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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生产函数以及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
关系。结果显示：各经济指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在省域上呈现

出较强的经济资源竞争关系，在空间溢出效应方面，商务业与交通运输业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而信息

业有较弱的负向溢出效应。政府应关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各项影响，加大知识创新以提升该行

业效率，增强生产性服务业经济溢出的转化能力，拓展生产性服务业应用领域以及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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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生产性服务业，通常是指为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生

产效率提供保障服务的服务行业。在我国 ２００６ 年出台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
要》中，生产性服务业被划分为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在

２０１１ 年《十二五规划纲要》（简称）中，国家明确提出，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以及加快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程度加深、区域经济布局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生产要素资源在区域内的流动、重组、合并趋势加速，金融业、交通物流业、信息服务业和电子商务业

等生产性服务业出现空间集聚现象。生产性服务业对我国各大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性的推动作

用。在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先进制造业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与服务经济发展等；在中西部地

区，由于承接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转移是其现阶段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生产性服务业的适度发

展可避免产业承接出现脱节、产业链断裂与产业对接不畅等现象出现。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对

东中西地区的其他行业健康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学术界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现象及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１９６６
年，美国经济学家 Ｇｒｅｅｎｆｉｅｌｄ 在研究服务业及其分类时，基于服务业的“功能性分类”，最早提出了生
产性服务业的概念［１］。１９８６ 年，Ｒｉｄｄｌｅ 对产业分工进行研究，认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存在共生
性［２］。２０００ 年，Ｃｏｆｆｅｒ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包含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是一种中间投入而非最终
产出的产业，是用来生产其他产品或服务的产业，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促进生产专业化、扩大产业资本，

从而提高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率［３］。２００５ 年，Ｐａｏｌｏ 等在研究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
关系及作用机理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以中间性服务投入联系起来，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作

用、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互动关系［４］。２００７ 年，Ｅｌｌｉｓｏｎ 等通过投入 －产出法测度服务业与其他产业
的关联效应，指出服务部门的扩张通过两种途径促进制造业发展［５］。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也开展了相关研究。在生产性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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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的诱因方面，２０１１ 年，吴义爽、徐梦周对浙江制造业战略创新研究发现，个体制造企业通过服务
平台战略，不仅获取了服务产业的新利润增长点和竞争优势，为自身“产业间”升级奠定坚实基础，而

且在产业层面上催化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６］。在生产性服务业各分行业集聚程度及其对区域经济发

展影响方面，２０１１ 年，钟祖昌利用区位熵理论分析了我国物流产业集聚状况，发现物流产业集聚在省
域之间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物流业集聚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７］。２０１２ 年，
王琢卓，韩峰采用面板 ＶＡＲ 模型研究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两者间存
在因果关系［８］。２０１１ 年，李林、丁艺等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我国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
应进行分析，得出金融集聚具有空间相关性结论，并检验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

应［９］。２０１２ 年，吴福象等采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融合效应，发现电
子信息产业存在空间集聚特征并且集聚程度在逐年提高［１０］。

通过已有文献来看，国外研究从概念、理论和实证等方面对生产性服务业及其溢出效应进行了系统

性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但是他们较多地着眼于第二产业转移输出区，并且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由市

场主导等，这些与我国相关国情存在显著差别。国内相关研究文献，在研究目标方面，主要为生产性服

务业各分行业，而基于《十二五规划纲要》界定的生产性服务业，相关研究成果目前尚不丰富；在研究方

法上，现有的相关文献大多通过普通计量方法完成，缺乏规范的空间计量方法，难于对内在机制进行深

入探讨；在研究成果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及其与制造业的关系得到较多的研究，而在空间集聚及其

经济溢出效应方面的研究较为欠缺。本文基于前述两个《规划纲要》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界定，利用空

间计量方法，通过 ＭｏｒａｎＩ指数来确定我国省域层面上经济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性，建立空间计
量模型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框架

（一）空间相关性检验模型

１９８８ 年，Ａｎｓｅｌｉｎ的空间计量经济理论认为，经济体内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空间自相
关性［１１］。为验证经济要素在地理空间上是否随机分布，学者们一般运用 ＭｏｒａｎＩ 指数或者 Ｇ 统计量
进行检验。ＭｏｒａｎＩ指数反映统计学意义上相邻空间区域单元属性值的相关程度。本文采用 ＭｏｒａｎＩ
指数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全局、局域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检验。

假设有基本线性回归模型：Ｙ ＝ Ｘβ ＋ ε （１）
其中 Ｙ为因变向量，Ｘ和 ε分别为自变向量与误差向量。

为考察（１）式选用数据向量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本文定义：Ｍｏｒａｎβ′Ｉ ＝ ｅ′Ｗｅｅ′ｅ （２）

