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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经济发展的空 间溢出效应
基于 动态 空 间 计量的 实证研究

周 文通

【提 要 】 本文基于动 态空 间计量方法和京津冀 区县经济数据 ，
探讨京津冀 区域经济 面

临的空 间溢 出效应 ， 结果表明 ： （ １ ） 就现状而 言 ， ２００８？ ２０ １ ２ 年京津冀 各区县本地经济积

累 、 投资活动和公共服务显著地促进本地经济发展 ； 本地经济积 累 还能促进周 边地 区 经济

发展 ， 但本地投资和公共服务则 抑制 周边地 区 经济发展 。 （ ２ ） 就未来趋势而言 ， 本地经济

主要靠本地投资活动和公共支 出 拉动
；
而本地投资活动和公共支 出 对周 边经济的

“

阴 影效

应
”

和
“

竞争效应
”

仍然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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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①
、

￣

京津冀地区长期以 来是中 国 区域经济三大

改革开放 ３ ０ 多 年来 ， 中 国经济 长期保持
“

增长极
”

之一 ，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相 比另

高速增长 ， 发展成鮮翻 目 。 中 国取得巨大 ？
个区域经济

“

增长极
’’
—

长二角 和珠二角 ’

经济成綱願是多方面的 ， 其中
－

个不可忽

视的原因是 ： 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不断推动 ＋大 和

国 区域经济发展 ， 形成对国 民经济 的有力支 ！

撑 。 十八大以来 ， 中央进
－

步强调
“

区域发展
☆ 一 Ｌ

也有助于理解 中 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机理。 本文
总体战略 ’ 将ａ津冀地 ±

将基于贏？紐 ２ 年京津冀区县经济数据和空
海 自 贸区等列 为

＝
国 区域发展 的〒

。 同
， 间计量最新进展

—

动态空间面板方法 ， 同时
＃类经济要Ｍ空间Ｍ和各类经济活动的￥

控雛据的时空相关性 ， 分析空 间溢 出效应影
间扩散 ，

不断打破区域市场间 和区域市场 内￥ｎ向区域经济的现状 ， 并麵空 间 溢 出 效应影响
的市场壁垒 ’ 从而促进 区域经济发展 。 这必然

区域经济的趋势 ， 以此探究京津冀区域经济
一

会加深区域间 和 区域内部的经济联系 ， 并形成


区域经济发展的 空 间溢 出效 应 ， 这种空 间
① 潘文卿 ： 《 中国 的区域关联与 经济增长的空 间溢出效应 》

，

溢出效应被认为是中 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 《经济研究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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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的机理 。中部地区对西部地区存在空间溢 出效应 。

⑦ 李敬

— 等将空间溢 出视作空 间关联 ， 指 出 东部地区 内
￣

部存在
“

双向空间溢出
”

， 中西部较发达地区是

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 中 ，

一些地区 的经济空间溢出的
“

主受益板块
”

，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要素或经济活动会影响其他地区经济发展 ， 这是空间 溢出 的
“

净受益板块
”

。

⑧ 分析空 间溢出

意味着该地区的经济要素或经济活动对其他地效应对次区域发展影 响的研究很少 ， 目前尚无

区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研究从区县级微观尺度分析京津冀区域经济的

根据学界研究 ， 能够产生空间溢 出 的因素空间溢出效应的现状 ， 并预测其趋势 。

主要有创新活动与知识生产 、 公共支 出 、 投资空间计量可 以准确分离各类 因 素对 中 国 区

活动和劳动力市场等 ， 不同 因 素产生空 间溢 出域经济的空间影响并精确测度对应 的空 间溢 出

的机理各不相 同 。 （ １ ） 知识溢 出效应 ： 创新活效应 ， 因此在空间溢出效应的分析上具有优势 。

动与知识生产的直接影响是促进技术进步和技空间计量主流文献分析空 间溢 出效应时 ， 方法

术扩散 ， 理论上本地知识溢 出会降低区域联系以静态空间面板为主 。 该方法 的缺陷在于 ： 无

成本并提升周边地区生产效率 （例如 ， 移动通法同时处理区域经济数据在空 间维度 和时间维

讯和移动网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 的作用 ）
， 从而度的相关性 ， 导致其估计结果可能有偏和不一

产生正的空间溢出效应 。

①
（ ２ ） 地方政府战略性致 。 动态空间 面板 （Ｄｙｎａｍ ｉｃＳｐ ａ ｔｉａ ｌＰａｎｅ ｌ ） 方

行为 ： 公共支 出对区域经济空 间溢 出 的机理在


于地方政府间 的 战略性行为 。 在
“

标尺竞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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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 ， 会与邻近地方政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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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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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的空间溢出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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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 ： 作为主要生产要素之
一

