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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研究
胡华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摘　要］研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采用线性与非线性两种模型，相对于线性模型，非
线性模型可大幅度提高可决系数，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基于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中国市级面板数据，
运用非线性模型研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间确实存在

非线性关系，且在不同区域，两者关系存在差异：在西北、京津冀地区，发展资源产业更有利于经济

增长；而在华东、华南、长三角地区，发展资源产业不利于经济增长，而实行产业多元化战略，用卫生

社保和社会福利业等７项产业替代资源产业，将有利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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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丰裕度是指某经济体拥有自然资源的丰富
程度。传统观点认为，丰富的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必

要条件，有人将这种观点称为“资源祝福论”。１９９０
年代，有学者提出“资源诅咒论”，认为丰富的自然

资源不一定促进经济增长，反而可能阻碍经济增

长［１］。Ｓａｃｈｓ等［２－５］对资源诅咒命题进行了实证检

验，用９５个发展中国家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发现自然资源出口占 ＧＤＰ的比重同经济增长之间
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即资源诅咒命题在发展中国

家层面上成立。已有研究不仅关注国家层面的资源

诅咒问题，也将研究视角投向一国内部，当然也有不

少学者把目光投向中国。

徐康宁较早地将资源诅咒研究引入中国，研究

资源诅咒命题在中国大陆是否成立，以及资源诅咒

的传播途径。徐康宁等［６－７］认为，中国的区域经济

增长在长周期上存在资源诅咒效应，并运用中国省

级面板数据，以“经济增长率”为因变量，以“采掘业

固定资产投资占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

和“采掘业从业人员占各行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

重”为自变量，对资源诅咒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发

现此命题在中国内部的地区层面成立，多数省份丰

裕的自然资源并未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

制约经济增长。胡援成等［８］以“人均 ＧＤＰ增长率”
为因变量，以“采掘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的比重”为自变量，证实我国省际层面存在

资源诅咒效应。邵帅等［９］研究中国西部地区的资

源诅咒问题，以“人均 ＧＤＰ增长率”为因变量，以
“能源开发强度”为自变量，面板数据模型结果显

示，资源诅咒命题在中国西部地区成立。刘红梅

等［１０］以“人均ＧＤＰ增长率”为因变量，用“农业虚拟
水产量占 ＧＤＰ的比重”衡量农业虚拟水资源丰裕
度，发现农业虚拟水“资源诅咒”命题在中国成立。

邵帅［１１］利用中国 ２８个地级煤炭城市 １９９７—２００７
年的面板数据，以“人均 ＧＤＰ增长率”为因变量，以
“采矿业从业人数占全部从业人数的比重”为自变

量，发现煤炭资源的开发束缚了煤炭城市的经济增

长，即产生了资源诅咒效应。

当然，也有一些研究成果不支持资源诅咒命题。

Ｒｕｉ等［１２］使用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年间９５个市的数据，以
“ＧＤＰ增长率”为因变量，以“采矿业就业人数占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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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人口的比重”作为表征资源丰裕度的自变量，结

果显示：资源诅咒命题在中国大陆不成立。方颖

等［１３］使用横截面模型研究９５个市的数据，以“采掘
业从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比重”表征资源丰裕度为

自变量，以“２００６年人均 ＧＤＰ”为因变量，发现资源
诅咒命题在中国城市层面上不成立。

还有研究认为，在不同条件下，资源丰裕度与经

济增长的关系存在差异，有时资源诅咒与资源祝福

是并存的。胡华［１４］发现，在东北地区，资源诅咒命

题成立；在华南、西北、西南、华东地区，资源祝福命

题成立。胡华［１５－１６］还发现，即使在同一经济体内，

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资源

的价格波动会导致此关系发生变化，交替出现资源诅

咒与资源祝福现象。李伟军等［１７］选用中国 １９９９—
２０１１年３０个省级样本对中国资源诅咒假说的门槛效
应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西部地区对自然资源的依赖

程度较高，其经济增长路径符合资源诅咒假说；而东

部地区的资源依赖度不高，增长路径不符合资源诅咒

假说条件。邵帅等［１８］运用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中国市级
面板数据，借助动态、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等，发现资源

丰裕度与经济增长呈现“倒 Ｕ型”的关系，即资源诅
咒与资源祝福并存。

综观上述文献，研究方法大多相同。第一，选取

人均ＧＤＰ、人均实际ＧＤＰ、人均地区经济增长率、人
均地区消费收入增长率等经济增长指标作为因变

量；第二，选取某地区采掘业产值占当地 ＧＤＰ的比
重、某地区采掘业就业人数占当地就业人口比重、某

地区采掘业基建投资占当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

重等来表征资源丰裕度；第三，选取制造业投资、对

外依存度、人力资本投入、腐败程度等指标作为控制

变量；第四，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或截面数据模型进行

回归分析，模型左边是经济增长变量，模型右边先加

入资源丰裕程度变量，有些文献还加入了资源丰裕

程度变量的平方项或立方项，然后逐一加入控制变

量，形成多个线性回归模型；第五，分析各模型中资

源丰裕度变量拟合系数的变化情况。若此拟合系数

在大多数模型中是负值，且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资

源诅咒命题成立，否则，资源诅咒命题不成立。若加

入了资源丰裕度变量的平方项或立方项，还需检验

其平方项、立方项的显著性，当平方项的拟合系数小

于０，且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立方项的拟合系数
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

