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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通过构建 空间 计量分析模型 ， 就我 国 ３ １ｅ ｃｏｎｏｍｉ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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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城 乡
一体化程度进行测度 ， 并对城 乡

一体化ｍｏｄｅｌ

对 区域经 济增长 的影 响 进行分析 。 研 究结 果表

明 ， 城 乡
一体化与 区域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 空 间 １问题提出

相关 ， 城 乡
一体化发展速度较快的 区域 ， 其经济

４．７

发展水平 实现较快提升 。
区域经济增长和城 乡

一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 促进城乡要素平等

体化在相邻省份之间存在较强 的 空 间依赖性和相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 形成以工促农 ．
以城￥

关性 。 城 乡 人口 融合 、 城 乡 基础设施融合是促进带 乡 ． 工农互惠 ． 城乡 一体的新型工农 ． 城乡 关：
塞

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 力 。 应实施有差别的城系
，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受 自然环境和 制度 因ｇ
Ｐ

镇化政 策
，
推动城 乡 产 业 、 人 口

、 基础设施融素等影响 ． 中 国各地区城 乡一体化发展程度不均ｇ

＃

合
，
促进 区域经 济增长 。衡

，

城乡二元结构在不同地区存在较大差异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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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能够促进中 国经济发展 ；

加快城乡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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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间 滞后模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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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消极影响＇产业结构与人 口结构不协调 ． 农化程度 ． 并分析城乡 一体化程度与 区域经济增长

业发展落后 ，
人地矛盾突 出等影响了 中 国城 乡＿的空间效应关系 ．

其研究结果和相关推论具有较

体化进程
１９ ｉ

。

一

些学者也针对城乡一体化与经济强的解释力 。

发展的关系进行了 探讨 ．

研究证实城乡统筹与经

济发展两者存在因 果关系 ．

城 乡统筹发展能够促２ 指标选择与模型构建

进经济发展
＂

＇ 但经济发展并不会 自 动缩小城 乡

差距 ． 主要还是需 要政府的作为
［

ｎ
ｌ

。 从现有文献２
．

１ 城 乡
一体化指标选择

对城 乡一体化的研究方法来看 ．

主要包括指数评城 乡 一 体化指标选 择应尽可能 体现城 乡

价法
１＾ ３１

． 德尔菲法 均方差决策法 ． 层次分之 间经济 ． 社会 、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方面

析法和网络层次分析法 ｎ
ｓ

｜

． 因子分析法 引 力的 差异 。 在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 ． 以城 乡 一

模型法
１
８ １

等 。体化作为 目标层 即
一

级指标 ， 城乡一体化划 分

文献显示 ， 对城乡一体化的测度 ． 其指标选为城 乡 经济融合 ，
城 乡 人 口融合 ． 城 乡生活融

择缺少适用于异质性地区之间 的评价体系 ． 大 多合 、 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融合 ． 城乡 基础设施融

指标体系仅适用于对同质性地区城乡
一

体化状况合 ． 城 乡生态环境融合等 ． 上述 ６个方面作为 二

的评价 ．

已有研究并没有考虑不同地区之间城乡级指标
［
＂

＋ ＾ ８
１

。 在二级指标基础上 ． 再选取２ １ 个
一

体化的空间差异 ，

一

些城乡一体化指标的选择三级指标 ． 其 中城乡 经济融合指标３个 ，
城 乡 人

着重在于定性描述 ． 缺乏定量分析 。 中国各地区口融合指标２个 ，
城乡生活融合指标 ８个 ． 城乡 基

之间经济 ． 社会及资源稟赋差异明显 ． 仅使 用 时本公共服务融合指标３个 ． 城乡基础设施融合指

间序歹
Ｉ傲据 ．

忽视 了城乡
一

体化的空 间差异 ： 笔标３个 ． 城乡生态环境融合指标２个 ．

指标及其相

４８者在上述研究基础上 ， 充分考虑各指标之间的空关定义如表 １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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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市
． 自治 区 ．

