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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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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1年开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这种增长从何而来？2001年发生了什么重要
的大事呢？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

“入世” 经济起飞飞飞飞？

或是背后存在神秘的“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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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
收入数据——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名义GDP、三次产业就业、价格指数等
劳动力转移数据——包括2000年普查样本的1%和2005年人口抽查样本的20%
贸易额数据——2002年和2007年的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

• 模型
一个包含国内贸易、国际贸易和工人迁移的两部门多区域一般均衡模型

特色：（1）将土地集体所有纳入模型（使人口迁移变得困难）
（2）将户口制度引入模型（使迁移成本由沉没成本转为持续成本）

• 重要结论
2000至2005年间，国内贸易和移民成本的降低，以及引起的国内贸易和移民的增加，可以解释中国劳动生产率
增长总量的28%；与此相对的，国际贸易成本的降低仅能解释经济增长的8%

这些结果凸显出内部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与人们普遍认为的“出口推动型”增长形成鲜明对比

Abstract



1. Data, Facts, and Back-of-the-
Envelope Calculation



A.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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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Migration Policies and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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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口”制度：地区+生产部门

• 改革

• 省内移民 & 省际移民



C. Trade Policies and Patterns

• 改革

• 省内+省外+国外

• 省外进口占比与国际

进口占比均出现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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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Potential Gains from Migration and Trade
• 给定n省j部门的人均实际GDP 和劳动力在全国的占比 ，可得全国总的人均GDP为

, ，总人均GDP的相对变化率即为

, , , ,

• 其中 , ,

• 给定
/
，其中 是自给自足下的劳动生产率；定义 分别为

总支出中用于购买本省产品、外省产品及外国产品的部分，可以得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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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uantitative Model



Assumptions:

• N+1个地区：N个中国省份和世界 n {1, …, N+1}
• 两个贸易部分：农业和非农业 j {ag, na}

• 固定要素：用于住房和生产的土地和建筑

• 下标 ni: 从地区n向地区i的流向

• 上标 jk: 从部门j向部门k的流向

• 人口迁移：跨地区迁移、地区内从农村向城市的跨部门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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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 (1) 𝑢 = 𝜀 𝐶
,

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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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地区工人对于商品j的最终需求：(2) 𝐷 =  𝛼Ψ ∑ 𝑣 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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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工人偏好：

B.生产者:
拉格朗日方法可求！

• 在生产者完全竞争、以柯布道格拉斯技术生产下的边际成本:
(3)                                                                                   ——𝑐

• 由于冰山成本，生跨区销售和本地销售的商品价格存在差异：

• 通过最小化买价， 得到均衡时n地区中由i地区生产的j部门商品的贸易份额𝜋 和最终产品价格𝑃 ：

(4) (5)

• 均衡时，结合需求函数，n地区j部门的总收益𝑅 和总支出𝑋 为：
(6)                                                                                 (7)

A. Worker Preferences & 
B. Production, Trade, and Goods Prices



C. Incomes of Workers
• 本地户口人在固定要素上的收入=对当地固定要素的总需求支出：

• 地区n部门j的固定要素总收入为：

• 定义有效固定成本对工人的“返利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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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户口收入：

收入：



D. Internal Migration & E. Solving th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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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迁移占比：

E.均衡经济增长率：

• 𝑚 :  户口为(n, j) 并流动至(i, k) 的工人比例

• 最大化工人的福利：

Proposition 1: 

The share of (n, j) -registered workers who migrate to (i, k) is                                                          (10)

Total employment at ( i, k) is  

Proposition 2:

The change in aggregate welfare is                                                      (11)

where                                                  is region n and sector j’s initial contribution to welfare

Similarly, the change in real GDP is                                    (12) 

where                           is the contribution of region n and sector j to initial real GDP.      



F. Cali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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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真实数据估计
观测值

：由于缺乏2000年数据，故由2002年
数据近似得到

: 基于大量文献研究设置
: 

(1) OLS
(2) IV:   

a.邻近省份的距离加权平均收入
b.巴蒂克式的预期收入工具: 

2005人口普查数据 & 2000UHS数据



3. Inferring Migration and 
Trade Costs



A. Migration Costs

省际迁移工人面临的成

本是最大的，省内跨部

门迁移人员面临的成本

则小很多



虽然估计的迁移成本很大，但它们与我们认为对迁移很重要的因素有关，并且与来自个别调

查数据的证据大致一致。

• 劳动力迁移成本随距离增加而增加

• 劳动力迁移成本随年龄增加而增加

• 为维持较大的收入差距，存在巨大的劳动力迁移成本

• 未考虑地区偏好，导致结果较大（但不影响成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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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因素

• 2003 年颁布的《行政许可法》简化了暂住证的办理流程

• 户口制度改革

• 政府大量投资公路建设

A. Migration Costs



B. Trade Costs

优点

• 不受贸易量的影响或第三方效应的影响

• 不论贸易平衡与否，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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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rade Costs

贫困地区面临着更

大的出口贸易成本，

但相比于2002，
2007 年各个区域

的国内外贸易成本

均显著下降



4.Quantitative Analysis



A. Lower Migration Costs &
B. The Effect of Lower Trade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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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国际贸易，国内贸易和人口流动对GDP的贡献更显著

• 贸易成本下降带来的收益高于预估，人口流动成本的收
益低于预估



C. Decomposing China’s Recent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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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及人口流动成本的降低总共贡献了1/3以上的产出增长，国内贸易成本及人口流动成本约占28%，而
国际贸易成本仅占8%



5. Potential Gains from Further 
Reform



A. Further Reductions in Trade and 
Migration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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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国内贸易成本&美国人口流动比例



B. Land Reform

• 土地所有制改革将使人口流动量与福利提升，但真实GDP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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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onclusion



Conclusion
• 相比于“入世”带来的贸易自由化与出口扩张，中国政府在同一时期进行的内部政策改革
没有得到同样的重视。本文发现，这些改革有助于降低国内贸易和移民的成本，并且带来
的经济增长远大于国际贸易成本的影响

• 尽管国内贸易和移民成本有所下降，但中国进一步降低这些成本的空间仍然很大

• 本文的结果可能会导致人们得出结论，认为国际自由化对总体结果影响不大，但文章中量
化的贸易自由化的贡献只是贸易导致的资源重新分配的影响，但是，对外贸易自由化也可
能通过我们没有研究的其他渠道促进生产力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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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list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