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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部大开发作为国家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对西部地区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然而,通过双重差

分法对其实施效果进行分析后发现,尽管该政策在多个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在显著提升区域经济整

体增长方面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这可能与存在的“政策陷阱”有关。因此,为了进一步提升西部大开发的

正向净效应,需要关注软环境的优化、人力资本的建设以及减少对资源开发的过度依赖等方面,为西部地

区的经济推进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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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national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Policy has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However, after analysing the effects of its 

implementation through the double-difference method, 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policy has produced 

positive impacts in many aspects, it has not achieved the expected effect of significantly enhancing the overall 

growth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the existence of "policy traps". Therefore, in order to 

further enhance the positive net effect of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optimisation 

of the soft environ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the reduction of over-reliance on resource 

development, so as to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the economic advance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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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应对能源压力与区域发展不均衡,我国实施了西部大开

发战略,旨在促进西部地区及全国范围内的均衡发展。过去二十

多年间,该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西部地区间的平衡发展,

但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并未根本改变,甚至有所加剧,

引发了对西部大开发战略效果的质疑。 

关于其政策的 终效果的文献并不多,然而,尚且没有一致

的定论。刘胜龙等(2009)学者认为,该战略显著促进了西部GDP

增长,缩小了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差距；而赵仁杰与刘瑞明(2015)

这些学者则认为,西部大开发并未显著提升区域GDP,反而可能

加剧了区域间收入差距。 

由于存在一系列左右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缘由,比方说宏

观经济、自然灾害和自然储备等,在这里面西部大开发政策仅仅

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罢了。因此,要想弄明白该战略对西部经济所

发挥的实质性作用,就一定要把其跟其他一系列的因素加以区

别对待。不然,这个策略的实质功效便会有偏离之处。 

为准确评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净效应,双重差分法(DID)因

其能有效控制内生性和其他变量干扰而备受青睐。通过DID分析,

可以更加科学地揭示政策因素对西部经济发展的实质性作用,

为未来的政策调整和优化提供有力支持。 

1 研究设计 

1.1双重差分方法与模型 

21世纪初期,我们国家便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其中就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展

开了详细的部署。就西部地区的界定而言,主要涵盖了内蒙古、西

藏、新疆、宁夏、重庆、贵州、广西、云南、四川、甘肃、陕西

等12个省市区。该区域内,西部大开发可以被看作是一项政策试验,

而对于这种政策实验的效果评价,一般借助于双重差分法(DID)加

以探讨。DID方法的核心在于构建“处理组”(西部省份,dw=1)与

“对照组”(非西部省份,dw=0),并通过时间虚拟变量dt(西部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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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前后的年份)来控制其他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 

在模型设定上,本文采用基准回归模型： = 0+ 1 + 2 +  

3 ∗ + 4 +                 (1.1) 

其中,被解释变量 代表着地区GDP的实际增长率,通过

交互项 ∗ 捕捉西部大开发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3。模型还纳入了控制变量 以进一步剔除其他干扰因素。 

根据模型分析,对于处理组(dw=1),西部大开发前后的经济

增长差异( 2 + 3 )不仅反映了政策效果,也包含了其他非政

策因素。而对于对照组(dw=0),其经济增长差异 2则排除了大

开发政策的影响。通过比较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政策前后的增长

差异之差,即净效应 3 ,可以评估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

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 

综上所述,本文运用DID方法,通过构建严谨的回归模型,旨

在精确衡量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净效应。若

 3 显著为正,则表明该政策有效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1.2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1999年至2018年间我国超过300个地级市的面板

数据,深入探讨了西部大开发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数据主

要来源于省市级及国家级统计年鉴,确保了数据的权威性和可

靠性。为了更准确地评估政策效果,本研究采用了双重差分法

(DID)作为核心分析方法,该方法通过比较政策实施前后处理组

(受政策影响的地区)与对照组(未受或较少受政策影响的地区)