， 劳动力受工ｖａｌｕａ ｔ ｉｏｎＵｓ ｉｎｇＳｐａ ｔ ｉａ ｌＰａｎｅｌＭｅｔｈｏ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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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机会吸引 ， 也会跨越行政边界流动 。 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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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产生正的空间溢出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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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Ｐ

． ７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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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的文献主要有 ：
Ｙ ｉｎｇ 较早提 出 中 国区域经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ｒｎｉ Ｅｃ ｏｎ ｏｍ ｉｃＲｅｖｉ ｅｗ －

，２００２ ，Ｖｏ ｌ ． １３ ，

济存在核心区对边缘区的空间溢出效应 。

？Ｂｕｍ
ｐｐ

－ １ ６ １

＇

１ ６ ９ －

指出沿海地区对内陆地区存在空间溢 出效应 。

⑥ｐｅｒ ｓ
ｉｎＳｃｉ ｅｎｃｅ ，２ 〇 〇 ７

，
Ｖｏ ｌ．８ ６

，ｐｐ ． １ ０ １ 

－

１ ２２ ＿

Ｇｒｏ ｅｎｅｗｏ ｌｄ 等将中 国分为东 、 中 西＝大区域 ，

⑧ 李敬 、 陈澍 、 万广华 、 付陈梅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 间

化 山六細 山？

现关联及其解释一基于网络 分析方法 》 ， 《经 济研究 》 ２０ １４

指出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存在空 间溢 出效应 ，年第 １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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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通 ： 京津冀经济发展的空间溢 出效应
一基于动态空间计量的实证研究

法能较好地控制多期空 间数据 的空间相关性和期本地经济可能存在显著影 响 ， 在建模时需纳

时间相关性 。人考虑 。 本文将基于动态空 间杜宾面板模 型 ，

本文将主要考察创新活动 、 公共支 出 、 投考察京津冀区域经济面临 的空间溢 出 。 以下是

资活动和劳动力 四类因素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可基于方程 （３ ） 改写的实证方程 ：

能的空间溢 出效应 ， 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空 间溢

出效应的现状并预测其空 间溢 出效应 的趋势 。＋
／
３尤＋

：）
；^＾ ＋＾（４ ）

相比以往的研究 ， 本文有 以下贡献或改进 ： （ １ ）（
二

）
数据来源

首次从区县级微观尺度探讨京津冀区域经济面临本文涉及的
“

京津冀
”

指北京市 、 天津市和

的空间溢出效应 。 （ ２）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和动态河北省 １ １ 个地级市 （即石家庄 、 唐山 、 保定 、 秦

空间面板方法 ， 解释变量同时包含当期因变量的皇岛 、 廊坊 、 沧州 、 承德 、 张家 口
、 邢台 、 衡水 、

空间滞后项 、 上期因变量 、 上期因变量的空间滞邯郸 ） 。 本文在研究中将各市的市辖区进行合并 ，

后项和其他 自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 相比国 内其他如原东城区 、 原西城区 、 原崇文区 、 原宣武区 、

基于动态空间面板的研究 ， 本文模型更符合 Ｆｉ ｓ
－朝阳区 、 海淀区 、 石景山 区 、 丰台区合并为北京

土汉 等＾推荐的标准动态空 间 面板模型设定 。 市区 ， 和平区 、 河东区 、 河西区 、 南开区 、 河北

（ ３ ） 根据 Ｄｅｂ ａｒ ｓｙ 等提 出 的空 间溢 出 效应预测区 、 红桥区合并为 天津市 区 ， 长安区 、 桥东区 、

方法 ， 首次基于动态空 间计量 ， 预测京津冀区桥西区 、 新华区 、 裕华区合并为石家庄市区 ， 等

域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发展趋势 。

？等 。 最后总计 １６ ９ 个区县级空间单元 。 为保证数

，据的时效性和在时间序列上的稳定性 ， 本文采用
二 、 实证模型和数据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的短面板数据 。

（

―

）
实证模型京津冀地Ｋ名＂Ｋｉｒ的经

＇

济产 出 、 Ｓ资
＇

活动 、

本文实证部分主要分析投资活动 、 创新活 创新活动 、 劳动力 供给 、 公共支 出将分别 以各

动 、 劳动力 、 公共支 出 等 因素可能形成的空 间 区县当年 ＧＤＰ
、 固定资产投资额 、 专利 申请数

溢出效应对 区域经济 的影 响 。 在 已有研究 中 ，

量 、 单位就业人数以及地方财政年度预算支 出

创新活动一般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组成部分进 来表征 。 其中 ’ 由 于本文主要分析新增投资可