间呈现“倒 Ｕ型”关系，即资源诅咒与资源祝福
并存。

相似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寻找已有研究的不足。

第一，所选模型大多是线性回归模型，包括横截面模

型、时间序列模型、面板数据模型，而线性回归模型

的可决系数偏小，如邵帅等［９］的静态面板数据模型

的可决系数介于０．５～０．７之间；刘红梅等［１０］的空

间递归面板数据模型的可决系数介于０．０６～０．１８
之间；邵帅［１１］的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可决系数介于

０７～０８之间；方颖等［１３］的截面数据模型的可决

系数介于０．０００６～０．６２之间；邵帅等［１８］的多种模

型中，系统ＧＭＭ模型的可决系数达到０．９以上，但
此模型可决系数的意义值得商榷，其他模型的可决

系数都在０．２～０．６之间。第二，当自变量中加入资
源丰裕度变量平方项或立方项时，会出现多重共线

性问题，但已有研究没有对此进行修正。第三，已有

文献提出可运用产业多元化策略来解决资源诅咒问

题，但缺乏实证研究分析究竟何种产业较资源产业

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本文拟采用对数指数模

型等方法研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分析非线性模型优于线性模型的原因，并解决多重

共线性问题，比较各地各行业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

的差异，为一些有识者所建议的产业多元化策略提

出更为具体的措施。

　　一、模型建立与变量设定

１．模型建立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无法通过过度识别检验，因

而本文使用４个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４个非线性
模型。

４个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Ｙｉ，ｔ＝ｃ０＋ｃ１Ｎｉ，ｔ＋ｃ２Ｚｉ，ｔ＋ξｉ＋μｉ，ｔ ①
Ｙｉ，ｔ＝ｃ０＋ｃ１Ｎｉ，ｔ＋ｃ２Ｎｉ，ｔ

２＋ｃ３Ｚｉ，ｔ＋
ξｉ＋μｉ，ｔ ②

Ｙｉ，ｔ＝ｃ０＋ｃ１Ｎｉ，ｔ＋ｃ２Ｎｉ，ｔ
２＋ｃ３Ｎｉ，ｔ

３＋
ｃ４Ｚｉ，ｔ＋ξｉ＋μｉ，ｔ ③

Ｙｉ，ｔ＝ｃ０＋ｃ１Ｎｉ，ｔ＋ｃ２Ｎｉ，ｔ
２＋ｃ３Ｎｉ，ｔ

３＋
ｃ４Ｎｉ，ｔ

４＋ｃ５Ｚｉ，ｔ＋ξｉ＋μｉ，ｔ ④
　　４个非线性模型如下：

指数模型：Ｙｉ，ｔ＝ｃ０×ｃ１
Ｎｉ，ｔ＋μｉ，ｔ ⑤

幂函数模型：Ｙｉ，ｔ＝ｃ０×Ｎｉ，ｔ
ｃ１＋μｉ，ｔ 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Ｙｉ，ｔ＝２０００／（１＋ｅ
ｃ
０＋ｃ１×Ｎｉ，ｔ

ｃ１ ⑦
对数指数模型：ｌｎ（Ｙｉ，ｔ）＝ｃ０×ｃ１

ｌｎ（Ｎｉ，ｔ）＋μｉ，ｔ ⑧
模型①～④是在Ｓａｃｈｓ等［２］的截面数据模型基

础上改进而来的。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中，被解释变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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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Ｙ代表经济增长变量，选用“人均实际ＧＤＰ”表征
此变量；Ｎ是资源丰裕度变量（以下简称“资源变
量”），用“采掘业（采矿业）就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

比重”表征；Ｎ２、Ｎ３、Ｎ４分别是资源变量的平方项、
立方项、４次方项；Ｚ是控制变量集，以表征对因变
量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ｉ是自然数，代表不同的
省、直辖市、自治区截面单位，ｔ代表年份，ｃ０是常数
项，ｃ１、ｃ２、ｃ３、ｃ４、ｃ５是系数向量。ξｉ表示“个体效应”
因素，若ξｉ只随个体变化而不随时间变化，静态面
板数据模型应设定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若 ξｉ反映
了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随机信息的效应，静态

面板数据模型应设定为个体随机效应模型。μｉ，ｔ是
随机扰动项。自变量中加入资源变量的平方项、立

方项、４次方项，有助于检验经济增长变量与资源变
量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当 ｃ２、ｃ３、ｃ４显著不为零
时，两者存在非线性关系。

模型⑤ ～⑧是４种非线性模型。其中，模型⑤
是指数模型，当ｃ０显著不等于０，且ｃ１显著不等于０
或１时，资源变量与经济增长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模
型⑥是幂函数模型，当 ｃ０、ｃ１显著不等于０或１时，
资源变量与经济增长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模型⑦是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当ｃ１显著不等于０时，资源变量与经
济增长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模型⑧是对数指数模型，
当ｃ０显著不等于０，且ｃ１显著不等０或１时，资源变
量与经济增长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２．变量设定
本文选用“人均实际 ＧＤＰ”作为被解释变量 Ｙ。

“人均 ＧＤＰ”等于各年各地区 ＧＤＰ除以相应人口
数；运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剔除物价波动对人均

ＧＤＰ的影响，可获得人均实际ＧＤＰ。
选取“采掘业（采矿业）就业人员占当地人口比

重”（Ｎ）作为资源要素丰裕度的表征变量，但存在一
个问题：１９９７—２００４年和 ２００５年后，《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的从业人员分类存在差异，１９９７—２００４年，
资源开发相关的就业人员被称为采掘业就业人员；

