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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迁

人口集聚对区域劳动生产率的
异质性影响

*

陈心颖

【内容摘要】中国区域间的空间异质性使得传统的空间同质性假设难以合理解释人口聚集对劳动

生产率的影响究竟几何。根据 2000 ～ 2012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面板回归和门槛面板回归进

行异质性检验，考察人口聚集度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表明，人口聚集度的上升具有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应，但表现出地区差异: 人口聚集对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效应呈东、中、西部递减态

势; 人口聚集度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呈“倒 U”形关系，并具有显著的三重非线性门槛特征，印证了“威廉

姆森假说”。文章政策涵义明显: 实施分类指导的人口政策，对于处于“倒 U”形不同阶段的城市制定

不同的人口政策。同时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过程中尤其要注重提升教育水平和吸引人才，以改善同质

低端劳动力过度聚集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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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亚当·斯密把分工作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影响因素开始，传统西方经济学对劳动生产率

的研究主要围绕劳动者技能、科技进步、结构变动、组织管理以及生产要素等方面展开。随着 20 世纪

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日渐兴起，城市空间聚集效应对劳

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日益受到关注。在沿袭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市场分析框架基础上，城市聚集

经济理论对劳动生产率影响要素的研究，加入空间区位的考量，实现了从静态向动态的转变，为劳动

生产率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城市聚集经济理论认为，包括人口和其他要素在内的空间聚集，通

过“内部规模经济”、“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激发横向和纵向的学习效用( 即马歇尔所谓的

“劳动力池效应”、“交流经济”) 、市场规模扩张产生的规模效应以及摊薄各种可共享的固定成本效

用，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只要聚集带来的聚集效应大于过分聚集带来的拥堵效应，即正的外部性大于

负的外部性，那么聚集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成长 ( Williamson，1965; Bairoch，1993; Fujita and
Thisse，2003; Hohenberg and Lees，1985; Scott，2006) 。而我国不同区域之间的要素聚集与劳动生产率

之间的关系究竟呈现几何? 是否符合城市聚集理论的观点? 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1 文献回顾

国外学术界对产业聚集而带来的经济成长有诸多论述，并认为产业聚集可促进城市化进程并有

利经济成长( Ｒosen，1980; Edquist，1997; Lundvall and Johnson，1994; Scott，2006) 。赫尔斯利在 1990 年

探究聚集与生产率的关系，认为生产率在城市中心最高，生产率与 CBD 中的企业数量正相关( 许士

东，2006) 。同年，赫尔斯利和斯特兰奇建立了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相互匹配过程的模型，发现劳动力市

场的改善与城市规模的扩大正向关联( 许士东，2006) 。
Ogarty and Grarofalo( 1978) 、Moomaw( 1981) 、Nakamura( 1985) 等学者在考察产业聚集对劳动生产

率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劳动生产率与就业人数的弹性系数关系或劳动生产率变化与工资的关

系( 李金滟，2008 ) ，由于各研究的对象不同，采取评估方法不同，得出的弹性系数差异很大，介于

1. 5% ～8%之间。
另一些研究则认为，聚集与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是有条件的。“Williamson 假说”

( 1965) 认为空间集聚在经济发展初期能显著促进效率提升，但达到某一门槛值后，空间集聚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将变小，甚至不利于经济增长。Henderson( 2003) 以 70 个国家为样本，利用 1960 ～ 1990 年三

十年数据建立动态面板研究结果发现，聚集对经济成长没有显著的影响; 经济增长与聚集变量的交叉

效果为负相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高，聚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小。Brülhart and Sberga-
mi( 2009) 以 1966 ～ 1996 年的数据为对象，以城市人口比例为衡量的聚集变数，发现聚集程度对经济

成长具有门槛效应: 经济发展水平未超过某一个门槛，聚集有正向影响; 跨过此门槛后，聚集对于经济

成长的效用递减甚至呈负向影响。其结论与“威廉姆森假说”一致。
还有部分外国学者的研究证据不支持聚集经济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如 P. Beeson

