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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随着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 国经济的持续崛起和全球经济中心的不断东移 ，
亚洲在成 为

经济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焦点之际 ，
提升其整体竞争力 水平尤 为必要。 文章采用 空间计

量经济学的最新方法 ，
对亚洲 ５ ６５ 个城市经济竞争力水平的影响 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进行了研究 。 研究发现 ， 影响城市竞争力水平提升的要素溢出带宽主要集中在 １ ０ ００ｋｍ

范围 内 ， 同时城市获得的空 间溢出效应是促进其竞争力水平提升的重要途径之一 ，
弹性

值最大约 为 １ １ ．６％ 。 金融服务 、 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源等因素对城市竞争力水平提升同样

具有重要影响 。 文章的研究结论对提升 目标城市竞争力水平途径 、 建设城市群和经济带

的腹地范 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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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进人新世纪以来 ， 随着全球化的

加快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 ， 城市在世

界发展中的地位愈发突出
，
城市之间

在要素 、 产业等方面的竞争 日趋激烈 。

根据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９



ＨＰ 」 现代城市研究
Ｉ 本期聚焦 ： 城市创新转型发展的空间异质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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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司发布的 《世界城市化展望 （ ２０ １８ 修订版 ） 》 报告 ， 随

着全球经济复苏和城市化进程的进
一

步加快 ， 预计到 ２０ ５０

年全球将有 ６８％ 的人 口居住在城市 ，
同时中国城市人 口将

增长 ２．５ ５ 亿 。 城市将成为人类的主要居住区域 ， 城市之间

的竞争逐渐演化为城市之间竞争力水平的竞争 。 因此 ， 城

市竞争力研究成为经济学 、 城乡 规划学与管理学等研究领

域的热门话题 ， 越来越多的学术机构和学者加人城市竞争

力研究行列 。 认识和识别影响城市竞争力水平的关键因素 ，

并结合自 身 比较优势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水平 ， 成为 当今

城市发展的 当务之急 。

城市竞争力 的本质是为城市创造更多价值和福利 的能
＇

力 （ 曹清峰 ， 等 ，
２０２０

）。 从现有文献看 ， 已有研究主要

集中在对竞争力 的影响要素做出 了定性分析 ， 如城市发展

的基本动力包括科技进步 、 金融资本 、 生态环境 、 文化和

制度环境等 。 近年来 ，
信息和科技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

越来越明显 ， 具体表现为信息和科技城市的地位迅速崛起 ，

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和新兴经济体 中心城市正进入最具竞争

力城市行列 （ 倪鹏飞 ， ２００ １ ） 。 受限于城市数据 的可 得性 ，

已有文献中上述因素对城市竞争力影响程度的定量研究相

对较少 ， 对城市竞争力 的关键要素及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

尤为鲜见。

鉴于此 ， 本文拟采用空 间计量经济学的 最新方法和

ＧＮ Ｓ 模型 ， 采用亚洲 ５６５ 个样本城市经济竞争力数据对

其城市竞争力水平进行分析 。 在控制解释变量空间 自 相关

性的 基础上
， 定量分析关键要素对城市竞争力 的作用程度 ，

并测度其空间溢 出效应 ， 在此基础上讨论相关的政策含义 ，

进而为提升城市竞争 力水平 、 建设城市群和经济带提供针

对性和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

１ 文献评述

城市竞争力 的概念 自 被提出 以来 ， 受到 了 国内外学者

的广泛关注 。 现有文献表 明
，
经济体 的营商环境 、 文化

基础 、 基础设施 、 科技创新 、
产业类型等因素均会对城市 、

国家或者区域的竞争力 水平产生重要影响 （ Ｌａ ｃｋ ａ ，２ ０ １ ５ ；

Ｍｕ ｌ ｌｅｎ ，ｅｔａｌ
， ２０ １５ ；Ｋｒａｍｍｅｒ

，２０ １ ７ ； 陈创练 ， 等 ， ２ ０ １ ７；

Ｘｉ ｅ ，ｅｔａｌ ，２０ １ ８
；
Ｍｏｒａｄｉ

，ｅ ｔａｌ
，
２０ １ ８ ； 龚维进 ， 等 ， ２０ １ ９

；

葛懿夫 ， 等 ，
２０２ ０ ） 。 不仅如此 ， 斯特凡的研究表明 ，

不仅

单个要素会对城市竞争力水平产生影响 ， 城市 的商业环境 、

基础设施 、 人力资源 、 文化资源 、 自 然资源 、 具体监管框

架即制度环境作为
一

