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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将资源诅咒问题的研究领域由矿产资源转向耕地资源，从耕地资源丰裕度和耕地资源依赖度两个层面来验

证耕地资源诅咒问题。以我国 31个省区 1995～2015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耕地资源丰

度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耕地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不存在

资源诅咒；但是，耕地资源依赖度存在明显的资源诅咒效应，即便在控制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各变量后，这种效应依然显

著；技术创新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制造业投入和政府干预程度这四个因素成为了引发我国耕地资源诅咒效应的传导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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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field of resource curse is changed from mineral resources to cultivated land re⁃
sources, and the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 abundance and dependence are used to verify the curse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Taking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1995 to 2015 as the research sample, this paper uses
the spatial panel data model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 abundance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
tween the abundance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there is no resource curse. However,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 dependence has obvious resource curse effect, which is still significant even after control⁃
ling the variables affecting economic growth. The level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degree of opening to the out⁃
side world, the inpu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degree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have become the transmis⁃
sion channels of the curse effect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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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资源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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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作

用。但是，耕地资源的有限性与经济增长的无限

需求之间势必会形成矛盾。因此，政府越来越关

注于耕地资源的稀缺性问题，学术界也开始研究

耕地资源的禀赋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

中国而言，耕地资源密集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

比耕地资源稀缺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快，这貌似暗

示着我国耕地资源也存在“资源诅咒”现象 [1]。“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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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诅咒”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著名的命题，意指

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比资源相对稀缺的国

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更慢 [2]，即自然资源的优势

并没有促进经济发展，反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阻

碍作用。

关于“资源诅咒”的研究最早起源于 Auty，他
于 1993年在研究产矿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时首次

提出了“资源诅咒”的假说 [3]。此后，学者们对资

源诅咒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煤炭、石油、天然

气等矿产资源方面，如邵帅通过我国 29个城市

1998～2008年煤炭生产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

各个城市煤炭生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传

导机制，结果表明煤炭资源的开发确实阻碍了煤

炭城市的经济增长而存在“资源诅咒”效应 [4]；在

现有的研究中大多数都采用一般的计量分析方法

研究资源诅咒问题，如胡援成等通过模型构建和

运用面板门槛回归分析，得出了人力资本投资水

平是影响我国省际层面“资源诅咒”存在的关键

因素，提高人力资本投入水平可以有效地解除

“资源诅咒”现象 [5]。

综上可知：一是“资源诅咒”假说是否成立受

资源类型、区域位置、时间等因素的影响，目前仍

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二是现有关于“资源诅咒”

