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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增 长 源 泉 的 再 探 索

) 基于154 个经济体复杂度的动态面板分析
伍业君 王 磊

摘要 : 本文基于 197 5一20 10 年的引下C 四位码产品层面的出口数据 , 计算出了

世界上 154 个国家的经济复杂度 , 并对复杂度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绩效进行了分

析 首先 ,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 , 经济体的复杂度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稳健且一

致的正相关关系 其次 , 本文利用系统广义矩方法对 内生性及遗漏变量问题进行了

处理 , 同时 , 通过分组回归及逐个加入控制 变量的方法对稳健性进行 了检验 , 实证

结果证明 , 经济体整体复杂程度的提升有利于经济增长 "本文丰富了比较优势演化

理论的实证研究 , 同时 , 对 20 08 年全球经济危机提 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 具有一

定的现 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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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50 年代罗伯特 #索罗就提出了解释经济增长源泉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模

型 , 在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关键假设条件下 , 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最终源于外生技

术进步的推动 , 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 , 不同国家的人均产出 !资本劳动比以及

工资水平都将趋于稳态均衡点 , 初始条件和随机扰动对总产出和消费没有长期的影

响 "然而 , 与索罗不同的是 , 以保罗 #罗默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是经

济系统内生的结果 , 而不是来自外力的推动 , 他们强调经济体行为自身的影响 "这

些模型大多数是以R am sey 一Cas s一K oo pm an s的内生储蓄率模型为基础 , 通过拓展资

本的内涵和外延 , 强调用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来解释技术进步对长期经济增

长的促进作用 "在尼古拉斯 #卡尔多的结构转换理论与保罗 #罗默新增长理论的启示

下 , H au sm an n an d Kl ing er (200 6) 等研究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学者开始关注知

识和能力对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 他们将知识及能力与产品及经济体的生产

结构联系起来 , 将抽象的知识具体化到产品之中 "H ausm ann and K linge: (2006)

提出了产品空间结构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 , 认为产品是个人和组织运用生产性知识

生产出来的 , 是知识和能力的载体 , 产品本身反映了经济行为主体所具备的这种生

产能力 , 对国家和地区而言 , 经济发展和结构转换本质是该国和地区的企业发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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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生产的产品并学习和积累生产这种产品能力的过程 "他们首先运用跨国截面数

据对国家经济复杂度与经济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 指出国家经济复杂度

的不同是造成各国经济发展绩效差异的主要原因 "

H idalgo and H ausm ann (2009 ) 进一步在跨国分析中首次强调了经济复杂度的

重要性 "基于知识和能力的网络理论 , 他们在 H ausm ann and K linge: (2006 ) 的基

础上 , 构造出衡量国家及产品复杂度的指标 , 并认为经济复杂度是国家生产多样化

产品尤其是生产更多更复杂产品的能力的反映 , 经济体生产结构的整体复杂程度与

其增长绩效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为尝试 , 他们首先运用跨国截面数据对国家经济复

杂度与经济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 指出国家经济复杂度即产品复杂

度与经济绩效正相关 "但是他们的研究可能存在以下问题 : 首先经济增长的截面回

归容易产生潜在的变量内生性问题和联立方程偏误 ; 其次 , 他们的模型可能存在变

量高度相关的问题 , 这会导致计量模型识别的经济关系不可靠 "鉴于此 , 本文首次

运用 154 个经济体 1976一201 0年的面板数据模型来估计经济复杂度与经济增长之间

的相关关系 "

二 !经济复杂度与经济增长的特征化事实: 跨国的考察

根据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 , 出口产品空间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

国和地区的要素桌赋结构和生产技术结构 , 产品之间的联系都基于生产这些产品所

需的某些能力的相似性 , 各国不是生产它们所需的产品 , 而是根据产品空间结构和

能力生产它能够生产的产品 "简言之 , 各国和地区是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

产品 , 经济体之间经济绩效的差异主要由其产品空间的稀疏程度 !空间中心位置的

高生产率的产品与外围低生产率的产品之间的距离所决定的 "不同国家的产品空间

及其结构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复杂度 "H ausm ann and K linge: (2006) 提出的衡

量经济体复杂度指标的构造基于 /能力理论 0, 即一种产品只有当其必须的能力都

具备时才有可能被生产出来 "因此 , 拥有更多能力 !多样化程度更高的国家与拥有

能力较少的国家相比 , 能够生产的产品种类就越多 , 产品的复杂度也更高 "此外 ,

能力的种类越多 , 能力的不同组合就越多 , 拥有能力较多的国家就更容易组合或者

发展新产品所需的新能力 , 比较优势演化更快 , 经济增长绩效越好 "本文以 R CA

指数来测度一国生产和出口某种产品的能力 7/, 如果一个国家在生产和出口某种产品

上具有显示比较优势 , 就代表该国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生产该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和能

力 , 为避免混淆 , 用M !代表 "在计算出R CA 指数的基础上 , 设定RC A IPI

1, 反之, RC瓜t<1, 则MIPI一0o 星,,一艺叽,;嵘,, -一艺叽, , ECI, r=牛
狱 -, -

) 1 , 则M :Pl=

艺叽,弓,,,, ,
P = l

其中 , i代表国家 , p代表产品 , t代表时间 , 具体指标 的计算参考 Hi da lgo and

H au sm an n (20 09 ) "E CI 综合测度一个国家的经济复杂度 "本文接下来观察经济复

-D R 创 , 二
艺入

其中 ,代表从TC 四位码的产品代码 , c代表国家 , t代表年份
压一乞

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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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低收入组经济复杂度 (ECI ) 与经济绩效 (LN G O p p E尺) 演变情况

