并考虑到中国的特有国情#我们引

入了上述控制变量$

另外#由于地区工资水平的调整过程较为缓慢#而且当前的工资 水 平 可

能会依赖于其过去水平#所以#为了防止基本计量模式的设定偏误#我们通

过引入因变量的滞后项而将其扩展为一个动态模型$同时#我们还在动态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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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引入了3(<2(H的二次项来考察就业密度与地区工资水平之间的非线性关

系 #详细说明见下文$%动态模型的好处还在于&当模型中一些解释变量存在

内生性时&可以通过动态面板数据的计量方法消除模型的内生性偏误&从而

获得这些解释变量系数的一致性估计%! 因而&借鉴:0233)(,)(<b,(< #">>"$
的方法&我们最终设立如下的动态一阶自回归模型"

3(c);2(7 .$$033(c);2(&7/"0$"3(-G(70$#3(<2(H(70$B#3(<2(H(7$
#

0L()7%)02(04()& #?$

其中&3(c);2(&7U"是因变量的一阶滞后项’2( 表示非观测的地级固定效应’4(7
是随机误差项%

! O,,<-)(##$$A$对于动态面板估计所适用的情形进 行 了 概 括&这 主 要 包 括"#"$时 间 较 短 而 截 面 较 大

的面板’##$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函数关系’#B$因变量依赖于其过去的水平&即是一个包含因

变量滞后项的动态模型’#L$解释变量不是严格外生的&也就是说解释 变 量 可 能 与 当 期 的 或 滞 后 的 误 差

性存在相关性’#@$存在非观测的固定效应等%
> 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关于各地级区域的土地面积数据可以看出&有相当部分地级区域在不同

的年份里都发生过行政区划的变动&从而导致土地面积发生了变动&由于我们并不清楚这种变动的原 因

及具体形式&所以&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我们根据#$$$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所列地 级 区 域

的土地面积为标准&剔除了">>>*#$$L年间土地面积发生了变化的地级区域%
"$ 在计算各地级区域的市场潜能时&我们共使用了BB$个地区的指标&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计算两两地级

区域之间共BB$k#BB$U"$+#T@L#!@个距离数据%

三!数据来源及统计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主要数据来源于#$$$*#$$@年的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这一年鉴于#$$$年才开始出版&是一部中国各地级行政区域 #其中包括四个

直辖市&以下简称地级区域$经 济 活 动 的 较 为 翔 实 而 一 致 的 统 计 资 料%我 们

在剔除样本期 间 行 政 区 划 发 生 变 动 的 地 级 区 域 后&共 选 取 了#!#个 样 本 地

区%> 各地级区域的总人口!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职工平均工资!就业量!土

地面积!财政支出!高等学校在校人数!外商直接投资等数据都直接摘录于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我们对各地级区域每年获得的实际外商投资额按

照当年汇率折算为人民币价值%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 (中国区域经

济统计年鉴)中某些地区的指标数据存在着缺失&对此我们按照当年各省份

的统计年鉴或当年的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进行补齐%
至于各个地级单位之间的距离数据&我们根据国家测绘局公布的国家基

础地理信息系统中"mL$$万中国地形数据库&通过使用:0+‘’2cB6#软件整

理而得%鉴于数据量较大&我们用各地级区域行政中心之间的欧式直线距离

来表示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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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说明

本文使用中国地级区域的职工平均工资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空间外部

性对地区间工资差异的作用机制及影响强度$需要说明的是#在现实中#工

资尽管受到一定程度的规制#但总体上说#经济越是发达#其平均工资也越

高$通过查阅历年的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得知#工资包括了计时工资’
计件工资’各种津贴’奖金与补贴’加班工资和其他工资 等 内 容#因 此#我

们认为职工工资总体上与各城市企业效益挂钩#是符合本文的要求$

"1市场潜能

市场潜能是我们所关注的主要解释变量之一$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实证研

究中#对于市场潜能#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度量方法#最为常见的有 X)0C
0’H!">@L"提出的 (市场潜能函数)以及O2<<’(;)(<52()932H!#$$L"使用

双边贸易流数据构建的 N)和Q)指标等$与 X)00’H!">@L"的市场潜能函数

相比#虽然O2<<’(;)(<52()932H!#$$L"的 N)和Q)指标更为精确#也得

到了微观理论支持#但由于中国内部各地级区域间双边贸易数据的不可得性#
加之在一个国家各地级区域间劳动力可以流动的情况下对 N)和Q)两种效应

加以区分无甚必要 !811)‘’)(,)(<Z’(233’##$$A"#"#所以我们最终采用 X)00’H
!">@L"的度量方法来衡量各地级区域的市场潜能#其计算公式为*