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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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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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面和时序数级指标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 得到相关系数矩阵 。

｜ｆ据模型相结合 ．

构建城乡一体化程度与 区域经济从中 看 出 ．

城乡 人均 消费支 出 比 （ ｘ ２ ） 与城 乡 人均
＊
＾增长之间 的空 间滞后模型 ，

测度各省份城乡
一

体家庭设备 用 品 消 费 比 Ｕ ｇ
） 的 相关 系数为 ０ ． ９８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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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二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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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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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 人均收入比 ＆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城

２Ｊ

济
城乡 人均消费支出 比￣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城镇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

°

城乡 恩格尔系数比 ｘ
３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城镇居 民恩格＾数

城乡人 口 城 乡人 口 比ｘ
４



农村人 口 ／城镇人口


融合城乡就业人 口 比ｘ
５＾每千人就业人 口 ／城镇每千人就业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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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人均食品消费 比 ｘ
６农村居 民人均食 品消费 ／城镇居 民人均食品消费

城乡人均衣着消费 比 ｘ
７
农村居 民人均衣着消费 ／城镇居 民人均衣着消费

城乡人均居住消 费比 Ｘ
８
农村 居民人均居住消 费／城镇居 民人均居住消费

城乡生 活 城乡人均家庭设备 用品消费 比 农村居民人均 家庭设备 用品消 费／城镇居 民人均家庭设备 用品消 费

融合城乡人均医疗保健消费 比Ｘ
，。
＿

农村居 民人均 医疗保健消 费／城镇居 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

城乡 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比Ｘ
， ，

农村居民人均 交通通信消费／城镇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消费

城乡 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 费比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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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 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 比Ｘ
１

３农村居民其他商 品和服务消费／城镇居 民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

城乡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比

￣￣

农村居民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城镇居民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

城 乡 每千 人参加基本养老保 险人 农村居 民每 千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城镇居民每千人参加基本
厶 力

数比％


养老保险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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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教育经费水平比 Ｘ
， ６农村居民教育经费水平／城镇居 民教育经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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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医疗机构床位比ｘ
１
７
ｉ居民医疗机构床位／城镇居民医疗机构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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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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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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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城镇 居民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

城乡生态 固体废物利用率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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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环境融合
Ｉ

工业废水处理率 ）
＜

２ １ Ｉ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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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支 出 比 （
ｘ２ ）

， 城乡 人均居住消 费比 （ ｘ ８ ）
． 城０

．

Ｍａｒａｎ

’

ｓ１ £
［

＿

１

，

＋ １
］ ．

当Ｍａｒａｎ

’

ｓ１ ＞ 〇时 ，

乡人均医疗保健消 费比 （
ｘ

， 。 ）等指标相关性较强 。表明相邻或相近省份存在空间分布上正相关性 ．

城乡就业人口 比 （ ｘ
５

） 与城乡恩格尔 系数比 （ ｘ ３ ） ．存在相似属性 ： 当Ｍａｒａｎ

’

ｓ１ ＜ 〇时 ．

表明相邻或

城乡 人口 比 Ｕ ４ ） ． 城乡 人均居住消 费比 （
ｘ

８ ） ． 城相近省份存在空间分布上的负相关性 。
Ｍａｒａｎ

’

ｓ

乡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比 （
ｘ
？ ＞

． 城乡人均教育文化Ｉ绝对值表示空间 相关程度的大小 ， 绝对值越大

娱乐消 费 比Ｕ ， ２
） ． 城 乡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 比表 明空间相关度越大 ． 反之则越小 。

（
ｘ

， ４ ）
． 城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比 （

ｘ
， ｇ

）
，
工业废 （

２
） 局部空间相关性检验。

水处理率 （
ｘ

２
，

丨 等相关性较强 ： 城乡人均食品消费全局空 间 自相关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反映局部

