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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增长的多重均衡现象
$$$基于动态门槛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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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次应用动态门槛 面 板 数 据 模 型#对 我 国 经 济 增

长的多重均衡现象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增 长 具 有 明 显 的

多重均衡现象%当人均收入低于<$$%元时#存在着经济增长障碍#
经济处于低水平陷阱&一旦突破低收入门槛#在 同 一 的 收 入 状 态 里

省区经济增长率趋向收敛%然而#由于较高收 入 状 态 的 省 区 收 入 收

敛速度快于较低收入状态的省区#因此#我国 富 裕 省 区 与 相 对 落 后

省区的人均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我国目前还没有达到增长极限#
不存在高水平陷阱现象%
!!关键词!面板数据#门槛效应#多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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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增长收敛问题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新古典经济

增长收敛理论认为#在一个有效 范 围 内 的 不 同 经 济 单 位 !国 家*地 区 甚 至 家

庭"#初期的人均收入 !人均产出"和 经 济 增 长 速 度 之 间 存 在 负 向 相 关 关 系#
即落后地区比发达地区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导致各经济单位间期初的

人均收入 !人均产出"的差异逐步消失%#$世纪:$年代以来#基于经济增长

收敛问题的 实 证 研 究 成 为 发 展 经 济 学 的 研 究 热 点 问 题 之 一%N*0.-4!<D:!"
利用工业国家数据检验了人均产出与经济增长间的线性关系#结果证明了经

济增长收敛现象的存在%然而T3_-)@ !<D::"研 究 发 现#该 结 果 是 建 立 在

样本选择有偏的基础上的#因为如果把样本扩展到非工业化国家#则不存在

经济增长的收敛现象%事实上#在过去的#$多年内#世界范围内国 与 国 间#
甚至 同 一 国 家 内 部 的 收 入 不 平 等#不 是 在 缩 小#而 是 呈 继 续 扩 大 趋 势

!N-O43A#T014*0S*)H\-SS##$$!"%为解释上述经济增长的发散现象#新古

典增长理论的拥 护 者 提 出 了 两 种 新 的 理 论 思 想 !&*1231*)HN*11322##$$!"’
条件收敛和多重均衡思想%条件收敛的思想可追溯到T3_-)@ !<D::"#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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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敛理论认为#初期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经济集团 !俱乐部"#在具有相似结

构特征的前提下趋于收敛#即较穷的国家集团和较富的国家集团各自内部存

在收敛#而两个集团之间 却 没 有 收 敛 的 迹 象$N3)>T*Q(H !<DD:"对 全 球<<#
个国家#按人均收入平均分成:组#研究发现了条件收敛现象的存在$然而#
条件收敛现象虽然承认了经济体可以收敛到不同的稳定状态#但无法解释许

多期初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和经济结构特征相似国家 !地区"的经济增长路径

大相径庭的现象 !&*1231*)HN*11322##$$!"$条件收敛用凹形生产曲线 !单

调递减的资本报酬增长率"来描述经济增长过程#一旦经济增长过程表现出

非线性特征#基 于 线 性 模 型 的 设 定 偏 误#所 得 到 的 估 计 结 果 是 不 稳 键 的

!93*)>&4*0H3##$$="$由此#为了更好地解释不同国家 !地区"经济 增 长 的

发散现象及其动态演进行为#多重均衡理论正日益受到经济学者的关注$多

重均衡理论认为#在一个非线性系统里#系统的动态路径依赖于前期状态变

量所处的水平#在不同状态水平下#经济系统有不同的均衡水平#一旦状态

变量突破某一门槛 !2’13A’-4H"#经济系统行为将会发生突变#从而变换到另

一个均衡水平$T014*0S*)H9-’)A-) !<DD="用非线性模型研究发现#处于不

同发展状态的国家#增长模型具有显著不同的参数#因而存在多重均衡水平$

T*Q(H3*)H_*Q3WW(!#$$;"用马尔可夫状态转移模型研究发现多重均衡现象

的存在$ Â0)@>]0 !#$$!"用门槛模型研究发现#在人均收入 !人均资产"
低于某一门槛值时#存在经济增长障碍 !即贫困陷阱"$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收敛性及其原因进行了实证 研 究#如