-G(.8
P6(
XP+C(P#

其中#XP 表示第P个地级区域的国内生产总值,C(P是指第(和P地级区域间

的距离$"B

"" 正如匿名审稿人所指出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其实只能解释制造业工资的地区差异#而由于我们无法获

得各地级区域制造业的工资水平#所以就以各地区的职工平均工资作为一个代理变量$
"# 更为重要的是#X2)<)(<N)420!#$$A"基于对各种市场潜能度量方法的比较分析发现#采用更为复杂

和精确的度量方法与 X)00’H!">@L"的市场潜能函数方法的所得结果并无本质区别$
"B 在这里#我们使用没有包括自身收入的市场潜能作为关键解释变量主要是基于以下的考虑$首先#虽

然把一个地区自身的市场规模包含在内更 符 合 J0/;-)(!">>""本 地 市 场 效 应 的 含 义#但 这 无 疑 会 增 加

这一变量的内生性$因为一般而言一个工资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拥有着较大的本地的市场规模#所以扣

除自身的市场规模可以降低市场潜能变量的 内 生 性!X)(H,(#">>!"$其 次#在 本 文 中#如 果 把 包 含 自 身

收入的市场潜能作为关键解释变量#会 使 得 市 场 潜 能 变 量 与 就 业 密 度 变 量 之 间 的 相 关 性 较 高$而 事 实

上#就业密度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本地市场规模大小#只是对经济活动和地区地理范围 的

衡量指标不同而已$另外#借鉴匿名审稿人的建议#我们也使用一个包含自身收入的市场潜能指标 进 行

了回归#发现结果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回归结果见附录一$

#F就业密度

就业密度反映了 一 个 地 区 经 济 活 动 的 密 集 程 度 和 自 身 市 场 规 模 的 大 小#
非市场关联效应在 经 济 活 动 较 为 密 集 和 自 身 市 场 规 模 较 大 的 地 区 更 为 显 著$
因此#就业密度被用来捕捉密集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技术外部性对工资水平的

影响$这里#借鉴%’++,(2)(<X)33!">>A"和范剑勇 !#$$A"的做法#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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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个地区每平方公里的非农产业就业数量来衡量其就业密度#

BF各地级区域到海岸线的距离

本文用各地级区域到距其最近港口的直线距离作为其到海岸线距离的代

理变量#对于港口城市$我们则假定其到海岸线的距离都为"$公里#这一变

量反映了一个地级区域的国外市场潜能$一般而言$一个地级区域与海岸线

的距离越近$它就越容易进入国外高收入市场$其面临的国外市场潜能也就

越大#

LF人力资本

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使用中国宏观数据的研究一直没能很好地度量

人力资本$这里$我们借鉴国内学 者 在 面 临 数 据 约 束 下 的 做 法 %如 沈 坤 荣 和

耿强$#$$"&$用一个地级区域每万人中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作为人力资本的

代理变量#

@F非公有制经济比重

我们用地级区域非公有制企业就业人数占总的城镇就业人员数的比重来

衡量该变量#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大潮中$一个区域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所

占比重越高$这个区域的经济活力越强!经济增长速度更快$体现在微观企

业中$职工所获得的平均报酬也较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地区更高#

AF外商直接投资占IKZ的比重

一个地级区域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可以增加该区域的物质资本存量$还

可以通过技术外溢对该区域的工资水平产生影响#我们用各地级区域各年所

获得的实际外商投资额占IKZ的比重作为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度量指标#

?F财政支出比重

一个地区的工资水平还会受到该地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的影响$
我们用财政支出占IKZ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地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

!F非农产业比重

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对该地区的工资水平也存在着重要的影响$在当前

中国以非农产业为主导和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的情况下$非农产业越发达的

地区$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就越高#我们分别用一个地区第二!三产业IKZ
在其总量IKZ中的比重作为衡量其产业结构的代理变量#

>F年份虚拟变量

年份虚拟变量用来控制非观测的时间固定效应#

%三&主要指标的简单描述

我们在表"中给出了上述主要变量的简单统计描述#表"显示中国各地

级区域职工平均工资!市场潜能和就业密度都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同时$
各地级区域的人力资本状况有所提高和改善$财政支出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上

升趋势$非公有制经济比重显著提高$第二产业比重也表现出一个明显的上



!A!!!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升趋势#

表!!主要解释变量的统计描述!!""""#$$%年#

变量 ">>> #$$$ #$$" #$$# #$$B #$$L

3(c);2
!F!@@
!$F#@#A"

!F>B!
!$F#!"A"

>F$>@
!$FB$$!"

