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4 卷 第 6 期 经济经纬 Vol． 34 No． 6

2017 年 11 月 Economic Survey Nov．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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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共品供给和集聚经济是影响城市增长的两个重要因素。理论部分论证了公共品供给规模和集聚经济水平的提高

有助于城市增长向集约模式发展，利用 1999—2011 年我国 246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验证理论部分的命题。结果表明: 我国的城

市空间增长得益于公共品供给规模和集聚经济效应的增加，但具有区域差异性和城市规模差异性; 集聚经济对城市增长的影

响效应呈倒 U 型曲线关系，这说明城市增长模式正发生分化。因此，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发展集聚经济，对公共品供给优化

配置，实现区域内城市增长的辐射与联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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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增长是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规模扩

张、质量的提高。推动城市化进程可以促进经济增

长。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单纯地追求城市空间的增

长，采用低密度、青蛙跳跃式的空间发展模式( Pen-
dall，1999; 丁成日 等，2007 ) ，致使一些城市空间无

序开发，矛盾与问题也日益暴露，如“土地城镇化”
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使用粗放低效、城

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不匹配，城市管理整体运行效率较低等。因此，理

性增长的城市发展模式也越发受到关注 ( 吴晓燕

等，2011) 。

一、文献回顾

城市增长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集聚经济是城

市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重要动力。国外学者对于集

聚经济的研究由来已久，许多学者对集聚经济的理

论研究进行了拓展和模型化( Hoover，1936; Hender-
son，1974) ，最终把集聚经济归结为厂商水平上的规

模经济、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三类。Marshall
( 1920) 最早从动态角度分析了行业内集聚经济产

生的原因及其对行业增长的重要性，这种动态的行

业内集聚经济被称为马歇尔规模经济。而 Jacobs
( 1961，1969) 则强调城市经济的发展来自于城市内

产业的逐渐多样化，这种动态的跨行业集聚经济被

称为雅各布斯外部性。Henderson ( 1974 ) 把马歇尔

外部性看成是城市存在的原因，据此建立了关于专

业化城市系统的模型。
公共品供给和集聚经济分别作为城市增长的重

要因素，其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对城市增长的共

同作用也为国内众多学者所思考。袁建文 ( 2011 )

在研究城市规模与集聚经济的关系时提出，一个城

市若以城市化经济为主，则表示城市规模越大，对产

业的生产越具有效率，产业内各企业依附城市发展

的程度亦越高。张玉香 ( 2014 ) 从微观视角探讨了

城市集聚经济发展与城市规模优化之间的联系，认

为集聚经济是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和城市发展促进经

济发展的微观来源，而通勤费用和土地租金、污染和

环境问题则构成了城市的经济成本，二者的均衡决

定了城市的合意规模，城市规模是集聚经济与公共

品的投资共同作用的结果。王小鲁等 ( 1999 ) 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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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聚集效应使城市经济具有规模经济递增的特

点。规模较大的城市可以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

件，其溢出效应会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但随着城

市规模的扩大，其外部成本也会上升，一定发展阶段

的城市会吸引人口大量涌入，常常使城市过度膨胀

而超过合理规模，造成资源配置恶化。吴晓燕等

( 2011) 通过将公共品的投资进行分类，利用 1999—
2006 的中国城市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不同类别的公

共品供给对城市增长的作用具有差异性。李因果等

( 2010) 突破城市规模相似的假定，将公共品供给和

集聚经济联系起来，分析公共设施水平和集聚经济

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王良举等 ( 2011 ) 认为基础

设施和经济密度对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均具有积极

影响: 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促进聚集经济形成，降低

城市拥挤效应，能够推动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苏红键等( 2017 ) 认为城市的集聚效应包括经济效

