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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均与区域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地方政

府对待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一方面，地方政府采取了众多优惠措施来刺激国际

贸易，例如对出口企业的补贴、税收优惠、极低的土地出让价格和简化审批手续等。另一方面，却

制定了严厉的限制性措施来抑制国内贸易。其中有间接的限制性措施，例如对政府采购本地产品的

排他性限制措施；也有直接的限制性措施，例如硬性禁止其他区域生产的产品在本地销售。不遵守

限制性政策的部门将会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惩罚，有时甚至会采取一些非法的手段予以执行。由此出

现了相对较高程度的国际市场融合度和极低程度的国内市场一体化并存的奇怪现象。 

究其根源，在于国内市场分割反而有利于地方经济增长，由此导致推进区域间协调发展缺乏应

有的市场基础：地方政府为追求经济增长而选择市场分割，与中央政府目标的偏差产生了政策实施

过程中的动态不一致性。近年来，地方政府正在不断放松对国内贸易的限制性措施，甚至经常以一

种积极促进的姿态出现在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中，是因为国内市场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发

生转变了吗？要理解这个问题，从区域经济增长入手无疑是一个好的切入角度。毕竟 GDP 是中央政

府几十年来评估地方领导者政绩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直接影响了众多地方官员的升迁可能。 

市场一体化是区域间实现高效分工的前提，也是大国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直接决定了区域

间协调发展的内生动力。基于学术研究现状和中国经济现实，本研究将国内市场视作一个以省级单

位为节点构成的系统，利用市场一体化指数构建区域间市场关系矩阵，赋予空间溢出效应明确的经

济含义。进而将此矩阵融入 β－收敛模型和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中国区域间市场整合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从经验分析来看，目前对区域间经济关系的表述主要有两种方法：其一是利用邻接矩阵或距

离矩阵，但这个方法在涉及具体的经济含义时显得有些模糊不清；其二是在传统的回归分析框架下

选择特定的因变量（例如贸易额、交通成本等），以回归系数反映区域间相互关系对某个自变量的影

响。相对于第一种方法来讲，第二种方法中“相互作用”的意味被方法本身的局限淡化了。本研究

综合了这两种方法的优点，首先计算了中国每一对省级单位间的市场一体化指数，据此构建市场关

研究成果：区域间协调发展具备市场基础了吗？——基于国内市场整合视角的研究 

作者：洪涛，马涛 

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54 卷第 1 期）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School of  Management HIT 

2017-05 教授观点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School of  Management HIT 

地址：中国·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街 13 号  

Add：No.13, Fayuan St. Nangang Dist, Harbin, P.R.China 

电话：86-451-86414009  

TEL：86-451-86414009 

系矩阵分析中国区域市场一体化的演变过程。并借鉴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

在融入区域市场网络的 β－收敛模型框架下，分析了国内市场整合与区域

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的结果显示可以将 1997—2013 年以 2004 年为断点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

时期，国内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国内市场整合程度提高将产生经济增长的负外溢效应，进而扩大区

域间经济差距； 在第二个时期，国内市场趋于整合，国内统一的大市场正在逐步形成，国内市场整

合程度提高将产生经济增长的正外溢效应，进而缩小区域间经济差距。 

国内市场整合与区域经济差距之间的倒 U 型动态关系可以从资源集聚和比较优势的变化来理解。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各区域具有相似的比较优势（例如劳动力成本优势）。国内贸易是竞争性的，市

场的一体化程度增强反而会扩大区域间经济差距；国际贸易则是互补性的，率先融入国际市场网络

的区域获得了较快的增长速度。这直接产生了面向国际市场开放与面向国内市场封闭的二元格局。

在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一些地区由于政策、区位和自身基础等因素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机会，

并在资源集聚的过程中得到了自我强化。经济差距扩大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导致不同区域产生了不

同的比较优势，国内贸易逐渐变得有利可图，随之而来的是国内市场整合程度的不断增加，以及相

对落后区域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塑造要素

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国内市场一体化作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得到了充分重视，这在二者关系出现转变的条件

下显得尤为重要。进一步加快区域间市场融合，不但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且有利于弥补区

域间经济差距。为此，需要坚定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意见：“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一方面，加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明确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职责权限，

大力推动简政放权，加快形成边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依法保障的政府职能体

系和科学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协调机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另一方面，降低要素和产品在区

域间的流动壁垒。鼓励人口、资金和企业的跨区域流动，以及为寻求规模经济而进行的“用脚投票”，

降低市场分割带来的长、短期收益，强化对不合理市场分割行为的约束，进而打破国内市场壁垒，

推动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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