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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中，自贸区不仅是经济

发展的助推器，更是对外开放与深化改革的重要平台。这

些自贸区从诞生之初就肩负着推动中国更高水平开放和更

广泛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重任。

中部六省（晋、豫、皖、鄂、赣、湘）地理区位优势突

出，自然资源禀赋丰富，人力资源充裕，它们地处中国内

陆与沿海的交汇地带，既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

是区域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平台。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

支持和地区自身的努力，中部地区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持续

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部分。

湖北省是最早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中部地区省份之

一，其在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角色和作用不容忽视。作为

中部地区的重要节点城市，湖北省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地

理位置和资源优势，还具备较为完善的产业基础和交通网

络。在自由贸易区建设中，湖北省需要最大限度发挥各项

优势，强化与国内、境外公司的协作和沟通，推动地区经

济的开放和发展。同时，湖北省还注重创新驱动和绿色发

展，通过引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地区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通过对湖北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深入研究，可

以为中部地区乃至全国其他自贸区的发展提供宝贵经验和

启示，为推动国民经济跨越式发展增添新的力量。因此，

本文将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探讨自由贸易区建设对湖北省

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以及对地区产业结构、贸易发展、

投资吸引等方面的潜在影响，为深化自贸区政策、推动中

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2　文献综述

2.1国外文献

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属地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国

外学者的研究相对较少。Yao和 Whalley（2016）采用定性

分析的方法，探寻了上海自贸区建设的主要原因，重申自

贸区的建设显著促进资本账户开放以及金融自由化的重要

意义。就国内区域性贸易政策而言，Briant等（2012）的

研究揭示了其效应的异质性，认为上述政策措施对区域内

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作用，只不过随着地理距离的拉大，影

响会缓慢减少。Ossa（2015）利用经济地理数理模型，剖

析了区域性经济扶助政策对于各种资源的空间配置具有重

要影响，发现区域内部合作效应显著，有利于区域经济的

整体发展。

在国际层面，Yang和Martinez（2014）运用贸易引力

模型，论证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能够显著提升所属区

域的产出水平，进而推动经济增长。Feils和Rahman（2019

）则针对非洲地区的制成品，探讨了国别区域贸易政策

对其出口贸易及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这类政策能

够有效地促进出口，从而助力区域经济的蓬勃发展。此

外，Hazari和Sgro（1996）提出，自贸区建设有利于扩展

区域的国际贸易总额，增进社会福祉规模。

2.1国内文献

从自贸区的作用方面，盛斌（2017）认为，自贸区对实

现二十大报告阐明的新一期高水平开放及多元稳定的国际

经济格局存在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人员也对自由贸易试

验区政策的具体影响路径进行了探讨，傅钟中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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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浙江自贸区建设为例，探讨了自贸区协同进步的路径以

及机制，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杨振华和肖军等（2021

）从地区产业发展的视角，剖析了自贸区设立对地区经济

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

对于不同自贸区也有相关研究。应望江和范波文（2018

）研究了几个东南沿海省份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区域经

济增长的影响情况。王利辉和刘志红（2017）、殷华和高

维和（2017）分别通过对上海自贸区的研究，探讨了其对

地区经济的直接影响以及政策福利。刘秉镰和王钺（2018

）探讨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张

颖和逯宇铎（2019）分析了辽宁自贸区设立对地区经济增

长速度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能力效应，为进一步理解自贸

区政策的实际效果提供了重要参考。黄丽霞（2017）利用

VAR模型，采用广东自贸区建设前后数据，剖判自贸区对广

东省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为研究自贸区政策的径直影响

供给了实证数据支撑。孙海波和陈健生（2021）对四川、

重庆、陕西自贸区进行了比较分析，进一步丰富了对自由

贸易试验区政策效果的认识。

2.3文献评述

这些文献从多角度对自贸试验区进行了研究，很多成果

比较成熟。但是，以往对于自由贸易实验区的研究多着眼

于东部沿海地区，对于中部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研究较

少。因此本文以湖北省为例研究自贸试验区对中部地区经

济的影响，可以对相关研究进行一个补充。

3　实证设计提出

3.1模型构建

本文用双重差分法衡量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前后对所属

地区经济的影响。双重差分模型即为：

上式中， itY 为被解释变量，用地区生产总值衡量，下

标i和t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 0α 是常数项， ti DD *3α 为

时间虚拟变量和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乘项，表示自贸区政策

的处理效应，即政策对时间变化的影响； iD1α 表示自贸区

政策的平均影响效应， tD2α 表示时间趋势的影响， itζ 为

随机扰动项。

3.2数据说明与变量选取

根据双重差分法模型，选取湖北省为实验组，湖南省

为对照组。由于数据可得性及最佳控制组设定，本文选取

的样本区间为2008年到2019年。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发展水

平；解释变量即自贸区虚拟变量 ti DD *3α ，自贸区设立

前赋值为0，自贸区设立后赋值为1。本文借鉴王润喆[25]等

人前期研究，选取固定投资水平（infai），对外贸易发展

水平（inimx），政府支出规模（gov），居民受教育水平

（inedu）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其他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