入模型 。

③ 本文也遵循以上建模策略 ：
能产生 的空 间溢 出 效应 ， 所 以用 当年 固 定资产

（Ｈ ）Ｆｋ（Ｋ
，Ｌ ｙＧ ）（ １ ）投资额作为代理变量 ； 由于足津冀地区各区县

其中 ： Ｙ 、 Ａ 、 Ｈ 、 Ｋ 、 Ｌ 、 Ｇ 分别代表区域 的研发投人缺乏统计数据 ’ 因此本文 以 专利 申

经济产 出 、 全要素 生产率 、 创新活动 、 投资额
请数量作为创新活动活跃程度 的代理变量 。 为

度 、 劳 动力 池 、 地方 政府公 共支 出 。 对方程了排除通货膨胀的影响 ， 本文以 ２０〇８ 年为基期 ，

（ １ ） 进行对数线性化 ：利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其他年份的 ＧＤＰ 、 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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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Ｗｙｉ＋ｄＷＸｔ＋￡ｉ②Ｄｅｂａ ｒｓｙ ，Ｎ ． ’Ｅｒｔ ｕｒ ， Ｃ． ａｎｄＬｅＳａ

ｇ
ｅ

’Ｊ
． Ｐ ．

’Ｉｎ ｔ
ｅｒｐ ｒｅ ｔ ｉｎ ｇ

Ｄｙｎａｍｉ ｃ Ｓｐａｃ ｅ
－

ｔ
ｉｍ ｅＰａｎｅｌ Ｄａ

ｔ
ａＭｏｄｅ ｌｓ

，Ｓｔａｔ ｉ ｓ
ｔ ｉｃａｌＭｅ

ｔ
ｈ

－

Ｘ＾
＝

［
ｈ

ａ＊ｈ ，
ｌ
ａ ｙｇ ｎ

￣

＼（ ３ ）ｏｄｏ ｌｏｇｙ ，
２ ０ １ ２

，Ｖｏ ｌ
． ９Ｃ ｌ ）

，ｐｐ
． １ ５８

－

１７ １ ．

方程 （ ３ ） 被称为空间杜宾模型 ， 是 目前空③Ｌ ｅＳａ
ｇ
ｅ

， Ｊ
．
Ｐ． ａｎｄＦｉｓ ｃｈｅ ｒ

，
Ｍ ． Ｍ．

， Ｅｓｔ ｉｍａ ｔｅｓ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间计量的 主流模型 。 在研究区域发展和收敛问

题时 ， 上一期本地经济和周边经济的积累对当２０ １ １
，
Ｖｏ丨 ． ３ ５ ⑴ ， ｐｐ

．１０３
－

１ ２７ ．

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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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投资额和地方财政年度预算支出进行价格平ｇ ． ． ．９
１^

－

１

减 。 ２０ ０８
？

２０ １２ 年各 区县 ＧＤＰ 、 固定资产投资济
ｄＸｕｄＸｍ

额 、 单位就业人数 、 地方财政预算支出 的统计数


据来源于 ２００ ９
？

２０１ ３ 年版的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
北省 １ １ 个地级市的统计年鉴 ， 各 区县 ２００８

？

〇二，

２０１ ２年专利申请数量来源于中国专利网 。

 ， 〇
，

＝

（ＨＷＴ
１

财丄 Ａ
…

？“
⑷

表 １ 相关变置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定义 丨

样本Ｆ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ｙＵＮｌ

＾Ｎｚｈ
—

Ａ
—

ＧＤＰ
＾＾ ＧＤＰ＾８４５２ ４３ ． ０２５８ ８６４ ． ２７４１１ ５ ． ０２ ２０ ５１ １２２ ５ ． ８８上式中 ， 间接效应是矩阵非主对角线元素
元 ）



