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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空间俱乐部趋同是指经济增长初始条件和结构特征相似且空间上相邻

的一组区域的经济增长收敛于相同的稳态，是区域经济增长俱乐部趋同的一个新研

究领域，其发生机制是空间外溢促成区域经济出现地方化增长，进而导致空间俱乐

部趋同。运用包含空间外溢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可以证明，空间外溢有可能导

致空间俱乐部趋同。对中国长江三角洲１９９０—２００７年区域经济增长过程所做的经

验分析也表明，空间外溢对区域经济增长确有影响，空间俱乐部趋同客观存在。在

考虑空间外溢的情况下，长江三角洲的空间俱乐部趋同速度为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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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俱乐部趋同是区域经济增长趋同的一种类型。根据Ｂａｒｒｏ和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的经

典定义，俱乐部趋同 （ｃｌｕｂ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是指在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和结构特征等

方面都相似的一组区域的经济增长收敛于相同的稳态。① 俱乐部趋同的结果是形成

趋同俱乐部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ｃｌｕｂ）。较之于其他趋同类型，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

俱乐部趋同才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进入２１世纪，俱乐部趋同研究成为区域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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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同研究中的一个热点。① 一方面，学术界在不同的国家和区域层次上进行实证研

究，以检验是否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及其普遍性。Ｑｕａｈ的研究发现，区域之间收

入水平在时间序列上的分布表现为富裕和贫穷的 “双峰”，形成了典型的俱乐部趋

同，即所谓的 “双峰模式”。② Ｄｅｓｄｏｉｇｔｓ的研究证实了ＯＥＣＤ国家和非ＯＥＣＤ国家

内部都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③ Ｃａｎｏｖａ发现在人均收入层面上欧洲和ＯＥＣＤ国家均

存在趋同俱乐部。④ Ｃｅｒｍｅｏ运用马尔可夫转移概率模型分别对５７个国家、１００个

国家、ＯＥＣＤ国家 和 美 国 各 州 的 不 同 样 本 数 据 进 行 分 析，均 发 现 了 俱 乐 部 趋 同 现

象。⑤ 我国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俱乐部趋同现象的普遍存在。⑥ 另一方面，依据事

实观察和实证分析，对俱乐部趋同的内涵进行拓展，先后形成了从时间维度、空间

维度界定俱乐部趋同的研究思路。⑦

近年来，随着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俱乐部趋同的空间属性被发现和受到重

视，一些学者开始寻求从空间维度讨论俱乐部趋同问题。⑧ 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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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从所完成的有关研究工作中，① 笔者发现俱乐部趋同表现出明显的、内在的

空间属性。如果细心观察依据时间维度所划分出的趋同俱乐部的成员区域在空间上

的分布状态，就会发现两种被忽略了的现象。其一是某类趋同俱乐部在空间上可能

有多个，而不仅仅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从时间维度识别的趋同俱乐部仅仅是一种

类型，不能反映这种类型的趋同俱乐部的数量。其二是构成趋同俱乐部的多数成员

区域在空间上是呈集聚状态的，表现为成员区域之间在空间上近邻且连续分布，但

也有少量成员区域在空间分布上是离散的，与其他区域在空间上不相连。由此不难

发现，时间维度的俱乐部趋同概念至少有两个缺陷。一是它仅能反映趋同俱乐部的

类型数量信息，而不能反映某类趋同俱乐部的 “个体”数量信息。如，在 Ｑｕａｈ的

“双峰模式”中，② 每个 “峰”仅代表了某类趋同俱乐部，而不能反映出该类趋同俱

乐部的个体数量信息。二是它所划分出的趋同俱乐部成员区域在空间分布上有可能

是离散的。在解释俱乐部趋同发生机制时，由于把空间上并不相连的区域放在一起

进行分析，很容易忽略一些重要的信息或者加入与客观现实不符的伪信息，从而导

致结论出现偏差。

根据以上认识，本文拟从区域经济增长俱乐部趋同的空间属性出发，定义区域

经济增长空间俱乐部趋同概念 （以下简称为空间俱乐部趋同，其所形成的趋同俱乐

部则简称为空间趋同俱乐部），并重点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外溢角度，对空间俱乐

部趋同的发生机制进行解释。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空间俱乐部趋同概念进行定义。第三部

分，首先建立空间外溢促成区域经济呈现地方化增长、进而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发生

空间俱乐部趋同的机制假设。然后，根据这个假设，构建包含空间外溢的区域经济

增长理论模型，揭示空间外溢导致空间俱乐部趋同的基本原理。第四部分，在第三

部分基础上，构建用于检验空间俱乐部趋同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第五部分，以长

江三角洲地区的７５个县区作为样本区域，对空间俱乐部趋同做一个经验分析，以验

证本文前面的理论构想。第六部分，为结论与讨论。

二、空间俱乐部趋同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从理论上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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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对于俱乐部趋同影响的研究。从２０世纪末开始，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和

异质性对俱乐部趋同的影响逐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Ｍａｒｔｉｎ和Ｓｕｎｌｅｙ认为，区域经济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区域之间存在着各种物

质和非物质的联系，导致区域经济体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互影响。一个区域的经

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基础和投入，也依赖于其他区域的经济增长轨迹，尤其是

其周围邻居区域的经济增长状况。① Ｒｅｙ等学者运用ＥＳＤＡ技术，发现１９２９—１９９４
年美国的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区域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其周边区

域关系甚大。② Ｌóｐｅｚ－Ｂａｚｏ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在欧洲国家区域经济增长趋同存在

空间依赖和趋同俱乐部。③

区域经济增长在表现出空间相关性的同时，又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由于区

域之间普遍存在空间相互作用，使得经济活动常常在某些特定区位上集聚，而不是

在空间中均匀分布。Ｇａｌｌｏ和Ｅｒｔｕｒ利用１９８０—１９９５年１３８个欧洲区域的人均ＧＤＰ
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以考察空间效应在欧洲区域经济增长趋同中的作用。结果

显示，一个区域的人均ＧＤＰ的平均增长率受到其邻居区域的平均增长率的显著影

响。同时，趋同过程在各区域类型之间是不同的，欧洲区域形成了南部和北部两个

趋同俱乐部。④ Ｆｉｓｃｈｅｒ等学者的研究更为深入，他们提出了一个基于空间异质性的

检验俱乐部趋同的空间计量框架，对２５个欧洲国家的２５６个区域在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

