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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用地、外部性与经济增长效率
*

毛伟，居占杰
( 广东海洋大学 经管学院，湛江 524025)

提 要: 现有研究不仅局限于考察城市建设用地与 GDP 的关系，而且忽略了变量之间的空间关联性。基

于 1996 － 2011 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城市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

应，并对其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 城市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并无显著的跨区域的溢出效应。对于

本地区、外地和全国而言，城市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平均影响均不显著。这表明城市土地的盲目投入不

利于经济增长效率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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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城市用地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建设用地扩张是一把

双刃剑，一方面，农地城市流转改变了土地的权属、用途和利用形态，大量优质农用地的流失不仅不利于国

家粮食安全，而且众多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保障问题对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国民福利和成果分配等方面

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土地是城市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载体，而国家经济发展取决于城市经济，

城市建设用地扩张满足了经济增长的客观需求。研究城市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及其跨区域溢

出效应有助于优化农地城市流转政策，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转变依赖城市土地的大量投入来促进经

济增长的发展观念，进而为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规划和城市化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合理依据。
虽然土地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成果较丰富，但可从如下三个方面来拓展: 第一，现有研究仅关注土

地与 GDP 的关系，忽视了城市土地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1 － 3］。集约节约使用城市土地和改善经济增长

效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 第二，经济发展的开放性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区域间的空间关联性日

益紧密，现有研究忽视了城市建设用地及其它相关影响因素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空间关联关系［4 － 6］; 第

三，土地对经济增长效率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极其少见，且仅从区域内的视角来考察［7］。因存在空间邻

近关系，经济主体之间可能出现外部性的特征。目前，缺乏城市土地对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影响的跨区域空

间溢出效应研究。有鉴于此，文中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检验城市建设用地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和经济增

长效率的关系，以期进一步拓展现有研究。

1 材料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方法

考察一个包含土地拓展的索洛模型，产出采用如下的 CD 生产函数形式:

Y( t) = A( t) K( t) αL( t) βT( t) 1 － α － β ( 1)

式中: Y、A、K、T 和 L 分别表示产出、技术、资本、土地和劳动。α 和 β 分别为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

性，且 α + β ＜ 1。经济增长效率使用全要素生产率( TFP) 来衡量，根据 TFP 的定义，可得: TFP = Y /K( t) αL
( t) βT( t) 1 － α － β，对其两边取对数，即得:

1nTFP = 1nY － α1nK － β1nL － ( 1 － α － β) 1nT ( 2)

由于经济活动在区域间往往存在外部性，为检验城市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效率影响的跨区域溢出效

* 收稿日期: 2014 － 7 － 23; 修回日期: 2014 － 8 － 13。
基金项目: 广东省湛江市社科联项目: "粮食安全视野下中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资助。
作者简介: 毛伟( 1975 － ) ，男，湖北武汉人，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E － mail: maowei31@ 126． com



应，引入空间滞后 TFP 和空间滞后的解释变量的影响，建立如下 SDM 模型:

1nTFPit = α + δ Σ
N

j = 1
wij1nTFPjt + 1nzitβ + Σ

N

j = 1
wij1nzjtθ + εit ( 3)

式中: Z = ( T，X) 为所有解释变量的集合。其中，T 为核心解释变量城市建设用地扩张，X 为控制变量

集合。N 为区域数目。wij为权重矩阵 W( N × N) 的对应元素。 Σ
N

j = 1
wij TFPjt为与地区 i 邻近的 TFPjt对 TFPit

的交互影响，δ 为衡量 TFP 空间关联性的参数。Σ
N

j = 1
wij zjt为邻近地区的自变量对 TFP 施加的空间影响。若

θ = 0，则 SDM 模型( 3) 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 SAＲ)。若 θ + δβ = 0，则 SDM 模型( 3) 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
( SEM)。考虑到即使没有共同的相邻边界，两个地区之间经济社会活动也可能具有空间关联关系。有别

于国内多数文献以区域间是否存在相邻边界为标准来构建地理邻接矩阵的做法，文中选取两地省会球面

距离的倒数作为地理权重矩阵的元素。其依据是地理学第一定律，即事物间的关联度与空间距离成反比。
空间权重矩阵的元素均做了每行元素之和为 1 的标准化处理。Stata 的" CHINA_SPATDWM"模块提供了

各地省会间的经纬度，各地省会大圆距离的测算和以下计量分析均采用 Stata12 来实现。
1． 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TFP 采用 DEA － Malmquist 定基指数( 1996 = 1) 来衡量。为凸显土地在经济增长中发挥

