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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一般影响因素!并构建了理论模型%按空间计量模型

选择规则!在经典计量模型估计和检验的基础上!构建空间滞后模型研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市场需求能力和需求潜力&劳动力投入&外部经济等对我国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而与工业集聚不同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并不能直接推

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体现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的集聚本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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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是指在国民经济活动中主要

为满足中间需求%而向其他生产性企业或组织

的生产活动提供生产性服务的一类国民经济产

业*具体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

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金融保险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

个产业(

$

%

/

)

*

研究经验表明%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利于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

$

)

*

同时%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融合+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然而%我国生产性

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

速度仍然缓慢*生产性服务业滞后于制造业的

发展水平%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竞争力低

下%制约了制造业和整体经济的发展(

'

)

*

$

!

相关研究综述

9&9

!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现象研究

ST=G">

等(

2

)研究发现%国家的首都以及

其他较大的城市%其区位熵一般都大于
$

%而中

小城市一般都小于
$

*

#̂VeU>

等(

4

)对英国生

产性服务业的研究发现%伦敦和一些大城市以

及多数省份的中心城市区位熵值较高%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度比其他城市要高%他们还从不同

角度证明了这种空间分布格局*阎小培(

)

)对于

生产性服务业中的个别行业的研究也表明%某

些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存在聚集趋势*已有

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现象的探讨%很容易形成

一个假设!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存在空间集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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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该假设是否能够在空间自相关性的基础上

得到证实%还需进一步实证检验*

9&:

!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形成机制

GU>>

(

.

)以制造业为例%对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机制的研究中%考虑了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

上的聚集%认为不同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之间

会因为彼此邻近%而更方便地提供和接受彼此

的服务%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但

制造业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由于集聚动因

的不同而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比如制造业集

聚区内%集聚的产业一般是按制造程序集聚在

一起的上下游企业%而生产性服务业则多是横

向互补关系的企业*与此不同%吕拉昌等(

1

)将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分为同行业和不同行业
/

类%一般都存在互补或竞争关系*

cUUSYU

等(

(

)的实证研究表明%从-创新环

境.角度上看%-集体学习过程.对于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VeU>

等(

4

)对

英国的研究则表明%社会关系与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 存 在 较 强 的 相 关 性*在 这 一 点 上%

GJU#>

(

$%

)则指出社会文化的相近性%也是产生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重要因素*这
'

种集聚形

成机制%是直接促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

邻近的地理因素之外%基于社会学角度的一大

发现*

这些集聚机制的研究%为进一步分析特定

经济体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问题%尤其是影响

因素的分析上提供了思路*但鲜有文献明确指

出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何种机制%主要

影响因素究竟有哪些*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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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

:"T!">

等(

$$

)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过程有
/

种!多中心和分散化*我国学者分别

从经济社会条件和区位的差异+地理分布特征

和其与制造业的关联特征+知识密集型生产性

服务业等角度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进行了探

讨%并提出了相应的集聚模式(

$/

!

$2

)

*这些模式

的提出%考虑了要素的空间异质性问题%但对空

间自相关性考虑不足%还需进一步补充*

9&<

!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研究

区位因素对于服务业集聚的重要性已经被

广泛认识*

G6GGU>

(

$4

)通过经验研究认为生产

性服务业一般会会倾向于选择大城市%但未解

释原因*而蒋三庚(

$)

)通过实证研究研究认为!

外部经济性+范围经济和创新效应是其主要原

因*

5#55">U

(

$.

)通过劳动生产率对就业密度

的弹性系数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效应%

结果表明%欧洲国家&弹性系数为
2&4Z

'略弱

于美国&弹性系数为
4Z

'*范剑勇(

$1

)通过计量

分析%得出我国这一指标为
1&)Z

!