比 （ ＞＜ ６ ）
， 城乡教育经费水平比 （

ｘ
， ６ ） ． 固体废物利不稳定性 ． 为进

一

步识别哪些区域对全局空间 自

用率 （
Ｘ

２０ ） 与其余指标的相关程度相对较小 。 在选相关 的贡献更大 ， 区域经济增长 ． 城乡一体化属

择评价指标时 ．

对相关性程度较高的指标 ， 仅选于高水平还是低水平区域相关 ．

需要进行局部相

择几个主要指标 ． 相关程度较小的指标 ．

需要尽关性检验 。

Ｍｏ ｒａｎ散点图 用于描绘局域空间相关

量选取
，

对指标进行Ｒ型聚类分析 ． 聚类表明 ．性 ． 说明各个指标的高观测值或低观测值的空间

相关程度
一

致的指标具有相 的变动性 ． 因而 ．集聚情况 。

Ｍｏｒａｎ散点图的４个象限分别对应区域

对这些指标应尽最 简化 ．单元与其邻近区域之间的 ４种局部空间联系形式 ：

考 虑到城 乡
一体化指标所包含 内容的 复杂第 １ 象限代表高观测值的 区域单元被高观测值的区

性 ．

．

城 乡
一

体化意味着城乡经济 ． 人口 ． 生活 ．域单元所包围 的空间联系形式 （简称高
－

高 ｈ 第 ２

基本公共服务 ． 公共基础设施 、
生态环境等方面象限代表低观测值的 区域单元被高观测值的区域

的融合 ； 城乡之间要素差异 ． 政策导 向 ． 经济增单元所包围的空间联系形式 （ 简称低－高 ） ．

？ 第 ３象 ．

４９

长潜力 ．
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权益等均是影限代表低观测值的区域单元被低观测值的 区域单