其中 ｅ为（１）式的最小二乘法估计（ＯＬＳ）残差，Ｗ是行标准化的空间权重矩阵。

Ｗｉｊ ＝
１　 当区域单元 ｉ，ｊ满足某种假定
０　 当区域单元 ｉ，ｊ{

非满足该假定
（３）

对于离散量（２）式本文记作：Ｍｏｒａｎ′Ｉ ＝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Ｗｉｊ（Ｙｉ － Ｙ）（Ｙｊ － Ｙ）］／［Ｓ

２∑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 （４）

其中，Ｙｉ 为经济体内第 ｉ个区域的统计指标量，它不包含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后文简称非
农 ｇｄｐ）、生产性服务业各分产业产值（如金融业、商务业等）以及非农劳动力投入量。Ｙ，Ｓ２ 分别为样
本均值和样本标准差，ｎ为样本个数（ｎ ＝ ３１）。

ＭｏｒａｎＩ指数检验的原假设为ＯＬＳ估计残差间不存在空间相关性，备择假设为ＯＬＳ估计残差间存
在空间相关性。当模型误差服从标准正态分布时，ＭｏｒａｎＩ统计量服从：

Ｚｄ ＝
ＭｏｒａｎＩ － Ｅ（ＭｏｒａｎＩ）

Ｖａｒ（ＭｏｒａｎＩ槡 ）
～ Ｎ（０，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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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权矩阵 Ｗ一般按照地理相邻、经济相邻、网络划分等进行设置。ＭｏｒａｎＩ 指数的值在［－ １，
１］之间，它等于 ０ 时显示不相关。如果 Ｚｄ 通过标准正态分布检验（０． ０１ 或者 ０． ０５ 置信水平），则显
示统计指标量在空间分布上存在全局性自相关。通过绘制 ＭｏｒａｎＩ 指数的散点图我们可以直观地发
现研究指标之间的空间相关性。本文运用 Ｅｘｃｅｌ、Ｍａｔｌａｂ、Ｅｖｉｅｗｓ软件进行计算。

（二）生产性服务业支持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模型

在得出研究指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之后，有关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空间溢出程度的计量模

型，空间计量经济学常采用空间滞后模型（ＳＬＭ：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ｍｏｄｅｌ）、空间误差模型（ＳＥＭ：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和杜宾空间计量模型（ＤＥＭ）进行分析，对这些模型的适用性甄别、检验的原理可见相关
文献［１２］。

１． 根据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推衍出的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２，１１］：

Ｙ ＝ ｆ（Ｓｉ，Ｌｂ） （６）
（６）式中，Ｙ代表经济产出；Ｓｉ 为生产性服务业各部门产值；Ｌｂ 为非农劳动力投入量。
２． 在本文中，空间滞后模型（ＳＬＭ）主要用于研究被解释变量在区域间的扩散效应，其表达式为

Ｙ ＝ αＷＹ ＋ βＸ ＋ ε，该表达式可变化为：
ｌｎｇｄｐ ＝ ｃ ＋ αｌｎｗ＿ｇｄｐ ＋ ａ１ ｌｎｂｎ ＋ ａ２ ｌｎｆｉｎａ ＋ ａ３ ｌｎｉｔ ＋ ａ４ ｌｎｔｒａｎｓ ＋ ａ５ ｌｎｌｂ ＋ ε （７）
３． 在检验解释变量的相互作用是否因所处区位不同而存在差异时，本文采用空间滞后模型

（ＳＥＭ）进行研究，其表达式为 Ｙ ＝ Ｘβ ＋ ε
ε ＝ λＷε ＋{ μ

，其中，ε为随机误差项向量，该表达式可变化为：

ｌｎｇｄｐ ＝ ｃ ＋ βｌｎｗ＿σ ＋ ａ１ ｌｎｂｎ ＋ ａ２ ｌｎｆｉｎａ ＋ ａ３ ｌｎｉｔ ＋ ａ４ ｌｎｔｒａｎｓ ＋ ａ５ ｌｎｌｂ ＋ ε （８）
４． 当空间相关性体现在解释变量时，Ａｎｓｅｌｉｎ根据 Ｄｕｒｂｉｎ 的残差自相关时间序列模型推导出杜

宾空间计量模型（ＤＥＭ）［１１］Ｙ ＝ αＷＹ ＋ βＸ ＋ λＷＸ ＋ ε，该表达式可变化为：
ｌｎｇｄｐ ＝ ｃ ＋ βｌｎｗ＿σ ＋ ａ１ ｌｎｂｎ ＋ ａ２ ｌｎｆｉｎａ ＋ ａ３ ｌｎｉｔ ＋ ａ４ ｌｎｔｒａｎｓ ＋ ａ５ ｌｎｌｂ ＋ ａ６ ｌｎｗｂｎ ＋ ａ７ ｌｎｗｆｉｎａ ＋

