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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阐释城市群、公共交通和集聚经济内涵以及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经济增长角度对近

年来国外相关实证研究进行梳理，发现公共交通主要通过劳动力集聚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和知识溢

出效应三个路径影响城市群集聚经济，并进而推动城市群发展。最后，结合该领域国外当前研究进

展和国内研究现状，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 城市群; 公共交通; 集聚经济

中图分类号: F 290; F 287． 3 文献标志码: A

The Literature Ｒeview of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Transit on
Urban Agglomeration Based o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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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gives a clear explanation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public transit，agglomeration econo-
mies，and basic theories，then makes a classification study on the foreign relevant empirical studies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it finds that empirical studies in regard to influence mecha-
nism of public transit o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which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mainly
focus on three aspects: labor accumulation effect，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effect and knowledge spillover effect．
Studied the latest research development abroad and domestic research status in quo，it suggests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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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 市 群、公 共 交 通 与 集 聚 经 济 的
内涵

1． 1 城市群的内涵

城市群作为城市学、经济地理学和行为学等多

个学科的研究热点，国内外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对城

市群概念的表述和界定各有侧重，尚未达成一致，具

体见表 1 所示。综合来看，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一
个以上的核心城市、与周围地区具有紧密经济联系

是城市群的基本构成要素。
1． 2 城市群公共交通的内涵

根据城市群的内涵，可以将城市群公共交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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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际公共交通和城市公共交通两种类型。城际公

共交通指连接城市群中两个地区或者多个地区的交

通运输模式，主要由快速化、大运量的交通工具构

成。城市公共交通指城市群中某地区内部的交通运

行模式，这里的地区指城市群的基本构成单位，如城

市、乡镇和村庄等。城际公共交通和城市公共交通

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在服务范围方面，城市公共

交通只负责某一地区内部的运输量，城际公共交通

需要负责两个或多个地区之间的运输量，并且在驶

出或进入某地区时，还承载着该地区内部的部分运

输量; 在运输方式方面，城际公共交通主要采用轨道

运输、道路运输和航空运输三种运输方式，城市公共

交通主要采用轨道运输和道路运输; 在交通工具方

面，城际公共交通常用的有通勤铁路、高速铁路、动
车、公共汽车、渡轮和飞机等，城市公共交通常用的

有城 市 轨 道 交 通 系 统、公 共 汽 车、快 速 公 交 系 统
( BＲT) 、水上的士和有轨电车等。

表 1 城市群主要概念

概念表述 理念 内涵 备注

Town cluster 城市组群
围绕“中心城市”，全方位规划其周围地区，注重内外城市可达性，保证内

外城市居民方便联系和出行的“城市-乡村”模式

1989 年，英国城市学家 Eben-
ezer［3］

Conurbation 区域城市
由一个中心城市或多个大城市，与其周围的城镇相互联系和影响，从而

形成的巨大的城镇集合体或城市区域

1915 年，英国生物学家 Ged-
des［4］

Megalopolis 城镇群体
人口、工业和商业设施、金融财富和文化活动集聚的地方，以及其他不同

城市发展参照的先锋地区

1957 年，法国地理学家 Gott-
mann［5］

Megaurban Ｒegion 乡村城镇化
以两个或多个由发达交通网络连接的城市为核心，人们可以在一天时间

内往返于核心城市及其周围地区的区域

1989 年，加 拿 大 学 者 Mc-
Gee［6］

Urban Agglomeration 城市群

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

( 包括小集镇) ，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人口密度较大，生产高度技术

化，土地利用集约化，以一个或两个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发

展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

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外联系，共同构成一个

相对完整的城市群区

1998 年，中 国 学 者 姚 士

谋等［7］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1． 3 城市群集聚经济的内涵

集聚经济 ( Agglomerative economies ) 是经济活

动在地理空间上集中而产生的经济集聚效果以及吸

引经济活动向某特定地区集中的向心力，其中经济

活动主体是个体和企业，所以也认为集聚经济是人

口和企业向某地区集中而产生的经济效益。具体而

言，人口在某特定地区的大量集中会增加该地区的

潜在规模人口，增加地区需求，扩大劳动力市场，产

生劳动力集聚效应; 企业在某特定地区的大量集中

会增加该地区的就业机会，形成该地区集中化产业

布局的经济现象，即产业集聚效应; 人口和企业在特

定地区的集聚能够增加员工以及企业管理者面对面

交流的机会，促进知识的共享和传播，即知识溢出效

应。由此可见，城市群集聚经济通过劳动力集聚效

应、产业集聚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这三种路径实现。
另外，劳动力集聚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和知识溢出效