响城 乡
一体化的重要变量 。 结合城镇化指标的内元所包 围的空 间联系形式 （简称低 － 低 第 ４象ｔＩ

涵并考虑具体指标的相关性程度 ．

选择以下７个指限代表高观测值的区域单元被低观测值的 区域单ｇ 这

标 ： 城乡人均收入比 （
ｘ

， ） ． 城乡就业人口比 （
ｘ５ ） ．元所包围 的空 间联系形式 （简称高 －低 ＞ ．｜

Ｉ

城 乡人均食品消 费比 （
ｘ山 城乡人均医疗保健消２ ＿ ２ ． ２ 空 间 计量模型｜

ａ

费比 （
Ｘ

， 。 ） ，
城乡教育经费水平比 （ ｘ

， ５
） ． 城乡全社在空间相 关的情况下 ．

为避免普通最小二｜
＊

会固定资产投资比 Ｕ ，
３ ）

．
固体废物利 用率 （

ｘｊ ，乘法估计 的有偏性和不
一

致性 ． 往往采 用极大｜

似然估计法或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

分析空 间计Ｓ

２
．

２ 模型构建量最常用 的模型主要有空间滞后模型 （
ｓ
ｐ
ａｔ ｉ ａ ｌ ｌ ａｇ｜

空 间计量经济学理论认为 ，

相邻地区 的某种ｍｏｄｅ ｌ

，

简称ＳＬＭ
）和空间误差模型 （ ｓｐａ

ｔ
ｉ ａ ｌ ｅ

ｒ ｒ ｏｒ

经济地理现象或某
一

属性值是相关的 ， 也就是说 ．ｍｏｄｅ ｌ， 简称ＳＥＭ
） ， 为研究方便 ， 笔者仅采用 空

各区域之间的数据与时间序列存在相对应的空间相间滞后模型 ． 其表达式 ：

关 。 空间计量经济方法能够将地理位置与地理空间

数据建立空间计量关系 ． 采用统计和计量方法识别Ｙ＝
ｐ
ＷＹ＋Ｘ

ｐ
＋Ｅ（

２
）

和度量空间数据变动的规律 ． 能够克服普通最小

二乘法进行模型估计忽视空 间效应 的缺陷 ． 但在Ｙ为因变量 ， 采用各省份人均ＧＤＰ对数表示 ．

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前 ．

需对变量空 间相关性进行Ｐ 为 空问 回 归相 关系数 ．

Ｗ Ｙ为 空间 滯 后因 变

检验 ．

以此检验空间计量模型的适用性 。量 ．

Ｘ为 自 变量矩阵 ． ｐ为 自变量系数矩阵 ．
Ｗ为

２ ． ２ ． １ 空 间 相关性检验空间邻接矩阵 ， 相邻的空 间单位权重为 １
． 其他为

（
１

）全局空间相关性检验 。〇
． 空间滞后模型主要是针对截面数据进行分析 ，

采用最常用 的Ｍｏｒａｎ

’

ｓＩ指数来检验各指标未考虑时间效应对其的影响 ． 在截面模型的基础

的空间 自相关性 。
Ｍｏｒ ａｎ

’

ｓＩ指数如式 （

１

） 所示 ：上
． 加入时 间效应构成面板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分

析
【

， ３，
．

所构建的空间计量模型具体如 下 ：

Ｍｏｒａｎ
＇

ｓ！＝
－
ｉ^
— （

１
）ＬｎＧＤＰ

ｉ
ｔ

＾

Ｐ〇 

＋
ｐＷＬｎＧＤＰｉｔ 

＋
ｆｉ ｌ

Ｌｎｘ
］ ｉ

ｌ


＋

Ｐ ｓ
Ｌｎｘ

５ ｉ ｔ

＋
ｐｆｔ

Ｌｎｘ
（ｌ

ｉ ｔ

＋
ｐ ｉ Ｑ

Ｌｎｘ
ｘ＾
＋

ｉ ＝ｉ ｙ
＝

ｉ

ｐ  １ ６ 

＾ｎＸ
１ １ ９

Ｌｎｘ
１ ９／ ｆ

＋

１ｎ
，
１ｎ０２ 〇 

ＬｌｌＸ ２Ｑｊ
ｔ

＋
＆（

３
）

其 中 Ｓ、丄饥
－ Ｆ

）

２

，

丫
，

为 第 ｉ

地区 的观测值 ，

ｎ为地区 ．

Ｗ
，

，

为邻接空间权数 。其中 ，

ｉ 表示
＇

各省份 ．

ｔ代表年份 ，

Ｗ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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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ｅ ｇ ｉ ｏ ｎ ａ ｌＳ ｔ ｕ ｄ ｉ ｅ ｓ

邻接矩阵 ． ｐ 为空 间 自 回 归 系数 ｅ ［

－

Ｍ ］
， 表上相对地趋于与较低人均 ｇｄｐ的省份相邻 ． 这些

示 区域经济增长对邻近 区域 经济增 长 的影 响程省份包括山 西 ． 河南 ． 湖北 ． 湖南和整个西部地

度 ． ｓ 是随机误差项 ，

Ｐ。 ．Ｐ
， ，ｐ ５

．Ｐ ６ ．Ｐ ， 。 、区省份
。 辽宁 ． 北京 ． 天津所属 的环渤海经济

Ｐ ， ６ ．Ｐ ， ９ 、 。为模型中各 自 变 量对应 的系数 。区
． 在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 引 导下 ， 在沿海城市

２
．

２
．

３ 数据来 源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以及相关产业壮大等因 素

考虑到 指标数据可获得性 ， 所选用 数据主的推动下 ． 成为 中 国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 。 人均

