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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中国城市级面板数据, 考察了到大港口和大城市的距离

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发现, 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和到大港口 (香港或上

海 )的地理距离存在 � ! 型 �关系, 这与新经济地理学的城市体系的 �中心 -外围

模式 �是一致的。同时, 我们也发现,距离区域性的大城市越近,越有利于城市经

济增长,但省际行政边界的存在降低了区域性大城市对外省城市的吸纳效应, 这

也证实了省际市场分割的存在。

关 键 词  空间集聚  市场分割  城市经济增长  �中心 -外围模式 �

一  引言

改革开放的 30年,也是全球资本与中国内地的廉价劳动力在东部沿海地区不断

结合的 30年。这种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带来了中国城市空间布局的巨大变化,

同时也为新经济地理学的 �中心 -外围 �理论提供了经验检验的依据。本文将用计量

经济学模型来刻画中国城市体系的层级模式, 这对于合理规划未来中国城市的区域布

局具有重大意义。鉴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在解释空间集聚和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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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巨大成功 ( Neary, 2001), 本文将利用 1990~ 2006年的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研

究地理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城市的层面上展现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过程。

我们发现,到大港口和大城市的距离和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确呈现出 �中心 -

外围�理论所预测的 � ! 型 �,并且,省际行政边界的存在的确限制了城市间空间集聚

效应的发挥。

本文第二部分首先回顾现有的研究空间集聚对城市经济活动影响的文献,并由此

说明本文的贡献,第三部分将介绍本文所使用的数据,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研究方法和

估计结果,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  文献综述

研究表明,中国的沿海城市和大城市经济发展更快 (Ho and L,i 2008) ,这为 �中

心 -外围�的城市发展模式提供了依据。# 新经济地理学强调集聚和离散在决定城市

体系中的作用 ( Overman and Ioannides, 2001)。K rugman与 E lizondo( 1996)甚至认为

任何 �有趣�的经济地理模型都必须考虑促进人口和生产集聚的向心力与排斥这种集

聚的离心力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在这里,向心力指促进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向城市中

心集中的力量,离心力指的是与这种集中背道而驰的力量。向心力主要源于外部经

济、市场规模效应,比如产业间的前向和后向联系、知识外溢等等; 离心力则源于外部

不经济,包括运输成本、拥挤效应、污染效应以及企业从竞争激烈地区搬离的倾向 ( Ta�

buch,i 1998)。

�中心 -外围模型 �将向心力和离心力的作用形式化在城市体系的动态演绎过程

之中, 这一过程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城市层级的出现,也就是城市按其市场潜力大小呈

现系统的层级关系 ( Partridge e t a.l , 2009)。但是 �中心 -外围模型�非常难以分析,

文献中绝大部分的研究结果都是基于数值模拟。 Fujita与 Mori ( 1997)、Fu jita等

( 1999a)发现,在单中心的城市体系中, 呈现出到中心城市距离和当地市场潜力之间

的 � ! 型 �曲线关系。该曲线表明, 随着到中心城市距离的增加, 集聚的向心力占主

导,市场潜力开始下降;随着距离以及运输成本的上升, 离心力逐渐发挥主要作用,市

场潜力由下降转为上升;随着距离进一步增加,市场潜力再次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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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 -外围模式 �源于 von Th�nen( 1966 )创立的 �孤立岛 �城市土地利用模型, H enderson ( 1974 )将这

一模型扩展到城市体系,在此基础之上, K rugm an( 1991 )建立了区域经济的 �中心 -外围模型 �。新经济地理学将
这一模型广泛用于分析城市层级演化和区域空间分布。