之间的差异,有效剥离了其他潜在因素的影响。 

在模型构建中,本文将实际经济增长率(lngdp)作为被解释

变量,通过可比价格计算地级市真实的GDP增长率。为确保数据

的连续性和可比性,本研究选定1999年为基准年,并基于地区真

实的GDP增长率逐年推算出各年度的GDP数据,为后续的实证分

析奠定了坚实基础。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计算方法 

lngdp 地区实际经济增长率 对地区实际GDP取对数 

dw 是否实行西部大开发 二分虚拟变量 

dt 西部大开发实施前后 二分虚拟变量 

dwdt dw与 dt交互项 dw*dt ,二分虚拟变量 

edu 教育水平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地区总人口)*100  

industry 工业化水平 (第二产业GDP/地区GDP)*100  

thirdindustry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GDP/地区GDP)*100 

gov 政府规模 (地区财政收入/地区GDP)*100 

far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地区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地区GDP) *100 

fdi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地区GDP) *100 

sav 总储蓄率 (地区城乡居民储蓄总额/地区 GDP) *100 
 

图1 控制变量及其含义与计算方法 

本文选择了一系列的控制变量,目的是为了控制其他因

素的影响。首先,基于内生增长理论,人力资本和人口增速是

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因此,本文采用每万人中高等教育学

生数(edu)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以反映地区的人力资本

积累情况。其次,经济结构差异是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关

键因素之一,本文通过第三产业(thirdindustry)与区域工业

化(industry)的比值来验证结构性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此

外,在经济发展转型阶段,政府支出(gov)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

影响。本文采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在经济活动中

的角色和作用。同时,考虑到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本

文还控制了固定资产投资(far)和(fdi)的水平,以全面反映区

域经济的投资环境。对于外国直接投资,本文依据各年度中间汇

率进行换算,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比性。 后,鉴于高储蓄

率是我国转型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本文采用区域总储蓄率

(sav)来衡量储蓄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 

2 方法适用性检验 

随机性假设、平行趋势假设是双重差分法的两个必要假设

前提。 

2.1随机性假设检验 

由于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推行范围仅限于该区域的省份,不

过,政策尚未推行的时候,西、中、东三个区域的经济提升比率

具有显著的差异,因此,想要明确既定的解释性变量能不能对西

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造成影响。在本文中,把因变量设定为分组

变量dw,同时就下表里的相关变量加以Logit回归。 

表1 Logit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7） 

dw dw dw dw dw dw dw 

edu -0.0176       

(-1.16)       

industry  0.0038      

 （1.15）      

thirdindu

stry 

  −0.0288∗∗∗     

  (-6.44)     

gov    0.0106∗∗∗    

   (3.33)    

far     0.0076∗∗∗   

    （7.37）   

sav      −0.0026∗∗∗  

     (-3.12)  

lngdp       -0.0316

      （-0.63）

_cons −1.0945∗∗∗ −1.3032∗∗∗ -0.0671 −1.2744∗∗∗ −1.5044∗∗∗ −1.0577∗∗∗ −1.1150∗
(-28.17) (-8.01) (-0.41) (-23.29) (-23.86) (-28.16) （-33.53）

N 5270 5008 5007 5271 5271 5271 5271 
 

注：括号里是t值；就显著水平的数值而言*为10%,**为

5%,***为1%。下表亦如此。 

通过以上的回归结果能够发现,仅有教育水平(edu)和工业

化水平(industry)两者表现的不够明显,别的解释变量的回归

值均大于1%,非常明显,意味着政府规模(gov)、固定资产投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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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far)、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和总储蓄率(sav)等对分组变

量dw有着明显的作用,不过由回归(7)的结论能够发现,地区实

际经济增长率(lngdp)亦不明显。如此反映了,政策尚未推行的

时候实际经济增长率跟处理组的省市并没有关联,但实际经济

增长率(lngdp)恰为笔者的探讨目标。再就是,由于分组变量dw

的数值的选取是以我国政府对西部区域的区划作为参照的,从

中,更加检验了双重差分法(DID)的随机性假设。 

2.2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在采用双重差分方法(DID)分析西部大开发政策效果时,确

保满足“平行趋势”假设至关重要。该假设要求在政策实施前,

处理组(西部省市)与对照组(非西部省市)在结果变量(如GDP增

长率)上应具有相似的发展趋势。 

首先,我们展示了表2中的历年实际平均GDP增长率数据,这

些数据为验证平行趋势假设提供了基础。通过仔细观察表2,可

以发现从1999年至2018年期间,非西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GDP增

长率趋势在大多数年份中呈现出大致相同的增长趋势,尽管在

某些年份存在微小差异。为了更严谨地验证这一点,我们进行了

统计检验(如t检验),结果显示在大多数年份中,两个地区的GDP

增长率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为了进一步验证平行趋势假设,我们将地区实际GDP增长率

