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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奇迹的另一面》

内容概要

《经济奇迹的另一面：生产率缺失的中国市区县经济增长》（看似繁荣的中国经济背后为何潜藏着相
当危险的信号？）
著名经济学家韦森  著名学者秦晖  联合推荐
鉴于全要素生产率（TFP）在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长期以来，围绕这个
主题在经济学界曾出现过各式各样的讨论，甚至演变为争论。但误解也好，争议也罢，这些所反映出
的其实都是全球经济学家在密切地关注全要素生产率。一个理论概念和分析工具能够吸引到如此多的
目光，正是在于它反映并蕴含着一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源泉，地位极其重要，可持续的增长只能依
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来实现。
经济学家之所以如此关注全要素生产率，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概念本身有多么独特，更重要的原因是
，在20世纪的人类发展进程中，全要素生产率确实从一个相当独特的角度操纵了主要工业国家的兴衰
。因此，任何人都不能贸然否定全要素生产率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价值。
当代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转型期，“中国经济奇迹”将面临严峻挑战。任何人都无法
清晰地预测，如果继续当前发展道路，等待中国的未来将是什么样，但刚刚从历史舞台谢幕不久的剧
目足以警醒后人。因此，笔者撰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当代这样一个历史转折期的独特背景下
，帮助国人切实注意到全要素生产率这个重要经济概念，从而认识它，理解它，最终能够提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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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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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什么是经济增长
一、经济
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三、衡量经济增长
第二节  为什么要研究全要素生产率
一、经济增长理论概要
二、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
三、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第三节  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演进
一、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诞生
二、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技术的发展
三、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的新动向
第四节  全要素生产率到底在研究什么
一、新古典主义分析框架的指标选择
二、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区别
三、全要素生产率——当代经济学认知的边界
第二章  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历史TFP研究概况
第一节  国际性的TFP实证研究
一、世界生产率数据库
二、Baier-Dwyer Jr-Tamura的研究
三、Hall-Jones的研究
四、世界经济总量数据库
五、小结
第二节  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的历史TFP实证研究
一、美国
二、俄罗斯（前苏联）
三、英国
四、法国
五、德国
六、日本
第三节  世界其他重要地区的历史TFP实证研究
一、东亚“四小龙”
二、拉丁美洲国家
三、中东和北非国家
第三章  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TFP研究概况
第一节  中国宏观经济的TFP实证研究
一、针对20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宏观经济TFP研究
二、关于21世纪以后中国宏观经济TFP表现的部分研究
三、小结
第二节  地区宏观经济的TFP实证研究
一、地区及省域视角下的研究
二、地市及区县视角下的研究
三、小结
第三节  中国经济数据的问题及其对TFP分析结果的影响
一、GDP数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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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劳动数据问题
三、资本数据问题
第四章  近年中国全国的区县级经济增长TFP变化情况
第一节  2007~2010年中国市区县经济增长的TFP变动
一、2007~2010年的TFP平均变动
二、2007~2010年的TFP历年变动
三、关于TFP变动分解的讨论
四、关于市区县TFP变动加权整合的讨论
第二节  2007~2010年中国市区县TFP变动的分组比较
一、2007~2010年市区县TFP变动的地理分组比较
二、2007~2010年市区县TFP变动的市县分组比较
三、2007~2010年市区县TFP变动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分组比较
四、2007~2010年市区县TFP变动的山区县分组比较
第三节  2007~2010年中国市区县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
一、中国市区县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
二、中国市区县经济增长的转型分析
三、中国市区县经济增长的现状评述
第五章  近年中国各省的区县级经济增长TFP变化情况
第一节  中央直辖市
一、北京市
二、上海市
三、天津市
四、重庆市
第二节  华北三省
一、河北省
二、山西省
三、内蒙古自治区
第三节  华东六省
一、江苏省
二、浙江省
三、安徽省
四、山东省
五、福建省
六、江西省
第四节  华中三省
一、湖北省
二、湖南省
三、河南省
第五节  华南三省
一、广东省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
三、海南省
第六节  西北五省
一、陕西省
二、甘肃省
三、青海省
四、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五、宁夏回族自治区
第七节  西南四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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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川省
二、贵州省
三、云南省
四、西藏自治区
第八节  东北三省
一、辽宁省
二、吉林省
三、黑龙江省
第九节  港澳台地区
一、台湾省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
三、澳门特别行政区
第六章  关于中国TFP变动问题的讨论
第一节  市区县级数据与国家统计局数据的分析和比较
一、关于市区县级统计数据质量的讨论
二、关于全国宏观经济序列测算TFP变动的讨论
三、关于2007年~2013年1~9月中国宏观经济增长TFP表现的讨论
第二节  市区县级数据TFP测算结果的内生关联讨论
一、TFP变动与GDP变动间的内生关联讨论
二、TFP变动与全社会就业人数变动间的内生关联讨论
三、TFP变动与固定资本存量变动间的内生关联讨论
第三节  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进程比较
一、中国资本积累路径与东亚“四小龙”的比较
二、中国经济增长路径与东亚“四小龙”的比较
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应当注意的日本经验
第七章  中国与美苏的比较及战略思考
第一节  中国与美苏的经济增长历史进程比较
一、中国的历史定位
二、美国的成功经验
三、前苏联的失败教训
四、当代中国与美苏历史转折期的比较
第二节  中国与美苏的产业结构演进过程比较
一、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变
二、前苏联产业结构的历史演变
三、当代中国与美苏相同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比较
第三节  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策略调整的讨论
一、宏观层面的发展战略调整
二、产业层面的部门结构调整
三、空间层面的区域政策调整
参考文献
附录一  市区县级面板数据的TFP变动测算原理
一、DEA-Malmquist法
二、KSM法
附录二  市区县级统计数据的来源和统计性质
一、市区县级数据统计来源
二、缺失数据的估计方法
三、缺失数据的估计情况
四、指标数据的具体说明和统计性质
附录三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市区县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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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四山区县名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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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总觉得这事不太靠谱
2、没有生产率而是靠投资堆砌的增长，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令人警醒！
3、只读第一部分即可，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是负值，在2000-2007年一直在4-7%，要维持TFP的改善需
要做的是行业内的资源整合，淘汰落后产能，供给侧改革就是这个意思。GDP是结果，TFP是根本，
要提升经济增长不该修改尺子刻度，而是提升内在动力，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一步！
4、全要素生产率 T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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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整本书资料堆砌的性质非常明显，基本上看不到作者像样的分析。罗列了一大堆的资料，但书末
尾的总结却写的非常简单。其实看书的目录也能看出来，这本书基本上将世界各国各个时期的全要素
生产率的数据全部罗列了一个遍。虽然作者也发现了一个规律性的东西（人均GDP在6000国际元之前
，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要素积累），但是却没有专门展开谈一谈对这个规律的认识。唯一像样的分析在
亚洲四小龙部分，对克鲁格曼的东亚无奇迹做了很好的说明和批驳。但对于新加坡反常的全要素生产
率数据，却没有进行经济史方面的分析。总之呢，这本书无论自己引用的他人研究，还是自己统计的
数据都表明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没能步亚洲四小龙的后尘。单单从全要素生产率数据来看，中国经济
不比拉美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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