应、拥挤效应以及由此产生的最优城市规模问题。
刘斯敖等( 2017 ) 认为产业集聚与城市耦合发展必

须坚持以市场机制主导、坚持多维空间发展、坚持以

产业为基础和坚持以人为核心。刘彦军 ( 2016 ) 认

为地方 政 府 通 过 提 供 公 共 服 务 来 促 进 产 业 集 聚

发展。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已为本文研究奠定良好

的基础，但是研究成果多侧重于公共品供给、集聚经

济与城市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选择从理

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深入探讨公共投资、集聚经济效

应与城市增长的互动关系。

二、理论模型

产业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或集聚经济的情况下，

公共投资增加在改善城市环境的同时，也进一步提

高了经济集聚力，城市增长因此呈理性增长特征。
本文理论模型将分别对公共投资、集聚经济与城市

增长的关系进行探讨。
假设城市 i 内企业具有完全竞争性，其产出 Y

受公共投资规模 G 和集聚经济效应 S 的影响( 傅十

和 等，2008 ) ，且有
Y
G

＞ 0、Y
S

＞ 0; 企业生产成本 C

与公共投资效应、集聚经济效应和产出规模有关，且

有
C
G

＜ 0、C
S

＜ 0、
2C
YG

＜ 0，
2C
YS

＜ 0; 企业生产成本

与产出具有线性关系，即
2C
Y2 = 0。公共投资是由地

方政府提供，为使公共投资效应极大化，地方政府还

必须考 虑 本 地 企 业 的 利 润 最 大 化 问 题 ( Helmut，
1995) 。企业利润最大化公式可表示为:

Max
Y
π = P·Y( G，S) － C( G，S，Y) ( 1)

其中，P 代表产品价格。企业最优产出条件为:

P = C( G，S，Y)
Y( G，S)

，对 G、S 求全微分得到它们与价格

P 的关系表达式为:

dP
dG = C

2 ( G，S，Y)
YG

＜ 0，
dP
dS = C

2 ( G，S，Y)
YS

＜ 0

( 2)

从式( 2) 可以进一步得出公共投资与集聚经济

的关系表达式:
dS
dG ＞ 0，可知 G 对 S 具有正影响效

应。由此得出命题 1:

命题 1: 通过扩大公共投资规模使企业享受更

多的公共服务，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

率，从而增加本地区的集聚经济效应。
下面将继续探讨公共投资、集聚经济与城市增

长的 关 系。假 设 企 业 单 位 土 地 面 积 的 产 出 率 为

h( G，S) ，并且 h' ＞ 0，h″ ＜ 0; 单位土地面积的劳动力

密度用 n( S，x) 表示，x 是离市中心的距离，它随着

集聚效应强弱而变化; 企业生产需要投入的要素分

别是劳动力和土地，公共投资对产出 Y、工资 W 和土

地价格 ri 具有正外部性，且 W' ＞ 0，W″ ＞ 0; 单位土地

面积产出的交通成本为 T，公共投资效应越显著，T
值越小，即 T' ＜ 0，T″ ＞ 0。这样，企业单位土地面积

的利润可表示为:

π = Ph( G，S) － n( S，x) ·W( G，S) － r( G，S) －
T( G) ( 3)

上式对 G 的一阶导，并整理可得出关于 n 的表

达式:

n( S，x) = Ph'( G，S) － r'( G，S) － T'( G)
W'( G，S)

( 4)

x 到 x + dx 的土地上所吸纳的劳动力等于劳动

力密度乘以 dx，其中劳动力密度可用 n( S，x) 表示。
对人口表达式在 CBD 到城市边缘区进行积分，城市

人口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
0

n( S，x) dx = N，又由( 4)

式可得:

∫
0

Ph'( G，S) － r'( G，S) － T'( G)
W'( G，S)

dx = N ( 5)

( 5 ) 式 对 G 求 导 得 x
G

= －
∫
0

n
G

dx

V = －

∫
0

( Ph″ － r″ － T″) W' － W″( Ph' － r' － T')
( W') 2 dx

V ，其 中

V = Ph' － r' － T'
W' ＞ 0，因而符号取决于( Ph″ － r″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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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W″( Ph' － r' － T') 的大小。由此得出命题 2:

命题 2: 公共投资影响城市增长: 当( Ph″ － r″ －

T″) W' －W″( Ph' － r' － T') ＞ 0 时，即
n
G

＞ 0 时，x
G

＞

0; 反之，当( Ph″ － r″ － T″) W' － W″( Ph' － r' － T') ＜ 0

时，即
n
G

＜ 0 时，x
G

＜ 0。

命题 2 的经济含义为: 公共投资与城市增长之

间呈倒 U 型曲线关系: 城市增长受公共投资影响，

公共投资带来人口密度增加，即
n
G

＞ 0 时，公共投资

增加使得城市快速增长; 但当公共投资增加到一定

程度时，人口密度反而降低，即
n
G

＜ 0 时，公共投资

的增加会缩小城市规模，使城市增长更趋于理性。
下面继续探讨集聚经济与城市增长的关系。公

式( 5) 对 S 求一阶导数得:

x
S

= －
∫
0

n
S

dx

V =

－
∫
0

( Ph″ － r″) W' － W″( Ph' － r')
( W') 2 dx

V ( 6)

( 6) 式的符号取决 于 分 子 ( Ph″ － r″) W' － W″
( Ph' － r') 的大小。由此得出命题 3:

命题 3: 集聚经济溢出效应影响城市增长模式，

当( Ph″ － r″) W' － W″( Ph' － r') ＞ 0 时，即
n
S

＞ 0 时，

x
S

＞ 0; 反之，当( Ph″ － r″) W' － W″( Ph' － r') ＜ 0 时，

即
n
S

＜ 0 时，x
S

＜ 0。

命题 3 的经济含义为: 当集聚经济溢出效应带

来人口密度增加时，即
n
S

＞ 0 时，集聚经济的外部效

应将导致城市快速增长; 当集聚经济溢出效应带来

人口密度降低时，即
n
S

＜ 0 时，集聚经济的外部效应

将缩小城市规模，促使城市向理性增长模式转变。

三、计量模型设定与数据描述

本部分利用 2003—2011 年全国 246 个城市的

面板数据，根据命题 2 和命题 3 构建基准计量模型，

为减少异方差，模型中的各变量均取对数。基本模

型设立如下:

lnarea_ jcqij = β0 + β1 lnarea_ jcqij － 1 + β2 lnGij + β3

lnSij + β4 lnCVij + εij ( 7)

其中，area_jcqij代表城市 i 在第 j 年的建成区土

地面积; Gij代表城市公共品供给向量; Sij代表城市的

集聚经济变量; CVij 代表影响城市增长的其他控制

变量; βn是待估计系数向量。城市增长包括城市人

口增长和城市空间增长，本文定义的城市增长是后

者，采用建成区土地面积area_jcqij 来代表城市空间

扩展现状，即城市 i 第 j 年建成区土地面积。借鉴傅

十和等( 2008) 的做法，采用产业多样化指标代表集

聚经济，并采用 1 减去各产业就业的赫芬达尔( Her-
findahl) 指数计算该指标:

hh_cityij = 1 －∑
i

e2ki

其中，eki是在城市 i 中产业 k 的从业人员占城

市总的从业人员的比重。如果一个城市产业种类越

齐全，每个产业就业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小，那么产业

多样化指标的值就会趋近 1; 反之，产业多样化指标

的值就会趋近 0。
由于本文使用的是公共投资形成的公共物品存

量，因此借鉴吴晓燕等( 2011 ) 的公共投资变量分类

方法，从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公共卫生与生态环境资

本存量、人文环境资本存量三个方面来讨论公共品

供给，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具体选择如下: ( 1 )

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本文选取人均实有铺装道路面

积( road_ pop ) 和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 ( bus _
pop) 。( 2) 公共卫生与生态环境资本存量，本文选

取全市工业烟粉( 尘) 去除量( dust_cut) 和全市工业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solidl ) 以及人均绿地面积

( ggld) 。( 3) 人文环境资本存量，包括教育服务、医
疗服务等，本文选取的教育服务环境指标包括中学

学生与中学教师之比( tea_stu_ptzx ) 、人均拥有高校

学生数 ( stu_gdxx_p) 、人均拥有高校教师数 ( tea_
gdxx_ p) 、人均图书馆藏书量( book_ pop) ，医疗服务

环境则采用人均拥有的医生数( doctor_ pop) 来表示。
城市市辖区生产总值( gdp_eff) ，反映城市经济

规模的大小，以 2003 年为基年，经 CPI 处理后所得;