1987 年利用美国制造业数据，采用两阶段估计方法，得出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显著的结论 ( 高丽娜，

2012) 。Alejandro D. B. ( 2005) 和 A. J. Venables ( 2006 ) 分别利用墨西哥和英国的数据也得出类似结

果: 经济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并不显著。
国内学者关于聚集经济和劳动生产率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但多将聚集经济视为劳动生产率

的一个当然因素，专门探讨集聚经济与劳动生产率联系的文献尚不多见。在有限的相关文献中，也可

以划分为支持派和条件派。支持派认为集聚经济具有促进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正向作用( 罗勇、
曹丽莉，2005; 张妍云，2005; 范剑勇，2006; 张艳、刘亮，2007; 陈良文、杨开忠，2008; 赵伟、赵金亮，2008;

刘修岩，2009; 朱英明，2009) ; 条件派的认为聚集经济在某些条件下与劳动生产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姚德龙( 2008) 构建了工业集聚和城市劳动生产率的空间计量经济联立方程，实证检验了现阶段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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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集聚和城市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以及相邻城市之间经济活动的外部性，认为工业集聚与城市

劳动生产率之间是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关系，并得出结论认为，我国城市内部的拥挤效应已使城市

劳动生产率明显降低。高丽娜( 2012) 根据中国制造业产业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由于地

区空间集聚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只是对技术进步具有促进作用，地区空间集聚总体上对全要素

生产率只存在作用强度较小的正向影响。
上述相关研究提出了聚集产生的正反效用，有一定解释力，但也存在明显不足: 一是关于聚集与

劳动生产率的研究( 尤其国内的相关研究) 多局限在产业聚集的视角，忽视了人口聚集的因素。产业

聚集与人口聚集之间固然有关联，但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聚集形态多表现为异质性高端劳动力的聚

集，而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聚集形态可能更多表现为同质性的低端劳动力聚集。仅从产业聚集角度分

析聚集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显然不能完全厘清二者的内在联系。二是现有对于人口聚集与劳动生产

率关系的文献多以城市化为研究出发点，由于其暗含空间同质性假设亦使其研究与现实存有一定偏

差: 两个即使拥有同样的人口聚集比例的城市，可能有着较为悬殊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和经济发展程

度，需要制定不同的人口政策。三是已有的研究中理论和现实难以互相印证，甚至有不同的证据支持

截然相反的结论，说明聚集和劳动生产率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可能取决于其他条件或门槛，但这

方面的研究有待深入。
本文在现有文献基础上，试图探讨空间异质性下人口聚集度对我国不同发展水平的省份劳动生

产率的影响，并尝试建立计量模型，分析我国的人口聚集度与劳动生产率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

进而找出人口聚集度的门槛，以便于政府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和制定相应的人口政

策时融入空间概念，对不同的地域实行分类指导，以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2 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效应

2. 1 模型设计与变量选取

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是复杂的，人口集聚对生产率既可以产生成本效应等正外部

性，也可以通过拥挤效应产生负外部性，导致最后两者最终的关系很难确定。所以，本文在对中国区

域划分的基础上，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对人口集聚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在借鉴相

关文献的基础上设计了回归模型。为了消除异方差对数据波动的影响，各变量相应取对数。
LnTFP = c + θ1LnG + θ2LnGt－1 + θ3LnＲD + θ4LnCAP + θ5LnFDI + θ6LnMAＲ + e

( 1)

根据空间计量理论，某地区空间单元的经济特征与邻近地区必然存有一定关联。而现有学术界

关于劳动生产率效率问题的研究多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计量回归分析，未考虑地理空间相关性对劳

动生产率的影响。因此，在分析中国区域劳动生产率特征时，地理空间溢出效应有必要纳入考察范

畴。也就是说，本地区与相邻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可能相互受到影响。空间模型有空间滞后模型和空