ａ８ ｌｎｗｉｔ ＋ ａ９ ｌｎｗｔｒａｎｓ ＋ ａ１０ ｌｎｌｂ ＋ ε （９）
在（７）式至（９）式中，ｗ＿Ｘ代表Ｘ的空间滞后量，ｗ为空间权矩阵，σ为 ＳＥＭ空间误差项，ｃ为回归

常数，ε为随机误差项，ａｉ、α和 β为回归系数。根据 Ａｎｓｅｌｉｎ的建议，并参考相关文献，本文运用极大似
然估计法并采用软件 Ｅｖｉｅｗｓ６． ０ 进行回归分析［１１］。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根据研究目标的经济学属性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全国 ３１个行政省份（不含港澳台）作为子区域
研究对象。关于经济指标数据，为保证实证数据的新颖性与可靠性，同时为考察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
经济的影响，本文选用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各经济指标数据。被解释变量（ｇｄｐ）为各省份的非农国内生产总值；解
释变量组根据前述两个《规划纲要》的界定，本文选取商务业产值（ｂｎ）、金融业产值（ｆｉｎａ）、信息业产值
（ｉｔ）、交通运输业产值（ｔｒａｎｓ）和非农劳动力投入量（ｌｂ）。根据中国统计局的统计分类，本文中商务业用统计
年鉴相关目录下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与“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来代表；金融业用所在行业

增加值来表示；信息业用电信业务总产值来表示；物流业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参考已有文献的研究并结合该

行业的现实，采取与交通运输业归并，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总值”来表示。

本文采用国内生产总值（包含第一产业 ｇｄｐ）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其显著度与拟合
度检验相对较低。２００８ 年，程大中有关我国生产性服务的投入结构研究显示，第二、第三产业共获得
９２． ６％的投入量，而第一产业仅获得 ７． ４％的投入量［１１］。其他有关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关联的研

究，主要着眼于生产性服务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关联。为了进行符合特定经济现象的实证研究，本

文采用剔除第一产业之后的各省份非农 ｇｄｐ 作为被解释变量。电信业务总产值的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全国电信业统计公报，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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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空间相关性检验

在建立空间权矩阵时，如果省域间地理相邻则系数为 １，否则系数为 ０（本文设定海南省与广东
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隔海相邻）。根据前述理论与计量模型，本文得到各经济指标的 ＭｏｒａｎＩ 值及检
验值，具体计算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非农 ｇｄｐ、生产性服务业指标及非农劳动力投入量的ＭｏｒａｎＩ值

年份
ｇｄｐ ｂｎ ｆｉｎａ ｉｔ ｔｒａｎｓ ｌｂ

ＭｏｒａｎＩ Ｚｄ ＭｏｒａｎＩ Ｚｄ ＭｏｒａｎＩ Ｚｄ ＭｏｒａｎＩ Ｚｄ ＭｏｒａｎＩ Ｚｄ ＭｏｒａｎＩ Ｚｄ
２００９ ０． ２３６４ ２． ９１６ ０． １３７２ ２． ７８４ ０． ２５６１ ３． ０５３ ０． １５２８ ２． ４３７ ０． ２４３６ ３． １９５ ０． ２８５３ ３． ３４２
２０１０ ０． ２２７５ ２． ９３２ ０． １３９８ ２． ４９４ ０． ２６３５ ２． ９８６ ０． １５６３ ２． ３７９ ０． ２５７４ ３． ２６８ ０． ２７５２ ３． ２６３
２０１１ ０． ２３７８ ２． ９５７ ０． １４２５ ２． ０６４ ０． ２４７５ ３． １１７ ０． １４７８ ２． １１８ ０． ２７０１ ３． ３６６ ０． ２６５８ ３． ３２２

由表 １可知，ＭｏｒａｎＩ值的正态统计量 Ｚｄ 基本大于正态分布函数在 ０． ０１显著性水平上的临界值，该
结果显示，在研究时段内各研究变量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关系，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