城市市辖区非农业人口数 ( po pfn，以万人为单位) ，

反映 城 市 土 地 需 求 规 模 的 大 小; 对 外 开 放 程 度

( open) ，采用实际外商投资额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

额的比值来综合反映各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 市场

化程度( market) ，采用 1 减去政府预算内支出占该

市 GDP 的比值来反映。

四、实证结果分析

由于系统 GMM 两步法能更好地处理自相关和

异方差问题，并且能提供合理且更精确的系数估计

值，因此，本文采用系统 GMM 两步法。通过观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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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变量的滞后项lnarea_ jcqij － 1 的系数来判断系统

GMM 的估计量是否合理。由于混合 OLS 和固定效

应估计量分别上偏和下偏于lnarea_ jcqij － 1 系数的真

实值，构成了真实值的合理区间。通过比较混合

OLS 和固定效应，发现 lnarea_ jcqij － 1 系数均介于混

合 OLS 和 固 定 效 应 模 型 估 计 量 之 间，表 明 系 统

GMM 的估计结果不存在严重的偏误，较为合理。此

外，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我们还对工具变量

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AR ( 2 ) 和 Sargan 的检验结

果支持了水平方程中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的假

设、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性的原假设。
1． 按地区分类的实证结果

就集聚经济而言，东中西三区域的集聚经济溢

出效应对于城市增长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但是东部

地区 hh_city 的估计系数为负值，说明在东部地区城

市增长模式已趋于理性增长，而中西部大部分地区

仍主要为蔓延式的城市增长模式。表 1 显示，不同

区域的变量 road、bus 的估计结果都是显著正相关

的，在城市增长过程中，交通基础设施的供给投入越

多，城市增长越迅速。公共卫生与生态环境方面，变

量 dust_cut 和 solidl 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估计结果

均为正值，而在西部地区 solidl 的系数为负且显著，

dust_cut 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亦为负值，这表明东

部和中部地区在城市增长的过程中正逐步重视环境

保护，而西部城市在城市增长中仍多以牺牲环境为

代价。代表高等教育状况的变量 tea_gdxx_p 和 stu_
gdxx_p 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均具有正向显著性，其中

在东部该变量的影响系数最大，其表明高等教育服

务供给的影响效应与地区发展程度有关，经济发展

程度越高，对高质量人力资源的需求规模就越大。
医疗服务变量 doctor 的影响效应仅在东部地区正向

显著，这表明优质医疗资源供给主要集中在东部地

区，并对于其城市增长具有推动作用。控制变量方

面，gdp_eff 对 area_ jcq 有显著正向影响，即经济规

模越大，各区域城市空间增长的动力越强。而 pop_
fn 对中部和西部的城市增长具有显著正相关性，对

东部地区则是显著负相关，这表明非农业人口数量

的增加是中西部城市空间增长的原因之一; 在东部

地区，大量非农业人口的流入，易造成城市人口集

聚，甚至“拥挤”。而 open 在东部地区正向显著，中

西部地区负向显著，说明对外开放的溢出效应主要

集中在东部地区。market 的回归结果则表明市场化

的正向显著影响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

表 1 不同区域系统 GMM 估计结果

变 量 ( 1) ( 2) ( 3) ( 4)

L． lnarea_jcq 0． 454( 128． 62) ＊＊＊ 0． 349( 67． 82) ＊＊＊ 0． 564( 31． 35) ＊＊＊ 0． 423( 11． 57) ＊＊＊

lnhh_city 0． 020( 5． 32) ＊＊＊ － 0． 032( － 1． 70) * 0． 038( 4． 27) ＊＊＊ 0． 019( 3． 20) ＊＊＊

lnroad_pop 0． 082( 22． 48) ＊＊＊ 0． 030( 3． 10) ＊＊＊ 0． 152( 20． 26) ＊＊＊ 0． 0542＊＊＊

lnbus_pop 0． 087( 34． 81) ＊＊＊ 0． 106( 22． 96) ＊＊＊ 0． 057( 11． 18) ＊＊＊ 0． 060( 10． 70) ＊＊＊