>F#L@
!$F#>#L"

>FB@L
!$F#?#!"

>FL!"
!$F#?"B"

3(-G
LF?L"
!$FL#L#"

LF!B?
!$FL#@@"

LF>BL
!$FL#L?$#"

@F$L#
!$FL#!$"

@F"A@
!$FL#>@"

@FB$"
!$FLB"#"

3(<2(H
LF$"!
!"FB>$"

LF$?"
!"FL"L"

LF"#$
!"FB"$"

LF""L
!"FBAA"

LF"#@
!"FLLB"

LF#L#
!"FBLA"

3(2</
#F?>!
!"F"@#"

BF$B$
!"F"!L"

BF">L
!"F#L@"

BF@"L
!"F"!L"

BFAAL
!"F"!A"

BF!B"
!"F#"?"

(,(G/93’+
$FB#A"
!$F"#A!"

$F##A?
!$F"L!L"

$FLL?B
!$F"L@""

$FL>$!
!$F"LA>"

$F@#>>
!$F"L@""

$F@@!?
!$F"L>@"

GP’H+
$F$>L@
!$F$ABL"

$F"$">
!$F$?BL"

$F""?B
!$F$>L""

$F"#B"
!$F$!?$"

$F"#B@
!$F$!@#"

$F"#B#
!$F$!L$"

GP<’
$F$B""
!$F$@L>"

$F$#@A
!$F$L?$"

$F$#BB
!$F$L"#"

$F$#?A
!$F$L!B"

$F$B?>
!$F""A@"

$F$#$B
!$F$#>?"

G’(</H104
$FL"A#
!$F""LA"

$FL">@
!$F""AA"

$FL">A
!$F""A#"

$FL#@@
!$F""L$"

$FLL@@
!$F""L>"

$FLA#$
!$F""A""

GH20‘’+2
$FBL"B
!$F$A?>"

$FBL>L
!$F$?BA"

$FBA#?
!$F$?$A"

$FBAAL
!$F$A>B"

$FBA$B
!$F$A!#"

$FBLAB
!$F$A>A"

!!注释$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差#
数据来源$%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四"工资水平与市场潜能和就业密度的简单相关关系

从上述简单的数据罗列中并不能看出工资水平与市场潜能和就业密度的

相关关系#我们还分别画出了职工平均工资的对数值与市场潜能和就业密度

对数值的散点图 !见图" !)"和图" !9""#图" !)"中横轴为各个地级区域

市场潜能A年均值的对数值(纵轴为职工平均工资A年均值的对数值#相应

的(图" !9"中的横轴是各个地级区域就业密度A年均值的对数值(纵轴同

图" !)"一样也为职工平均工资A年均值的对数值#从图" !)"中我们可以

清楚地看出(总体而言(职工平均工资与市场潜能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正

相关关系#但是图" !9"却显示出地区职工平均工资与就业密度之间并不是

简单的线性关系(二者之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二次函数关系#因此(我们在

前面的计量方程 !?"中引入非农就业密度的二次项来捕捉就业密度与地区工

资水平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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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四!计量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计量方法

!!在我们的计量模型 #?$中%即使假定4(7不存在序列相关%方程中因变量

的一阶滞后项3(c);2(%7U"与复合误差项中的非观测个体固定效应2( 也会存在

着相关性%从而导致混合8dQ估计和固定效应 #组内$估计的结果都是有偏

的&一般而言%非观测个体固定效应的存在使得因变量滞后项系数 #3$的混

合8dQ估计量将会存在向上偏误 #X’H),%">!A$’而 在 时 间 较 短 的 面 板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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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效 应 估 计 则 会 产 生 一 个 严 重 向 下 偏 误 的3的 估 计 量 !7’+E233#">!"$

b,(<##$$#"%因而#3的一致估计量将处于混合8dQ估计和固定效应估计之

间%而且#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非观测地级区域固定效应或

联立内生性问题#本文所关注的主要解释变量&&&市场潜能和就业密 度 都 可

能是内生的%"L此外#该模型中其他控制变量如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财

政支出’非公有制经济和产业结构变量等也可能与被解释变量存在联立内生

性问题%因此#为了获得各解释变量系数的一致性估计#我们将运用由:023C
3)(,)(<b,‘20!">>@"和b3/(<233)(<b,(< !">>!"发展而来的系统INN
方法对动态一阶自回归模型 !?"进行估计%这一计量方法可以克服该模型中