上年 ＧＤＰ（亿



的平均值 。 直接效应代表本地要素对本地经济
ＧＤＰ Ｊａ

８８４ ５２ １ ８ ． ８ ３８９７８５ ． ４ ７８１１ １
． ３３ １３１０４ ６ ６ ． ３３

的影响 ； 间接效应即平均空间溢 出 ， 代表本地

劳动力
单＿业人数

秘 ＡＷ８蘭 麵 臟 〇〇〇要素对周边经济的影响 。



（
五

）
空间溢出效应的趋势预测

当年固 定 资产

投资 投 资 额 （ 万 ８４ ５＿ 丨 卿咖 ５腦 娜圆在分析空间溢 出效应现状的基础上 ， 学界

元 ）



更感兴趣 的是如何预测 空间溢 出 效应 的趋势 。

？８４Ｓ４０ ， ０ １８９３ ５ ， ２． ５ ９ ５０６ ４２ ＢＳＳ卩当期 （第 ｔ 期 ） 本地因素的冲击如何在时间维


 度和空间维度传导 ， 影响第 ｔ＋ １ 期乃至第 ｔ＋ｎ

当年地方财政＞

公共支出
－般预算 支出 ８４５２２ ４８７ ５７ ０２７７ ８ ．８２５ ３０３１ ０７０００ ００期本地经济和周边经济 〇 在 Ｅ ｌｈ〇 ｒＳｔ 的基础上 ，

（万元 ）１ ｜ ｜ ｜Ｄｅｂａｒｓ ｙ 等首先提出相应的预测方法 。

第 ｔ 期第 ｒ 个 自 变量对因变量的总效应等于

（

三
）
空间相关性检验ａｙ ／ａｆ 。 如果在第 ｔ期第 ｒ个 自变量产生永久性

本文将首先判 断京津冀 区县经济数据是否的单位变化 ， 即 （不 ＋占 ，
ｘ

，＋ １
＋ａ …

， ｘ
Ｔ

存在空间相关性 ， 这是进行空间计量的前提条＋幻
， 那么在 ｔ＋ ｉ 期因变量受到这个永久性冲击

件 。 全局 Ｍｏ ｒａｎ
’

ｓＩ 指数是测度空 间相关性最常而产生的影响 的表达式如下 ：

用的指数 ， 取值范 围在 ［

—

１
，

１
］ 之间 ， 指数ａＹｗ ／ａｘ

Ｇ（ａ ＋ｂ
－

１

）ａＮ
／

３＋ｗｙ ｒ ） （７ ）

不为 ０ 表示 区域经济数据存在空 间性 。 本文利如果在第 ｔ 期第 ｒ个 自变量产生永久性的单

用全局 Ｍｏｒａｎ
’

ｓＩ 指数 ， 来判断数据的空间相关位变化 ， 则 在 ｔ
＋ Ｔ 期因变量所受影 响 從＃／

性 。 全局 Ｍｏｒａｎ
’

ｓ Ｉ 指数的具体表达式如下 ：ａｘ
”

＇

的表达式如下 ：

Ｍ＿Ｗ

＝每１

兗，
广？ ）ｄＹ＾／ｄＸ

＾＝

ｆｌ
Ｄ

ｓ
ＵＮ＾



＋ 
ＷＹ ｒ ）（ ８ ）

（ ５ ）矩阵 ａｗａｆ 和 ａｉ＋Ｔ ／ａｉ
＇

的对角线元

Ｓ
２＝ｌＶ

（ｙ ．

－

Ｙ） ， ｙ ＝ ｌＶｙ ．素平均值分别代表了第 ｔ 期第 ［ 个 自变量的永久
７ １

＇’