现象。对各研究变量 ＭｏｒａｎＩ值的波动分析可知，商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的 ＭｏｒａｎＩ值小幅增长，反映这些
产业存在空间集聚加强的趋势；非农劳动力投入量的 ＭｏｒａｎＩ值逐年下降，显示其空间集聚性逐渐减弱；
非农 ｇｄｐ、信息业和金融业的 ＭｏｒａｎＩ 值微幅振荡，反映其空间集聚趋势存在波动。从各研究变量
ＭｏｒａｎＩ值的同期相对比较来看，非农 ｇｄｐ、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和非农劳动力投入量（均大于 ０． ２）接近，
明显高于商务业和信息业（处于 ０． １５左右）。结合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我国同期出台的促进经济
增长政策可知，本文研究时段内“民工返乡潮”、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以及“四万亿基建”投资等事

件，对我国非农劳动力空间集聚、交通运输业以及信息业发展布局产生显著影响。综合来看，经济增长

的集聚趋势与国家区域经济优化布局之间存在动态博弈的长期过程，这一点从非农 ｇｄｐ 与金融业的
ＭｏｒａｎＩ值波动以及各研究变量依然存在显著的全局性空间集聚现象中得以体现。

ＭｏｒａｎＩ指数散点图直观地显示出各省域与临近省域同类研究指标之间的关系，揭示研究变量的
局域相关关系。散点图的横坐标表示研究量值的标准正态值，纵坐标表示该量邻近值的加权平均值。

图 １（见下页）为本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我国 ２０１１ 年非农 ｇｄｐ、金融业、信息业和交通运输业 ＭｏｒａｎＩ
指数散点图。从图 １（ａ）中可知，落在第一象限的有上海、福建、山东、江苏、浙江、河北和河南等 ９ 个
省市，表示非农 ｇｄｐ高产值区域与同为高产值区域相邻的正空间自相关集群；落在第二象限有海南、
安徽、江西、天津等 ６ 个省市，这是非农 ｇｄｐ低产值区域被高产值区域包围的负空间自相关集群；落在
第三象限同为非农 ｇｄｐ低产值相邻的省市有新疆、青海、云南、西藏、宁夏和贵州等 １２ 个研究省份，代
表具有正空间自相关关系的集群；落在第四象限有广东、四川、湖北等 ４ 个省份，这是自身为非农 ｇｄｐ
高产值区域而被低产值区域包围的负空间自相关集群。图 １（ａ）中处于第一、第三象限，显示具有正
空间自相关关系的集群省市有 ２１ 个，占比为 ６７． ７％，说明我国非农 ｇｄｐ 集聚显著存在。对图 １ 中金
融业、信息业和交通运输业可同理进行类似的解读。

综合图 １ 可知，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和福建 ５ 省市一直落在第一象限，而广东省一直落在第四
象限，显示我国东部沿海各省市在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的各关键领域中都领先。西藏、青海、新疆、宁

夏、甘肃、云南和贵州 ７ 省总是落在第三象限，说明我国西部区域尤其是边疆省区具有很大的发展潜
力。海南、安徽、江西、天津等 ４ 省一直落在第三象限，反映这些低值省市与高值区域相邻，具有良好
的承接产业转移地理空间基础。河南、河北、四川、湖北 ４ 个人口、经济大省并不总是落在某个象限，
结合 ４ 省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其各自周边省市区状况可知，这些省份的经济社会发展对我国整体的
均衡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对数据进一步整理可知，总是落在同一象限的省市区有 ２２ 个，占比为
７１％，显示本文的研究指标各自存在空间相关性之外，指标间的空间相关性也具有一致性。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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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ａ）２０１１ 年非农 ｇｄｐＭｏｒａｎＩ散点图　 　 　 　 图 １　 （ｂ）２０１１ 年金融业ＭｏｒａｎＩ散点图

图 １　 （ｃ）２０１１ 年信息业ＭｏｒａｎＩ散点图　 　 　 　 　 图 １　 （ｄ）２０１１ 年交通运输业ＭｏｒａｎＩ散点图

（二）参数估计

前述检验结果显示：研究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应

根据空间计量模型来分析，即由公式（７）至公式（９）来进行回归参数估计。为了比对分析，本文首先
对 ２０１１ 年度各指标数据进行不含空间相关量的估计，分别采用最小二乘法（ＯＬＳ）和极大似然估计
（ＭＬ）两种回归分析方法，其中在 ＭＬ中采用有“异方差”回归模式，结果见表 ２。从表 ２ 可知，两种回
归模型中所得系数一致，拟合优度较高；在 ＯＬＳ模型中商务业、金融业数据未通过检验；ＭＬ模型中所
有变量通过 １０％显著性检验，并且 ＳＣ值较小，说明采用“异方差”的 ＭＬ模型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良
好，不过模型中变量间存在显著空间相关，这又证实了具有空间相关性的研究变量可以存在于拟合优

度较好的普通回归模型中。本文对 ２００９ 年度、２０１０ 年度数据同理处理可得到类似的结果。
表 ２　 未考虑空间效应的 ＯＬＳ、ＭＬ参数估计结果（２０１１ 年）