各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L 详细讨论参见%’++,(2)(<X)33!">>A"和 X2)<)(<N)420!#$$A"%
"@ 系统INN估计可使用一步估计!,(2CH12G2H1’-)1’,("和两步估计!1c,CH12G2H1’-)1’,("两种方法%从

理论上讲#两步估计中的标准协方差矩阵总是稳健的!0,9/H1"#考虑到图"!)"中显 出 市 场 潜 能 存 在 着 明

显的异方差性#因此我们最终选择了两步的系统INN估计%此外#我们也对回归结果进行了异 方 差 的

稳健性检验#发现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前后并没有明显变化#限于篇幅#我们在后面仅列出了两步的系统

INN估计的结果%

!二"实证结果分析

我们首先对动态一阶自回归模型 !?"进行两步的系统INN 估计 !1c,C
H12GH4H12-INN#以下简称系统INN"#"@其计量结果见表#第四列%结果

显示市场潜能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同我们最初的理论预测完全一致#但

就业密度与地区工资水平之间却存在着显著的二次函数关系%同时#考虑到

市场潜能与就业密度及其平方项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分别为

$6AAL$和$6A@$A"#所以为了增强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 们 还 在 剔 除 其 中 一

个变量的情况下分别进行了系统INN估计#回归结果为表#的第五’六列%
我们发现#与最初的回归结果相比#因变量的滞后项’市场潜能’就 业 密 度

及其平方项的回归系数大小和显著性都基本没有发生改变%此外#为了增强

计量结果的可靠性#我们对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了检

验(二阶序列相关 !:O !#""检验的结果显示不能拒绝动态一阶自回归模型

随机误差项不存 在 序 列 相 关 的 零 假 设#这 表 明 我 们 所 设 立 的 模 型 是 合 理 的$

Q)0;)(过度识别检验的结果也表明回归中使用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 !第四列

的$值大于$6""%另外#前文指出#因变量的一阶滞后项3的一致估计量会

处于采用混合8dQ估计和固定效应估计而得到的3估计量之间%为此#我们

还对计量模型 !?"进行混合8dQ和固定效应估计#其计量结果见表#第 二

列和第三列%从中可以看到#系统INN 估计中3的 估 计 值 !$6@"@?"正 好

介于混合8dQ估 计 中3的 估 计 值 !$6?A#@"和 固 定 效 应 估 计 中3的 估 计 值

!U$6"B>B"之间%以上分析表明#第四列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下面将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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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果进行分析#

表!!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职工平均工资的对数值$3(c);27%

解释变量 Z,,32<8dQ *̂ Q4H12-CINN Q4H12-CINN Q4H12-CINN

3(c);27U"
$F?A#@"""

$$F$#"L%
U$F"B>B"""

$$F$B>L%
$F@"@?"""

$$F$$!"%
$F@ALL"""

$$F$"$"%
$F@$"?"""

$$F$$!?%

3(-G
$F$$?"
$$F$"!B%

#FB#?$"""

$$F?B#"%
$F$>"$"""

$$F$"#@%
$F$!$B"""

$$F$"!"%

3(<2(H
U$F$L$A
$$F$"AA%

$F$"!>
$$F$L!$%

U$F"#L$"""

$$F$$AA%
U$F"$@@"""

$$F$$A$%

QD$3(<2(H%
$F$$@#
$$F$$#"%

U$F$$B!
$$F$$AL%

$F$"LB"""

$$F$$$>%
$F$"L!"""

$$F$$$>%

3(2</
$F$""$""

$$F$$L?%
$F$$$>
$$F$$!A%

$F$"?B"""

$$F$$#L%
$F$#$L"""

$$F$$B#%
$F$"?A"""

$$F$$#A%

3(GP<’
$F$$#!
$$F$$#?%

$F$$@L
$$F$$BL%

$F$$L?"""

$$F$$$L%
$F$$@L"""

$$F$$$!%
$F$$L>"""

$$F$$$L%

3(GP’H
$F$#?>""

$$F$"B!%
U$F$"A>
$$F$B"?%

$F$@#""""

$$F$$@@%
$F$!>L"""

$$F$$>@%
$F$L!$"""

$$F$$@>%

(,(G/93’+
$F"?#!"""

$$F$BL!%
$F$?>?
$$F$@LL%

$FBL?""""

$$F$"A!%
$F#!!!"""

$$F$##>%
$F$BLBB"""

$$F$"??%

G’(</H104
$F##@A"""

$$F$@!B%
$F#!>A
$$F#B?"%

$FB"L?"""

$$F$B?B%
$FBA"?"""