的趋同过程进行分析，得到了如下重要结论：欧洲的俱乐部趋同过程存在异质性模

式，异质性同时表现在趋同速度和稳态水平上。⑤

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中，笔者得到两个重要的启示。其一，区域经济增长

的空间相关性说明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过程与周边区域关系密切，这就意味着空间

上近邻的区域更容易发生俱乐部趋同，形成趋同俱乐部。其二，区域经济增长的空

间异质性说明区域经济增长在空间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而经常是存在空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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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３，ｎｏ．２，１９９９，ｐｐ．１４３－１５６；Ｓ．Ｊ．Ｒｅｙ
ａｎｄ　Ｍ．Ｊ．Ｊａｎｉｋａ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ｖｏｌ．５，ｎｏ．２，２００５，ｐｐ．１５５－１７６．
Ｅ．Ｌóｐｅｚ－Ｂａｚｏ，Ｅ．Ｖａｙá，Ａ．Ｍｏｒａ　ａｎｄ　Ｊ．Ｓｕｒｉａｃｈ，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３３，ｎｏ．３，

１９９９，ｐｐ．３４３－３７０．
Ｊ．Ｌ．Ｇａｌｌｏ　ａｎｄ　Ｃ．Ｅｒｔｕｒ，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ＤＰ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１９８０－１９９５，＂ｐｐ．１７５－２０１．
Ｍ．Ｍ．Ｆｉｓ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Ｃ．Ｓｔｉｒｂｃｋ，Ｐａ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Ｃｌｕｂ－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ｐｐ．６９３－７２１．



异。具有内部同质性和外 部 异 质 性 的 区 域 集 群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有 形 成 趋 同 俱 乐

部的趋向，而它们之间则表现为分异或者差异扩大。

因此，在俱乐部趋同研究中，必须重视空间效应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时间

维度的俱乐部趋同概念和检验不断受到批评。一些学者明确指出，若把区域经济体视

为封闭的 “孤岛”来研究而忽视空间作用，就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① 如果不考虑

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特性，那么，运用一般ＯＬＳ趋同模型所进行的趋同分析结

果将会存在偏差甚至错误。② 于是，少数学者试图从概念上把空间维度的俱乐部趋同

与时间维度的俱乐部趋同区分开来。Ｂａｕｍｏｎｔ等学者在２００３年提出了空间趋同俱乐部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ｃｌｕｂｓ）这个概念，将其等同于空间体系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ｓ）。③ 其

后，Ｒｕｍａｙｙａ等学者将其定义为具有相同稳态性质的国家趋同于相同的长期增长路

径。④ Ａｂｒｅｕ等学者在题为 《空间与增长》的综述文献中沿用了这一定义。⑤ 不难

看出，这个定义与传统俱乐部趋同概念并没有实质区别。此外，一些学者使用了诸

如空间体系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空间集群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等表述。⑥ 近年来，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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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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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１９８０－１９９５，＂ｐａｐ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６ｔｈ　ＲＳＡＩ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ａ　Ｓｍａｌｌ　Ｗｏｒｌｄ，＂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２０００，ｐｐ．１－２８；Ｍ．
Ｌａｕｒｉｎｉ，Ｅ．Ａｎｄ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Ｐ．Ｌ．Ｖ．Ｐｅｒｅｉｒａ，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Ｃｌｕｂｓ　ｆｏｒ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Ａ　Ｎ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ｐ．２０９９－２１１８．
Ｃ．Ｂａｕｍｏｎｔ，Ｃ．Ｅｒｔｕｒ　ａｎｄ　Ｊ．Ｌ．Ｇａｌｌｏ，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Ｃｌｕｂ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ｃｅｓｓ，１９８０－１９９５，＂ｉｎ　Ｂ．Ｆｉｎｇｌｅｔｏｎ，ｅ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３，ｐｐ．１３１－１５８．
Ｒｕｍａｙｙａ，Ｗ．Ｗａｒｄａｙａ　ａｎｄ　Ｅ．Ａ．Ｌａｎｄｉｙａｎｔｏ，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Ｃｌｕｂ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Ｊａｖ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Ｐａｒａｌｅｌ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ＶＢ：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ｕｋｕｌ　１３．１５－１４．４５，Ｈｏｔｅｌ　Ｂｏｒｏｂｕｄｕｒ，Ｊａｋａｒｔａ，２００５．
Ｇ．Ａｂｒｅｕ，Ｈ．ｄｅ　Ｇ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Ｒ．Ｆｌｏｒａｘ，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Ｒéｇｉｏｎ　ｅｔ　Ｄé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ｎｏ．２１，２００５，ｐｐ．１３－４４．
Ｍ．Ｂｒｕｎｉ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Ａ．Ｎｉｅｂｕｈｒ，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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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ｂａ　ａｎｄ　Ｌ．Ｇａｌｌｏ，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ｕｎｄｓ
ｏｖｅｒ　１９８９－１９９９：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８７，

ｎｏ．２，２００８，ｐｐ．２１９－２４４；Ｃ．Ｅｒｔｕｒ，Ｊ．Ｌ．Ｇａｌｌｏ　ａｎｄ　Ｃ．Ｂａｕｍｏｎｔ，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１９８０－１９９５：Ｄｏ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９，ｎｏ．１，２００６，ｐｐ．２－３４；Ｃ．Ｅｒｔｕｒ　ａｎｄ　Ｗ．Ｋｏｃｈ，



国区域为样本的研究也重视从空间角度来考察趋同问题。① 张伟丽等学者对中国的

空间俱乐部趋同进行了研究，但是没有对空间俱 乐 部 趋 同 概 念 进 行 明 确 的 界 定。②

由此可见，对空间俱乐部趋同概念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是十分必要的。③

在上述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对俱乐部趋同的认识，④ 本文对空

间俱乐部趋同概念作如下定义：空间俱乐部趋同是指经济增长初始条件和结构特征

相似且空间上相邻的一组区域的经济增长收敛于相同的稳态。相应地，这组区域就

称之为空间趋同俱乐部。与时间维度的俱乐部趋同相比较，本文所定义的空间俱乐

部趋同有两个主要特征。其一，发生俱乐部趋同的区域不仅在初始条件和结构特征

等方面相似，而且在空间分布上是相邻的。其二，除了初始条件、结 构 特 征 之 外，

强调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对于趋同所产生的影响，将其作为导致俱

乐部趋同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俱乐部趋同中单独区分出空间俱乐部趋同，从而形成时间维度的俱乐部趋同

和空间维度的俱乐部趋同两种类型，⑤ 其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空间俱乐部趋同

描述空间相邻的区域之间所发生的俱乐部趋同这种现象。我们不难发现，富裕区域

（或发达区域）、贫困区域 （或欠发达区域）常常是连片分布的，这就是典型的空间

趋同俱乐部。而且，这种空间趋同俱乐部往往有多个而不是仅有一个。Ｂｏｄｅ对东德

的研究，马国霞等对中国京津冀都市圈的研究，覃成林和唐永对中国河南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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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Ｇｒｏｗｔ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ｖｏｌ．２２，ｎｏ．６，２００７，ｐｐ．１０３３－１０６２；Ｊ．Ｒａｍａｊｏ，Ｍ．
Ｍａｒｑｕｅｚ，Ｇ．Ｈｅｗ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Ｍ．Ｓａｌｉｎａｓ，Ｓｐａｔｉ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Ｄｏ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２，ｎｏ．３，２００８，ｐｐ．５５１－５６７．