Ｃ ｂｎ ｆｉｎａ ｉｔ ｔｒａｎｓ ｌｂ Ｒ２ Ｓ． Ｃ
Ｃ． Ｆ － １９０３． ０ １． ３２８ １． ５６２ ６． ８５２ ６． ２０９ ５． ８１２ － －
ＰＯＬＳ ０． ００２８ ０． ４７１４ ０． １２１２ ０． ０３３８ ０ ０． ０００３ ０． ９８１１ １８． ２６３３
ＰＭＬ ０ ０． ０９１４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０７ ０ ０ ０． ９８４７ ４． ５７３７

在引入空间相关性进行估计时，区域经济增长与要素之间可能存在滞后效应。为使预测更加合

理，本文以非农 ｇｄｐ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当期模型和跨期模型。当期模型中，本文选取 ２０１１ 年非农 ｇｄｐ
及其解释变量数据。跨期模型中，本文选取 ２０１１ 年非农 ｇｄｐ 为被解释变量，２００９ 年生产性服务业数
据及非农劳动力数据为解释变量，该模型反映期初投入对期末产出的跨期效应。本文利用极大似然

估计方法（有异方差模式下）对当期模型和跨期模型的空间效应进行估计，并分别采用 ＳＬＭ、ＳＥＭ、
ＤＥＭ空间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见下页表 ３ 和表 ４。

对 ２０１１ 年当期模型回归检验可得（见表 ３），ＳＥＭ、ＤＥＭ模型的估计参数分别有 ４ 项、５ 项未通过
５％置信水平检验，并且其拟合优度较低（小于 ０． ７），说明这两种空间计量模型检验效果较差。相比
之下，ＳＬＭ模型的 Ｌｏｇ － ｌ的绝对值相对较大而 Ｓ － ｃ值最小，参数中除商务业 ｂｎ 项以外都通过了 ５％
置信水平检验，拟合优度为 ０． ７６８２，显示 ＳＬＭ模型较好地拟合空间溢出效应。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不
同的是，从拟合优度方面考察，本文考虑空间效应的三种模型拟合优度值（该值中最大的为 ０． ７６８２），
都小于未考虑空间效应的 ＭＬ模型（大于 ０． ９８），这说明具有显著空间效应的经济变量数据组可以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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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通过普通模型的回归检验。

表 ３　 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 ＳＬＭ、ＳＥＭ、ＤＥＭ估计结果（当期模型）

ＳＬＭ ＳＥＭ ＤＥＭ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ｔｄ． Ｅ ｐ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ｔｄ． Ｅ ｐ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ｔｄ． Ｅ ｐ

Ｃ － １４８４． ３ ３８８． ８ ０． ０００１ － １８８３． ８ ５２６． ０８ ０． ０００３ － １０２５． ０ １１２９． ５１ ０． ０３６４
ｂｎ １． ４２５０ ０． ９６４８ ０． ２９７４ １． ２８１５ １． ２８３４ ０． ３１８０ ５． １０７７ ２． ７２６７ ０． ０６１０
ｆｉｎａ １． １３８２ ０． ４９７４ ０． ０２２１ ０． ９９１９ ０． ５９９５ ０． ０９８０ － １． ２３３３ １． ８４７６ ０． ５０４５
ｉｔ ７． ４６７４ ３． ３８１９ ０． ０２７２ ５． ４６７３ ３． ２３７５ ０． ０９１３ ５． ５３４９ ６． ２６５６ ０． ０３７７
ｔｒａｎｓ ５． ６９７３ ０． ６５９６ ０． ００００ ５． ５７３４ ０． ７７２３ ０． ００００ ３． ９２１４ １． ２３１８ ０． ００１５
ｌｂ ６． ０３９８ ０． ８８５０ ０． ００００ ７． ０５９３ ０． ７９７８ ０． ００００ ７． ０５５５ ３． ３４８６ ０． ３３５１
α ／ β － ０． ０２１１ ０． ０２１０ ０． ０３１５ ０． ３５０４ ０． ４２０２ ０． １４０４ － １． ２７９９ ０． ８７８２ ０． １４５０
ｗ＿ｂｎ － － － － － － ９． １３６５ ７． １５５５ ０． ０２０２
ｗ＿ｆｉｎａ － － － － － － １． １８９８ ３． ２７９７ ０． ７１６８
ｗ＿ｉｔ － － － － － － － １３． ７５２ ８． ９４９４ ０． ０１２４
ｗ＿ｔｒａｎｓ － － － － － － ０． ４３９４ ２． ３０４３ ０． ０３４８
ｗ＿ｌｂ － － － － － － － ２． ４８０４ ３． ５０５７ ０． ４７９２
Ｒ２ ０． ７６８２ ０． ６８３６ ０． ６２９２
Ｌｏｇ － ｌ － ５９． ６３２ － ２６９． ６４ － ５３． ０４５
Ｓ － ｃ ４． ２２６３ １８． ５０４ ４． ７５１６