彭国华 !#$$="%林 毅 夫 和 刘 明 兴 !#$$;"%沈 坤 荣 和 马 俊 !#$$#"%刘 强

!#$$<"等$然而#上述研究皆从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的角度#用线性的模型

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基于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理论所

隐含的较严格的经济假设 !如单调的资产报酬率"#在线性模型框架内所产生

的实证结果是很不可靠的$王铮和葛昭攀 !#$$#"通过人为分区#计算了我

国不同区域的稳态收敛点#但在研究方法和角度上#和上述研究没有实质性

区别$
中国经济 增 长 是 否 存 在 贫 困 陷 阱 以 及 是 否 存 在 高 水 平 陷 阱？ !姚 洋#

#$$;"地区间的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本文试图应用非线性 模 型#通

过模型内生性分组方法#从经济增长多重均衡的角度#对上述问题重新做出

回答$本文第二部分将对多重均衡思想做一介绍#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最

后为结论$

二!经济增长的多重均衡

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增长多重均衡现象？经济增长多重均衡现象的产生有

两大特征 !N*11322##$$!"&一是由于某种机制#导致资本存量的积累过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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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阶非线性运动轨迹"二是由于某种约束机制#导致经济体难以超越某一

门槛值#从而使得处于不同状态水平的经济体处于不同的均衡水平$引起经

济增长多重均衡的原因很多#经济学者研究最多的是基于储蓄率变化的多重

均衡模型和基于技术进步变化的多重均衡模型 %F1**5*)HM*HH*2W##$$!&$
我们以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例#索洛模型认为在储蓄率和技术进步

外生’资本报 酬 边 际 递 减 规 律 的 假 设 前 提 下#经 济 增 长 有 唯 一 稳 态 均 衡 点

%见图<&#人均资本存量动态增长路径如下!

8
(
+D()(8%-%/.,&(8#

其中8为人均资本存量#)为外生性技术进步#/和,分别为人口增长率和折

旧率$在上述模型中#8为唯一内生变量#储蓄率D为外生不变的$然而#储

蓄率的外生不变性假设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其中著名的如生存消费理论

%N3)>T*Q(H#<DD:&#该理论认为#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情况下#人们必须满足

其基本的消费需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储蓄率很低#一旦满足了 基 本 消

费的需要#随着收入的增加#储蓄水平将会大大增加#如果我们假设储蓄率

为8的函数#在资本存量8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8,-8时 %-8为资本存量门槛

值&#储蓄率为D5%8&"资本存量8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8&-8时#储蓄率较高

为DP%8&#即!

D%8&+
D5%8&# 8,-8#

DP%8&# 8&-8.
/

0 %

图!!一般均衡

上述储蓄率的内生性非线性变化#导致资本存量动态增长路径的高阶非

线性 %如图#&#从而产生了经济增长的多重均衡$在资本存量较低水平上的

均衡#我们称之为低水平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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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多重均衡

!!产生多重均衡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是基于技术进步的非线性变化#该理论

认为$当经济规模发展到某一水平时$全要素生产率将会显著地提高#产生

上述现象的一个主 要 原 因 被 认 为 是 经 济 活 动 的 外 部 性 导 致 递 增 的 规 模 报 酬#
在厂商同质的假设下$代表厂商有如下生产函数形式%

02+)!A"Q!R2$52"$

其中02&R2 和52 分别表示厂商2的总产出&资本与劳动投入#)!A"为规模

因子$代表了全要素生产率$其一般依赖于变量A$变量A测度了经济活动

总的平均水平#不 同 经 济 学 者 对 变 量A 的 选 取 有 所 不 同$如&--G31!"#$%
!<DD!"选 取 总 的 产 出 水 平$M-.31 !<D:!"选 取 总 的 资 本 水 平#LW*1(*H(A
*)HT1*W3) !<DD$"设定规模因子依赖于人均资本的水平8$当人均资本达到