lndust_cut 0． 009( 14． 81) ＊＊＊ 0． 025( 36． 40) ＊＊＊ 0． 010( 8． 40) ＊＊＊ － 0． 005( － 1． 26)

lnsolidl － 0． 035( － 12． 63) ＊＊＊ 0． 015( 3． 49) ＊＊＊ 0． 006( 1． 50) － 0． 076( － 4． 68) ＊＊＊

lnggld 0． 092( 42． 28) ＊＊＊ － 0． 004( － 2． 30) ＊＊ 0． 088( 11． 18) ＊＊＊ － 0． 042( － 3． 03) ＊＊＊

lntea_gdxx_p 0． 014( 5． 68) ＊＊＊ 0． 071( 11． 67) ＊＊＊ 0． 027( 3． 63) ＊＊＊ － 0． 101( － 11． 30) ＊＊＊

lnstu_gdxx_p 0． 026( 10． 38) ＊＊＊ 0． 011( 1． 59) 0． 024( 3． 02) ＊＊＊ 0． 016( 1． 44)

lnstu_tea_ptzx － 0． 055( － 16． 67) ＊＊＊ － 0． 003( － 1． 14) － 0． 064( － 7． 72) ＊＊＊ － 0． 108( － 3． 80) ＊＊＊

lnbook_pop 0． 0264( 21． 62) ＊＊＊ 0． 083( 17． 58) ＊＊＊ － 0． 009( － 2． 37) ＊＊ 0． 019( 1． 82) *

lndoctor_pop － 0． 003( － 1． 25) 0． 098( 15． 06) ＊＊＊ － 0． 008( － 1． 59) － 0． 013( － 0． 71)

lngdp_eff 0． 062( 16． 46) ＊＊＊ 0． 183( 31． 89) ＊＊＊ 0． 002( 0． 19) 0． 176( 6． 85) ＊＊＊

lnpop_fn 0． 003( 1． 84) * － 0． 050( － 12． 19) ＊＊＊ 0． 057( 19． 64) ＊＊＊ 0． 023( 2． 62) ＊＊＊

lnopen 0． 001( 1． 76) * 0． 020( 12． 31) ＊＊＊ － 0． 006( － 5． 23) ＊＊＊ － 0． 011( － 3． 45) ＊＊＊

lnmarket 0． 253( 23． 29) ＊＊＊ 0． 134( 6． 05) ＊＊＊ 0． 134( 6． 05) ＊＊＊ － 0． 759( － 3． 96) ＊＊＊

_cons 1． 135( 40． 85) ＊＊＊ 0． 772( 13． 12) ＊＊＊ 0． 762( 14． 66) ＊＊＊ 1． 682( 11． 79) ＊＊＊

AR( 1) － 2． 392( 0． 02) － 2． 093( 0． 04) － 2． 032( 0． 04) － 1． 301( 0． 19)

AR( 2) 1． 626( 0． 10) 1． 401( 0． 16) 0． 607( 0． 54) 1． 071( 0． 28)

Sargan 199． 885( 0． 61) 75． 430( 0． 53) 83． 180( 0． 29) 32． 89( 1． 00)

year yes Yes yes yes
N 1697 669 707 321

注: ( 1) ( 4) 分别表示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 括号内为标准差; * 、＊＊、＊＊＊分别代表在 10%、5%、1% 显著性水平; AR
( 1) 和 AR( 2) 分别表示残差项一阶和二阶序列，括号内为 P 值; Sargan 表示过度识别检验，括号内为 P 值

2． 按城市等级分类的实证结果

根据《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报告 ( 2010 ) : 中国中

小城市绿色发展之路》，将市区人口 50 万以下、50
万100 万、100 万300 万和 300 万以上的城市分别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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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小、中、大和特大城市，回归结果如表 2 序列