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通常使用地区生产总值代

表。由于GDP的增长率可能存在非线性特征，直接分析可能

不够直观和精确。因此，我们通常采用对数化处理方法对

GDP数据进行转换，这样不仅可以消除其增长率的非线性特

征，还能使数据更加平滑，便于进行深入的统计分析和比

较，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以及不

同经济周期下的波动情况。同时，这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

了更加准确和科学的依据，帮助他们更好地把握地区经济

发展的脉搏，制定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策略。

固定投资的重要性：固定投资水平是一个地区经济活力

和发展潜力的重要体现。它代表了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

对生产资本设备、设施和房屋等长期资产的投入情况。这

些投资不仅直接推动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还

为地区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更准确地反映

固定投资的增长趋势和规模，我们同样采用对数化处理方

法对固定投资数据进行转换。这样不仅可以消除其增长率

的非线性特征，还能使数据更加直观和易于分析，可以更

清晰地看到地区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投入力度和增长趋

势，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加准确和科学的决策依据。

对外贸易的活跃程度：对外贸易发展水平是一个地区经

济开放程度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它代表了一个地区

在一定时期内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商品和服务交换的活

跃程度。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可以为地区带来丰富的资源

和市场，还能促进地区经济的多元化和国际化。为了更准

确地衡量一个地区的对外贸易活跃程度，我们常用进出口

总额作为指标。同时，为了消除其增长率的非线性特征并

便于分析，我们同样对进出口总额进行对数化处理。这样

可以使数据更加平滑和直观，便于我们更深入地分析地区

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和影响因素。

政府支出的规模与影响：政府支出规模是一个地区政府

在一定时期内对商品和服务的购买总量。它不仅反映了政

府履行职能的程度和规模，还体现了政府对地区经济发展

的支持力度。政府支出对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

提供、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

准确地评估政府支出的规模和影响，我们通常使用财政支

ittitiit DDDDY ζαααα ++++= *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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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总额来表示。同时，为了消除其增长率的非线性特征并

便于分析，我们同样对财政支出总额进行对数化处理。这

样可以使数据更加直观和易于比较，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

了解政府支出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

居民受教育水平的重要性：居民受教育水平是衡量一个

地区人力资源素质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它代表了一个

地区居民接受教育的程度和水平，反映了地区内人力资源

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提高居民受教育水平对于推动地区经

济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都具有重

要意义。

通常，我们使用高校在校学生总数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居

民受教育水平。这一指标反映了地区内接受高等教育的居

民数量，是评估地区人力资源素质的重要依据。提高高校

在校学生总数不仅有助于提升地区的人力资源素质，还可

以为区域的持续发展供给绵绵不断的精英支撑。各区域需

要最大限度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增添对教育的财力物力

支持，努力提升居民受教育水平。所有数据来源于中经网

统计数据库。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利用Synth STATA 程序进行计算。我们可以看到，变

量diff的系数估计为0.110，t统计量为3.61，p值小于0.01

，表明两个时间点之间的差异对因变量有着显著的正向影

响。这意味着在自由贸易区设立后，湖北地区的经济增长

呈现出了显著的提升趋势。inimx的系数估计为0.0851，t

统计量为2.15，p值小于0.05，表明该变量对因变量也有显

著影响；gov的系数估计为0.724，t统计量为20.07，p值小

于0.001，表明政府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非常显著；inedu 

的系数估计为 0.00797，t统计量为2.22，p值小于0.05，

表明该变量对因变量也有显著影响。整体来看，这些结果

表明了自贸区对湖北省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影响。

5　对策建议

（1）深化政策创新与灵活调整：自贸区应持续推动政

策创新，结合地区特色与优势产业，制定更加灵活、符合

国际惯例的政策。定期评估政策效果，及时调整不适应发

展需要的政策，确保自贸区始终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探

索建立容错机制，允许在自贸区内进行政策试验和改革尝

试，为改革提供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

（2）精准产业引导与升级：根据自贸区的发展定位和

长远规划，制定具体的产业发展战略，明确主导产业和新

兴产业。加强与国际先进产业的对接与合作，吸纳高端技

术制造工业、新兴服务业，促进经济结构稳健升级。设立

产业发展基金，为初创、小微企业提供融资便利，驱使创

新创业，释放经济增长潜能。

（3）改善地区商业环境：精简审批环节，提升审批速

度，降低行业门槛以及经济成本。增进政府服务能力，进

一步提升服务水平，给企业提供全面的便利服务。建立健

全企业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融资支持、市场

开拓等全方位服务。

（4）强化国际协作和沟通：主动参加国际经济与贸易

的协作，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推动自贸区成为国

际贸易和投资的重要节点。举办国际经贸活动，吸引国内

外企业参与，推动自贸区与国际市场的深度融合。

（5）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基础设施建造资金投

入，提升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的承载功能与服

务能力。完善交通网络规划，强化与临近地区的相通和互

联，提高自贸区的区域带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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