在 Fu jita与 M ori( 1997)的模型中, 靠近中间品的提供商和顾客降低了厂商的交

通成本 ( Venab les, 1996) ,也可能存在规模经济 ( Fu jita, 1988) ,因此越靠近集聚中心

的地区市场潜力越大;然而,竞争加剧又会导致经济活动呈现离散的趋势 (K rugman,

1991; Combes, 2000) ,那些距集聚中心一定距离的厂商由于交通成本难以和中心地

区的厂商竞争,只能提供基础的产品和服务以降低竞争。随着到集聚中心距离和交通

成本的逐渐增加,那些远离中心的厂商由于竞争程度的下降以及周边地区的市场潜力

增加而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 周边的小城市可能只能服务当地人口, 而中心的

大城市能向更大范围内的市场 ∃ ∃ ∃ 包括小城市提供服务 ( Krugm an, 1996) ,从而导致

城市体系呈现 �中心 -外围 �的层级模式 ( Fu jita and Th isse, 1996)。

由于城市的市场潜力与其经济活动密切相关, 由 �中心 -外围模型 �引申开来,

Dobk ins与 Ioannides( 2001)提出城市体系内部的空间关系可能呈现非线性, 尤其是

� ! �型的特征,并试图用距离的二次项和三次项加以捕捉。因此, 考虑城市间距离、

经济水平、城市层级中的地位, 直接检验城市之间的空间关系逐渐成为检验集聚经济

(H anson, 2001)和城市体系的一个分支 ( Partridge et a.l , 2009)。

然而,新经济地理学的经验研究远远落后于理论上的进展。 Fujita与 Krugm an

( 2004)提到, �经验研究 �和实际数据的 �量化 �是新经济地理学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但由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模型存在很强的非线性特征,模型的假设也不易处理 ( Fu�

jita et a.l , 1999b) ,因此很难在分析中用计量模型和真实世界的数据把空间集聚的作

用刻画清楚。同时,经济地理的作用需要广泛的空间范围、长时间的积累与发展,而诸

如国界、地理界限、战争等因素常常限制资源的自由流动,故而地理距离的影响难以直

接在真实世界的数据中找到证据。因此, 对国土广袤、发展稳定的大国的经验分析对

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在已有文献中, Hanson( 2005)通过构造市场潜力函数,用美国郡县数据, 发现当

发生外部冲击时,距离对工资存在显著的非线性负向影响, 并且这种影响随距离的增

加而减弱, 200~ 300公里以外影响几乎消失, 并没有明显的 �离心力 �作用。 Dobkins

与 Ioann ides( 2000、2001)、Ioannides与 Overm an( 2004)等通过对 1900~ 1990年美国大

都市区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到最近更高层级城市的距离对该城市的工资和人口规模

的增长都没有显著效应,也没有任何非线性关系, 这既可能因为工资或人口增长并不

能很好地反映城市市场潜力,也可能由于一旦美国大都市区外围地区的经济发展达到

一定水平后就往往被归入大都市区的范围, 因而从统计上来看,给定距大都市区的距

离,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往往变化不大,其与距离之间的关系变得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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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空间集聚因素正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 Bao等

( 2002)与 Ho和 Li( 2008)分别使用中国省级和城市级数据, 发现中国地区经济的发展

存在着 �空间集聚 �和 �空间依赖 �现象, 即沿海地区和大城市获得更快的发展。金煜

等 ( 2006)和 Chen等 ( 2008)的研究也表明,中国的沿海地区具有工业集聚的地理优势。

尽管既有研究清楚地表明空间集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但文献对于地理区位因

素的度量大都只使用沿海 -内陆或东 -中 -西哑变量,无法清楚地刻画空间区位影响的

非线性特征。那么,中国的城市发展是否存在着一个逐渐成形的 �中心 -外围模式 �?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数据允许我们对这一假设进行验证,这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

由: ( 1)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 这不仅提供了集聚效应发挥所需要的地理空间,也

为研究提供了较多的观察点以及相对充足的市场潜力。 ( 2)与美国相比, 中国地区间

地理条件差异更大。中国仅东部临海,港口分布相对集中, 地理上的异质性也更为明

显,这使得截面上样本之间差异较大,沿海和内地之间的空间距离也更远。相比之下,

美国东西两边皆临海,其 �内地 �实际上仅是其中部, 因此, 沿海和内地之间的空间距

离相对较短。 ( 3)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 1994年之后, 中国经济的开

放进程和发展速度都明显加快,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在时序上变化较大,一些在城市

平稳发展中可能需要更长跨度才可以看出的变化在中国得以在短时间内体现。如 Au

和 Henderson( 2006)所述, 中国的地方统计部门逐年汇报各地级市的 GDP数据, 并且

该数据可信,而类似数据在美国并没有统计。综合以上原因,我们将基于中国地级城

市数据,利用经济增长模型,检验 �中心 -外围 �的城市发展模式。

政策是新经济地理学中影响空间集聚的一个重要变量。对于中国城市空间集聚

的研究,往往忽视了一个被认为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变量 ∃ ∃ ∃ 市场分割。研

究表明, 中国的省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分割 ( Young, 2000; Ponce,t 2005), 而

且各省都有激励利用市场分割来追求本地的经济增长 (陆铭、陈钊, 2009)。省间的市

场分割将加大不同省的城市间的实际距离, 限制城市间的空间集聚效应。本文将在

�中心 -外围模式 �的框架内, 考察市场分割导致的边界效应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

