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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寻求正确理解藏文文献和西藏人文社会的方法，以达到最大程度的对西藏文化和社会的理解。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可以采用任何可取的学术方法，但是藏学研究必须坚持的最基本的原

则只有一条，那就是正确理解，而理解必须从细致的语文学实践出发才有希望达成。 

三十余年来，我一直喜欢崔健的歌，因为它让人在悲愤中依然坚持振作，在解构某种信念时

还给人以升起另一种信念的希望，充满了正能量。三十年余间，我在藏学中学步，步履蹒跚，曾

为我过去想象中的那座象牙塔和寻求中的那个香格里拉的崩塌和消逝而悲愤，但今天我依然对藏

学之象牙塔和香格里拉的重建充满了期待和向往。“光阴匆匆似流水，它一去不再回，不再有那

痛苦的梦，和无用的忏悔。我要洗清身上的尘灰和脸上的泪水，我要骑在那骏马上，把时光紧紧

追。”这是崔健《浪子归》的结尾，我听着觉得它催人振作，也给人以希望！ 

 

 

 

【论  文】 

族群多样性与地方经济增长 
——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证据1 

 

王振宇、顾昕2 

 
摘要：族群多样性的经济影响及其发生机制，是经济学中一个方兴未艾的前沿研究领域。文章利

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资料，构建了中国 300 多个城市族群多样性的面板数据，通过计

量分析发现，高的族群多样性显著降低了地方经济增长率。在考察了测量指标的影响和内生性问

题后，结论依然稳健。通过对影响机制的探讨，文章发现：高的族群多样性显著增大了语言沟通

成本，降低了私有部门投资率；另一方面，公有部门投资率不受族群多样性的影响，人均中央财

政转移支付和族群多样性显著正相关，这两者缓解了族群多样性的不利影响。以上发现，一方面

为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地方经济增长的差异性提

供了一个新的解释，并衍生出新的学术课题和政策意涵。 

关键词：族群多样性 经济增长 语言 投资 转移支付 

 

一、引 言 
 

族群多样性（ethnic diversity）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发生机制，是近 20 年来经济学中一

个方兴未艾的前沿研究领域（Easterly 和 Levine，1997；Alesina，Baqir 和 Easterly，1999；Alesina

和 Ferrara，2005）。在当今世界，族群多样性不仅呈现在国家层面（单一族群国家早已不复存在），

而且也呈现在地区、社区（社群）、组织甚至家庭之中。族群多样性通过族群认同等因素，引致

偏好异质性，影响着个体的微观经济选择，进而对集体的宏观经济表现产生了深刻影响。 

经由长期的历史演进和融合，中国成为一个多族群国家。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央政府自 1950

年代起，识别并确认了 56 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占据绝对多数，而其他 55 个民族被称为“少数

民族”。此外，官方还确认有近 50 多个未识别民族。不同族群的人口不均衡地混居在不同的地

方，不少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是中国众所周知的贫困地区。因此，在中国的不同地区，族群多样

性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这就构成了一个天然的社会科学实验场。族群多样性如何影响各地的经

                                                        
1 本文刊发于《财经研究》第 44 卷第 2 期。 
2 王振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顾昕，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本文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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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强化还是弱化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均衡？通过什么机制产生影响？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既有学术意义，又有现实和政策意涵。就学术意义而言，有关族群多样性与经济表现之关系的任

何定律和机制，其普遍性均需受到中国经验的实证检验。就现实政策意涵而言，其一，在中国政

府强调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彻底根除降低绝对贫困的公共政策背景之下，对族群多样性与区域经

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尤显急迫；其二，在中国“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下，

研究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也有助于我们深化有关民族政策影响经济的途径的了

解，并对症下药，促进民族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但对这样一个重要课题，国内经济学界尚未引起

足够的重视，相关的实证研究也很少。 

本文开创性地在市级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中国，族群多

样性和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关系，在控制了其他重要控制变量，考虑测量指标的

影响和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仍然稳健。通过对影响机制的探讨，本文发现，高的族群多样性

显著增大了语言沟通成本，降低了私有部门投资率，但公有部门投资率不受族群多样性影响，人

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族群多样性显著正相关，这两者缓解了族群多样性的不利影响。该结论有

丰富的政策意涵，说明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推广普通话、有倾向性的公共投资和中央转移

支付以及“兴边富民行动”等政策不仅在方向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力度上是有待加强的。此外，本

文还在方法上作出了一些边际贡献。相较于 Alesina，Baqir 和 Easterly（1999）、Dincer 和 Wang

（2011）采用的似不相关回归（SUR）模型，本文采用的双向固定效应（Two-way FE）模型很好

地解决了地区个体固定效应导致的遗漏变量问题，而且，本文还使用工具变量回归法解决了既有

文献未能处理好的内生性问题。 

 

二、文献综述 
 

Easterly 和 Levine（1997）开创了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领域。他们在这篇经典

论文里分析非洲诸国经济增长低水平即“非洲增长悲剧”的原因时发现，族群多样性与一个国家或

地区的宏观经济表现负相关。学界的研究对象从非洲拓展到其他地区乃至全球。Alesina，Baqir

和 Easterly（1999）确认了族群多样性对美国城市的经济表现有降低效应。Okediji（2004）发现，

种族/肤色及其教育差异对巴西各地区民众的收入增长潜力有着决定性的影响。Dincer 和 Wang

（2011）以中国省级行政地区为分析单位，考察了族群多样性对长期平均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认

为族群多样性显著降低了中国省级行政单位的经济增长率。 

当然，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永远是负面因素。Alesina 和 Ferrara（2005）指出，

