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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 ＜ｔ 收敛方法和 0
收敛方 法考 察 8 1 个主要 国 家和地 区 1 9 8 0 

—

 2 0 1 1 年 间 的

技术和收入收敛的动 态关 系 。 研 究发现 ：
3 0 多 年 来技术收敛对收入收敛 的 决定作 用 越来越 显著 ，

技术收敛对低收入 国 家收入提 高 的 约束 比 高 收入 国 家要 小
。 长期来看 ，技 术收敛对收入收敛 的 作

用 明 确 且积极 ， 并且后 期 的技术进步努力更 为 重要 。 在这一 期 间 中 国 与 前 沿 国 家 的 收入 差距持续

缩 小
，但技术差 距依然很大 ， 并且表现 出 总体缩 小但不稳 定的趋势 。

关键词 ：技术进步 收入收敛 （ 7 收敛 0 收敛

—有伴随着迅速的技术提升 ，

“

奇迹
”

其实是靠要素的快
￣

Ｓ
速积累实现 的 ，从他们进行的增长核算来看确实如

跨国收人差距历来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 。 关于此 。 但随着收入的持续增长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

跨 国 的收人收敛 ，近半个世纪的 增长理论存在两种快速提高带来了要素禀赋的 变化 ，从结果来看 ，这些

逻辑 ，

一种是新古典理论强调的 物质资本和人力 资国家很 自然地跨入 了较高的技术和收入水平 。

本积累存在报酬递减 ， 另一种是技术扩散理论认为这一现象似乎暗示了这样的
一

种逻辑 ，技术差

跨 国间存在技术外溢 ，这两种作用将导致 国家 间长距的缩小是随着要素结构 的提升而发生 的 。 因此 ，

期的增长趋于一致 。 两种理论其实都强调了技术对对于低收入水平的 国家而言 ， 追求 技术 的快速提升

收入收敛的重要性 ，新古典理论假定在长期里 国家不如追求要素的快速积累 。 因 为 ， 当要 素积 累到
一

间 将分享同样的技术进步率 ，而后
一

种理论更是认个较高 的水平 ，技术乃 至收人实现与先发国 家的 收

为正是由 于技术扩散导致了收入收敛 。敛就会拥有更充分的 条件 。 如果这一 逻辑成立 的

但从现实来看 ， 大多数 的落后国家并没有实现话 ，就意味着技术在 国家经济发展不同 阶段 的作用

与前沿 国家 的技术收敛和收人收敛 。 据 Ｍａｄｄｉｓ ｏｎ是不一样的 。 技术差距在不同 的收入 阶段 ，与收 入

（ 2 0 0 1 ）指出 ，

1 9 5 0 年到 1 9 9 8 年 ，
最富裕 国家和最贫收敛的关 系是怎样 的 ， 以及这种关 系是否随着时间

穷 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扩大了 1 ． 7 5 倍 。 低收人 国的推移而发生 了改变 ，相对来说关注较少 。 而从后发

家表现出 了增长绩效 较大 的异质性 ，

一

部分低收人国家的角 度来看 ，技术和收人都是相对落后的 ，是一

国家实现了 收入快速增长 ， 而很多低收入国 家的 收开始就通过缩小技术差距来实现收人收敛 ，还是在起

人却难以提高 ，高收入国 家却表 现出 相对一致的增步阶段选择其他的增长方式更为有效 ，又或是技术收

长 。 如果高收入 国家 的 资本积 累更 接近其均衡水敛和收人收敛并不存在持久的必然联系 ，都存在很多

平 ，则这似乎表明发达 国家分享 了类似的技术进步 ，值得进一步探讨 的问题 。 很多国家在进人 中等收人

而实现了相 近的经济增长 。 对于技术决定收人收敛后人均收入迟迟不能提高 ，而就刚刚跨人中等收人 的

的 逻 辑 ， 东 亚 经 济 快速 发 展 的 经 验 值 得 一 提 。中 国而言 ，是否也会陷入收入増长 困境 ，而跨越这一

Ｋｒｕ ｇｍａｎ （ 1 9 9 4 ） 和 Ｙｏｕｎｇ （ 1 9 9 5 ）等很 多学者 曾 对困境 ，技术的作用是否会越来越关键 。 本文主要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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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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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这种作用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改变 ，并技术选择对縮小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影响 。 林毅

且关注初始技术水平和技术收敛与长期的收入 收敛夫等 （ 2 0 0 6 ）指 出 ，发展 中 国家选择符合其要素禀赋

的关系 ， 以期对上述问题有进
一步的理解 。的技术结构 ，其与发达 国家在全要素生产率 的差异

一就能变小 ，发展中 国家 的增长速度就可 以超过发达
入

＿家的增长 3 1 度 ，Ｍ 巾醜験Ａ就可收敛到发

阐述技术与收人收敛的关系 ，最具开创性 的工达国家 。 杨 汝岱 和姚 洋 （ 2 0 1 4 ）提 出有 限 赶超 的概

作是 Ｓｏ ｌｏＷ （ 1 9 5 6 ） 的新古典理论 ， 这一理论认为人念 ，并定义有限赶超为
一

国的 出 口商品 技术 含量高

力 资本和物质资本积 累存在报酬递减 ，长期的 经济于 以 比较优势为基础 的 国 际劳动分工 所决定 的水

增长由技术进步率决定 。 每个经济体都存在
一个由平 ，并实证证明了实行有限赶超有利 于一 国 经济增

自 身 因素决定的稳态 ，并且理论预言经济体将最终长 。 他们 的逻辑 暗含 了 应 当促进更先 进技 术 的应

收敛于稳态 ，离稳态越远 ，收敛速度就越快 。 新古典用 ，生产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 ，那么也就意味着努力