影响, 并用空间距离来衡量这一边界效应的大小。

三  研究方法和数据

研究城市间空间关系的文献常常使用简化模型 ( B r�lhart and Koenig, 2006;

Dobk ins and Ioannides, 2000) ,因此本文使用截面数据的 OLS回归作为研究的基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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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其基础是 Barro( 2000)利用跨国截面数据研究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计量模型。正

如前面所说,采取经济增长模型是因为中国的城市体系正处在变化之中,影响城市体

系的因素必然影响城市的经济增长。我们的模型形式如下:

dgdpi = �1 lngdp i0 + �2 invei0 + �3 labi0 + �4edu i0 + �5g ovi0 + �6 con i0 + �7g eoi0 + �

  本研究中我们使用了 1990~ 2006年的中国城市市区数据, 包含 286个地级城市

17年的经济数据,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1991- 2007&。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 i

城市 16年的实际人均 GDP的年增长率, 均以各省城市部门的通货膨胀指数进行消

胀,用 dgdp i表示。#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的集聚效应主要发生在工业和服务业,为

此,我们在 GDP指标中剔除了第一产业产出,在人口指标中剔除了农业人口。

城市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常用城市的人均 GDP增长率度量城市的经济活动

( G laeser et a.l , 1995; Dobk ins and Ioann ides, 2000)。之所以不使用实际工资、收

入、人口、人均 GDP的水平作为度量, 原因为:第一,城市级收入数据在中国不可得,实

际工资数据的可信度不高; 第二, 更早的年份,城市人口中不包括非户籍的常住人口

(A u and Henderson, 2006) ,因此不能很好地代表城市经济或规模。第三, 由于我们

试图体现城市经济的动态过程,城市的人均 GDP增长是比 GDP水平更好的度量。

Hanson( 2001)指出, 在鉴别集聚作用的文献中存在着以下问题: 未观察地区特

征,区域数据具有同时性,多重外部性。其中, 前两个可能会对城市空间关系的计量研

究带来较大的挑战。为克服未观察的地区特征,我们将根据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选取

尽量多的变量去控制可能带来影响的地区特征。区域数据的同时性对于本研究而言

可能不是一个主要问题,因为我们的主要控制变量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地理因素, 其他

控制变量都选取了期初的状态。因此,本模型实际上估计了各种因素对城市经济增长

的长期影响。初始优势是城市体系计量模型设定的一大挑战,已有的相关经济增长研

究的文献有助于我们解决这一问题。

Hanson( 1998、2005)用地理距离度量到主要市场的便捷程度, 因此地理距离和交

通距离,例如公路和铁路距离常用来估计城市之间的空间关系 ( Dobkins and Ioan�

n ides, 2000; B r�lhar and Koen ig, 2006; Partridge e t a.l , 2009)。特别地, 本文使用

地理距离作为城市空间关系的度量, 因为地理距离相对外生,能够避免交通距离内生

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计量误差。

我们假设在中国存在两个层级的城市体系,一个是全国的城市体系,中心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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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本文所考察的是地理因素对经济活动的长期作用,因此采用的是截面数据 OLS的回归方法,也就是

说,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在一个较长时间跨度的经济增长率,而非每年的经济增长率。



的主要港口,比如上海和香港。根据 Fu jita与 M ori ( 1996), 港口在经济活动的空间分

布中起到核心的作用;另一个是各地区的城市体系,核心是各区域内部的大城市,比如

广州,重庆等,它们相当于地区城市体系的集聚中心。更进一步,各个城市体系内部呈

现单中心的 �中心 -外围�的层级关系,这有待于我们的检验。

之所以定义上海和香港作为本研究中的 �大港口 �, 是因为上海港和香港港的集

装箱吞吐量分居世界第二及第三位, #它们的腹地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中国经

济最发达的地区,展现了很强的经济集聚效应。∋ 本文定义的 �大城市 �为 1990年前

建成且非农业人口 150万以上的城市。若我们定义 �大城市 �为人口 � 200万�以上的

城市,则大城市均分布在东部沿海,到最近大城市的距离与到大港口的距离高度相关;