个整体 ， 与城市的竞争 力水平之间具

有较强的相关性 （ Ｓ ｔ ｅ ｆａ ｎ ，２０ １４ ）。 对 中国而言 ，
人才 、 政

府管理、 资本 、 科技和基础设施等因素一直是提升 中 国城

市竞争力水平的主要驱动力 （ 倪鹏飞 ， 等 ， ２０ １ ２
； 葛懿夫 ， 等 ，

２０２０ ）。 遗憾的是 ， 现有文献虽然从多个视角探讨了不同要

素对城市竞争力 的差异性影响 ， 却鲜见不同要素在城市之

间的流动及其空间溢 出效应对城市竞争力水平影响的研究 。

随着空间 经济学和空 间计量经济学的快速发展 ，
要素

在区域之间产生的 空间溢 出效应逐渐被广泛接受和大量引

用 （ Ｓｅ ｉ ｔｋ ａ ｚ ｉ ｅ ｖａ
，ｅｔ ａ

ｌ
，
２０ １ ８ ）。 从现有文献看 ， 已有学者

开始注意并探讨认为 ， 城市之间要素的空 间溢 出对城市竞

争力 水平的提升同样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 科恩等 （ Ｃ ｏ ｈ ｅｎ ，

ｅｔ ａ
ｌ ，２００４ ） 、 布朗齐尼等 （ Ｂｒｏｎｚ

ｉ
ｎ

ｉ ，
ｅ ｔ ａ

ｌ ， ２００９）
、 胡煌等

（ ２０ １ ５ ） 、
王雨飞等 （ ２０ １ ６ ） 这些学者的研究表明 ， 基础设

施如交通等对区域经济增长或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空间溢 出

效应 ， 进而影响 区域的竞争力水平 。 费舍尔等以欧洲地区

为研究对象 ， 认为 区域之间知识的空间 自相关和空间溢出

将会通过生产率水平影响区域的竞争力水平 ， 且这种影响

随着距离的临近而增加 （ Ｆ ｉ ｓ ｃｈ ｅ ｒ
，２００９） 。 与基础设施溢出

和 知识溢出不同的 是 ，
王文普 （ ２０ １ ３ ） 采用非空 间模型 和

空间杜宾 （ Ｄｕ ｒｂ ｉｎ
） 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竞争力 的影

响 ，
认为不仅环境规制具有较高的空间溢出效应 ， 与环境

规制有关的外商直接投资 、 科技人员数量和产业规模等 因

素对产业竞争力水平的提升同样具有显著的正 向溢出效应 ，

同时还将引发区域之间 的竞争行为 ， 并提升区域整体的竞

争力 水平 。 类似的
，
龚维进等 （ ２ ０ １ ９ ） 采用空间计量经济

学方法对中 国 ２ ８５ 个城市竞争力水平的研究表明 ， 空间溢

出效应是提升中国城市整体竞争力水平的重要途径 。

与上述研究的 主要研究对象为 国家内部区域不同 的是 ，

有学 者将城市竞争 力 的研究对象扩展 至 国家与 国家之间 。

卢益惠等研究 了 贸易相关的溢出效应对中国与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 （ Ｏ ＥＣＤ ，
以下简称

“

经合组织
”

） 产业竞争力 的

影响 ， 其认为贸易相关的溢 出效应将会对经合组织国家 的

产业竞争力 同时产生正向和负 向的空 间溢出效应 （
Ｌ ｕ ｈ ，ｅ ｔ

ａｌ ，２０ １ ６ ） 。 不仅是贸易本身 ， 与贸易相关的物流同样会对

城市竞争力水平产生影响 。 以
“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

沿线

国家为研究对象 ， 刘瑞娟等 （ ２０ １７ ） 采用动态分析方法发

现物流竞争力的空 间溢 出效应对城市竞争力水平的提升具

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 由 此不难发现 ， 无论是城市之间抑或

国家之间存在的空 间溢 出效应均是提升其竞争力水平的重

要源泉之
一

。

当然 ， 存在于城市之间 的空间溢 出效应及其对城市的

影响并非是无条件的 ， 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空

间距离的限 制 。 从现有文献看 ， 国 内外学者普遍认为 ， 要

素空间溢出效应的溢出密集区介于 ２００￣ １０００ｋｍ ， 空间溢出

效应的溢出边界最远为 ３０００ｋｍ 。 譬如罗德里格斯 － 珀斯等

提出 ３ｈ 旅行时间 （ 大约 ２ ００ｋｍ） 以 内 为空间溢 出 的最佳距

离 （ Ｒｏ ｄｒｉ
ｇ
ｕ ｅｚ

－Ｐｏ ｓｅ
，ｅ ｔａｌ ，２００８ ）

， 与余泳泽 （ ２０ １６ ） 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 间衰减得到 的结论是
一

致的 。 以中国

为研究对象 ， 潘文卿认为
，
省会之间距离小于 １

０００ ｋｍ 时

市场潜能的 空间溢 出对经济的影响最大 ， 超过 ３０００ｋｍ 时

空 间溢 出效应将不再明显 （ ＰＡＮ
，
２ ０ １ ３

） 。 而龚维进等则认

为 ， １ １ ５０
￣

１ ６５ ０ｋｍ 为区域利 用能力空 间溢 出效应的高弹性

区 ， 而有效溢 出边界为 ２４５ ０ｋｍ（ 龚维进 ， 等 ，
２０ １ ７

；龚维进 ，

等 ， ２０２０ ）。

由 此不难发现 ， 虽然众多学者均对城市竞争力水平进

行研究 ， 但是现有研究依然存在以下 ３ 个方面的不足 ：

一

是现有对城市竞争力 水平影响因素 的研究较为分散 ， 基本

上从一个维度开展竞争力水平研究 ， 很难识别 出 哪些因素

才是同时影响城市竞争力水平的 因素 ，
即鲜见城市竞争力

水平提升的针对性探讨 ； 二是空 间溢 出效应是客观存在于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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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维进 倪鹏飞