而２００５年后，与资源开发相关的就业人员被称为采
矿业就业人员，采掘业与采矿业的主要成分相同，都

包括石油开采、天然气开采、煤炭开采，以及其他矿

产开采等。两者差别在于：采掘业包括自来水等非

矿石资源的开发利用，而采矿业不包括这些内容。

但观察“采掘业从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比重”与“采

矿业从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比重”则发现，两者不

存在明显的差异，如北京市２００４年“采掘业从业人
员占当地人口的比重”是０．１８８％，２００５年“采矿业
从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比重”是０．１９１％。因此，本
文对这两个比重不加区别地使用。

本文所选控制变量包括：第一，人口密度变量

（Ｐ），等于“每平方公里人数”；第二，就业变量（Ｊ），
用“各行业从业人员总数占当地人口的比重”表征；

第三，城市化程度变量（Ｃｉｔｙ），用“市辖区人口占总
人口的比重”表征。

上述变量使用的数据是中国大陆２８５个地级以
上城市的市级面板数据，来自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剔除数据不连续的巢湖市、三沙

市、毕节市、铜仁市和数据缺失严重的拉萨市。即使

如此，其他城市仍有一些变量值缺失，因此所采用的

市级面板数据并非平衡面板数据。各变量的含义、

均值、标准差等详见表１。

　　二、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与多重共

线性问题

　　１．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结果及检验
下面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７个回归

模型的因变量都是“人均实际ＧＤＰ”，回归模型Ｉ只有
一个解释变量 Ｎ，在此基础上，依次加入 Ｎ２、Ｎ３、Ｎ４、
人口密度变量（Ｐ）、就业变量（Ｊ）、城市化程度变量

表１　变量的设定及含义等的描述

变量 含 义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Ｙ 人均实际ＧＤＰ ２５３３ ２１３．５４２ １７０．２３４２ ０．７７０３８ １３４９．４４３
Ｎ 采掘业（采矿业）就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比重 ２６６８ ０．００８４９ ０．０２００６ ０．００００１ ０．３１９０１
Ｎ２ Ｎ的平方项 ２６６８ ０．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３３１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１０１７６
Ｎ３ Ｎ的立方项 ２６６８ ０．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８１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２４６
Ｎ４ Ｎ的４次方项 ２６６８ 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３６
Ｐ 每平方公里人数 ２５９６ ４１５．４９０ ３１８．３１１４ ４．７００００ ２６６１．５４０
Ｊ 各行业从业人员总数占当地人口的比重 ２８４８ ０．１０４５３ ０．０９１９２ ０．０２３４５ ０．９８４３６
Ｃｉｔｙ 市辖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２７１５ ０．３０６７２ ０．１９５４７ ０．０３４１２ ０．９８６１１

　　注：数据由Ｓｔａｔａ１２．０软件计算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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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ｔｙ），形成回归模型ＩＩ－ＶＩＩ。如表２所示，所有７
个模型都是固定效应模型。确定使用固定或随机效

应模型前，运用似然比检验对混合面板数据模型与

个体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比较，此检验的原假设是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个体效应的方差等于零”，７
个模型的检验结果均显示，原假设成立的概率都低

于１０％，因此固定效应模型更优。为甄别固定效应
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优劣，对其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
验，其原假设是“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与个体随机效

应模型的拟合系数不存在系统性的差异”，结果显

示，７个模型都适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
Ｎ的拟合系数都大于零，且能通过显著性检验；Ｎ２

的拟合系数都小于零，Ｎ３的拟合系数都大于零，Ｎ４

的拟合系数都小于零，部分模型中，Ｎ２、Ｎ３、Ｎ４的拟
合系数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资源变量与经济

增长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图１是“人均实际 ＧＤＰ”
与Ｎ、Ｎ２、Ｎ３、Ｎ４模型曲线图。
３个控制变量的拟合系数都是正值，且能通过

显著性检验，说明人口密度增加、就业岗位增加、城

市化推进都有利于经济增长。自变量 Ｐ（每平方公
里人数）同因变量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

能通过１％的显著性检验，原因是人口密度增加，有
利于细化专业分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提高人均实

际ＧＤＰ。变量Ｊ（各行业从业人员总数占当地人口
的比重）的拟合系数是正值，且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新增就业可以提高人均实际 ＧＤＰ，原因是新增
就业将增加人均收入，收入水平提高会促进消费，新

增消费则以乘数作用于ＧＤＰ，促进人均实际ＧＤＰ提
高。变量Ｃｉｔｙ（市辖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拟合
系数是正值，且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在于：扩大

的城市规模将吸引更多流动资源进入，有助于促进

经济增长。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最大缺点是可决系

数较小，组内Ｒ２都低于０．１。
２．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主要源于

资源变量及其分别与平方项、立方项、４次方项之间
的线性关系。如表３所示，模型Ⅰ是随机效应模型，模
型Ⅱ、Ⅲ是固定效应模型，因变量分别是 Ｎ２、Ｎ３、Ｎ４，
自变量都是Ｎ。使用现有模型前，已运用似然比检验
对混合面板数据模型与个体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比较，

并使用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甄别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
模型的优劣。３个模型的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
Ｎ与Ｎ２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Ｎ与Ｎ３、Ｎ与Ｎ４

间也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这导致表２中模型Ⅱ～Ⅶ
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要检验经济增长与资源变量