某一门槛值-8$将产生技术上的跳跃$用函数表示如下%

)!8"+
)!8"$ 8,-8$
1)!8"&)!8"$ 8&-8.
/

0 %

同样$像储蓄非线性变化产生的后果一样$基于技术变化的高阶非线性$
导致了经济增长多重均衡的产生#

西方学者进一步 从 微 观 决 策 行 为 上 解 释 了 为 什 么 上 述 门 槛 效 应 会 发 生？

微观经济主体为什么会陷入低水平陷阱$而不选择更高的均衡水平 !即存在

某种约束机制"？具有代表的解释是市场的不完美&非完全学习与有限理性以

及溢出效应失败#
市场不完美 的 表 现 之 一 是 交 易 成 本 的 存 在 对 微 观 决 策 的 影 响 !N*11322$

#$$!"#例如对一个只有两头奶牛的农场主$虽然他愿意以每单位更低的价格

出售牛奶$但对于交易商而言$由于路费等交易成本的存在$他可能更愿意

以较高的价格从更大的农场获得牛奶供应#结果$小农场主再投资一头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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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际收益要小于大农场主增加一头牛的边际收益"假如增加一头牛的投资

成本落于上述边际收益之间#则小农场主不会再增加投资#而是保持较小的

规模#从而产生了低水平陷阱#这也可以部分解释我国沿海省份的产业集聚

现象#如浙江省的服装制造业"市场不完美导致经济增长多重均衡的另一个

表现是流动性约束"在一个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市场#经济体无法获得必要的

资源来突破增长障碍和追求更高的均衡水平#从而陷入低水平陷阱"
非完全学习与有限理性理论认为#经济主体是有限理性的#其对 信 息 变

化的认识#存在时滞行为#一旦经济主体意识到信息的变化#会带来行为的

突然改变#从而造成决策行为的高阶非线性"对信息反应更灵敏的主体往往

获得更高的均衡水平#而那些对信息变化反应迟钝$受制于风俗$传统制度

的经济主体往往处于低水平均衡"而对信息反应的灵敏度往往取决于受教育

的程度#如受过更多教育的经济主体往往对信息更灵敏#然而#在一个落后

的经济体中#由于未受教育的非技术性工人的过度供给#压低了该类工人的

收入#使该类成员无法储蓄足够的收入去支付相对昂贵的教育成本#因此无

法改善 自 身 较 贫 穷 状 态#从 而 陷 入 了 低 水 平 陷 阱"LW*1(*H(A*)HT1*W3)
%<DD$&研究发现了人力资本投资差异所产生的门槛效应的存在"

溢出失败理论认为#在一个经济系统里#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主 要 原 因

是技术溢出效应#一般认为技术溢出效应发生在离技术创新者最近的经济体

%F3445##$$<&"对于某个经济体而言#周围的经济体越多#产生经济创新者

的概率就越大#因而技术溢出效应就越大"在技术创新者以一定概率发生的假

设下#F3445%#$$<&应用概率模型证明#存在门槛值6#当经济规模小于6时#
创新活动将最终以概率<终止#溢出效应失败’当经济规模大于6时#创新活

动将以正的概率发生’当经济规模很大时#创新活动将持续 %以概率<发生&"
导致多重均衡的产生和门槛效应的存在#还有其他许多因素#如 制 度 因

素等"我们以向量S来描述包含上述各种因素所处的状态"通常人均[TI是

向量S的函数 %93*)>&4*0H3##$$=&!

J+9%S&%

< 目前多元动态门 槛 面 板 数 据 模 型 在 估 计 上 仍 然 存 在 技 术 上 的 困 难%[-)W*43W# 3̂1dAQ(12**)HT(eJ#
#$$=&#因而在实证研究中无法在同一个模型内对引起经 济 增 长 多 重 均 衡 的 各 种 因 素 进 行 分 析"基 于J
与上述因素的高度相关性#因此一般实证研究中#做上述处理"遗憾的是#上述处理之后#我们只 能 发 现

经济增长中是否存在多重均衡现象#但不能发现引起经济增长多重均衡的根本原因"也有部分学者通过

把不同的状态变量%如贸易量$教育支出等&分别代入模型中#选取门槛效应检验中3值最小的变量作为

门槛变量#从而被认为是引起经济增长多重均衡的%主要&原因#然而#由于非线性模型在数据量上的要求

和我国部分相关数据过少的原因#上述做法无法控制各备选门槛变量%,*)H(H*232’13A’-4HQ*1(*K43A&之

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所导致的识别问题#导致分析的结果不可靠#从而意义不大"