1&(Z

之

间*同时%胡霞(

$(

)的研究也表明%资本劳动比率

对生产性服务业生产率的弹性系数一直在上

升*程大中等(

/%

)的研究表明%我国服务业及其

所属各行业的相对密集度%与其劳动生产率均

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综上%生产性服务业具有集聚趋势%且其发

展跟集聚经济有相关性*学者们对生产性服务

业的集聚机制与模式进行了探讨%为研究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还需

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自相关性角度加以完善*

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将空间因素是作

为虚拟变量引入模型的%使得模型中变量间的

空间自相关性与空间自相关性不能准确地表

达*除技术上的缺憾外%理论上也尚有些许不

足*对于集聚的研究多数成果都集中在制造业

上%生产性服务业很少被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同时%一些学者只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

增长的促进作用%但少有提及经济增长对生产

性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没有谈论清二者的

互动关系*也少有探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

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

/

!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模型

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对经济集聚问题

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技术支持*空间计量经济

学家们认为%在对空间截面数据与空间面板数

据的研究中必须检验数据的空间自相关性问

题%以便减少分析误差%因为几乎所有的空间数

据都存在空间自相关性(

/$

)

*技术外溢+工业分

布与集聚经济+就业与集聚经济的空间计量实

证研究发现%使用空间滞后模型得到了更加稳

健和准确的分析结果(

//

)

*

/%

世纪
(%

年代%以
cT9:W6>

(

/'

)为代表

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

规模报酬递增引起的*即当自然资源和劳动力

的生产要素集聚在一起以获得更高要素回报

时%存在本地化的规模报酬递增%为产业集群的

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新经济地理理论

还强调了要素之间的空间自相关性*

:&9

!

产业集聚产生原因

在这些产业集聚理论基础上%产业集聚产

生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自然资源与劳动力投入+

市场潜力+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并以此作为解

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经济要素*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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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与劳动力投入

c#W

(

/2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比较优势&用

原材料成本表示'和规模经济&用平均工厂规模

表示'与胡弗系数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UYY#G">

等(

/4

)通过产业就业份额表示的产业

集聚%对美国电+天然气+煤炭等资源优势对产

业集聚的影响进行了州级数据的实证研究发

现%大约
/%Z

的产业集聚可以被资源优势解

释*而
:Y6UGUT

等(

/)

)通过区域人口占全国

人口的比例表示的产业集聚度%将从事农业和

采矿业的就业人员或者地理纬度作为自然资源

的代理变量进行的郡级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

在运输成本大幅下降的条件下%资源优势对产

业集聚的影响正在减弱*

/&$&/

!

市场潜力

M9V#J6

等(

/.

)的研究表明了市场潜力对经

济集聚的决定作用*根据-源地市场效应.假设%

新贸易理论认为产业集聚是因为产业内的企业

愿意选择具有需求潜力的市场所在地(

/$

)

*但源

地市场效应的验证十分难*他们通过对欧洲的

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市场规模及其他意义上的

市场潜力与经济集聚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

规模经济
这里的规模经济指的是内部规模经济*基

于收益率的考虑%规模经济始终是吸引企业进

驻的主要原因之一*

STjŶ 6TJ

等(

/$

)对欧

洲
$(1%

!

$((%

年的研究发现规模经济对产业

集聚度的增加显著正相关*

c#W

(

/2

)对美国数

据的研究也发现%产业的平均规模对产业集聚

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2

!

外部经济

对于来自知识溢出+劳动力共享等的外部

经济%也是产生集聚的重要因素*

:Y6UG0

UT

(

/1

)也发现%外部经济仅在城市产业部门之间

表现明显*

S"JJ6ee#

等(

/(

)通过
T_!

溢出

效应研究发现%距离
T_!

越远则创新影响越

小%越近则越大%证明外部经济随距离增大而衰

减%由此吸引企业集中于创新活动活跃的地区%

进而产生集聚*

:&:

!

模型的构建与变量选取

/&/&$

!

理论模型
根据上述理论基础%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模型*其一般表达式为

9

&

>

^

%

=

\

%

>

U

%

?

U

'

*

@>

^

"

$

=

\

"

/

>

U

"

'

?

U

"

2

%

%

式中%

@

为常数#

>

^

代表自然资源与劳动力投

入#

=

\

代表市场潜力#

>

U

代表规模经济#

?