间的非线性关系，还需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估计。

表２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Ⅲ 模型Ⅳ 模型Ⅴ 模型Ⅵ 模型Ⅷ

Ｎ ４４５．９

（１．７）
６４２．３

（１．７）
１４０５．５

（１．８）
２９７２．８

（２．６）
２８７３．７

（２．５）
１８４５．３＃

（１．６）
１７２３．９＃

（１．５）

Ｎ２
－１３５５．４
（－０．７０）

－１２２８８．１
（－１．２６）

－６０３１５．９

（－２．１５）
－５９１８９．５

（－２．１２）
－３６８６７．５
（－１．３３）

－３４８５６．４
（－１．２７）

Ｎ３
２５４０３．８
（１．１）

３９８７０５．１

（１．９）
３９４５３４．２

（１．９）
２４８６５６
（１．２）

２３９０５７．８
（１．２）

Ｎ４
－７２７６８２．４

（－１．８２）
－７２２６５９．１

（－１．８２）
－４５７９２９
（－１．１６）

－４４３６５３
（－１．１４）

Ｐ ０．０４１７

（３．８）
０．０４００

（３．７）
０．０３８４

（３．６）

Ｊ ５５２．１

（７．７）
５５８．９

（７．９）

Ｃｉｔｙ
４１０．５

（５．５）

截距项
２０７．２

（６９．６）
２０６．２

（６１．７）
２０３．３

（４８．５）
１９８．７

（４０．９）
１８４．２

（３０．０）
１２９．９

（１４．０）
－１０．３７
（－０．３８）

样本数 ２３６９ ２３６９ ２３６９ ２３６９ ２３６９ ２３６９ ２３６９
组内Ｒ２ ０．００１３３ ０．００１５６ ０．００２１８ ０．００３７７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３８４ ０．０５２１

模型

类型

固定效

应模型

固定效

应模型

固定效

应模型

固定效

应模型

固定效

应模型

固定效

应模型

固定效

应模型

　　注：１．因变量都是Ｙ；２．括号内数值是ｔ检验值；３．＃、、、分别表示拟合系数能通过１５％、１０％、５％、１％的显
著性检验；４．数据由Ｓｔａｔａ１２．０软件计算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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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人均实际ＧＤＰ与资源变量（Ｎ）的一次方、
二次方、三次方、四次方模型曲线图

表３　Ｎ、Ｎ２、Ｎ３、Ｎ４的多重共线性检验
变量 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Ⅲ

Ｎ ０．１４３

（５５．４２）
０．０３２３

（２４．５４）
０．００９１８

（１８．９７）

截距项
－０．０００７３１

（－７．５２）
－０．０００２２１

（－１５．０３）
－０．００００６８２

（－１２．６５）
样本数 ２３６９ ２３６９ ２３６９
组内Ｒ２ ０．５２７ ０．２２４ ０．１４７
模型类型 随机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注：１．括号内数值是ｔ检验值；２．＃、、、分别表示拟

合系数能通过 １５％、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检验；３．数据由 Ｓｔａｔａ

１２０软件计算得来。

　　三、非线性模型的估计

１．全国的非线性回归模型结果
运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对式⑤⑥⑦⑧进行估

计，结果如表４所示。⑤式中，ｃ０显著不等于０，且
ｃ１显著不等于０或１。⑥式中，ｃ０、ｃ１显著不等于０
或１。⑦式中，ｃ１显著不等于０。⑧式中，ｃ０显著不
等于０，ｃ１显著不等于０或１。上述拟合系数的估计
结果显示，资源变量与经济增长变量间存在非线性

相关关系。比较４种非线性模型的可决系数发现，
对数指数模型的调整后Ｒ２是０９８０，明显高于其他非
线性模型的调整后Ｒ２。上述非线性函数的关系如图
２所示，当Ｎ处于０．０００１（最小值）与０３１９０１（最大
值）间时，Ｙ都是 Ｎ的单调增函数，不存在“先增后
减”或“先减后增”的趋势。因此，从中国大陆宏观

层面上来看，发展采掘业有利于经济增长。

２．各区域的非线性回归模型结果
如表４所示，⑧式的可决系数明显高于其他模

型的可决系数，因此，运用此模型可分析中国各区域

内资源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模型结果如表

５所示，所有拟合系数都能通过１％的显著性检验，

表４　全国的非线性回归模型结果
变量 式⑤ 式⑥ 式⑦ 式⑧

ｃ０
１９９．６

（５９．７５）
２３９．９

（１８．５７）
１．８８９

（９４．２０）
５．２５４

（１０１．８２）

ｃ１
２７４．７

（３．２４）
０．０２０３

（２．４５）
－８．０２７

（－１３．８９）
１．００５

（６７５．４４）
观察值数 ２３６９ ２３６９ ２３６９ ２３６９
Ｒ２ ０．６３８ ０．６１９ ０．６３８ ０．９８０

调整后Ｒ２ ０．６３８ ０．６１８ ０．６３８ ０．９８０

　　注：１．⑤～⑦中，因变量是“人均实际ＧＤＰ”，自变量是“采掘业或采矿业
就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比重”；⑧中，因变量是“人均实际 ＧＤＰ的自然对数”，
自变量是“采掘业或采矿业就业人员占当地人口比重的自然对数”。２．拟合
系数都能通过１％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数值是 ｔ检验值。３．数据由 Ｓｔａｔａ
１２０软件计算得来。

图２　人均实际ＧＤＰ与⑤～⑧模型曲线图
说明在中国各区域内，资源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都

