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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比较都市圈内的跨行政区的城市间经济水平增长的差距变化时，如果在

行政区内部的城市经济水平增长差距不断缩小的情况下，跨行政区比较的城市经

济水平增长差距出现增加的情况，则说明存在边界效应。其内涵为在一体化区域

中，存在行政区之间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变动趋势与一体化趋势相反，但小于一

体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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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市圈内区域差异界定  

目前，学术界对区域经济差异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各区域之间经济增长总量、经济

增长速度、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条件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状态。本文对于都市

圈内区域经济差异主要从横向空间和纵向时间两方面进行探讨。  

1、从横向上看，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圈内不同地区经济各方面的综合发展差异  

依据空间位置和行政边界的不同，表现为位置和边界差异两类：  

（1）位置差异。位置差异是指一定时期内都市圈内不同空间位置区域由于距离

城市中心的不同而表现的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非均等化的现象。  

（2）边界差异。边界差异是指一定时期内都市圈内不同行政区域而表现的人均

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非均等化的现象。  

跨省、区都市圈是跨越多个行政区划单元、由若干个联系紧密的都市区共同组成

的网络化都市经济区。由于行政主体的不同，具有追求行政区域边界内的利益

大化的动机。在边界内存在行政管理的一致性、政策的一致性和自然条件的相似

性，而省、区间则呈现不同的经济运行态势，产生边界效应。  

2、从纵向上看，它表现为不同地区在时间演化上趋势差别  

区域发展趋势差别，包括区域经济发展在连续的或者一定时间间隔的时间上的历

史演变的差异和在未来一定时间的变化差异。  

二、都市圈内区域差异的测量指标  

反映都市圈内区域差异程度的综合指标主要有：人均 GDP 标准差、人均 GDP 变异

系数、 大与 小系数和基尼系数。  

上述各系数的差异和计算方法如下：  

1、变异系数:是采用统计学中标准差和均值比来表示的，其公式为:  

V=      (1)  

式中:V 为变异系数，Xi 为地区某属性值(如人均 GDP)，n 为地区个数，X为某属

性值的平均值。V反映了各地区某属性值相对于该指标平均值的整体离散状况，

V越大表明某属性值的区域间差异越大。  

2、 大与 小系数:地区间某属性的 大值与 小值的比值，其公式为：  

                  (2)  

式中:Vm 为地区某属性值的 大与 小系数， 为该属性值 大的地区， 为该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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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值 小的地区。 

3、基尼系数是与洛伦茨曲线相联系的衡量人均收入状态的一种方法。基尼系数越接近 0，
表示各区域间人均收入越趋于均等。其公式为：  
G=2/n( + )-(n+1/n)    (3)  
其中： i=1,2,．．．n。  
三、都市圈内边界效应度量方法  
如果在都市圈内部的城市经济水平增长差距不断缩小的情况下，跨行政区比较的城市经济水

平增长差距出现增加的情况，则说明存在边界效应。其内涵为在都市圈区域中，存在行政区

之间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变动趋势与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趋势相反，但小于一体化的趋势。边

界效应的影响 终体现在都市圈经济增长方面，行政区边界对都市圈一体化趋势存在一定的

阻碍作用。  
对边界效应的度量一般是采用重力模型和经济学中的垄断竞争模型，从五个角度来考虑：  
一是分析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如果存在行政区的边界效应和其他影响，中

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联系强度就会出现差异；  
二是分析价格和报酬率的空间分布，如果区域中存在边界效应，那么不同省区之间的劳动力

和资本报酬率存在较大的差异；  
三是分析不同省份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和相似度，产业结构越相似就说明省区之间的专业化程

度较低，边界效应明显；  
四是直接计算跨省的贸易流动，根据以外省的消费对本地消费的替代，并对地理位置、相对

价格和生产力水平等因素进行调整，来比较跨省的贸易是否受到抑制；  
五是分析不同省区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在边界效应小的区域，经济周期有较大的相关性。  
比较都市圈内的跨行政区的城市间经济水平增长的差距变化时，如果在行政区内部的城市经

济水平增长差距不断缩小的情况下，跨行政区比较的城市经济水平增长差距出现增加的情

况，则说明存在边界效应。其内涵为在一体化区域中，存在行政区之间的差距，而这种差距

变动趋势与一体化趋势相反，但小于一体化的趋势。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趋同分析主要是在条件 β趋同分析框架或 Barro 回归方程内进行的。条

件 β趋同是指，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与其自身初始状态到稳定状态的距离大致成正比，简而言

之，经济体向自身的稳定状态收敛。Sala-i-Martin 把该框架称之为趋同分析的经典方法。Barro
回归方程为：  
        (4)  
其中，βi<0， 和 Xi，t 分别是经济体 i 内各子经济体在 t 到 t+T 期 GDP 的平均增长速度和刻

画其稳定状态的一组变量(对数状态)，αi 为常数项，Ψi 为 的一组系数， 为残差项。在国内

文献中，目前主要在条件 β趋同框架内考察我国省区的趋同情况，在 1990~2000 年间，全国

地级及其以上城市的人均 GDP 存在绝对 β趋同。  
式(4)揭示了，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与其自身初始状态到其稳定状态的距离大致成反比，为了

揭示在一定条件下，不同经济体间初始差距的大小与其变动态势负相关，从而实现在一个分

析框架内可同时进行纵向、横向比较，我们假设，如果经济体 A 和 B 具有相同的稳定状态

和趋同速度，由式(4)可得：  
   (5)  
我们把 /y 记为 ，则 就表示经济体间的横向比较。因此，式(5)可整理为：  
（ln( )-ln( )）/T=a+ ln( )+           (6)  
其中， 就表示经济体间横向之比在 t 到(t+T)期的平均增长速度，刻画了经济体间差距的变

动态势。  
参照重力模型，可以建立对都市圈中不同区域之间边界效应进行度量的回归方程。主要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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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6)的控制变量 Xt 进行设定，首先，设定一个虚拟变量对边界效应进行度量；其次，考

虑都市圈内的中心城市对各区域的影响，因此，我们进一步引入距离等变量控制变量。这样

式(6)就具体表示为  
（ln( )-ln( )）=  ln( )+      (7)  
其中， 和 分别是表示都市圈内两两城市间在 t 到(t+T)期的 GDP 比值，dum 是对省界的度量，

即跨省比较的为 1，其他为 0；distance 是每个城市到中心城市的公路交通距离， 分别为常

数项和各变量的系数。  
在定量分析行政区边界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经济作用时，我们 关心的是 的符号。 度量了

跨省城市之间的与省内城市之间的差距缩小幅度之差。如果 显著大于零，则表明该地区存

在边界效应，阻碍了该地区的区域一体化的过程。  
采用邹检验(Chow Test)对都市圈内两个城市样本在回归中是否存在结构性变化进行检验。具

体做法，在方程 1 的基础上首先假设都市圈内各城市为一个区域内样本，构建有约束的回归

方程，然后分别以都市圈中的两个研究对象城市构造两个无约束方程， 后，用回归的残差

平方和构造 F 统计量  
F=            (8)  
其中，RSS 为有约束方程的残差平方和，RSS1、RSS2 分别为两个无约束方程的残差平方和。

F 统计量服从自由度为(K， )的 F 分布，如果计算出的 F 值大于给定 α水平下的临界 F 值，

则拒绝两个无约束方程回归相同的假设，即都市圈中两城市存在结构性变化，无法视为同质

样本，反之，说明都市圈中的两城市为同一区域样本，是同质样本，可视为一体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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