①　洪国志、胡华颖、李郇：《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收敛的空间计量分析》，《地理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１２期；董冠鹏、郭腾云、马静： 《空间依赖、空间异质与京津冀都市地区经济收

敛》，《地理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张伟丽、覃成林：《区域经济增长俱乐部趋同的界定及识别———一个文献综述及中国案

例的分析》，《人文地理》２０１１年第１期；张伟丽、覃成林、李小建：《中国地市经济增

长空间俱乐部趋同研究———兼与省份数据的比较》，《地理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８期。
刘迎霞、覃成林：《区域经济增长空间趋同假说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０年第

２期。
覃成林、张伟丽：《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俱乐部趋同检验及因素分析———基于ＣＡＲＴ的区

域分组和待检影响因素信息》，《管理世界》２００９年第３期；张伟丽、覃成林：《区域经

济增长俱乐部趋同的界定及识 别———一 个 文 献 综 述 及 中 国 案 例 的 分 析》， 《人 文 地 理》

２０１１年第１期；张 伟 丽、覃 成 林、李 小 建：《中 国 地 市 经 济 增 长 空 间 俱 乐 部 趋 同 研

究———兼与省份数据的比较》，《地理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８期。
覃成林、张伟丽： 《区 域 经 济 增 长 俱 乐 部 趋 同 研 究 评 述》， 《经 济 学 动 态》２００８年 第

３期。



覃成林等学者、张伟丽等学者对中国的研究等都证实了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① 其

次，空间俱乐部趋同指引从区域之间的空间关系揭示俱乐部趋同机制的研究路径，

在检验俱乐部趋同的时候避免了因忽略空间因素而导致的偏差。第三，空间俱乐部

趋同提供从改变区域之间的空间关系，促成其相互之间发生趋同，缩小区域经济差

异的政策选择可能性。比较而言，时间维度的俱乐部趋同概念没有考虑区域经济增

长的空间属性，忽略区域之间 的 空 间 关 系，不 仅 在 检 验 俱 乐 部 趋 同 时 会 产 生 误 差，

而且也不可能从区域空间关系的角度，揭示俱乐部趋同的机制和提供调控区域经济

差异的政策启示。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基于客观存在的事实和深化俱乐部趋同研究的角度，从

俱乐部趋同概念中进一步区分出空间俱乐部趋同这个概念，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

重要的。这是俱乐部趋同研究中一个有价值的新领域。它既有广泛存在的事实根据，

也有揭示俱乐部趋同影响因素和机制的科学价值，以及控制区域经济差异，促进区

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启示。

三、空间外溢作用下的空间俱乐部趋同理论模型

在发生机制方面，空间俱乐部趋同与时间维度的俱乐部趋同有什么差别呢？这是

本文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上述对空间俱乐部趋同概念的讨论为我们揭示其发生机

制提供了指引。即除了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和结构特征之外，需要重点从区域之间的

空间关系去研究空间俱乐部趋同的发生机制。那么，区域之间的空间关系是如何引致

空间俱乐部趋同的呢？对此，本文做出这样的假设：区域经济增长存在空间外溢，在

空间外溢的作用下区域经济呈现地方化增长，进而导致了空间俱乐部趋同。

本文这部分的任务是从理论上阐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外溢与地方化增长之间

的内在联系，进而构建一个包含空间外溢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以说明在空间外溢

的作用下空间俱乐部趋同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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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间外溢与地方化增长

在新经济增 长 理 论 中，知 识 和 人 力 资 本 的 外 溢 被 视 为 促 进 经 济 增 长 的 重 要 因

素。① 而且，外溢的存在有可能改变跨经济体的增长格局。新经济地理学也同样重

视外溢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但与新经济增长理论不同的是，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强

调外溢的空间性，② 并将其定义为空间外溢。③

尽管在概念上尚未形成统一的精确界定，但新经济地理学家基本上都把空间外

溢理解为一个区域通过资本和知识的外部性而对邻居区域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经济

增长所产生的影响。④ 其作用机制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作用机制是一个区

域的资本和知识外溢在没有增加邻居区域成本的情况下，改善了它们的资本、知识

供给条件，并带来其他相关经济增长条件的改善，从而提高了邻居区域的经济增长

能力。换句话说，某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会受益于邻居区域经济增长条件的改善。间

接作用机制是空间外溢有可能增加或创造新的市场机会，引导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

聚。⑤ 受区位指向和区位竞争的双重影响，靠近经济增长中心的邻居区域有可能吸

引到更多的经济活动，从而经济活动的规模得以扩大，同时经济活动的专业化或者

多样性趋于增强。⑥ 而且，这两种作用机制都具有循环累积的特征。因此，在空间

外溢的影响下，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相互依赖性。

空间外溢还具有距离衰减的特征，⑦ 即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大，空间外溢的强度

减小。这就意味着，空间外溢存在着地理边界。进一步，不难证明，空间外溢对区

域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实现的，于是就形成了地方化

的增长。地方化增长是本文对区域经济增长所表现出的地方性特征的描述。它是可

以经常观察到的区域经济增长现象，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

洲的经济增长就属于典型的地方化增长。这种增长主要表现为集中在一个有限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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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Ｊ．Ｒｅｙ　ａｎｄ　Ｂ．Ｄ． Ｍｏｎｔｏｕｒｉ，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ｐｐ．１４３－１５６．
有学者称之为地理外溢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或区域外溢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从这个认识中，我们不难看出，如果考察对象是多个区域的话，空间外溢也可以理解

为是一种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这仅是对同一种现象所作的不同描述而已。

Ａ．Ｃａｓｓａｒ　ａｎｄ　Ｒ．Ｎｉｃｏｌｉｎｉ，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ａ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４２，ｎｏ．２，２００８，ｐｐ．２９１－３０６．
究竟是专业化还是多样性得到增强，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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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空间内，各个区域的经济呈 “普涨”之势，形成相互作用、充满活力的区域集群。