考察表 ３ 的空间滞后模型（ＳＬＭ）参数估计结果可知，金融业、信息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系数均为正
值，显示这些产业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信息业、交通运输业和非农劳动力投入量的系

数分别高达 ７． ４６７４、５． ６９７３ 和 ６． ０３９８，说明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投入对区域非农经济的拉动效
应十分显著。相比之下金融业（即金融行业增加值）的系数为 １． １３８２，显示金融业对区域非农经济增
长的正向拉动效应一般，可能合理的解释是，金融业相比模型中的其他各项，在产业竞争力与运行效

率方面存在差距。考察相关系数可知，在 ＳＬＭ 模型中投入量系数为 － ０． ０２１１，即其经济溢出效应为
负，说明我国省域经济增长空间滞后负向效应明显，特定省市的经济增长与其所相邻的省份存在较强

的资源竞争关系。

表 ４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 ＳＬＭ、ＳＥＭ、ＤＥＭ估计结果（跨期模型）

ＳＬＭ ＳＥＭ ＤＥＭ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ｔｄ． Ｅ ｐ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ｔｄ． Ｅ ｐ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ｔｄ． Ｅ ｐ

Ｃ － １９２６． ０ ３９８． ３５ ０． ００００ － １７３３． ４ ７３３． ９７ ０． ０１８２ － １８１７． ３ ７１６． ９７ ０． ０１１３
ｂｎ ８． ６３９０ １． ８１４０ ０． ００００ ９． ９７４６ ４． ２１０９ ０． ０１７８ １４． ３２８７ ３． ９９５８ ０． ０００３
ｆｉｎａ ７． ０９８１ ３． ６０１６ ０． ０４８７ ３． ０７２３ １． １７１４ ０． ００８７ ５． ３０９２ １． ０５３８ ０． ００００
ｉｔ ０． ０４０５ ０． ０１９６ ０． ０３９１ ０． ０５７７ ０． ０１４１ ０． ００００ ３． ８８０６ １． ５１３４ ０． ０１０３
ｔｒａｎｓ ６． ５０３６ ０． ６１７７ ０． ００００ ６． ０７５７ ０． ８６３４ ０． ００００ ２． ９１８１ ０． ９９２３ ０． ００３３
ｌｂ ７． ０７１０ １． ０２６６ ０． ００００ ６． ５５４５ １． ４６２３ ０． ００００ ３． ６７９０ １． ７４６８ ０． ０４８０
α ／ β － ０． ０４８１ ０． ０２６９ ０． ０７３８ － ０． ０５４６ ０． ０１５０ ０． ０００３ － １． １１０２ ０． ９１６２ ０． ２２５６
ｗ＿ｂｎ － － － － － － ６． ４３４２ ３． ３３１４ ０． ０５３４
ｗ＿ｆｉｎａ － － － － － － ２． ７４１７ ０． ７５９９ ０． ００１３
ｗ＿ｉｔ － － － － － － － ３． ４７４１ １． ６４３８ ０． ０３７２
ｗ＿ｔｒａｎｓ － － － － － － ３． ４３３０ ２． ０５４５ ０． ０３４６
ｗ＿ｌｂ － － － － － － － ６． ２４７８ ７． ６３９５ ０． ４１３５
Ｒ２ ０． ８４５５ ０． ８８３２ ０． ８２４９
Ｌｏｇ － ｌ － ５５． ４４３ － ２６８． ３７ － ５４． ０１７
Ｓ － ｃ ４． ３５２４ １８． ０９０ ４． ７０３５

由表 ４ 可知，相对于当期模型，跨期模型中 ＳＬＭ、ＳＥＭ 和 ＤＥＭ 三种空间计量模型的拟合优度检
验值都有显著提高（Ｒ２ 值达到 ０． ８ 以上）。尤为关键的是，跨期模型中未通过 ５％显著性检验的变量
大幅减少，仅出现在 ＳＬＭ模型中的非农 ｇｄｐ溢出项（ｐ ＝ ０． ０７３８）以及在 ＤＥＭ模型中的非农 ｇｄｐ 溢出
项（ｐ ＝ ０． ２２５６）和非农劳动力溢出项（ｐ ＝ ０． ４１３５）上，而在 ＳＥＭ模型中各参数基本上通过 １％置信水
平检验。以上结果显示跨期模型比当期模型具有更好的拟合优度，跨期模型由于考虑了经济增长中