城市之间 的 ， 遗憾的 是影响城市竞争 力水平的不同要素的

空间溢出效应并未引起现有学者的足够重视 ；
三是现有文

献对城市竞争力水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判断哪些因素

是影响城市竞争力水平的因 素 ， 但是有关城市竞争力水平

的 定量研究相对较少 。 针对现有文献中存在的不足 ， 本文

将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 ，
对影响城市竞争力水平 的

多种 因素及其空间溢 出效应进行定量分析 ， 探讨其对城市

竞争力水平的重要影响及其溢出边界 ， 丰富城市竞争力水

平研究的 内容 ， 为提升城市竞争力水平提供有针对性的政

策建议 。

２ 模型构建及指标选取

２ ．１ 经验分析模型的构建

埃 尔霍 斯特 （ Ｅ ｌ ｈ ｏ ｒｓ ｔ ，２０ １４ ） 、 维 加等 （
Ｖ ｅ

ｇ
ａ ，ｅ ｔ ａｌ

，

２０ １ ５ ） 从广义嵌套空间模型 （ Ｇ ＮＳ ） 开始对包括基准模型

０ ＬＳ 在内的 ８ 种计量模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 广义嵌套空

间模型在满足
一

定条件时将逐步简化为基准模型 〇ＬＳ 。 ＧＮ Ｓ

可表示为 ：

Ｙ
＝

ｐＷＹ＋ ａ ｉ
Ｎ
＋ＸＰ 

＋
ＷＸ０

＋
ｕ

，ｕ
＝

ＡＷｕ 
＋

ｅ⑴

式中 ，

＾ 为被解释变量 ， 见 为空间权重矩阵 ， ￣ 为常

数项 ，
７ 为解释变量矩阵 ，

ｗ
为误差项 ，

Ｐ
、
《

、
々

、
０

和 义 均为待估参数 。 当参数 Ｐ ａ Ｐ
、

〃 和 Ａ 中有一个

或几个等于零时 ， ＧＮＳ 可分别简化为 ＳＡＣ 、 ＳＤＭ 、 Ｓ ＤＥ Ｍ 、

ＳＡＲ 、
ＳＬＸ 和 ＳＥＭ

，
直至上述 ５ 个参数均等于零时 ， ＧＮＳ 即

简化为 ０ＬＳ 。 简化条件可参见文献 ［
１ ７

］
的详细 内容 （

Ｅ ｌｈｏ ｒｓ ｔ
，

２０ １４ ）
， 在此不再赘述。 在具体建模时 ， 维加等建议将模型

设定为 ＧＮ Ｓ 形式 ， 然后根据参数检验选择最优的经验分析

模型 （ Ｖ ｅ
ｇ
ａ

，
ｅ ｔ ａ ｌ

，２０ １ ５ ）。 鉴于此
， 本文将建立如下包含

空间因素 的全球城市竞争力 的经验分析的 ＧＮＳ 模型 ：

ｃｏｍｐｅｔ
ｉ
ｔ
ｉ
ｖｎ ｅｓｓ 

＝

ｐ 

ｘＦＴ ｘ ｃｏｍｐｅｔ ｉ
ｔ
ｉ
ｖｎｅｓｓ

＋ 
ａ ｉ

Ｎ
＋ＸＷＸ６ －

＼
－ Ｕ

ｙ

其中 ：
Ｗ ＝ 又 ＰＴｗ＋ ￡：

；

Ｘ＝（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ｙ
ｆｉｎａ

＿

ｓｑｕ，
ｔｅｃｈ

，

ｉｎｃｉｕｓ ｔ
，ｐｓａｃｐ，

ｄｅｍａｎｄ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
，
ｉｎ￡ｒａｓｔｒｕ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ｍ ｔ ）