理论认为收人收敛源 自 资本的 边际报酬递减 ， 而另追求技术进步就变得很重要 了 。 李尚 骜 （ 2 0 1 0 ）区分

一种解释收入收敛的逻辑是技术扩散 。 Ｇｅｒ ｓｃｈｅｎｋ
－了偏 向性技术和偏向 性技术进步 ，认为持续 的偏 向

ｒ 0 ｎ （ 1 9 6 2 ）较早地指 出 了技术对后发 国家的重要性 ，性技术进步是后发 国家赶超前沿 国家的重要条件 ，

认为落后 国家可以利用前沿 国家的技术和经 验 ， 实要鼓励高级技术创新和培育高级人才 。

现经济快速增长 ，从而具有一种
“

后发优势
”

。
Ｂａｒｒ ｏ一 ‘ ＾＾^

＆－Ｓａ ｌａ
－

ｉ

－Ｍａ ｒｔ ｉｎ （ 1 9 9 7 ）指出 后发 国家对新技术 的模
二 、技术和收入收敛的测度方法及数据来源

仿成本要低于前沿 国家创新的成本 ， 因此 ，落后经济 1 ． 各 国收入收敛 的度量 。 考察 国家间 的收人收

体倾 向 于赶上前沿国家 。敛 ，存在两种收敛的概念 ：

一

种是 收敛 ，这一方法关

但落后 国家利用前沿 国家的技术 ，也存在很多注跨国收人的分散程度 ，通常用人均收人横截面的标

限制 。 Ａ ｒｒｏｗ （ 1 9 6 9 ）就指 出 ， 技术知识通 常是 隐性准差表示 ， 如果这一指标持续下降则认 为存在 ＜ｒ 收

的 ，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才能掌握 ，技术的扩散远远敛 ； 另
一种是 Ｄｅ ｌｏｎｇ （ 1 9 8 8 ） ， Ｂａｒｒｏ （ 1 9 9 1 ）等提出 的

不是引进一套设备或
一项专利那么 简单 。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收敛 ，谷收敛指如果落后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更快 ，落

＆■

Ｓｔ ｉｇ ｌ
ｉ
ｔｚ （ 1 9 6 9 ）指出技术进步往往是局部化的 ，技术后国家倾向 于赶上富裕国家 ，则 国家间的收入收敛成

进步可以改进
一种生产技巧 ，但却不能改进同样产品立。 如果不同的经济体的稳定状态是

一

致的 ，则存在

生产 过 程 中 的 其 他 技 巧 。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Ｚ ｉｌ ｉｂｏ ｔｔｉ绝对收敛 ，反之则存在条件收敛 。

一

般而言 ，稳定状

（ 1 9 9 9 ）更是认为落后 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前沿国 家不态取决于偏好和技术 ，对不同 国家而言他们往往是不
一

样 ，落后 国家技术和技能禀赋的错误匹配将导致相 一样的 ，对于国家间而言条件收敛是更容易理解的 。

对前沿国家更低的生存率 ，前沿国家的技术不
一

定适接下来简要介绍
一下

ｊ

Ｓ 收敛的计量方法 。 对新

用于落后国家 。 并且 ，技术进步也存在扩大收入差距古典理论的拉姆齐模型进行对数线性化后 ， 推导 出

的内在因素 ，

Ａｃｅｍｏｇｌ ｕ（ ｌ 9 9 8 ）提出定向技术进步的概人均收人的平均增长率由 下式决定
①

：

念
，如果技术进步是偏向技能型劳动 的 ，而如果落后

ｌｎ（Ｗ乂 。 ）
＿，

 ｜

「 （ 1：

国家的技能型劳动是相对较少的 ，那这种机制将拉大
‘＞

国家间的收入差距 ，
偏向技能型劳动的技术进步将导（Ｄ

致各 个 教 育 水 平 群 体 的 工 资 不 平 等 差 距 扩 大 。其中 ， ｙ ，
Ｔ和 ：ｙ ， 。分别表示第 了 期和基期的 人均

Ｈｏｗｉ ｔｔ＆－Ｍａｙｅｉ

＾Ｆｏｕ ｌｋｅｓ （ 2 0 0 2 ）构建了一个熊彼特模收人 ， 工 和
：
ｙ ，

＊

表尔稳态的增长率和人 均收人 ， 工
＊

型 ，认为从事研发的国家和利用研发成果生产的 国家还表示长期 的技术进步率 ， 因为在新古典理论 中长

将各收敛于
一

个状态 。 由于技术扩散 ，这两个群体将期的经济增长由 长期 的技术进步率决定 ，

／
？ 表示 收

以同样的速度增长 ，但他们的差距趋于拉大 ，而没有敛速度 。 如果 大于 0 则表示人均收人存在 收敛 ，

进人这两个群体的国家将很难获得实质的经济增长 。反之则发散 。 这
一式子意味着收人增长率取决于长

Ａｇｈ
ｉｏｎｅｔａｌ （ 2 0 0 4 ）指 出金融落后导致的信用约束将期的技术进步率和人均收入与稳态人均收人水平的

导致一个国家远离技术前沿 ， 由此带来的劣势将大于差距 ，人均收人离稳态越远 ，经济增长速度越快 。 如

后发优势 ， 国家间的收入将趋于发散 。果不考虑乂 和 ［ （ 1
一

？ｉｎｏ ｒ ） 项的 影响 ，

国 内 的学者更关心像中 国这样的发展中 国家的则认为存在绝对收敛 ， 反之认为存在条件收敛 。 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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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国家稳态 的技术进步率 ｆ 和稳态收人 假定在本文 的研究 中 ，选取美 国为参考标准 ，各 国 的