若定义 �大城市�为人口 � 100万 �以上的城市,则大城市过多,并且到最近大城市的距

离与省会哑变量高度相关。

因此, 我们在 g eoi0中放入本研究所关注的空间变量,用以检验 �中心 -外围 �的城

市发展模式,包括: ( 1)到上海、香港两个大港口的最近直线距离 disp ort及其平方项

d isport_2、立方项 d isp ort_3; ( 2)到最近 �大城市�的直线距离 distb ig、其平方项 d istbig _2

和立方项 distbig _3; ( ( 3)与最近大城市是否同省的哑变量 samep ro,大城市的集聚效应

会吸纳周边中小城市的经济活动,如果存在省际的市场分割, 那么,对那些和该大城市

同省的中小城市而言,非同省的中小城市会较少受到这种吸纳的影响; ( 4)初始年份

大城市的 GDP水平 (gdpofbig0) ; ( 5)表示地理因素的海港 ( seaport ))和河港 ( riverport)

哑变量; ( 6)我们还放入通常研究中国城市经济增长文献所放入的省会或直辖市哑变

量 ( cap ital) ,中部 ( central)和西部 (w est )哑变量。距离的统计分布见表 1。

遵循传统经济增长文献,我们在解释变量中放入初始的人均 GDP水平的对数,即

上式中的 lngdpi0 ,这个变量可以用来观察中国经济在城市一级是否存在 �条件收敛�;

为了反映投资和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我们控制了投资占 GDP 的比例

( invei0 )、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 labi0 )及该城市教师数与学生数之比

( edu i0 ) , ∗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在研究经济增长的文献中, 通常还控制政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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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海洋局%2007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 &

若将天津港也定义为本研究中的 �大港口 �, 回归结果的符号不变,显著性稍微下降, 这正说明了天津港

的经济集聚效应相对较弱。

之所以加入二次和三次项,是根据 Dobk in s与 Ioannides ( 2001) ,为捕捉距离变量的非线性特征, 而加入

各自的多次项。

同时,这一变量部分捕捉了 �经济特区 �, �开放城市 �等政策因素。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没有对城市教育水平更准确的统计指标。



出占 GDP的比重以表示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方程中为 govi0。为减轻解释

变量内生性问题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我们将解释变量 1990年的初始值放在方程右边,

这样得到的估计结果实际上是解释变量对城市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

  表 1 距离的统计分布

distb ig distb ig(同省 ) d istbig(非同省 ) d isport

最小值 0. 00 0. 00 48. 9 0. 00

1 /4位值 137 65. 1 239 504

中位值 261 136 331 831

3 /4位值 367 246 464 1230

最大值 2350 506 2350 3530

平均值 291 156 387 897

  对于 con i0 ,遵循关于中国城市经济的相关研究,放入与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相关的

控制变量,包括: 以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的城市化水平 ( urb ) ;以外国直接

投资占 GDP的比重表示一个开放度的指标 ( fd i) ;以每平方公里建成区的非农业人口

表示的人口密度 ( density )及其平方 (den_2)。同样,我们也将上述解释变量 1990年的

初始值放在方程右边。

四  回归结果

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 2。

表 2 距离与城市经济增长的 �三次项�关系

( 1) ( 2) ( 3)

dgdp dgdp dgdp

d istb ig - 0. 00813 - 0. 00952 - 0. 0282**

( 0. 00554) ( 0. 0271) ( 0. 0136)

d istb ig _2 8. 71e- 06 5. 01e- 05**

( 5. 60e- 05) ( 2. 15e- 05)

d istb ig _3 2. 34e- 08

( 2. 91e- 08)

d isp ort - 3. 34e- 04 - 0. 0625*** - 0. 0518***

( 0. 00286) ( 0. 0221) ( 0. 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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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B arro ( 2000) 的研究中,体现经济发展水平的状态量按阶段内的初期值取值,而体现政策等因素的

控制变量按阶段内的平均值来取值。本文均取其初始值,突出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



( 1) ( 2) ( 3)

dgdp dgdp dgdp

d isp ort_2 7. 20e- 05*** 5. 71e- 05***

( 2. 69e- 05) ( 1. 94e- 05)

d isp ort_3 - 2. 33e- 08** - 1. 79e- 08***

( 9. 34e- 09) ( 6. 40e- 09)

gdpofbig0 - 1. 743 - 2. 310 - 2. 585

( 2. 500) ( 2. 531) ( 2. 504)

sam ep ro - 6. 496** - 6. 626** - 7. 049**

( 2. 761) ( 2. 922) ( 2. 869)

lngdp - 2. 132 - 4. 574 - 4. 251

( 2. 866) ( 2. 961) ( 2. 928)

inve - 0. 159** - 0. 137* - 0. 134*

( 0. 0768) ( 0. 0761) ( 0. 0759)

labor 0. 145 0. 173 0. 170

( 0. 138) ( 0. 141) ( 0. 140)