＇

 （
２ ）

式 （
２

）
中

，

ｃｏｍｐｅｒｉｒｉｗｉａｗ 为被解释变量 即城市的经济竞

争力水平 ， ＆ 为常数项 ，
Ｐ 为空间权重矩阵 ，

％ 为解释变

量矩阵 ，

《 为误差项 ，
／

〇
、
ａ

、
々

、 ０ 和 ＾均为模型的待估

参数

２ ．２ 变量的选取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城市竞争力水平 。 城市竞争力水平

是城市当前创造价值并在未来持续创造价值的能力 ， 在短

期 内具体表现为当前创造价值的规模 、 速度和效率。 因此 ，

城市竞争力水平参考倪鹏飞等的方法 （ Ｎ ｉ
，
ｅ ｔ

ａｌ
，２０ １ ７ ） ， 由

城市经济增长量及其综合经济效率合成 ；

形成城市竞争力的条件是以城市的环境 （ 具体包括软环

境和硬环境 ） 为基础 ， 通过人才和企业等经济主体的空间

集聚 ， 构成城市产业体系 的绝对优势 和相对优势并形成城

市的竞争力 。 参考倪鹏飞等的方法 （ Ｎｉ
，ｅｔａｌ

，
２０ １ ７ ）

， 本文

选取 以 下解释变量来探讨亚洲城市的竞争力水平 ：

一是城

市的金融服务水平 （ ｆ ｉ ｎａ ｎ ｃ ｅ ）
，
用以反映城市动员储蓄 、 吸

纳并配置资本的能力 ， 由 银行指数和银行分支数合 成 ， 并

考察其二次项 （ ｆｉ ｎａ
＿

Ｓ
ｑ
Ｕ） 与竞争力水平的倒 Ｕ 型关系 ， 其

拟合图见图 １
；
二是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 （ ｔｅｃｈ）

，
是全球新

型城市 的基础性决定因素 ， 由城市的专利指数和论文指数

合成 ； 三是城市的产业体系 （ ｉ
ｎｄｕｓ ｔ ） ， 用以反映城市的产业

质量和现代化程度 ， 具体由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数量和科

技企业数量合成 ； 四是城市的人力 资本 （
ｐ
ｓａ ｃｐ ） ， 也是城市

创造财富和价值的主体 ， 由 劳动力人口 数量 、 ２０￣２９ 岁青年

人 口 占 比以及大学指数合成 ； 五是用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人

水平衡量的城市 当地需求 （
ｄｅｍａｎ ｄ）

；
六是城市的营商成本

（ 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 ） ， 由 贷款利率 、 税收 占 ＧＤＰ 比重 、 人均可支配收

入占基准宾馆价格之比合成 ，
反映城市内部 的企业收益水

平 ；
七是反映城市基础条件的基础设施指数 （

ｉ ｎｆｒａｓ ｔｒｕ） ，
由

城市 的航运便利度 、 宽带用 户量和航空便利度合成 ； 八是

反映城市生活与安全的生活环境指标 （ ｅ ｎ ｖ
ｉ
ｒｏ ｎｍｅｎ ｔ

）
， 由城

市的 ＰＭ ２ ．５ 和犯罪率合成 ； 九是城市的制度环境 （
ｉ
ｎ ｓｔ ｉ ｔｕ ｔｅ）

，

采用城市的经商便利度 和经济 自 由度来合成。 需要说明 的

是
， 本文对城市的金融服务取了平方项 （ ｆｉｍｓ

ｑ
ｕ ）

，
以反映

城市的金融服务需要发展 到一定程度才能有效地促进城市

图 １ 金融服务水平与城市竞争力 的拟合 图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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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水平的提升。

对于城市经济竞争力水平及其分项指标而言 ， 我们首

先将每个具体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的指数化处理 ， 然后将

这些指数等权相加 ， 形成综合指数 。 公式为 ：

Ｖ
—

．饮
Ａ

￣

０
２

⑶

式中 ． 表示综合变量 ， ｋ 为某
一

具体综合
＃
量的编号 ；

表示构成综合变量的某一具体指标值 ；
表示构成

综合变量某一具体指标的所有样本城市该指标数值的均值 ；

是方差 ； ＿／
＝〇 ， １

，
２

…

，
ｎ 。

２ ．３ 数据处理方法

首先 ， 全球城市竞争力各项指标数据的量纲不 同 ． 需

要对所有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
报告主要采取标准

化 、 指数化 、 阈值法和百分比等级法等 ４ 种方法 。

（ １ ） 标准化计算公式为 ：

Ｑ（
４

）＿

式中 ，
尤

，
为 易 转换后 的值 ， Ａ 为 原始数据 ． ｊｃ 为平

均值 ， ｅ
２

为方差 ，

？ 为标准化后数据 ＝

（ ２ ） 指数法的计算公式为 ：

ｚ
，

．

＝ｉ
ｘ
０ｉ（

５
）

式中 ， Ａ 为 七 转换后 的值 ， 易 为原始值 ， ％
，

？ 为最

大值 ． Ａ 为指数 。

（
３） 阈值法的计算公式为 ：

ｘ＿

（
Ｘ
Ｍａｘ－

Ｘ
Ｍｉｎ ）（

６
）

式中 ， Ｘ
，
为 Ｉ

，

． 转换后的值 ． 易 为原始值 ，

夂 为最

大样本值 ，
最小样本值 。

（ ４ ） 百分 比等级法的计算公式为 ：

ｙ
＿ｎ

．

＇

（
７

）

式中 ， 岑为 Ａ 转换后的值 ，

Ｉ
，

？

为原始值 ， ％ 为小于

工
，

？ 的样本值数量 ， Ｍ 为除 七 外大于等于
夂

，

？ 的样本值数量 。

其次 ， 计算分项竞争力指数 将经过无量纲化处理的

各项指标采用等权相加 的办法 ，
获得各分项竞争 力的指数 。

其公式为 ：

ｚ？
＝

Ｚ ｚ？

（
８

）

式中 ，

Ｚ
，７表示各分项竞争力 ，

？ 表示分项竞争力 所

含的各项指标 。

再次 ， 计算全球城市竞争力 的综合得分 ， 即可得到本

文的分数数据 。

本文选取亚洲 ５ ６５ 个人数 口大于 ５０ 万的城市为研究对

象 ， 主要数据来源为 《全球城市竞争力 报告 ２０ １ ７
—

２０ １ ８
》 、

中 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数据库 ， 以及 《 国

际统计年鉴 ２０ １ ７》 的截面数据 ，

３ 经验分析及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３ ． １８种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比较及最优模型选择

