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研究背景

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是什么? 这在经济学界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改

革开放 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国内外称之为“增长奇迹”。但在经历

了 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自 2012年开始出现明显减速现象，GDP增长率从 2011

年的 9.5% 逐步下降到 2016年的 6.7%，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世界银行在《东亚复兴:

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等报告中指出，“一国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发展机制，与实现

起飞的机制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在此承前启后的关键时刻，重新审视中国起飞阶段的

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及其演化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研究思路与基本内容

（一）全球投入产出模型构造及经济空间关联度的测算

在全球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下，由于世界各国通过中间品贸易形成生产网络并相互关联，

一个国家的增加值并不仅取决于境内最终品的生产，还依赖于境外最终品生产拉动。本文用

经济依存度指标表示国家 i 对国家 j 的依存程度，具体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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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数表示国家 i增加值总量中由国家 j最终品生产诱发部分所占比例，该比例数值越

大，说明国家 i经济对于国家 j依存程度越大。当 j=i时，该系数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对于

自身的依存程度，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一个国家经济对于外部依赖程度越低，反之则越高。

（二）全球空间关联视角下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分解

将投入产出结构变化分解成与国内乘数矩阵、反馈矩阵以及溢出矩阵相关的三部分，即

B M N T    。相应地，可进一步将最终品产出分解成境内和境外两部分，

Y d sY Y     ，增加值变化可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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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最终品变化效应

通过上式，可发现在现有国际分工体系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其自

身因素（增加值率变化效应、国内乘数变化效应和境内最终品变化效应），而且与外部因素

（由进口中间产品产生的反馈效应、出口中间产品产生的溢出效应和境外最终品变化效应）

密切相关。

三、主要结论



这篇文章利用 1995—2011年世界投入产出表，分析了中国经济对外空间关联的现状及

演化规律，并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因进行结构分解，从全球经济的空间关联角度来解释中国经

济高速增长现象，得到以下结论:(1)在分析期间，中国经济前向关联度指标大幅度增加同时，

后向关联指标变化并不显著，考虑到新增价值因素之后，中国经济在自身国际分工率提升同

时，对外部感应程度有了大幅度提升； (2)通过考察对外依存度指标可发现，分析期间中国

经济在对亚洲地区依赖程度下降同时，对北美区域依赖度有所上升，具体到国家层面，在对

美国依存度增加同时，对日本依存度却有所下降；(3)横向比较可发现，由于各国在产业结

构分布和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不同，导致其经济增长动力源泉有着较大的差异；(4)纵向

分析发现，伴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全球产品内分工体系，经济增长动力机制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四、汇报点评

这篇文章运用 1995-2011年间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从全球空间关联度的视角对中国经济

的增长源泉进行了分解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首先构造了全球投入产出模型并测算了经济空

间关联度，然后在全球空间关联的视角下分解中国经济增长源泉，并把增长源泉进一步细分

为了：增加值变化效应、国内乘数变化效应、反馈效应、溢出效应、境内最终品变化效应、

境外最终品变化效应等六个部分。在介绍完理论模型、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后，又分析了中

国经济对外空间关联现状及其演化特征，运用了一系列的图表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国家的经济

增长不仅取决于自身因素，还与全球投入产出结构和境外最终品变化密切相关。紧接着又运

用上文分解的六个因素，从横向和纵向的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动因分解。最后，就如何

实现我们经济的转型以及稳步增长，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其中有一条我觉得非常重要，

就是应该要通过技术能力提升和产业链升级塑造新的比较优势，把中国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的

水平和层次提升到新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