在实证研究中#由于多状态变量模型的复杂性#在多重均衡存在 现 象 研

究中#往往以人均[TI即J代替上述各种状态变量<#因而多重均衡 问 题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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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转为对模型

J#+;!J"

的研究$设J"" 为稳态单位有 效 劳 动 产 出 !人 均[TI"%在 参 数 稳 定 情 况 下%
根据索洛模型%收入对数在稳定状态的一阶泰勒展开有&

#4)J"
#" +-!4)J"" -4)J""% !<"

其中参数-为收敛速度%其与全要素生产率’人口增长率等因 素 有 关%模 型

!<"的等价形式为&

4)J"+ !<-3--""4)J"" .3--"4)J"-<% !#"

在不同个体稳态一样的假设下%直接用模型 !#"进行收入收敛性检验即

为绝对&收敛性检验$然而研究表明%由于个体经济初 始 条 件 不 一 样%不 同

经济个体通常 收 敛 于 不 同 的 稳 态%即 条 件 收 敛$为 检 验 条 件 收 敛%把 模 型

!#"扩展为面板数据模型&

4)J2" + !<-3--""4)J"2" .3--"4)J2"-<..2"% !;"

国内学者大多 数 是 运 用 模 型 !;"对 我 国 收 入 的 条 件 收 敛 问 题 进 行 检 验

的$为避免很可能存在的面板数据单位根问题的干扰%对上述模型做一阶差

分%有&

"4)J2" + !<-3--"""4)J"2" .3--""4)J2"-<..2"% !""

由于稳态经济增长率"4)J"2" 为常数%模型 !""可简化为&

"4)J2" +’2.&"4)J2"-<..2"%!&+3
--"% !="

基于&与收敛速度-间的稳定函数关系%&反映了收入增长率向稳态增长

率收敛的速度 !出于方便%下文以&作为收敛速度的测度%不再考虑-"%&值

越小%说明收入增长率向稳态增长率收敛的速度越快%特别当&X$时%说明

收入增长率迅速收敛到其稳态增长率%收入以稳态增长率增长(当&X<时%
说明收入增长率是一个单位根过程%收入增长率将保持过去的增长率水平$

在此基础上%考虑到由于人均收入水平的不同%人力资本投入的 差 异 等

因素导致经济增 长 率 收 敛 速 度&的 变 化%从 而 引 起 经 济 增 长 多 重 均 衡 现 象%
我们利用 Â0)@>]0 !#$$!"提出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通过内生性分组%来

反映经济增长率与收入收敛的这种非线性变化$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形式一般

如下&

"4)J2" +#2.&<"4)J2"-<..2"%!J2" ,/<%

"4)J2" +#2.&#"4)J2"-<..2"%!/< ’J2" ,/#%



第"期 彭方平等!我国经济增长的多重均衡现象 <$"%!

"4)J2" +#2.&;"4)J2"-<..2""!J2" &/#% #!$

对于该模型 的 估 计 与 假 设 检 验 问 题"可 进 一 步 参 考 Â0)@>]0 ##$$!$%

\*)A3) #<DDD$和N*4W#<DD:$等&
估计出参数&"对&进行显著性检验后"我们可以对前面有关我国经济增

长的问题做出回答&当门槛效应存在时"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存在多重均衡现

象&当&估计值在低收入区不显著时"则表明在该收入 区"由 于 人 力 资 本 投

资过少%无法吸收新技术等原因"造成增长障碍"存在低水平陷阱 现 象’当

参数&估计值在高收入区不显著时"则表明达到了增长极限"存 在 高 水 平 陷

阱现象&在参数&估计值显著的情况下"则低收入地区赶上富裕 地 区 的 必 要

条件是&<’&#’&;’若&<&&#&&;"则表明低收入地区无法改变其相对落后的

局面"即无法实现其赶超策略&

三!实 证 研 究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以人均实际[TI #记为J2"$作为单位有效劳