 ７２
＇

＝

１性单位变化对第 ｔ＋ １ 期和第 ｔ＋ｎ期因变量的直

（ 四 ）
空间溢出效应的现状分析接效应 ， 在本文对应第 ｔ 期本地第 Ｉ

？

个因素的永

在空间溢出效应的现状分析中 ， 本文将分 久性单位变化对第 ｔ＋ １ 期和第 ｔ＋ ｎ期本地经济

别测度 ２〇 〇８？ ２ ０１ ２ 年京津冀各区县本地因素对的影响 ；
矩阵 ａＷａｆ和 的非对

本地经济和周边经济的五年平均影响 。 借鉴 Ｅ１
－

角线元素平均值分别代表了第 ｔ 期第 Ｉ

？

个 自变量

ｈｏｒｓ ｔ 提出 的面板数据空 间溢 出 效应的计算方的永久性单位变化对第 ｔ 期和第 ｔ＋ ｎ 期因变量

法 ， 如下式 ：的间接效应 ， 在本文对应第 ｔ期本地第 ｒ 个因素
４ ８



周文通 ： 京津冀经济发展 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动态空间计量的实证研究

的永久性单位变化对第 ｔ＋ １ 期和第 ｔ ＋ ｎ 期周边和时间 效应 的 动 态 空 间杜 宾 面 板估计结果为

地区经济 的影响 。准 ） ， ２００８
？

２０ １ ２ 年京津冀地区各区县的前期积

＋ 、累 （上期 ＧＤＰ ） 、 当期投资和公共支出对本地经
匹１ 、 实证分析济影 响 的 系 数估计值分 别 约 为 ０

． ８ ５ 、
０ ． １ １

、

（

―

） 参数估计〇 ． 〇８ ， 并通过相应显著性检验 ， 劳动力 和创新

参数估计是空间溢出 效应分析的 基础 ， 主 的估计值不显著 。 而 〇ＬＳ方法对前期积累 、 劳

要包括以下 内 容 ： 空间 权重 矩阵设定 、 空 间相动力 、 投资 、 公共支 出 的系数估计值分别 约 为

关性检验和参数估计 。０ ． ８８ 、 ０ ． ０ ３ 、 ０ ． ０ ８ 、 ０ ． 〇 ４ ， 并通过相应 显著性

１ ． 空间权重矩阵设定检验 ，
ＯＬＳ 方法对创新的估计值不显著 。 可 以

在空间相关性检验和参数估计前 ， 需先确定看出 ： 相对于空间计量方法 ，
〇ＬＳ 方法低估了

空间权重矩阵 。 针对京津冀 区县经济数据 ， 本文投资和公共支出的影响 ， 而高估 了上期 ＧＤＰ 的

利用贝叶斯估计分别计算不同空间权重矩阵 （最影响 。 值得注意的是 ， 周边地区的当期 ＧＤＰ 对

近空间单元个数从 １ 到 ２０ ） 的后验概率 ， 发现本地当期 ＧＤＰ 的空 间影响为正显著 （系数估计

２００ ８
？

２０ １ ２ 年 ７ 个最近空间单元的空间权重矩阵值约为 〇 ？２ ） ， 这表 明 京津冀各 区县经济之间存

的总体后验概率最高 。 因此 ， 本文以 ７ 个最近空在相互促进的关系 ， 周边地区经济发 展带来 的

间单元的空间权重矩阵 ， 来表征 ２００８
？

２０ １ ２ 年京红利能够被本地经济分享 。

津冀的经济空间结构 ， 作为后续分析的基础 。

表 ２２ ００８ ？ ２０ １ ２ 年京津冀 区域经济发展模型的估计

２ ． 空间相关性检验

本文通过全局 Ｍｏｎｍ
’

ｓ ｌ指数 ， 来判断京津冀


＂



， ，
？

ｆ


ＯＬＳ动态空间杜宾 面板模型

区县经济数据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 ， 进而判断是混合估计

￣ ￣

ｔｅ ．Ｅ＋Ｔｅ

＂

否要引人空间计量方法 。 经计算 ， ２００８
？

２０ １ ２ 年
＇

^
ＧＤＰ

一
ｌ

ａ
ｇ


京津冀区县经济数据的全局 Ｍｏ ｒａｎ

’

ＳＩ 指数分别约


［ ６８
． ５ ０４］

＂

［６
． ９ ２９ ］

＂

［６ ４ ． ４２ ４ ］

＂

［
６ ３ ． ４ ８３ ］

＂

为
０

？
１ ７

、
０

．
１ ８

、
０

． １６
、

０
． ２ 、

０
． １８ 。 由此可知 ： 五劳动力

〇 ． 〇 ３ ｉ ｏ－

０ ． ０ ５４－

０ ． ０ １ ２－

０． ００ ７

年全局Ｍｏ ｒａｎ
’

ｓＩ
指数都通过 了５％的显著性检 

：
２

．
ｉ 〇８ ］

－

［

－

０ ． ２ ９５ ］［

－

０ ． ６６ ２
］［

￣

〇 － ４〇 ６］

＿

０ ．０８ ２０． １ ９５０ ． １ ０ ２０． １ ０ ５

验 ，
２＿？

２０１ ２ 年京津冀区县经济数据存在显著贿
［ ６ ． 财

？

［，财
－

［７ ．＿
＂

［ ７ ．时

－

的空间相关性 ， 需要采用空间计量方法 。－

〇 ．００ ２０ ０ ０８０ ０ ０ ８０ ００ ７

＂＂＂

创新


图
１２００８？ ２０ １ ２年京津冀 区县经济数据 的 

［
—

０ ． ３ ８９ ］［ １ ． ３３９ ］［１ ． ７９ ５ ］

？

［ １
． ５４ ４ ］

全局Ｍｏｒａｎ
’