维加等给 出 了包括基准模型 ０ ＬＳ 和 ７ 种空 间计量模型

共 ８ 种模型之间 的关系 ， 并建议在实证分析 中同时估计 ８

种不 同的计量模型 ， 然后根据模型估计结果 中 的检验参数

选择最优的计量模型 （ Ｖ ｅ
ｇ
ａ ，ｅ ｔ ａ ｌ ，２０ １ ５ ）。 鉴于此 ， 表 １

给出 了包括基准模型 ０ＬＳ 在内 的 ８ 种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 ；

通过包括基准模型 ０ ＬＳ 和 ７ 种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参数的对比可 知 ， 时空双固定效应的 ＳＤＭ 模型估计结果 ｉ？

２

和动
？

－＃ 分别为 ０． ８３３ 和 ０ ． ８２６ ， 是所有模型中最大的 ， 误

差平方和 ｃｒ
２

为 ０． ００９ ， 是所有模型 中最小的 ， Ｌｏ
ｇ
－ Ｌ ｉ ｋ ｅ 中

４９ ５ ．４２ 是所有模型中最大的 ， 因此时空双固定效应的 ＳＤ Ｍ

模型为最优的估计模型 ： 同时 ， ＬＭ 检验在 １％ 的显著性水

平上拒绝 ＳＡＲ 或者 ＳＥＭ 为最优的估计模型 ： 值得一提的是 ，

虽然时空双固定效应的 ＳＤ Ｍ 为最优的计量模型 ， 但是不同

模型给出 的参数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
一致性 。

根据 ＳＤ Ｍ 模型 的估计结果 ． 金融服务二次项 、 科技创

新能 力 、 产业结构 、 人力 资本 、 市场需求 、 营商环境 、 制

度环境 、 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至少在 １ ０％ 的显著性水平上

是显 著的 ， 且符号均为正 。 因此对 目标城市而言 ， 上述要

素水平的提高均会促进城市竞争力水平的提升 ， 但不同要

素对 目 标城市竞争力提升水平的促进作用相差甚远 。 基础

设施 、 营商环境和市场需求对 目标城市竞争力水平提升的

促进作用较大 ， 每提高一个点将分别促进 目 标城市 ０ ．４６ ８ 、

０ ．３５ ７ 和 ０ ．２６９ 个百分点 。 人力 资本水平 和生活环境次之 ，

其弹性值分别为 １ １
．２％ 和 ９ ．６％ 。 制度环境 、金融服务二次项 、

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对城市竞争力 水平提升 的促进作

用相对较小 ， 弹性值分别为 ７ ．３％ 、 ６． １％ 、 ０ ．２％ 和 ０ ． ３％ 。

与之不同的是 ， 金融服务水平要素 的估计结果并不显

著 ， 但是其空间滞后项为负 ， 且在 丨 ％ 的显著性水平上是

显著 的 ， 为 －０ ．２ ５ ， 即邻居城市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将会阻

碍 目 标城市竞争力 水平的提升 。 本文给出 的解释是 ，
金融

服务水平有利于城市生产生活 的正常进行和提高生产生活

的便利性 ， 居 民倾向于选择金融服务水平较高的城市从事

生产和生活 。 类似的 ， 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的空 间滞后项

同样为负 ，
分别为 －

０．３ ４ 和 －

０ ．２ ８ ， 且至少在 １ ０％ 的显著性

水平上是显著的 ， 即邻居城市营商环境水平的提升和基础

设施质量的提高将会阻碍 目标城市竞争力水平的提升 ， 其

原因是城市之间存在较强 的竞争效应 。 在所有变量的空 间

项 中 ， 仅有人力资本的空间滞后项显著为正 ，
为 ０ ．０６４ ． 即

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还将通过溢出效应提升所有城市的竞争

力水平 。

值得注意的 是 ，
被解释变量的空 间滞后项系数 Ｐ 为

０ ．３ ８４ ， 且在 １％ 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著的 ， 因此邻居城市

竞争力水平的提升对 目标城市竞争力水平提升具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 ＝ 就其促进程度而言 ， 除了 目标城市 自 身基础设

施的投人外 ， 超过了 目标城市其他单个因素 水平提升对本



空间溢出效应与亚洲城市的经济竞争力水平提升
——

基于ＳＤＭ的比较分析 ｜ 龚维进 倪鹏飞

表 １８种计量模型比较及最优模型的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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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
、

＊ ？

和
＊分别表示在１

％
、 ５％和１ 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著的 ； ；

（ ）
给出 了参數估计的ｔ统计量 ；

［ ］
内给 出 了参数估计的Ｐ值 。 另 外 ， 受表格大小限

制 ， 参数估计的 ｔ统计量仅给 出 小数点后 两位有效数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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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距离阈值情形时空双固定效应的 ＳＤ Ｍ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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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

＊＊和 ＊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 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著的 ；
（ ） 内给 出 了 参数怙计的 ｔ统计量 受表格 大小限制 ， 参数估计 的ｔ统计量仅

给 出 小数点 后两位有效数字

城市竞争力水平的促进作用 。 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提升

城市竞争力水平的重要途径 ： 通过提升邻居城市竞争力水

平来提升 目标城市的竞争力水平 。

３ ．２ 稳健性检验

为 了检验表 １ 中时空双 固定效 应的 ＳＤＭ 参数估计结

果是否具有稳健性 ， 在此采用距离阈值矩阵对其进行检验 。

凯勒研究发现 ， 技术溢出是本地化而非全球化的 ， 它对经

济增长 的影响会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衰减 ， 其观点受到

了关注空 间溢出效应的溢 出 边界的 国 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和大量引用 （ Ｋｅ ｌｌｅ ｒ
，２００２ ）。 在此基础上 ， 罗 德里格斯 －