的定量研究都忽略了地理空间效应的影响，导致

分析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差；三是资源丰度指

标选择混乱，混淆了资源丰裕度与资源依赖度的

关系，导致无法正确反映资源禀赋水平；四是研

究对象相对集中，缺乏对资源的分类研究。现有

的“资源诅咒”验证对象主要是煤炭、石油、天然

气等矿产资源，很少涉及到其他类型的资源。鉴

于此，本文以我国 31个省区 1995～2015年的面板

数据为样本，在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前提下，首

次尝试对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是否存在“资源诅

咒”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对其传导机制给出了

理论分析与解释。这对于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

程，提高城市化水平，提升耕地资源利用质量具

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为国家制定保证耕地

资源供给、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

考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资源诅咒”假说的实证检验所采用的模型中

大多采用 Sachs和Warner所建立的一般截面数据

模型 [6]；这种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被大多数研究者

使用，但是这一方法的基本假设之一是模型中的

误差项为独立同分布，忽略了区域经济发展之间

的空间相关性。空间计量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正

好弥补了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这一缺陷，并且越

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区域经济时都开始关注经济

变量对空间的依赖性与自相关性 [7]。空间自相关

性的测量首先是通过计算Moran指数进行空间统

计分析，其次构建数量模型实证分析各个自变量

与空间权重变量之间的关系 [8]。Moran指数的计

算公式为：

Moran's I =
∑
i = 1

n ∑
j = 1

n

Wij ( )Xi - X̄ ( )Xj - X̄
S2∑

i = 1

n ∑
j = 1

n

Wij

……（1）

式中，S2= 1n∑i = 1
n

( )Xi - X̄ ；X̄= 1n∑i = 1
n

Xi，n为区域单

元个数，W是二值空间权重矩阵，用来表达 n个区

域单元空间邻近关系，可以用邻近标准或距离标

准来衡量。Moran’s I的取值范围是 [-1,1],如果 I
值为零时，则不存在空间自相关，呈独立随机分

布。

本文以我国 31个省区的样本数据为依托，以

空间计量的基本理论为基础，将面板数据模型与

“资源诅咒”问题相结合，构建了空间滞后面板模

型和空间误差面板模型两种模型：

yit = α0+α1 ln GDPi,t - 1+α2LRit+α3Xit+λ∑
j

wij μjt+
εit,ε ∼N( )0,σ2 IN …………………………………（2）

yit = β0+β1 ln GDPi,t - 1+β2LRit+β3Xit+ρ∑
j

wij yjt+
εit,ε ∼N( )0,σ2 IN …………………………………（3）

其中，y表示人均 GDP，用来表示地区的经济

增长率；研究时期滞后一期人均经济增长率（FB）
的自然对数用 ln GDPt - 1表示，耕地资源丰度设定

为 LR，具体通过耕地资源依赖度与耕地资源丰裕

度两个细化指标来表述；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组

成 的 列 向 量 ；i 和 t 分 别 表 示 地 区 和 年 份 ；

α0，α1，…α3，β0，β1，…β3 表示待估计参数；ε表
示随机误差项；λ为空间误差系数，说明地区经济

增长观测值的误差项所导致的区域溢出效应；ρ
为空间回归系数，表示样本观测值的空间依赖

性；本文分析中的空间权重矩阵形式采用常用的

地理相邻型，用W表示，并且在具体计算过程中

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 [9]，干扰项用 μ表示。

1.2 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 31个省区 1995～2015年的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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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为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根据 1995～2015年
《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区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

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分析整理而得。

1.3 变量选取与说明

本文研究中的因变量为地区经济增长率，计

量模型符号设定为 y，用人均 GDP的增长率表示，

自变量为耕地资源丰度，分解为耕地资源依赖度

与耕地资源丰裕度两个细化指标，计量模型符号

分别设定为 LY和 LE。具体而言，采用区域人均

耕地占有量来拟合耕地资源丰裕度指标 LE；采用

全社会从业人员中区域小农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

拟合耕地资源依赖度指标 LY。结合前人研究，本

文在考察耕地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过程中对控

制变量做出如下选择（表 1）。
表1 控制变量描述

定义

滞后一期人均 FB的自然对数

物质资本投资水平

人力资本存量水平

科技创新水平

城市化水平

对外开放程度

政府干预程度

地理区位因素

符号

ln GDPt - 1
PC
HC
TI
UC
OP
GI
DL

指标说明

根据公式计算而得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比重

大专及以上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

从事科技服务人数占总从业人员比重

城市化率

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比重

扣除科教文卫事业支出后财政支出占 GDP比重

地区道路里程与地区面积比值

在模型中的预期符号

—

+
+
+
+
+
-
+

本文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中比较重要的影响因

子，结合目前学术界公认的关于“资源诅咒”分析

的变量以及重要的传导机制因素，综合选取上述

一系列控制变量构建了本文“资源诅咒”分析所

采用的如下空间面板模型：

yit = α0+α1 ln GDPi,t - 1+α2LRit+α3PCit+α4HCit+
α5TIit+α6UCit+α7OPit+α8GIit+α9DLit+ρ∑

