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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 新疆区域经

济差距突出表现在北疆和南疆内部差距过大， 这成为制约新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主要障碍。
本文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对比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新疆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 结果显示， 考虑

劳动力流动因素后的模型显著性较不考虑劳动力流动因素的模型显著性得到明显提升， 劳动力

流动抑制了新疆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趋势， 但是新疆劳动力流动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经

济增长效应存在差异， 对经济较发达的北疆地区差距缩小有正向效应， 而对经济欠发达的南疆

地区差距缩小有负向效应。 对此， 协调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应重视劳动力流动的作用， 破除限制

劳动力流动的障碍， 注重对不同区域流动劳动力人口实施差别性治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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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劳动力大规模、 跨区域流动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空间动态演变的突出特点之一。 新古典经济

理论认为劳动力在区域间的流动改变了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状态， 实现了人力资本、 物质资本等生产

要素的跨区域流动， 对协调区域间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 伴随着我国流动人口规模的不断增

大， 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也呈现出持续扩大的态势， 劳动力从贫穷地区向富裕地区的流动并没有

使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出现理论上预期的缩小结果。 劳动力流动真的能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吗？ 如果能， 那又如何解释现实与理论的悖论？
关于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存在以下几种争论： 其一， 劳动力的跨区

域流动对区域间经济差距的缩小具有消极作用。 周加来、 李刚从要素流动的角度分析了劳动力跨区域

流动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 认为前者对后者具有扩大作用， 尤其在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６ 年间劳动力流

动对中国区域差距扩大的作用更加明显［１］。 段均、 杨俊认为劳动力转移虽然对整体经济发展产生了

积极效应， 但是我国劳动力转移的收入分配均等化效应下降， 导致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２］。 其二，
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能够有效地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李实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可以提高外出务工

家庭的收入水平， 从全国而言有助于抑制农村收入差距扩大［３］。 刘强认为区际大规模的劳动力迁移

是经济收敛的重要诱因， 是解决区域差距扩大的方法［４］。 王小鲁、 樊纲认为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有

助于缩小地区间的劳动报酬差距和人均 ＧＤＰ 差距［５］。 李宾、 马九杰将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劳动力流

动划分为三个阶段， 发现三个阶段劳动力流动的综合影响能够缩小区域差距， 而我国呈现的区域差距

与劳动力流动同时扩大的原因在于工业化、 城市偏向的财政政策和对外贸易等因素的影响［６］。 其三，
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许召元、 李善同对劳动力流动缩小区

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观点持怀疑态度， 通过构建包含资本外部性、 劳动力不完全流动和拥挤效应的两区

域模型说明了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不一定能缩小区域差距［７］。 洪兴建对我国八大区域人口流动份额

影响经济增长极化效应的分析也显示劳动力在区域间的流动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并不显著［８］。 樊士德、
姜德波的研究也认为劳动力流动对地区增长差距的经济效应存在不确定性［９］。 李浴发现东部地区劳

动力流入的加快有助于缩小东西部区域间差距， 而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入的加快则会导致东西部地区经

济差距加大［１０］。
新疆是我国多民族聚居的典型省份， 区内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已是学界和社会的共识， 高志

刚、 李建新、 付金存等、 李江南等均对新疆区域经济差距与协调发展问题做过较为深入的分析［１１ － １４］。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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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不仅是经济问题， 更有可能引起社会政治问题， 严重不利于新疆的经济社

会持续、 稳定发展［１５］。 新疆作为我国主要的劳动力流入省份， 流动人口的规模在西北民族省份居首。
近年来， 新疆区域内劳动力流动也日益活跃， 庞大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规模会带动资本和技术在区域

间的重新配置， 势必对新疆各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但在以往研究中却对此关注不足， 未能从

实证角度揭示劳动力流动对新疆经济发展的作用， 也没有明确指出新疆劳动力流动是否有助于新疆区

域经济差距的缩小， 不利于从流动劳动力的管理层面制定行之有效的促进新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政

策措施。
因此， 本文借鉴以往相关研究成果， 首先运用泰尔指数对新疆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动趋势进行了详

细分析。 继而构建了新疆区域经济差距收敛模型， 对比分析劳动力流动对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

响效果， 并深入分析了新疆各区域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地区的不同效应， 进而求证劳动力

流动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经济协调的重要性， 以期能够从劳动力流动层面为促进新疆区域经济