由偏好 、储蓄率 、政治制 度 、市场结构等若干 因 素影相对 ＴＦＰ 演变 为 （ 6 ）式
。

响 ， 在新古典模型 中 加人控制 变量对增长率的影 响ＧＤＰ ，

＿ 、ＴＦＰ＾＾ｙ^ Ｂ
￣

／ＱＩ
． ｕｓａ（ 6 ）

相 当于对稳态水平的影响 。

本文选择劳均 ＧＤＰ衡量
一

个国家的收人水平 ，研相对 ＴＦＰ 同 时 衡量 了技术水平和 不同 国 家间

究 中加入人力 资本 、技术水平 ， 以及资本形成 、
政府消 的技术差异 。

一

国相对 ＴＦＰ 越高 则 与技 术前沿国

费和进 出 口 占 ＧＤＰ 比重等控制 变量 。 如果劳均收人的家 的 距离 越近 ， 技 术 差距 越 小 ； 而 不 同期 的 相对

系数显著并为正
3

5

，则认为存在条件收敛 ，其中重点关注ＴＦＰ 变化如果为正 ，那么就认 为缩小 了 与技术前沿

的是技术对收人收敛的影响 。 计量模型如 （ 2 ）式所示
。
国家 的距离 。

＼ｏｇ ｛ｙ？ ，＋
Ｔ ／ｙ ｉ

，

， ）ｏ， 3 ． 数据 来源 。 本文选取 了8 1 个主要 国家和地

ｆ
＝

／

？
ｏ
＋ ＾ ｌｏｇ （＾ ． ，

） ＋
／

3 2 ｉ／Ａ
－

，

区 1 9 8 0 

一

 2 0 1 1 年间的年度数据 ，这些 国家数据较为

＋ＢＸ ，， ，＋ ｅ， ，（ 2 ）完 整并涵盖 了 高 、 中 、 低各种 收入水平 ， 并剔除 了一

其中 ， 表示劳均收人增长＿ ，斤 力些不稳定和经济主要依靠资源输 出 的 国家 。 数据来
丁

Ｂ

自Ｐ ｅｎｎＷ ｏｒ ｌｄＴａｂ ｌ ｅ （ ＰＷＴ 8 ． 0 ） ，
ＰＷＴ

对各 国 的

常数 ，

ｊｙ 表示劳均 ＧＤＰ ， 《／＞ 表示 以美 国 为基准的相ＧＤＰ 进行了较为细致 的购买力 和 不变价的调整 ，较

对 ＴＦＰ
， 用其来表示技术水平 ，

Ｘ 为其他 的控制变量 。 为 适合 国 际 比较 。 选取的数据主要包 括 ： 各 国 的实

2 ？ 各 国技术收敛 的 度量 。 为 比较不 同 国家相际 ＧＤＰ （ 以 2 0 0 5 年不变美元计价 ） 、劳动人数 、 资本

对的 ＴＦＰ ， 定 义要素投人 的 Ｔ ｅｉ ｒｎｑｖｉ ｓ ｔ 指数 ：形成 占 ＧＤＰ 的 比重 、政府支 出 占 ＧＤＰ 的 比重 、进出

1 ｎＱ
ｊ

＝

｜
（ ？ ，

■

＋ ａ
，
） 

1 ｎ1 

－

1
＋ ａ

，
） 1 1ｎ

＾口 总额 占 ＧＤＰ 的 比重和人力 资本指数 。 其 中 ，人力
；

Ｌ」
；

资 本 指 数 考虑 了 教 育 年 限 和 教育 回 报 的 影 响 。

ｎ ）

廿 … ．士二一ＰＷＴ 还细致估计了各 国 的 资本存量 和要 素投人 的

Ｊ 1

＂

！ｆｆｎｔ，

本
收人份额 ，并以上述介绍 的方法计算 了各 国 以美 国

＾Ｌ秘过人力财帛制難
減細減 ＴＦＰ

，本文 ；￡接使用 。

有效劳动 ， 下标 ｉ 和 ； 表示 国家 。 有效劳动 Ｌ 的调
Ｋ

整方法如 （ 4 ）式所示 。四 、跨国 技术和收入收敛格局
＝

Ｅｈ ｃ（

＂

4

＂

）

＾Ｈ ＾
为考察技 术 收敛 以致 收人 收敛 的 逻辑 ， 先 考

ｍｉ＾
ｋ Ｃ

察 1 9 8 0 ， 1 9 9 5ｆｔ 2 0 1 1 年 各 国 的相对ＴＦＰ和相对

ｒｆｊ
＾

Ｊ劳均 ＧＤＰ 的关系 ， 以美 国 的水平 为 1
，各 国 的水平

‘“‘ ＿ ＴＦＰ
Ｅ
ｉ
ｊ

（ 5 ）Ｈ眺類 的 水平翻 各 国 的觀 值 ， 结 果 如 图 1

「Ｄ Ｐ
ＴＦＰ

，

＝

＾ｐ
ｙ

／Ｑｊ（ 5 ）所示 。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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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各 国 的 ＴＦＰ 和 劳 均 ＧＤＰ 散点 图

注 ： 从左 到 右分 别 表示 1 9 8 0
、

1 9 9 5 和 2 0 1 1 年 8 1 个 国 家样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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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较 图 1 可 知 ： 首先 ， 从 1 9 8 0 年 到 2 0 1 1 年 ，今世界 ，这一趋势更是越来越显著 。 如果说 3 0 多年

ＴＦＰ 和劳均 ＧＤＰ 离趋势线 的距离越来越 近 ， 意味前不依靠 ＴＦＰ 的提高也可 以 实现很高的收人水平 ，

着 ＴＦＰ 与劳均 ＧＤＰ 的不确定性大 幅减小 ， 在 1 9 8 0那 么 ，现在这一途径 的空 间 已 经 随着全球经济 的进

年 同样 的 ＴＦＰ 对应 的 劳 均 ＧＤＰ 的 范 围很 大 ， 而一步融合逐步缩小 了 ，未来各 国 的经济增长将 不得

2 0 1 1 年 同 样 的 ＴＦＰ 对应 的劳均 ＧＤＰ 的范 围就要不更多地依靠 ＴＦＰ 衡量 的技术水平的提高 。

小很多 。 其次 ，
1 9 9 5 年和 2 0 1 1 年 ＴＦＰ 对劳均 ＧＤＰ进一步 的 ， 以 收敛方法 考察各 国 的劳 均 ＧＤＰ

的系 数和 拟合优度都有所上升 ， 说 明 ＴＦＰ 对 劳均和全要素生产率 （ ＴＦＰ ） 的收敛情况 。
在本文 中 收

ＧＤＰ 的影 响越来越显 著 ，
ＴＦＰ 增长对劳均 ＧＤＰ 增敛指对数劳 均 ＧＤＰ 和 相对 ＴＦＰ 标准 差的 持续减

长的 约束呈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小 。 对比 1 9 8 0 年各 国 的对数劳均 ＧＤＰ 标准差 和相