尼尼尼 日匀匀丈丈丈 肯尼巫巫///

yyyea fff E C III L N G D P P E RRR ye 肛肛 E C III L N G D P P E RRR

1119 7 666 103 名555 5 .3 111 19 8 777 13 7 月888 5 .9 333

1119 7 777 10 6 .8 777 5 一4 888 19 8 888 14 1 0777 5 一9 555

1119 7 888 12 7 .5 333 5 .7666 199 000 14 7 .6333 5 月OOO

1119 7 999 1 11 8 000 5 月000 199 111 13 9 石333 5 .8 222

1119 8 000 12 1 .6 666 6 一0555 199 222 14 3 名222 5 7 999

1119 8 111 14 2 召444 5 名888 19 9333 14 9 名666 5 .4 000

1119 9 555 12 9 刀777 5 召111 19 9444 15 4 石222 5 石999

11199 666 14 1.6 111 5 召333 19 9555 14 7 .1 333 5 8 000

111 99 777 14 2 召888 5 2 222 19 9666 14 8 石333 6.0 555

11199 888 13 9 几666 5 ,3 111 19 9777 1 48 石666 6 .1111

1119 9999 13 5 名OOO 5 一2 444 19 9888 1 50 月444 6 .1666

222 0 ()000 13 2与333 5 .0 999 19 9999 1 5 1.4 888 6 .0 444

222 0 0 111 12 3 名222 5 几444 2 0 0000 1 43 忍000 6 .0 000

222 0 0222 1 23 ,6 777 5卫111 20 0 111 1 4 1.4 888 6一0 000

222 0 0333 12 2 .1 111 5滩111 20 0 222 1 47 乃333 5 9 888

222 0 0444 12 4 之555 5.4 999 20 0 333 1 4 1.8 000 6 一0 888

222 0 0555 1 28名777 5石666 20 0 444 145 .1444 6 .1333

222 0 0 666 13 4 习lll 5 .5 999 20 0 555 1 45 几888 6 .2 666

222 0 0 777 1 28 ,4 666 5 7 222 20() 666 150 4444 6 一4 222

222 0 0 888 1 28习111 5 .9 000 20 0 777 145 7 444 6 .5 888

222 0 0 999 1 22 .6 777 5 名444 20 0 888 1 52 名555 6 .6 555

222 0 1 000 12 1.2 222 5名666 20 0 999 148 习666 6 .6 000

注: Ni ge r国家很多数据缺失 , 表1展示的是所有世界银行及联合国商品贸易库提供的数据 , 因为缺失数据年

份不一 , 所以与中高收入组分开展示 "

杂性与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 "

本文分别从低 ! 中 ! 高收人组选择如下代表性经济体 : 肯尼亚 !尼日尔 !中

国 !马来西亚 ! 日本和美国 "表 1报告这些代表性经济体的经济复杂度 (ECI ) 与对

数形式人均 GD P 之间的动态演化趋势 , 结果显示 , 经济体的人均 G D P 与其经济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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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高收入国家经济复杂度 (E CI ) 与经济绩效 (LN G O p p E R) 演变情况

已已已已,来西亚亚亚 中国国国 日本本本 美国国

YYY earrr E C III L N G D P P E RRR E C III L N G D P P E RRR E C III L N G D p P E RRR E C III L N G D P P E RRR

1119 8666 133 3 777 7 .4 777 13 5 .4 444 5 .6 333 18 7 石888 9 7 222 17 0 7 111 9 8 222

1119 8777 1 34 冷333 7 .5 777 15 0 .6 333 5 5 222 18 8 忍lll 9 习lll 17 2 3 222 9 .8 777

1119 8888 1 43刀777 7 .6 333 15 5 7 000 民6 444 18 8 .7 666 1 0.1000 17 0 .4 777 9 .9 444

1119 8999 1 4 1 9 888 7 .7 000 15 7 .1333 5 7 333 19 0 .6444 1 0刀999 17 7,9 000 10 刀000

1119 9000 1 4 1.2 999 7 侣OOO 15 3 7 555 5 7 555 18 8 石888 10 .1222 17 5 ,8 222 10 刀444

1119 9 111 14 3 刀ggg 7 .8 888 15 4 另666 5 .8000 ]9 0 名333 10 忍444 17 8习666 10 刀666

1119 9222 14 6 之111 8 ,0 444 16 1 .1222 5 .8999 19 2 .4555 10 .3 333 1 8 2之999 10 .1000

111 99 333 15 2 之999 8 .1444 16 6 石999 5 一9222 19 7 .1 111 10 庵666 1 87 4 999 10 .1444

111 99 444 15 4 卫333 8 .2 222 16 8 之888 6 .1555 19 7 .8 888 10 石555 1 86 ,9 222 10 .1999

1119 9 555 14 9名555 8召777 165 召222 6 4 000 19 2 7 666 10石444 18 0刃lll 10 ,2222

1119 9 666 15 6 .9666 8 .4 777 170 刀111 6 石666 19 7 月666 10 石222 18 3 名111 10 忍777

1119 9 777 15 4名555 8 一4 444 166 .1 666 6 .6 555 19 4 -4 777 10滩333 18 3滩111 10 .3222

1119 9 888 15 5召555 8 一0 999 1 66 7 444 6 7 111 19 4忍lll 10 .3333 18 2 .8 111 10 3 666

1119 9 999 15 4 习666 8 .1 555 1 66 .1 000 6 7 666 19 0 .8 555 10 连555 18 0 .1 111 1 0 4 111

2220 0 000 15 3刀OOO 8召OOO 1 67 2 222 6名666 19 1 .6 000 10石lll 18 0 .4555 1 0 4 777

2220 0 111 15 3 .0 666 8 2 777 1 63 召555 6 .9 555 18 5连999 10 召888 17 6 .1 111 1 0 4 999

2220 0 222 15 4 .1444 8 召333 1 6 1.2888 7 .0 333 18 37 888 1 0 召333 17 3 ,4444 10 石lll

2220 0 333 15 3 名333 8 .4 000 1 60 .2222 7 .1555 18 27 555 10 4 111 17 2 .6000 10 乃555

222 0 0 444 15 4 7 333 8 万111 1 62 ,0 777 7 召111 18 27 555 10 .4 999 17 1.7444 10 石OOO

2220 0 555 15 4 刀888 8 .5999 1 65 石222 7 斗666 184 .8 333 10 .4 888 17 4 石666 10 石666

222 0 0 666 15 7 召777 8 .7000 1 69 石777 7 石333 187 .8 888 1 ",4444 17 7 7 111 10 7 111

222 0 0 777 154 .1000 8 .8 666 16 8 滩222 7 名888 185 .9 444 1 0 4 444 17 4 名888 10 7 555

222 0 0 888 159 .1444 9 刀111 1 74 夕333 8 .1444 190 月000 1 0 乃555 17 8 .5 555 10 7 666

222 0 0999 158 .1111 8一8666 16 9 7 333 8 .2 333 183习888 1 0石888 17 4 ,0 555 10 7 333

222 0 1000 157 .2 444 9 一0555 17 0 .0 111 8 .3 999 1 84 7 999 1 0 .6 777 17 2 .7 777 10 7 666

注: 表1 ! 2 数据来源相同, 由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提供数据计算所得"