的重要作用，并体现中国经济高污染、高投入和高消耗的特征，选取如下投入产出要素: 资本、劳动、土地、
能源为投入要素，GDP 和环境污染为产出要素。其中，资本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计算，通过 GDP 平减指数来

折算实际 GDP( 基期为 1978 年) ; 劳动、能源和土地分别采用年末从业人口、能源消费总量和播种面积与

城市建成区面积之和来衡量; 参照胡晓珍( 2011) 的做法，污染采用熵值法来估算［8］。
核心解释变量为城市建设用地( ubua) ，采用城市建成区面积( km2 ) 来衡量城市建设用地水平。从对

TFP 研究的现有文献来看，目前的研究普遍认为对 TFP 有重要影响作用的因素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人力资

本、经济开放度、产业结构、城市化和政府财政支出( 刘生龙和胡鞍钢，2007; 叶明确和方莹，2013; 武彦民和

杨峥，2012)。因此，控制变量包括: 1) 人力资本( avey)。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资本存量，单位为

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根据托马斯等( 2003) 提出的方法来计算: avey = Σ
5

i = 1
PiYi，其中，Yi 和 Pi 分别为教育水

平 i 所对应的教育年限和人口比重。教育水平分为五类: 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假设

它们对应的教育年限依次为 3、6、9、12 和 16 年。2) 经济开放度( topen)。采用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总

额之和占 GDP 的比重( % ) 来衡量地区经济的开放程度。采用历年年平均汇率将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

总额换算成人民币。3) 财政支出( rfie)。采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 % ) 来衡量地方政府对

经济的干预。4) 城市化( urba)。采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 ) 作为城市化水平的度量指标。5)

产业结构( inst)。采用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 ) 来表征中国的产业结构。
限于各地区城市建设用地数据的可得性，文中选取的样本为 1996 ～ 2011 年中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

地区的面板数据。其中，为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将重庆并入四川，西藏缺失数据过多，将其剔除，港澳台地

区也不包括在内。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为消除异方差的影

响，所有变量均取自然对数。

2 结果与分析

2． 1 空间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及分析

中国 29 个地区 TFP 的全局 MoranI 值为 0． 036，其 P 值为 0． 0097，这表明相邻地区的 TFP 具有明显的

空间相关性。LM Lag ( Burridge) 为 4． 716，其 P 值为 0． 0299。LM Lag ( Anselin) 为 3． 4623，其 P 值为 0．
0628，这表明 SDM 模型并不能简化为 SAＲ 模型和 SEM 模型，空间杜宾模型( SDM) 更适合研究城市建设

用地的溢出效应。一般采用极大似然法来估计这三类空间模型［9，10］。估计结果显示( 表 1) ，SDM、SEM 和
SAＲ 模型的 Hausman 检验的 P 值均大于 0． 1，这表明这三类模型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的形式来估计。空

间滞后系数 δ 和空间误差系数 λ 均在 5%的水平下显著，这一方面表明空间 SDM 模型的估计结果更可靠

和稳健，另一方面表明对中国的地区 TFP 增长率进行分析时，忽视空间关联性是不恰当的。
2． 2 溢出效应的分解及分析

由于存在空间关联性，变量间的关系不再独立，空间模型的自变量系数不再具有传统模型的偏回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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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含义。因此，表 1 给出的模型点估计结果不能作为分析相关因素对 TFP 的影响是否具有外部性的依

据。参照 Lesaga 和 Pace( 2008) 的做法，将自变量空间溢出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 亦称溢出效

应) 和总效应，这三种效应分别反映了相关变量对本地区、其它地区和所有地区的平均影响，分解结果( 表
2)。

表 1 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1 The results of model estimation

变量 lnubua lnavey lntopen lnrfie lnurba lninst 常数项 δ 或 λ

SEM 模型
－ 0． 037 1． 127＊＊＊ 0． 070* 0． 130* － 0． 314＊＊＊ － 0． 436 0． 426 0． 427＊＊＊

( 0． 364) ( 0． 000) ( 0． 023) ( 0． 027) ( 0． 000) ( 0． 118) ( 0． 689) ( 0． 000)

SAＲ 模型
－ 0． 045 0． 904＊＊＊ 0． 084＊＊ 0． 110* － 0． 304＊＊＊ － 0． 426 0． 84 0． 406＊＊＊

( 0． 247) ( 0． 000) ( 0． 004) ( 0． 037) ( 0． 000) ( 0． 118) ( 0． 407) ( 0． 000)

SDM 模型

－ 0． 035 1． 084＊＊ 0． 042 0． 176 － 0． 355＊＊＊ － 0． 443 － 4． 292 0． 289＊＊

( 0． 485) ( 0． 001) ( 0． 199) ( 0． 055) ( 0． 000) ( 0． 126) ( 0． 256) ( 0． 018)