$$F$L!!%
$F#L$>"""

$$F$L""%

GH20‘’+2
$F"#>?
$$F$!!"%

U$F@!""
$$FB$LA%

$F@A@L"""

$$F$L@"%
$FL>>""""

$$F$@"A%
$FLB$$"""

$$F$LB?%

3(<’HH2)
U$F$$@#
$$F$$LB%

U$F$$L"""

$$F$$#$%
U$F$$LL""

$$F$$$!%
U$F$$>#"""

$$F$$##%

+,(H
"F>LBL"""

$$F##BL%
U"F#B#$
$BFA##@%

BFA"L?"""

$$F"?"L%
#F?BL""""

$$F"??L%
LF#@"#"""

$$F$?!!%

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 ""?A ""?A ""?A "#$? ""?A
各检验量$C‘)3/2

:O$"%) $F"#$ $F""? $F""!
:O$#%9 $F"$$ $F""# $F""!

Q)0;)(=2H1+ $F"#B $F$LB $F$?@

!!注"系数下方括号内的值是标准差&"""表示在"h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h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h水平上显著#
)零假设为差分后的 残 差 项 不 存 在 一 阶 序 列 相 关$如 果 差 分 后 的 残 差 项 存 在 一 阶 序 列 相 关&系 统

INN依然是有效&详细的讨论参见O,,<-)($#$$A%%’9零假设为 差 分 后 的 残 差 项 不 存 在 二 阶 序 列 相 关

$如果差分后的残差项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则系统INN是无效的%’+Q)0;)(检验的零假设为过度识别约

束是有效的#

!!首先&回归结 果 显 示&一 个 地 区 市 场 潜 能 提 高"$h&会 使 该 地 区 的 工

资水平提高>h左右#这与新经济地理学工资方程的预期是完全一致的&一个

地区拥有进入大规模市场的良好机会&关联效应所产生的货币外部性将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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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获得较高的工资水平#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对外

开放引致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和东部沿海地区本身的地理条件使得东部地区具

有了一个初始的相对优势$这种优势吸引其他地区的劳动力%资本要素向东

部沿海地区集聚$从而提高了沿海地区的市场潜能$在空间货币外部性的作

用下$扩大了的市场潜能反过来提高了沿海地区的整体福利水平$又进一步

吸引外部生产要素的流入#因此$在这种循环累积机制带动下$东部沿海地

区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从而使得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的工资差距被进

一步拉大和长期锁定#
其次$3(<2(H的一次项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而3(<2(H的二次项

的影响 则 显 著 为 正$即 工 资 水 平 对 就 业 密 度 的 弹 性 为&$#S#$B3(<2(HT
U$6"#L$S$6$#!A3(<2(H#这表明就业密度对地区工资水平的影响存在着 ’门

槛(效应$即当一个地区的就 业 密 度 低 于 某 个 ’门 槛(时$就 业 密 度 的 增 加

对于地区工资水平所带来 的 影 响 为 负)而 就 业 密 度 突 破 这 一 ’门 槛(时$开

始变为正影响$且其偏效应还存在着递增的趋势#具体而言$我们根据回归

结果计算出3(<2(H的 ’门槛( !转折值"为L6B#>A#在样本中$3(<2(H大于

这一转折值的地区有!?!个$占到了全部样本的@Bh之多#对此一个可能的

解释是$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一个地区就业密度的提高会带来两方面的

效应&一是技术外部性对工资产生的正效应$另一方面是劳动力供给的增加

对工资产生的负效应#在就业密度较低的地区$技术外部性并不显著$而该

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从而就业岗位较为紧张$因此就业密度提高对工

资的负效应大于了其正效 应)而 当 就 业 密 度 高 于 某 个 ’门 槛(后$技 术 外 部

性就变得尤为显著$就业密度对工资的边际效应就变为显著为正了#
再次$各地级区域到海岸线的距离对其工资水平存在着显著为负的影响#

这也符合我们最初的理论预期$一个地区到海岸线的距离越近$它进入海外

市场越便利$其面临的来自于国外的市场潜能越高$这显然会提高该地区的

工资水平#
最后$其他控制变量的符号也与现有多数文献的理论预测和实证结果一

致&各地级区域的人力资本%财政支出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比重对其工资水

平的影响都显著为正$同时$一个地区的非公有制经济比重的提高$以及第

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也都可以显著地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五!结论与建议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 研 究 表 明$由 于 规 模 收 益 递 增%不 完 全 竞 争 和 运