edu 3. 639** 4. 590*** 4. 411***

( 1. 469) ( 1. 506) ( 1. 487)

fdi 0. 0785 0. 0255 0. 0178

( 0. 0961) ( 0. 0965) ( 0. 0958)

gov 0. 224 0. 145 0. 161

( 0. 298) ( 0. 299) ( 0. 298)

d ensity 0. 00108 0. 00147* 0. 00151*

( 8. 30e- 04) ( 8. 36e- 04) ( 8. 34e- 04)

d en_2 - 2. 40e- 08 - 3. 95e- 08 - 4. 01e- 08

( 2. 43e- 08) ( 2. 46e- 08) ( 2. 45e- 08)

urb 0. 0227 - 0. 00221 0. 00401

( 0. 0535) ( 0. 0534) ( 0. 0528)

cap ital 3. 94 3. 29 2. 51

( 2. 48) ( 2. 73) ( 2. 54)

central - 5. 39* - 3. 54 - 3. 86

( 3. 22) ( 3. 28) ( 3. 25)

w est - 5. 03 - 6. 70** - 6. 42*

( 3. 373) ( 3. 36) ( 3. 33)

seaport 5. 10** 5. 99** 5. 54**

( 2. 51) ( 2. 53) ( 2. 47)

riverp ort 2. 95 3. 01 2. 25

( 2. 66) ( 2. 81) ( 2. 64)

常数项 15. 8 43. 5 42. 9

( 29. 9) ( 32. 4) ( 32. 3)

样本量 131 131 131

R2 0. 277 0. 335 0. 331

  说明: 系数下方的值是标准差。***、** 、* 分别表示在 1%、5%及 10%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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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传统经济增长因素外,在方程 ( 1)中放入了我们所关注的地理变量, 包括到

最近大城市的距离和到最近大港口的距离的一次项。方程 ( 1)中表示距离的变量都

不显著,这可能正是因为如 Fu jita与 Mori( 1996)和 Fujita等 ( 1999b)所描述的 �中心 -

外围模式�, 到中心城市距离对经济增长活动的影响存在 � ! 型 �的三次项效应, 故我

们在方程 ( 2)中加入到最近大城市和大港口距离的平方以及立方项。

方程 ( 2)中到大港口距离的一、二、三次项均显著,一次项为负, 二次项为正, 三次

项为负。而到大城市距离的一、二、三次项都不显著。这很有可能是由于三次项效应

的发挥需要更为广阔的空间范围,而现实情况中到大城市的距离不够远。于是, 我们

在方程 ( 3)中去除到中心大城市距离的三次项。结果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到,到大城市

距离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次项为负,二次项为正。基于估计结果, 我们绘制了到

大港口距离、到大城市距离与城市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图, #分别如图 1和图 3所

示,其中横轴表示距离的公里数,纵轴表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图 1 到大港口距离与城市经济增长

图 1表明, 一城市到大港口

距离由远及近, 对城市经济增长

有一个先促进再抑制再促进的

作用,这与新经济地理学中市场

潜力曲线的形状基本一致 ( Fujita

and M or,i 1996; Fujita et a.l ,

1999b)。距离港口越近, 城市越

靠近国外市场, 市场潜力越大,

越有利于经济增长; 而距离远到

一定程度之后, 国外市场就不那

么重要,距港口远的城市更可能发展国内和区域贸易,增加本地市场潜力,从而有利于

当地经济增长;城市到大港口的距离继续增大之后,到达国内、外市场的交通成本均增

加,本地市场潜力较小,从而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

在图 1中,可以看到 � ! 型 �两端下滑的曲线斜率的绝对值远远大于中间上升段

斜率的绝对值。这表明,如果空间距离能够缩短,对整体经济而言,城市经济增长提高

带来的好处要远远大于部分城市经济可能放缓造成的损失。当然,物理意义上的空间

距离不可能缩短,但空间距离所代表的资源流通的成本却可以降低, 比如改善交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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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图的具体制法是,假设其他变量不变,根据到大港口距离一二三次的系数,绘制城市经济增长随到大