这初步表 明 ，技术差距对收入差距 的决定 能力对 ＴＦＰ 标准差的变动情况 ，这里的 劳均 ＧＤＰ 不再

越来越强 ，尤其在跨国 间要素流动越来越频繁 的 当是相对值而是绝对值 ，结果 如 图 2 所示 。

0 5 5对数劳均ＧＤＰ标准差 ＴＦＰ标准差
‘

［
一 线性 （

对数劳均ＧＤＰ标准差 ）

一 线性 （ ＴＦＰ标准差 ） 1

？

0 ． 5 3
－－

 0 ．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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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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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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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4 7 
－

一

－ 0 ．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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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
｜

￣
｜￣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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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Ｉ＿

＿

Ｉ

＿
＿Ｉ

＿
Ｉ

＿
Ｉ

＿
Ｉ＿Ｉ＿ Ｉ＿

‘ ｜ ‘＿
Ｉ

＿
Ｉ

＿
Ｉ＿ Ｉ＿Ｉ＿ Ｉ＿

＇ ＇ ＇ ＇

＿ Ｉ

＿
Ｉ＿ Ｉ

＿
Ｉ＿

 0 ． 2 0

1 9 8 0  1 9 8 2 1 9 8 4  1 9 8 6  1 9 8 8 1 9 9 0  1 9 9 2  1 9 9 4  1 9 9 6  1 9 9 8 2 0 0 0  2 0 0 2  2 0 0 4  2 0 0 6  2 0 0 8  2 0 1 0￥份

图 2 1 9 8 0 

—

 2 0 1 1 年 各 国 劳 均 ＧＤＰ 和 ＴＦＰ 的 ａ 收敛情 况

注 ： 左 轴 刻 度为 对数 劳均 ＧＤＰ 标 准差 ， 右 轴 刻度 为 ＴＦＰ 标 准 差 。

由 图 2 可知 ， 在整个 时 间段 劳均 ＧＤＰ 和 ＴＦＰ不充分的 。
2 0 0 0 年后 ， 各 国 间 收人 和 ＴＦＰ 的 差距

表现 出 总体发散趋势 ，并且两者的变 动趋势基本一呈现缩小的 趋势 ， 因 为 2 0 0 8 年 的 冲击 而被迅 速反

致 ，表明这段时间里 总体并未 出 现落后 国家具有后转 ，也表明后发 国 家
“

技术赶超
”

及
“

收人赶超
”

的机

发优势 ， 利用 技术差距 的缩小实现与前沿 国 家 收敛制是较为脆弱 的 。 而 ＴＦＰ 在 2 0 0 8 年后迅速发散的

的态势 。 2 0 0 0 年 以 前 ， 劳均 ＧＤＰ 差距呈现持续扩趋势 ， 更是表 明后发 国家的有效技术能力 对不利 冲

大趋势 ， ＴＦＰ 差距 的 趋势呈现一定波动 ，但 总体也击 的反应极 为敏感 ，普遍缺乏稳定 的增长能 力 ，也暗

在扩大 。 2 0 0 0 年 以后 ， 劳均 ＧＤＰ 和 ＴＦＰ 表现 出 同含 了 后发 国 家离 自 身 的增 长 稳态 还 存 在很 远 的

时持续收敛的 态势 ， 两者都表现 出 了差距缩小 的趋距离 。

势 。 但 2 0 0 8 年后 ，各 国间的 ＴＦＰ 迅速发散 ， 而 劳均为进
一步分析不 同收人组 国家技术和 收人的关

ＧＤＰ 收敛的趋势 只 是有所缓和 ，表 明 2 0 0 8 年 的经系 ，将这 8 1 个国家按照 1 9 8 0 年的劳均 ＧＤＰ 的高低

济危机对各 国 ＴＦＰ 产生 了较大的影 响 ，但对收 入的分作高 、 中 、 低三个收人组 ，每组包含 2 7 个国 家 。 考

影响 相对较小 。察不 同 收人组 国 家收入和技术 的 收敛情况 ， 如 图

这就意味着 ，

“

后 发优势
”

理论预言的 后发 国家 3 所示 。

可 以利用与 先发 国家 的差距 ， 实现更快 的增长 ，从而由 图 3 可 知 ： （ 1 ） 低收 人组 国 家 的 对数 劳均

实现 国家间收敛的假说在这一段时 间里不能 完全验ＧＤＰ 和 ＴＦＰ 标准差表现 出 相反 的变化趋势 ， 即 随

证 。 后发国家利 用
“

后发优势
”

实现与先发 国家 的技着 ＴＦＰ 收敛 ， 劳均 ＧＤＰ 却发散 了 。 这表明 ，在低收

术收敛从而实现收人收敛 ，存在着很重要的其他影人 国家与前沿 国家技术差距的缩小并不
一定带来收

响 因素 ，而这些因素从选择样本总体来看 ， 基本上是人差距的缩小 ，低收人 国 家 实现收人增长存在着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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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为重要的 因素 。 （ 2 ） 中收人组国家的 劳均 ＧＤＰ大了 。 （ 3 ）高 收人组 国家 ＴＦＰ 和劳均 ＧＤＰ 保持 了

标准差显著扩散 ，而 ＴＦＰ 标准差基本不变 。 这表明几乎同步的变动趋势 ， 且变动都很小 。 这表 明在高

中收人 国家间技术趋于收敛 ， 而收入差距却持续扩收人 国家 中 ，
ＴＦＰ 和劳均 ＧＤＰ 的关系要更为紧密 。

……

对数劳均ＧＤＰ标准差
……

对数劳均ＧＤＰ标准差……

Ｘｔ数劳均ＧＤＰ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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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3 5 － 0 ． 3 5
－ 0