珀斯等提出 了 ３ｈ 的旅行时间 （ 大约 ２００ｋｍ ） 以 内 为空 间溢

出 的最佳距离 （ Ｒｏｄ ｒ
ｉ ｇ
ｕｅｚ

－

Ｐｏｓ ｅ ，ｅｔ ａ
ｌ

，
２ ００８ ） 。 因此 ， 本文

将参考荣格等 （ Ｊｕｎ
ｇ

，ｅ ｔ ａ ｌ ，２０ １ ７
） 的做法 ， 从 ２００ｋｍ 开始

每增加 ３００ｋｍ 做
一

次回归 ， 直至参数估计结果不再显著时

的 ２０００ｋｍ 为止 。

由表 ２ 估计结果可知 ， 与时空双固定效应的 Ｓ ＤＭ 估计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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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相 比 ， 不同距离阈值下的 ＳＤＭ 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稳

健性。 具体表现为 ：

一是除了金融服务水平要素外 ， 目标

城市 自 身金融服务二次项 、 科技创新能力 、 产业结构 、 人

力资本 、 市场需求 、 营商环境 、 制度环境 、 基础设施和生

活环境 ９ 种要素水平的提升均会促进本城市竞争力水平的

提升 。 二是并非所有促进邻居区域城市竞争力水平提升的

要素投人均会促进 目 标城市竞争力水平的提升 ，
邻居区域

仅有金融服务水平 、 产业结构 、
人力 资本 、 市场需求 、 制

度环境和基础设施 ６ 个要素投入的增加可以通过空 间溢 出

促进 目 标城市竞争力 水平的提升 ， 而邻居城市金融服务二

次项 、 科技 创新能力 、 营商环境 和生 活环境要素投 人的

增加并不能通过空间溢出促进 目标城市竞争力水平的提升。

三是被解释变量的空 间滞后项系数 Ｐ 同样具有显著空间溢

出效应 ，
但是其受距离 阈值的影响较大 。 具体而言

，
邻居

城市竞争力水平的提升对 目 标城市竞争力水平的促进作用

随着距离的增加而不断下降 ， 在 ９５０ｍ 左右进入快速下降

区 ， 直至下降到 １４００ｋｍ 的 －

０ ．９９９ ， 超过 １４００ｋｍ将不再显著。

四是部分要素投入的空 间溢出距离大于城市竞争力水平的

空 间溢出距离 。 当距离阈值大于等于 １ ７００ｋｍ 时 ， 邻居城市

科技创新能力和市场需求的改善 由促进 目标城市竞争力水

平 的提升转变为阻碍作用 ； 邻居城市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

由 阻碍 目标城市竞争力水平提升转变 为促进作用 ； 金融服

务二次项和制度环境的改善一直对 目 标城市竞争力 水平的

提升起着促进作用 ， 而邻居城市金融服务水平的提升 、 产

业结构和生活环境 的改善一直阻碍 目标城市竞争力 水平的

提升。

４ 间接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４ ． １ 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埃尔霍斯特指出 ， 考察区域之间的 空间 溢出效应大小