港口距离变化的相关图;根据到大城市距离一二次项的系数,绘制城市经济增长随到大城市距离变化的相关图。



输条件、减少人口流动限制和减缓市场分割等。

图 1中,我们把中国主要城市按照到两大港口的距离依次在横轴上标出。为更清

楚看出地理距离在中国的分布,我们把上图中的两个转折点 ∃ ∃ ∃ 即 600公里、1500公

里左右的距离标注在图 2上。图 2中的实线弧形地区有经济增长的相对地理优势,而

虚线弧形地区的地理区位有相对劣势。

如图 3所示,当距离大城市

较近时,由于集聚可以带来规模

效应和外部经济,促使中心城市

吸收周边城市的经济资源,同时

周边城市也能较多的分享中心

城市集聚效应带来的好处,集聚

的向心力发挥主要作用,距离中

心大城市越近, 经济增长越慢;

但随着距离大城市的距离增加,

到达区域中心市场的交通成本

上升, 离心力发挥主要作用,距

离越远,增长越快。在距离 300

公里以内,城市间空间集聚表现

出较强的向心力作用。我们还

发现, 当距离大于 300公里左右

时,由于运输成本过高, 本地需

求和其他难以流通的生产投入

因素, 促使当地经济的发展,城

市间空间集聚表现出明显的离

心力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在图

3中,曲线的形状是 U型, 而不

是 � ! 型 �, 这并不奇怪。通过

对比图 1和图 3可以看到,如果要看到完整的 � ! 型 �曲线,需要距离达到至少 1400公

里,而到大城市的距离远未达到这个距离, 因此, 图 3呈现的完全可能是 � ! 型 �曲线

的左半部分。

我们还注意到,在方程 ( 1)至 ( 3)中,中、西部哑变量几乎不显著,这是因为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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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距离变量已经捕捉了中、西部空间区位的劣势。同省哑变量始终显著为负, 这表

明一个城市是否与区域中心城市同省对自身的增长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如果一个城

市与其最靠近的大城市在同一个省, 那么它将更多地受到 �大城市�的吸纳效应, 对其

自身的增长更为不利。反过来说, 这表明中国的省际存在类似 Parsley与W ei( 2001)

所说的 �边界效应 �,省和省之间的边界的确可以增加不同省的城市之间的实际距离。

初步估算,省际 �边界效应 �在相邻的大城市与小城市间相当于增加 260km的实际距

离。# 省际的 �边界效应 �与中国的省间市场分割有关。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在省与省

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分割 ( Young, 2000; Ponec,t 2005; 陆铭、陈钊, 2009)。Chen

等 ( 2007)认为,政府干预对省级市场分割有较强的促进作用。结合本文上述发现可

以看到,省级政府采取的市场分割措施的确起到了维持省内城市经济发展的目的,但

表 3 省际分割与政府支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 3) ( 4)

dgdp dgdp

gov 0. 161 0. 964
***

( 0. 298) ( 0. 363)

sam ep ro - 7. 05** 9. 43*

( 2. 87) ( 5. 40)

d istb ig - 0. 0282** - 0. 0312**

( 0. 0136) ( 0. 0130)

d istb ig _2 5. 01e- 05** 4. 42e- 05**

( 2. 15e- 05) ( 2. 05e- 05)

d isp ort - 0. 0518
***

- 0. 0486
***

( 0. 0176) ( 0. 0167)

d isp ort_2 5. 71e- 05
***

5. 26e- 05
***

( 1. 94e- 05) ( 1. 85e- 05)

d isp ort_3 - 1. 79e- 08*** - 1. 58e- 08**

( 6. 40e- 09) ( 6. 12e- 09)

gov∀ som epro - 1. 79
***

( 0. 505)

常数项 42. 9 47. 8

( 32. 3) ( 30. 7)

样本量 131 131

R2 0. 331 0. 401

  说明: 控制了其他解释变量。

这种行为却限制了外省大城市集

聚效应的跨省发挥,这对于区域经

济乃至全国而言会造成资源配置

效率的损失,从而不利于整体经济

的发展,造成了中国城市规模偏小

( Au and H enderson, 2006), 城市

间规模差距偏小 ( Fu jita et a.l ,

2004)等问题。

既有文献认为,中国省际分割

与政府干预程度有密切的关系

(白重恩等, 2004;平新乔, 2004; 陈

敏等, 2007)。因此, 在表 3的方程

( 4)中,我们加入政府支出与同省

哑变量的交互项,试图在本文框架

内,观察政府支出与市场分割相互

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结果, 方程 ( 4)中政府支出与

同省哑变量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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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小城市邻近大城市时,假设距离近似为 0km,此时省际的 �边界效应 �等于方程 ( 3)中 sam epro的系数

除以 d istbig的系数。



表明,政府干预程度越高的城市,与大城市非同省受到的吸纳作用越小;即政府干预越

高,区域大城市空间集聚作用被扭曲的越大。

当存在省际市场分割时,各省在限制外省大城市的集聚作用时, 有激励通过行政

手段加强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经济集聚, 以达到促进省内经济发展的目的。为更清楚