输成本的相互作用$一体化经济必 然 会 出 现 中 心 外 围 的 分 布 格 局$中 心 地

区将会拥有较高的 工 资 水 平$而 空 间 外 部 性 的 存 在 是 决 定 地 区 工 资 差 异 的

重要因素之一#本文 首 先 建 立 一 个 融 合 市 场 潜 能 所 带 来 的 货 币 外 部 性 和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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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活动密度产生的技 术 外 部 性 对 地 区 工 资 水 平 影 响 机 制 的 新 经 济 地 理 学 模

型#然后使用">>>$#$$L年中国地级区域面 板 数 据 对 中 国 地 区 工 资 水 平 的

空间差异的影响 因 素 进 行 了 实 证 检 验%在 研 究 过 程 中#考 虑 到 解 释 变 量 潜

在的内生性#我 们 通 过 使 用 动 态 面 板 数 据 的 计 量 方 法 解 决 了 内 生 性 问 题#
从而得到更加 可 靠 的 研 究 结 果%我 们 发 现#在 控 制 住 地 区 的 人 力 资 本!财

政支出!外商直接 投 资!所 有 制 结 构 和 产 业 结 构 等 因 素 后#一 个 地 区 的 市

场潜能对其工资水 平 依 然 有 着 显 著 为 正 的 影 响#而 就 业 密 度 对 工 资 水 平 却

存在着 &门 槛’效 应#即 一 个 地 区 的 就 业 密 度 只 有 高 于 某 个 &门 槛’后#
它对地区工资的偏 效 应 才 变 得 显 著 为 正%我 们 的 研 究 为 新 经 济 地 理 的 理 论

研究提供了一个 基 于 发 展 中 国 家 数 据 的 实 证 支 持%同 时#本 文 也 为 中 国 地

区工资差异形成 的 原 因 提 供 了 一 种 新 的 视 角 的 解 释"改 革 开 放 以 来#对 外

开放引致的出口导向 型 战 略 和 东 部 沿 海 地 区 本 身 较 厚 的 市 场 规 模 使 得 制 造

业向东部沿海地区 集 聚#而 产 业 的 集 聚 反 过 来 又 进 一 步 提 高 了 沿 海 地 区 的

市场潜能和经济 活 动 密 度#在 这 种 循 环 因 果 的 带 动 下#东 部 沿 海 逐 渐 成 为

中国的经济中心 地 带#西 部 地 区 进 一 步 沦 为 经 济 落 后 的 外 围#地 区 间 的 工

资差距持续扩大%
目前对于缓解地区差距扩大的具体政策建议有两种不同的主张"第一种

认为应遵循规模报酬递增的地方化特点#将当前中西部地区的多数人口向东

部沿海地区转移#当前 持 这 一 观 点 的 学 者 有 李 国 平 和 范 红 忠 (#$$B)等 人*
第二种则认为应加快中西部地区城市化建设和产业结构升级#而这必须以大

规模的投资为前提条件#美国经验似乎支持中国走这一发展道路 (范 剑 勇 和

杨丙见##$$#)#西 部 大 开 发!中 部 崛 起 等 战 略 措 施 也 体 现 这 一 政 策 主 张

(范剑勇##$$!)%而我 们 的 研 究 实 际 上 为 这 两 种 政 策 主 张 均 提 供 了 实 证 支

持%由此#本文的政 策 含 义 在 于" (")政 府 应 鼓 励 经 济 活 动 和 人 口 的 空 间

集聚"一方面应顺应 当 前 产 业 跨 区 域 集 聚 的 趋 势#将 中 西 部 地 区 大 量 人 口

迁移至东部 沿 海 地 区#在 东 部 沿 海 地 区 形 成 若 干 个 世 界 级 特 大 型 都 市 圈*
另一方面还应 采 取 措 施 促 进 中 西 部 地 区 内 部 经 济 活 动 和 人 口 的 空 间 集 聚#
如通过对中西部部分 城 市 提 供 优 惠 政 策 以 加 强 其 交 通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和 加 快

中西部的城市 化 进 程* (#)进 一 步 降 低 东 中 西 地 区 间 的 贸 易 壁 垒#加 强 国

内市场的贸易联 系#鼓 励 省 际 的 经 济 交 流 与 合 作#从 而 有 效 地 促 进 东 部 沿

海地区部分传统制 造 业 向 中 西 部 地 区 的 梯 度 转 移#使 得 中 西 部 地 区 在 能 更

多地享受到东部地 区 市 场 潜 能 外 部 性 的 好 处 的 同 时#也 可 以 带 来 自 身 市 场

潜能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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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使用包含自身收入的市场潜能指标进行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职工平均工资的对数值!3(c);27"

解释变量 Z,,32<8dQ *̂ Q4H12-CINN Q4H12-CINN Q4H12-CINN

3(c);27U"
$F?AB""""

!$F$#"B"
U$F"L#?"""