U

代

表外部经济#

"

$

%

"

/

%

"

'

和
"

2

为常数指数*

对模型两边取对数%则其线性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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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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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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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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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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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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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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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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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表示为
9

V

*

5

$

-

5

/

>V

^

-

5

'

=V

\

-

5

2

>V

U

-

5

4

?V

U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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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选取与实证模型
在数据选取时%采用我国

'$

个省市自治区

/%$%

年和
/%$$

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由于各要素指标难于衡量%所以采用各省生产

性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的

比重作为衡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的指标%

以经济增长率来体现市场需求能力和潜力%以

固定资产投资来反映自然资源投入和规模经

济%以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来反映劳动力投

入%以专利授权数来反映外部规模经济水平*

以理论模型为原型%选用固定影响+固定系

数模型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问题进行实证

研究*为考察各解释变量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的弹性%模型各变量全部用对数形式%则实证模

型为

K-&

X\G

N

*

;

-

5

$

K-&

:!\

N

-

5

/

K-3

N

-

5

'

K-:

N

-

5

2

K-!

\!:

N

-%

%

式中%

&

X\G

N

为第
N

省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全

国总额的比例%由第
N

省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

当年增加值累加值除以全国总额得到*本模型

用此变量表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

&

:!\

N

为

第
N

省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值%由第
N

省当年

:!\

减去上
$

年
:!\

再除以上
$

年
:!\

得

到*本模型用此变量表示经济增长率*

3

N

为第

N

省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由第
N

省生产性服

务业各行业当年就业人数累加得到*

:

N

为第
N

省生产性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由第
N

省生产

性服务业各行业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累加得到*

!

\!:

N

为第
N

省专利授权数*本模型以此变量表

示外部规模经济*

:&;

!

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方法

为考察要素间的空间关系的影响%需构建

空间计量模型来进行实证*空间计量模型不是

直接设定的%模型形式需要根据一套固定的方

法来进行选择*

6>GUY#>

等(

'%

)给出了空间计

量模型形式的选择规则!首先做
"YG

回归%考

虑
YW

&

UCC<C

'和
YW

&

Y;

?

'检验统计量*如果

两者都不能拒绝
%

假设%则直接使用
"YG

的估

计结果%无需进行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与估计*

如果有且仅有一个
YW

检验统计量拒绝了
%

假

设%则选择其对应的空间自回归模型(

'%

)

*当
/

个
YW

检验统计量都拒绝了
%

假设%则考虑检

验统计量的抗差&

T<QL,@

'形式*一般情况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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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抗差&

T<QL,@

'

YW

检验统计量只会有一个是

显著的%或其中一个的重要性比另一个更显著

&如
#

#

%"%%%%%

比
#

#

%&%'

更显著'*在这种

情况下%选择与最显著的统计量相对应的空间回

归模型*抗差&

T<QL,@

'

YW

检验统计量都非常显

著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注意%

因为可能存在设定误差源*

/

个
T<QL,@YW

检

验统计量都不显著的情况也是很少的*这些情

况下%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设定误差问题*

'

!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效应分析

;&9

!

经典计量模型估计与诊断

"YG

回归结果见表
$

*

表
9

!

"YG

估计结果

变量名 系数
#

值

; d$%&14%(4

!!

%&%%%%%%%

K-&

:!\

%&$((2.%) %&%2$$.'.

K-3 %&/1/$/(. %&%/(1./1

K-: %&$'.%(4$ %&'/)21$2

K-!

\!:

%&$11%1($ %&%$%/14(

统计量 值 统计量
!!

值

&

/

%&()1'/( %0,@;@+,@+H $'$&($)

拟合优度
%&()1'/( %

统计量
$'$&($)

调整拟合优度
%&1(./%$

对数似然函数值
d/2.&((2

回归标准差
.41&1/2

赤池信息准则
4%$&(1(

西格玛方极大似然估计
4/%%(%

施瓦茨准则
4%)&/($

极大似然回归标准差
./$&$.'

!!

从表
$

的回归诊断结果来看%模型
"YG

估

计的残差
W<C;-

$

,#

指数显著%说明模型具有

强烈的空间自相关性*从表
/

的多重共线条件

数来看%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由雅克
0

贝拉检

验&

V;C

a

LB0SBC;@B,@

'结果可知%模型存在非正

态性%由布鲁奇
0

培根检验&

SCBL,HE0\;

?