纽约和洛杉矶是族群多样性很高的两个美国城市，既有最多的种族关系麻烦，也维持了最高的文

化创意和经济活力。他们构建了一个族群多样性成本收益的理论模型，认为族群多样性在对经济

增长带来潜在不利影响的同时，也会因能力、经验、文化的多元化带来某些私人物品产量的提升。

但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有益的作用，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更有可能呈现出来，尚需更多的实证研

究加以确认。Sparber（2009）发现，那些依赖于决策创意和消费者服务体验的行业受益于种族多

样性，而需要高水平团队努力的行业会因种族多样性而受损，这暗示了族群多样性所导致的高沟

通成本可能对有效经济活动的开展带来负向影响。可以说，这为 Alesina 和 Ferrara（2005）中建

构的模型提供了一部分实证基础。 

现有文献中关于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影响机制的探讨可以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 

既有文献对微观机制的考察主要是在公共经济学的视野之中，即认为高水平的族群多样性会

引发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尤其体现为诸多生产性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Alesina，Baqir

和 Easterly（1999）建立了一个偏好极化与公共物品提供模型，并据此使用美国城市数据进行了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族群分化（ethnic fragmentation）程度越高的城市，其生产性公共物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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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道路、排水和垃圾处理）提供的公共财政支出越少。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公共品集资模

式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选举人投票模型，而是很大一部分来自上级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倾向性转移支

付。毛捷、汪德华和白重恩（2011）的研究表明，中国实施的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显著促进

了民族地区公共支出水平的相对提高和公共支出结构的相对优化。 

文献对宏观机制的讨论集中在两块：第一是族群冲突及国家失败。很多跨国研究文献发现，

族群多样性程度较高会提高族群冲突的概率，不利于政治稳定和政府施政，导致国家失败（state 

failure），从而对长期经济表现造成负面影响（Easterly 和 Levine，1997；Rodrik，1999；Elbawadi

和 Sambanis，2002；Platteau，2009）。第二是族群偏袒与腐败。相当一部分文献发现，族群分化

度高的地方，寻租和政府腐败愈甚，而腐败在很多情况下会拉低经济增长（Shleifer 和 Vishny，

1993；Mauro；1995；La Porta 等，1997；Svensson，2000；Cerqueti 等，2012）。 

总之，关于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课题的研究产生了一些众所公认的研究成果，

但也面临着一系列学术挑战：第一个挑战，是确认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到底是负面还是

正面。绝大多数文献确认了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降低效应，只有 Alesina 和 Ferrara（2005）

基于模型推演认为族群多样性亦有可能对经济表现有提升效应。总之，有关族群多样性的经济影

响，尚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加以确认。第二个挑战在于内生性问题。一方面，族群多样性与经济

表现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reversal causality）问题不可忽略；另一方面，遗漏变量偏差（omitted 

variables bias）的问题也很重要。必须回答的问题是：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是否构成一个新的、

独立的、结构性影响因素，抑或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所显示出来的影响只不过是已知结构性和

制度性因素的投射而已？第三个挑战在于发现族群多样性影响经济表现的机制。族群多样性作为

一种社会因素，传导到经济表现，可以从交易成本经济学、认同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部门

经济学中找到可能的分析路径。对增长经济学家来说，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决定因素在于

要素投入的水平，其中包括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提升、技术变革增速和企业家创新的蓬勃

（Aghion 和 Howitt，2009）。如果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确有影响，那么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

其效应是通过影响哪种要素投入水平而确立的？ 

直面上述挑战，本文参照 2010 年中国行政区划，以 346 个城市（包括地级市、直辖市和

省直辖行政单位）为分析单位，以民族作为族群的划分依据，考察族群多样性与地方经济增长的

关系。相较于 Dincer 和 Wang（2011）以省为单位进行的研究，本文认为，市级是更合适的衡量

经济集聚和人群交往的地理单位，以市级为单位的研究可以获得更多、更稳健的发现。关于中国

各族群人口的居住和工作地点数据，目前最具系统性的可获得资料是第五次（2000 年）和第六

次（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相较更早的第三次

（1982 年）和第四次（199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其优点是提供了城市层面详细的族群数据。

利用该数据，本文构建了城市级别的族群多样性的面板数据，并实证分析了其对 2000-2013 年

各市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三、理论假说、数据描述、实证结果、稳健性和内生性分析 
 

（一）理论假说。大部分文献支持族群多样性降低经济增长的观点，并在跨国研究和国别研

究中得到了实证支持。微观机制的探讨涉及有沟通交流成本、认同信任、合作冲突和公共物品供

给。宏观机制的探讨涉及有族群冲突导致的政治不稳定和执政者庇护自身族群所诱发的腐败。当

然，由于文化与经济政治体制的差异等原因，族群多样性降低经济增长的观点以及上述机制在中

国并非成立。基于对中国的考察，我们提出以下假说，并在后面的实证部分中加以检验： 

主假说 1a：在中国，其他条件不变，族群多样性高的城市，人均经济增长率更高。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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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跨国和其他国别研究未得出类似结论，但以下理由仍对这个假说提供有利支持。一方面

是文献综述提到的，不同族群能力、经验、文化的多元化可能促进行业创新，进而有利于经济增

长，尤其是中国多民族地区的旅游和服务经济；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对民族地区的倾向性政策，