间误差模型两类，前者常被用来估计空间溢出效应，即考察相邻地区该指标的变动对本地区该指标的

冲击和影响，后者则主要用于反映相邻地区解释变量误差冲击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对于模型的取舍，

一般采用 LMEＲＲ、LMLAG 等方法检验，但就本文而言，笔者更倾向于分析在特定渠道下的空间溢出

效应，因此本文将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即 SLM 进行估计。
空间滞后模型通常的表达式为: Y = ρWy + Xβ + ε。其中，等式左边的 Y 为解释变量; 等式右边的

X 为 n × k 的外生因变量矩阵; ρ 表示空间回归系数，用于测算变量间的空间依存关系; W 表示 n × n 阶

的空间关联矩阵; Wy 为空间滞后解释变量，ε 为随机误差项。
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反映的是研究对象不同的经济学原理和视角，包括邻接矩阵、反距离矩阵、

经济特征矩阵和人力资本矩阵等。国外文献最早的空间计量模型是从邻接矩阵开始的，邻接矩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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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应用也最广泛，其检验效果也比较理想。
空间关联矩阵 W 考虑的是不同空间单元之间的地理邻接与否，可以表示为:

Wit = 1，域 i 和域 j 相邻

0，域 i 和域 j{ 不相邻
( i≠ j) i = 1，2，…n; j = 1，2，…，m

由于人口集聚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内生性，究竟是人口集聚引致较高的劳动生

产率还是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吸引人口向该地区集聚? 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判定。因此，在回归

模型中，首先需要控制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另外，考虑到部分指标数据难以获得以及难以量化的因

素，笔者在设计模型时去掉了部分控制变量，比如区域资源禀赋、气候状况等，从而可能导致方程的错

误设定和内生性偏差，所以本文将采用广义系统矩估计法( GMM) 对式( 1) 进行估计。GMM 不仅可以

克服传统面板回归模型无法消除因内生性带来的估计偏差，而且能较好处理有限样本的问题。广义

系统矩估计法( GMM) 可以分为一步和两步估计法，与一步估计法相比，二步估计分析法在无偏性方

面更优，而且两步估计法能有效处理截面相关和异方差问题，而劳动生产率更倾向于出现以上情况。
工具变量有效是采用广义系统矩估计法的基本前提。据检验结果的 Hansen 值及工具变量有效

性的残差二阶序列相关检验，表明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考虑到我国不同地域间在

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环境、人才资源、研发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为了更准确地依据区域差异提出有针对

性的政策建议，有必要进行区域分组检验。本文拟按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进行划分，并利用空

间滞后固定效应模型( SLM) ，估计回归模型。
劳动生产率( TFP) 的测度: 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取决于一定的生产技术水平，而刻画生产技术水平

高低的常见方法是前沿生产面法。本文运用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劳动生产

率的代理指标( Fare Grosskopf et al. ，1997) ，并计算出其生产率的累积增长率。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

用距离函数来表示，专门用于考察决策对象多投入、多产出的效率评价问题。与其他方法相比，该生

产率指数具有无需提供要素价格信息、无需对生产无效率项的分布进行假设，无需事先设定生产函数

形式等优点，而且能进一步揭示效率的来源，适合用面板数据。
Malmquist 指数从 t 时期到 t + 1 时期的表示式为:

M0 ( xt+1，yt+1，xt，yt ) = dt
0 ( xt+1，yt+1 )

dt
0 ( xt，yt )

×
dt+1
0 ( xt+1，yt+1 )

dt+1
0 ( xt，yt

[ ])

1 /2

( 2)

式( 2) 中，( xt+1，yt+1 ) 表示( t + 1) 时期的投入产出向量，( xt，yt ) 表示 t 时期的投入产出向量; dt
0

表示以 t 时期技术 Tt 为参照期 t 的距离函数; dt+1
0 表示以 t 时期技术 Tt 为参照期( t + 1) 的距离函数。

Malmquist 指数以 t 时期技术 Tt 为参照的表示式为:

Mt
0 ( xt+1，yt+1，xt，yt ) = dt

0 ( xt+1，yt+1 ) /dt
0 ( xt，yt ) ( 3)

式( 3) 中的 ( xt+1，yt+1 ) 、( xt，yt ) 、d
t
0 和 dt+1

0 的含义同式( 2) 。

同理，Malmquist 指数以 t + 1 时期技术 Tt+1 为参照的表示式为:

Mt+1
0 ( xt+1，yt+1，xt，yt ) = dt+1

0 ( xt+1，yt+1 ) /dt+1
0 ( xt，yt ) ( 4)

该指数大于 1 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从 t 时期到 t + 1 时期的增长。Malmquist 指数还可进一步分

解为不变规模报酬假定下的技术进步指数( TP) 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EC) 。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有

不同的概念所指: 技术进步蕴含技术前沿外移的意味，也就是在现有技术水平下的最大可能产出的增

长; 技术效率则指向技术前沿的接近，且越接近技术前沿，效率越高。其分解过程如下:

M0 ( yt+1，xt+1，yt，xt ) =
dt+1
0 ( xt+1，yt+1 )

dt
0 ( xt，yt )

× dt
0 ( xt+1，yt+1 )

dt+1
0 ( xt+1，yt+1C)

×
dt
0 ( xt，yt )

dt+1
0 ( xt，yt

[ ])

1 /2

= EC × TP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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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变量选取 2000 ～ 2012 年各省( 区) 固定资产净值和平均劳动力人数，产出指标则选取 GDP。
选取 2000 年作为起始年份，主要原因是 1998 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

出问题的意见》，该《意见》被认为是我国人口流动壁垒从森严到松动的一个标志性文件，因此 2000 年

作为考察起始年份，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市场”力量在人口向城市聚集中逐步增强的过程。测算结

果见表 1。

表 1 2000 ～ 2012 年中国( 区域) 平均 Malmquist 指数

Tab 1 Average Malmquist Index of China in 2000 － 2012

东部 TFP 中部 TFP 西部 TFP

北京 1. 1028 安徽 1. 0624 广西 1. 0551

天津 1. 0964 江西 1. 0560 重庆 1. 0821

河北 1. 0798 山西 1. 0667 四川 1. 0778

山东 1. 1045 河南 1. 0707 贵州 1. 0495

上海 1. 1178 湖北 1. 0612 云南 1. 0553

江苏 1. 1121 湖南 1. 0608 陕西 1. 0606

浙江 1. 1084 内蒙古 1. 0855 甘肃 1. 0588

福建 1. 0952 吉林 1. 0584 青海 1. 0617

广东 1. 1169 黑龙江 1. 0776 宁夏 1. 0498

辽宁 1. 1022 中部平均 1. 0624 新疆 1. 0714

东部平均 1. 1056 西部平均 1. 0658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 ～ 2013 年数据整理和计算。

核心解释变量: 人口集聚( G) 。人口集聚包含人口集聚规模及人口活动分布密度的测度。考虑

到不同地理、气候条件对人口聚集的影响，为使数据更具可比性，本文使用人口耕地密度( G) 来表示

人口集聚度 ( 万人 /km2 ) ，即本地常住总人口数与本地耕地面积之比，各省的面积数据来源中央人民

政府网站。考虑到人口集中对生产率的影响不会立即体现，一般存在滞后期。因此将滞后一期的人

口密度( Gt － 1 ) 纳入模型，考察人口集聚的滞后效应。

控制变量: 本文将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四个控制变量纳入计量模型中，分别为要素比例( CAP) 、市
场结构( MAＲ) 、外商直接投资( FDI) 和研发投入( ＲD) 。其中，要素比例指标以工业固定资产净值余