动产出的替代变量&本文样本包括#: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重庆与四川合

并计算"由于西藏和海南<D:$年以前数据缺失"二者未包括在样本内"样本

分析时间是<D%<年至#$$"年&省区人均[TI数据中<D%<年至<DD:年来源

于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DDD年至#$$"年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

年鉴)&
为了消除商业周期波动带来的影响"估计面板数据时一般把整个样本时

间段细分为几个较小的时间段"用每 个时间段的平均值作为变量值&时间段

的划分没有固定 的 标 准"如‘A4*. #<DD=$等 的 划 分 是=年 为 一 段" Â0)@>
]0 ##$$!$的划分是;年为一段&考虑到样本量问题"我们将样本划分为;
年一段"例如2省区经济增长率的第一个样本值"为2省区"4)J2"在<D%#年至

<D%"年的平均值"同理我们对J2"也做上述处理 #下文中"4)J2"与J2"等皆为按

上述方法处理后的数据$&最终我们形成T 为#:"K为<<的面板数据&我们

用+6(3OA%U2*2*等数据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二$模型的估计与说明

由于门槛面板数据模型一般要求门槛变量为 #趋势$平稳变量"因而我

们首先对门槛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门槛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传统单位根检验是对个体进行如下LTR回归!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J2" +%2.,2K.*2J2"-<.2
3

U+<
02U"J2"-<.!2"% !%"

基于传统LTR检验的低势性#N*4W!<DD:"考虑到横截面数据相关信息#

对上述LTR回归建立联立方程#采取似无关回归#构造‘UIUcM统计量如下$

‘UIUcM + <T2
T

2
UcM2K!32"#

其中UcM2K !32"是对省区2运用似无关回归所估计得到的迪基 富勒"统计

值#32 为其所包含的滞后阶数%我们通过N--2A21*G仿真获得上述检验的临界

值#如表<所示%

表!!!"#平稳性检验

‘UIUcM$ ‘UIUcM"

V=B%#"
<Y =Y <$Y

V!B;D< V"B:=; V"B";:

!!于是 我 们 可 以 在=Y的 显 著 水 平 上 拒 绝 原 假 设#即J2"为 !趋 势"平 稳

变量%

#%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我们采用U2*2*统计软件稳健的估计方法#估计与检验结果如表#所示%

表"!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假 设 检 验 _M!N--2A21*G仿真得<$Y&=Y&<Y临界值"

P$$没有门槛值#P)$有<个门槛值 _M""X#DB%!!%B!;#<$B=!#<;B!D"

P$$有<个门槛值#P)$有#个门槛值 _M""X<:B!;!=B:;#<$B!!#<"B%="

P$$有#个门槛值#P)$有;个门槛值 _M"X<;B!%!:B:;#<<B!!#<%BD:"

参数 估计值 "统计值 置信区间

&<$’J2",<$$%( $%$;" $%%: )V$%$=#!$%<#$*

&#$’<$$%,J2"’<%$"( $%#$!"" "%!< )$%<<:!$%#D"*

&;$’<%$",J2"’D=!"( $%$%$" #%#= )$%$$D!$%<;<*

&"$’J2"#D=!"( $%$"#" #%=! )$%$$%!$%$%;*

!!注$""&"分别表示在<Y和=Y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进一 步#对 估 计 的 门 槛 值 进 行 检 验 !即/<X<$$%+/#X<%$"+/;X
D=!""#根据\*)A3) !<DDD"#我们可构造出门槛值估计值V/在D=Y置信区间

图形分别如图;,图=#其中)为%7;=#_M表示似然统计值#J为门槛变量%
从而#我们可得门槛估计值置信区间#结果如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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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第"个门槛值置信区间 图#!第$个门槛值置信区间

图%!第!个门槛值置信区间

表!!门槛估计值置信区间

D=Y置信区间

V/< "D;##<#==$

V/# "<=;:##$"=$

V/; "%%%:#D%!$$

!!;%结果分析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有关我国经济增长的问题%从上 述 研 究