要来 自 ２００ ７
－

２０ １ ２年 《 中国统计年鉴 ＞ ． 《 中 国ＧＤＰ 高聚集 区 的江苏 ． 上海 ． 浙江 ． 福建等东

教育经 费统计年鉴 ） ．＜中 国 农村统计年鉴〉部沿海地区 ，

是中 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 ． 经济实

等 ． 其中 ， 城 乡教育经费支 出 ． 城乡教育基建支力最强 的 沿海城市带 。
云南 ． 贵州 ■ 重庆 ． 四

出 等指标数据来 自 ２００７－ ２０ １ ２年 《中 国教育经费川 ． 新疆等成为人均ＧＤ Ｐ低聚集显著区 ．

这些地

统计年鉴 》
， 乡 村就业人 口数据来 自 ２００７

－

２０ １ ２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慢 ， 经济实力相对较弱 ？

年＜中 国农村统计年鉴 ＞
．

其余指标数据来 自图 １

＿

６
＿

图 １

＿

＾
１表示各省份城乡

一

体化各个

２００ ７
－

２０ １ ２年 《中 国统计年鉴 ＞？指标的 Ｍｏｒ ａ ｎ散点图 ， 图 １

－

ｂ显示 中 国城 乡人均

收入 比指标 ．

高－

高和低
－

低类型区 占 据主导地

３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位 ， 高－高主导的 区域主 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

区 ， 低
－

低主导的区域主要是西部地 区 ， 这与中

３ ． １空 间 自相关检验国人均居 民收入呈现东高西低相同 ？ 图 １

－

ｃ显示

对 中 国 ３ １ 省份
？
各指标做全局空 间 自 相关检城乡就业人 口 比存在很大的 区域差异 ，

低聚集区

验 ． 分析其是否在地理空 间 上存在相关性 ．

检主要为 中部地 区的吉林 ． 黑龙江等省份和西部地

５０验结果如 表 ２所示 ： 各指标的Ｍｏｒ ａｎ

＇

ｓＩ值
，

均区 的内 蒙古 ． 西藏 ． 甘肃 ． 青海 ． 宁夏 ． 新疆等
—

通过显著性检验 ，

３ １ 省份人均 ＧＤＰ
．

城 乡人均省份 ： 东部地 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 ，

需要大量的

１｜收入比 ． 城 乡就业人 口 比 ． 城乡食 品消 费 比 ．农村劳动 力 ， 东部地区成为 中 国劳动 力 的主要流

｜？城 乡 人均 医疗保健消 费 比 ． 城乡 教育经费 水平入地区
， 尤其是东部的沿海地区 ． 成为劳动 力

＊

 ＾比
．
城 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比 ． 固体废物利的 主要集聚 区 ： 西部地区和 中部地区 的大 多 省

｜ ｜用 率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 。 人均 ＧＤＰ的空 间相份成为 劳动 力流 出 的 主要省份 ， 这可能是造成

