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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经验分析 

李坤望  陈雷 

[内容提要] 本文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在1950-2000年的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了经验分析。通过人均收入σ-收

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这三种检验以及APEC成立前后的对比发现，亚太地区存在着显著的增长收敛性，而APEC的

出现与发展又明显促进了该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收敛性，大大提高了区域内经济增长收敛速度。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

证实，“南—北”模式的区域一体化有助于缩小国家间的收入差距，改变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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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在成立时提出，要促进亚太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缩小地区内的经济发展差距和实现共同繁

荣。在各种各样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当中，APEC内部的收入差距最为突出，按购买力平价估算，APEC在成立初期最低与最高

成员之间的人均收入之比大约在1∶20左右，而在同一时期，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内的人均收入差异分别为1∶5和1∶10

（薛敬孝等，1999）。本文以APEC为例，从经验分析的角度，检验APEC是否促进了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事实上这

也是检验APEC的发展是否朝着当初设立的目标进行。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因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最终人均资本的积累将被人均资本的消耗完全抵消，达到稳定的均衡

状态，而一国均衡状态的人均收入水平由外生的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决定。各国在控制的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相同的情况

下，人均收入水平是收敛的。这就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得出的条件收敛定理，这一定理虽然遭到后来的新增长理论的否定，

但Levine和Renelt(1992)及Mankiw (1992)等经检验发现，在标准的新古典模型中加入人力资本、政府政策等变量以

后，该结论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然而，人均收入水平条件收敛的结论是在封闭情况下得出的，现实中日趋开放的世界经济使得这一理论的适用性遭到

了质疑。最近的研究则从要素价格均等化、技术扩散和资本品贸易等几个方面揭示了国际贸易与人均收入收敛性之间的关

系。Mountford（1998）将在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下导出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的静态均衡结果加以动态化，得出

在自由贸易情况下，偏好相同的国家向相同的均衡人均收入水平收敛，即存在条件收敛。而另一些学者在贸易能够促进技

术外溢这一结论的基础之上，从技术扩散角度分析贸易与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关系。这类研究包括Barro和Sala-i-Martin

（1995）的创新与模仿模型、Murat和Pigliaru（1998）的部门间技术扩散模型以及Ben-David（1997）的一般均衡的多

国模型等。第三类研究则强调资本品贸易对于经济增长收敛性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一方面资本品贸易有助于促进国际技

术扩散，从而将促进各国经济增长的收敛；另一方面，资本品也是一种直接的要素流动，这种流动有助于各国资本价格的

收敛，从而有助于加快各国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Barro et al., 1992）。 



    在理论分析中直接引入区域一体化因素还不多见，Venables(1999)的三国模型应算是较有代表性的一项研究。该三

国模型的最大特点是考虑了区域一体化的歧视性这一重要特征，模型分析得出区域一体化对成员国经济增长和增长收敛性

的影响取决于成员发展水平、一体化程度、技术水平和要素禀赋等因素。根据这一模型可得到三个重要结果：（1）如果

区域一体化组织是由较富裕国家组成的，那么一体化后成员间的收入差距将缩小；（2）如果区域一体化组织是由比较贫

穷的国家组成，那么成员间收入差距将扩大；（3）如果区域一体化组织是由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组成的，那么成员间收

入差距将缩小。根据上面的结论，像APEC这样的既有发达成员又有发展中成员的区域一体化模式，应当是比较理想的模

式。但实际情形如何，还需要从经验分析方面加以验证。 

    二  检验方法与数据 

    （一）经济增长收敛性概念 

    ......

    （二）检验方程 

    ......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

    三  经验检验与分析 

    （一）APEC成立前后亚太地区σ-收敛状况比较 

    ......

    （二）APEC成立前后亚太地区绝对β-收敛趋势比较 

    ......

    (三)APEC条件β-收敛检验 

    ......

    四  结论性评述 

    综合以上的检验结果，我们发现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存在着收敛迹象，无论是σ-收敛检验，还是绝对β-收敛检验以及

条件β-收敛检验，都证实了收敛性的存在，而且这种收敛性与APEC所倡导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与经济技术合作有着

密切的关系，APEC成立后，其成员人均收入的收敛趋势明显加强，收敛速度显著提高。已有的研究大都证实经济增长收敛

性只存在于相似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OECD）内部，而在更广泛的国家范围内难以发现经济增长呈收敛性迹象，可以说发

达国家形成了一个“收敛俱乐部”。本文则证实，APEC作为一个内部经济发展差别悬殊的区域合作集团，不光存在着经济

增长收敛性，而且随着区域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及经济技术合作的进程，收敛趋势在不断加强。对APEC的经验分

析表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完全有可能缩小地区内贫富差距，实现共同繁荣。 

(截稿：2005年4月责任编辑：宋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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