存在非线性关系。当 ｃ０＞１，且 ｃ１＞１时，人均实际
ＧＤＰ是资源变量的单调增函数，资源祝福命题成
立；当ｃ０＞１，且ｃ１＜１时，人均实际ＧＤＰ是资源变量
的单调减函数，资源诅咒命题成立。

将中国大陆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用上述

模型对其分别进行研究后发现，资源诅咒命题在东

部地区成立，资源祝福命题在中、西部地区成立。在

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两个拟合系数大于中部

地区的相应值，说明资源产业对西部经济的促进作

用大于对中部经济的促进作用。

将中国大陆划分为华北等７个小区域发现，资
源诅咒命题在华东、华南地区成立，而资源祝福命题

在华北、东北、华中、西北、西南地区成立。西北地区

的两个拟合系数都大于其他地区的相应值，说明资

源产业对西北等欠发达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大于对

其他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

在京津冀、长三角、西三角三区域，资源诅咒命

题在长三角区域成立，资源祝福命题在其他两区域

成立。京津冀地区的两个拟合系数都大于其他两地

区的相应值，说明资源产业发展更有利于促进该地

区的经济增长。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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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中国各区域的非线性回归模型结果
变量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华北 东北 华东 华南 华中 西北 西南 京津冀 长三角 西三角

ｃ０
５．２５４
（１０１．８２）

５．４３７
（６２．５）

５．４３４
（８３．８）

５．６５９
（４６．１）

５．５７４
（５２．７）

５．４３０
（４９．８）

４．８２９
（４３．６）

４．３８８
（２４．４）

５．４８９
（４１．０）

６．０２８
（３３．６）

４．８５９
（３６．０）

６．１７０
（２２．９）

５．２５０
（２７．８）

５．０１０
（３０．５）

ｃ１
１．００５
（６７５．４４）

０．９９９
（４４２．０）

１．０１５
（５０６．１）

１．０２７
（２８９．９）

１．０１３
（２８７．７）

１．００７
（２９６．９）

０．９８８
（３１８．４）

０．９８１
（１８７．３）

１．０１７
（２５３．８）

１．０３３
（１７９．５）

１．００８
（２５６．４）

１．０２４
（１５０．７）

０．９９１
（２２０．２）

１．０１１
（１９６．６）

Ｎ ２３６９ ８１５ ８４４ ７１０ ４０８ ３０４ ４８０ ３０４ ３５５ ３２９ ３８１ ９８ １８８ ２４１
Ｒ２ ０．９８０ ０．９８８ ０．９８８ ０．９７５ ０．９８７ ０．９８７ ０．９８４ ０．９８２ ０．９８９ ０．９７４ ０．９８０ ０．９８９ ０．９９０ ０．９７７

调整后Ｒ２ ０．９８０ ０．９８８ ０．９８８ ０．９７５ ０．９８７ ０．９８７ ０．９８３ ０．９８２ ０．９８９ ０．９７４ ０．９８０ ０．９８９ ０．９９０ ０．９７６

　　注：１．所用模型是⑧，其中，Ｙ是“人均实际ＧＤＰ”，Ｎ是“采掘业或采矿业就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比重”。上述拟合系数都
能通过１％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数值是ｔ检验值。２．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
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

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古；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华东

地区包括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上海；华南地区包括广东、广西、海南；华中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河南；西北地区包括陕

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西南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广西；京津冀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长三角

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西三角地区包括陕西、四川、重庆。３．数据由Ｓｔａｔａ１２．０软件计算得来。

　　四、各行业比较分析

将⑧式中的Ｎ（采掘业或采矿业就业人员占当地
人口的比重）先后分别替换为其他行业（农林牧渔

业、制造业、电煤气水供应业、建筑业、交通仓储邮电

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零售贸易业、

住宿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科技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

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业、卫生社保和社会福利业、文

体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的就业人员占当地

人口的比重，可得一系列关于某行业就业人员占当地

人口比重与人均实际ＧＤＰ的对数指数模型。由于一
些变量缺乏２０１２年的数据，因此我们使用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１年的数据进行非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６和表

表６　各行业对数指数模型中的ｃ０值
产业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华北 东北 华东 华南 华中 西北 西南 京津冀 长三角西三角

农林牧渔业 ４．７ ５．２ ４．６ ５．２ ５．７ ４．５ ４．１ ４．６ ３．９ ５．１ ４．３ ７．０ ４．２ ４．１
制造业 ７．３ ７．２ ６．７ ７．０ ７．３ ７．１ ７．５ ７．０ ６．７ ７．１ ６．４ ７．９ ８．０

５．９

电煤气水供应业 ９．２ ８．８ ７．９ ９．５ １０．２ ７．８ １０．２ １４．４ ７．３ ９．０ ８．９ ２６．８ １３．３ ８．０
建筑业 ７．４ ７．５ ６．８ ７．０ ６．８ ７．７ ７．６ ７．６ ７．３ ７．６ ６．３ ８．２ ７．０ ６．２

交通仓储邮电业 ８．３ ８．１ ６．７ ８．６ ７．４ ６．７ ９．２ ８．４ ７．７ ８．８ ７．５ ８．１ ８．８ ７．８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１０．５ ９．０ ８．８ １３．２ ８．８ ９．５ １３．４ １０．１ ９．１ １４．８ ９．１ ８．１ １１．２ １０．７