发展、 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提供新的视角和途径。

二、 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水平测度

改革开放以来， 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国内生产总值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３９ ０７ 亿元增长

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７５０５ ３１ 亿元， 增长了近 １９２ 倍， 人均收入水平也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３１７ 元上涨到 ３３７９６ 元，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但是新疆整体经济增长的背后却存在着不平衡发展的内生后果， 即区域经济

发展失衡突出。
１． 测度方法与数据选取说明

衡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方法多种多样， 各种方法也各有利弊， 本文采用泰尔指数来衡量新疆区

域经济发展差距， 这主要是基于泰尔指数具有可加分解的特性［１６］。 泰尔指数不仅能够衡量新疆整体

经济发展的差距水平， 而且能够将新疆划分为有限区域， 衡量各区域的差距水平和各区域差距对新疆

整体差距的贡献水平。
根据新疆的传统划分习惯和地域分布特点， 本文将新疆划分为三大区域， 分别为北疆地区 （乌

鲁木齐市、 石河子市、 昌吉州、 克拉玛依市、 伊犁直属、 塔城地区、 阿勒泰地区、 博州）、 南疆地区

（喀什地区、 和田地区、 阿克苏地区、 巴州、 克州） 和东疆地区 （吐鲁番地区、 哈密地区）①， 并用

ＴＮ、ＴＳ 和 ＴＥ 分别表示北疆地区内部差距、 南疆地区内部差距和东疆地区内部差距， ＴＤ 表示三大区域之

间的差距， 采用以 ＧＤＰ 加权的泰尔指数， 因此， 新疆整体差距 Ｔ 可表示如下：

Ｔ ＝ ＴＤ ＋
ＧＤＰＮ

ＧＤＰ ＴＮ ＋
ＧＤＰＳ

ＧＤＰ ＴＳ ＋
ＧＤＰＥ

ＧＤＰ ＴＥ （１）

　 　 即总体差距等于区域间差距与区域内差距的加权和， 区域间差距和区域内部差距的计算方式分别

如下：

ＴＤ ＝ ∑
ｉ

ＧＤＰ ｉ

ＧＤＰ ｌｎ ＧＤＰ ｉ ／ ＧＤＰ
Ｐ ｉ ／ Ｐ

æ
è
ç

ö
ø
÷ （２）

Ｔｉ ＝ ∑
ｉ

ＧＤＰ ｉｊ

ＧＤＰ ｉ
ｌｎ ＧＤＰ ｉｊ ／ ＧＤＰ ｉ

Ｐ ｉｊ ／ Ｐ ｉ

æ
è
ç

ö
ø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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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兵团直辖的五家渠市 （北疆）、 图木舒克市和阿拉尔市 （南疆） 由于数据限制， 暂未列入研究范围， 考虑到以上三个市地域相对
狭小， 故不会影响整体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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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ＧＤＰ ｉ

ＧＤＰ 表示各区域 ＧＤＰ 占新疆总 ＧＤＰ 的比重，
ＧＤＰ ｉｊ

ＧＤＰ ｉ
为各区域内部地州市 ＧＤＰ 占该区域

ＧＤＰ 的比重，
Ｐ ｉ

Ｐ 表示各区域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Ｐ ｉｊ

Ｐ ｉ
表示各区域内部地州市人口占该区域总人口比重。

本文选取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２ 年新疆各地州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总量来分析新疆近年来区域经济发

展差距的变动情况， 相关数据来源于 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３ 年各年份的新疆统计年鉴， 部分数据来源于各地州

市当年的统计公报。
２． 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泰尔指数对新疆整体差距、 三大区域差距及各地州市差距的分解计算， 本文发现， 新疆区域

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平衡性较大， 这种不平衡性不仅表现在传统上认为的新疆南北疆之间差距过大上，
同时更主要的表现在南疆内部和北疆内部差距过大。 各区域泰尔指数变化趋势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泰尔指数分解趋势图

首先， 新疆总体经济发展差距在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２ 年间呈倒 “Ｕ” 型发展趋势， 符合威廉姆森经济发

展差距先扩大再缩小的发展趋势。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８ 年新疆区域经济差距变动平稳，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６ 年新疆经

济发展差距出现了较快的扩大态势， 而在 ２００６ 年以后又出现了一个差距迅速缩小的阶段。 总体上，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６ 年新疆经济发展差距持续扩大， 而在 ２００６ 年以后迅速缩小。 ２０１０ 年以后新疆区域经济差