使得族群多样性地区可能得到了更多的公共资金和财政转移支付（毛捷、汪德华、白重恩，2011）。 

主假说 1b：在中国，其他条件不变，族群多样性高的城市，人均经济增长率更低。 

至少两个理由会为这个假说提供有利支持。一是族群多样性也伴随着语言的多样性，导致较

高的沟通交流成本。二是族群多样性可能降低私有部门的投资率。不同族群之间的沟通和认同问

题，可能导致族群多样性高的地区有更高的投资风险和更不稳定的收益率。作为趋利避害的理性

市场主体，私有部门可能会减少在族群多样性高的地区的投资。对这一相关性，国际文献有一些

证据予以支持（Alesina，Baqir 和 Easterly，1999；Montalvo 和 Reynal-Querol，2005），但在中

国，这仍有待验证。 

分假说 2：其他条件不变，族群多样性高的地方，语言多样性更高（或者说语言沟通成本更

高）。 

在中国，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日常使用语言（或方言），这可能导致族群多样性增大了语言沟

通成本。尽管汉字和普通话分别是全国通行的文字语言和口头语言，但法律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

民族文字语言的合法权利，除汉语外，被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有 100 多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

研究所等，2012）。而且，在很多民族自治地区，少数民族文字和语言拥有同样的官方地位。来

自“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数据显示，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 8 个少数民族能

用汉语与人交谈的比例在 50% 左右或以下（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6）。所以，有理由认为，族群多样性增加了语言沟通成本。 

分假说 3：其他条件不变，族群多样性高的地方，私有部门投资率更低。 

在中国，族群多样性可能降低私有部门的投资率。由于不同族群之间的语言沟通成本更高，

这可能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导致族群多样性高的地区有更高的投资风险和更不稳定的收益

率。作为趋利避害的理性市场主体，私有部门可能会减少在族群多样性高的地区的投资。对这一

相关性，国际文献有一些证据予以支持（Alesina，Baqir 和  Easterly，1999；Montalvo 和 

ReynalQuerol，2005），但在中国，这仍有待验证。 

分假说 4：族群多样性对公有部门投资率影响不确定。 

公有部门的投资，既有追求盈利性的产业投资，也有不追求盈利性的基建投资和承担减小区

域差距功能的公共物品投资。所以我们预期，族群多样性对公共部门投资率影响不确定。 

分假说 5：其他条件不变，族群多样性高的地方，人均中央转移支付越多。 

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是随着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建立起来的，是财政调节区域经济发展的

重要手段，以期能够实现财政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地方公共服务的发展和均等化。在中国“平

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下，中央政府始终重视对民族混居地区的财政倾斜。毛捷、汪

德华和白重恩（2011）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在相关研究中，族群多样性的划分依据有多种，包括语言、肤

色、种族、宗教等（Alesina 等，2003）。具体到中国，我们沿用 Dincer 和 Wang（2011）的做法，

采用以民族作为族群划分依据的做法。 

作为多民族国家，中国的民族地理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宏观上看，各民族

分散在各省区市，混合居住；微观上看，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在一县甚至一乡。不同民族在

各地方的混居程度有很大差异。根据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数据计算，以广东省梅州市为例，常

住人口的 99.95% 都是汉族，单一民族绝对主导；而在云南 省普洱市，常住人口中汉族占 39.0%，

哈尼族占 17.9%，彝族占 16.6%，拉祜族占 12.0%，佤族占 5.9%，傣族占 5.7%，其他少数民族共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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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占 2.9%，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占据多数。因此，中国各地族群多样性的差异，为我们检验有关

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的各种理论提供了基础。 

以 2010 年的地级行政区划为标准，本文在 333 个地级行政单位的基础上，加入了 4 个直辖

市，以及河南省济源市，湖北省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神农架林区，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阿拉尔市、图木舒克市等 9 个省属直辖行政单位，共计 346 个行政

单元，下文统称为“各市”。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各市的族群多样性。在查阅了历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后，我们发现，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00 年）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10 年）提供了市级的各民

族人数详细统计。此外，2005 年底，全国还进行过 1%人口抽样调查。“这次调查以全国为总体，

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次总体，采取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最终样本单

位为调查小区。这次调查的样本量为 1705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31%。”
1
由于抽样方法设计

科学合理，我们认为可以利用 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来计算 2005 年各市的族群多样性。 

关于族群多样性的最常用的指标是族群分化指标（ethnic fractionalization index），最早被

Mauro（1995）使用，其现实含义为人群中任意两个人属于不同族群的概率。族群分化指标计算

方法如下：用 i 地区 j 族群人口数量除以该地区全体人口的数量，可以得到 i 地区 j 族群人口数

量占该地区全体人口的比重，表示为 sji，该变量也等于在 i 地区全体人口中随机抽查一人时他

恰好为 j 族群的概率。按式（1）计算出的 EFIi 则可以表示该地区任意两个人来自不同族群的概

率。EFIi的取值范围为 0-1，值越大就表明该地区族群越分化，通俗说也就是族群多样性越高。 

 

我们可以描述以族群分化指标（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平均）表示的族群多样性的空

间分布（图略）。族群分化指标的变量描述性统计详见表 1。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族群分化指标 

人均 GDP 增长率 

初始人均产出水平（对数值） 

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人均受教育程度 

外贸依存度 

城镇化率 

省会城市虚拟变量 

沿海城市虚拟变量 

资源型城市虚拟变量 

936 

1 007 

1 001 

1 020 

932 

1 021 

1 029 

1 038 

1 038 

1 038 

0.148391 

0.118841 

9.280289 

0.554849 

7.969251 

0.2022666 

0.4265144 

0.089595 

0.153179 

0.135838 

0.206994 

0.029031 

0.855512 

0.252287 

1.313125 

0.440016 

0.188457 

0.285739 

0.360334 

0.342782 

0.000149 

-0.01104 

7.095064 

0.097829 

1.734987 

0 

.0602212 

0 

0 

0 

0.782218 

0.240542 

11.80829 

2.528731 

13.14028 

6.901223 

1 

1 

1 

1 

 

