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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基本流量数据，采用 Miller-Round模型测算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区域

内乘数效应及其与国内各区域相互溢出效应。结果显示，东部沿海对国内其他区域的溢出效应大，发

挥着引领全国经济的火车头作用；从国内其他区域获得的溢出效应更大，在区际经济联系中得到更大

的收益；外溢效应更多被中部和北部沿海、南部沿海地区所吸收，对经济落后的西北、西南区域的溢

出效应较小，但是西北、西南区域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溢出效应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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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市场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区域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导致彼

此间产品、要素交流日益频繁，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从而形成区域间经济增长的相互依赖和相互

作用。但目前文献大多是从区域经济地理因素和区域政策等角度来分析区域经济增长导向和区域

差距演化，从区际经济联系视角来研究区域发展仍然是一个研究不足的问题。 

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是区域经济分析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国家信息中心编制的我国 8区域 17

产业部门投入产出表[1]，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区域间产业联系的研究
①
。张亚雄、赵坤利用这份投入

产出表，对我国区域间的产业联系进行了全面分析，结果表明，沿海对内陆的溢出与反馈效应明

显高于内陆对沿海的同类效应[2]。潘文卿、李子奈利用投入产出表，提出了一个统一以最终需求

为出发点测度各类效应的方法，并且认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对内陆地区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3]。

这些研究成果是对我国区域间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研究的重大推进。但对全国进行两区域划分可能

会掩盖区域内部的一些有用信息，从而无法更为详尽地剖析区域之间的经济互动关系。 

以长三角为核心的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产业基础好，经济总量大，2005

年 GDP占全国总额的 20.68%，居 8区域之首，发挥着引领全国经济增长的龙头作用。东部沿海

地区的经济增长对国内其他区域产生了多大的带动作用？东部沿海地区又从国内其他区域的经

济发展中获得了多大的溢出效应？深入分析这些问题有利于更为深入地认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

的驱动机制和发展规律，更深层次地把握我国各区域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进一步明确区域经济

合作的发展方向。本文拟以东部沿海地区为基点，详尽分析东部沿海地区与其它 7区域经济增长

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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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份投入产出表把全国划分为 8 大区域, 具体如下: 东北(黑、吉、辽), 京津(京、津), 北部沿海(冀、鲁), 东

部沿海(沪、苏、浙), 南部沿海(闽、粤、琼), 中部(晋、豫、皖、鄂、湘、赣), 西北(蒙、陕、宁、甘、青、

新)和西南(川、渝、桂、云、贵、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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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Miller-Round模型对我国区域间的溢出效应进行测算。Miller最早运用投入产出分析

技术研究不同区域间的溢出和反馈效应[4]，后来Round提出了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进行溢出

和反馈效应因素分解的加法分解式与乘法分解式[5]，并得到广泛运用。 

二、实证分析结果讨论 

（一）总体特征 

根据我国8区域投入产出表基本流量数据①，我们采用Miller-Round模型的测算方法对我国各

区域的区域内乘数效应和区域间溢出效应进行了计算，得到的8区域的区域内乘数效应和区域间

溢出效应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我国 8 区域区域内乘数效应和区域间溢出效应比较 

地  区 东北 京津 北部沿海 东部沿海 南部沿海 中部 西北 西南 

区域内乘数效应 40.2075 38.996 39.4513 39.5673 37.4377 37.8939 31.3965 36.1179 

外溢效应 8.0999 8.8003 7.659 10.8376 10.5961 8.468 10.3688 7.8607 

受溢效应 3.9646 3.2483 16.5499 15.0815 8.6935 17.4883 3.5855 4.0889 

东部沿海地区的区域内乘数效应为39.567 3，在8区域中居第2位。这主要是因为东部沿海各

省市（沪、苏、浙）之间经济联系密切，产业关联度高，形成产业集聚或产业群，因而区域内产

业发展的相互带动效应大，区域内乘数效应高。东部沿海地区对其他区域的溢出效应（简称外溢

效应）为10.837 6，居8区域之首。这主要是因为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发达，需求旺盛，其经济发展

对国内其他区域具有较强带动作用。溢出效应值反映的是相对量指标，如果考虑到东部沿海地区

经济总量全国最大，其带动作用就更大，这充分表明东部沿海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

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其他区域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溢出效应（简称受溢效应）为15.081 5，

在8区域中居第3位。与外溢效应相比，受溢效应更大，表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不仅对国内其

他区域的带动作用大，而且在区际经济联系中得到其他区域对自身带动作用更大，同时也反映了

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齐全，产品质优价廉，在全国的竞争力强。 

（二）东部沿海地区对其他区域的溢出效应分析 

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龙头，对其他区域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表 2列出了东部

沿海地区对其他 7 区域 17 个产业部门的溢出效应。从外溢效应值的区域合计来看，中部区域获

得的溢出效应最大，北部沿海、南部沿海地区次之，而西北区域则较小，表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