另一种地方化增长的情形是各个区域的经济均呈现缓慢增长 （有时甚至是停滞、衰

退）之势，形成贫困、落后的区域集群。

从趋同的视角考察地方化增长现象，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与前述提出的空间俱乐

部趋同联系起来，进而做出这样的逻辑推理：空间外溢→地方化增长→空间俱乐部

趋同。这个逻辑推理的合理 性 可 以 从Ｌｕｃａｓ、Ｋｒｕｇｍａｎ的 研 究 中 得 到 有 力 的 支 持。

Ｌｕｃａｓ曾构建了一 个 包 含 人 力 资 本 外 溢 的 增 长 模 型，指 出 在 经 济 体 分 组 的 情 况 下，

组内的外溢比组 之 间 的 外 溢 要 大 得 多，这 就 有 可 能 导 致 组 内 趋 同 而 组 之 间 出 现 差

异。① 如果我们从空间的角度来比对Ｌｕｃａｓ的这个观点，就会发现，由经济部门所

构成的各组经济体就是地方化增长所形成的区域集群，那么，由空间外溢所导致的

地方化增长在本质上就是区域集群内部的趋同，即空间俱乐部趋同。Ｋｒｕｇｍａｎ揭示

了经济空间 集 聚 存 在 阴 影 效 应 （ｓｈａｄｏｗ　ｅｆｆｅｃｔ），② 这 说 明 空 间 外 溢 是 有 地 理 边 界

的。由于知识、人力资本的禀赋和动态变化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因此，发生空间

外溢的区域应该有多个且在空间上是分离的。这样就可能形成若干个地方化增长，

进而有形成多个空间趋同俱乐部的可能。

下面，我们用一个包含空间外溢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证明空间外溢是如何导

致空间俱乐部趋同的。

（二）包含空间外溢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

借鉴Ｌóｐｅｚ－Ｂａｚｏ等学者的做法，③ 我们考察一种简单的情况：在一个区域经济

体中存在若干个区域，④ 它们具有相似的初始条件和结构特征，且在空间中彼此相

连、互 为 邻 居 区 域。其 中，区 域ｉ在ｔ时 期 的 劳 动 生 产 率ｙｉｔ 是 劳 均 资 本ｋｉｔ 的 函

数，⑤ 相应的技术水平用Ａｉｔ 来表示，⑥ 于是有：

　　ｙｉｔ＝Ａｉｔｋαｉｔ （１）

这里，做如下假设：０＜α＜１，即资本的边际产出为正，但随着劳均资本的增加

而递减；在区域内部，资本的积累会产生外部性，因此，Ａｉｔ 为ｋｉｔ 的函数；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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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该区域经济体作为一个待检验的空间趋同俱乐部。
为了分析问题简化，这里ｋ仅代表实体资本。
此时，Ａｉｔ 不仅表示区域ｉ在ｔ时期的技术水平，在本模型中还代表该区域在此时所接

受的空间外溢。



之间存在空间外溢，所以，Ａｉｔ 又是邻居区域资本存量的函数。
因此，Ａｉｔ 的表达式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Ａｉｔ＝Δｋδｉｔｋγρｉｔ （２）
（２）式中，Δ是一个外生变量，为了讨论简单，假定它是常数；δ是对区域内

外部性的测度；下角标ρｉ表示区域ｉ的一系列邻居区域，于是，ｋρｉ 就是区域ｉ所有

邻居区域的劳均 资 本；γ是 对 空 间 外 溢 的 测 度，且γ＞０，其 含 义 为，当ｋρｉｔ 提 高

１％，那么，区域ｉ的Ａｉｔ 将提高γ％。①
（２）式和 （１）式联立可得：

　　ｙｉｔ＝Δｋτｉｔｋγρｉｔ （３）
（３）式中，τ＝α＋δ，表示当区域ｉ提高其劳均资本存量１％，那么，它就会获

得τ％的回报率；如果其邻居区域同时也提高自身的资本存量，那么，就会产生空

间外溢效应，使区域ｉ的回报率提高至 （τ＋γ）％。当然，即使此时在区域ｉ内部ｋｉ
没有进一步增加，生产率ｙｉ也会随着ｋρｉ 的增加而提高。这是因为空间外溢会使区

域ｉ的资本更具生产效率。

ｋｉ的增长率可以表示为：②

　　
ｋｉ
·

ｋｉ
＝ｓΔｋ－（１－τ）ｉ ｋγρｉ－ （ｄ＋ｎ） （４）

（４）式中，ｓ是储蓄率，③ （ｄ＋ｎ）是有效折旧率。显然，ｋｉ 的增长率在区域内

报酬递减 （τ＜１）的假设下是区域ｉ劳均资本存量的减函数，同时是区域ｉ邻居区域

劳均资本存量的增函数。这就意味着，如果区域ｉ的邻居区域的资本存量较高，那

么，由于空间外溢效应的作用，区域ｉ就会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此外，假设在稳 态 情 况 下，所 有 区 域 具 有 相 同 的 劳 均 资 本 数 量，即ｋ＊ｉ＝ｋ＊ρｉ＝

ｋ＊。那么，在均衡情况下，区域经济体的增长率即为：

　　ｇｋ＝
ｋ
·

ｋ＝ｓΔｋ
－（１－（τ＋γ）） － （ｄ＋ｎ） （５）

长期来看ｇｋ＝０，因此，当τ＋γ＜１时，区域经济体将收敛于下列稳态时的劳

均资本量：

　　ｋ＊＝
ｓΔ
ｎ＋ｄ
烄

烆

烌

烎

１
１－（τ＋γ）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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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当δ＝γ＝０及α＜１时，就回到了传统的索罗—斯旺生产函数设定上，而罗默—
卢卡斯的包括外部效应的生产函数设定就表示为δ＞０及γ＝０。
参数的含义和推导过程与索罗增长模型类似，可参见Ｒ．Ｍ．Ｓｏｌｏｗ，Ａ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７０，ｎｏ．１，