与族群分化指标的数据年份保持一致，对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各市经济增长率，我们采用 2000 

年之后，最新到 2013 年的数据。通过《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可以得到各市 2010-2013 年

的人均 GDP 增长率。 

根据人均 GDP 增长率（2000-2013 年平均）的空间分布（图略）可知，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的西部地区的人均 GDP 平均增长率并不明显比其他地区低。实际上，本文后面表 2 和表 3 的回

归结果表明，控制其他因素后，越是初始人均产出水平低的地区，反而经济增长率越高。 

 

                                                        
1 出自《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2006-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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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面板数据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VARIABLES 
人均 GDP 平均增长率 

（1）OLS （2）One-way FE （3）RE （4）Two-way FE 

族群分化指标 

 

初始人均产出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人均受教育程度 

 

外贸依存度 

 

城镇化率 

 

省会城市 

 

沿海城市 

 

资源型城市 

 

是否控制城市固定效应 

是否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常数项 

 

Observations 

Adjusted R-squared 

-0.0123** 

（0.00545） 

-0.00186 

（0.00210） 

0.0380*** 

（0.00596） 

0.000499 

（0.00153） 

-0.00325 

（0.00281） 

0.0267** 

（0.0110） 

0.0125*** 

（0.00342） 

0.00179 

（0.00251） 

0.00432 

（0.00275） 

否 

否 

0.102*** 

（0.0157） 

911 

0.129 

-0.0741** 

（0.0360） 

-0.0102** 

（0.00431） 

0.0817*** 

（0.0102） 

-0.00894*** 

（0.00223） 

-0.00198 

（0.00510） 

0.0583** 

（0.0226） 

 

 

 

 

 

 

是 

否 

0.224*** 

（0.0269） 

911 

0.300 

-0.0130** 

（0.00545） 

-0.00234 

（0.00212） 

0.0399*** 

（0.00597） 

0.000229 

（0.00152） 

-0.00291 

（0.00287） 

0.0295*** 

（0.0110） 

-0.0125*** 

（0.00344） 

0.00187 

（0.00251） 

-0.00435 

（0.00275） 

否 

否 

0.106*** 

（0.0158） 

911  

-0.0947**

（0.0393） 

-0.0402*** 

（0.00785） 

0.0659*** 

（0.00932） 

-0.00596** 

（0.00242） 

0.000490 

（0.00508） 

-0.00733 

（0.0214） 

 

 

 

 

 

 

是 

是 

0.489*** 

（0.0700） 

911 

0.428 

注：括号内参数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 p<0.01，** p<0.05，* p<0.1。下表同。 

 

图 1为各市人均GDP增长率 2000-2010年之间的变动量（ΔGGDP）和族群分化指标 2000-2010

年之间的变动量（ΔEFI）的散点分布图以及拟合线。由拟合线可知，族群分化指标变动量和人均

GDP 增长率变动量之间存在明显的负向系。图 2 是分地区的族群分化指标 2000-2010 年之间的变

动量（ΔEFI）和人均 GDP 增长率 2000-2010 年之间的变动量（ΔGGDP）的均值柱状图。由图 2

可见，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平均 ΔEFI 是负值，平均 ΔGGDP 是正值，这说明，西部和中部

地区从 2000-2010 年的族群多样性在减小，而人均 GDP 增长率在增大；东部地区的平均 ΔEFI

是正值，平均 ΔGGDP 是负值，这说明东部地区从 2000 年到 2010 年的族群多样性在增大，而人

均 GDP 增长率在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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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和图 4 的基本结论似乎更支持理论主假说 1b。但要想系统地证实主假说 1b，或者证伪

主假说 1a，仍需下文进行细致的模型计量和检验。 

参照 Alesina 等（2003）等的处理，考虑到族群多样性数据只有 3 年，而经济增长率数据有

14 年，我们将 2000- 2013 年分为三期：2000-2004 年为第一期，2005-2009 年为第二期，2010-2013

年为第三期。这样，每期的族群多样性和经济增长率数据都有变化。 

除了使用族群多样性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外，我们还添加了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其他因素作

为控制变量。参照 Dincer 和 Wang（2011）的处理，并参考其他关于经济增长的文献，我们添加

了初始人均产出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受教育程度、外贸依存度和城镇化率。另外，还添加

了省会城市虚拟变量、沿海城市虚拟变量和资源型城市虚拟变量。1 

初始人均产出水平采用每期前一年（分别为 1999 年、2004 年、2009 年）各市的人均 GDP

数据的对数值来衡量。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根据现有经验实证研究，初始人均

产出水平越高的地区，人均 GDP 增长率越低。固定资产投资比例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与总 GDP 

的比例来衡量，通过《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这一指标可用来表示新增

实物资本投入，水平越高则经济增长越快。受教育程度用人 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第五次（2000

年）和第六次（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本身提供了县级以上行政单位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

详细人数统计，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也提供了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所占比重。由此可计

算出三个不同年份各市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外贸依存度用进出口总额与总 GDP 的比例来衡量。

通过《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城镇化率用城镇人口占该市总人口的比重

来衡量。数据来自第五次（2000 年）和第六次（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 

表 1 为以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初始人均产出水平为每期前一年数据，族群分化指标、

人均受教育程度为每期第一年数据，人均 GDP 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贸易开放度均为各

期数据的平均值。 

（三）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利用三期不同的横截面数据构建面板数据，由此将主要使用面