观察这种作用,我们用 �到所在省份省会城市的距离 � ( distcap )替换原模型中 �到区域

中心大城市的距离�, 以比较区域中心大城市与省会的集聚作用,观察省际市场分割

对中心大城市空间集聚效应的限制, 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扭曲。见表 4。

  表 4 到省会距离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

( 3) ( 5) ( 6) ( 7)

dgdp dgdp dgdp dgdp

d istcap - 0. 0253** - 0. 0412 - 0. 0252
***

( 0. 0105) ( 0. 0358) ( 0. 00829)

d istcap _2 3. 89e- 05

( 8. 35e- 05)

gdpofcap - 6. 32*** - 6. 47*** - 6. 31***

( 1. 75) ( 1. 79) ( 1. 74)

cap ital 2. 51 - 0. 0327 - 1. 22

( 2. 54) ( 2. 887) ( 3. 86)

gdpofbig0 - 2. 59

( 2. 50)

sam ep ro - 7. 05**

( 2. 87)

d istb ig - 0. 0282**

( 0. 0136)

d istb ig _2 5. 01e- 05**

( 2. 15e- 05)

d isp ort - 0. 0518
*** - 0. 0243** - 0. 0248** - 0. 0243**

( 0. 0176) ( 0. 0110) ( 0. 0111) ( 0. 0109)

d isp ort_2 5. 71e- 05
***

2. 22e- 05** 2. 26e- 05** 2. 22e- 05**

( 1. 94e- 05) ( 9. 09e- 06) ( 9. 18e- 06) ( 9. 05e- 06)

d isp ort_3 - 1. 79e- 08
*** - 5. 13e- 09** - 5. 23e- 09** - 5. 13e- 09**

( 6. 40e- 09) ( 1. 99e- 09) ( 2. 01e- 09) ( 1. 98e- 09)

常数项 42. 9 20. 7 23. 4 20. 7

( 32. 3) ( 26. 5) ( 27. 2) ( 26. 3)

样本量 131 131 131 131

R2 0. 331 0. 374 0. 375 0. 374

  说明: 控制了其他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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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可以看到,方程 ( 5)中只放入到省会城市距离的一次项, 该距离显著为负,

可见省会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经济活动有很强的吸引力。当我们在方程 ( 6)中放入到

省会距离的一次项和平方时,距离都不显著,可见不存在二次项效应,省会城市对同省

城市只有显著的向心力作用,从而不利于省内偏远城市的经济增长。由于到省会距离

与省会哑变量之间可能有很强的相关性,我们在方程 ( 7)中去掉省会哑变量, 结果无

明显变化。

我们的研究还控制了其他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因素。计量结果表明,投资在长期

内对经济增长影响为负,这可能是由于投资占 GDP比率既表示资本积累率,又表示经

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投资水平较高的地区,长期内并不存在经济发展的

优势, 相反可能存在过度投资的低效率 ( Zhang, 2003)。劳动力水平在长期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与中国总体上劳动力过剩有关 (陆铭等, 2005)。教育变量

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的影响,结果符合预期。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可能

是由于政府支出本身低效率和腐败, 并且过高的政府支出水平扭曲了市场资源配置的

功能 ( Barro, 2000; C larke, 1995; Partridge, 1997)。FD 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显

著,罗长远 ( 2006)对此现象的解释为 FDI作为 �投资 �本身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并

不显著,但它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 �挤入�国内自身的投资,从而间接地对经

济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我们认为,也有可能 FD I对本地投资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

在具有中国经济特点的结构性变量中,人口密度和经济增长表现为与 A u与 H en�

derson( 2006)一致的倒 U型,但并不显著。省会和地区哑变量在我们的研究中基本不

显著, 这与之前的众多研究,包括 Bao等 ( 2002)、金煜等 ( 2006)、H o与 L i( 2008)等的

研究结果有着较大的差异。这是因为,在控制了城市间的距离之后, 西部和中部地区

基本上不存在显著的经济增长的消极因素,省会城市也不存在显著的经济增长积极因

素。换言之,到大港口和大城市距离是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最主要的原因。最后,中

国城市经济似乎有 �条件收敛�的趋势,但并不显著。

五  结论

本文最重要的发现就是验证了地理和城市经济增长的 � ! 型 �非线性关系, 其理

论基础是空间集聚效应和新经济地理学里的 �中心 -外围�模型。我们发现,新经济地

理学的 �中心 -外围�理论在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模式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具体的表