．
3 5 

－

0 ． 3 0 
－

 0 ． 3 0 
－

 0 ． 3 0 
－

‘


0 ． 2 5 － 0 ．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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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2 0 
广＼ 0 ． 2 0￣ 0 ． 2 0 

－

．

0 ． 1 5 
＿

 0 1 50 1 5

＼

0 ． 1 0
－

 0 ． 1 0 
■

 0 ． 1 0

ｑＱ
＜

‘

 
 

 ‘ ■

ｏＱ 5

Ｌ 
■ ‘“

 0 0 5
  

ｏ寸ｏｏ ｒｓ ＾ｏ ｏ文ｏ对ｏｏ ｃｓ ｓｏ ｏ寸 0 0
ｃｏ ＾ｔ ｏｏ ｃ＾ ＾ｏ ｏ ＾ Ｓ^ ＾

．

年份ｇ ｇ ｇ ｇ ； § ； ｇ ｇ ｇ年份年份
？
—

ｌ ｌ

—

———？
＂Ｈ

（Ｓ Ｃ＾ ＣＮ

图 3 1 9 8 0 

—

 2 0 1 1 年各收入组 国 家 劳 均 ＧＤＰ 和 ＴＦＰ 的 ＜ｒ 收敛情 况

注 ：从 左 到 右分别 表示低 、 中 、 高收入组 国 家 。

总体来看 ， 劳均 ＧＤＰ 和 ＴＦＰ 的关系 随着发展的作用 。 沿用 Ｂａ ｒｒｏｅ ｔａ ｌ （ 1 9 9 1 ） 的研究方法 ，将考

阶段的提升 ，经历了不确定到相对比较确定的变化 ，察区间 分作六个时间 段 ， 前五个时间段 间 隔均为 5

当接近技术前沿时 ， 技术收敛对收人收敛的 作用就年 ，最后一个时间段间隔为 6 年 。

会变得非常明显 。 这
一

现象体现了对跨国 间收人收使用怀特检验 ，可 以发现截面数据存在异方差 ，

敛问题研究的两种逻辑 。 第一种逻辑认为国家间 收
＿

因此 ，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 （ ＧＬＳ）进行估计 ， 结果如

人收敛的原因是 ，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存表 1 所示 。 当不加入控制变量 ， 只考虑初始年份的

在边际报酬递减的趋势 ，则各国 间 收入将会收敛 ，
这劳均 ＧＤＰ 对增长率 的影响 时 ，结果基本都不 显著 ，

是典型的新古典分析逻辑 。 另
一种逻辑认为 ， 由 于故本文结果 只报告 了整个时间段 的结果 ，这表 明样

存在跨 国 间 的技术外溢 ， 随着各国 间 的交往 日 益密本国家在这一区 间并不存在绝对收敛 。 当加人控制

切 ，这种技术扩散效用 的强化倾向 于缩小各 国 间 的变量后 ，全部时间 区 间 的 ｌｏｇ （＾＾ ） 的系 数均为 负 ，

技术差异 ， 因而收人存在收敛 的趋势 。 由 此可将两并且在大多数区 间显著 ， 表明 条件 收敛在跨 国 间是

种逻辑结合起来解释样本国家在这 3 0 多年间 的 收存在的 ，落后国家总体表现出更快的发展速度 ，跨国

人和技术变动 。 首先 ，在收入较低时 ，技术对收入提间 的劳均收入差距在逐步减小 。 应 当指 出 ，
；

3 收敛

高的约束是较低 的 ，低收入 国家也 缺乏支持较高技分析中对收人收敛的结论与 ＜ 7 收敛分析存在部分冲

术的要素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支撑 。 要素的相对突 。 在 ＜ 7 收敛分析 中 ，全样本 中劳 均收入 的 收敛 只

稀缺 ，使得要素积累 的边际报酬递减较为缓慢 ，而要出现在 2 0 0 0 年以后 ， 而在 ＾收敛分析 中在整个时间

素积累 的差异是跨 国 间较大的发展绩效差异原因 。段收入基本都是条件收敛 的 。 这是 因为在 2 0 0 0 年

其次 ，随着收入的增长 ，要素积累的边际报酬递减趋以前 ，虽然 收敛倾向 于带来 〃 收敛 ，但这段时期存

势就变得较为明显 ， 因此 ， 吸收和获得更好的技术来在提高标准差的较大扰动抵消 了这
一

进程 ， 曰收敛是

减缓这一趋势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 这就解释了总体ｃ 收敛 的 必 要非 充分 条件 （ Ｂａｒｒｏ＆－Ｓａｌａ
－

ｉ
－ Ｍａｒ ｔｉｎ

，

上在低收人 阶段 ， 收人和技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
 1 9 9 2 ） 。

而随着收入 的提高这
一不确定性越来越小 。总体而言 ，

ＴＦＰ 对增长率 的影响显著且 为正 ，

五 、后发 国家技术追赶的收入收敛效应
—＿始技《？向〒—

度 。 但也应当看到 ，
ＴＦｐ 对增长率的影 响在其中 的

．

通过 ＾ 收敛方法考察各 国收入增长率和技术的一

半时期里也是不显著的 ，这意味着初始技术水平

关系 ，我们可以分析后 发国家技术追赶对收入收敛对收入收敛的影响 是有条件的 ，在接下来 的分析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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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将看到这
一

点 。 2 年 、 3 年 、 5 年 、 1 0 年和 1 5 年 ，使用面板数据分析进

进
一

步研究初始技术水平和技术收敛对收入收行估计 ，
通过 Ｈａｕ ｓｍａｎ 检验后 ，发现 当 Ｔ 为 1 时 ，

敛的作用 ，可以通过 分析这两者在不 同 时间 长度上使用 固定效应模型更优 ，而当 Ｔ 为其他时随机效应

对收人收敛的影 ｎ向得 出 。 将时间 间 隔 Ｔ 设为 1 年 、 更优 。 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