批发零售贸易业 ８．１ ８．６ ６．３ ８．５ ６．５ ６．４ ８．３ ８．４ ７．０ ９．５ ６．７ ７．９ ９．５ ６．５
住宿餐饮业 ８．２ ８．１ ６．９ ８．０ ８．１ ６．７ ８．８ ７．６ ８．６ ９．１ ６．５ ８．１ ９．２ ７．０
金融业 １２．８ １０．８ １１．８ １３．６ １１．３ １７．８ １５．２ １０．７ １２．３ １５．５ １１．６ １１．０ １２．１ １０．９
房地产业 ８．６ ８．１ ７．７ ８．３ ７．８ ８．９ ９．５ ８．０ ８．２ ９．０ ７．２ ７．８ ９．５ ７．４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８．１ ７．８ ６．５ ８．２ ７．２ ６．７ ８．３ ８．５ ７．４ ９．３ ６．４ ７．５ ８．４ ６．５
科技地质勘查业 ８．６ ８．４ ８．３ ８．５ ７．９ ９．１ １０．７ ９．２ ８．４ ８．４ ７．６ ７．６ ９．５ ７．１

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０．０ ８．８ ８．５ １１．４ １１．６ ８．０ １２．９ ９．７ １１．８ １３．１ ９．０ １１．６ １２．０ ８．４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７．５ ７．７ ６．４ ８．０ ７．１ ６．１ ８．３ ８．８ ７．５ ７．３ ７．５ ７．４ ８．８ ６．８

教育业 １７．２ １５．８ １２．８ １６．８ １４．４ １１．８ ３０．６ ２１．９ １８．５ １７．５ １１．０ １３．７ ２０．６ ９．０
卫生社保和社会福利业 １８．０ １３．７ １６．６ ２１．７ １５．２ １７．６ ２１．０ １４．８ ２２．２ ２５．８ １５．９ １２．３ １６．７ １８．６

文体娱乐业 ９．６ ９．２ ８．３ ９．９ ９．２ ８．１ １１．９ ９．７ ９．８ １１．２ ８．１ ８．６ １２．３ ９．４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１２．１ １０．９ １０．４ １３．３ １３．０ ９．７ １６．２ １２．０ １４．１ ２３．５ ８．０ １３．３ １３．６ ７．７

采掘业 ５．２ ５．４ ５．４ ５．６ ５．５ ５．３ ４．８ ４．３ ５．４ ５．９ ４．８ ６．１ ５．２ ５．０

　　注：１．所用模型是⑧，其中，Ｙ代表人均实际ＧＤＰ，Ｎ代表“某行业就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比重”。上述拟合系数都能通过

１％的显著性检验，调整后的Ｒ２都大于０．９６。２．数据由Ｓｔａｔａ１２．０软件计算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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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表６中数字都是对数指数模型（ｌｎ（Ｙｉ，ｔ）＝ｃ０×
ｃ１
ｌｎ（Ｎｉ，ｔ）＋μｉ，ｔ）中的 ｃ０，全国范围内农林牧渔业的 ｃ０
是４．７；表７中数字都是 ｃ１，全国范围内农林牧渔
业的 ｃ１是０．９９，则“农林牧渔业就业人员占当地
人口的比重”与“人均实际 ＧＤＰ”的对数指数模型
是 ｌｎ（Ｙｉ，ｔ）＝４．７×０９９

ｌｎ（Ｎｉ，ｔ）。表８是各行业就业
人员占当地人口比重的均值，全国范围内，农林牧

渔业就业人员占当地人口比重的均值是０．０２‰，
将其代入上式，可得人均实际 ＧＤＰ的估计值是
１５０元，其他情况以此类推，由此可得表 ９。表 ９
中的第１列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１５０元名列第
１０位，用“１０”代替“１５０”，其他情况以此类推，并
按照表９第１列的从大到小顺序排列，即可得到表
１０。

摆脱资源诅咒困境、提高经济增速的方法之

一是产业多元化，表１０为产业多元化战略提供了
实证依据。由表 １０可得到如下启示：第一，在各
行业中，采掘业对各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处于中

等水平，按照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排序，全部

１９个产业中，采掘业位列９～１３位，因此正确实施
产业多元化战略有利于经济增长。第二，产业多

元化战略应重点发展 ７项产业，即卫生社保和社
会福利业、电煤气水供应业、文体娱乐业、信息传

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居民服务和其

他服务业、住宿餐饮业。上述 ７项产业对各区域
经济的贡献都高于采掘业的贡献，因此优先发展

这些产业，引导采掘业就业人口进入上述 ７项产
业，将有利于经济增长。第三，一些产业不宜替代

采掘业，包括交通仓储邮电业、农林牧渔业、租赁

和商业服务业、科技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公共设

施管理业、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业、金融业、制造

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业，原因在于：上述

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没有明显高于采掘业的贡

献。第四，各产业排名的区域间差异较小，观察任

意一个行业便可发现，区域间行业排名没有发生

太大变化，如卫生社保和社会福利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都处于 １～３位，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
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处于１８、１９位。

表７　各行业对数指数模型中的ｃ１值

产业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华北 东北 华东 华南 华中 西北 西南 京津冀 长三角西三角

农林牧渔业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９ １．０１ １．０２ ０．９８ ０．９７ ０．９９ ０．９７ １．０１ ０．９９ １．０４ ０．９６ ０．９９

制造业 １．１０ １．０９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０９ １．０８ １．１０ １．０９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０８ １．１１ １．１１ １．０６