( 1) ～ ( 4) 所示。集聚经济变量 hh_city 对于小城市

和特大城市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一定程度上表明

集聚经济在小城市内尚未完全形成，而在特大城市

则推动城市增长向理性增长方向转变。就交通基础

设施的供给而言，变量 road 对小城市、中等城市和

大城市的城市增长是正向显著的，尤其是小城市，该

系数达到了 0． 216。而变量 bus 对中等城市和大城

市的影响效应明显，但其系数分别为负值和正值，这

表明中等城市正处在一个“私家车”的积累期，而大

城市已经意识到公共交通运输的意义。代表公共卫

生和生态环境的变量 dust_cut 和 solidl，其系数多为

负值，在城市增长过程中，“重经济，轻环保”的观念

依然严重，但是变量 ggld 的系数均为正值，并显著

影响大中小城市，说明公共绿地已经是城市规划的

一个重要部分。从教育服务变量 tea_gdxx_p 和 stu_
gdxx_p 的回归结果来看，该类变量在小城市和中等

城市其系数多为负值，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则为正

值，表明城市人口规模越大，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越

高。stu_tea_ptzx 反映中等教育服务供给，系数均为

正值且基本显著，表明各城市均重视中等教育的投

资。而 doctor 仅在小城市中显著正相关，说明医疗

服务对于小城市的空间增长的边际影响最大。从

gdp_eff 来看，对中等城市、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均存

在显著正影响，在特大城市该系数高达 1． 617，表明

经济规模是影响城市空间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而

pop_fn 对中等城市和大城市分别存在显著正向和负

向影响，非农业人口的流入对于中等城市空间增长

具有促进作用，而在大城市，非农业人口已经使得城

市空间“拥挤”。变量 open 和 market 对于中等城市

和大城市影响显著为正，说明中等城市受特大城市

经济辐射带动，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水平都在迅速提

高，影响城市空间增长。

表 2 不同城市等级系统 GMM 估计结果

变 量 ( 1) ( 2) ( 3) ( 4)

L． lnarea_jcq 0． 577( 5． 23) ＊＊＊ 0． 371( 28． 62) ＊＊＊ 0． 391( 42． 40) ＊＊＊ － 1． 796( － 1． 32)

lnhh_city － 0． 018( － 0． 26) 0． 078( 6． 31) ＊＊＊ 0． 160( 23． 47) ＊＊＊ － 0． 544( － 1． 34)

lnroad_pop 0． 216( 3． 64) ＊＊＊ 0． 199( 15． 15) ＊＊＊ 0． 126( 13． 49) ＊＊＊ － 0． 943( － 1． 20)

lnbus_pop － 0． 003( － 0． 19) － 0． 008( － 2． 10) ＊＊ 0． 183( 35． 36) ＊＊＊ 0． 809( 1． 30)

lndust_cut 0． 009( 1． 27) 0． 003( 1． 71) － 0． 007( － 3． 93) ＊＊＊ － 0． 181( － 1． 37)

lnsolidl 0． 053( 2． 76) ＊＊＊ － 0． 049( － 7． 69) ＊＊＊ － 0． 046( － 3． 80) ＊＊＊ － 0． 366( － 0． 90)

lnggld 0． 036( 2． 59) ＊＊＊ 0． 081( 7． 51) ＊＊＊ 0． 008( 2． 23) * 0． 068( 0． 80)

lntea_gdxx_p － 0． 006( － 0． 28) － 0． 046( － 6． 61) ＊＊＊ 0． 024( － 3． 57) ＊＊＊ 1． 240( 2． 85) ＊＊＊

lnstu_gdxx_p 0． 014( 0． 53) － 0． 008( － 1． 45) 0． 076( 9． 04) ＊＊＊ 2． 131( 2． 45) ＊＊

lnstu_tea_ptzx 0． 149( 6． 92) ＊＊＊ 0． 083( 13． 33) ＊＊＊ 0． 053( 4． 48) ＊＊＊ 0． 350( 0． 24)

lnbook_pop 0． 048( 4． 09) ＊＊＊ 0． 006( 1． 97) ＊＊ 0． 008( 5． 97) ＊＊＊ － 0． 036( － 0． 33)