额与工业就业人数的比值表示; 市场结构指标参考闫冰、冯根福等( 2005) 的做法利用企业数量作为衡

量指标; 外商直接投资指标采用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总产值占比来表示; 研发投入指标

则以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占 GDP 的比重计算。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

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面板数据时间跨度为 2000 － 2012 年。

2. 2 实证分析结果

尽管传统的最小二乘法( OLS) 当前还是使用最广泛的系数估计办法，但对于空间面板模型检验

而言，最小二乘法会产生系数估计值有偏或无效。因此，本文拟采用极大似然法( MLE) 进行模型估

计，并使用空间固定效应模型。为防止计量分析中的“伪回归”现象，本文在实证分析前将采用 ADF
单位根检验方法对相关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显示，各序列的原水平值为非平稳，但一阶差分后

为平稳，均属 I ( 1) 过程序列。采用 Matlab7. 6 软件对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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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人口集聚与生产率的 GMM 估计结果

Tab 2 GMM Ｒesult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nd Productivity

解释变量 全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LnG
0. 1597

( 0. 0265)

0. 1876

( 0. 0154) *

0. 1554

( 0. 0965) *

0. 1433

( 0. 1043) ＊＊

LnGt－1

0. 1788
( 0. 0043

0. 2113

( 0. 0787) ＊＊＊
0. 1829

( 0. 1123) ＊＊＊
0. 1477

( 0. 1176) ＊＊＊

LnＲD
0. 1345

( 0. 0265) ＊＊＊
0. 1776

( 0. 0052) ＊＊＊
0. 1112

( 0. 1154) ＊＊＊
0. 0967

( 0. 0623) ＊＊＊

LnCAP
0. 0576

( 0. 0554) ＊＊＊
0. 0612

( 0. 0454) ＊＊＊
0. 0454

( 0. 0543) ＊＊＊
0. 0433

( 0. 0314) ＊＊＊

LnMAＲ
0. 2022

( 0. 1154)

0. 3156

( 0. 0809) ＊＊
0. 2165

( 0. 0065) ＊＊
0. 1634

( 0. 0182) ＊＊

LnFDI
0. 0876

( 0. 0865) ＊＊
0. 0156

( 0. 0244) ＊＊＊
0. 0063

( 0. 0254) ＊＊＊
0. 0047

( 0. 1732) ＊＊＊

ρ 0. 1667＊＊＊ 0. 2112＊＊＊ 0. 1513＊＊＊ 0. 1264＊＊＊

F 值 6554. 3765＊＊＊ 4906. 5743＊＊＊ 3430. 9096＊＊ 4243. 0567＊＊＊

AＲ( 1) P 值 P = 0. 0156＊＊＊ P = 0. 0123＊＊＊ P = 0. 0198＊＊＊ P = 0. 0134＊＊＊

AＲ( 2) P 值 P = 0. 5467 P = 0. 4954 P = 0. 5554 P = 0. 4965

Hansen 检验
Chi2( 23) = 27. 3676

P = 0. 7541
Chi2( 10) = 17. 5656

P = 0. 7687
Chi2( 14) = 16. 9815

P = 0. 7576
Chi2( 15) = 17. 9098

P = 0. 7123

D-i-Hansen 检验
Chi2( 14) = 44. 7655

P = 0. 6565
Chi2( 6) = 12. 7655

P = 0. 6465
Chi2( 6) = 6. 5676

P = 0. 6678
Chi2( 8) = 9. 7765

P = 0. 6487

注: 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在 l%、5%和 10%的水平上变量显著。

结果表明，模型空间项参数( ρ ) 估计值通过了 1% 显著性水平，说明我国劳动生产率地理空间特

征显著，地理空间的溢出效应会对临近地区产生外部性，而且模型中空间参数值( ρ ) 均显著为正，说

明中国劳动生产率呈现族群特征，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地区比邻，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地区邻近。
2. 2. 1 核心解释变量