杂度之间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 , 随着各经济体的经济复杂度的提高 , 其对应的收人

水平也呈上升态势 "以中国为例 ,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的经济复杂度一直处于上升

通道 , 人均G D P也随之不断提升 "

从表 1 !表 2可以看出以下规律 : (1) 在一国范围内 , 经济绩效与经济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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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随时间而递增 , 低收人组虽然波动很大 , 但是基本趋势仍然是上升的; 中高收人

组复杂度与经济绩效上升趋势都较为平稳 "(2) 横向比较而言 , 经济体复杂程度越

低的国家 , 收人水平越低; 经济复杂程度高的国家 , 收人水平则越高 "其中较为特

殊的是 , 美国和 日本 , 19 85 年以后 , 经济复杂度上升幅度并不大 , 而且 , 进人 21

世纪以后 , 复杂度有下降的趋势 "如 日本 , 19 86 一1990 年 , 复杂度均值在 188 以

上 , 1990年代复杂度均值为 194 , 2000 年以后经济体平均复杂度降到 184 的水平 "

美国1990 年以前 , 经济复杂度的均值为173 , 1990 一2000 年之间 , 复杂度均值上升

到 18 3的水平 , 但是 2001 年以后 , 经济复杂度呈现出下降趋势 , 新世纪以来 , 经济

体复杂度均值仅为17 么 美 日两个大国比较而言 , 美国的复杂度显得比日本复杂度

低 , 这与 Felipe et al. (2010 ) 和 H idalgo and H ausm ann (2009) 的研究结论基本

相同 ,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 , 可能的原因是文章指标计算所采用的是出口产品数

据 , 没有包括服务业出口数据 , 这样可能会导致美国复杂度的测度值偏小 ; 此外 ,

还有可能是出口产品数据并不能完全反应一个国家的整体生产结构 , 导致复杂度计

算存在测量偏差 "尽管如此 , 要寻找一个能够反映世界上 154 个国家的生产结构的

细分数据 , 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 借鉴以往的研究 , 笔者认为 , 虽然可能存在测量偏

差 , 但是所测度的指标仍然能够反应复杂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基本关系 , 不会对结

果造成颠覆性的影响 "

根据经济体的整体复杂度与经济增长的描述性事实 , 接下来 , 我们进一步讨论

二者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实证检验如下命题: 经济体的复杂度的提升有利于经济持续

增长 "

三 !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1.模 型设 定

要验证经济复杂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 首先我们构建一个增长决定方程或

者生产函数 : yi ,, = F( E以 ,, ,凡,) , 其中 , y为对数形式的实际人均 G D P , E CI 为经

济复杂度 , x是一系列除经济复杂度以外的控制变量 , 主要包括资本 !人口 !政府

最终消费支出 !外部债务 !人口增长率 !外商直接投资 !资源享赋等变量 "

参考以往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 , 并在充分考虑模型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 !多重

共线性以及变量内生性三个问题的基础上 , 本文待检验的命题可以用如下的经济计

量模型来表示 :

LN GD p pE R ,,, = a +胭 以 ,, + 奴 !, 十毛+奋+从,

其中 , i,t分别表示国家以及年份 " LN G I护尸百尺;,, 表示 t年 i国实际人均 G D P 的

对数形式 , E以 ,, 代表经济体的复杂程度 , xi ,, 表示一系列影响国家经济增长的控

制变量 , 兀代表时间效应 , 或代表未被观察到的国家特征 , 从,, 是残差项 "

在上面的增长决定方程中 , ECI 是关键解释变量 , 本文待检验的命题为 : 经

济复杂度越高 , 则经济绩效越好 , 即

示了经济复杂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况 刀G 口尸尸石尺

舀E C I > 0 "也就是检验 刀> O , 刀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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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 处理

本文采集的是1976一201 0年之间联合国及世界银行统计的200 多个经济体的所

有相关数据 , 被解释变量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 本文选择用世界银行 W DI 数据

库的人均G D P来度量 事实上 , 在已有的研究经济增长的文献中 , 用来测度经济

发展绩效的指标有很多 , 例如 , G DP 增长率 !人均 G D P及其增长率 ! 民主发展水

平等 , 本文主要关注生产结构或出口产品结构的整体复杂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选择人均 G D尸作为经济发展水平来度量是合理的 , 我们利用世界银行 W DI 数据库

中各国的 G D P 指数 , 将各国的名义人均 GD P 折算成以美元计价的不变价人均

G D P , 同时为降低异方差的影响 , 最终 , 取对数形式的实际人均G D P作为经济增

长绩效的刻画指标 "为了保持样本的有效性 , 本文剔除了部分人均 G D P数据统计

严重缺失的经济体 , 具体是指去掉人均 G D P统计年限不到 10 年的经济体 , 仅保留

统计年限 10 年以上的经济体; 由干世界银行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统计的国家

代码不一致 , 将两者的国家对应后 , 最终得到154个经济体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集 "

关键解释变量生产结构与出口产品结构的整体技术含量 , 即经济复杂度用联合国商

品贸易数据库 SI TC vZ 四位码产品的出口贸易数据作为基础数据计算而得 , 具体计

算方法与步骤参加本文第二部分 "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 , 例如 , 资本 !劳动力 !人力资本等 "为了准确反

映经济复杂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 避免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 , 根据已有

的研究 , 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口 ! 资本 !储蓄率 !外商直接投资 !政府债

务 !人力资本 !外债 !资源察赋等一系列控制变量 "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范式下 , 研究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文献均以新古典生产函数

为基础进行拓展 , 绝大部分实证研究依然认为资本和劳动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

要要素 "为了反映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本文选取世界银行W DI 数据库 154 个经

济体的资本形成率作为资本的代理变量 "根据B ar ro et al. (2004 ), 度量劳动的主

要指标有就业人数 !劳动者参与劳动的时间和强度等 , 一般而言 , 如果世界各国的

劳动法规基本相同 , 规定的劳动者每天工作的时间都相同的话 , 则国家之间劳动的

差异就主要源于各国的就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即就业率的差异 "为了反映劳动

对各经济体增长的影响 , 本文选择世界 W DI 数据库统计的各经济体的就业人口占

其总人口的比重来刻画各经济体劳动"此外 , 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 人口规模

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 人口规模的差异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分配 , 从而

影响微观行为主体的激励 , 最终影响经济增长 因此 , 在回归的过程中 , 本文还选

择各经济体的人口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 , 以反映人口规模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外债对经济体增长绩效的影响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热点 , 也备受争议 "例