W* lnubua W* lnavey W* lntopen W* lnrfie W* lnurba W* lninst
0． 047 － 0． 878 0． 280＊＊＊ － 0． 137 － 0． 265 1． 538
( 0． 809) ( 0． 102) ( 0． 007) ( 0． 530) ( 0． 509) ( 0． 132)

括号内数字为 P 值。

表 2 溢出效应分解结果

Table 2 The results of spillover effects decomposition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lnubua － 0． 035 0． 408 0． 027 0． 918 － 0． 009 0． 974
lnavey 1． 100＊＊ 0． 003 － 0． 82 0． 240 0． 281 0． 633
lntopen 0． 049 0． 148 0． 398＊＊ 0． 008 0． 446＊＊ 0． 003
lnrfie 0． 175* 0． 037 － 0． 083 0． 771 0． 092 0． 735
lnurba － 0． 348＊＊＊ 0． 000 － 0． 499 0． 404 － 0． 848 0． 176
lninst － 0． 38 0． 203 1． 794 0． 221 1． 414 0． 357

城市建设用地对 TFP 影响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不显著，这表明城市建设用地对本地、外
地和所有地区 TFP 的影响均存在不确定性，城市建设用地对 TFP 的影响并没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原因可

能与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有关: 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使得城市房产大幅增值，而与城市房产不

同，农村房产不可自由买卖。目前中国土地资源配置的主导权由政府垄断，受土地财政的影响，政府存在

盲目加快农地流转的冲动。除财政激励之外，晋升竞争压力促使官员更关注短期内、可测度的经济绩效。
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农地流转虽然能在短期内促进 GDP 的快速增长，并带动建筑、材料、装
修装饰和物业管理等相关行业快速发展，但其既耗费了大量的生产要素，也弱化了技术和研发在生产中的

重要作用。依靠技术含量有限的产业来发展经济不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虽然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数

量，却无法明显改善经济增长效率。
人力资本对 TFP 影响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这表明教育质量的提升有助于本地区知识的传播和人力

资本的积累，这既可以促使劳动力和其它生产要素结合的有效性上升，又有利于借鉴和吸收先进技术和经

验，提高干中学的效率。人力资本对 TFP 影响的间接效应为负且不显著，表明本地人力资本对外地无显

著的溢出效应，这与张浩然等( 2012) 和张先锋等( 2010) 所得结论是一致的。Ｒosenthal 和 Strange( 2008)

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具有显著的空间局限性，溢出效应仅在五英里范围内是显著的，且随距离的增

加而急剧下降［11］。
经济开放度对 TFP 影响的直接效应并不显著，而在不含空间效应的面板模型中，这种影响是显著的。

这既从侧面反映了考虑空间关联性的重要，又表明中国目前的生产分工仍然基于传统的比较优势，产品类

型以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这种经济交流的方式既间接强化了传统比较优势，又阻碍了

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在强调创新和研发的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Grossman 和 Helpman 认为知识在国

家间的传播有利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率较低的传统生产部门难以充分发挥经济开放的优势。经济开

放度对 TFP 影响的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经济开放度能显著促进其它地区的
TFP 的增长，即出现了溢出效应。受经济开放度外部性的影响，平均来看，经济开放度能显著促进所有地

区 TFP 的改善。这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是相吻合的。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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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随着地区间经济交流日益加强，沿海地区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逐渐向中西部渗透，中国经济的整体

实力因此而提高。
财政支出对 TFP 影响的方向取决于财政支出所投入的领域，若财政支出用于基础设施、培训和教育

等公共服务领域，则其有利于 TFP 的改善，若财政支出用于行政管理和政府三公消费领域，则可能会降低

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而阻碍 TFP 的改善。财政支出对 TFP 影响的直接效应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

明政府支出对本地区 TFP 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的改善。财政支出对 TFP 影响的

间接效应不显著，表明本地的政府支出对其它地区无明显的溢出效应。财政支出对 TFP 影响的总效应不

显著，表明综合来看，地方财政支出不能对所有地区的 TFP 产生显著影响，财政支出尚不是提高 TFP 的主

导因素，这反映出行政主导下的政府干预无法显著提升全国范围内经济增长的效率。
城市化对 TFP 影响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且其间接效应不显著，这表明城市化并不利于本地区 TFP

增长率，其对其它地区也没有产生溢出效应，该结论与刘舜佳等( 2013) 的研究是一致的。其可能原因是:

中国经济存在明显地区差异，沿海地区聚集了大多数的人才，基础设施也相对完善，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

