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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要素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王建康 谷国锋
(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 在经济快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将土地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城市建设用地对二三产业增长的贡献，

探索城市土地要素的产出弹性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鉴于已有研究大多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本

文基于 C-D 生产函数，构建中国 285 个地级市 2003 － 2012 年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城市建设用地投入对全国以及东、中、西三大

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表明:①土地要素投入与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显著的 Moran 指数说明二者在空间上呈

现集聚状态，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土地要素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而且不同程度地影响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

即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②土地要素对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贡献程度小于劳动力与资本，贡献率分别为

3． 46%、58． 07% 和 11． 39% ，说明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较多依赖劳动力和资本投资，土地要素虽具有不可取代之处但贡献程度相对

较小;③由于我国不同区域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土地要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也不同，表现在中部地区最高( 10． 79% ) ，西

部次之( 4． 28% ) ，东部最低( 2． 17% )。此外，土地要素贡献的溢出效应随着区域不同而相异，全国范围以及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

现为正向溢出，中部地区表示为负向溢出。鉴于土地要素对不同区域的贡献程度及溢出效应不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使城

市建设用地对我国不同类型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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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要素是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关系研究的重

要内容之一。早在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威廉·配第和大

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学者就开始讨论了土地作为稀缺资

源如何最优配置等问题。而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马

歇尔和索洛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技术进步可以代替土地稀

缺性而促进经济增长［1 － 2］，对土地要素的稀缺持乐观态

度。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自然环境却不断恶化，以罗

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学者开始将土地要素纳

入到内生模型中来［3 － 4］，讨论土地在稀缺前提下如何促进

经济增长问题。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土地资源一直被认

为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

从现有文献来看，不同领域的学者在研究方法、模型

选取以及样本期限上不尽相同，对于土地要素对我国经济

增长影响的研究结论也会有所不同。较多学者采用传统

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在最初假设下就认同了各区域之间

是相互独立的。毛振强等认为土地投入对我国二三产业

发展的贡献大于资本和劳动力［5 － 6］，龙奋杰、李名峰等研

究发现城市产业用地供给对城市 GDP 增长有明显的作

用，但随时间的推移逐步下降［7 － 9］，武康平、赵晓波等在新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研究了土地要素与经济增长的

关系，认为 土 地 利 用 技 术 的 增 长 有 助 于 推 动 经 济 的 增

长［10 － 14］。张乐勤、杨志荣等研究了安徽省与浙江省的土

地要素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15 － 16］。杜官印等分析了我国

包括建设用地投入的全要素生产率［17］。赵可等研究了经

济增长质量如何影响城市用地扩张［18］。根据地理学第一

定律［19］，任何事物都是相关的，且相关的程度随着距离的

增加而减弱。传统的空间面板估计有一个基本假设，即样

本之间互不相关，这就违背了地理学第一定律。李鑫、叶

剑平、谭术魁等人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我国土地要素投

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传统空间面板估计得到了不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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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20 － 23］。然而，他们的研究尺度大多以我国 30 个省( 市、

自治区) 为基本单元。我国幅员辽阔，各省份之间的面积

也相差较大，如四个直辖市与其他省份在面积上有较大差

别，如果单纯以省份为研究尺度不免会产生较大误差。而

以地级市为研究尺度能将问题刻画得更加精细，且从统计

学角度来看样本容量得到较大提高能更好地体现区域的

差异性。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我国 285 个城市为

基本单元，研究土地要素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此外，

在模型构建上，本文采用了既包含被解释变量空间滞后又

包含解释变量空间滞后的空间杜宾模型，不仅能反映本地

区土地要素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且能体现土地要素

投入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政府制定土地政策提供更可靠的

理论支持。

1 理论分析与变量选取

1． 1 理论分析

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到索洛 － 斯旺的

新古典经济学，土地要素在经济学理论中的重要性明显下

降。这充分体现了经济学家对土地资源问题认识的不断深

化。其实土地要素重要性的弱化是有一定根据的，以土地

为依靠的农业社会逐渐被以机器为主力的工业社会所取

代。国外主流经济模型如哈罗德 － 多马模型、索洛增长模

型以及阿罗模型等，关于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做了

一些假设条件: 第一，土地与劳动力、资本之间可以相互代

替，土地也可看作是资本的一种形式; 第二，技术进步可以

解决有限土地对经济增长制约作用的问题。这些关于土地

要素的经济学观点大都诞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即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得到了较好的验证，而这些国家目前大都进入了