根据全国样本检验结果，人口密度与劳动生产率在当期和滞后一期呈现正相关，但未通过显著性

检验，意味着中国人口集聚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但分区域检验表明，不同地区人口集

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对于东部地区滞后一期的人口集聚，人口密度每提高 1%，劳动生

产率提高 0. 2113% ; 对于中部地区滞后一期的人口集聚，人口密度每提高 1%，劳动生产率提高

0. 1829% ; 对于西部地区滞后一期的人口集聚，人口密度每提高 1%，劳动生产率提高 0. 1477%。这一

结果基本符合现实的观察，即: 一定程度的人口集聚有利提升劳动生产率。按照空间经济学理论的解

释是“本地市场效应”，即人口的适度集聚扩大了当地的需求市场，带来产业的聚集，产业集聚又可通

过马歇尔所谓的知识溢出、劳动力池和本地市场关联等规模效应的正外部性提升劳动生产率，从而推

动经济增长。
2. 2. 2 控制变量

从要素比例看，对于所有地区而言，增加资本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说明现阶段我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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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产出弹性要远高于劳动力产出弹性。索罗模型可解释该现象，索罗模型认为资本积累将显著提

升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所有地区分组中的市场结构变量系数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水

平，说明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有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法则，一方面督促现存企业

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淘汰出不良企业，重新优化资源配置。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生产率也

有明显促进作用，这与学术界多数文献的研究结果基本吻合，认为: 外商直接投资可通过产业前、后向

关联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提升了整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开展研发活动积极的地区拥有更高的劳动

生产率，研发行为显著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与新经济增长理论将内生技术进步作为一个经济体经济

持续增长源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3 人口集聚与劳动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由于人口集聚产生的劳动生产率效应的发挥非简单的线性相关，而是呈现非线性特征，因此人口

集聚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无论是程度上还是方向上都可能存在一个或几个节点，这几个节点也可

称之为门槛，找出相应的门槛值，将为政府优化人口分布和集聚规模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
3. 1 门限面板回归模型

当前关于“门槛效应”的检验，学术界主要有采用三种方法: 第一种为交叉项检验。该方法的优点

是能够计算出具体的门槛值，可以检验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门槛效应，但缺点也显而易见: 首先，

对检验解释变量自身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无能为力; 其次，采用何种交叉项形式也难以确定。第二种方

法为分组检验。该方法是将所有样本分割成若干组，接着对每个组分别检验。该方法的主要缺陷是

无法对各组估计结果的差异性进行显著性检验，并且分组的标准和科学性也难以保证。第三种方法

为门限模型检验。该方法能对内生的门槛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还能计算具体的门槛值，使上述两种

方法的不足较好地得到解决。本文即利用门限模型检验，在回归模型中纳入选定的门槛变量，建立产

业集聚效应的分段函数，并对门槛的个数和数值进行估计。鉴于不同地区人口密度差异较大、各地区

劳动生产率对于人口集聚的响应亦有差异，并且现实中的人口的集聚效应具有显著的时滞性，本研究

中的模型( 1) 将纳入滞后一期的人口密度作为门槛变量。同时，考虑到门槛变量和门槛值可能不止一

个，因此在式( 1) 的基础上，本研究将以滞后一期的人口密度作为门槛变量建立多门槛面板数据模型。
据此考察各地区人口集聚的最优规模。

LnTFP = c + θ1LnG + θ21LnGt－1 × I( GINI≤ λ1 ) + θ22LnG × I( λ1 ＜ GINI≤ λ2 ) + …
+ θ23LnG × I( GINI ＞ λn ) + θ3LnＲD + θ4LnCAP + θ5LnFDI + θ6LnMAＲ + e

( 2)

其中，λ1，λ2，…，λn 为待估算的门槛值，I( g) 为指标函数。
3. 2 检验结果

根据 Stata 10. 0 统计软件进行门槛效果检验的结果表明，不同地区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均存在三重门槛，其影响系数在不同的区间内差异显著( 见表 3) 。