１９５６，ｐｐ．６５－９４．
为了简单起见，这里我们假定它是外生的。



用生产率来表示即为：

　　ｙ＊＝Δ
１

１－（τ＋γ）
ｓ
ｎ＋ｄ
烄

烆

烌

烎

τ＋γ
１－（τ＋γ）

（７）

由 （７）式可以看出，在本模型中稳态时的增长率不仅依赖于通常所设定的参数

（ｓ、ｎ、ｄ），还依赖于空间外溢的强度 （τ、γ）。显然，区域相互依赖性越强，稳态

时劳均资本存量就越高。当τ＋γ＜１时，该区域经济体中的所有区域都收敛于一个

共同的稳态 （因为均衡时增长率为劳均资本的减函数），于是，在区域经济体内部发

生了空间俱乐部趋同。但是，当出现τ＋γ≥１这种情况时，就会产生一个内生增长，

而不会发生趋同。①

下面只考察在τ＋γ＜１时包含空间外溢的增长方程。对数线性化后，对 （４）式

在稳态附近应用一阶泰勒展开，可得：

　 （ｌｎｋｉｔ－ｌｎｋｉ０）＝ （１－ｅ－βｔ）（ｌｎｋ＊－ｌｎｋｉ０） （８）

其中，β＝ （１－τ）（ｎ＋ｄ）是通常所指的趋同速度。此外，考虑到，

　　ｌｎｋｉｔ＝
ｌｎｙｉｔ－ｌｎΔ－γｌｎｋρｉｔ

τ

　　ｌｎｋ＊＝
ｌｎｙ＊－ｌｎΔ
τ＋γ

（９）

可以根据劳动生产率得到如下表达式：

　　（ｌｎｙｉｔ－ｌｎｙｉ０）＝ξ－（１－ｅ
－βｔ）ｌｎｙｉ０＋γ（ｌｎｋρｉｔ－ｌｎｋρｉ０）＋γ（１－ｅ－βｔ）ｌｎｋρｉ０

（１０）

ξ是一个常数，衡量ｙ在长期均衡时的水平，表示为：

　　ξ＝（１－ｅ
－βｔ）［ １－γ

１－（τ＋γ）
ｌｎΔ＋

τ
１－（τ＋γ）

ｌｎｓ－
τ

１－（τ＋γ）
ｌｎ（ｎ＋ｄ）］

（１１）

从以上模型中可得到以下三个结论。第一，在存在空间外溢的情况下，当τ＋γ

＜１时，就会发生空间俱乐部趋同，但这并不影响趋同速度的大小，因为β是参数

τ，ｎ，ｄ的函数。第二，在增长方程中出现了两个新的元素：邻居区域劳均资本的

增长率 （ｌｎｋρｉｔ－ｌｎｋρｉ０）和它们的初始水平ｌｎｋρｉ０。本文中，在空间外溢均为正的情

况下 （γ＞０），所有的变量都会提高区域ｉ的生产率。第三，从模型中可以看出，空

间外溢的假设对稳态时的劳均资本数量和劳动生产率均有一个正的影响。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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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假定邻居区域的空间外溢效应是有限的，因此，即使考虑空间外溢，也不会改变

报酬递减的总体趋势，即τ＋γ＜１。所以，从理论上就可以推导出发生空间俱乐部趋同

的结论。在理论模型讨 论 中 为 了 保 证 完 备 性，我 们 对τ＋γ≥１时 的 情 况 亦 进 行 说 明，
但在现实中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极小。这个假定将在后文的经验性分析中加以佐证。



四、空间俱乐部趋同的空间计量经济检验模型

按照上文给出的理论模型，在这一部分中我们给出两个经验性设定，即生产函

数设定和 增 长 方 程 设 定。根 据 理 论 模 型 中 的 解 释，在 存 在 空 间 外 溢 的 情 况 下，当

τ＋γ＜１时，区域 经 济 体 内 的 差 异 会 逐 渐 缩 小，于 是 发 生 空 间 俱 乐 部 趋 同。因 此，

在检验区域经济体是否发生空间俱乐部趋同之前，有必要对其生产函数进行经验性

估计，考察τ＋γ的估计值。然后，根据参数表现检验是否存在空间俱乐部趋同。

对 （３）式两边同时取对数可以得到：

　　ｌｎｙｉｔ＝ｌｎΔ＋τｌｎｋｉｔ＋γｌｎｋρｉｔ （１２）

此外，考虑到，

　　ｌｎｋρｉｔ＝
ｌｎｙρｉｔ－ｌｎΔ

τ
（１３）

将 （１３）式代入到 （１０）式中可得：

　　（ｌｎｙｉｔ－ｌｎｙｉ０）＝ξ′－（１－ｅ
－βｔ）ｌｎｙｉ０＋

γ
τ
（ｌｎｙρｉｔ－ｌｎｙρｉ０）＋

γ
τ
（１－ｅ－βｔ）ｌｎｙρｉ０

（１４）

在 （１２）、（１４）式中引入空间权重矩阵 Ｗ （在本文中 Ｗ采用一阶Ｒｏｏｋ空间邻

接矩阵①），则区域生产函数和增长方程就可以改写为如下形式：

　　ｌｎｙ＝ｌｎΔ＋τｌｎｋ＋γＷｌｎｋ＋ｖ，ｖ～Ｎ （０，σ２Ｉ） （１５）

　　ｇｙ＝ａ－ （１－ｅ－β）ｌｎｙ＋φＷｇｙ＋φ （１－ｅ
－β）Ｗｌｎｙ＋ｖ，ｖ～Ｎ （０，σ２Ｉ）

（１６）

我们注意到，在由理论模型推演出的待估计的经验设定中，解释变量含有邻居

区域的某些信息，②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该设定本身就是空间计量经济模型。

Ａｂｒｅｕ等学者认为类似于这种形式的模型，即在等号右边包含更多个解释变量的空

间滞后项的设定形式，也可以用来刻画空间外溢效应，并把这类模型称为空间交叉

回归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ｒｏｓｓ－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简 称ＳＣ—ＲＭ）。③ 此 类 模 型 的 应 用 可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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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一些学者 （如Ｌóｐｅｚ－Ｂａｚｏ等）通过使用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定义区域空间关系，发现所

得结论并没有显著不同。因此，本文在空间权重矩阵的选择中仅考虑了一阶Ｒｏｏｋ空间邻

接矩阵 的 情 况。参 见Ｅ．Ｌóｐｅｚ－Ｂａｚｏ，Ｅ．Ｖａｙá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ｐｐ．４３－７３．
如 （１５）式中的 Ｗｌｎｋ、（１６）式中的 Ｗｇｙ、Ｗｌｎｙ，这些变量均表示由空间权重矩阵 Ｗ
所定义的邻居区域的相关信息，或称为相关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Ｇ．Ａｂｒｅｕ，Ｈ．ｄｅ　Ｇ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Ｒ．Ｆｌｏｒａｘ，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ｐｐ．１３－４４．



以避免过度依赖空间误差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ｓ　Ｍｏｄｅｌ，简称ＳＥＭ，误差过程表现为

来自不同区域误差的空间协方差）和空间滞后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Ｍｏｄｅｌ，简称ＳＬＭ，

包括等号右边内生变量的空间滞后项）。① 例如，有学者在趋同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

和初始收入的空间滞后项，通过构造空间交叉回归模型来反映人力资本和技术溢出

效应。② 该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ｙ＝Ｘ１β＋φＷＸ２＋ε，ε～Ｎ （０，σ
２Ｉｎ） （１７）

（１７）式中，Ｘ１ 和Ｘ２ 分别为模型中两组解释变量构成的矩阵，不同之处在于，

Ｘ１ 表示的是目标区域观测值构成的解释变量矩阵，而Ｘ２ 与 Ｗ 的乘积构成的 ＷＸ２
表示的是目标区域的邻居区域平均观测值构成的解释变量矩阵。简单来讲，该模型

中不仅引入了常规的非空间滞后解释变量，而且还引入了邻居区域的某些平均特征

作为模型解释变量。该模型与其他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模型中

的空间滞后项是外生的，因此，这些变量的存在不会直接导致模型的估计偏差，所

以，在估计时可选用ＯＬＳ法来进行。

本文基于理论模型所构造的生产函数和增长方程的经验设定形式，属于空间交

叉回归模型的结构，所以，在进行估计时宜首先采用ＯＬＳ法，然后，根据空间依赖

诊断结果判断空间依赖的存在性，选择适合的模型进行估计。

五、经验分析

本文选择我国经济最发达、经济集聚程度最高的长江三角洲作为案例区域。该

区域自改革开放特别是１９９０年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内部经济联系日趋密切，

空间相互作用显著，而且有上海这个强大的经济核心，因此是一个检验空间俱乐部

趋同较为理想的区域。③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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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这两个目前被普遍应用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的基本形式。