距又出现了扩大的趋势， 并且区域经济差距也处于较高的水平。
其次， 南北疆内部差距变化趋势较为相似， 也呈现了倒 “Ｕ” 型的发展趋势， 均是在 ２００６ 年前

后达到区域内部差距最大阶段。 ２００８ 年之前， 北疆地区的内部差距高于南疆地区， 而 ２００８ 年以后南

疆地区的内部差距更加突出， 在三大区域内部差距中居最高水平。 东疆地区的内部差距在三大区域中

差距最小， 且近年来东疆地区内部差距有不断缩小的趋势。 总的来看， 从 ２００６ 年以后三大区域内部

差距都出现了趋同的趋势。
再次， 新疆三大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化幅度较小， 并呈现逐渐收敛趋势。 新疆三大区域间的

发展差距并没有表现出如同区域内部差距一样的高度波动形式， 在整个时期内运行比较稳定， 大致在

０ ０３０ 左右， 在 １９９９ 年达到最大值 ０ ０３９， 而后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在 ２００７ 年降到 ０ ０２５。 近年来

新疆区域间差距出现小幅的上升趋势， 但整体上区域间差距的水平远低于北疆内部差距和南疆内部差

距水平。
图 ２ 反映了新疆三大区域内部差距和三大区域间差距对整体差距的贡献率。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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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新疆经济发展不平衡， 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是北疆区域内部差距和南疆区域内部差距过大， 新疆

区域间差距对整体差距的贡献率处于不断缩小的态势。 随着哈密地区的开发， 东疆地区内部差距已近

消弭； 南疆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为巴州和阿克苏地区， 这些地区与经济发展缓慢的和田和克州等地的

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北疆发展主要围绕 “乌鲁木齐—石河子—克拉玛依” 一线， 其他地区的发

展亦相对缓慢， 因此， 北疆地区内部差距趋同也存在很大困难。

图 ２　 新疆各区域差距对整体差距的贡献率

三、 新疆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１． 计量模型的构建与数据处理

新古典增长的收敛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速度与初始水平产出有关， 初始期的人均产出水平越高， 则

增长速度越慢， 初始期的人均产出水平越低， 则经济增长越迅速， 基于这一思想， 新古典理论认为贫

穷地区的经济最终会趋同于富裕地区， 即经济实现收敛。 新古典经济增长的收敛模型如下：
１

Ｔ － ｔ·ｌｎ Ｙｉ，Ｔ

Ｙｉ，ｔ

æ
è
ç

ö
ø
÷ ＝ α － １ － ｅ －β０ Ｔ－ｔ( )

Ｔ － ｔ ·ｌｎＹｉ，ｔ ＋ βＸ ｉ，ｔ ＋ μｉ，ｔ （４）

　 　 其中， β ０为收敛系数， 表示初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向稳态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收敛速度， Ｙｉ，ｔ 为

初始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Ｙｉ，Ｔ 为考察期期末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Ｔ⁃ｔ 代表考察期的长度， Ｘ ｉ，ｔ 为一

组控制变量。 在不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模型为绝对收敛模型， 如果 β ０系数为正， 则意味着初始

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初始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 从而说明存在着绝对收敛，
β ０值的大小反映了收敛趋势的强弱。

引起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以往的研究中， 学者们多从人力资本、 物质资

本投资、 对外贸易、 制度因素等角度探讨区域经济差距产生的根源［１７ － １９］。 新疆区域经济差距出现波

动既有地区先天优势方面的原因， 也有地区间经济结构差异方面的原因， 还包括各地区政策差异等原

因。 新疆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省份， 在政策上国家给予了大量的照顾， 优惠性政策的落实也吸引

了大量的投资落户新疆， 但投资倾向具有倾斜性， 因此， 我们将新疆的物质资本积累纳入控制变量

组， 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当年 ＧＤＰ 比重 （ ＩＮＶ） 替代物质资本积累。 新疆是我国向西开放的前

沿阵地， 陆路边境口岸和内陆口岸构成了新疆对外开放的重要基地， 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也可能是新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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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 因此将此指标纳入控制变量组， 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

（ＯＰＥＮ） 衡量市场开放度。 同时， 采用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ＦＩＮ） 作为评判市场化程度的指标，
市场化程度指标是一个逆向指标， 即财政支出占比越高说明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性越高， 则市场化