j

wij yjt+εit
……………………………………………………（4）

yit = β0+β1 ln GDPi,t - 1+β2LRit+β3PCit+β4HCit+
β5TIit+β6UCit+β7OPit+β8GIit+β9DLit+λ∑

j

wij μjt+εit
……………………………………………………（5）
2 实证分析

2.1 模型检验

本文借助最小二乘法，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模

拟估计了耕地资源依赖度（LY）与耕地资源丰裕

度（LE）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估计采用了

Husman检验形式，LE与 LY的检验结果分别为

31.08和 82.74，表明两者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

没有通过随机效应模型的假设 [10]。所以，结合本

文研究目的构建了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最小二乘法

估计，使用MATLAB 7.9.0得到估计结果表明在耕

地资源丰裕度（LE）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固定效应

模型中，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 Moran’s I指数通

过了检验，表明耕地资源丰裕度与区域经济增长

之间空间自相关性较显著；然而，在耕地资源依

赖度（LY）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固定效应模型中，虽

然 Moran’s I指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并没有

通过检验，但是资本输出、技术外溢等现象广泛

存在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故在分析影响区域

经济发展的因素时不能忽略其对耕地资源的依赖

性，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因此，本

文实证研究中运用的估计模型只能采用空间误差

模型。

2.2 耕地资源丰裕度（LE）的资源诅咒检验

在耕地资源丰裕度（LE）的资源诅咒检验中，

为了避免模型的多重共线性，本文将选取的各个

控制变量依次带入空间误差模型 [11]，分别构建了

模型 1到模型 8，对其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如

表 2所示。

由表 2可知，各个模型的 R2、Sigma2 以及 Log
（L）值显示模型的整体拟合状况较好，这说明总

体而言，耕地资源丰裕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一

定的促进作用，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

即使是考虑到对外开放、人力资本、物质投入等

因素的制约之后，两者之间的正相关性依旧比较

显著，并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模型检

验，表明耕地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不

存在“资源诅咒”现象。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各个

控制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

差异，这从模型估计结果中每个控制变量的系数

值可以看出，其中，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最主要

的是人力资本变量，物质投入因素和对外开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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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次之。这表明区域经济

的快速发展不仅取决于当地耕地资源的丰裕度，

还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以及对外开放

程度的加深。但是，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呈负

相关，并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与预期不

符。

2.3 耕地资源依赖度（LY）的资源诅咒检验

对耕地资源依赖度（LY）的资源诅咒检验采

用了与耕地资源丰裕度相同的检验形式与检验方

法，检验结果如表 3所示。

由表 3的结果可知，耕地资源依赖度对区域

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两者之间呈现显

著的负相关性，即使是考虑到对外开放、人力资

本、物质投入等因素的制约之后，两者之间的负

相关性依旧比较显著，并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

下通过了模型检验，表明耕地资源依赖度与经济

增长之间确实存在“资源诅咒”现象。这可能是

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农业生产效率相对低

下，农业资金的投入产出效率较低，难以形成规

模优势，农业生产提升效率的可控性不强，导致

农业生产从业人员的投入产出弹性为负。第二，

在城市化进程中，随着耕地面积的减少对耕地资

源的依赖会因高额垄断收益的存在而产生巨大的

“成本”，从而抑制农业生产；第三，耕地资源并非

区域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而且自然气候条件以

及生产效率等因素对农业生产的严重制约，导致

农业生产的产业竞争优势丧失，从而使区域经济

的增长由于对耕地资源的依赖而受到限制。随着

人力资本成为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区域

经济增长对物质投入的依赖程度正逐渐降低，各

地区之间由于物质投入与对外开放所导致的经济

增长差异化程度也大幅度降低。

2.4 经济增长对耕地资源依赖的传导机制检验

为了具体分析耕地资源依赖度与区域经济增

长之间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以及耕地资源依赖度

与各个传导机制变量之间的关联性[12]，本文修正和

完善了邵帅、胡援成等文献中多采用的模型，综合

考虑各个传导机制变量之间的区域空间相关性，构

表2 1995～2015年耕地资源丰裕度（LE）资源诅咒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LE