Ｓ．Ｌａｌｌ　ａｎｄ　Ｓ．Ｙｉｌｍａｚ，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Ｄｏ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Ｍａｋｅ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３５，ｎｏ．１，２００１，ｐｐ．１５３－１６６；Ｒｕｍａｙｙａ，

Ｗ．Ｗａｒｄａｙａ　ａｎｄ　Ｅ．Ａ．Ｌａｎｄｉｙａｎｔｏ，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Ｃｌｕｂ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Ｊａｖ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张学良对该区域的经济收敛性进行检验后发现，区域内部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在分

析时段内表现出收敛趋势，但其研究的经验设定并没有基于严格的理论模型，而仅就

变量关系进行检验。本文的工作 是 从 理 论 模 型 出 发，从 检 验 “空 间 俱 乐 部 趋 同”的 角

度来研究该区域，以期对研究结论能够比较印证。参见张学良：《中国区域经济收敛的

空间计量分析———基于长三角１９９３—２００６年１３２个县市区的实证研究》， 《财经研究》

２００９年第７期；张学良：《长三角地区经济收敛及其作用机制：１９９３—２００６》，《世界经

济》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本文的分析时段是１９９０—２００７年，研究区域包括长江三角洲１６个城市的７５个

县区。① 所用数据均来自相应年份的 《上海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和 《浙江

统计年鉴》。由于各县区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缺失，因此，在计算各县区的实际ＧＤＰ
时，用所在省份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进行调整，进而获得基于１９９０年可比价格的实

际ＧＤＰ。另外，因为没有资本存量的相关统计数据，本文用投资流量数据和永续盘

存法来获得估算的资本存量数据。② 具体是，Ｋｔ＝ （１－δ）Ｋｔ－１＋Ｉｔ，其中，Ｋｔ 和

Ｉｔ 分别为ｔ时期的资本存量和投资，δ为几何折旧率。基期资本存量按照常用方法计

算：Ｋ０＝Ｉ０／（ｇ＋δ），③ 其中，ｇ是样本期真实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Ｋ０ 和Ｉ０ 是

基期资本存量和投资。折旧率δ按照多数人的选择定为５％。④ 关于固定资产投资价

格指数，由于数据缺失，参照张学良的做法，⑤ 用各县区所在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

价格指数来替代，其中，１９９６年之前的数据按照张军等介绍的方法计算各省份隐含

投资平减指数获得，⑥ １９９６年之后的数据直接采用 《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固定

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具体的分析指标见表１。

表１　变量及说明

变　量 名　称 说　明

ｙ 人均ＧＤＰ 用各年份实际ＧＤＰ除以人口数获得

ｋ 人均资本 用估算的各年份资本存量除以人口数获得

ｇｙ 人均ＧＤＰ年度增长率 用两年度人均ＧＤＰ的对数值之差与时间间隔之比来表示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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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８个市 （南京、苏州、扬州、镇江、泰州、无锡、常州、南通）和浙

江省的７个市 （杭州、宁波、湖州、嘉兴、舟山、绍兴、台州）。其中，上海市下辖的崇明

县因数据缺失，不做单独考虑，在统计时并入上海市区。区级行政单位按其归属地进行合

并，统一按市区来进行处理。根据２００７年底长江三角洲行政区划格局，本文考察对象共包

括７５个县区，之前年份各县区的统计数据均以２００７年底行政区划格局为标准进行调整。
在对资本存量的数据估算中，多数学者均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进行，但是这种方法也存

在一定的问题，因为只有选择的基期越早，基期资本存量估计的误差对后续年份的影

响才会越小，所以，对全国资本存量测算的基期往往选择在１９５２年 （参见雷辉： 《我

国资本存量测算及投资效率的研究》，《经济学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由于本文考察的是

长江三角洲的县域资本存量，因数据方面的限制而不能获得其早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数据，因此，本文测算的数据与真实存量数据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不过，本 文 的

研究重点在于把资本存量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而非对资本存量本身的研究，所以

这种误差不会对本文主要结论产生显著影响。
张军、吴桂英、张 吉 鹏： 《中 国 省 际 物 质 资 本 存 量 估 算：１９５２—２０００》， 《经 济 研 究》

２００４年第１０期。
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１９７９—２００４》，《经济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张学良：《长三角地区经济收敛及其作用机制：１９９３—２００６》，《世界经济》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张军、吴桂英、张 吉 鹏： 《中 国 省 际 物 质 资 本 存 量 估 算：１９５２—２０００》， 《经 济 研 究》

２００４年第１０期。



（一）区域经济增长空间自相关检验

为了更清楚 地 考 察 长 江 三 角 洲 各 县 区 之 间 的 空 间 依 赖 关 系，本 文 分 别 做 出 其

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７年人均实际ＧＤＰ标准化值的 Ｍｏｒａｎ’Ｉ散点图 （见图１），用于观察

其经济增长空间自相关的程度及变化状况。根据 Ｍｏｒａｎ’Ｉ散点图的含义，把所考

察的区域分为四个部分，即 Ｈ—Ｈ、Ｌ—Ｈ、Ｌ—Ｌ、Ｈ—Ｌ，其依次位于散点图的第

Ⅰ、Ⅱ、Ⅲ、Ⅳ象限中，分别表示目标区域值较高、邻居区域值也较高，目标区域

值较低、邻居区域值较高，目标区域值较低、邻居区域值也较低，目标区域值较高、

邻居区域值较低的四种情形。这样，通过仔细分析 Ｍｏｒａｎ’Ｉ散点图就可以获得长

江三角洲内部经济增长空间自相关状况的信息。

　
　　　　　　　ａ　１９９０年　　　　　　　　　　　　　　　　　　　　　　ｂ　２００７年

图１　长江三角洲人均ＧＤＰ　Ｍｏｒａｎ’Ｉ散点图

从图１可知，长江三角洲人均ＧＤＰ的 Ｍｏｒａｎ’Ｉ值１９９０年是０．４４６４，２００７年

是０．５７８８，均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且呈现出增大的趋势。这为本文所提出的空间外

溢假设提供了经验性证据。在这两幅图上，大多数的区域都位于第Ⅰ、Ⅲ象限，即

Ｈ—Ｈ和Ｌ—Ｌ区域，呈现出典型的空间俱乐部趋同特征。①

（二）空间俱乐部趋同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检验

首先，对长江三角洲７５个县区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７年的总量生产函数进行估计，确