板估计模型来估计中国各市的族群多样性对人均 GDP 增长率的影响。我们将分别报告并比较固

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以及混合模型的回归结果。以下为固定效用模型的回归方程： 

GDPGrowthit = α+ βEFIit + Xit Ψi +ziδ+ γt +ui + ɛit          （2） 

 

其中：i 为不同的城市，t 为不同的时期，GDPGrowthit 为不同城市各期的平均人均 GDP 增

长率；EFIit 为不同城市各期的族群分化指标，Xit 为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包括初始人均产出

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贸易开放度、人均受教育程度、外贸依存度、城镇化率等，zi为不随

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如省会城市虚拟变量、沿海城市虚拟变量、资源型城市虚拟变量和其他不

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遗漏变量）。ui和 ɛit 为复合扰动项；β 度量族群多样性影响人均 GDP 增

长率的程度，α 为常数项。 

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这里我们分别展示了混合模型（OLS）、单向固定效应模型（One-way 

FE）、随机效应模型（RE）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o-way FE）的回归结果。F 检验结果表明，

固定效用模型比混合模型更适用。Hausman 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适

用。因此我们主要关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2 中第 4 列回归结果所示，族群分化

                                                        
1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2）确定了富含矿产资源的 4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资源型城市。这 47 个

城市分别是大庆、盘锦、东营、濮阳、克拉玛依、唐山、邯郸、邢台、大同、阳泉、长治、晋城、朔州、乌海、

赤峰、抚顺、阜新、辽源、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淮南、淮北、萍乡、枣庄、平顶山、鹤壁、焦作、

广元、达州、六盘水、铜川、石嘴山、葫芦岛、铜陵、白银、金昌、本溪、马鞍山、郴州、攀枝花、白山、松

原、伊春、黑河和云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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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回归系数为-0.0947，且能通过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1也就是说：其他条件不变，族群分

化指标越大，人均经济增长率越低。这支持了本文的理论主假说 1b。 

（四）稳健性检验。这里，我们将换用族群多样性的另外一种度量，来检验表 2 中回归结论

的稳健性。Montalvo 和 Reynal-Querol（2005）构建了一种新的指标——族群极化指标（ethnic 

polarization index）来衡量族群多样性，其现实含义为人群中不同族群两极分化的程度。其计算

方法为：用 i 地区 j 族群人口数量除以该地区全体人口的数量，可以得到 i 地区 j 族群人口数量占

该地区全体人口的比重，表示为 sji，该变量也等于在 i 地区全体人口中随机抽查一人时他恰好为

j 族群的概率。按式（1）计算出的 EPIi表示该地区的族群极化指标。EPIi的取值范围为 0-1，值

越大就表明该地区族群极化程度越高。 

 

Montalvo 和 Reynal-Querol（2005）认为，族群极化指标和族群分化指标的共同点在于，同

样可以很好地衡量族群多样性，实证上同样显著降低经济增长；不同点在于，增加社会冲突是族

群极化指标降低经济增长的机制之一，而族群分化指标和社会冲突关系不明显。 

以族群极化指标（2000 年、2005 年、2010 年三年平均）表示的族群多样性的空间分布的描

述性统计如表 3 所示。 
 

表 3 族群极化指标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族群极化指标 936 0.239079 0.30406 0.000277 0.996555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我们同样主要关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4 中第 4 列

回归结果所示，族群极化指标的回归系数为 -0.0575，且能通过 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也就是

说：其他条件不变，族群极化指标越大，经济增长率越低。虽然回归系数相比表 2 中第 4 列回归

系数有所减小，而且显著性有所下降，但这仍支持了表 2 回归的基本结论，主假说 1b 成立。无

论以族群分化指标还是族群极化指标度量，族群多样性越大，人均经济增长率越低。 

 

表 4 面板数据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VARIABLES 
人均 GDP 平均增长率 

（1）OLS （2）One-way FE （3）RE （4）Two-way FE 

族群极化指标 

 

初始人均产出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人均受教育程度 

 

外贸依存度 

 

城镇化率 

 

省会城市虚拟变量 

 

-0.00823** 

（0.00358） 

-0.00188 

（0.00210） 

0.0380*** 

（0.00593） 

0.000549 

（0.00152） 

-0.00342 

（0.00281） 

0.0272** 

（0.0110） 

-0.0124*** 

（0.00344） 

-0.0342 

（0.0338） 

-0.0101** 

（0.00433） 

0.0818*** 

（0.0103） 

-0.00894*** 

（0.00224） 

-0.00181 

（0.00518） 

0.0589** 

（0.0229） 

 

 

-0.00869** 

（0.00359） 

-0.00235 

（0.00211） 

0.0398*** 

（0.00594） 

0.000289 

（0.00150） 

-0.00309 

（0.00287） 

0.0300*** 

（0.0111） 

-0.0124*** 

（0.00346） 

-0.0575* 

（0.0300） 

-0.0403*** 

（0.00787） 

0.0659*** 

（0.00930） 

-0.00589** 

（0.00245） 

0.000554 

（0.00514） 

-0.00561 

（0.0217） 

 

 

                                                        
1 考虑到媒体披露的辽宁省经济数据造假问题（辽宁首次公开确认：2011 年至 2014 年经济数据造假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1/18/c_1120331628.htm），我们在删除辽宁省样本后，重新进行了回归。

除了系数有微小变化后，回归结果几乎完全不变。限于篇幅，删除辽宁后的回归不在此汇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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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城市虚拟变量 

 

资源型城市虚拟变量 

 