应三者之间彼此相互影响。

2 公共交通影响城市群集聚经济的主

要研究理论基础

2． 1 规模经济理论

规模经济是由劳动分工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现

象，这是因为劳动分工有助于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实

现专业化。亚当·斯密认为“交换能力引起劳动分

工，而分工的范围必然总是受到交换能力的限制，换

言之，即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另外，在生产力水

平较高和企业规模过大的情况下，工人专业化程度

过高会引起协调问题突出，当管理费用增加导致企

业利润率减少时，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针对市

场范 围 和 协 调 问 题，公 共 交 通 改 善 是 有 效 措 施。
Becker 等［8］指出，交通运输成本的减少有助于提高

市场的有效规模、减少协调成本和增加知识溢出，提

高专业化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维持规模报酬递增。
2． 2 产业聚集理论

克鲁格曼指出具有低运输成本特征的企业倾向

于定位在经济活动集聚度高的地方，高运输成本特

征的企业偏好市场需求较大的区位。公共交通体系

的完善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迁移成本和运输成本，基

于企业生产成本最小化目标，当企业集聚获得的效

益大于迁移成本和运输成本时，企业倾向于将地址

选择在地理位置上较为集中的产业集聚区域。随着

该区域产业集聚密度的增加，企业生产提高，集聚区

的经济快速增长，进而吸引更多的企业向该地区转

移以及辅助性机构的产生，进一步推动集聚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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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
2． 3 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主要从知识和技术外溢以及人

力资本积累方面探究城市群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

罗默指出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具

有重要作用。公共交通改善能够缩短两个或多个地

区之间的相对地理距离，促使周围地区的人口和企业

向城市群内集聚，提高城市群内人们之间以及企业之

间的互动机会，从其面对面观察和交流中产生知识和

技术外溢。同时，人口和企业集聚能够促进劳动力市

场规模的扩大和就业机会的增加，进一步提高工人和

工作之间的匹配程度，鼓励工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其自身生产力以及社会生产

力。另外，相对地理距离的缩短能够有效缓解知识溢

出的经济外部性随距离递增而逐渐减弱的问题。

3 公共交通影响城市群集聚经济的国
外实证研究

基于规模经济理论、产业集聚理论和新经济增

长理论，可知专业化分工、区位选择和知识外溢是推

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能够

促使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等生产要素向城市群集中，

增强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的联系，是促进城市群经

济增长的基础条件。梳理相关实证研究文献，发现

国外学者主要从劳动力集聚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和

知识溢出效应所描述的集聚经济层面入手，以公共

交通为解释变量，城市群为被解释变量，展开公共交

通对城市群的影响研究。公共交通变量主要采用交

通基础设施、服务质量和交通成本等指标，城市群变

量一般从经济增长角度选取，采用工人生产力、企业

生产力和新生企业存活率等代表集聚经济的相关指

标。尽管研究对象和选取指标不同，但是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即公共交通的改善对城市群集聚经济具

有显著的积极作用［9］。
3． 1 公共交通通过劳动力集聚效应影响城市群集

聚经济

在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方面，Graham 等［10］从出

行距离和出行时间两个角度分别衡量就业可达性，

发现出行距离和出行时间改善能够提高就业密度，

增加工人工资，其中公共交通网络与集聚经济之间

呈非线性关系，即随着通勤驾驶时间的延长，劳动力

集聚效应对城市群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急速减退。
Meijers 等［11］发现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提高

中心城市和周围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性，促使劳动

力合理分布，进而影响集聚经济，该研究结论同样在

巴西和法国得到了验证。在公共交通服务质量方

面，Chatman 等发现当公共交通座位或人均铁路服

务公里数增加等公共交通服务改善后，城市群劳动

力市场规模显著扩大，工人生产力显著提高。在公

共交通成本方面，Thakuriah 等的研究结果表明交通

运输成本降低和运输时间减少能够鼓励低收入人群

参加工作，增加其收入潜力，从而进一步获得长期工

作效益和减少潜在摩擦失业期，增加地区经济效益。
同时，城市群的劳动力市场规模扩大后，工人和工作

之间的匹配质量也可以得到提高，从而进一步增加

工人平均工资和企业生产力，增加城市群集聚经济。
3． 2 公共交通通过产业集聚效应影响集聚经济

在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方面，Mejia-Dorantes 等的

研究结果表明新建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选址和

经济活动集聚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并且发现企业为

加强与相邻地区和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倾向于选

择靠近公共交通站点的区位，尤其是地铁站附近。
Song 等分别采用道路网密度、距高速公路和地铁站

的距离作为公共交通可达性变量的代理指标，也得

出了相同的研究结果。在此基础上，Hafner 将知识

密集型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发现集聚密度高

的企业能够获得更高的营业额，更容易获得成功。
在公共交通服务质量方面，Chantman 等研究发现出

行时间和出行可靠性对城市群内企业的竞争力、盈
利能力和经营效率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公共交通成