;-@B,@

'

和科恩柯
0

巴赛特检验&

c<B-]BC0S;,,B@@@B,@

'

结果看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怀特检验不显著%

也证明了这一点*

表
:

!

"YG

估计结果诊断

统计量 值
#

值

多重共线条件数
$%)&/24($/

1

雅克
0

贝拉检验
%&$4$/4' %&(/.$)/2

布鲁奇
0

培根检验
$&.'(.2/ %&.1'21)4

科恩柯
0

巴赛特检验
$&)''.). %&1%/.$%1

怀特检验
$.&%%%$4 %&/4)$)(1

莫兰指数&残差'

$&.%2%$$4 %&%11'.1(

拉格朗日乘数&对数'检验
'&.22.(.2 %&%%(%1)4

稳健拉格朗日乘数&对数'检验
'&1($1(1. %&%$///)/

拉格朗日乘数&残差'检验
%&%4$$42% %&'41'/)4

稳健拉格朗日乘数&残差'检验
%&$(1/44' %&4.2$)2(

!!

这些检验结果表明%

"YG

估计结果不能直

接用来进行经济分析*必须考虑要素间的空间

影响%既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根据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规则%从表
/

的

2

个最大似然检验结果来看%应选择空间滞后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

!

空间滞后模型估计

从
"YG

检验结果看%采用空间滞后模型进

行实证和经济分析更为合理*

空间计量模型估计最关键的是空间权重的

使用%对空间滞后模型的
WY

估计来说%只对与

邻接关系一直的空间权重有作用(

24

)

*也就是

说%只对
T<<]

邻接+

L̀BB-

邻接和距离束&不

包括
c0-B;CB,@

'邻接有作用%所以采用
T<<]

邻

接空间权重*空间滞后模型为

K-&

X\G

N

*

;

-

YK-&

X\G

N

-

K-&

:!\

N

-

K-3

N

-

K-:

N

-

K-!

\!:

N

-%

*

!!

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
'

*

表
;

!

空间滞后模型极大似然"

WY

#估计结果

变量名 系数 标准差
Z

值
#

值

; d$%&2%(11

! !

%&222%4%/ d/'&22'%'

! !

%&%%%%%%%

YK-&

:!\

%&%($$1%() %&%'$1'.1$ %&%'$1'.1$ %&%%2$124

K-&

:!\

%&$..24)) %&%.4($%'' /&''..$2 %&%$(2%/$

K-3 %&/1(/$1 %&%((()2%$ /&1('/// %&%%'1$''

K-: %&$1.$()2 %&$$/)))1 $&))$4%4 %&%())$$(

K-!

\!:

%&$.44$') %&%442.%11 '&$)2%)1 %&%%$444(

统计量 值 统计量 值

拟合优度
%&(.4%2.

对数似然估计值
d/24&(2

回归标准差
)./&)/(

赤池信息准则
2((&11$

西格玛方
24/2'%

施瓦茨准则
4%4&)$.

!!

空间滞后模型的拟合优度 &

&

/

'虽然高于

经典模型%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
&

/ 对于空

间回归模型并不适用%其值只是个伪
&

/

%并不

是真正的拟合度值%所以不能与
"YG

回归结果

的
&

/ 进行比较*拟合度只能看对数似然值

&

Y<

?

K+]BK+E<<I

'+赤池信息准则&

6#5

'和斯

瓦茨 准 则 &

G5

'值*这 里%对 数 似 然 值 由

d/2.&((2

&

"YG

'增长到
d/24&(2

%弥补了添变

量&空间滞后变量
8X\G

'的改进拟合度%

6#5

从
4%$&(1(

&

"YG

'降到
2((&11$

%

G5

从
4%)&/($

降到
4%4&)$.

%再一次表面空间滞后规范拟合

度的增加*空间回归系数约为
%&%(

%高度显著

&

#

[%&%%2$124

'*

空间滞后模型与经典模型的回归系数及其

显著性有一些差异!空间滞后的
&

:!\

&即

YK-&

:!\

'的显著性没变%但系数从
$&%%%)4)

降到
%&('(./2.