表 3 门槛效果自抽样检验

Tab 3 Threshold Effect from Sampling Inspection

门槛值检验 东部 中部 西部

第一个门槛 0. 4858＊＊＊ ( 14. 5565) 0. 3676＊＊＊ ( 20. 7876) 0. 3143＊＊＊ ( 11. 5765)

第二个门槛 0. 5524＊＊＊ ( 9. 6987) 0. 4143＊＊＊ ( 12. 0609) 0. 3743＊＊＊ ( 6. 9098)

第三个门槛 0. 6043＊＊＊ ( 7. 6654) 0. 4507＊＊＊ ( 5. 7344) 0. 4535＊＊＊ ( 4. 6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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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口集聚活动而言，是不是人口密度越高，劳动生产率越高呢? 根据门限回归模型检验结果

表明: 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动态非线性特征，且在不同地域其影响系数有所差异，即随

着人口密度由弱变强，劳动生产率会呈现迅速提高，后提高速度放缓，越过拐点之后，则反而下降，人

口集聚和劳动生产率之间表现为倒“U”型关系。以东部地区为例，人口密度跨过 0. 4858 后，作用弹性

从 0. 0687 增至 0. 1454; 跨过 0. 5524 后，作用弹性有所提升，但最后跨过 0. 6043 后，作用弹性由正转

负( 见表 4) 。

表 4 门槛回归结果

Tab 4 Ｒesult of Threshold Ｒegression

解释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LnG 0. 1756( 0. 078) ＊＊ 0. 1567( 0. 023) ＊＊＊ 0. 1456( 0. 039) ＊＊＊

LnG( t－1) －1 0. 0687( 0. 043) ＊＊＊ 0. 0443( 0. 042) ＊＊＊ 0. 0324( 0. 025＊＊＊

LnG( t－1) －2 0. 1454( 0. 058) ＊＊＊ 0. 1254( 0. 038) ＊＊＊ 0. 0956( 0. 025) ＊＊＊

LnG( t－1) －3 0. 2432( 0. 020) ＊＊＊ 0. 1909( 0. 016) ＊＊＊ 0. 1624( 0. 020) ＊＊＊

LnG( t－1) －4 － 0. 0122( 0. 014) ＊＊ － 0. 0078( 0. 006) ＊＊ － 0. 0028( 0. 002) ＊＊

LnＲD 0. 1154( 0. 088) * 0. 0976( 0. 120) ＊＊＊ 0. 0654( 0. 183) ＊＊＊

LnCAP 0. 0776( 0. 113) ＊＊＊ 0. 0522( 0. 066) ＊＊＊ 0. 0390( 0. 015) ＊＊＊

LnMAＲ 0. 3465( 0. 129) ＊＊＊ 0. 2456( 0. 025) ＊＊＊ 0. 2024( 0. 017) ＊＊＊

LnFDI 0. 0163( 0. 005) ＊＊＊ 0. 0082( 0. 007) ＊＊＊ 0. 0069( 0. 009) ＊＊＊

F 4809. 5431＊＊＊ 3576. 7898＊＊ 2912. 0989＊＊

Ｒ 2 0. 6876 0. 6776 0. 6635

注: 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在 l%、5%和 10%的水平上变量显著。

据以上计量模型给出的不同区域人口集聚与劳动生产率门槛值之间的数量关系，显然，人口集聚

度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存在区域异质性，由于传统的东、中、西部的划分难以对人口聚集的经济效益

做出精准区分，因此，按人口规模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可将中国城市划分为人口集聚适当型、人口集

聚推进型、人口集聚过度型三类地区。首先，人口集聚适当型地区，其人口集聚度与劳动生产率的关

系虽仍为单调递增关系，但此时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正效应已呈边际递减态势，显然，政府应采