程度越低。 对于模型中的关键变量劳动力流动水平， 我们用新疆的劳动力流动率 （ＭＩＧ） 来衡量， 考

虑到数据的可得性， 这里用新疆人口的净迁移量占该地区总人口比重进行替代。 同时我们加入表示地

区差异的虚拟变量 Ｄｉ，ｔ ， 将劳动力的净流入地区视为发达地区， 并将 Ｄ 赋值为 １， 劳动力的净流出地

视为欠发达地区， 并将其赋值为 ０。 由此， 新疆地区经济增长的条件收敛模型如下式所示：
１

Ｔ － ｔ·ｌｎ ｙｉ，Ｔ

ｙｉ，ｔ

æ
è
ç

ö
ø
÷ ＝ α ± α１ ｌｎｙｉ，ｔ ＋ β１·ＭＩＧ ｉ，ｔ ＋ β２·ＩＮＶｉ，ｔ ＋ β３·ＦＩＮｉ，ｔ ＋

β４·ＯＰＥＮｉ，ｔ ＋ Ｄｉ，ｔ ＋ μｉｔ （５）
　 　 我们选取新疆 １５ 个地州市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横截面数据， 对流动人

口的数据统计以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三次人口普查为准， 劳动力流动率的计算是根据迁入人

口与迁出人口的差除以期初与期末人口折算获得。 其他指标数据依据当年统计年鉴获得。
２． 实证结果分析

利用 （５） 式对新疆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和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 年的地区经济增长进行条件收

敛分析。 由于在分析中地区虚拟变量不显著， 因而在模型中剔除地区虚拟变量， 回归结果如表 １ 所

示， 其中模型一为不存在劳动力流动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模型， 模型二为加入劳动力流动后的

经济增长收敛模型。

表 １　 劳动力流动对新疆区域差距收敛性分析 （ｎ ＝ １５）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

常数项
４ ５２３
（２ ６３５）∗∗

０ ３０２
（０ １５５）

３ ７２９
（１ ９７２）∗∗∗

４ ８０６
（２ ７００）∗∗

０ ９３５
（０ ５３０）

３ ２７１
（１ ９０６）∗∗∗

ｌｎｙｉ，ｔ－Ｔ
－ ０ ５５６

（ － １ ８８０）∗∗∗
０ ０１２

（０ ０７８）
０ ０７８

（０ ４３７）
－ ０ ６３５

（ － ２ ００９）∗∗
－ ０ ０３４

（ － ０ ２４９）
０ ０１５

（０ ０９０）

ＭＩＧｉ，ｔ — — — ０ ００９
（０ ８１４）

－ ０ ０１２
（ － １ ８８９）∗∗∗

－ ０ ０２６
（ － １ ９１６）∗∗∗

ＩＮＶｉ，ｔ
０ ６８３

（１ ７９８）∗∗∗
０ ３８５

（２ ０６７）∗∗∗
０ １０１

（０ ２６２）
０ ７２５

（１ ８３５）∗∗∗
０ ４２３
（２ ５３０）∗∗

０ ０６７
（０ １８３）

ＦＩＮｉ，ｔ
－ ０ ６１８

（ － ２ ６５９）∗∗
－ ０ １０２

（ － １ ７８３）∗∗∗
－ ０ ２４５

（ － １ ７０９）∗∗∗
－ ０ ５９０

（ － ２ ４７４）∗∗
－ ０ ２５８

（ － １ ８４１）∗∗∗
－ ０ ３２５

（ － １ ７５９）∗∗∗

ＯＰＥＮｉ，ｔ
－ ０ ０１２

（ － ０ ２２８）
－ ０ ０１７

（ － ０ ５２６）
－ ０ ００３

（ － ０ ０４８）
－ ０ ０１７

（ － ０ ３１２）
－ ０ ０２８

（ － ０ ９４８）
０ ０１７

（０ ２９３）

Ｒ２ ０ ４８６ ０ ３４５ ０ ２５４ ０ ５２２ ０ ５３１ ０ ３２２

Ｆ 值 ２ ３６７ １ ３１８ ０ ６１３ １ ９６２ ２ ０３９ ０ ８５３

Ｄ Ｗ 值 １ ６７８ ２ ０６８ １ ９２９ ２ ０１４ ２ ２６３ １ ４５１

　 　 注： 括号内数据为 ｔ 检验值， 其中∗代表通过 １％显著性水平检验，∗∗代表通过 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代表通过 １０％的显著性水
平检验。