是否控制城市固定效应 

是否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常数项 

 

Observations 

Adjusted R-squared 

0.00191 

（0.00252） 

-0.00422 

（0.00277） 

否 

否  

0.101*** 

（0.0155） 

911 

0.129 

 

 

 

 

是 

否 

0.220*** 

（0.0275） 

911 

0.299 

0.00199 

（0.00253） 

-0.00423 

（0.00277） 

否 

否 

0.106*** 

（0.0156） 

911  

 

 

 

 

是 

是 

0.488*** 

（0.0702） 

911 

0.426 

 

（五）内生性问题讨论。实证结果和稳健性分析都支持了本文的理论主假说 1b，而否定了

主假说 1a。即其他条件不变，各市族群多样性越大，人均经济增长率越低。尽管以上面板固定

效应模型最大可能地解决了遗漏变量问题，但我们仍需关注族群多样性和经济增长率两个变量之

间的反向因果问题。因为，不仅族群多样性可以影响人均经济增长率，人均经济增长率反过来也

会影响族群多样性，即经济增长快速地区会通过增加对移民的吸引而推高族群多样性。 

为了克服这种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实现更清晰的因果识别，本文采用

各市到省会的距离作为族群多样性的工具变量，并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重新考察族

群多样性对人均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使用各市到省会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的依据有以下两点： 

第一，各市到省会的距离和族群多样性显著正相关（表 5 中第 2 列回归结果也支持了这一点，

在控制了省会城市等变量后，各市到省会的距离仍对族群多样性有很强的正向解释力），这是由

各民族人口在历史上的分布和迁移所决定的。多民族高度混居的地方往往远离省级行政中心。计

量分析表明，民族自治州是多民族高度混居的地方（民族自治州虚拟变量与族群多样性高度正相

关，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5883，显著水平为 0.0000），而且民族自治州虚拟变量与各市到省

会的距离显著正相关（二者相关系数为 0.1485，显著水平为 0.0000）。 

 

表 5 工具变量及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2SLS 因变量： 

人均 GDP 平均增长率 

（2） IV 因变量： 

族群分化指标 

族群分化指标 

各市到省会的距离（上述指标的工具变量） 

初始人均产出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人均受教育程度 

外贸依存度 

城镇化率 

省会城市 

沿海城市 

资源型城市 

Observations 

F-stat on IV 

-0.0858**（0.0337） 

 

-0.00619**（0.00311） 

0.0499***（0.00858） 

-0.00103（0.00147） 

-0.00238（0.00267） 

0.0360***（0.0111） 

-0.0120***（0.00342） 

-0.000882（0.00297） 

-0.00755**（0.00311） 

911  

 

0.00021***（0.0000473） 

-0.0483***（0.0147） 

0.140***（0.0388） 

-0.0209**（0.00862） 

0.0134（0.0114） 

0.0999（0.0618） 

0.0526**（0.0213） 

-0.0389**（0.0161） 

-0.0424***（0.0157） 

911 

19.7126 
 

第二，各市到省会的距离和各市的人均经济增长率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各市的人均经济增长

率变动很大，但各市到省会的距离则是固定不变的外生地理变量。尽管各市到省会城市距离也在

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省会中心城市对其他城市的经济辐射效应，但更多是影响其经济发展水平，而

非经济增长率。相关性分析也支持了这一结论，各市到省会的距离与人均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

系数极小，且在统计上不显著（相关系数为-0.0038，显著水平为 0.9053）。 

表 5 展示了工具变量及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第 2 列可以看出，各市到省会的距离

与族群分化指标高度相关，回归系数为正，且能通过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对该工具变量 F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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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结果是 19.7126，因此不是弱工具变量。第 1 列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显示，族群分

化指标回归系数为 -0.0858，且能通过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使用工具变量法消除变量内

生性后，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当然，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由于该工具变

量是非时变的，所以这里识别的是组间效应，而非组内效应。 

由上分析可知，理论主假说 1b 得到了支持，而理论主假说 1a 被否定。 

 

四、影响机制：语言沟通成本、私有及公有部门投资和中央转移支付 

 

这里将对族群多样性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本文理论假说部分提到，在中

国，高的族群多样性可能通过两个机制，语言沟通成本和私有部门投资，降低了地方经济增长；

但也可能通过另外两个机制，公有部门投资和中央转移支付缓解了这种负向影响。我们分别对这

四个机制（分假说 2、3、4、5）进行检验。 

（一）语言沟通成本。在中国，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日常使用语言（或方言），这可能导致族

群多样性增大了语言沟通成本。尽管汉字和普通话分别是全国通行的文字语言和口头语言，但法

律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文字语言的合法权利，除汉语外，被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有 100 多种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2012）。而且，在很多民族自治地区，少数民族文字和语言拥

有同样的官方地位。来自“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数据显示，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

族等 8 个少数民族能用汉语与人交谈的比例在 50%左右或以下（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

导小组办公室，2006）。我们从《中国语言地图集（第 2 版）》中搜集整理了全国 346 个市所各

自包含的方言片区数据（既包括汉语方言、也包括少数民族方言）。对市级数据的相关性分析显

示，族群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之间显著且高度相关（相关系数为 0.585，显著水平为 0.000）。徐

现祥等（201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以方言种类表示的语言多样性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

之间有负向关系。那么，语言多样性会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率吗？ 

表 6 展示了 OLS 模型的回归结果。表 6 第 3 列显示，在控制了初始人均产出水平、固定资

产投资比例、贸易开放度、人均受教育程度、外贸依存度、城镇化率、省会城市虚拟变量、沿海

城市虚拟变量、资源型城市虚拟变量和省份固定效应后，方言多样性的回归系数为-0.000883，且

能通过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以方言多样性衡量的语言沟通成本显著降低了地方的经

济增长率。所以我们得出结论，语言沟通成本的增加是族群多样性降低地方经济增长率的一个机

制。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的政策对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正效应，不仅是正