ｓ Ｉ指数公共支出
〇． 〇３ ６０， ２８６０ ， ０７ ９〇． ０８ ２

＿



＾
、

［ ２ ． ９ ４０ ］

“

［８ ． １３ ３］

“

［４ ． ６３ １ ］

＂

［ ４ ． ７ ３ １ ］

＊ ＊

２２％

０ ． ２０３７ １０． ２０４０ ． １ ５４
—

０ ． ０ ５ ６

■Ｗ ＊
ＧＤＰ

＿

ｌ
ａｇ


２０％／ Ｘ
．［３ ． １ ０ ３］

＂

［２． ５０ ８］

＂

［
－

０ ． ９４６ ］

１８％／
—

０． ０ １ ７—

０． ０ ６８—

０ ． ０ １ １

０＾６ ６５ ９２５５＾＾．／ＴＷ
＊
劳动力

１６％
－ｒ
＾

０ ． １７ ６４ ９１６６
ｓ
？Ｌ

＾
５５２／９ ８０ ． １７ ８４ １７３ ９［

—

０． ０５ ５］［
￣

１
． ８ ３ ６］

＇

［

一

０ ． ４ ７２ ］

—

０ ．

２２ ５—

０．

０５ ６
－

０ ．
０ ８ ９

１４％Ｗ 
＊ 投资


［
―

５ ． １５１ ］

？ ？

［
—

２ ． １ ６３］
＂

［

—

３．
９９ ９］

＊＊

１２％０． ０ １３０ ． ０ ０ １—

０ ． ００９

创新


１〇％［
１ ． ０ ４２ ］［ ０

． ０８ ７５ ］［

－

１ ． ２ ２ ７
］

．． ． ．

 ，
．

—

０． ０９ ５—

０． ０５ ９＿

０ ． ０ ６ ７
－？－

Ｇ ｌ ｏｂ ａ ｌ
Ｍ ｏｒ ａｎ ｓ

ｉＷ ＊
公共支出


［

—

１． ３５ ８］［

—

２ ．

４ ６０］
＂

［

—

２． ８０ ２］

．＊

３ ？ 参数估计０ ． １ ９５－

０． ０３６ ０． １ ９ ５

Ｗ ＊ ＧＤＰ


根据空间计量方法 （ 以 同 时控制 个体效应｜｜［ ３
． ２８ １

］

＂

 ｜ ［

－

０． ５９ ７
］ ｜

［３ ． ２ ７８］

？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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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ｗ
．

表示参数估计值在 ９汍置信度下显著 ，

？

表示参数估计值（即间接效应 ） 看 ： 五年间各区县投资活动 、 公
在 ９〇％置信度下显著 ， 方括号中为 ｔ 统计量 ， （

ｂ
）
ＧＤＰ

＿ｌ
ａ
ｇ 代表 ｉ ｌ

．


—ｕ．

山 合 ／？又妓
： ｉｎ

ｅｂ
ｉＶｔ 丨

、－

１ 
＋＊

ｊ
Ｗ－ｒ ｉ ．

 ％ ｉ

ｌａｇ 、 劳动力 、 投资 、 创新 、 公共支出 ） 代表
共支出 、 ＿经济积累的间接效应估计麵为

自变量 ； 的空间滞后项 。 （
ｅ
）ＩＥ 代表控制个体效应 ， ＴＥ代表控制时 间

一

〇 ？０８ 、

一

０ ？０６ 、
０ ．１ ３

， 并通过相应显 著性检

效应 ，
１Ｅ＋ＴＥ 代表 同时控制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 。验 。 本地投资活动与周边区县经济增长负相关 ，

（

二
） 京津冀 区域经济面临的空 间溢出效应表明存在

一

种
“

阴影效应
”

： 本地活跃的投资活

１ ？ 空间溢出效应的现状分析动会抑制周边区县经济增长 。 这是因 为京津冀

从本地要 素对本地经济的 空 间 溢 出 效应
经济发达地区 （例如北京和天津市 区 ） 更能吸

（ 即直接效应 ） 看 ：
２ ００８？ ２０ １２年京津冀各区县

引新增投资 ， 而周边欠发达区县却处于
“

灯下

的当期投资 、 当期公共支 出和上期 ＧＤＰ 的直接 黑
”

的状态 ， 新增投资难 以 获得 ， 经济发展缺

效应约为 ０ ． １
、

〇 ． 〇８ 、
０ ． ８５ ， 并通过相应显著性

乏动力 。 本地公共支 出与周边 区县经济增长负

检验 。 本地投资活动可 以为本地经济带来新项
相关 ， 表明存在一种

“

竞争效应
”