　 　 从模型一中可以发现， 当控制了条件变量的影响后， 新疆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和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０
年的初期人均产出水平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 ０ ５５６、 ０ ０１２ 和 ０ ０７８， 这三个时期的人均产出水平收敛

系数只有第一个时期通过了 １０％的假设检验， 并且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的回归系数表明这阶段新疆地区差

距具有条件收敛的特性。 虽然后两个阶段的分析中初期产出水平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但是从其符号均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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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可知， 新疆的地区差距呈扩大的趋势。 从各控制变量对新疆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看， 在三个阶段

的分析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化程度均对地区差距的扩大起到了促进作用。
而加入地区劳动力流动变量后， 各阶段模型的拟合效果明显变好， 由此可以断定新疆劳动力流动

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 从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的回归结果看， 加入劳动力流动后的初期产出水平的

收敛系数为 － ０ ６３５， 较不考虑劳动力流动的 － ０ ５５６ 具有更好的收敛效果， 说明这时期劳动力流动

对新疆地区差距的收敛起到了促进作用， 劳动力流动缩小了新疆地区间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 从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的回归结果看， 加入劳动力流动后， 初期人均产出的回归系数为 － ０ ０３４， 而不考虑劳

动力流动的模型显示其值为正， 说明这一阶段的劳动力流动也有助于平衡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并且这

一阶段的劳动力流动对于新疆地区间差距的缩小具有显著的效果， 劳动力流动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则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会缩小 ０ ０１２ 个百分点。 从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 年的整个时期看， 劳动力流动有效地降

低了新疆地区差距的扩大趋势， 由于劳动力流动使得初期人均产出的收敛系数从 ０ ０７８ 下降到

０ ０１５， 从而减缓了新疆地区经济差距的发展速度。 对比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劳动力流动

对地区差距缩小的作用可以发现， 劳动力流动对人均收入差距缩小的作用在增强。 另外， 我们也能发

现， 在劳动力流动的同时， 物质资本积累的效应扩大了， 这可能是因为迁移劳动力携带了大量的物质

资本， 劳动力流动间接地带动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 从上述回归结果我们很难看出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内部经济差距

的影响。 实际上， 从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看， 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远高于东疆地区和南疆地

区， 因此我们这里将北疆地区默认为经济发达地区， 而将南疆和东疆地区默认为经济欠发达地区①，
运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的横截面数据对新疆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效果进行

分析， 回归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劳动力流动对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

变量 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 新疆整体

常数项

ｌｎｙｉ，ｔ－Ｔ

ＭＩＧｉ，ｔ

ＩＮＶｉｔ

ＦＩＮｉｔ

ＯＰＥＮｉｔ

Ｒ２

Ｆ 值

Ｄ Ｗ 值

－ ０ ４２６８ ０ １１４９ ０ １２２１
（ － １ ９５５７）∗∗∗ （０ ４２４） （１ ９８４７）∗∗∗

０ ０５１７ ０ ０１１５ － ０ ００６１
（２ ４６８３）∗∗∗ （３ ３３５７）∗∗ （ － ２ ４５１０）∗∗∗

－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１８ － ０ ００１５
（ － ５ ３８８４）∗∗ （４ ８６４５）∗∗ （ － ２ ７６４３）∗

０ ０４６３ ０ ０３４７ ０ ０２７４
（３ ６０６８）∗∗∗ （１ ４２８２） （２ １２８９）∗∗

－ ０ ０１９３ － ０ ０１２６ － ０ ０１９０
（ － １ ９９２２）∗∗∗ （２ ８２２３）∗∗∗ （ － １ ４７２４）∗∗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９０ ０ ００６７
（０ ２８８５） （１ ７９３２）∗∗∗ （２ ８２５２）∗

０ ９８９２ ０ ８２９８ ０ ７５４１
１５ ２７９５ ９ ７５２５ １０ ３７４６
１ ６３２８ ２ １４７３ １ ７３６９

　 　 注： 括号内数据为 ｔ 检验值， 其中，∗表示通过 １％的假设检验，∗∗表示通过 ５％的假设检验，∗∗∗表示通过 １０％的假设检验。

　 　 首先，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看， 该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新疆各地州市的经济增长情况， 新疆经济发达

地区除了开放程度指标外其他指标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且模型对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拟合程度达到