后工业化时代，经济、社会与制度等各方面相对稳定，土地

利用结构变化程度较小，这与主流经济学中关于土地要素

的认识是基本契合的。然而，近年来发展较快的新经济地

理学却将土地要素置于较高的位置，主要原因是土地具有

不同于其他要素的特征: 第一，土地或许可以被技术进步所

代替，但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 第二，土地有独特的空间

位置属性，其区位差异不可被取代; 第三，由于土地要素自

身的时间与空间特性对市场结构与制度制定会有影响，进

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正是由于土地

要素的独特属性，其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更多的是

间接产生，即先影响本地区经济增长，进而通过诸如劳动

力、资本等可移动要素的流动影响周边地区经济增长。

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时期，土地要素在其中仍起

着重要的作用。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较快，据国家统计局统

计，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由 1981 年的 0． 672 万 km2 增至

2013 年的 4． 711 万 km2。城市建设用地不断向其周边及

近郊的农用地扩张，占用了大量耕地，造成耕地资源大量

流失。因此，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与国家经济

发展阶段有着密切关系。本文分析城市建设用地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试图对索洛增长模型关于土地供给固定不变

的假设条件加以改进，在此基础上讨论土地要素的作用。

对于扩展的索洛模型同样有几个假设条件: ①生产函

数中包含劳动、资本、土地和技术四方面要素; ②生产函数

假定规模报酬不变; ③技术进步是劳动增进型的; ④土地

要素与技术、劳动等一样是可变且外生的。根据 Cobb-

Douglas 生产函数，经济增长( Y) 与资本存量( K) 、劳动力

( L) 、技术( A) 和土地( N) ( 见表 1) 之间的关系式为:

Y = AKβkLβ lNβn ( 1)

对上式两边均取对数后构建普通线性回归模型:

lnYit = α + βk lnKit + βl + lnLit + βn lnNit + εit ( 2)

其中，Y，K，L，N 分别表示总产出、资本投入、劳动力与

土地要素的投入; A 为全要素生产率，为除上述三要素之

外的因素贡献程度; βk，βl，βn 分别为三种要素的产出弹

性，即投入要素 1%时总产出增加的百分比; εit为随机误差

项。

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主要通过产出弹性系

数与要素年均增长率来计算得出。根据毛振强［6］的推导，

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表示为:

βn ×
ΔN
N /ΔY([ ]Y × 100% ( 3)

1． 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我国 285 个地级市 2003 － 2012 年共 10 年的

面板数据进行估计。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04 － 2013》、《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2004 － 2013》以及

各省 统 计 年 鉴。对 于 资 本 存 量 的 测 度，本 文 采 用

Goldsmith 提出的永续盘存法［24 － 25］。

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2． 1 空间自相关检验

检验空间自相关性一般采用 Moran［26］提出的空间自

表 1 变量的选取及解释
Tab． 1 Variable selection and corresponding explanatory

变量分类
Variable classification

变量名称
Variable name

变量解释
Variable explanatory

被解释变量
经 济 增 长 指 标
( Y)

各城市 二、三 产 业 增 加 值
( 亿元)

资本要素( K) 城市资本存量( 亿元)

解释变量 劳动力要素( L)
各城市 三、三 产 业 从 业 员
数( 万人)

土地要素( N)
各 城 市 建 设 用 地 面 积
( k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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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Moran’s I，其公式如下:

Moran’I =
∑
n

i = 1
∑
n

j = 1
( Yi － Y

—
) ( Yj － Y

—
)

S2∑
n

i = 1
∑
n

j = 1
Wij

( 4)

其中，S2 = 1
n ∑

n

i = 1
( Yi － Y

—
) ，Y

—
= 1

n ∑
n

i = 1
Yi，表示第 i 地区的

观测值，n 为地区总数，Wij 为空间权重矩阵。Moran’s I 的

取值范围为［－ 1，1］，若各地区的经济行为为空间正相关，

I 值越接近于 1，若各地区的经济行为呈负相关，I 值越接

近于 － 1，I 值为 0 则表示不相关。

2． 2 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与传统面板数据模型的区别在于

前者将空间效应( 空间依赖性与空间异质性) 纳入到模型

中［27 － 30］，通过空间权重矩阵的形式体现在空间滞后项或

空间误差项中，形成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更具有

说服力。
2． 2． 1 空间滞后模型

空间滞后模型( SLM) 表示本地区被解释变量( 如经济

增长) 受其他地区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即被解释变量在空

间上具有溢出效应。其空间相关性是由被解释变量的滞

后因子来反映的。根据前文对传统模型，空间滞后模型的

形式可设定为:

lnYit = α + ρ∑
m

i = 1
Wij lnYjt + βk lnKit + βl lnLit + βn lnNit + εit

( 5)

其中，Wij为 m × m 阶的空间权重矩阵; ρ 为空间自相

关系数。
2． 2． 2 空间误差模型

空间误差模型( SEM) 表示本地区被解释变量受其他

地区随机干扰项( 未被纳入到模型中的各项因素) 的影

响，其空间相关性由误差项的空间滞后现反映，空间误差

模型的形式可设定为:

lnYit = α + βk lnKit + βl lnLit + βn lnNit + uit，uit = λWijujt + εit

( 6)