要素投入的滞后效应，从而有效地提高了估计参数的可信度。

由表 ４ 中全部参数通过检验的 ＳＥＭ模型可知，解释变量的商务业、金融业、信息业、交通运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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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农劳动力项系数为正，这些变量对区域非农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拉动作用。结合我国经济增长的

现实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各分产业可有效促进东部省市的产业结构调整、中西部省市承接产业转移。

非农劳动力投入量对于东部省市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商务业对区

域非农 ｇｄｐ增长的拉动作用最大，而非农劳动力投入量、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次之，这与现代经济的
产业细分以及我国国民经济主要靠要素驱动密切相关。相比之下，信息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虽

然存在，但是明显小于人们的预期，可能合理的解释是，广大中西部省域经济基础较弱、区域创新能力

一般，信息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尚未彰显。结合表 ３ 的 ＳＬＭ 模型信息业系数可知，信息业有效
推动区域内技术与创新知识的扩散，从而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拉动作用。表 ４ 中，空间滞后误差项
系数为负并且通过 １％置信水平检验，不仅进一步证实空间相关性存在，而且再次证实邻近区域的解
释变量误差冲击对本区域被解释变量存在负向影响，即我国省域间存在较强的经济资源竞争关系。

ＤＥＭ模型反映各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程度。观察表 ４ 可知，商务业、金融业、信息业
和交通运输业的空间溢出项基本通过置信度 ５％显著度检验，系数为 ６． ４３４２ 的商务业溢出项通过地
理机制对区域非农经济增长发挥显著的正向拉动作用，金融业、交通运输业的溢出项具有较强的经济

增长正向拉动作用，而信息业溢出项具有显著的负向拖拽作用。对此合理的经济学解释为：商务业、

交通运输业有助于经济大省集聚资源；信息业对经济大省的作用有两种，在省市内部，信息业促进经

济增长（系数为 ３． ８８０６），而在省市之间，信息快速有效的传递使产业转移、招商引资等经济活动向相
对弱势省份扩散，信息业溢出项在促进非农 ｇｄｐ低产值省市经济增长的同时可能拉低高产值省市经
济增长。考虑到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尚在进行中，非农 ｇｄｐ增量主要由经济大省完成，因此信息业
溢出项对经济增长起着负向作用（系数为 － ３． ４７４１）。由此可见，在 ＤＥＭ 模型中，商务业、金融业和
交通运输业及其溢出项对区域非农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各异。

综上可知：（１）我国省域非农 ｇｄｐ发展及其解释变量（生产性服务业各产业以及非农劳动力投入
量）各自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此外，对比 ＭｏｒａｎＩ指数散点图可知，变量间的空间相关性具有一致
性。（２）普通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最好，但不能反映变量的空间相关性；当期空间计量模型能够反映
空间相关性，但参数估计置信水平较差；跨期空间计量模型既有效地反映空间相关性，也具有较好的

拟合优度和参数估计置信水平。（３）生产性服务业各产业及非农劳动力投入量对省域非农经济增长
具有显著的跨期正向拉动作用。这可能与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既依靠要素投

入，又逐渐提高要素效能有关。进一步分析发现，商务业拉动作用最大，非农劳动力投入量、交通运输

业与金融业拉动作用次之，而信息业拉动作用最小。信息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代表、金融业作为资

金密集型产业代表，两者对我国省域非农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仅小于正常的预期水平，而且处于生

产性服务业各产业中拉动效能的最后两位。可能的合理解释是，占一定比例的省市，在转化高新科技

产业和现代金融产业服务区域经济增长方面存在不足。（４）当期 ＳＬＭ模型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和跨期
ＳＥＭ模型的空间误差项系数都是负数，该结果显示，省域经济增长空间的负相关效应显著，省市的经
济增长与相邻省市存在较强的资源竞争关系。在空间溢出效应方面，商务业、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的

溢出项正向拉动区域经济增长，而信息业空间溢出项具有明显的负向拖拽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引入空间计量模型，以生产性服务业和非农劳动力投入为解释
变量，建立当期模型和跨期模型来考察其对非农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如

下：（１）研究指标各自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研究指标间的空间集聚具有某种一致性，因此在分析生产
性服务业支持非农经济增长时，采用普通的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存在缺陷（即便其检验效果显著），而

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并且考虑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的跨期效应，能够合理地研究指标之间的关系。（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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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萍：基于空间模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国生产性服务业支持非农经济增长的空间集聚呈现四大特征，可分为四大区域，即以“江、浙、沪”为代表