现是: ( 1)到大港口距离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 � ! 型 �关系, 随着城市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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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距离的由远及近,对城市经济增长有一个先促进再抑制再促进的作用。 ( 2)到大

城市距离和城市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 � U�型关系,城市间的空间集聚效应在 300公里

以内表现出向心力的趋势, 300公里以外表现出显著的离心力作用。 ( 3)中国省与省

之间的市场分割造成省际的 �边界效应 �, 相当于增加相邻大小城市大约 260km的实

际距离。虽然这种市场分割限制了区域性大城市跨省集聚效应的发挥,但对不同省的

中小城市的增长却起到了保护作用。尽管如此,这种对于各省的中小城市的保护作用

恰恰意味着地区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

我们的研究说明,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城市间的集聚效

应,这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但从现实情况来看, 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和土

地利用的跨区域再配置仍然面临着很多制度上的障碍, 同时,各省之间的市场分割也

损害了空间集聚效应的发挥,这些都不利于区域间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因

此,应当减少生产要素 (特别是劳动力和土地开发指标 )和商品省际流动的限制,促进市

场整合和资源合理配置。对于内地而言,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于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和发展

国内市场。改善交通运输条件,能从整体上缩短中西部与沿海地区、小城市与区域大城

市的运输距离和成本,有利于空间集聚作用的充分发挥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发展国内市

场,是指相对于东部沿海面临广阔的国际市场而言,西部城市更应当充分利用当地和国

内市场,发挥区域的空间集聚效应,以区域性的大城市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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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数据说明

若无特别注明, 本文数据取自 1991~ 2007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其中共包含 30个省级行

政区、286个地级城市的数据。西藏、香港、澳门、台湾的数据没有纳入其中。

( 1) gdp: 将该市的地区生产总值除以所在省份或直辖市当年的城镇居民 CPI指数 (以 1987年

的价格为基准 ) ,二三产比重 /非农业人口, 重庆市的通胀指数参考四川省。 ( 2) inve: 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 /地区生产总值。 ( 3) labo: 该市就业人口 /总人口。density: 该市非农业人口 /建成区土地面积。

( 4) urb:该市非农人口 /总人口。 ( 5) edu: 该市中小学在校教师数 /中小学在校学生数。 ( 6) fdi: 外商

实际投资额 (万元 ) /地区生产总值。 ( 7) gov: 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 /地区生产总值。 ( 8) d isbig: 即

该市到最近的 1990年非农业人口达到 150万以上的城市的直线距离, 测量于%中国电子地图 2008&

(北京图灵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交通音像电子出版社 )。初始年份的大城市为: 北京、哈尔滨、天

津、沈阳、大连、南京、广州、成都、上海、西安、太原、长春、武汉、重庆。 ( 9) sam epro:该市与距该市最

近的 1990年市辖区非农业人口 150万以上的城市是否属于同一省级行政单位。同省为 1,反之为

0。 ( 10) gdpofb ig0: 距该市最近的 1990年市辖区非农业人口 150万以上城市的 1990年消胀后二三

产 GDP。 ( 11) cap ital:省会城市或直辖市该值为 1, 反之为 0。 ( 12) seaport:名单来源于 �首届中国港

口城市市长会议高峰论坛�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交通部、天津市人民政府、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四家主办 )。沿海港口为 1,反之为 0。沿海港口城市包括:青岛、烟台、威海、日照、海口、三亚、天津、

唐山、秦皇岛、沧州、大连、锦州、营口、连云港、福州、厦门、泉州、漳州、广州、深圳、珠海、汕头、湛江、

中山、上海、宁波、温州、舟山、台州、北海、防城港、钦州。 ( 13) r iverport: 名单来源于 �首届中国港口城

市市长会议高峰论坛�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交通部、天津市人民政府、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四家

主办 )。内陆港口为 1, 反之为 0。内陆港口城市包括为: 哈尔滨、佳木斯、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

岳阳、南京、无锡、苏州、南通、扬州、镇江、佛山、东莞、泸州、武汉、宜昌、南昌、九江、南宁、梧州、重庆。

( 14) disp ort:距香港和上海中的最短直线距离 ,测量于%中国电子地图 2008& (北京图灵软件技术有

限公司 中国交通音像电子出版社 )。 ( 15) central: 处于中部省份的城市该值为 1, 否则为 0,中部省

份包括: 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 16)w es t: 处于西部省份的城市该值为 1,

否则为 0,西部省份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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