表 1各 国 劳 均 收入增长 率的 回 归

（ 1 ）（ 2 ） （ 3 ）（ 4 ）（ 5 ）（ 6 ）（ 7 ）（ 8 ）

1 9 8 0
－

2 0 1 1 1 9 8 0
－

2 0 1 1 1 9 8 0
－

1 9 8 5 1 9 8 5
－

1 9 0 0 1 9 9 0
－

1 9 9 5 1 9 9 5
－

2 0 0 0 2 0 0 0
－

2 0 0 5 2 0 0 5
－

2 0 1 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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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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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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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 0 8 0 ． 0 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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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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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3 4 2
一

0 ． 0 0 1 6 2 0 ． 0 0 0 2 0 3
—

0 ． 0 0 2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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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5 9 ） （ 1 ．  5 5 ）（
1 ． 9 2 ）（ 0 ． 1 2

） （

—

 1 ．
 0 1

） （
0 ．

0 9 ）（

—

 1 ．
 5 8 ）

0 ． 0 0 8 0 2 0
．

0 4 5 1

％

 0 ． 0 3 1 8 0 ． 0 7 0 4

＊＊ ＊

 0 ． 0 0 6 8 0 0 ． 0 2 5 0 0
． 0 3 4 9

＃

 0 ．
 0 2 3 2

常数项
（ 0 ． 8 8 ）（ 3

．

0 9 ） （ 1 ． 1 3 ）（ 3 ． 8 7 ）（ 0 ． 3 1 ） （ 1 ．  1 2 ）（ 1 ． 7 1 ） （ 1 ． 2 7 ）

Ｒ
2 0 ．

 0 0 2 0 ．
 2 6 0 0 ． 1 8 7 0 ， 2 7 9 0 ．

 2 4 4 0 ．  1 9 00 ． 2 2 7 0 ． 2 3 8

观測值 8 1 8 1 8 1 8 1 8 1 8 1 8 1 8 1

注 和 ＊ 分别 示表示在 1 ％ 、 5 ％和 1 0 ％ 的 显著性水平 下 统计显著 ，
括号 中 为 ｔ 值 ，

下 同
。 其 中 ｈ

ｇ
（ ｇｄｐ ） 、

ｔｆｐ 、 ｈ ｃ 、 ｓｈ

＿

ｃａｐ 、 ｓ ｈ
＿ｇｏｖ 、

ｓｈ
＿

ｍｘ 分别 表示 对数 劳均 ＧＤＰ 、 全要素生 产 率 、
人 力 资本 指数 、 资本 形成 占 ＧＤＰ 的 比 重 、政府 支 出 占 ＧＤＰ 的 比

重和进 出 口 占 ＧＤＰ 的 比 重 。

表 2 各 国 劳均 收入增长 率 的 回 归 （ 不 同 长度 时 间 间
，
比较 ）

（
1 ） （ 2 ）（ 3 ） （ 4 ）（ 5 ） （ 6 ）

Ｔ＝ 1Ｔ＝ 2Ｔ＝ 3Ｔ＝ 5Ｔ＝ 1 0Ｔ＝ 1 5

—

0
． 0 3 8 2

…

 0 ． 0 0 0 3 0 6＾ 0 ． 0 0 0 2 0 4
—

0 ． 0 0 2 7 3
—

 0 ． 0 5 4 4
—

0 ． 9 1 9

0 8 8 ｐ（
－

3 ． 7 1 ） （ 0 ．  4 1 ）（

—

 0 ． 2 0 ） （

—

 0 ． 8 1 ）（

－

0 ．
 6 2 ） （

－ 0 ．
 3 2 ）

0 ． 0 1 4 1

＂—

0 ．
 0 0 1 6 7 0 ． 0 0 1 3 4 0 ． 0 0 7 9 6

＂

0 ． 0 7 6 9
一

0 ． 7 1 7

ｔ ｆｂＪ ｙ
 （ 2 ．  2 8 ）（

－

1 ． 4 7 ）（
0 ． 8 5 ）（ 1 ． 6 9 ）（ 0 ． 6 5 ） （

－

0
．  1 5 ）

？， 0 ． 2 5 8
＂＃

 0 ． 2 4 0
＊
＊
＊

 0 ．  2 3 9
＿

 0 ．  2 4 0
＂
＂
？

 0 ． 2 3 7

…

 0 ．  2 4 4

＾
＂

ｔ ｆｐｃｈＪ ”
（ 8 ．  5 3 ） （ 7 ． 3 5 ）（ 7 ．

0 6 ）（ 6 ． 5 6 ）（ 5 ． 3 5 ） ＜ 4 ． 3 3
）

， 0 ． 0 1 7 2
＿
 0 ． 

0 0 0 1 7 3
－

0
．

0 0 0 5 9 0—

0 ． 0 0 0 6 1 6 0 ， 0 0 5 8 9 1 ． 6 0 0
ｈｅ

（ 3
． 8 7 ）（ 0 ． 4 9 ）（

—

1 ． 2 6 ）（
—

0 ． 3 7 ）（ 0 ． 1 3 ） （ 1 ． 3 2 ）

， 0 ．  0 1 9 6

＊ ＊－

0 ． 0 0 3 9 0

＊＊

 0 ． 0 0 5 4 0
＂ ＂

 0
．
 0 1 7 5

＊＊

0
．

0 9 5 0
－

6 ．
7 9 4

ｓｈｃａ ｐ－ ｙ
（ 2 ． 2 0

）（

－

1 ．  9 9
） （ 2 ．  4 0

）（ 2 ． 0 3 ）（
0 ．

 2 9 ）（ 