０ ９８９２ 的高水平； 欠发达地区的物质资本积累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其余指标对经济发展的解

·８７·
① 由于横截面数据模型回归对截面个数的限制， 故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南疆地区和东疆地区合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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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度较高， 通过了 １０％以内的假设检验； 各个指标对新疆整体经济增长收敛性的拟合程度也比较高，
劳动力流动和开放度指标通过了 １％的假设检验， 物质资本积累和市场化程度指标通过了 ５％的假设

检验， 其余指标也通过了 １０％的假设检验， 模型整体拟合程度达到 ０ ７５４１。
其次，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 新疆初始产出水平的收敛系数都比较显著， 较好地契合了新疆整体经济

与区域经济的发展特点。 北疆发达地区的人均产出增长的收敛系数通过了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南疆和东疆欠发达地区的人均产出增长的收敛系数通过了 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全疆各地州市的人

均产出水平的收敛系数在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说明初始水平的人均产出与地区经济差距的拟合

程度较好。 但从系数看， 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分别为 ０ ０５１７ 和 ０ ０１１５， 系数为正说明仅从发达地

区和欠发达地区各地州市的发展情况看， 并不存在经济发展的收敛， 反而表现为各自的发散趋势。 新

疆整体的回归系数为 － ０ ００６１， 由此算出收敛速度为 ０ ００５９， 若以此速度发展， 新疆将至少需要 １１５
年才能消除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差距的一半， 这表明新疆经济发展的收敛性较弱。 以上实证分析结

果与我们对新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分解分析中得出的结论较为一致， 都反映出了新疆南北疆内部发

展的发散性。
再次， 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远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化程度等指标的影响， 原因

可能是忽视了迁移劳动力所携带的资源禀赋差异。 这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迁移劳动力对经济发展的力

量， 同时也反映了由于受户籍制度限制， 导致人口流动性不足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不高。 但从分析中还

是能够清晰发现， 经济发达的北疆地区劳动力流动对区域内部经济发展差距具有收敛作用， 而经济欠

发达的南疆和东疆地区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发展差距具有发散作用， 但从整体看， 劳动力流动对新疆经

济发展的收敛仍然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四、 结论及政策启示

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一直是新疆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障碍。 本文首先通过泰尔指数测度了

新疆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水平。 其次， 引入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收敛模型， 分析了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

距产生的原因， 在考虑和控制劳动力迁移流动两种情况下对比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新疆地区经济差距

的影响。 通过分析本文得到以下基本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首先， 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仅表现为南疆、 北疆和东疆三大区域间的差距， 而且也存在三大

区域内部的差距， 并且后者是导致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的最主要原因， 区域间差距对新疆整体

差距的贡献度逐渐降低。
其次， 物质资本投资和市场化程度与新疆地区间经济差距具有正向关系， 新疆物质资本投资增加

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加剧了新疆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而劳动力流动和对外开放程度与新疆区域间

差距呈负相关， 新疆劳动力流动规模扩大和实施更广泛的对外贸易有助于新疆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

缩小。
再次， 劳动力流动能够加速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收敛。 考虑劳动力流动因素后， 新疆区域差

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明显抑制， 说明劳动力流动对抑制区域差距扩大具有积极作用， 加速劳动力跨区域

流动是缩小区域差距的一个有效途径。
最后， 新疆劳动力流动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具有不同的经济增长效应。 劳动力流动对于发达

地区内部差距缩小具有显著正向效应， 而对于欠发达地区差距缩小具有显著负效应， 但从新疆整体看

劳动力流动对差距缩小的积极效应高于消极效应。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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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劳动力流动在促进新疆经济发展、 平衡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加

速新疆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缩小新疆区域经济差距。 但目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依然存在， 长

期以来缺乏对流动劳动力的有效引导和管理。 对此， 新疆在制定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促

进劳动力流动政策体制建设， 进一步破除户籍制度等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障碍， 确保流动劳动力在迁

入地的合法权益。 针对新疆经济发展差距较大的不同区域应制定有差别的人口政策， 积极引导高素质

劳动力向南疆和东疆较为落后的地区流动， 从而带动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 加大对经济欠发达的

南疆和东疆地区的财政和金融的支持力度， 建立健全覆盖流动劳动力人口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

系； 建立统一的劳动力服务市场， 协调好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的劳动力需求与供给， 发挥

地区间流动劳动力的协同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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