§１关性为 〇 ． ２９
￣ ０ ． ３ １

， 变化范 围 相对较小 ；
城乡上述差异的主要原 因 。 图 １

－

ｄ显示城 乡人均食品

｜｜人均收入比 、 固体废物利 用率 的空 间相关性为消 费比 的集聚情况 ， 东部地区 除北京 ． 天津 ．

｜０ ． ３ ２
？ ０ ． ５ １： 除 ２００６年外 ， 城乡就业人 口 比 的空河北 ． 辽宁

．
山东 ． 海南外 ，

其余省份以高－高

§间相关性为 ０ ． ３ ７
－

０ ． ４０
： 除２ 〇０９年外 ， 城乡 人均为 主导 ， 中部地区 的黑龙江

、 吉林 ． 江西为高
－

２医疗保健消费 比 的空间相关性为 〇 ． ４２
￣

０ ． ４ ７
； 城高集聚 区 ，

山西 ．
湖 南为高 －低集聚 区 ， 安徽为

乡食品消费 比 ． 城 乡教育经费水平比 ． 城乡全社低
－

高集聚 区 ， 河南 ． 湖北为低
－低集聚区 ．

西

会固定资产投资 比的空间相关性为〇 ． １ 〇
－〇

． ２９
，
部地区除广西 ． 内蒙古外 ，

其余省份以低－低类

继续对 ２０ １ １年各省份各具体指标的Ｍａａｎ

＇

 ｓ型为主导 。 图 １
－

ｅ显示城 乡人均医疗保健消费 比

Ｉ指数进行计算 ． 并进行局部相关性检验 （ 图 １
）

。
的集聚情况 ． 东部地区 的北京 ．

广东显示高－低

图 １
－

ａ显示 ， 人均ＧＤＰ以高
－

高和低
－

低类型集聚 ． 天津 ． 海南显示低
－高集聚 ．

河北 ． 辽宁

区 占据主导地位 。 具有高
－

高人均ＧＤＰ的省份在显示低－低集聚 ， 其余省份显示高 －

高集聚 ． 中

空间上相对趋于与较高人均 ＧＤＰ的省份相靠近 ，西部地区除安徽 ． 江西 ． 西藏外 ． 其余省份显示

这些省份包括北京 、 天津 ． 辽宁
．

上海 ． 江苏 ．低－低集聚 ： 图 ｌ

＿

ｆ显示城 乡教育经费 比的集聚

浙江 ．
福建等 ．

？ 具有较低人均 ＧＤ Ｐ的省份在空间情况 ． 东部地区 的北京 ． 浙江 ． 福建 ． 海南表现

表 ２ 各变量的Ｍｏ
ｒａ ｎ

’

ｓＩ指数

Ｔａｂ ．２ Ｅａｃ ｈｖａｒｉａｂ ｌｅｏ ｆＭｏｒａｎ
＇

ｓ ＩＩｎｄｅｘ

 ｜

城 乡人均
｜

城 乡就业
｜

城 乡食 品
｜

城 乡人均医疗
｜

城乡 教育经
｜

城 乡全社会固
｜

固体废物
＾Ｊ收入比人 口 比消费 比保健消费比费水平 比定 资产 投资比利用率

２００ ６０
．

２９８０
．

４９６０
．

１ ４００
．

１ ７ ３０
．

４３ １０
．

２ １ ８０
．

０ ６８０
．

４０６

、２００ ７０ ． ２ ９３０ ． ５０７０ ． ３７６０ ． ２４８０ ． ４７００ ． １ ０ １０ ． １ １ ８０ ． ３９２

２００ ８０
． ２９００ ． ４９ ７０

．

３６７０
．

２ ９００ ．

４６ ９０
． ２３６０ ． １ ３２０

．

３ ７５

２００ ９０
．

２８７０
．

４７８０
．

３９５０
．

１ ６２０
．

２ ３２０
．

１ ９３０
．

１ ０３０
．

４ １ ０

２０ １ ００ ． ３０ ８０ ． ４５ ５０ ． ３９ ５０ ． １ ９３０ ． ４ １ ７０ ． ２４００ ． １ ７７０ ． ４０ １

２０１ １
０

．

３０６０ ．

４４２０
．

３９ ５０
．

２ ２６０ ．

４３７０
． ２４００

．

０６５０
．

３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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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人均ＧＤＰＭｏ ｒ ａｎ散点 图（
ｂ

）城 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Ｍｏｒ ａｎ散点图

（
ａ
） 
Ｍｏｒａｎｓ ｃａｔｔ ｅｒｉｎ

ｇ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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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研究

Ｒ ｅ ｇ ｉ ｏ ｎ ａ ｌＳ ｔ ｕ ｄ ｉ ｅ ｓ

为 高－

低集聚 ． 天津表现 为低一高集聚 ． 河北 ．著性水平检验 ． 符合空间 自 回 归 系数的条件 ．

表

辽宁表现为高
－

高集聚 ． 江苏 ． 上海 ． 山东 ． 广明一个区域城乡 一体化发展不仅促进 自 身经济的

东表现为低－低集聚 。
城乡人均食品消费 ． 城乡增长 ． 而且辐射和促进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 。

人均医疗保健消费 ． 城乡教育经费水平的差异阻城 乡 人均收入 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 影响 为