电煤气水供应业 １．１１ １．０８ １．０８ １．１２ １．１２ １．０８ １．１２ １．１９ １．０７ １．１１ １．１１ １．３２ １．１５ １．０９

建筑业 １．０８ １．０７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６ １．０８ １．０８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０８ １．０６ １．０９ １．０５ １．０６

交通仓储邮电业 １．０９ １．０７ １．０６ １．１０ １．０６ １．０５ １．１０ １．０９ １．０８ １．１０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０９ １．０９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１．１１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１５ １．０８ １．１０ １．１４ １．１１ １．０９ １．１７ １．１０ １．０７ １．１１ １．１２

批发零售贸易业 １．０９ １．０９ １．０４ １．１０ １．０４ １．０４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０７ １．１２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１０ １．０６

住宿餐饮业 １．０７ １．０６ １．０５ １．０７ １．０７ １．０４ １．０８ １．０６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８ １．０６

金融业 １．１７ １．１３ １．１６ １．１９ １．１５ １．２５ １．２０ １．１３ １．１６ １．２２ １．１６ １．１４ １．１５ １．１５

房地产业 １．０８ １．０６ １．０６ １．０８ １．０６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０７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６ １．０６ １．０８ １．０６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１．０７ １．０６ １．０４ １．０８ １．０５ １．０４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６ １．０９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４

科技地质勘查业 １．０８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０７ １．０９ １．１１ １．０９ １．０８ １．０８ １．０８ １．０６ １．０８ １．０６

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１１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１４ １．１４ １．０８ １．１５ １．１０ １．１４ １．１７ １．１０ １．１３ １．１２ １．０９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１．０５ １．０４ １．０３ １．０６ １．０４ １．０２ １．０５ １．０７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４

教育业 １．３２ １．２７ １．２４ １．３３ １．２７ １．２０ １．４８ １．３９ １．３４ １．３３ １．２１ １．２５ １．３４ １．１６

卫生社保和社会福利业 １．２６ １．１９ １．２５ １．３１ １．２２ １．２６ １．２９ １．２２ １．３１ １．３５ １．２５ １．１７ １．２３ １．２８

文体娱乐业 １．０９ １．０８ １．０８ １．１１ １．０９ １．０７ １．１２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３ １．０８ １．０７ １．１２ １．１０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１．２１ １．１７ １．１８ １．２５ １．２３ １．１５ １．２７ １．２０ １．２６ １．４３ １．１３ １．２３ １．２１ １．１１

采掘业 １．０１ １．００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１ １．０１ ０．９９ ０．９８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１ １．０３ ０．９９ １．０１

　　注：１．所用模型是⑧，其中，Ｙ代表人均实际ＧＤＰ，Ｎ代表“某行业就业人员占当地人口的比重”。上述拟合系数都能通过

１％的显著性检验，调整后Ｒ２都大于０．９６。２．数据由Ｓｔａｔａ１２．０软件计算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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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各行业就业人员占当地人口比重的均值 ‰

产业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华北 东北 华东 华南 华中 西北 西南 京津冀 长三角西三角

农林牧渔业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２

制造业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电煤气水供应业 ０．１９ ０．３１ ０．１５ ０．１３ ０．１７ ０．１９ ０．２３ ０．１９ ０．１６ ０．１７ ０．１１ ０．２１ ０．３５ ０．１２

建筑业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２

交通仓储邮电业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９ ０．０６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２

批发零售贸易业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住宿餐饮业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２

金融业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房地产业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２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科技地质勘查业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０

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教育业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卫生社保和社会福利业 ０．１１ ０．１２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１３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１２ ０．１０ ０．１３ ０．１０ ０．１３ ０．１２ ０．１０

文体娱乐业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３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采掘业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１１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１３ ０．０８ ０．１２ ０．０９ ０．０９

表９　各行业人均实际ＧＤＰ估计值 元

产业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华北 东北 华东 华南 华中 西北 西南 京津冀 长三角西三角

农林牧渔业 １５０ ２２９ １２９ １１８ １９４ １８４ １９９ １７０ １１８ １４９ ９１ ２５０ ３０９ ９３

制造业 ５１ ５９ ６４ ５０ ５７ １１１ ４７ ５４ ４７ ６９ ４４ ４６ ３７ ５３

电煤气水供应业 ４９２ ７４９ ２９０ ３３０ ５５１ ３４２ ８６９ １５１５ ２７５ ３７４ ２４６ ９６０４ ４０９４ ２２９

建筑业 １０９ １６２ ９９ ８８ １４２ １５０ １１９ １１４ ７６ １２１ ７１ １４９ １８６ ７６

交通仓储邮电业 ２１０ ２９３ １６１ １５８ ２１０ １８４ ２８３ １７９ ２０６ １８７ １２８ ２０９ ３８８ １５６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３１０ ３９１ ２３２ ２７１ ２９４ ３２７ ４７３ ２８３ ２３１ ４２９ １５５ ３２９ ６３１ １９７

批发零售贸易业 ９０ １３２ ９７ ７０ １２５ １４１ １１０ ９９ ７９ ８３ ６７ １１９ １４３ ７６

住宿餐饮业 ２４７ ３３６ １９３ １８９ ２９５ ２２９ ３１１ ２０２ ２１９ ２６７ １２６ ３２１ ４４１ １５２

金融业 ６１ １１６ ５６ ４１ ７６ ３８ ５９ ９４ ６７ ４４ ４１ ９０ １１７ ３９

房地产业 ２６２ ３４４ ２０４ ２０３ ２９８ ３０９ ３３９ ２１９ ２０１ ３１１ １３７ ３３０ ５１０ １６５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１４３ ２０９ １２９ １０５ １４３ １７５ １６６ １２９ １２２ １２４ ９０ １７３ ２３４ １０７