—

 0 ． 9 5 ）

－

0 ． 0 1 1 6
＂—

0 ． 0 0 1 7 2 0
．

0 0 2 2 4
一

0 ．
0 0 6 7 1 0

．  1 4 4
—

4 ．  6 5 7

Ｓ－ｇ 0 Ｖ


（

－

1 ． 8 4 ）（

－

0 ．

7 8 ）
（

0 ．  7 2 ）（ 

—

 1
．

0 5 ）（
0 ． 8 0 ） （

—

0 ． 6 6 ）

工
－

0
．

 0 0 3 6 2－

0 ．
 0 0 0 0 3 5 2 0 ． 0 0 0 0 2 3 9

－

0 ．

0 0 2 4 1

＊

 0 ． 0 2 2 9 0 ． 9 8 7

5＇ｍＸ
（

￣

1 ．
4 3 ）（

—

0 ． 2 1 ） （
0

．
0 7 ）（

一

 1 ． 9 0 ）（ 0 ．  7 1 ）（ 0 ． 6 7 ）

常？项
0 ． 1 1 8

…

 0 ． 0 0 0 6 7 4
－

0
．
 0 0 0 0 6 8 3 0

．
0 0 5 3 9 0 ． 1 2 51 ． 6 9 5

（ 3 ． 3 8 ）（ 0 ．
 3 5 ） （

—

 0
．
 0 3

）（
0 ． 6 4 ） （ 0 ． 5 4 ） （ 0 ． 2 4 ）

Ｒ
2 0 ．

 2 8 2 0 ． 2 3 4 0
． 2 3 3 0 ． 2 3 3 0 ． 2 2 2 0 ．  2 2 4

观测值 2 5 1 1 2 4 3 0 2 3 4 9 2 1 8 7 1 7 8 2 1 3 7 7

注 ：模型 （ 1 ） 中括号 内 为 ｔ 值
， 其他模型 中 为 ｚ 值

。 表示 不 同 Ｔ 区 间的 ￡／＞ 变化值 ，表示 与前 沿 国 家技术差距的 缩 小

程度 ， Ｚｏｇ （取／夕 ）和 ｔｆｐ 的 增长 并未取平 均 值 ， 而是取 的 整个 Ｔ 区 间 总 的 变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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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结果可知 ，较高的 ＴＦＰ 只对短期的收人收敛起发展道路 ，东亚总体发展远远好于拉美 。 另外 ，使用

积极作用 ，对长期的收人收敛的作用不显著 ，但 ＴＦＰ 变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后发现 ， 虽然总体也表现出条件

化值的影响却在短期和长期都是极为显著且为正的 。 收敛 ，但却不是很显著 。 这说明 ，条件收敛最终取决

这进一步表明初始技术水平的高低对长期收人收敛的于发展道路的选择 ，
而持续的技术进步努力 的作用

影响是不确定的 ，但持续的技术收敛的作用却是极为 一直都是明确和积极 的 。

明确和稳健的 。 由 此可见 ，实现动态的技术进步才能丄

六 、 中 国增长过程 中的技术与收入收敛
跟上技术前沿 。 为实现技术收敛以致收入收敛 ，后发

—

国家的技术进步努力将在长期发挥关键作用 。 当接近改革开放以来 ， 中 国主要依靠 吸收和 引进前沿

技术前沿时 ，学习和吸收外部技术的难度将逐渐加大 ，
国家的先进技术 ，技术水平取得了较快进步 ，

与之伴

重视 自主创新的技术努力就显得更加重要 。随的是较长时间 的 高速经济增长 。 在这
一过程 中 ，

其实 ，不 只初始技术水平在长期对收人收敛影中国与前沿国家相 比 ，技术和收人表现出 了 怎样 的

响不显著 ，其他初始 状态因素的影响在长期里都不动态关系 ，对于理解 和思考 中 国持续增长具有重要

显著 。 这表 明初始状态对收入收敛的影响是不确定意义 。 同样以美 国为前沿国 家 ，考察 中 国在这
一期

的 ，
过程远 比初始状态重要得多 。 这是

一

个令人鼓间 与其技术和收入收敛的变动轨迹 ，对这一动态关

舞 的结果 ，过去并不代表未来 ，对于未来发展道路的系进行分析 ，并讨论 中国技术收敛 的稳定性 。 观察

选择远比过去重要得 多 ，这也是发展经济学 中
一个 1 9 8 0

—

2 0 1 1 年 间 中 国相对 ＴＦＰ 和
‘

相对 劳均 ＧＤＰ

重要现象的解释 。 拉美长期富于东亚 ，并且资源条的变动趋势图 ，这二者都以美 国为基准 ，相对值提高

件也要好于东亚 ，但是在近半个世纪里 ， 由 于不同的表明差距缩小 。

0 ． 2 0
「
相
对
券

0 － 1 8 2 0 1 1

’

写＼
2 0 1 0

0 ． 1 6 

“

Ｖ

＾
＾ 2 0 0 9

0 ． 1 4 

＿

 2 0 0 8

＾＞
2 0 0 7

0 ． 1 2 

＿

2 0 0 5

0 ． 1 0 
■

 2 0 0 3
ｚ

2 0 0 6

0 ． 0 8

＂2 0 0 0＾＾ 1^

、
1 9 9 5

0 ． 0 6 

＿

一飞：^
1 9 9 2^

0 ． 0 4 

＿ 1 9 9 0——

？ 4



0 ． 0 2 1 9 8 0

相对
1

ＩＴＰ

0

1
 1 11

0 ． 2 5 0 ． 3 0 0 ． 3 5 0 ． 4 0

图 4 1 9 8 0
－

2 0 1 1 年 中 国 的 相对 ＴＦＰ 和相对劳 均 ＧＤＰ 变动轨迹

注 ： 相对 ＴＦＰ 和相对劳 均 ＧＤＰ 都 以美 国 为 基准 。

总体而言 ，在这段时期 中 国 的 劳均收入和 ＴＦＰ作不同的三个阶段 ： （ 1 ） 1 9 8 0 

—

 2 0 0 0 年 ，这一时期 的

都表现出与前沿国家差距缩小的态 势 ，其 中又可分劳均 ＧＤＰ 差距持续缩小 ，但 ＴＦＰ 的情况就要复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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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 ，其经历了差距缩小扩大的 反复变动 。 这是 因＋
为这段时期 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 了若干变革 以及要