确的，而且是有待加强的。分假说 2 得到了支持。 

 

表 6  以方言多样性衡量的语言沟通成本对人均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VARIABLES 
人均 GDP 平均增长率（2000-2013 年） 

（1） （2） （3） 

方言多样性 

 

初始人均产出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人均受教育程度 

外贸依存度 

城镇化率 

省会城市 

沿海城市 

资源型城市 

是否控制省份固定效应 

常数项 

-0.000912***（0.000278） 

 

 

 

 

 

 

 

 

否 

0.123***（0.00142） 

344 

-0.000875***（0.000279） 

-0.00780***（0.00256） 

0.0188***（0.00715） 

0.00237*（0.00134） 

-0.00435*（0.00263） 

0.0269***（0.0102） 

 

 

 

否 

0.150***（0.0224） 

336 

-0.000883***（0.000308） 

0.00711***（0.00265） 

.0216***（0.00656） 

.00873***（0.00207） 

0.00147（0.00244） 

0.000681（0.0104） 

0.0105***（0.00346） 

.00150（0.00291） 

0.00240（0.00244） 

是 

0.0615**（0.0263）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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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s 

Adjusted R-squared 

0.028 0.088 0.445 

 

（二）私有及公有部门投资。由于市级私有和公有部门投资数据尚不可得，这里仅提供省级

数据分析的结果。通过《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我们查找到历年各省按经济类型细分的

固定资产投资的数量，将其中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归并为“公有部门”，将其中的

“私营个体经济”“联营经济”“股份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和“其他

经济”归并为“私有部门”，这样可以计算出历年各省 2010 年到 2014 年“公有部门”和“私有

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本文构建面板数据，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族群分化指标对各省

私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及公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的影响。另外，由于全部门固定资产投

资有市级数据，也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了族群分化指标对各市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的影响。 

由表 7 第 2 列可见，控制了人均经济产出水平、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之后，族群分化指

标显著降低了私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回归系数为 -0.996，能通过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由表 7 第 3 列可见，族群分化指标对公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没有显著影响。由表 7 第 1 列可

见，族群分化指标显著降低了全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回归系数为-0.525， 能通过 10%水平的

显著性检验。对比这三列结果，我们能得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族群多样性降低了私有部门

投资率，而对公有部门投资率没有影响。族群分化指标对全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的降低效应，

主要是通过私有部门发挥影响的。分假说 3 和分假说 4 得到了支持。 

 

表 7 族群多样性对私有部门和公有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VARIABLES 
（1）全部门固定资产投

资比例（市级数据） 

（2）私有部门固定资产

投资比例（省级数据） 

（3）公有部门固定资产

投资比例（省级数据） 

族群分化指标 

人均经济产出水平 

是否控制时间固定效应 

是否控制地方固定效应 

常数 

Observations 

Adjusted R-squared 

-0.525*（0.290） 

-0.0427（0.0421） 

是 

是 

0.807**（0.357） 

924 

0.671 

-0.996**（0.426） 

0.0528（0.0883） 

是 

是 

-0.0878（0.775） 

93 

0.807 

-0.0161（0.360） 

0.0310（0.0478） 

是 

是 

-0.0261（0.426） 

93 

0.081 
 

族群多样性为什么会降低私有部门投资？我们将其解释为，高族群多样性导致人群之间语言

沟通成本更高、认同信任更低、合作更少。这些可能导致更高的投资风险和更不稳定的收益率。

因此作为趋利避害的市场主体，私有部门可能会减少在高族群多样性地区的投资。而族群多样性

对公有部门投资率没有影响也是合理的。公有部门的投资决策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考量而且承担了

减小区域差距的功能，不像私有部门那样趋利避害，对不利的投资条件也没有那么敏感。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结论，降低私有部门投资是族群多样性降低地方经济增长率的一个机制，

而族群多样性不影响公有部门的投资率。换言之，相较于私有部门投资，公共部门投资或政府主

导的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倾斜的公共投资政策，起到了促进民族平等和减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

作用。 

（三）中央转移支付。和投资数据类似，由于市级的中央转移支付数据不可得，这里仅提供

省级数据分析的结果。通过《中国财政年鉴》中的历年各省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决算总表中的“中

央补助收入”一项除以各省当年人口总数，可得人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本文构建 31 个省级单

位 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年份的面板数据，用不同的模型来估计族群分化指标对各省人均

中央转移支付的影响。F 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用模型比混合模型更适用。Hausman 检验结果

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适用。因此我们主要关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

见表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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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族群多样性对人均中央转移支付的影响 

VARIABLES 

人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1） OLS 
（2） One-way 

FE 
（3） RE 

（4） Two-way 
FE 

族群分化指数 

 

人均经济产出水平 

 

是否控制省份固定效应 

是否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常数项 

 

Observations 

Adjusted R-squared 

3 320*** 

（1,103） 

1 168*** 

（235.9） 

否 

否 

-9 789*** 

（2,357） 

88 

0.145 

30 128 

（18,990） 

2 436*** 

（384.3） 

是 

否 

-26 904*** 

（6,802） 

88 

0.572 

4 435*** 

（1,078） 

1 827*** 

（266.5） 

否 

否 

-16 276*** 

（2,396） 

88  

31035** 

（14,239） 

1 546 

（1,023） 

是 

是 

-19 061** 

（8,903） 

88 

0.585 
 

由表 8 第 4 列回归结果可见，族群分化指标的回归系数为 31 035，且能通过 5%水平的显著

性检验。也就是说，在控制了人均经济产出水平、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之后，族群分化指数越高，