如 , Tay lo r (19 98) 对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绩效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 发现巨

额外债是影响拉美国家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 巨额的外债极大的损害了这些

经济体的信誉和主权评级 , 继而严重地阻碍了拉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而 Sac hs

an d w 诩ia m so n (1985 ) 研究了东亚和拉美的经济增长绩效差异的影响因素 , 实证
分析发现 , 外债并不是造成两个地区经济发展绩效存在差异的关键因素 "他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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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在经济发展的起飞初期 , 韩国等东亚国家均存在大量的外部债务 , 而且并不比

拉美国家的外债总量少 , 然而 , 最终这些外债并没有成为它们经济增长的负担 "为

了反映外债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并检验模型的稳健性 , 在计量分析时 , 本文将

外债也作为一个控制变量纳人实证模型中 "

20 世纪 80 年以来 , 世界经济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和资本全

球流动 , 而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作用也备受学者们的关注 , 绝大部分经验

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的增长 "Bor en sz tei n et al . (19 98 ) 利用

68 个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 , 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 , 实证结果显示 , 外商直接投资是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进行技术转移的重

要渠道和载体 , 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远高于国内投资 , 但是外商直接投资

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发挥积极作用是有前提条件的 , 东道国必须有必要的人力资本储

备以形成必需的吸收能力 , 外商直接投资的这种技术植人作用才能充分发挥 "

Th an h and D uo ng (20 11) 则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越南经济增长的影响 , 他们发

现 ,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影响本土企业的出口倾向 , 进而通过出口带动来促进越南的

经济增长 "Bengoa and Sanehez一R obles (2003) 对拉美国家的实证分析 , 也得到类

似的结论 "为避免遗漏重要的解释变量 , 本文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控制变量 , 数据

取自世界银行 W DI 数据库 "

政府支出结构中的大量的非生产性消费会对经济运行造成重大的冲击 , 通过对私

人投资和消费的挤出效应 , 影响企业的经营与商业投资环境 , 刺激官员的寻租和腐败

活动 , 扭曲整个经济体的激励结构 , 阻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为此 , 在进行增长回归

的过程中 , 应将政府的最终消费支出作为控制变量纳人模型中 (Barr o et al ., 2004)"

根据人力资本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 人力资本是技术内生的重要表现形式 , 也是

技术进步的重要载体 , 常用的测度指标有公共受教育支出 !受教育年限 !各教育层

次的在校生数量 !识字率以及文盲率等 "一般的研究都选择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测

度人力资本的指标 , 然而 , 在进行跨国回归时 , 受教育年限并不能反映不同经济体

教育质量的差异 , 而几各经济体通常是每隔五年统计一次 , 没有连续的统计序列数

据 , 因此 , 本文最终选取识字率来衡量各经济体的人力资本 , 以世界银行 W DI 数

据库中的各经济体 15 岁以上的识字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度量

随着中东产油国在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收人分布中占据一席之地 , 石油等自然

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逐渐受到了经济学家的关注 有研究认为 , 自然资源对经

济体的发展而言是福音 , 有的则认为是诅咒 (B二nnsehw eiler, 2008) "SaChS and

W ar ne r (20 01 ) 研究发现 , 资源产品出口导致真实汇率提高而使初始产品的贸易条

件恶化 ; 或者资源国因为对资源品过度依赖 , 而在商品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多样化和

工业化方面缺乏激励 , 导致 /荷兰病 0 的形成 , 资源票赋 与增长之间存在负向关

系 "G ylfa so n (2001 ) 则发现自然资源丰富的经济体可能没有激励加大对人力资本

的投资力度 , 阻碍人力资本积累 , 从而导致经济丧失持久增长的动力 "然而 ,

Le de rm an an d M alon ey (2()0 7)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 , 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资源诅

咒 , 包括澳大利亚 !加拿大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等经济体在内的O E CD 国家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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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要指标统计性描述

变变量量 变量定义义 观测值值 均仇仇 标准误误 最小值值 最大值值

iiiddd 国家代码码 365888 77石65:弓999 44.1233888 lll 15444

LLLN G O PPE尺尺 对数形式实际人均 G O PPP 359777 8.02755999 1.549 17444 4耳4900222 11.6855444

EEEC III 经济复杂度度 365888 1567 :弓()666 21.412444 43.2555 244 .113555

(((书Pfff 资本形成率率 345222 23.16444 7之2611666 一23.762666 93.129333

eeem PPP 就业率率 231333 58,5581666 10石352222 30.444 86乃乃

gggOVVV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出 85666 54.9659 111 353 0 19111 OOO 193与2222

eeeXddd 外债债 222(22 2.22E+ 1000 4.74E + 1000 1t4OE +()777 5t5OE+ 1111

fffd iii 外商直接投资资 350444 5.38E+()999 2月7E +1000 一4.2Oe+ 1000 32 OE+ 1111

ppp()pggg 人口增长率率 365333 1 5027与999 1.45064444 一3一8201777 18石88333

eeeneee 能源净生产虽 (油当堆))) 282666 82784月999 230718召召 OOO 210000000

发展之初 , 都是依托其丰富的自然资源 , 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 , 以积累充足的资本

和人才储备 , 然后以此为基础 , 不断提升产业结构的复杂程度 , 最终成功步人高收

入经济体的行列 "根据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 B onaglia and Fukasaku (2003 ) 认为资

源丰裕度高的低收人国家应该发展以资源为基础的制造业 , 对初始产品进行深加

工 , 通过向上游或下游拓展产业链 , 来替代低技术制造业 , 提高生产结构的整体技

术含量 , 进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可见 , 虽然不同研究得到的结论不同 , 但资源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确存在 "作为控制变量 , 本文将各经济体的能源生产总量作为

资源丰裕程度的代理变量纳人到增长决定模型 "表3 列出了本文经济计量分析过

程中所涉及的所有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结果 "

四 !估计策略及实证结果分析

已有的关于经济体的复杂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大都采用的是跨国

的截面数据集 (H idalg " and H ausm ann , 2009; Jarr eau and Poneet, 2012 ) "但

是 , 采用截面数据来进行跨国实证分析存在如下问题 : 首先 , 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

经济发展绩效及其初始的收人水平与关键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 关键性的

解释变量可能与随机扰动项存在相关关系 "事实上 , 很多宏观变量之间存在相互依

赖关系 , 简单的截面回归可能导致模型设定错误 , 产生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毫无疑