#

3

的显著性从
#

#

%&%%%4//2

升高到
#

#

%&%%%%'4)

%但系数从
$'&.%211

降

到
$/&(%%//

*这也说明这些变量的解释能力

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空间相关*

表
2

中%沃德检验&

8;CIJB,@

'的值由表
'

中变量
8X\G

的
1

值&

%&%'/

'的平方算得*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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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奇
0

培根检验&

SCBL,HE0\;

?

;-@B,@

'值可以看

出%模型已经消除了异方差性*似然比检验

&

Y+]BK+E<<IT;@+<JB,@

'是将经典模型与空间

滞后模型相比%

#

值显示%空间滞后模型比
"YG

回归系数要显著%体现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具

有强烈的空间自相关性*沃德检验&

Y

'+似然

比检验&

<&

'与拉格朗日乘数&

<=

'检验是近似

相等的%但一般顺序应该是
Y

,

<&

,

<=

*本

模型中%

Y

值约为
%"%%$

%

<&

值约为
2"$$

%

<=

值约为
'&.2

&见表
/

'%表现出不太满意的模型

规格"

*

表
<

!

空间滞后模型估计结果诊断

统计量 值
#

值

布鲁奇
0

培根检验
/&$1(2' %&.%%()21

似然比检验
.&''2$$ %&%%).)41

沃尔德检验
%&%%$%/2

!!

YK-&

:!\

的高度显著%再次说明我国生产

性服务业具有强烈的空间自相关性#由于这种

空间自相关性的存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集

聚会在受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投入+市场潜力+

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影响的同时%还会受到这

些要素之间空间关系的影响%会因为这些要素

的区位不同而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产生不同

的作用*所以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生产性服

务业所受各要素的影响程度实际上是不相同

的%是与区位性相关的*

K-&

:!\

显著%说明经济增长速度对我国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也反映了

市场需求能力和需求潜力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内需是经济发展的直接

动力%也是各产业发展的直接因素*当需求潜

力增大时%生产规模就会增大%进而劳动力投

入+固定资产投入等也会增加*

K-3

和
K-:

都显

著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生产规模增大时%所需

的中间投入也会随之增大%而生产性服务业的

本质就是中间投入性%内需增大必然会导致生

产性服务业产业的增长*不仅如此%

K-&

:!\

显

著还证明%内需还可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说明劳动力投入对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较强

的促进作用#

K-:

虽然在
$%Z

水平显著%但显著

性不强%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对生产性服务业的

促进作用不强*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为中间投入

性产业%主要提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营销+金

融服务等生产辅助性服务产品%对高新技术+创

新创意等软实力需求较高%而对固定资产等需

求比制造业要低得多*然而%固定资产的投入

将直接刺激制造业的发展%制造业的发展必然

带来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进而简介刺激生

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集聚*同时反映了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的性质与工业集聚性质不同%固定

资产的投入并不能直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集

聚*

K-!

\!:

高度显著%验证了外部规模经济对

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直接推进作用*我国东

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各产业发展水平较

高%形成一定的技术优势*同时%这种高新技术

集聚的地区也为技术溢出等外部经济提供了良

好的土壤%导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也较

高(

'

)

*相反%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其

外部经济水平也较低%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在西

部地区的集聚程度也偏低*

2

!

结语

从空间滞后模型的检验结果来看%我国生

产性服务业确实存在空间集聚现象*本研究给

出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理论模型%并以此对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具

有强烈的空间自相关性#经济增长速度对我国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也反映

了市场需求能力和需求潜力对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劳动力投入对生产性

服务业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外部规模经济对

于产业集聚具有直接推进作用#固定资产投资

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不强%同时反映了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性质与工业集聚性质不

同%固定资产的投入并不能直接推动生产性服

务业的集聚*

政府相关部门及相关企业应认清我国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的实质%利用其发展规律%调整调

整要素投入%制定推进政策*对于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较高的地区%适当转移过剩产业%防止过

度集聚而产生-拥挤效应.*对于生产性服务业

发展较慢的地区%政府应着重引进生产性服务

人才%同时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引进高新技术企

业%推动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同

时%兼顾经济发展结构调整方向%制定适度的固

定资产投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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