(lngdp)设定为被解释变量,将处理组变量(dw)设定为解释变量,

并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或时间趋势项),以探讨政策推行前后

对照组与处理组的差异。表3展示了相应的回归结果,其中dw的

系数不显著,意味着在政策实施前,处理组与对照组的GDP增长

率趋势没有显著差异,从而验证了平行趋势假设。 

表2 对照组与处理组的历年实际平均GDP增长率(%) 

 

表3 实际平均经济增长率的趋势回归 

 

综上所述,通过详细的数据分析、统计检验以及回归模型验

证,我们可以确信在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政策实施前存在显著

的平行趋势,这为后续使用DID方法分析西部大开发政策效果提

供了坚实的基础。 

3 实证结果分析 

对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4。 

表4 描述性统计 

 

表5 各因素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学 
第 7 卷◆第 9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4 

Economics 

表6 结果检验 

 

3.1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净效应 

根据表5数据显示,列(1)显示的是不含有别的变化点的评

估数据,列(2)显示的是包含别的变化点的评估数据。根据列(1)

显示的数据可以了解到,当不包含别的变化点时候,西部大开发

能够对西部GDP增长有较为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包含了别的变化

点的时候,例如,政府规模(gov),产业类型(thirdindustry),教

育情况(edu)等,(2)式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政策净效应估计值

不再显著。可以发现,根据数据的内容显示,在该区域的经济开

发过程里面,外部客户的资金投入(fdi)并不能够给该区域经济

提升带来明显直观的作用。参考省市政府的具体体会来讲,工业

化水平(industry)以及第三产业结构(thirdindustry)能够显

著推动地区GDP的增长,政府(gov)对经济推动能力在地区经济

增长中也很重要,但是固定的资金投入(far)并不能够推动地区

GDP的增长,更有甚者因为储蓄率(sav)数值较大将会制约地区

GDP的增长。 

根据相关文献阅读,考虑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外商直接投

资(fdi)对我国经济发展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甚至可能会出现

不显著的影响；而我国高储蓄率(sav)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消极作

用,也是文献普遍认证的观点。 

为了进一步研究以上论述的准确程度,笔者主要根据西部

地区的数据来做相关验证,所获得的数据都和表5中的数据基本

相同,仅仅是一些小范围的误差,这也就反映了表6中的数据的

较高的准确程度。 

3.2西部大开发对地区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机制 

通过上述的数据很容易得出结论,我们国家推行的西部大

开发战略并不能很有效的促进西部区域GDP的提升。因此,我们

需要研究有哪些原因造成了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应没有得到充

分地发挥呢？出于此疑惑,本文以各控制变量为因变量,分别对

dt、dw和dwdt进行回归,其中dwdt作为笔者主要的研究内容,它

能够反映西部大开发战略对几种经济增长因素的净作用。获得

的数据详见下表7,西部大开发可以给予地区工业化水平

(industry)和政府规模(gov)带来积极的影响效果；却给予对区

域产业类型(thirdindustry)以及总储蓄率(sav)带来明显的负

面作用；而有关地区教育情况(edu)和固定资金投入(far)以及

外来资金投入(fdi)无特别的作用。 

以上机制分析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工业化水平(industry)和政府规模(gov)的扩大,但未能显

著促进地区实际经济增长,这可能与政策设计、执行力度、市场

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为避免落入‘政策陷阱’,建议：首先

就得优化政策设计,确保政策目标与实际需求相契合,同时加强

政策之间的协同作用。然后需要加大政策执行力度,确保政策能

够真正落地生根,发挥实效。 后改善市场环境,降低企业运营

成本,提高市场活力,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 

表7 西部大开发影响机制研究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通过双重差分法(DID)对1999-2018年间中国316个

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尽管西部大开发战略在

促进东西部地区平衡发展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并未显著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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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西部地区GDP的快速增长,存在政策陷阱现象。因此,为增强西

部大开发战略的正向净效应,未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应聚焦于软

环境的优化、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减少对资源开发的依赖,以期

为区域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而基于上述实证分析结果,本文认为,未来西部大开发战略

的深化与调整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软环境建设,

包括优化政策环境、提升政府服务效率、完善市场机制等；二

是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提升,通过教育、培训等手段提高劳动

力素质,增强区域创新能力；三是努力降低经济增长对资源开发

的依赖程度,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

政府应加强对政策效果的动态监测与评估,及时调整优化政策

措施,以确保西部大开发战略能够持续、有效地推动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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