碍 了 城乡一体化 的进程 ． 与城 乡
一体化相挂钩负 ．

且通过 １ ％显著性水平检验 ： 居 民收入水平

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阻碍 了与就业 ． 教育 ． 社会呈现出逐年增加 的趋势 ．

但城乡居 民收入比重逐

保障等相关的公共服务 。
图 １

—

ｇ显示城乡 全社会年加大
， 模型结果表明 ． 农村居 民收入与城镇居

固定资产投资 比的表现略有不同 ． 低集聚 区主要民收入之比提升反而不利于区域经济增长 ，

这也

集 中在东部地区省份 ， 高集聚区主要集中在中西暗示 了政府需改变转移支付模式 ，

政府支付转移

部地 区省份 ．

这与 中 国 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驱方式 由直接支付转变为间接支付 。

动 力主要来 自于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有城 乡 就业人 口 比对 区域经济增长的 影响 为

关
，

非农产业 ． 贸易与消费对经济増长的拉动作正
．

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 增加 乡村就业人员

用相 对较小 。 图 １

－

ｈ显示 固体废物利 用率的集聚数量 ． 可能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 可能的原 因

区
． 以低

－低 ． 高
－

高集聚 为主 ． 固体废物利 用在于伴随着农村劳动力 的不断转移 ， 各地区农村

率对生态环境有重要的影响 。 在中国 ３ １省份中 ．

均 出现
＂

劳工荒 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基本为

北京 ． 江苏 ． 上海 ． 浙江 ． 福建 ． 山东 ． 河南 ．老人和妇女
．

这可能造成农业生产率的下降 ．

农

安徽 ． 湖北 ． 湖南等省份表现为高
－高集聚 ， 河村劳 动力 的部分 回流 ． 可能会促进农业增加值的

北 ．
四 川 ． 江西 ， 海南表现为 低

－

高集聚 ． 黑龙提升
．

进而促进各地 区经济增长 。

江 ． 天津 ． 广 东 ， 重庆表现为高
－低集聚 ． 其余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比对区域经济增长 的影

５２省份表现为低
－

低集聚 ．响为 正 ．

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
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对于农村而言 ． 更主要的表现为 农业基础

１｜３
．
２ 空间计量估计与分析设施投资 ．

农业基础设施差可能是造成农业增加

｜ｆ为客观地揭示各省份城乡一体化与经济增长值不高的原 因 ．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近几年增加
＊

＾的关系 ． 实证检验过程 中空 间溢 出因素需充分考对于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 ． 但是相对来说仍然不

｜Ｉ虑 ， 即 区 域之 间的空间相关性必须考虑 。 借助于足 ； 不仅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绝对值 ，

而且

§１２００６－ ２０ １
１年中 国 ３ １ 省份的主要变量 ． 利 用空 间增加农业基础设施的相对值 ， 城乡人均医疗保健

｜ ｜滞后模型就区域经济增长和城乡
一

体化程度之间消费比 ． 城乡教育经费水平比 、
固体废物利 用率

｜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 其回 归结果如表３所示 。等城 乡公共服务指标以及城乡 人均食品 消费 比均

§实证结果 显示 ． 空 间计量模型的拟合度 为未通过 ５％显著性水平检验 ．

这也暗示 了增加乡村

§０ ． ９９ ７５
．

Ｆ统计量为 １ ５２０
． 模型整体通过显著性水人均医疗保健消费 ． 乡村教育经费和固体废物利

平检验 。 空间 自 回 归 系数为０ ． ５３４ １
．

且通过 １ ％显用率等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 食

品消费仅是消费 中的部分 ，

且伴随居 民收入水平

表３ 空间计量模型结果的提升 ． 食品消费 比重将逐渐下降 ． 单纯依靠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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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７４６２城 乡人 口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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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 从城乡经济融合 ， 城乡 人 口融合 ． 城 乡 生

Ｐ０００００活融合 ．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融合 ． 城乡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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