： 在
“

晋升锦

目和新技术 ， 为本地经济活动 注入新的活 力 ；

标赛
”

机制下 ， 在考核指标
“

唯 ＧＤＰ论
”

背景

本地公共支出水平决定着本地治安 、 教育 、 社
下

， 中 国地方政府倾 向于扩大公共支 出 ， 扶持

会保障 、 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 ； 上本地企业 ， 支持本地经济发展 ， 以期在与周边

一期本地 ＧＤＰ 代表 了本地经济前期的综合积
地区政府的竞争 中获胜 。 本地公共支 出对本地

累 ， 也代表了本地经济发展的惯性 ， 是当前本
经济的

“

排他性
”

支持 ， 会造成对周边经济 的

地经济发展的基础 ； 这些基本公共服务共同构 抑制 。 本地经济前期积累与周边 区县经济增长

成了本地经济发展 的外部环境 。 这意味着 ， 京 正相关 ， 表明存在一种
“

扩散效应
”

： 从长期来

津冀各区县的本地投资活动 、 公共支 出 、 经济 看 ， 经济发达地区 的经济活动能促进周边地 区

前期积累都对本地经济发展有 显著促进作用 ，

经济发展 。 这是因 为 ，
经济活动不受行政边界

本地投资活动 、 公共支 出 、 经济前期积累共同 限制 ’ 会扩散到周边地 区 ， 从而促进周边地区

推动着五年间京津冀各区县本地经济的发展 。纟５
、

济发展 。

２ ． 空间溢出效应的趋势预测
表 ３２００８ 至 ２０１２ 年京津冀 区域经济面临的空 间溢—

出效应从本地要素对本？？空 间溢 出＿


：

￣￣
―
―￣———￣￣

｜（即直接效应 ） 看 ： 未来五年 ， 京津冀各区县的
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

自变量
估计值

｜

渐近 ｔ 值 估计值
｜

渐近 ｔ值 估计值
｜

渐近 ｔ 值本地投资和公共支 出都对本地经济起着显著促

进作用 ， 并且这种推动作用随时间推移不断加

Ｗ


深 ； 创新起着微弱促进作用 ； 而劳动力起着微

劳动力 ＿

。． 。。 ７－０ ． ４ ２ ７－ 。 ． 〇 １ ５－０． ５９ ３＾
＂

＾７弱抑制作用 。 这个预测结果也符合京津冀区域

经济发展的 阶段特征 ， 现阶段京津冀各区县经

投资 〇． １ 〇２７ ． ６ 〇ｒ－

ｏ ． 〇８ ３＿ ３ ． ３ ５ｒ〇 ． 〇 丨 ９〇． ８３ ２济快速发展主要还是靠本地投资活动和财政支


出拉动 。 不可否认 ， 创新活动对京津冀个别地
°－ ° ０７Ｌ ６３ ４＾

０ ＇ ０ １ ０＿ １
＇

１ ５ ０＿０ － ００ ３＿

〇 －３ ３５

区 （如北京和天津市 区 ） 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 ，

但是对京津冀整个区域而言作用相对有 限 。 在
０． ０８１４． ５ ９８

＊－

０ ． ０６ １－ ２ ．

２ ７８
＊

０． ０２ ０ ０． ８３ ９

丨

触
丨 Ｉ可预见的将来 ， 京津冀各区县劳动力数量不会

注 ：

？

表示 参数估 计 值在 ９ ５％ 置 信 度下 显 著 ，
ＧＤＰ

－ｌａｇ 代发生大规模变化 ， 因此劳动力数量显然不是支
＊ ＧＤＰ

，
＇ °

撑未来京津冀各区县本地经济增长的动力 。

从本地要 素对周 边经济的 空 间溢 出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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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通 ： 京津冀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动态空间计量的实证研究

图 ２各因 素对京津冀区域经济空间影 响的预测

劳动力投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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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Ｔ；（ ｉ
＝

ｌ
，

…

， ５
） 代表未来第 ； 期的空间溢 出效应 。

从本 地要 素对 周边经 济 的空 间 溢 出 效应甚至
“

以邻为壑
”