定τ＋γ的估计值。然后，对上述区 域１９９０—２００７年 的 数 据 进 行 增 长 方 程 的 估 计，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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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仍有少数区域落在Ⅱ、Ⅳ象限中，这可能是因为区域本身空间外溢不强 （Ｈ—Ｌ
型）或接受空间外溢能力不强 （Ｌ—Ｈ型）所导致。



检验是否发生了空间俱乐部趋同。在这两步分析中，本文均按照空间计量经济学经

验分析的研究规范来进行。先不考虑模型以外的空间依赖性，用ＯＬＳ法对模型进行

估计。然后，根据空间依赖诊断结果，判断空间依赖的存在性及选择适合的模型进

行估计。具体方法是，当ＬＭ—ＬＡＧ和ＬＭ—ＥＲＲ诊断结果都不显著时，说明构造

的模型已经能够解释空间相关性，保留原有的 ＯＬＳ分析结果。当两者 有 其 一 显 著

时，说明模型中仍然存在空间相关性，用ＯＬＳ估计的结果是有偏的，这时应选择适

合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来进行估计。具体地，当ＬＭ—ＬＡＧ显著而ＬＭ—ＥＲＲ不显

著时，采取空间滞后模型进行估计，反之，采取空间误差模型进行估计；当ＬＭ—

ＬＡＧ和 ＬＭ—ＥＲＲ 均显著时，比较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ＬＡＧ和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ＥＲＲ诊 断

结果，前者显 著 就 用 空 间 滞 后 模 型，反 之，用 空 间 误 差 模 型。按 照 这 个 步 骤 对

（１５）、（１６）式进行估计，结果见表２和表３。①

表２　长江三角洲生产函数ＯＬＳ估计结果

１９９０—ＯＬＳ　 ２００７—ＯＬ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００ ［６６．３５］＊＊＊ １．８２ ［７．６４］＊＊＊

τ ０．２１ ［７．６０］＊＊＊ ０．５２ ［１０．３７］＊＊＊

γ ０．０６ ［１．９６］＊＊ ０．０２ ［１．９５］＊＊

Ｒ２ ０．４９　 ０．６０
ＬＩＫ　 ４５．０４　 ３６．９７
ＡＩＣ －８４．０９ －６７．９４
ＳＣ －７７．１４ －６０．９８

ＬＭ—ＬＡＧ　 ４．２４ （０．０３） １７．２９ （０．００）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ＬＡＧ　 ６．０１ （０．０１） ０．９０ （０．３４）

ＬＭ—ＥＲＲ　 ４．６３ （０．０３） ３０．７７ （０．００）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ＥＲＲ　 １．４１ （０．１３） １４．３８ （０．００）

Ｍｏｒａｎ’Ｉ　 ２．４２ （０．０１） ５．８９ （０．００）

Ｂｒｅｕｓｃｈ—Ｐａｇａｎ　 ３．５７ （０．１６） ５．５８ （０．０６）

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　 １０．２１ （０．００） ４．８３ （０．０８）

　　　注：ＬＩＫ、ＡＩＣ、ＳＣ是检验模型拟合度的指标，ＬＩＫ越大拟合度越好，ＡＩＣ和ＳＣ数值越小表示拟合度越

好；ＬＭ—ＬＡＧ、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ＬＡＧ、ＬＭ—ＥＲＲ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ＥＲＲ 和 Ｍｏｒａｎ’Ｉ是 空 间 依 赖 诊 断 指 标；

Ｂｒｅｕｓｃｈ－Ｐａｇａｎ是 异 方 差 诊 断 指 标；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是 回 归 诊 断 指 标。＊，＊＊，＊＊＊分 别 表 示 显 著 性 水 平 为１０％，

５％，１％ （下表同）。方括号内的数值是ｔ检验值，圆括号内的数值为ｐ值。

在生产函数的估计中，可以看出ＯＬＳ估计结果存在偏差 （见表２）。两个年份

生产函数模型估计中，Ｍｏｒａｎ’Ｉ指数均在１％水平上高度显著 （见表２的 Ｍｏｒａｎ’Ｉ
指数），说明这两个模型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这是导致ＯＬＳ估计结果存在偏差

的原因。从ＬＭ—ＬＡＧ和ＬＭ—ＥＲＲ诊断结果来看，１９９０年生产函数宜采取空间滞

后模型来估计，而２００７年生产函数则用空间误差模型来估计，其估计结果见表３。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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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本文仅给出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７年生产函数的各项估计结果，用以确定τ＋γ的

估计值，验证空间俱乐部趋同理论模型的结论。



对比ＯＬＳ估计结果和空间计量经济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在 （１５）式中本文虽然构造

了 Ｗｌｎｋ项来表示邻居区域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用于解释目标区域的人均ＧＤＰ水

平，但并没有有效消除空间自相关，而采用合适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进行估计可以

提高模型拟合度，并获得一致无偏估计量。这也提示我们在空间计量经济技术应用

方面，并非所有空间交叉回归模型都可以用ＯＬＳ方法进行估计，在具体操作的过程

中亦需要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进而选择合适的方法。

我们估计生产函数的目的有两个：其一，确定τ＋γ的估计值；其二，测度空间

外溢的大小。在这两个年份的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都是τ＋γ＜１，这为后面进行

空间俱乐部趋同假说检验提供了保证。此外，这两个年份中的γ均不同程度地显著

为正且小于相同时期的τ，表明一个区域的人均ＧＤＰ与邻居区域实体资本的增长存

在正向关系，即在长江三角洲存在空间外溢。而且，邻居区域空间外溢的影响小于

区域内部实体资本对人均ＧＤＰ的影响，这较为符合前述理论模型的结论。

表３　长江三角洲生产函数空间计量经济分析结果

１９９０—ＳＬＭ　 ２００７—ＳＥＭ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０８ ［２．１７］＊＊ ２．３９ ［９．４７］＊＊＊

τ ０．１８ ［５．２２］＊＊＊ ０．４０ ［７．７３］＊＊＊

γ ０．１４ ［４．６２］＊＊＊ ０．０１ ［２．０９］＊＊

ρ ０．０５ ［２．０７］＊＊

λ ０．８２ ［１７．１６］＊＊＊

Ｒ２　 ０．５２　 ０．７７
ＬＩＫ　 ４７．２８　 ５４．８７
ＡＩＣ －８６．５６ －１０３．７５
ＳＣ －７７．２９ －９６．８０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ａｔｉｏ　ｔｅｓｔ　 ４．４７ （０．０３） ３５．８１ （０．００）