问 , 在进行增长回归时 , 处理内生性问题是确保计量估计结果稳健且一致的重要步

骤 , 但 Ja rrea u et al . (2012) 等人的研究中均没有处理变量内生性问题 , 因此 , 其

实证研究得到的估计值可能是有偏的且不一致的 "其次 , 截面回归可能存在遗漏变

量偏差 , 很多未被观察到的随时间改变的国别特征可能被忽略 , 例如经济体的规

模 !经济地理区位 !历史起点以及制度环境等 , 这些因素不能完全在方程中反映出

来 , 从而全部进人到随机扰动项 , 造成遗漏变量问题 "再次 , 截面回归难以捕捉变



5国际贸易问题 6 20 13 年第1期 经贸论坛

量之间的动态关系 , 因此 , 本文在进行实证分析时采用跨国动态面板模型来消除截

面回归可能产生的问题 "

在实证分析中 , 本文的策略是 , 首先控制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 考察经济

复杂度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关系 ; 其次 , 对计量分析识别的相关关系进行稳健性检

验 "稳健性检验则先是通过逐个加人控制变量 , 观察 刀的符一号是否发生变化 , 之

后 , 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 , 本文按照收入水平进行了分组回归 , 验证系数符号的

稳健性 "为了得到可靠一致的结果 , 本文首先用简单的混合最小二乘方法对模型进

行估计 , 通过对混合最小二乘法进行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检验 , 并比较混合最小二

乘法与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效果 , F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 , 因此 , 选择固定效应模

型 "然后 , 本文再比较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 (R an do m Effe ct s) , H au sm an

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 , 最后本文的实证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限于篇幅 , 正文中

只报告了固定效应模型的计量结果 "

1.整体回归

表 4报告了固定效应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 , 所有方程的被解释变量都为对数形

式的人均 G D P , 本文最关注的是经济体复杂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为了准确识别

二者之间的关系 , 模型逐一加人了其他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计

量结果显示 , 表4 中的 (1) 一 (8) 列 , 经济复杂度的系数始终为正 , 并且都统计

显著 , 这意味着经济复杂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且一致的正相关关系 , 经济复

杂度的提升有利于提高经济体的发展绩效 "从表4来看 , 经济复杂度提高一个百分

点 , 人均收人水平约能提升 2到3个百分点 "

具体来看 , 方程 (1) 的解释变量只有经济复杂度 , 统计意义上非常显著 , 而

且符号为正 , 说明经济复杂度越高 , 经济增长越快 , 经济复杂度与增长之间存在正

相关关系 "方程 (2) 是加入控制变量资本形成率之后的结果 , 加人资本形成率之

后 , 复杂度的系数不仅没有减少 , 反而有所增加 , 说明经济复杂度对经济增长的正

向促进作用很稳健 , 加人资本后符号没有发生改变 "方程 (:3) 是加人控制变量就

业率后的结果 , 回归系数显示 , 资本形成率及就业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正 , 分别

为 0. 0163和 0. 0328 , t值在 0.1%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 这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一致 "加

人新古典框架中影响经济增长的两大最重要因素 ) 资本和劳动之后 , 经济复杂度

的系数仍然没有改变 , 说明复杂度对经济绩效影响的系数是很稳健的 "方程 (4)

在 (3) 的基础上加人了控制变量外部债务 , 结果发现外部债务的增加会促进经济

增长 , 这与Sac hS et al. (1985 ) 的研究一致 , 但是外债的贡献系数极小 , 虽然很

显著 , 但是影响几乎可以忽略 "经济复杂度与资本 !劳动的系数的符号及大小都没

有发生显著改变 "方程 (5 ) 中加人了人 口增长率 , 但是回归结果不显著 "复杂

度 ! 劳动及资本的系数大小与符号没有发生改变 , 而且回归结果仍然在 0.1% 的置

信水平下显著 "方程 (6) 中 , 加人控制变量政府的最终消费支出 , 按照新古典增

长理论 , 该系数应该为负 , 本文的回归结果支持这一理论 , 政府消费支出阻碍了经

济增长 , 主要变量经济复杂度的系数符号及大小依旧没有发生明显改变 "方程 (7)

中, 加人控制变量外商直接投资 , 该变量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为正 , 结果在 5% 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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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固定效应整体回归结果

(((((l ))) (2 ))) (3 ))) (4 ))) (5 ))) (6 ))) (7 ))) (8 )))

EEE C III 0 .0484***** 0 05()6***** 0.0月82***** O月2铭***** O刀252***** 0.0270 ***** O工2268***** 0 0:亏25*****

(((((4276))) (41.了4))) (19月6))) (11.24))) (10月6))) {5 96))) (岛.87))) (6召1)))

eeeaPfffff 0.0106***** 0 016爷**** O刀160***** () "1浦** *** O义)153 ** *** O刀17 0* **** O刀176*****

(((((((7.58 ))) fl().28 ))) (9 07 ))) (8.97 ))) (47 3 ))) (几(}4 ))) (4 89 )))

eeem PPPPPPP 0 0328***** (J( !383** *** 0 0385***** O 刀334**** O 刀:亏24**** "刀41种****

(((((((((9 09 ))) (7.72 ))) (77 4 ))) (3忍4 ))) (:弓13 ))) (3币2 )))

eeeXddddddddd 7石3e一12***** 7 53e一12***** 了7 le一12* **** 9召le一12 ***** 7 28e一12*****

(((((((((((18 98 ))) (18月7 ))) (12件2 ))) (8下O ))) (6 04 )))

ppp 12Pggggggggggg 0 1)111 住0750**** O 刀683**** 0力803****

(((((((((((((几泌))) (2名9))) (2书0 ))) (2月丁)))

gggOVVVVVVVVVVVVV 一0工幻9 58***** 一0.0 0979***** 一0 00921*****

(((((((((((((((一8石2 ))) (一8石5 ))) (一7 70 )))

自自!!!!!!!!!!!!!!! oj)0111 一1 38e一} l****

(((((((((((((((((一1.83 ))) (一2名8 )))

eeeneeeeeeeeeeeeeeeee O刀00 00308*****

(((((((((((((((((((3斗6 )))

CCCOnSSS 6召60***** 6石62***** 4 830***** 3.431***** 3 393***** 4 .173***** 4 .20 1***** 凡425*****

(((((2437 3 ))) (126召5 ))) (22.76 ))) (11 58 ))) (1 1 15 ))) (6名7 ))) (6月1 ))) (4月9 )))