lndoctor_pop 0． 061( 2． 61) ＊＊＊ － 0． 013( － 3． 98) ＊＊＊ － 0． 020( － 2． 78) ＊＊ － 0． 240( － 0． 51)

lngdp_eff － 0． 042( － 0． 92) 0． 061( 8． 52) ＊＊＊ 0． 139( 22． 75) ＊＊＊ 1． 617( 1． 87) *

lnpop_fn － 0． 034( － 1． 21) 0． 045( 9． 11) ＊＊＊ － 0． 021( － 5． 76) ＊＊＊ － 0． 068( － 0． 81)

lnopen － 0． 019( － 2． 21) ＊＊ 0． 001( 0． 90) 0． 016( 7． 29) ＊＊＊ － 0． 083( － 1． 13)

lnmarket 0． 311( 1． 37) 0． 197( 5． 44) ＊＊＊ 0． 915( 21． 25) ＊＊＊ － 2． 550( － 1． 05)

_cons 0． 918( 3． 56) ＊＊＊ 1． 937( 50． 58) ＊＊＊ 1． 523( 12． 34) ＊＊＊ － 2． 801( － 0． 36)

AR( 1) － 1． 892( 0． 06) － 1． 316( 0． 19) － 2． 131( 0． 03) 0． 804( 0． 42)

AR( 2) 1． 000( 0． 32) 1． 069( 0． 28) 1． 047( 0． 29) － 0． 926( 0． 35)

Sargan 73． 708( 0． 99) 73． 708( 0． 32) 78． 387( 0． 21) 0． 464( 1． 00)

year yes Yes yes yes
N 225 633 709 130

注: ( 1) ( 4) 分别表示城市人口规模 50 万以下，50 万到 100 万，100 万到 300 万，300 万以上的回归结果; 括号内为标准差; 其余同表 1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理论部分论证了公共品供给规模和集聚经

济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城市增长向集约模式发展。实

证部分利用中国 1999—2011 年 246 个城市的面板

数据，在控制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后检验了公共品

供给、集聚经济对城市增长的影响。我国的城市空

间增长得益于公共品供给规模和集聚经济效应的增

加，但具有区域差异性和城市规模差异性。集聚经

济对城市增长的影响效应呈倒 U 型曲线关系; 不同

公共品供给对城市增长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本文结

果为城 市 制 定 相 应 的 城 市 发 展 政 策 提 供 了 经 验

证据:

首先，在经济高度发达地区和特大城市，城市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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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具有集约型特征，这些地区应通过市场建立起集

聚经济与城市增长互动关系，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中小城市，政府应采取积极

措施发展集聚经济，使之与城市增长实现良性互动，

例如提供一个产业多样化的环境，使小企业能够享

受中间投入和服务。
其次，交通基础设施对于城市增长影响显著，在

城市规划过程中，政府应始终坚持以“经济与环境

相协调”为规划理念; 就教育服务而言，经济发达地

区和大城市正处于高质量人力资源的需求时期，高

等教育服务的供给应尤为重视。
再次，经济规模的大小、非农业人口的流入、对

外开放与市场化水平的高低对于城市增长影响非常

明显，由于公共品供给和集聚经济具有向经济发达

地区和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倾斜的特征，不可避免地

出现城市“拥挤”现象，因此，政府制定的城市规划

也应与区域规划相协调，实现区域城市增长的辐射

与联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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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 of Public Goods，Agglomeration Economy and Urban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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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blic goods supply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y are two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urban growth． The theoretical part of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increase in the public goods supply and improvement of agglomeration economy is conducive to urban growth
towards an intensive mode． Using panel data of 246 cities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11，this paper then tests th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owth of urban space is attributed to the expanding scale of public goods supply and the strengthening effect of
agglomeration economy though displaying differences in geography and city scale． Effect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y on urban growth
present an inverted U curve，suggesting that the pattern of urban growth is undergoing diversion． Therefore，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active measures to develop agglomeration economy，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public goods supply and to achieve radiation and link-
age effects of urban growth in the region．
Key words: Public Goods Supply; Agglomeration Economy; Urban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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