科技地质勘查业 １４０ ２４２ １２１ ９１ １６５ １３７ １７７ １７２ １２６ １１５ ７７ １８５ ２９４ ７９

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３０ ２０３ １１４ ９７ １３６ １５０ １５２ １２８ １０５ １２０ ８６ １８８ ２４２ ９４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２５９ ３６７ １８５ ２３１ ２６９ ２１１ ３４２ ３２１ ２２４ ２６６ １６９ ２８８ ５４６ １７１

教育业 ５ ８ ７ ４ ７ １７ ２ ３ ４ ４ ６ １０ ５ １０

卫生社保和社会福利业 ５８６ ５９３ ４４４ ６０７ ６０４ ５０６ ８０３ ４６０ ５８０ １０５９ ３３４ ５２６ ７９６ ４１２

文体娱乐业 ３６２ ４８５ ２５３ ２８１ ３４４ ３０５ ５６８ ３９５ ３３５ ３７１ １９３ ３６４ ９２４ ２５１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２１ ３９ ２４ １３ ２０ ４０ １７ ２１ １３ ８ ２５ ２３ ３４ ２９

采掘业 １５９ ２２７ １４７ １３７ １８１ １８２ １５８ １１５ １４９ １７４ １００ ２４２ ２２９ １１０

　　注：将表６的 ｃ０、表７的 ｃ１、表８中相应行业就业人员占当地人口比重的均值代入⑧中，即可获得人均实际 ＧＤＰ的估
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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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各行业人均实际ＧＤＰ估计值排序表
产业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华北 东北 华东 华南 华中 西北 西南 京津冀 长三角西三角

卫生社保和社会福利业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２ ２ １ １ １ ２ ３ １
电煤气水供应业 ２ １ ２ ２ ２ ２ １ １ ３ ３ ２ １ １ ３
文体娱乐业 ３ ３ ３ ３ ３ ５ ３ ３ ２ ４ ３ ３ ２ ２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４ ４ ４ ４ ６ ３ ４ ５ ４ ２ ５ ５ ４ ４
房地产业 ５ ６ ５ ６ ４ ４ ６ ６ ８ ５ ６ ４ ６ ６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６ ５ ７ ５ ７ ７ ５ ４ ５ ７ ４ ７ ５ ５
住宿餐饮业 ７ ７ ６ ７ ５ ６ ７ ７ ６ ６ ８ ６ ７ ８

交通仓储邮电业 ８ ８ ８ ８ ８ ９ ８ ８ ７ ８ ７ １０ ８ ７
采掘业 ９ １１ ９ ９ １０ １０ １２ １３ ９ ９ ９ ９ １３ ９

农林牧渔业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９ ８ ９ １０ １２ １０ １０ ８ ９ １２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１１ １２ １１ １１ １２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３ １２ １０
科技地质勘查业 １２ ９ １２ １３ １１ １５ １０ ９ １０ １４ １３ １２ １０ １３

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３ １３ １３ １２ １４ １３ １３ １２ １３ １３ １２ １１ １１ １１
建筑业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３ １２ １４ １４ １５ １２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５

批发零售贸易业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４ １５ １５ １４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４
金融业 １６ １６ １７ １７ １６ １８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７ １７ １６ １６ １７
制造业 １７ １７ １６ １６ １７ １６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６ １６ １７ １７ １６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７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教育业 １９ １９ １９ １９ １９ １９ １９ １９ １９ １９ １９ １９ １９ １９

　　注：此表是表９中每列数字从大到小排序后的序号。

　　五、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１．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基于２００４—２０１２中国市级面板数据，本文考察

了资源丰裕度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采用面板数

据模型、非线性模型研究发现，非线性模型的可决系

数更高，对数指数模型调整后可决系数都超过

０９６，说明资源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
关系。

２．资源诅咒与资源祝福并存
基于对数指数模型，发现资源诅咒命题在宏观

中国大陆地区不成立。将中国大陆分为东、中、西三

大区域发现，资源诅咒命题在东部地区成立。将中

国大陆分为华北等７个小区域发现，资源诅咒命题
在华东、华南地区成立。在京津冀、长三角、西三角

三区域，资源诅咒命题在长三角地区成立；在其他区

域，资源祝福命题成立；较其他区域而言，在西北地

区、京津冀地区，发展资源产业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３．产业多元化战略应立足于发展７项产业
卫生社保和社会福利业、电煤气水供应业、文体

娱乐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餐饮业对各区域经济

的贡献都高于采掘业的贡献，因此优先发展这些产

业，适当引导采掘业就业人口进入这些产业，将有利

于经济增长。而交通仓储邮电业、农林牧渔业、租赁

和商业服务业、科技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公共设施

管理业、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业、金融业、制造业、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业不宜替代采掘业，其原

因在于，这些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没有明显高于

采掘业的贡献。

４．各产业对经济贡献排名的区域间差异较小
观察任意一个行业发现，区域间行业排名没有

发生太大变化，如卫生社保和社会福利业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都处于１～３位，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
育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处于１８、１９位。限于篇
幅，不再讨论各行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差异的经济学

原因，以后的研究可针对此问题进行专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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