时时间固定效应应 YESSS YESSS YESSS YESSS YESSS YESSS YESSS YESSS

国国家固定效应应 YESSS YESSS Y匕SSS YESSS Y巨SSS YE凡凡 丫HSSS YE凡凡

NNNNN 3 59 777 3科OOO 225444 1斗2555 142555 39 111 38777 34 {{{

ttt statlstles 一n pa阳nthe肥s: * p<0.05 , * * p<0刀l, ** * p< 0 00 111

注: 根据 !ta tall 计算 , 圆括号内为t位 , 不特别说明 , 下面所有表格相同二

信水平下显著 "加人该变量后 , 主要变量的符号的大小都没有发生显著改变 , 而且

回归结果仍然很显著 "方程 (8) 中加人资源控制变量 , 回归结果显示 , 资源变量

的估计系数为正 , 并且统计显著 , 这与Led erm an et al . (2007) 的研究结论一致 ,

即 /资源诅咒 0 可能不成立 , 资源对经济增长是存在促进作用的 "加人资源的生产

量后 , 除了外商直接投资变量 , 经济复杂度等其他解释变量的符号和统计显著性未

发生根本性的变动 , 表明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 "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符号发生了改

变 , 由正号改为负号 , 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能不稳健 , 事实上 ,

陈柳等 (2006 ) 对我国的实证研究发现 ,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可能存在阻

碍作用 , 原因是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的产业链与价值链形成了双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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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 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因此 , 对广大欠发达国家而言 ,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

出不能抵消对东道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制约作用 , 影响了东道国人力资本的形成与

积累 , 进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形成制约 ,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是负面的:

2 .稳 健性 检验

(l) 处理遗漏变量与变量内生性问题

固定效应回归中 , 经济复杂度 表 5 系统广义矩估计整体回归结果

指标 的系数为正 , 显著而且很稳

健 , 这意味着经济复杂度与经济绩

效 的相关关系为正 , 即复杂度越

高 , 经济绩效越好 对所选取的 154

个经济体而言 ,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显示提高产品的复杂程度有利于经

济增长 , 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的预

期完全一致 "但是固定效应回归也

可能存在以下问题 : 没有考虑遗漏

变量而导致的模型设定偏差或潜在

的变量内生性问题 1

本 文 利用 系 统广 义矩 (Sys -

te m 一G M M ) 方法 对遗漏 变量问题和

变量内生性问题进行修正 "该方法

能够充分利用短时间大截面的动态

面板数据的水平信息和差分信息 ,

由于充分利用滞后被解释变量与随

机扰动项的正交条件 (Ort hog on ali -

ty C ondition) , 因而能获得更多额外

的工具变量 , 克服由联立方程偏误

(Sim ultaneity EquantionS Bia !) 与遗

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 , 得到更

为精确 !有效且一致的估计 , 还能

减少有限样本偏差 "此外 , 系统广

义矩方法本身还可以作为识别计量

回归结果稳健性的一种手段

表 5报 告 了采用 系统广一义矩 方

法估计的结果 . Ar ell ano一Bon d 检验

与 Sa rgan 检验的结果表明 , 工具变

量的选择是合理 叮靠的 , 系统广义

矩回归的结果是可信的 "经济复杂

度 (ECI ) 的系数符号仍然都为正

((((( l ))) (2 )))

LLL -L N (ID P P F RRR O月()9* * *** "8 5 7* * ***

((((( 14 4石4 ))) (5 ()月2 )))

日日C lll O 刀()4 05 * **** 0 工)()40 6 ***

(((((8 .6飞))) (2石O )))

eeea P fff O 刃1 18 * * *** 0 .0 180 * ****

(((((只5 .4 1 ))) (4 ().3 6 )))

eee m PPP 一0 .0 0 20 5 *** 一0 .0 14 5* * ***

(((((一2召O ))) (一5书O )))

fffd iii 2 4 6 e一12 * **** 2 t4 9e 一1222

(((((3.57 ))) (1 76 )))

eee xddd 1 ;弓6 e一1 333 6 .3 1e一1333

((((( 1 .2 1 ))) (1 8 0 )))

ggg ()VVV 一0 .0 1)3 3 5 * **** 一O工)0 5 7 1* * ***

(((((一:考9.4 3 ))) (一2 3 .59 )))

ppp OP ggg 一0 tO 5 1O * **** 一0 tO 4 83 * * ***

(((((一2 5 7 3 ))) (一16石5 )))

eeen eeeee 一0 to ()0()0 0 2()000

(((((((一0 .8 1 )))

CCC()fl sss 0 .6 88 * * *** 1 7 36 * * ***

(((((伟.9 7 ))) (5月6 )))

NNNNN :亏6 666 32 555

时时问固定效J旋旋 Y ESSS Y ESSS

国国家lkl 定效应应 Y ESSS Y ESSS

AAA re lla no一日("nd test ar ( l ))) O -0 3 8 666 ().()8 0 666

AAA rel>a no一B 1)nd test ar (2 ))) ().2 0 7888 0 6 0 5777

SSS arg an resttt 0 tg 3 7777 0 .9 8 6333

ttt sta tisties in p aren th eses : *p < O 力5 , * *p < 0 .0 1 , ** * p < O ,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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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 而且都在 5% 的置信水平土统计 显著 , 系数值很稳定 , 与 H au sm an n an d

Kl in ge : (2006) 的结论一致 , 即一个国家的复杂程度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 经济体的

复杂程度是决定国家未来的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资本形成率与政府消费在所有方

程中都很显著 , 并且符号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 表明表 4识别的经济关系依旧是

成立的 "

(2) 稳健性检验

钱纳里等人在其 1986年所著 5工业化与增长 6 一书中指出 , 经济体不同的发

展阶段采取的发展战略不同 ,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 经济体复杂度与经济绩效的

关系可能在经济体之间存在差异 "为了进一步识别经济复杂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本文接下来对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进一步检验 "根据世界银行对经济体的划分标

准 , 本文将所有经济体按照人均收入水平划分为三组 , 其中 , 高收人组 , 人均

G D P在 10000 美元以上 ; 中等收人组 , 人均 G DP在 1000美元与 10000美元之间 ; 低

收人组人均 G D P低于 1000 美元 "表 6报告了稳健性检验的计量回归结果 "