!$F$B>@"
$F@"#>"""

!$F$$?A"
$F@A"$"""

!$F$"$$"
$F@$"?"""

!$F$$!?"

3(-G!""
$F$">A
!$F$">?"

"F>$>?"""

!$FA$?""
$F$>>""""

!$F$""A"
$F$>!B"""

!$F$"?>"

3(<2(H
U$F$L$!""

!$F$"AA"
$F$#@@
!$F$L!L"

U$F"#$B"""

!$F$$AL"
U$F"$@@"""

!$F$$A$"

QD!3(<2(H"
$F$$L>
!$F$$#""

U$F$$@"
!$F$$A@"

$F$"B!"""

!$F$$$>"
$F$"L!"""

!$F$$$>"

3(2</
$F$"$>""

!$F$$L?"
$F$$$?
!$F$$!A"

$F$"!$"""

!$F$$#@"
$F$#$>"""

!$F$$BB"
$F$"?A"""

!$F$$#A"

3(GP<’
$F$$#@
!$F$$#?"

$F$$@B
!$F$$B@"

$F$$L?"""

!$F$$$L"
$F$$@A"""

!$F$$$!"
$F$$L>"""

!$F$$$L"

3(GP’H
$F$#!!""

!$F$"B!"
U$F$"$>
!$F$B"!"

$F$A$""""

!$F$$@L"
$F"$#B"""

!$F$$>?"
$F$L!$"""

!$F$$@>"

(,(G/93’+
$F"?B!"""

!$F$BL!"
$F$!#B
!$F$@L@"

$FB@">"""

!$F$"AA"
$FB$"#"""

!$F$#BA"
$F$BLBB"""

!$F$"??"

G’(</H104
$F##A$"""

!$F$@!B"
$F#!!?
!$F#B?#"

$F#!LB"""

!$F$B??"
$FB"!?"""

!$F$L>?"
$F#L$>"""

!$F$L"""

GH20‘’+2
$F"B?>
!$F$!?!"

U$F@@!@
!$FB$@A"

$F@#@L"""

!$F$L#!"
$FL>>""""

!$F$@"!"
$FLB$$"""

!$F$LB?"

3(<’HH2)
U$F$$L?
!$F$$LB"

U$F$$B"
!$F$$#$"

U$F$$##
!$F$$#?"

U$F$$>#"""

!$F$$##"

+,(H
"F!??#"""

!$F##"?"
$F?#"B
!BF$LL$"

BF@!AB"""

!$F"$$@"
#F!$!#"""

!$F"#?B"
LF#@"#"""

!$F$?!!"

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 ""?A ""?A ""?A "#$? ""?A
各检验量$C‘)3/2

:O!"") $F"#$ $F""@ $F""!
:O!#"9 $F"$$ $F""$ $F""!

Q)0;)(=2H1+ $F"L@ $F$@! $F$?@

!!注#3(-G!""表示包含了自身收入的市场潜能$其计算公式为#-G!""(.8
P
XP%C(P&

"""表示在"h水平上显著$""表示在@h水平上显著$"表示在"$h水平上显著&
)零假设为差分后的残差项不存 在 一 阶 序 列 相 关 !如 果 差 分 后 的 残 差 项 存 在 一 阶 序 列 相 关$系 统

INN依然是有效$详细的讨论参见O,,<-)( !#$$A""’9零假设为差分后的残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

关 !如果差分后的残差项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则系统INN是无效的"’+Q)0;)(检验的 零 假 设 为 过 度

识别约束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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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各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3(c);27U" !3(-G !3(<2(H!#3(<2(H$#!(,(G/9 !3(2</ !G’(</H104!GH20‘’+2 !3(GP’H !3(GP<’

3(c);27U" "
3(-G $FBAAB "
3(<2(H $FB#BB $FAAL$ "
#3(<2(H$# $FL$BB $FA@$A % "
(,(G/9 $FA"!" $FB>LL $F#>!A $FB#!@ "
3(2</ $FL?LB $F#@"A $FBLBA $FB?AA $FB#@! "
G’(</H104 $FB@!# $FL$$! $FL@!A $FLA$> $F#>>> $FB"A" "
GH20‘’+2 $F#"@@ U$F"#"B $F$AAA $F"#"# $F$>>> $FL##" U$FBLLL "
3(GP’H U$F$"#> U$FL#LL U$FA"#? U$F@L!B U$F$A# U$F"AA? U$FLAB! $F"A>$ "
3(GP<’ $FL"AL $FL!L@ $F@>LA $FA"?A $FB@"# $FL$#? $FB#># $F">"? U$FL"!A "
3(<’HH2) U$FB"!A U$FB>"# U$FLAB" U$FL>#" U$F#!$@ U$F"A"! U$F#"@? U$F"""> $F#A!$U$F@@##

附录B!文中公式的详细推导过程

!!"1地区(代表性企业均衡产量的详细推导过程"

-)\/( .$(V(/B(#%(V(0M$A

%/(
%V( .