取合理控制人口的政策防止人口空间聚集度越过拐点; 其次，人口集聚推进型地区，其人口集聚发挥

的正效应呈边际递增，劳动生产率随人口集聚度的上升迅速上升，该类型的地区政府应该采取提升人

口集聚向心力的政策，以进一步取得聚集优势; 第三，人口集聚过度地区，此时人口集聚度越过拐点，

拥挤效应显现，劳动生产率下降。政府应制定以控制人口空间集聚为导向的人口政策，避免过度集聚

带来的负外部性。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空间异质性假设，运用广义系统矩估计法和门槛回归方法，考察了我国东、中、西部人口

聚集程度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 ( 1)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聚集提升了劳动生产

率，但表现出空间异质性即东、中、西部的人口聚集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人口聚集对提升劳

动生产率的效应呈东、中、西部递减的态势。( 2) 人口聚集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非单调递增( 支持威

廉姆森假说) ，随着人口聚集度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规律，且有显著的三重非线性

门槛特征，其影响系数在不同区间有所不同。( 3) 在本文的考察时段内，竞争性的市场结构的改善、资
本深化和外商投资和研发投入的增加都对劳动生产率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

上述研究结果的政策涵义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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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类指导的人口政策。人口的聚集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固然发挥重要

作用，但由于人口聚集度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具有的“倒 U”形关系，因此，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看，每个

城市人口都具有最优规模，到达最优规模后其人口聚集的边际效益递减直至为负。这要求政府推进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制定的人口政策必须遵循“最优城市人口规模”原则，对不同的城市应实施不同的

人口政策: 对人口聚集适当型，即到达或临近“倒 U”拐点的城市必须严格控制人口聚集，防止人口过

度聚集产生的效率损失; 对于属于人口集聚推进型，即仍处于“倒 U”形上升阶段的城市，可以通过鼓

励人口进一步聚集，实现帕累托改进; 对于人口过度聚集型，即对于已经超越拐点的城市则需要通过

建立起产业的转移，卫星城市的发展等的扩张机制向周边次级城市疏散人口来减轻人口过度聚集的

负效应，周边次级城市于此同时亦可通过人口的再聚集得以发展。
第二，提升中西部城市的城市发展水平。实证发现，东部地区的人口聚集正效应高于中西部，Enrico

Moretti 的研究对该现象有一定解释力( 穆越、吴建峰、周伟林，2013)。Moretti 通过构建空间均衡模型，对聚

集造成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进行分析时认为，人口的聚集对生产率的贡献的机制之一是更好的工作匹配。当

聚集的劳动力和企业具有充分的异质性时，二者数量越多，则互相匹配的可能性越高，匹配程度越高，则包

括劳动力和企业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随之上升( 穆越、吴建峰、周伟林，2013)。我国东部地区

的人口聚集表现为高端劳动力和低端劳动力的异质性聚集，而中西部地区的人口聚集则相对而言是较多低

端劳动力的同质性聚集，高端人口聚集不足是中西部人口聚集效应未能充分发挥的原因之一( 同时也印证

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收益递增)。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内生于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和城市间所能提供的公共

服务差距过大，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若试图通过行政干预简单地控制人口从中西部向东部的转移是不

可取的。关键在于增加中西部城市对高素质人口的向心力，中西部城市应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

着力于缩小与东部地区公共服务的差距，尤其是要提高高等教育水平和科研机构，吸引优质生源，提升人口

的素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空间异质性前提下，对省际和区域间的人口聚集度与劳动生产率之间

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响应了“威廉姆森”假说，并找出到东、中、西部人口聚集度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三

重门槛值，但由于主题和篇幅所限，仅从人口聚集角度出发考虑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而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最终是为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增进，本文并未考虑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否一定带来社会福利的增

进，这未来要进一步研究的。同时本文也未能实现区域更细化的研究，仅从方法论的角度提供一个分

析视角，今后将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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