济发展对邻近的中部区域丰富的资源需求大，溢出效应最大；对同为发达地区的北部沿海、南部

沿海地区的产品依赖较大，带动效应大；对经济落后的西北区域的产品依赖小，带动效应最小。

从外溢效应值的产业合计来看，金属冶炼和制品业、电子电器设备制造业、机械工业的外溢效应

大，其中电子电器设备制造业主要表现为对北部沿海、南部沿海地区等发达地区的技术产品相互

交流，而金属冶炼和制品业则主要表现对中部区域、西北区域、西南区域的资源需求。 

分区域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对东北区域主要是石油加工与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和制品业等产

业的资源需求；对京津地区溢出效应大的产业是电子电器设备制造业，主要是对其高技术产品需

求较大。东部沿海地区对北部沿海的溢出效应主要集中在金属冶炼和制品业和电力热水煤气和自

                                                        
① 本文之表 1、2 和 3 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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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水供应业，表现出对其资源和能源的需求较大，总体溢出效应较大。南部沿海地区与东部沿海

地区同为发达地区，产业结构相似，但各有优势，在纺织服装业、木材加工和家具制造业、石油

加工与化学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电器设备制造业等产业相互交流都较多，溢出效应

最大。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区域地理位置邻近，经济联系较强，溢出效应大，主要表现为对这个

区域的资源型产业（金属冶炼和制品业、电力热水煤气和自来水供应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木

材加工和家具制造业）的需求较大。东部沿海地区对西北区域、西南区域的外溢效应很小，主要

是金属冶炼和制品业的资源需求。 

表 2  东部沿海地区对其他区域的溢出效应 

产业代码 东北 京津 北部沿海 南部沿海 中部 西北 西南 行业合计 

农业 0.0179 0.0112 0.0905 0.0617 0.1090 0.0110 0.0137 0.3149 

采选业 0.0264 0.0139 0.1400 0.0930 0.1678 0.0153 0.0234 0.4799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0.0233 0.0158 0.1420 0.0981 0.1845 0.0163 0.0252 0.5052 

纺织服装业 0.0266 0.0207 0.1855 0.1540 0.2160 0.0180 0.0203 0.6411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0.0382 0.0179 0.1887 0.1505 0.2823 0.0200 0.0464 0.7440 

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 0.0294 0.0208 0.1687 0.1238 0.2050 0.0181 0.0254 0.5913 

石油加工及化学工业 0.0644 0.0264 0.1936 0.1435 0.2113 0.0241 0.0263 0.6896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0331 0.0169 0.2082 0.1167 0.2897 0.0210 0.0331 0.7188 

金属冶炼及制品业 0.0572 0.0416 0.2774 0.1290 0.3698 0.0419 0.0596 0.9766 

机械工业 0.0465 0.0351 0.2335 0.1253 0.2903 0.0317 0.0449 0.8073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0453 0.0384 0.2149 0.1362 0.2787 0.0287 0.0445 0.7867 

电气机械及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 0.0436 0.0430 0.2101 0.1872 0.2632 0.0306 0.0419 0.8195 

其他制造业 0.0288 0.0237 0.1585 0.1241 0.1993 0.0187 0.0269 0.5799 

电力蒸汽热水煤气自来水供应业 0.0224 0.0105 0.2648 0.0650 0.3401 0.0241 0.0239 0.7510 

建筑业 0.0398 0.0252 0.2066 0.1332 0.2863 0.0245 0.0408 0.7564 

商业、运输业 0.0170 0.0125 0.0853 0.0683 0.1036 0.0108 0.0130 0.3104 

其他服务业 0.0179 0.0137 0.1003 0.0799 0.1256 0.0115 0.0160 0.3650 

区域合计 0.5778 0.3875 3.0687 1.9896 3.9225 0.3662 0.5254 10.8376 

（三）其他区域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溢出效应分析 

表 3 列出了其他 7 区域对东部沿海地区 17个产业部门的溢出效应。从受溢效应值的区域合

计来看，从南部沿海地区获得的溢出效应最大，中部区域、北部沿海次之。如果与东部沿海地区

的外溢效应相比较可以发现，南部沿海地区、东北区域、西北区域、西南区域、京津地区对东部

沿海地区的溢出效应要比东部沿海地区对它们的溢出效应更大，尤其是东北区域、西北区域、西

南区域三地区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溢出效应较大，而从东部沿海地区得到的溢出效应较小，表明东

北区域、西北区域、西南区域三地区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溢出效应具有单向性特征。 

从受溢效应值的产业合计来看，电子电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业、

其他制造业的受溢效应大，表明东部沿海地区这些产业在全国的优势地位，不论是发达地区还是

落后地区对之都有较大的市场需求。电子电器设备制造业是新兴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交通运输设

备制造业、机械工业是东部沿海地区具有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纺织服装业是东部沿海地区

长期积累起来的具有较大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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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其他区域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溢出效应 