结果中#我们发现#第<个和第#个门槛值效应在<Y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第

;个门槛值效应在=Y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存在多重均衡现

象%;个收入门槛值把我国省区收入分成"个不同的状态#为便于分析#按人

均收入从低到高分别记为低收入状态&J2"’<$$%’(次低收入状态&<$$%,J2"
’<%$"’(次高收入状态&<%$",J2"’D=!"’和高收入状态&J2"#D=!"’%在低

收入状态#参数&< 估计值不显著#从而在该收入状态#各省区有保持各自原

来收入状态的趋势#说明在该收入状态#无法启动增长过程#从而出现低水

平陷阱现象)其他;个收入状态的估计系数分别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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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显著性水平下皆显著#高收入状态的收敛速度大于较低收入状态的收敛速

度#说明较低收入省区无法赶上较高收入省区#我国高收入省份与低收入省份

间的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而且#由于在高收入水平状态下#经济增长并非

单位根过程#因而我国经济增长并没有达到极限#还未出现高水平陷阱现象$
上述分析似乎表明#政府的金融支持政策 !即著名的 %K(@G0A’&计划"

就能解决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均衡现象#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我们需要说明

的是#上述人均收入门槛值的形成本身是很多其他因素综合影响所形成的结

果#而并非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我们还并不清楚我国经济增长多重均衡现

象产生的决定因素$因此#如果低水平陷阱是由于制度因素’人力资本投入

因素造成的#显然#我们简单的对贫困省份的金融支持政策除了制造通胀与

腐败机 会 外#对 地 区 间 的 经 济 增 长 不 均 衡 可 能 产 生 不 了 任 何 实 质 性 作 用

!F1**5*)HM*HH*2W##$$!"$
到底什么原因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多重均衡现象的产生？基于我国相关数

据的缺乏#以及非线性模型对样本量的要求等原因#本文无法通过实证的方

法给出回答$但是#基于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背景#作者认为#我国 经 济 增

长产生多重均衡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的可归结为制度与观念因素’人

力资本因素’规模因素等$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制度与观念的原 因#除 北

京等极少数地 区 外#我 国 的 其 他 地 区 都 陷 入 了 低 水 平 陷 阱(改 革 开 放 以 后#
通过经济特区的建立#随着制度上的松绑以及观念上的改变#沿海省份首先

摆脱了低水平陷阱#进一步#由于邻居效应 !)3(@’K-1’--H3SS3,2A"#内陆省

份在观念上也逐渐发生了变化#逐渐脱离了低水平陷阱(然而#由于沿海等

发达地区在吸引人才上的优势#使得沿海等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处于一个更

高的收敛的均衡水平(再加上沿海等发达地区由于面向广阔的海外市场#规

模经济的作用很快显现#明显的如江浙一带的服装制造业#形成了完整的服

装产业链#如成衣制造’标牌的印刷’拉链’纽扣等生产#即 使 内 陆 省 份 在

人力资本方面更便宜#而厂商基于综合成本的考虑#也会倾向于沿海省份投

资$基于上述原因#只要我国沿海 等 经 济 发 达 地 区 没 达 到 增 长 的 极 限 !如 海

外市场扩张受阻’由规模经济转入规模不经济’土地等资源短缺的限制"#相

比于其他地区#这些地区将收敛于更高的均衡水平#且保持更快的收敛数度$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地区间经济增长的不平衡现象在短时期内还无法得

到根本性改变#政 府 所 能 做 的 是 加 强 经 济 发 达 地 区 土 地 和 水 资 源 等 的 保 护#
防止过度利用(加强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的投入#为这些地区达到规模经济

创造必要的条件$

四!结!!论

本文首次应用动态门槛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多重均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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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B我国经济增长存在多重均衡现象"当人均收入低于<$$%元 时#经 济

增长存在障碍#从而导致低水平陷阱"

#B一旦突破低收入 门 槛#各 省 区 在 不 同 的 收 入 状 态 中 保 持 快 速 收 敛 性#
但由于高收入状态的收敛速度快于较低收入状态的收敛速度#因而按照目前

我国各省区的经济增长态势#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富裕省区与落后省

区间的收入差距还将不断扩大"

;B在高收入状态#我国目前还未达到增长的极限#还未出现高水平陷阱

现象"
然而#我国经济增长多重均衡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政府 采 取 什

么措施能实现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有待未来做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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