落后。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而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源于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内生需求，而人力资本的累积

和城市创新网络的完善可以提升城市经济效率，这使得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处于更加不利的竞争劣势地位，

凸显了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为应对海外经济和市场持续低迷的局面，中国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

度，并加快了城市化进程，这反而造成了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经济碾压。如果城市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

机会和完善的配套设施，就会患上所谓的"城市病"，造成过度城市化的局面，即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是政

府政策和传统的生活或商业服务，工业化及经济发展滞后于城市化水平。
产业结构对 TFP 影响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不显著，这表明产业结构对本地区、外地和全

部地区的 TFP 影响均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反映出中国的产业结构尚不合理。目前，中国正处于产业结

构转型的关键阶段，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阻碍了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中国 2011 年第一、二、三产业就业

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分别为 34． 8%、29． 5%和 35． 7%，第三产业就业人口首次超越第一产业，成为就

业比重最大的行业，而英美发达国家超七成的就业人口供职于第三产业。中国人口基数大，农民工进城务

工加剧了城市的就业压力。产业结构的改善既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也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效率。

3 讨论

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 GDP 的快速增长，但 GDP 只是经济增长的一方面，

仅从数量视角来探讨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片面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土地代价过高和城

市土地利用效率偏低的现状要求我们从效率视角来考察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增长

效率的研究成果虽然较多，但其空间关联性往往被忽略。新增长理论引发了学术界对经济增长溢出效应

的关注。经济发展的开放性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区域间的空间关联性日益紧密。因存在空间邻近关

系，经济主体之间可能出现外部性的特征。城市经济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沿海经济带动内陆经济发展和以

城市群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都是外部性在实践中的成功应用，外部性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有必要从空间关联视角来检验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及相关影响因素对 TFP 影响的空间溢出效

应。
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缺乏改善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能力，这表明农地城市流转的规模和速度应该与当

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程度相匹配。中西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不应盲目推进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而是

应致力于基础设施的完善、人才的引进及培训和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通过市场机制来培育区域经济

增长的效率，逐步建立以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生活的内在需求为主导的农地城市流转机制。此外，GDP
等易量化的经济指标是官员晋升的重要考核依据，财政分权从经济上进一步刺激了地方政府官员加快土

地流转的冲动，从而恶化了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效率的负面影响。中央应该更加科学地构建干部考核评

价体系，减少经济增长数量的指标比重，增加经济增长效率和土地利用效率方面的考核指标，利用制度引

导干部从"GDP 至上"转向经济增长的数量和效率并重的科学发展观。
作为一种初步探讨，文中在省际层面检验了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 TFP 影响的跨区域溢出效应。我们

对事物的认知规律往往都是先宏观，再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一般走向特殊。由于各地自然地理、人文、
经济等条件千差万别，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 TFP 的影响可能出现差异性、特殊性等复杂特征。各地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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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土地对 TFP 影响的因素复杂多变，受限于微观数据的获取难度和篇幅，使用一手微观调查数据来研究

典型地区的相关问题将作为后续研究，另文讨论。

4 结论

( 1) 变量的空间关联性和外部性不应被忽视，否则将导致结论出现偏差。相对于普通面板模型，空间
Durbin 模型所得结论更加丰富和准确。

( 2) 城市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效率无显著的跨区域溢出效应，溢出效应分解结果显示城市建设用地

和产业结构对于本地区、外地和所有地区 TFP 的平均影响均不显著，城市建设用地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效率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 3) 人力资本能显著促进本地的 TFP，但其对外地的溢出效应不显著，其对所有地区 TFP 的影响也不

显著。经济开放度呈现显著正向溢出效应，其对所有地区 TFP 的影响也显著为正，但其对本地区 TFP 的

影响不显著。财政支出能显著促进本地区的 TFP，而城市化则抑制了本地区的 TFP，且它们对其它地区均

无显著的外部性，其对所有地区 TFP 的平均影响亦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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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construction land，externality and efficiency of economic growth

MAO Wei，JU Zhanjie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Zhanjiang 524088，China)

Abstract: Existing studies not only confin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and
quantity of economic growth，but ignored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variable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
ta from 1996 to 2011，we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and it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and efficiency of economic growth，and decomposed the impact eff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cross － regional spillover effects of the impact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on efficiency of economic
growth． For the region，outland and all regions，decomposition of spillover effects showed the average effect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to efficiency of economic growth wasn＇t significant． This indicated that it didn＇t help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extensive input blindly． It should be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intensive use of urban land．
Key words: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efficiency of economic growth; spillover effects; spatial Durbi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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