分组回归结果显示 , 在控制经济发展水平的惯性和动态影响的基础上 , 经济体

的经济复杂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 表 6 中第 (1) 一 (3) 栏中 ,

经济复杂度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 表明经济复杂度的提升对不同经济体的增长均有显

著的正向贡献 "高收人组的回归显示 , ECI 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大 , 系数为

0. 0109 , t值在 0.1% 的置信水平下统计显著 , 与中 !低收人组及整体回归结果相比

较 , E CI 在高收人组的系数最大 , 这意味着经济复杂度对高收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 "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非常吻合 , 中低收人国家在追赶的

过程都是先通过物质资本积累 ! 固定资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 忽略了对人力资本及

创新能力的培养 , 因而 , 处在技术水平的中下水平 ; 但是发达国家更加注重人力资

本的培养 , 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品复杂度 ,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 往往处在技术前

沿 "实证分析的结果映证了H au sm an n afl d Hi da lgo (2009) 的结论 : 新的能力积累

的收益随着国家已经拥有能力的数量而指数递增 "拥有能力种类少的国家新能力积

累的收益很小或者可以被忽略 ; 而拥有能力很多的国家 , 能力积累有递增的收益 "

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而言 , 本文的结论证明了发达国家享受了能力积累的极大红利 ,

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能力的增加来实现 "

(3 ) 小结

本文利用 19 76 一201 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 , 验证了比较优势演化理论在解释世界

经济增长绩效方面的适用性 , 经济复杂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确存在正向关系 , 无论

是固定效应模型还是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 , 无论是否加人控制变量 , 复杂度的系数

都为正号 , 而且非常显著 , 这种关系不因回归样本的改变而改变 "无论对发达国家

还是欠发达国家而言 , 提升复杂度都有利于经济增长 , 但是复杂度对经济绩效的影

响力在经济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

3拓展分析 : 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可能解释

经济复杂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体现之一是国家能力总数的增加 , 能力的积

累有凸性特征 , 能力越多 , 能力积累的红利越大 , 如同垒积木 , 一个积木模型中模

4 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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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1) Low 一ineom eee (2 ) M 记一ineom eee (3) H igh一ineom eee

LLL 一L N G D P P E RRR 0 .97 1** *** 1 00 7 * **** 1.34 1* * ***

(((((27 ,55))) (74 忍7 ))) (112冷3 )))

EEE C III 0 刀10 4 ** *** 0 .0 0 3 17 * **** 0 刀1 09 * * ***

(((((5 石2 ))) (4.58 ))) (9名9 )))

eee aP fff 0 刀04 7 0* * *** O 刀1 29 * * *** O 刀10 2 * ****

(((((4 .12 ))) (11 05 ))) (20召6 )))

eee m PPP O一0 0 4 9333 一0刀0 92 5 * **** 0 .0 05 14 ****

(((((1.59 ))) (一6石6 ))) (3忍4 )))

eee Xddd 3 召4e一1 2* * *** I O O e一12 ** *****

(((((5 7 0 ))) (12 石3 )))))

fffd iii 6 3 6 e一12 *** 4忍s e一12* * *** 一1.5 6e一1 333

(((((1.97 ))) (6召1 ))) (一1.9 1)))

PPPO Pggg 一O一0 83 9 * **** 一0 .0 08 7 1******

(((((一5.16 ))) (一2.94 )))))

eee neee --() .0 0 00 0 0 86 4 *** 一O一00 0 0 00 2 8 6* * *****

(((((一24 4 ))) (一5.69 )))))

gggOVVVVVVV 一O一0 00 8 9 3 ****

(((((((((一2 ,85 )))

CCCon SSS 0 ,6 12 **** 1.6 18 * **** 0 2 6 3 ****

(((((2 石6 ))) (15 .45 ))) (3刀0 )))

时时间固定效应应 Y ESSS Y ESSS Y ESSS

国国家固定效应应 Y ESSS Y ESSS Y ESSS

AAA rellano一B ond test ar (1))) O刀61888 0.003999 O刀08111

AAA rellan于B ond test ar (2))) 0.268999 0.307555 0.274333

SSSa rga n te sttt 0 .9 9 5999 O一4 7 555 O习4 5 333

NNNNN 2 9 888 64 333 37 555

ttt statisties in p are nthe se s : * p<0 .0 5 , * * p < 0 .0 1 , ** * p <0 刀0 111

块越少 , 能够组合出来的模型就少 ; 模块越多 , 能够组合出来的模型就越多 (Hi -

da lgo and H an sm an n , 20 09 ) "因此 , 一个只能生产土豆的国家 , 能力种类相对较

少 , 能够生产出坦克的可能性就很小 , 而一个能够生产出飞机的国家 , 能力的种类

相对较多 , 而且能力更加复杂 , 能够生产出坦克的可能性就更大 "经济复杂度提升

的体现是产品种类的增加 , 产品种类增加能够提高产品空间的密集程度 , 而产品空

间密集度高的国家比较优势演化的速度相对较快 , 产品升级断档的可能性就小 "所

一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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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复杂度低的国家 , 能力越少 , 产品空间越稀疏 , 产品种类增加缓慢 , 比较优势演

化越慢 , 能力积累就越慢 , 产品升级断档的风险就越大 , 经济增长绩效越差 ; 而复

杂度高的国家 , 能力越多 , 比较优势演化得越快 , 产品复杂程度增加的越快 , 能力

积累的速度越快 , 产业升级断档风险越小 , 经济绩效越好 "一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

中 , 如果产品复杂程度低 , 产品种类少 , 则比较优势演化会很缓慢甚至停止 , 产业

升级就会出现断档 , 经济增长就会停滞 "在世界范围内, 如果类似的产业升级断档

现象普遍发生 , 则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就会发生 "这种升级断档的主要表现是: 出

口产品种类减少 , 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种类及比重降低 , 产业升级失去动力与方向 "

笔者认为 ,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 , 包括美国等处在技术先进的发达国

家在内的绝大部分经济体找不到产业升级的方向 , 比较优势演化中断 , 产业升级断

档 , 致使经济出现危机 "这可以从美 ! 日等国的出口结构的演变数据中得到证明 "

在 SI TC 四位码的 1006 种产品中 , 1980 年 , 美国出口产品共 681 种 , 其中 , 有

显示比较优势的产品种类为 257 种 , 占总产品种类的25.5 5% , 占出口产品种类的

37 .7 4% "而且出口的优势产品绝大多数为工业制成品 , 占70.8 2% "工业制成品

中 , 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少数 , 为62 种 , 而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占116 种 , 在有显