人均中央转移支付越高。族群分化指数每提高 0.1，该地能多得到人均 3 103.5 元的中央财政转

移支付。分假说 5 得到了支持。这表明，中国的转移支付政策的确对多民族地区有倾向性，这

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促进了民族和地区之间经济平等。 

 

五、结论、启示与展望 
 

本文基于第五次（2000 年）、第六次（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 2005 年全国 1% 人

口抽样调查资料，构建了 346 个城市的族群多样性的面板数据，开创性地从城市层面考察了中国

的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并探求了族群多样性影响市级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本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初始人均产出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人均受教育程度、

贸易依存度、城镇化率等变量，以及控制了各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最大程度地解决了遗

漏变量问题后，以族群分化指标衡量的族群多样性仍显著降低了地方人均经济增长率。在使用族

群极化指标进行稳健性分析和采用各市到省会的距离作为族群多样性的工具变量以消除变量内

生性后，结论仍然成立。这一发现，确认了国际文献关于族群多样性经济降低效应的命题在中国

也是成立的。这说明，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性因素，族群多样性的确对经济表现有独立的影响，这

一发现对丰富经济增长的结构主义理论有所助益。通过对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机制的探讨，我们

进一步发现，高的族群多样性显著增大了语言沟通成本，降低了私有部门投资率；另一方面，公

有部门投资率不受族群多样性影响，人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族群多样性显著正相关，这两者很

大程度上缓解了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暂时的不利影响。 

本研究具有多方面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涵。虽然我们的研究表明族群多样性会显著降低 

地方经济增长，但其负面效应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制度或政策变化的。事实上，Alesina

和 Ferrara（2005）已表明，包容的社会体制有利于降低族群多样性的负面经济影响。本文机制部

分的探讨，也为政府通过民族政策、语言政策、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消除这一效应提供了思路。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平等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

医疗卫生、社会救助等领域的倾斜性政策，以及推行双语政策以普及普通话等，都可以减少因族

群多样性造成的沟通和信任问题，减少各族群之间经济交易的成本，降低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发展

的负面影响。同时，我们有关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机制的研究结果表明:公有部门投资和中央转

移支付缓解了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为了提升多族群地区的经济发展水

平，政府一方面应该着力加大公有部门的投资来弥补私有部门投资的短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增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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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公共部门投资以鼓励旅游业、休闲业、文化业等领域的发展，以发挥多族群创意优势在推动经

济增长中的作用。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以及限于篇幅未能细致探讨的地方，将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

进行拓展性研究：第一，从行业水平上考察族群多样性对创新的促进和对经济的正向作用；第二，

度量各地包容性民族政策的实施力度和效果，并进一步考察这些政策对族群多样性地区经济发展

的影响；第三，考察族群多样性与民族聚居区特色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发展政策。这几个方面，

既有理论贡献，也具有极强的公共政策意涵。最后，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影响因素，无论是经济结

构、社会结构、地理结构、制度结构还是文化结构，依然是一个有待深入挖掘的研究课题。具体

到族群多样性这一结构性因素如何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还有相当多未知的领域有待探索，有待

更多、更细致的理论建模和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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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从边缘参与主流：滇南孔姓彝族姓名符号研究
1
 

 

彭秀祝2
 

 

［摘要］姓氏是家族维护血缘系统的文化符号。按字辈取名是以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亲亲”原则

为基础，借以建立长幼秩序和明辨孝悌之义的重要方式。明清以来，儒家文化在向西南边疆地区

传播过程中，汉姓和字辈也常被少数民族借用，成为他们可资利用的文化符号。滇南彝族的“改

孔姓”和“按字辈取名”个案表明，身处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同样有参与主流文化的意愿。

我们应关注他们如何主动采借儒家文化，为自身发展提供新动力，而非将其简单置入“冲击—回

应”框架之中予以解释。 

［关键词］姓氏; 孔姓彝族; 字辈; 文化借鉴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的姓名是建立在实践和认知基础上的分类系统
［1］(1)

，命名过程既是一种时间和空间意义

上的操作，也是对社会成员的实际控制
［1］(98)

。中国人的姓名常包含姓、字辈、名等元素，姓氏

是家族血缘的象征，字辈则是秩序的标识
［2］

。 

滇南地区的孔姓彝族主要分布于建水、石屏和元阳等地。明朝以来，随着大量汉族移民进入，

中央王朝加强了对该地区的治理，并兴修文庙，传播儒家文化。孔子在此过程中被推崇，地位渐

高，甚至有彝族人将其视为“汉佛”
［3］

。“崇儒”“尊孔”的观念还折射到彝族群体“改姓”

和“借用字辈谱”现象上。这是面对儒家文化冲击而做出的被动回应，还是主动利用儒家文化外

壳满足自身需求，进而参与主流文化？这成为本文的基本问题。 

“冲击-回应”说源自费正清《中国对西方之回应》一书，基本观点是：中国传统文化有惰

性，经历西方强烈的冲击后，其原有的结构才能被打破，进而走向西方工业化之路
［4］(1～2)

。柯文

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一书中对这一解释框架做出了批判，他认为“‘冲击—回应’框架由于

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对‘西方挑战’之回应上，就很容易鼓励人们错误地解释为是对西方做出的

                                                        
1 本文刊载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8 第 2 期。 
2 作者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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