本方面，Tsubuku 的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较小地区，

较大地区的政府可以实现更低的运输成本，由此吸

引更多的企业向该地区集聚，实现地区经济效益最

大化。
3． 3 公共交通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影响集聚经济

已有研究证明劳动力集聚效应能够提高工人工

资［9］，Gabe 等在该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

力集聚效应对具有创新和创造性特征的职业的工人

收入的提高效果最显著，如艺术家、工程师、财务主

管和信息技术人员，这主要是由于工人在接触和观

察同事的过程中学习的隐藏知识能够增加经济活动

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而非面对面交流的单向通信会

限制同事之间的互动，减少他人可使用的信息量，抑

制知识溢出，其中知识溢出是新生企业产生、集聚和

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更是城市群集聚经济的重要

来源［10］。Lemelin 等的研究结果也发现劳动力集聚

能够增加工人之间正式和非正式观点的交流机会，

刺激创新和产生知识溢出，增加城市群经济增长。
已有研究表明车站中心和公共汽车是社会互动存在

较多的地方。另外，地理上受限的知识外部性会诱

导企业进入特定区域，对地区生产力产生影响，企业

集聚又有助于新知识的产生和扩散。不过，知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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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性基于企业生产与吸收知识能力的不同，对其区

位选择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知识密集型企业

区位与城市群集聚经济之间的相关关系显著性高。
公共交通改善能够通过引导劳动力和企业向城市群

内集聚，增加人们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产生知识外溢

效应，增加企业生产力和工人生产力，尤其是对新生

企业的发展具有显著正面影响，从而实现集聚经济。
3． 4 公共交通对城市群发展的作用机制

综合国外现有研究结果，可以通过图 1 概括公

共交通对城市群发展的作用机制。如图 1 所示，城

市群公共交通由城际公共交通和城市公共交通构

成，两者主要通过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公共交通

服务质量和降低公共交通成本这三种途径影响个体

和企业。其中，不同的公共交通改善途径均有助于

改善个体和企业的可达性、运输成本( 货币成本) 和

运输时耗( 时间成本) ，产生劳动力集聚效应、产业

集聚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促使经济活动集聚，形成

集聚经济，进而促进城市群发展。

图 1 公共交通影响城市群发展的作用机制

注: 作者根据相关研究整理

4 公共交通影响城市群集聚经济的国
内研究现状分析

基于国外实证研究进展，我们采用文献分析法

对国内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发现该领域的国

内研究较少，尤其实证研究更是缺乏。
鉴于中国知网( CNKI) 是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规

模最大的网络资源共享平台，本研究以经济、交通、
城市群为主题在该平台搜索 2017 年之前发表的核

心期刊，共筛选出 367 篇文献，其中 2010—2016 年

的文献共计 265 篇，占 72． 21%，说明这一期间的研

究成果可以代表国内基本研究现状。为确保筛选结

果的准确度，进一步对 2010—2016 年的文献逐篇详

细阅读，排除摘自各类报纸的短文和设计方案短评，

共获得 250 篇符合研究主题的文献，其中明确交通

维度的文献为 158 篇，占 63． 20%，以此作为样本对

近年来的国内研究现状进行分析。
在研究维度方面，已有文献主要从交通基础设

施、服务质量和交通成本这三个方面展开分析，与国

外文献一致。交通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网络、交通枢

纽和铁路建设等，交通成本主要采用最短时耗和运

输经济成本来衡量，服务质量一般通过公共交通的

发车频率和公共交通工具量衡量。由图 2 可知，交

通基础设施维度的研究一直是国内研究热点，交通

成本维度的研究数量呈上升趋势，而服务质量维度

的研究则较少，需要引起国内学者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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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已有研究文献的研究维度分布