示比较优势产品中占比45 .14% "在20 00 年 , 美国出口产品73 6种 , 其中有显示比

较优势的占299 种 , 与 1980年相比 , 出口总数和有显示比较优势的产品种类数都有

增加 , 优势产品种类中工业制成品比重上升至 76 .25 % , 299 种优势产品中 , 知识与

技术密集型的出口优势产品占到 14 6种 , 占优势产品总数的48.83 % , 比 1980 年增

加了30种 "截止 2008 年 , 美国出口产品为725 种 , 其中有显示比较优势的产品种

类为305 种 , 与2000 年相比 , 占优势的产品种类虽有增加 , 但是都集中在资源密集

型产品种类上 , 2008 年资源密集型产品共78 种 , 比2000 年增加了6种; 知识与技

术密集型产品种类为 14 2种 , 与 2000相 比 , 种类有所下降 , 占优势产品总数的

46. 56% , 占比也有所下降 "

日本也是如此 , 1980 年 , 日本出口产品707 种 , 占总产品种类的70.27 % , 其

中 , 有显示比较优势的产品种类为 21 9种 , 占总产品种类的21 .76 % , 占出口产品种

类的 30 .97 % "而且出口的产品绝大多数为工业制成品 , 占有优势产品种类 的

93 .巧% , 资源º等初级产品一共只有 巧种 "工业制成品中 , 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少

数 , 为66 种 , 而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占110 种 , 即在有显示比较优势的产品中占

了50% 以上 "在 2000 年 , 日本出口产品种类为709 种 , 其中有显示比较优势的有

190 种 , 相比1980年种类虽然有所减少 , 但是其中工业制成品比重上升 , 190 种出

口有优势的产品中 , 初级产品减少至 6种 , 而工业制成品占据出口优势产品的

97 .8 9% , 知识与技术密集型的出口优势产品 占到 120 种 , 占优势产品总数 的

º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将产品分为10 部门: 0 食品及活动物 ; 1 饮料及烟类; 2 非食用原料 (燃料除

外); 3矿物燃料 !润滑油及有关原料; 4 动植物油 ! 脂及蜡; 5化学品及有关产品 (它处未列名的); 6 主要

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 7机械及运输设备; 8 杂项制品; 9未归人SI T C 其他类的商品和交易"通常将O一4类初

级产品归为资源密集型产品, 第6 ! 8 类工业制成品归为劳动密集型产品, 第5 ! 7 类工业制成品归为资本和

技术密集型产品"

4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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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5% , 比1980年增加了 10种 ; 劳动密集型产品减少至 64种 "2008年 , 日本出口

产品种类为 705种 , 其中 , 有显示比较优势的产品种类为 194 种 , 占出口产品种类

的27.52% "优势产品中工业制成品比重为 92 .63% , 其中 , 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品

种类为 111 种 , 比2000年减少 9种 , 占优势产品总数的58 42 % , 比重较 2000 年降

低约 5个百分点

从美国 ! 日本的出口产品种类及比较优势变化的事实可以看出 , 表 1及表 2随

机选取的6个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复杂度与经济增长的演化不只是一种巧合 , 而是

世界经济产业升级出现断档风险的表征 "无沦是肯尼亚 !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 ,

还是美国 ! 日本等技术前沿国家的经济复杂程度在 2() 06 年 ! 2007年开始呈现普遍

下降的趋势 , 即比较优势演化出现中断 , 从美国 ! 日本出口产的结构演变也可以看

出 , 2008 年 , 这些国家的出 [l 优势产品不仅种类减少 , 而且占出口产品的比重也

有大幅度降低 , 产品升级失去方向与动力 , 维持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演化与技术进

步停止 , 经济复杂程度得不到提升 , 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爆发

五 !基本结论

借鉴 Hi da lgo 等人对经济体复杂度的测度方法 , 本文测算了世界上 154个不同

发展程度国家的经济复杂度 , 通过对这些经济体 1976 一201 0年间的经济复杂度与经

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考察 , 发现 : (l) 经济复杂度与经济增长绩效之间存在

正向而且显著的关系 , 这一结论不因加人控制变量而发生改变 "(2) 本文利用系统

广义矩估计方法对内生性 !遗漏变量偏差等问题进行了修正 ; 并通过改变回归样本

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 (3 ) 本文研究发现 , 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同 , 复杂度对经济增长

的促进作用有所不同 "对高收人国家而言 , 复杂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 "(4) 基

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 , 加之对经济体产品空间结构演化的事实分析 , 本文对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 经济复杂度得不到持续地提升 ! 比

较优势演化缓慢甚至停止 !产品升级失去动力与方向是经济增长停滞甚至爆发危机

的根本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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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e xP !o re th e S o u ree of E eo no m ie P e rf o rm a nee

) B a se d o n D y na m ie P a n e l A n a ly se s o f 1 54 E co n o m ie C o m P le x ity

C o u ntrieS

W LJ Ye jun W A N G L ei

A b stra et:B ased on the S IT C version 2 fo ur- digital exPort s d ata in 1975 一20 10 ,

w e e ale u late d th e eo m P lex ity o f 1 54 c o u n tries .T h e P ap er d em o n stra tes th a t th e re

15 a so u n d an d co n sisten t P o sitiv e re latio n sh iP b e tw e en e o m P lex ity a n d e e o n o m ie

P e rfo rm an ee b y u sin g th e fi x e d一e ffe c t m o d e l. T h e n , w e u se sy ste m G M M to d e a l

w ith th e en d o g e n e ity P ro b lem a n d o m itt e d v a riab le s b ias . B a sed o n g ro u P ed d a ta

a n d ad d in g e o n tro l v a riab le s o n e b y o n e, w e te st th e ro b u stn e ss o f th e m o d e l. T h e

em P irieal an alysis su ggests that Prom oting the eount卿 . co m Plexity 15 benefi eial

to its e co n o m ic P e rfo rm an e e . T h e P a P er h as g re at P rae tie a l sig n ifi c an e e in th e fo l-

lo w in g ar e as : it e n rie h e s th e em P irie al an a ly sis o f e o m P a ra tiv e a d v a n ta g e e v o lu -

tio n th eo ry , a n d am P lifi es th e e x P la n atio n o f th e g lo b a l e eo n o m ie erisis in 2 0 0 8 .

K e yw o rd s: C om P lexity : E eonom ie P erfo rm an ee; Sy stem G M M : E eo nom ic c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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