的局面 。

（ 即间接效应 ） 看 ： 未来五年 ， 各 区县 的 劳动、＿

力 、 投资 、 创新和公共支 出 对周 边地区经济主Ｅ、 胃＆

要起着抑制作用 ， 并且这种 负面效应会随时间本文基于 ２００ ８
？ ２０ １２ 年京津冀区县经济数

獅动态空 间计量方法 ， 选 择最能代表京津冀
经
？

靠
＾ 经济空间结构的空间权重矩阵 ， 建构京津冀经

县
織展方程 ， 分析京津冀区域经济 面临空 间 溢

得 ３

二二‘ 出的现状并预测其趋势 ， 以 此来探讨空 间溢 出
济发展将处于有利地位 。 Ｍ津冀各 区县势必围ｍ

— ，
， 、 ，

绕新增投韻开顔竞争 ， 竞争失败的 区县帛
舰对 細細額。 研餘 出 以

济发展将处于不利境地 。 因此本地投资活动对＋

周边駆经济 的
“

阴影效应
”

还 将持续 。 从公第
－

，

〒津冀区域经济 当 前 面临 的空 间

共支 出的紐看 ， 公共支 出賊微定 了核
溢出效应而言 ： 五年来桃经济賊资 活 动 、

治安 、 教育 、 社会保障和 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公共支出＿期积累对本地经济都有显 著的Ｗ

服务 的水平 ， 并进
一

步决定 了 本地经济发展的
进作用 ， 三类 因素共 同推动 各区县本地经济 的

外部环境 ； 然 而周边 区县很难分享本地公共支 快速发展。 本地投资活动对周边 区县经济存在

出 营造的外部环境 （例如河北省各 区县很难分
“

阴影效应
”

， 京津冀经济发达地区更能 吸引 新

享北京市和天津市的基本公共服务 ） 。 这意味着增投 资 ， 造 成周 边欠发达 区县经济发 展处 于

本地公共支出 对周边地 区经济发展 的抑制作用
“

灯下黑
”

状态 ； 本地公共支出对周边区县经济

会越来越明 显 。 如果 各地方政府不就统
一

公共存在
“

竞争效应
”

， 本地公共支出对本地经济的

支出或统
一

公共服务进行协调 ， 在可预见 的将
“

排他性
”

支持 ， 会抑 制周边经济发展 ； 本地经

来 ， 京津冀各区 县之 间仍将维持
“

各 自 为 战
”

、 济前期积累对周边 区县经济存在
“

扩散效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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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各区县经济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 。导师陆军教授点评
第二 ， 就京津冀区域经济未来面临 的空 间总体而 言 ， 该论文 涉及的 区域经 济面 临的

溢出效应而言 ： 未来五年京津冀各区县的本地 空 间溢出 效应 问 题 ， 是 区域经济学 的热 点 问 题 。

经济主要靠本地投资活动和公共支 出 拉动 ， 这 文章通过将 空 间 计量前 沿研究 成果应 用 于京津

种正面影响会随时间推移不断加深 ； 与对本地冀区 域一体化研究 ， 对 国 内 区域经 济学 实证方
经济的作用相反 ， 未来五年京津冀各区县的投 法有所贡献

；

文章关注京 津冀 区域一体化 ， 也

资活动对周边经济的
“

阴影效应
”

以及公共支 具备现实 意 义 ； 得 出 的 结论也较符合经 济学 直

出对周边经济的
“

竞争效应
”

仍然存在 ， 这种 觉和 中 国 区域经济 的 实 际情况 。 具体来 看 ， 文

负面效应会随时间发展逐步加强 。章基于动 态空 间面板模型和 ＬｅＳａｇｅ 等提出 的 空

，
上 ， 为进一步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 间溢 出 分析框架 ， 引 入本地 因 素影 响本地经济

化 ， 京津冀地方政府应在 以下两方面建立针对 和本地 因 素影 响 周 边 经济的 分析视 角 ， 并预测

性机制 ： 第
一

’ 由 于各地对新投资项 目 缺乏分区域经济面 临 的 空 间 溢 出 效应 的 未来趋势 ， 具

享机制 ， 本地新投资活动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 有一定的创 新性 ， 应该说是一篇不错的 学 术论

存在负面影响 ， 因此要从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 文 。 当 然 ， 该论文也存在 一些 不 足之处 ， 希 望

高度 ， 建立合理统筹新投资项 目 的机制 ， 让京 作者在 未来加 强 学 术训 练 ， 提升学 术水平 ， 在
津冀欠发达区县也能共享新投资项 目带来 的好学术道路上走得更远 。

处 。 第二 ， 由于各地政府在公共支 出 问题上存
°

在竞争关系 ， 本地公共支出对周边地区经济发本文作者 ：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 学 院 ２０ １ ３ 级

展存在负
“

外部性
”

， 因此要在京津冀层面建立博士研究生

全区域公共支出 以及公共 品供 给的协调机制 ，责任编辑 ： 任朝 旺

将公共支出的负
“

外部性
”

内部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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