Ｂｒｅｕｓｃｈ—Ｐａｇａｎ　ｔｅｓｔ　 ３．００ （０．２２） ８．９４ （０．０１）

　　　注：ρ为空间滞后项估计系数，λ为空间误差项估计系数；方括号内的数值是ｚ检验值，圆括号内的数值

为ｐ值。

进一步，在明确τ＋γ＜１的前提条件下，我们检验长江三角洲是否发生了空间

俱乐部趋同。这里需要估计增长方程 （１６）式，确定β的估计值。由于 （１６）式给

出的增长方程是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中的空间交叉回归模型 （１７）式的形式，根据前文

说明，需要首先用ＯＬＳ法进行估计，判断模型中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结果见表４。

表４　长江三角洲１９９０—２００７年增长方程估计结果

ＯＬ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０５ ［３．２７］＊＊＊

β －０．０１５７ ［－１．８９］＊

Ｗｇｙ ０．３９ ［１．９８］＊＊

Ｗｌｎｙ ０．００６２ ［１．７７］＊

Ｒ２ ０．０６
Ｆ　 １．４９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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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ＯＬＳ
ＬＩＫ　 ２５９．３１
ＡＩＣ －５１０．６３
ＳＣ －５０１．３６

ＬＭ—ＬＡＧ　 ０．００ （０．９９）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ＬＡＧ　 ０．０６ （０．８０）

ＬＭ—ＥＲＲ　 ０．００４ （０．９４）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ＥＲＲ　 ０．０６ （０．７９）

Ｍｏｒａｎ’Ｉ　 ０．３７ （０．７０）

Ｂｒｅｕｓｃｈ—Ｐａｇａｎ　 １０．９６ （０．０１）

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　 ２．４８ （０．２８）

　　　注：方括号内的数值是ｔ检验值，圆括号内的数值为ｐ值。

从表４中可以看出，Ｍｏｒａｎ’Ｉ指数不显著，即 （１６）式所构造的空间计量经济

模型已通过相关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消除了空间自相关，所以，此 时 ＯＬＳ法 是

（１６）式的合适的估计方法。这里，β估计值为－０．０１５７，说明在该时段长江三角洲

经济增长发生了空间俱乐部趋同，趋同速度为１．５７％。Ｗｇｙ 项系数的估计值显著为

正，说明在这一时段长江三角洲内邻居区域经济增长率对目标区域经济增长有正向

影响，这种形式的空间外溢产生的途径与需求方的外部性相关，因为一个区域生产

的最终产品或投入品的需求来自于其邻居区域。① Ｗｌｎｙ项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

该时段长江三角洲内邻居区域人均收入水平亦对目标区域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这种形式的空间外溢产生的途径是与供给方的外部性相关的，② 即通过邻居

区域收入水平进行传导的，因为邻居区域的收入水平直接反映的是供给方经济总量，

这可以通过邻居区域供给方的技术外溢或货币外部性进行跨区域传导，进而产生对

目标区域的空间外溢效应。③ 由此可以看出，在长江三角洲内存在与来自需求方和

供给方外部性相关的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在这种空间外溢效应的作用下，长江三

角洲出现地方化增长，发生了空间俱乐部趋同。这就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空间俱乐部

趋同理论模型的基本结论。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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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Ｅ．Ｖａｙá，Ｅ．Ｌóｐｅｚ－Ｂａｚｏ，Ｒ．Ｍｏｒｅｎｏ　ａｎｄ　Ｊ．Ｓｕｒｉａｃｈ，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　ｄｅ　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Ｅｓｐａｉ　ｄｅ　Ｒｅｃｅｒｃａ　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ａ　ｉｎ　Ｉｔｓ　Ｓｅｒｉｅ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ｎｏ．５９，１９９８，ｐｐ．１－３９．
Ｅ．Ｖａｙá，Ｅ．Ｌóｐｅｚ－Ｂａｚｏ，Ｒ．Ｍｏｒｅｎｏ　ａｎｄ　Ｊ．Ｓｕｒｉａｃｈ，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ｐｐ．１－３９．
Ｌａｌｌ和Ｙｉｌｍａｚ的研究结论之一是一个区域的人均收入水平受到其对邻居区域熟练劳动

力可获得性的正向影响，这说明空间外溢效应在具体作用形式上可以通过劳动力等要

素流 动 来 实 现。参 见 Ｓ．Ｌａｌｌ　ａｎｄ　Ｓ．Ｙｉｌｍａｚ，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Ｄｏ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Ｍａｋｅ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ｐ．１５３－１６６．



六、结论与讨论

根据俱乐部趋同概念，在考虑区域经济增长空间属性和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本文对空间俱乐部趋同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将其作为与时间维度俱乐部

趋同相并列的一种俱乐部趋同类型。这有助于使空间俱乐部趋同成为俱乐部趋同研

究中一个有价值的新领域。它不仅是对空间相邻的区域之间所存在的俱乐部趋同现

象的科学描述，也指引了从区域之间空间关系入手揭示俱乐部趋同机制的研究路径，

可以避免时间维度俱乐部趋同概念的缺陷。特别是，空间俱乐部趋同有可能为分析

富裕区域或贫穷区域集中连片分布，形成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集群，以及它们在空

间上的组合方式等的影响因素和机制打开一个新的视角。

本文受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启迪，初步建立了空间外溢促成

区域经济出现地方化增长，进而导致空间俱乐部趋同的分析路径；并基于新古典增

长理论，构建了一个包含空间外溢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空间

外溢导致空间俱乐部趋同的原理。同时，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本文构建了检

验空间俱乐部趋同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为检验空间俱乐部趋同提供了对应的方法。

本文以长江三角洲为例，对空间俱乐部趋同做了经验性检验，结果表明空间外

溢对区域经济增长确实有影响，空间俱乐部趋同客观存在。在考虑空间外溢的情况

下，长江三角洲发生了空间俱乐部趋同，趋同速度为１．５７％。这初步验证了本文所

提出的空间外溢导致空间俱乐部趋同的观点和理论模型是正确的，所采用的检验空

间俱乐部趋同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也是合理的。

就应用而言，研究空间俱乐部趋同可以获得丰富而有价值的政策信息。按照稳

态的差异，空间俱乐部趋同可以形成富裕的空间趋同俱乐部，如长江三角洲、珠江

三角洲；也可能形成贫穷的空间趋同俱乐部，如连片分布的贫困区域。识别这些空

间趋同俱乐部，能够为制定区域政策提供更加科学的区域对象。揭示它们的形成影

响因素和机制，可以为控制区域经济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和政策工具。这些方面对于我国而言尤为重要。

当然，我们也认识到，本文所做的工作是初步的。如何更科学地界定空间趋同

俱乐部，深入、全面地揭示空间趋同俱乐部的形成机制，完善相应的理论模型和空

间计量经济检验方法，都有待继续探讨。同时，如何选择更合适的反映空间外溢的

变量，采集更合适的数据，拓展经验分析的区域范围和类型等，也是我们要继续做

的工作。

〔责任编辑：梁　华　责任编审：许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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