时 ， 还应考察区域之间的回流效应 （ ｆｅｅｄｂａ ｃｋｅｆｆｅ ｃｔ ）
，
通过

计算区域之间包含 回流效应在内 的直接效应 、 间接效应和

总效应 ，
进而准确地分析区域之间的空 间溢 出效应 （ Ｅｌｈｏ ｒｓ ｔ ，

２０ １４ ） 。 因此 ， 本文接下来将通过计算直接效应 、 间接效应

和总效应进而分析影响 目标城市竞争力水平提升的影响 因

素 。 表 ３ 给 出 了不同距离 阈值情形下不同要素的直接效应 、

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

由表 ３ 可 知 ， 影响城市竞争力 水平提升的金融服务水

平 、 金融服务二次项 、 科技创新能力 、 产业结构 、
人力资

本 、 市场需求 、 营商环境 、 制度环境 、 基础设施和生活环

境等要素投人中 ， 除了科技创新能力在 ２０００ｋｍ 时对 目标城

市竞争力水平提升不再起显著的促进作用 ， 以及金融服务

在 １４００ｋｍ 内对城市的竞争力水平的提升并无显著影响 ， 距

离 阈值超过 １ ４００ ｋｍ 范围则会阻碍城市竞争力 水平 的提升

外 ， 其他要素在 ２０００ｋｍ 以内均会显著地促进 目标城市竞争

力水平的提升 。 同时 ， 与表 １ 中 ＳＤＭ 模型的估计结果一致 ，

基础设施 、 营商环境和市场需求对城市竞争力水平的提升

作用的 弹性较大 ， 最大值分别高达 ０ ．５ １８ 、 ０ ．３ ８ ８ 和 ０． ３２９ ；

制度环境 、 金融服务二次项和生活环境水平的弹性值次之 ，

最大值分别高达 ０ ． １ ３９ 、 ０ ．０９９ 和 ０ ．０９９
；
而科技创新能力 、

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对目 标城市竞争力水平提升的弹性相

对较小 ，
最大值仅分别为 ０ ．

００５
、

０
．

００７ 和 ０
．０４７ 。 图 ２（ 左 ）

给出 了影响 目标城市竞争力水平提升的要素投人的直接效

应随距离阈值增加的衰减图 。

相对于要素投人对 目标城市竞争力水平提升产生的直

接影响而言 ， 并非所有的要素投入均具有显著的间接效应。

在本文考察的影响 目标城市竞争力水平提升的要素投人中 ，

仅有金融服务水平 、 产业体系 、 人力资本 、 当地需求 、 制

度环境和基础设施 ６ 个要素具有显著的 间接效应 ， 而金融

服务二次项 、 技术创新 、 营商环境和生活环境并没有显著

的 间接效应。 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的 ６ 个要素投人可 以

分为两类 ：

一类是市场需求 、 制度环境 、 人力 资本和产业

结构在 １４００ｋｍ 范围 内具有正 向 的空间溢出效应 ， 其中制度

环境 、 人力资本 、 市场需求和产业结构随着距离阈值的增

加其空间溢出效应弹性值分别由 ０ ．０９３ 、０ ．０５４ 、 ０ ．０８ ７ 和 ０ ．００７

逐渐增强至 ０．６４５ 、
０ ＿

１ １
３ 、 ０ ．５４４ 和 ０ ．０３７

， 且人力资本的空

间溢 出效应随着地理阈值的增加波动下降 ；
另 一类是金融

服务和基础设施在 １４００ｋｒａ 的地理阈值 内
，
随着距离的增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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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要素投入的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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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溢出效应与亚洲城市的经济竞争力水平提升
一基于ＳＤＭ的比较分析 丨 龚维进 倪膜飞

加其负 向 的空间溢出效应逐渐增强 ， 其弹性值分别由 －

０． １ １

和 －０ ．３ ５ 逐渐增强 至 －０． ８２ 和 －０ ．７ １ ２ ， 且金融服务水平 负

向 的空间溢出效应更大 。 值得一提的是 ， 基础设施仅仅在

３００ｋｍ 范围内具有正 向 的空 间溢出效应 。 图 ２（ 右 ） 给出 了

影响 目标城市竞争力水平提升的要素投人的 间接效应随距

离阈值增加的衰减图 。

就总效应而言 ， 其促进 目标城市竞争力水平提升的促

进作用阈值范围与间接效应相当 。 在 １４００ｋｍ 的地理范围 内 ，

科技创新能力 、 产业结构 、
人力资本 、 市场需求 、 制度环

境和生活环境均具有显著的正 向 的总效应 ， 弹性值最大值

分别 为０ ．０８ １ 、 ０ ．０６２ 、 ０ ． １ ９９ 、 ０． ８７３ 、 ０ ．７８４和０
．２８４

；
金融

服务水平在 １ ４００ｋ ｍ 以 内均表现出 负 向的 总效应 ，
最大值

为 －

０ ．９ １ ， 而金融服务二次项仅在距离阈值为 ８００ｋｍ 时弹性

值为 ０ ．８ ２２
，
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仅在 ２００ｋｍ 内弹性值分别