%$(
%V(V(0$(/

B(%( .
%$(
%V(
V(
$($(0$(/

B(%( ./
"
)$(0$(/

B(%( .$A

$( . )
)/"%(

B(&

将之代入文中 #B$式&进而可得企业的最大化利润为

/( .B( V(%()/"/! "" 1

而当允许企业自由进入和退出时&其均衡利润为零&即

/( .B( V(%()/"/! "" .$AV"( ."
#)/"$
%(

1

!!#1工资方程的详细推导过程"

V"( .L"(

L"( .8
P
L(P .8

P
$/)( #2/0C(P!P$)/"$XP

V"( ."
#)/"$
%

*

+

,(

A$)( . %($
"#)/"$8P

#2/0C(P!P$)/"XP&

$( . )
)/"%(

B(

%( . #<2(H($
/1

$)( . %(
"#)/"$8P

#2/0C(P!P$)/"X

*

+

,P

A

B( .)/")
$

"#)/"! "$
"’!) 8

P

#2/0C(P!P$)/"X "P "’)

%
"/)
)
(

! .)/"!) 8
P

#2/0C(P!P$)/"X "P "’)

<2(H
1#)/"$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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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L!样本地区

直辖市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

河北 石家庄#唐山#邯郸#秦皇岛#邢台#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廊坊#衡水

山西 太原#大同#阳泉#长治#晋城#朔州#晋中#临汾#运城

内蒙古 呼和浩特#包头#乌海#赤峰#通辽#呼伦贝尔 盟#兴 安 盟#锡 林 郭 勒 盟#乌 兰 察 布 盟#巴 彦 淖 尔

盟#阿拉善盟

辽宁 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辽阳#盘锦#铁岭#朝阳#葫芦岛

吉林 吉林#四平#辽源#通化#松原#白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黑龙江 哈尔滨#鸡西#鹤岗#双鸭山#大庆#伊春#佳木斯#七台河#黑河

江苏 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宿迁

浙江 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舟山#台州#丽水

安徽 合肥#芜湖#蚌埠#马鞍山#淮北#铜陵#安庆#黄山#宿州#滁州#六安#宣城#巢湖#池州

福建 福州#厦门#莆田#三明#泉州#漳州#南平#龙岩#宁德

江西 南昌#景德镇#萍乡#九江#新余#鹰潭#赣州#宜春#上饶#吉安#抚州

山东 济南#淄博#枣庄#东营#烟 台#潍 坊#济 宁#泰 安#威 海#聊 城#临 沂#日 照#莱 芜#德 州#滨 州#
荷泽

河南 郑州#开封#洛 阳#平 顶 山#安 阳#鹤 壁#新 乡#焦 作#濮 阳#许 昌#漯 河#三 门 峡#商 丘#南 阳#信

阳#周口#驻马店

湖北 武汉#黄石#十堰#荆州#宜昌#襄樊#鄂州#荆门#黄冈#咸宁

湖南 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邵阳#岳阳#益阳#常 德#郴 州#永 州#怀 化#张 家 界#娄 底#湘 西 土 家 族

苗族自治州

广东 广州#韶关#深圳#珠海#汕头#佛山#江门#湛 江#茂 名#惠 州#肇 庆#梅 州#中 山#东 莞#汕 尾#河

源#阳江#清远#揭阳#云浮

海南 三亚

广西 桂林#梧州#北海#玉林#钦州#防城港#贵港#贺州#百色#河池

四川
成都#自贡#攀枝花#泸州#德阳#绵阳#遂 宁#内 江#乐 山#南 充#宜 宾#广 元#广 安#达 川#雅 安#
巴中#眉山#资阳#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

贵州 贵阳#六盘水#遵义#铜仁#毕节#安顺#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

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云南 昆明#曲靖#玉溪#昭通#思茅#保山#丽江#临沧#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

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怒江傈

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

陕西 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延安#汉中#安康#商洛#榆林

甘肃 兰州#嘉峪关#天水#张掖#定西#陇南#平凉#庆阳#临夏回族自治州

青海 黄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新疆 乌鲁木齐#石河子#伊犁#阿勒泰#克孜勒苏柯尔自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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