lnGDP
人力资本存

量水平

物质资本投

入水平

对外开放程

度

科技创新水

平

政府干预程

度

城市化水平

地理区位因

素

R2
Sigma2
Log（L）

注：*，**与***分别表示在 10%，5%与 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下同

模型 1
0.026***
（-6.14）
-0.594***
（-17.65）

0.158***
(-2.53)
0.6341
0.0008
1614.21

模型 2
0.028***
（-5.86）
-0.616***
（-18.43）
5.245***
（-5.31）

0.137**
(-2.27)
0.6447
0.0008
1627.02

模型 3
0.025***
（-5.76）
-0.615***
（-18.52）
5.103***
（-5.21）
0.057**
（-2.47）

0.135**
(-2.36)
0.6461
0.0008
1631.75

模型 4
0.027***
（-6.03）
-0.648***
（-19.11）
4.873***
（-5.01）
0.067***
（-2.64）
0.124***
（-3.62）

0.127**
(-2.17)
0.6518
0.0008
1635.07

模型 5
0.028***
（-6.13）
-0.649***
（-19.16）
4.925***
（-5.04）
0.068***
（-2.83）
0.127***
（-3.67）
0.094

（-0.65）

0.126**
(-2.13)
0.6571
0.0008
1637.11

模型 6
0.026***
（-5.78）
-0.654***
（-19.47）
4.862***
（-4.95）
0.073***
（-2.54）
0.122***
（-3.71）
0.098

（-0.74）
-0.073**
(-2.46)

0.125**
(-2.05)
0.6614
0.0007
1639.09

模型 7
0.028***
（-5.47）
-0.683***
（-19.68）
4.751***
（-4.73）
0.065**
（-2.82）
0.125***
（-5.34）
0.102

（-0.57）
-0.068**
(-2.43)
-0.006***
(-3.38)

0.124**
(-2.12)
0.6511
0.0007
1646.33

模型 8
0.026***
（-5.31）
-0.685***
（-19.72）
4.787***
（-4.69）
0.067**
（-2.69）
0.126***
（-5.48）
0.103

（-0.68）
-0.071**
(-2.44)
-0.008***
(-3.37)
0.016
(-0.77)
0.127**
(-2.16)
0.6681
0.0007
164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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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空间误差面板模型与空间滞后面板模型：

Xit=α'0+α'1 ln GDPi,t - 1+α'2LRit+ρ'∑
j

wij xjt+ε' it,
ε' ∼N( )0,σ2 IN ……………………………………（6）

Xit=β'0+β'1 ln GDPi,t - 1+β'2LRit+λ'∑
j

wij xjt+ε' it,
ε' ∼N( )0,σ2 IN ……………………………………（7）

其中，被解释变量 X为六个潜在传导机制变

量所组成的向量，α'0 - α'2，β'0-β'2为待估参数，ρ'
和 λ'分别为空间回归系数与空间误差系数，ε'为
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其他变量含义与前