、一

素配置和经济结构 的调整 ，
ＴＦＰ 处于不断的调整之本文通过 〃 收敛方法和 々 收敛方法考察了 8 1

中 。 （ 2 ） 2 0 0 1
—

 2 0 0 7 年 ，
ＴＦＰ 和劳均 ＧＤＰ 与前沿 国个主要国家和地区技 术和收人收敛关 系 的 动态变

家的差距持续快速缩小 。 这一时期随着 中 国加人世化 ， 指 出 3 0 多年来 ， 技术 与 收人关 系 的不 确定 性

贸 ，技术溢出效应带来 了较强 的技术和收入收敛效逐步减小 ， 技 术 对 收人收 敛 的 约束 越 来越 明 显 。

应 。 （ 3 ） 2 0 0 8
—

2 0 1 1 年 ，受金融危机 的影响 ， 收人差其 中 ，低收入 国家 的技术 和 收人 的 不确定 性相 对

距在稳步缩 小 ，但 ＴＦＰ 小 幅震荡呈现不稳定趋势 。
是较大的 ， 说明 低 收人 国家 收入增 长 的其他影 响

在整个时间段 ， 虽然收入持续收敛 ，但技术收敛的变因素也很重要 。 长期 来看 ， 技 术收 敛对 收人 收敛

动却要 曲折得多 ， 中 国 的相对 ＴＦＰ 在 1 9 8 5
、

1 9 9 5 和起重要作用 。

2 0 0 7 年出现了三次较为明显的转折 。 这意味着 中 国长期来看 ，初始状态对收人收敛的作用不明确 ，

实现与技术前沿国家的技术收敛缺乏稳定性 ，
ＴＦＰ 在发展道路的选择更为重要 。 长期的贫穷并不能解释

面对冲击时容易 出 现波动甚至是较 为持续的 反转 。
贫穷 ， 富裕也不是富裕的理由 ，这是一个令人欢欣鼓

由此可见中 国离稳态的增长水平还有较大的距离 ，创舞的结论 。 落后国家可以通过适合 的发展道路 ， 实

造更为稳定的技术提升环境显得尤为重要 。现与发达 国家持续 的技术收敛 ，进而实现收人收敛 。

中国当前的 ＴＦＰ 仅相当 于美 国 的三分之一多毫无疑 问 ，后发 国 家如果要实现对前沿 国家进

一点 ，仍存在与前沿 国家较大的技术差距 ，吸收和引
一

步靠近甚至赶超 的话 ， 技术水平 的接 近乃至超越

进前沿国家的先进技术仍是当前 中 国技术发展的重是非常重要的 。 但这并不要求后发 国家
一开始就追

要选择 。 Ａｃｃｍｏｇ ｌｕｅ ｔａ ｌ （ 2 0 0 6 ）认为 ，追赶国家在前求多高的技术 ，

一

是不适用 ， 另外也是不经济甚至是

期选择投资导向 的发展模式是更优 的 ，但 当接近技不可能的 。 正如我们在分析中看 到 的 ，对于低收入

术前沿时 ，
追赶国家正确的技术选择以实现技术收国家而言 ， 同样的技术水平也可能带来截然不 同的

敛就变得非常重要 。 应 当指 出 ， 中 国在某些产业领增长绩效 ， 而当接近技术前沿后 ，技术收敛对收入收

域已经接近甚至处 于世界技术前沿 ，并且积 累 了技敛的约束作用将非常 凸显 。 多高的收人水平上技术

术追赶需要 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 。 虽然总体对收人的进一步提 高起到 了重要 的约束 ，
以及不同

而言 中 国仍存在与前沿 国家较大的技术差距 ， 但创国家的这一水平会不会不
一样 ， 如果不一样 的话是

造一个更加鼓励竞争和创新的 制度环境 ，促进 自 主什么导致了这
一差异 ， 在本文 中并没有 回答 。 应该

创新的要求 已经越来越迫切 。说这
一

问题是重要 的 ，尤其是在讨论后发 国家选 择

应当说 ，改革开放以来 中 国总体实现了与前沿发展战略时 ，这将是下
一

步值得重点研究 的方 向 。

国 家持续的技术和收人收敛 。 但近年来 ，全球经济中 国在这一期 间 ， 实现 了与前沿 国家持续 的收

增长的放缓 ，给中 国经济增长带来 了
一定 的不确定入收敛 ，虽然技术总体也表现 出收敛趋势 ，但同 时表

性 。 中国 已逐步到达从 中等收人进入高收人阶段的现出不稳定的特征 ，并且 中 国与前沿国 家的技术差

关键期 ，技术收敛对收入收敛 的约束将越来越 明显 ，距依然很大 。 中国 巳 经跨人中 等收人 阶段 ，技术进

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已变得步对收入增长的约束将进
一

步提高 。 从历史经验来

越来越紧迫 。 近半个世纪 ，从低收入跨越 中等收入看 ，很多中等收人 国家在 中等收人阶段 既失去 了低

进人高收人 的 国家和地 区屈指可数 ， 而其 中技术进成本优势又没有培 育 出 新的 技术优势 ， 收人长期停

步的作用毋庸置疑 ，并且其作用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滞 。 应当看到中 国在很多传统行业的低成本优势 已

加深还越来越显著 。 挖掘传统行业 的增长潜力 ， 培在减弱 ，通过技术进步来挖掘传统行业 的潜力 以及

育新的 增长点 ， 对 技术进 步提 出 了更 多 的要 求 和培育新的增长点的要求已越来越迫切 ， 而这将对中

挑战 。国跨越
“

中等收人陷阱
”

起关键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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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Ｂａｒ ｒｏ
’
Ｒ

．Ｊ ．
＆Ｘ

．
Ｓａ ｌａ

－

ｉ

－ Ｍａｒ ｔ
ｉ
ｎ

（ 1 9 9 0 ） ，

＂

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①推导详见罗伯 特
． 巴 罗 、夏威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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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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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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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3 4 1 9

．

1 0 6页 。Ｂａｒ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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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 （ 2 ）式 中 ，译 为 负存在 收敛 ， 因 为 （ 2 ）式 中 的 呙 和 （ 1 ） 式Ｊｏ ｕｒｎａ ｌ ｏｆ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1 0 0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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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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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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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

］ 。Ｂａ ｒｒｏ
，Ｒ ．Ｊ ．Ｘ ．Ｓａ ｌ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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