为０ ．３０９和０ ．４７ １ 。

４ ．２ 城市竞争力水平提升的作用机制

根据前述 ，
由要素投人的视角 定量分析要素投人的间

接效应可知 ， 存在于城市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确实能够促

进 目标城市竞争力水平的提升 ， 接下来将从城市的视角探

讨城市获得的空间溢 出效应对城市竞争力水平提升的促进

作用 。 具体而言
，
通过计算每个城市获得的空 间溢 出效应 ，

将其作为影响 目标城市竞争力水平提升的一个变量 ， 与影

响 目标城市竞争力水平提升的其他变量一起进行基准 ＯＬＳ

回归 ， 定量分析城市获得空间溢出效应大小对 目标城市竞

争力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 。 基准 ＯＬＳ 模型 回归结果见表 ４ 。

由表 ４ 可知 ， 将城市获得的空 间溢出效应作为一种促

进城市竞争力水平提升的要素投人 ， 与影响城市竞争力水

平提升的其他要素一起进行基准回归 ， 在 ２００
￣

２０００ｋｍ 的距

离阈值 内 ， 所有 回归 的 ｉ？

２

和吨
－

Ｒ
２

均大于 ０ ．８ ， 误差平方

和 均为 ０ ．０ １２ 。 同时 ，
Ｄ ｕｒｂ ｉ ｎ

－Ｗａ ｔ
ｓｏ ｎ 检验的结果均接近

于 ２ ， 因此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 。 因此 ，
基准模型

０ＬＳ 参数估计的结果是可接受的 。

由 表 ４ 的结果可知 ，
目 标城市获得 的空间溢 出效应

ｓｐ ｉ ｌ ｌ ｏ ｖｅ ｒ在 ２００￣２０００ｋｍ 带宽范围内均会对其城市竞争力 水

平产生显著的影响 ，
其弹性值最大为 ２００ｋｍ 时的 ０． １ １ ６

，
与

金融服务二次项 、 制度环境和生活环境水平对城市竞争力

水平的促进作用大小相 当 ， 大于科技创新能力 、 人力资本

对城市竞争力水平的促进作用 。 不同的是 ，
在 ２００￣ １２００ｋｍ

范围内对 目标城市的竞争力水平提升起着促进作用 ， 超过

２０００ｋｍ 对目标城市竞争力水平的提升起着阻碍作用 。 就其

促进作用大小而言 ， 城市之间的空 间溢出效应在 ８００ｋｍ 范

围 之内 为城市获得空间溢 出效应促进城市竞争力水平提升

的高弹性区 ，
８００￣ １ １００ｋｍ 为快速衰减区 ， 直至 １ ２００ｋｍ 左

右城市获得的空 间溢出效应对 目标城市竞争力水平的促进

作用降低为零 。 同时 ， 本文得出 的城市获得的空间溢 出效

应对城市竞争力 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的距离 阈值 ， 与余永

表４ 城市获得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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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等 （ ２０ １ ６ ） 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生产效率空间衰减的

阈值判断基本一致 ， 但是小于龚维进等 （
２０ １ ７

）
测度的 区

域产生空 间外部性时有 １ １５０？ １６５ ０ｋｍ 高弹性区的结论 ， 以

及邵朝对等 （
２０ １７ ） 认为的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效率有效溢

出边界为 １ ９００ｋｍ 的结论 。 这也为我们建设城市群的腹地范

围提供了有益参考 ， 即城市群的腹地范围应控制在 １０００ｋｍ

以 内 ，
尽量不超过 １ ２００ｋｍ ， 从而保证城市群 内部的城市之

间可 以充分利用城市获得的空 间溢出效应提升其竞争力水

平 。

在 ２００￣２０００ｋｍ 的距离阈值 内 ， 城市金融服务二次项 、

科技创新能力 、 产业结构 、 人力资本 、 市场需求 、 营商环境 、

制度环境 、 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 ９ 种要素条件的改善 ，
均

可显著地促进城市竞争力水平的提升 ， 且弹性最大值分别

为０ ． １ １ １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２９ 、 ０ ．３３ ８

、
０． ３３４ 、

０ ．０８９ 、 ０ ．５ １ ２

和 ０ ． １ １ ８
， 而金融服务水平对 目标城市竞争 力水平提升起着

阻碍作用 ， 其弹性最大值为 ０ ．４ ８９ 。

５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亚洲 ５６５ 个城市 的

经济竞争力水平及其空间溢 出效应进行了研究 ， 主要结论

有 ４ 点 ：

一是除 了 目 标城市金融服务水平较低时会阻碍本

城市竞争力水平的提升外 ， 目标城市 自 身金融服务二次项 、

科技创新能力 、 产业结构 、 人力资本 、 市场需求 、 营商环境 、

制度环境 、 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水平的提升均会提高 目标

城市的竞争力水平。 但是并非所有的要素投入均具有空间

溢出效应 ， １ ０ 种影响要素中仅有产业结构 、 人力资本 、 市

场需求和制度环境 ４ 个要素具有显著的正 向 的间接效应来

推动 目标城市竞争力水平的提升 ， 且金融服务水平和基础

设施具有负向 的空间溢 出效应进而阻止 目 标城市竞争力水

平的提升 ， 金融服务二次项 、 科技创新能力 、 营商环境和

生活环境 ４个要素并无显著的 间接效应 。 二是邻居城市竞

争力水平提升的空 间溢 出效应弹性值高达 ０ ． ３４８
， 仅低于城

市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 水平的弹性值 ， 与城市 的营商环

境弹性值相当 ， 高于金融服务等其他 ８ 个 因素投入对其城

市竞争力水平提升的影 响 ，
三是城市之间要素投人水平及

城市竞争力 的空间溢 出效应具有空间溢出 边界 。 城市金融

服务 、 产业结构 、 人力资本 、 市场需求 、 制度环境以及基

础设施的空间溢 出效应约为 １４００ｋｍ ， 超过 １ ４００ｋｍ 不再显

著 ， 城市竞争力水平正 向 的空 间溢 出 效应在 ｌ 〇〇〇 ｋ ｍ 左右范

围 ， １ ００ （Ｍ ５００ｋｍ 为负 向 的空间溢 出效应 ， 超过 １ ５ ００ｋｍ 不

再显著 。 四是 目 标城市获得的空间溢 出效应是促进 目标城

市竞争力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 其弹性值最大为 ０ ． １ １ ６ 。

通过上述研究 ，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重要 的启示 ： 首先 ，

城市在提升其竞争力 水平过程 中应继续在金融服务 水平 、

科技创新能力 、 产业结构 、 人力资本 、 市场需求 、 营商环

境 、 制度环境 、 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方面进行改善和提升 ，

特别是基础设施 、 营商环境和市场需求水平的提升 。 其次 ，

在 １ ２００ｋｍ 的地理阈值范围 内 ， 提高 目标城市获得空 间溢 出

效应的能力 ， 充分利用 目标城市获得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

其竞争力水平的提升 。 再次 ， 进行合理规划 ， 在空 间溢 出

效应的辐射范围内采取多 中心策略 ， 充分利用城市之间经

济竞争力的空间溢出效应提升 目 标城市的经济竞争力水平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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