文相同。结果表明，在耕地资源依赖度的资源诅

咒传导机制变量中，制造业投入对耕地资源的依

赖产生了促进作用，导致耕地资源依赖与区域经

济增长之间呈显著正相关性，物质资本投入、技

术创新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与政府干预程度对耕

地资源的依赖产生了阻碍作用，导致耕地资源依

赖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性。由此

可见，我国耕地资源诅咒主要的传导机制变量是

物质资本投入、政府干预程度、对外开放程度与

技术创新水平等四个变量，耕地资源依赖可以通

过降低物质资本投入水平而阻碍区域经济增长，

耕地资源依赖可以通过强化政府干预、降低对外

开放程度、抑制技术创新而阻碍区域经济增长。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的实证分析

可知，耕地资源依赖度和耕地资源丰裕度与经济

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整体上耕地

资源丰裕度不存在资源诅咒效应，在城市化进程

的早期，耕地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发展存在弱的负

相关性，而在城市化进程的中后期，耕地资源丰

裕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两者

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表明耕地资源丰裕度

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不存在“资源诅咒”现象。

虽然区域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耕地资

源的开发利用，但是耕地资源的比较优势由于技

术外部性以及环境外部性难以转化为区域经济增

长的动力，或者说转化的成本过高而阻碍区域经

济增长，最终导致耕地资源依赖度与经济增长之

间“资源诅咒”陷阱的形成。

表3 1995～2015年耕地资源依赖度（LY）资源诅咒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LY

城市化水平

人力资本存

量水平

政府干预程

度

物质资本投

入水平

科技创新水

平

地理区位因

素

对外开放程

度

LNYO

R2
Sigma2
Log（L）

模型 1
-1.137***
（-3.983）
0.439***

（-15.651）

0.088
(-1.053)
0.7341
0.0003
953.217

模型 2
-1.103***
（-3.861）
0.407***

（-14.430）
2.345***
（-3.531）

0.047
(-0.427)
0.7447
0.0003
958.602

模型 3
-1.063***
（-3.766）
0.407***

（-14.352）
2.303***
（-3.521）
-0.004

（-0.023）

0.045
(-0.436)
0.7461
0.0002
958.275

模型 4
-1.148***
（-3.538）
0.408***

（-14.311）
2.273***
（-3.401）
-0.017

（-0.224）
0.024

（-1.162）

0.057
(-0.517)
0.7518
0.0002
959.071

模型 5
-1.043***
（-3.613）
0.408***

（-14.316）
2.225***
（-3.304）
-0.028

（-0.383）
0.027

（-1.067）
-0.214

（-0.693）

0.066
(-0.513)
0.7571
0.0002
959.113

模型 6
-1.027***
（-3.782）
0.408***

（-14.347）
2.362***
（-3.395）
-0.033

（-0.354）
0.022

（-1.171）
-0.228

（-0.741）
0.016
(-1.421)

0.075
(-0.805)
0.7614
0.0003
960.092

模型 7
-1.030***
（-3.547）
0.409***

（-14.368）
2.351***
（-3.273）
-0.035

（-0.482）
0.025

（-1.134）
-0.182

（-0.757）
0.015
(-1.423)
0.086
(-1.038)

0.074
(-0.812)
0.7511
0.0003
960.335

模型 8
-1.026***
（-3.631）
0.408***

（-14.372）
2.287***
（-3.169）
-0.027

（-0.369）
0.026

（-1.148）
-0.193

（-0.768）
0.015
(-1.424)
0.085
(-1.037)
-0.003
(-0.037)
0.077
(-0.816)
0.7681
0.0003
960.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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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导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增长对耕

地资源的依赖主要体现在对外开放程度的降低、

技术创新水平的抑制、物质资本投入降低产生的

劳动力与技术、资本的挤出效应；加强政府干预

产生的制度缺失效应等形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阻

碍作用。

3.2 对策建议

在城市化进程中，要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加以控制以维持在一个适度的水平，同时要加大

物质资本投入、技术创新投入以及完善的制度化

管理，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化进程中的负面

效应。首先，资源丰裕地区必须放弃单纯以自然

资源开发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战略，适度减少其经

济发展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积极实行以促进制

造业发展为核心的产业多样化战略；其次，合理

利用自然资源财富，加大物质资本积累和研发投

入力度，重视和引导高技术产业发展，提高区域

技术创新能力和效率；最后，适度减少政府对经

济的干预，提高政府支出的效率和透明度。东部

和中部地区应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对耕地资源

的利用进行动态、有效的监管，实施耕地资源节

约型的城市理性增长政策，避免耕地资源过度非

农化。对于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西部地区而言，

无论是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保护耕地资源则

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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