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域，以“新、青、藏”为代表的西部经济基础薄弱省域，以“粤、川”为代表的经济影

响输出省域（其特点是自身为经济大省而相邻省域经济相对较弱）和以“皖、赣、桂、海南”等为代表的承

接产业转移省域。（３）生产性服务业对非农国内生产总值存在正相关关系，其正向拉动效应由强到弱依
次为商务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信息业。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溢出项支持经济增长方面，正向拉动

效应由强到弱依次为商务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而信息业溢出项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４）从省域层面上看，生产性服务业支持非农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效应，即本省
市的经济增长与相邻省市存在较强的经济资源禀赋（如资金、技术、人力与市场等）竞争关系。

生产性服务业对于提升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能具有关键作用，其自身发展在空间上呈

现显著的集聚特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利用市场引导和政府调控

双重手段，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进行优化布局和宏观调控。

（一）关注经济要素的空间集聚效应，对生产性服务业进行宏观调控并统筹发展

在国家层面上，政府应建立有助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长效机制；优化产业布局并提升其内部结

构；出台相应政策以扩大产业开放度、优化产业外部环境；根据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引导生产性服务

业在我国各区域梯度发展；制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财税、金融和专利保护等优惠政策以及适合高

校科研院所、企业界投入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发展的政策；加大资源支持力度，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省域层面上。各省市可根据自身社会综合发展水平，因地制宜、适度超前地发展生产性服务产

业。具体而言，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域以发展具有引领作用、高附加值产业为重点，优先发展对高端

研发人才、高新技术与重大资金投入有较强需求的生产性服务业。承接产业转移的中部省域，优先发

展与本地加工贸易制造业密切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从而为实现产业顺利转移提供支持条件。经济

影响输出省域（粤、川为代表）作为我国经济版图上重要的辐射节点，应利用自身经济腹地宽广优势，

均衡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西部经济基础薄弱省域，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应优先发展与矿产、

能源等资源性加工行业密切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

（二）加强对生产性服务业经济溢出的转化能力建设，拓展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应

用领域

“盘活存量、优化增量”原则有助于指导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关于生产

性服务业各产业现有发展方面，商务业、交通运输业在我国各省市得到较好发展，可充分利用空间集聚

带来的便利做大做强。信息业和金融业为代表的技术、资金和高端科技人才密集的生产性服务业，其分

布除在东部沿海地区之外，主要在广大中西部省域的大型城市，对中西部区域经济拉动作用相对较弱，

这与我国中西部省市社会综合发展水平较低有关。政府对信息业和金融业完善硬件建设的同时，应加

大对从业人员基本业务能力培养力度，并鼓励从业人员结合工作实际进行应用型技术创新。

在挖掘生产性服务业经济溢出效能方面：首先，政府应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中的

产业价值链提升，加大对体制创新的探索，如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对国内外资本的开放力度，营造公平、

诚信的竞争性市场环境等；其次，政府应打破生产性服务业仅仅与制造业关联的狭隘思维，拓展生产

性服务业的应用领域，探索其在第一产业现代化运营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农资物流、农技推广、农业

信息服务、农产品营销、农业信贷支持与期货交易等方面，政府应推动我国从传统农业向集约化、规模

化、商品化的现代农业转变。政府通过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在东部发达地区的辐射力以及在中西部地

区的应用力，从而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

（三）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知识创新与制度创新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并提升产业效率

为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有序融合，不断提高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在进行必要的

“跟踪式”发展之外，相关企业必须加强知识技术原创基础，加大与生产性服务业主体（从业人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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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激励机制创新（如大力培养、引进生产性服务业专业技术人才，并为专业技术人才营造良好的发

展空间和人居环境），有效地转化先进科技成果为经济效益，推进服务业开放程度并引导各类资本投

向服务业。同时政府应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要素投入，如创立研发与协同创新平台、加大相关高层

次人才培养以及建立相关发展基金等。

（四）夯实区域经济一体化、动态均衡化发展基础，避免省域间重复建设与恶性竞争

我国的行政体制、官员考评机制以及国民“跟风式”发展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地方支柱性产

业建设与发展，如重大项目论证阶段的全民招商、一窝蜂上马，不重视项目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培育

与发展，对原料和销售市场的无序竞争等。政府应从国家层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机制与官员长效考评

机制，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促进加工制造业转移中的有序对接，消除因行政区划

产生的区域经济条块割据状况，加强省域区域经济合作，走集群化、错位化、创新导向与生产性服务业

配套化的第二产业发展之路，从而使生产性服务业在相邻省域的经济溢出从负向效应扭转为正向效

应，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应有的倍增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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