产业代码 东北 京津 北部沿海 南部沿海 中部 西北 西南 行业合计 

农业 0.0598 0.0346 0.0729 0.0809 0.0723 0.0592 0.0342 0.4137 

采选业 0.0636 0.0288 0.1204 0.1229 0.1219 0.0636 0.0740 0.5953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0.0852 0.0667 0.1001 0.1502 0.0997 0.0758 0.0514 0.6290 

纺织服装业 0.2085 0.0931 0.1705 0.2811 0.1954 0.1688 0.1291 1.2465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0.1018 0.0642 0.2052 0.2591 0.1510 0.1137 0.0789 0.9740 

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 0.1283 0.0589 0.1567 0.2728 0.1662 0.1231 0.1040 1.0099 

石油加工及化学工业 0.1092 0.0689 0.1509 0.2731 0.1860 0.0963 0.1124 0.996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0967 0.0535 0.1506 0.1749 0.1438 0.0860 0.0866 0.7922 

金属冶炼及制品业 0.1429 0.0813 0.1786 0.2721 0.1821 0.1238 0.1081 1.0888 

机械工业 0.1496 0.0731 0.1570 0.2349 0.2274 0.1608 0.1352 1.1381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1723 0.0885 0.2204 0.2388 0.2606 0.1877 0.1673 1.3354 

电气机械及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 0.2078 0.0901 0.1941 0.3219 0.2647 0.1753 0.1476 1.4015 

其他制造业 0.1090 0.0447 0.1800 0.2246 0.1475 0.1163 0.0993 0.9215 

电力蒸汽热水煤气自来水供应业 0.0677 0.0236 0.0892 0.1211 0.1048 0.0667 0.0515 0.5246 

建筑业 0.1027 0.0669 0.1490 0.2031 0.1411 0.1063 0.0956 0.8648 

商业、运输业 0.0765 0.0332 0.1051 0.1078 0.1090 0.0890 0.0508 0.5714 

其他服务业 0.1049 0.0302 0.0808 0.1328 0.1018 0.0728 0.0546 0.5780 

区域合计 1.9865 1.0000 2.4815 3.4722 2.6754 1.8852 1.5807 15.0815 

分区域来看，东北区域对东部沿海地区溢出效应大的产业主要是电子电器设备制造业、纺织

服装业等。京津地区对东部沿海地区溢出效应大的产业除了电子电器设备制造业之外，主要是纺

织服装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北部沿海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溢出效应

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木材加工和家具制造业和电子电器设备制造业。南部沿海地区

与东部沿海地区则在纺织服装业、木材加工和家具制造业、石油加工与化学工业、交通运输设备

制造业、电子电器设备制造业等产业相互溢出，优势互补，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溢出效应最大。中

部区域对东部沿海地区溢出效应较大，集中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电子电器设备制造业、交

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机械工业）。西北区域、西南区域对东部沿海地区产品依赖较大的产业是技

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电子电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

服装业和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 

三、结论与启示 

通过以上对东部沿海地区与其他区域相互溢出效应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与启示： 

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总量和外溢效应均居全国各区域之首，表明其经济发展对国内其他区域

具有强大的带动效应，发挥着引领全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作用。黄伟等通过自行研制的区域间投

入产出表分析了我国各区域对其它各区域的溢出效应，也认为溢出效应对区外表现最强劲的是东

部地区[6]。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对其它区域的带动作用并不是单向的，总体来看，东部沿海

地区在全国各区域经济联系中的受溢效应要显著高于外溢效应，表明东部沿海地区在区际经济联

系中得到了更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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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卿、李子奈通过对我国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认为沿海地区经济发

展对内陆地区的溢出效应较小，甚至还不及内陆地区对沿海地区的溢出效应[3]。本文通过对沿海

地区的进一步细分发现，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更多是被中部区域和北部沿海、南部

沿海地区所吸收，对经济落后的西南区域、西北区域的溢出效应较小；但是西南区域、西北区域

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溢出效应则较大。这种区域互动机制是造成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持续扩大

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部地区对东部沿海地区具有较大的溢出效应，说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对沿海地区经济的

持续快速发展也有重要意义。继续加强区际经济联系并注意提高对西部地区的溢出效应，反过来

也有利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此，东部沿海地区可适当加速发展那些既适应产业高

级化的要求，又能对西部地区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的产业，如金属冶炼制品业、机械工业、交通

运输设备制造业。这些产业也是西部地区产品需求大（外溢性强）的产业，区域间密切的产业联

系和产品交流一方面能促进技术向西部溢出，另一方面通过反馈效应也给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

带来较大的回波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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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multiregional IOT of 8 regions, this paper takes Miller-Round model to analyze the 

intraregional multiplier effect of east coastal region and the interregional spillover effect between the east 

coastal region and other 7 regions in China.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st coastal region 

has strong spillover effect to other 7 regions in China, and also has very strong spillover effect from other 7 

regions in China. As to the east coastal region, the spillover effect from western regions is strong, but it is 

very weak to other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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