一般实证研究过程主要涉及四个步骤: 提出假

说、建立模型、进行经验验证、展开分析，依据这四个

步骤，本研究将 158 篇文献分为实证研究和非

实证研究两类。其中，实证研究类文献 23 篇，非实

证研究文献 135 篇。由图 3 可知，国内相关研究主

要集中于非实证研究，虽然实证研究呈递增趋势，但

总体较少，仅占 17． 04%，平均每年 3． 29 篇。另外，

非实证研究的具体方法较为多样，主要包括统计分

析法和定性分析法以及少量的数学模型方法。
基于研究维度的代表性实证研究见表 2。从表

2 可知，国内学者对经济视角下公共交通与城市群

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交通基础设施方

面，其次是交通成本，而服务质量方面的实证研究则

尚未涉及，这与图 3 中所有文献的研究方法分布趋

势一致。

图 3 已有研究文献的研究方法分布图

5 总结与展望

基于规模经济理论、产业集聚理论和新经济增

长理论，本文从经济增长角度对近期相关实证研究

进行梳理，发现国外学者主要从劳动力集聚效应、产
业集聚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三个方面展开验证公共

交通对城市群集聚经济的影响作用。
从个体角度看，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服务质

量提高和交通成本降低等公共交通的改善有助于提

高个体在城市群内相邻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的可达

性、减少出行成本和出行时耗，从而增加就业意愿、
降低摩擦失业率、增加城市就业人数以及提高劳动

表 2 国内代表性实证研究文献汇总

代表性研究: 研究样本 研究期间 交通维度 主要结论 期刊名称

2010; 王小鲁
GNI 高于 2500 美元，人口规模大于
400 万人和国土面积大于 2 万平方
公里的国家

2005—2007 交通基础设施
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能降低城市集
中度

经济研究

2011; 李红锦等 珠三角城市群 2006 交通基础设施 部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未有效利用 软科学

2012; 张浩然等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辽中南、
山东半岛、海峡西岸、中原、长江中
游、关中、川渝城市群

2006—2009 交通基础设施
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加强城际间
资源和功能的整合，提高城市群整体
的经济绩效

经济评论

2013; 李煜伟等 成渝、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 1990—2008 交通成本
运输成本的降低能够促进中心城市加
速要素集聚，获得更快增长，非中心城
市利用外部性获得经济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

2015; 胡煜等 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 2003—2013 交通基础设施
交通枢纽对本地区和周围区域的经济
产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中国工业经济

2016; 原倩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海
峡西岸、中原、长江中游城市群

1997—2012 交通成本
交通发展能够改善城市群核心地区的
集群增长效应，进一步推动对城市经
济增长

世界经济

2016; 郑燕婷等 武汉城市群 2000—2013 交通基础设施
交通条件改善有助于提高节点区域的
工业增长

资源科学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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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工作之间的匹配程度等，形成劳动力集聚效应，

劳动力市场规模的扩大进一步推动城市群经济增长，

促进城市群发展。
从企业角度看，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服务质

量提高和交通成本降低等公共交通的改善有助于提

高企业在城市群内相邻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的可达

性、减少运输成本和运输时耗，从而扩大产品需求市

场、吸引企业迁移至交通或需求优势区位，形成产业

集聚效应。但是，近年来有研究表明不同行业属性

的企业对公共交通改善的敏感度不同，而且产业集

聚程度与企业生产力之间的正向关系并非存在于所

有行业。
从个体和企业的综合角度来看，公共交通改善

能够促进劳动力集聚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的形成，

诱导个体、企业和经济活动向城市群核心地区集聚，

促进劳动力的面对面交流，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也

可以通过相互联系促进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等，引

发知识溢出效应，提高城市群的劳动力生产力和企

业生产力，进一步促进集聚经济，推动城市群发展。
与此同时，知识溢出效应又可以吸引劳动力和企业

向城市群内集聚，强化劳动力集聚效应和产业集聚

效应。
综上所述，国外文献主要从劳动力集聚效应、产

业集聚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三者中选取一个作为影

响路径，对公共交通与城市群集聚经济之间的关系

进行实证研究，而未从综合角度深入探讨。所以，未

来研究可以基于劳动力集聚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和

知识溢出效应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的理论基础，将其

中两个或三个路径结合起来综合验证公共交通与城

市群集聚经济之间的关系。另外，以企业生产力作

为城市群集聚经济代理指标时，需要重点关注企业

所属的行业类型，针对不同行业类型的企业应该进

行先归类后验证，避免因行业特征不同造成研究结

果不一致。最后，虽然已有研究指出政府对公共交

通成本的决定能力是企业选址的重要影响因素，但

是从政府的角度探讨公共交通对城市群集聚经济的

研究较少，缺乏广泛和深入的验证和探讨，需要引起

更多学者的关注。最后，中国学者从交通基础设施

方面研究城市群发展的研究较多，但是公共交通服

务质量方面的研究相对匮乏，尤其是实证研究，基于

经济发展环境的不同，国外文献研究结果的适用性

有待中国学者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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