其中，λ 为空间自相关系数，表示随机误差项的空间

相关性。
2． 2． 3 空间杜宾模型

空间杜宾模型( SDM) 表示地区被解释变量受其自身

的空间相互影响外，还有可能受其他等未能在模型中体现

出的因素的影响。其形式如下:

lnYit = α + ρ∑
m

i = 1
Wjt lnYjt + βk lnKit + βl lnLit + βn lnNit

+ θk∑
m

i = 1
Wij lnKjt + θl∑

m

i = 1
Wij lnLjt + θn∑

m

i = 1
Wij lnNjt + εit ( 7)

其中，θ 为解释变量的空间自相关系数，其余同上。

2． 3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

在空间权重矩阵的选择上，大多数都采用简单的二元

邻接矩阵( Contiguity Weight) 或者门槛距离矩阵( Threshold

Distance Weight) ，它们虽然反映出一种邻近的地理关系，

近年来随着网络服务产业与物流产业日渐成熟，地区经济

发展过程的要素流动已经超越了邻近关系。基于此，本文

采用距离衰减函数来构建空间权重矩阵，通过计算各城市

之间的距离衰减函数，然后以衰减函数平方的倒数作为空

间权重，该矩阵可以更好地体现在地理空间上不邻接的单

元也会有要素的流动等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实际情况［31］。

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 1 空间相关性分析

进行空间计量模型估计之前，需要对全国城市土地要

素与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利用 Moran 指数来

描述经二者的空间关联程度。从图 1 可以看出，2003 －

2012 年经济增长的 Moran 指数为 0． 289 5 － 0． 175 4，土地

要素的 Moran 指数为0． 248 3 － 0． 174 3。二者均通过了

1%显著性水平，说明我国城市土地要素的投入与经济增

长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然后，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估

计我国城市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根据 Anselin 的观点，空间相关性来源于三个方面，即

被解释变量滞后因子、解释变量滞后因子与随机干扰项滞

后因子，不同的滞后因子对应不同的空间回归模型。对于

选取何种模型才能更好体现实际情况，Anselin 提出了相

关的检验方法，即拉格朗日乘数( LM) 及其稳健( Ｒ-LM) 。

表 2 给出了不同滞后因子的检验统计量及相应的概率。

从表中可以看出，滞后项与误差项的统计量相差不多，且

都在 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空间滞后项与空间

误差项对被解释变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考虑到两

种空间相关性可能同时存在，根据 Lesage 和 pace 的观点，

图 1 2003 － 2012 年 GDP 与土地要素 Moran’s I
的演变

Fig． 1 Moran I timing diagram of GDP and land element
from 2003 to 2012

在不能忽 略 空 间 滞 后 因 变 量 的 情 况 下，空 间 杜 宾 模 型

·21·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 年 第 8 期



( SDM) 将是更好的选择。由于本文运用的是空间面板数

据模型，因此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的选择上，利用较为

常用的 Hausman 检验。从表中可以看出，Hausman 检验的

统计量较大且十分显著，因此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接

受固定效应模型。

表 2 LM 检验与 Hausman 检验及相应概率值
Tab． 2 Test of LM and Hausman and the P-vaule

检验
Inspection

t 统计量
T statistic

概率值
P-value

LMlag 269． 76 0． 000

Ｒ-LMlag 150． 02 0． 000

LMerr 268． 54 0． 000

Ｒ-LMerr 148． 81 0． 000

Moran I ( 0． 138 1＊＊＊ ) 0． 000

Hausman 检验 13． 56 0． 000

注: ＊＊＊表示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3． 2 模型估计结果

首先对传统计量模型进行估计，从表 3 可以看出，OLS

估计的拟合优度为 0． 932 5，各变量均通过了 1%显著性水

平检验。从各变量的参数来看，资本、劳动力与土地均为

正值，说明这三种要素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且资 本 作 用 最 明 显，土 地 要 素 最 弱。表 2 中 的 残 差

Moran’s I 为 0． 138 1 且非常显著，说明经济增长在空间上

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传统的 OLS 估计可能因忽略了空间

效应而导致结果有偏，因此需要对纳入空间效应的空间计

量模型进行估计。

对于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的估计方法是极大似然估计

方法。利用 Matlab 2014a 及相关代码对 SLM、SEM 与 SDM

进行参数估计。表 3 给出了利用距离平方倒数作为空间

权重矩阵建立的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根据结果可以

发现:

从 Ｒ2 来看，三种模型较 OLS 估计均具有更好的拟合

效果，说明将空间相关纳入到计量模型中来能较好地解释

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三个模型，发现 SDM

的拟合优度最高( 0． 942 7) 。根据拟合优度来判断，空间

滞后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二者均优于空间误差模型。三

个模型的空间相关系数( ρ /λ) 均为正值，且均通过了 1%

显著性检验，说明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进

一步证明了将空间效应纳入到模型中来的必要性。根据

对数似然值 ( Log-L) 统计量，SDM ( － 650． 30 ) 明显大于

SLM 与 SEM。综合 Ｒ2 与 Log-L，空间杜宾模型具有较好的

估计效果，故采用 SDM 的估计结果作为结论分析的依据。

( 1) 从估计参数来看，三种要素的产出弹性分别为

0． 506 2，0． 516 7 和 0． 089 9，且均通过 1% 显著性检验。

表 3 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Tab． 3 Ｒesults of spatial econometrics model

included time and space effects

变量
Variables

最小二乘法
OLS

空间滞后
模型
SLM

空间误差
模型
SEM

空间杜宾
模型
SDM

K
0． 643 1＊＊＊ 0． 519 9＊＊＊ 0． 543 6＊＊＊ 0． 506 2＊＊＊

( 67． 345 3) ( 40． 906 5) ( 40． 802 4) ( 36． 133 5)

L
0． 410 6＊＊＊ 0． 488 5＊＊＊ 0． 491 7＊＊＊ 0． 516 7＊＊＊

( 29． 615 3) ( 32． 950 8) ( 31． 691 8) ( 32． 895 5)

N
0． 091 9＊＊＊ 0． 106 4＊＊＊ 0． 083 1＊＊＊ 0． 089 9＊＊＊

( 6． 299 8) ( 7． 681 8) ( 5． 993 0) ( 6． 570 5)

W·K
－ 0． 117 3＊＊＊

( － 3． 389 9)

W·L
－ 0． 342 7＊＊＊

( － 8． 212 2)

W·N
0． 145 1＊＊＊

( 3． 594 5)

ρ /λ
0． 180 5＊＊＊ 0． 507 5＊＊＊ 0． 429 5＊＊＊

( 14． 334 3) ( 14． 552 6) ( 15． 785 5)

Ｒ2 0． 932 5 0． 939 7 0． 934 3 0． 942 7

Log-L － 680． 59 － 681． 28 － 650． 30

注: ＊＊＊表示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圆括号内为相应的统计量。

可以看出，土地要素投入每增加 1%可推动经济 0． 089 9%

的增长，在三个要素中产出弹性属最小。与资本要素和劳

动力相比，现阶段土地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相对较

弱。

( 2) 从空间相关系数来看，SDM( 0． 429 5) 的空间相关

系数明显大于 SLM( 0． 180 5) ，而低于 SEM( 0． 507 5) 。这

可能是因为加入了各要素的空间滞后项以后，经济增长本

身受其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明显，而与 SEM 相

比，由于将随机误差项中的因素剥离一部分，因此其空间

相关系数会有所降低。

( 3) 从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参数来看，W·K，W·L 与

W·N 的系数分别为 － 0． 117 3，－ 0． 342 7 和 0． 145 1，说

明资本要素与劳动力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起到了负作

用，而土地要素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要素投入在推动

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会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一

定的作用。城市的经济增长包括要素的集聚与扩散，如果

城市集聚能力大于扩散能力，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会起到

负面影响，若扩散能力大于集聚能力，则会对周边地区产

生正面影响。从估计结果来看，现阶段我国城市资本与劳

动力的集聚能力明显大于其扩散能力，即城市经济快速增

长的同时，对周边城市的资本要素和劳动力具有较强的吸

引，导致周边城市的资本要素与劳动力不断流入。由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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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具有不可移动且数量有限等特性，土地要素投入对经济

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土地投入所在的地区，在促进

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又由于溢出效应以促进周边地区

的经济增长。

3． 3 三大区域比较分析

我国幅员辽阔，资源禀赋的差异会使各要素的产出弹

性因地区差异而变化，因此本文按东、中、西三大区域( 东

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

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 11 个省( 市) ;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

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 8 个省级行

政区; 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

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等 11 个省级行政区) 。将全

国 285 个地级市进行划分，城市个数分别为 101，100 和

84，前文估计显示空间杜宾模型较其他两个模型有更理想

的效果，因此在对东、中、西三大区域估计时选取 SDM，空

间权重矩阵同样为两两城市距离平方倒数。

表 4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东、中、西部估计结果
Tab． 4 Ｒesults of SDM model in eastern，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变量

Variables
东部
Eastern

中部
Central

西部
Western

K
0． 561 8＊＊＊ 0． 456 7＊＊＊ 0． 482 1＊＊＊

( 24． 268 4) ( 19． 507 6) ( 17． 923 9)

L
0． 489 6＊＊＊ 0． 436 8＊＊＊ 0． 541 8＊＊＊

( 17． 271 5) ( 16． 190 4) ( 19． 413 0)

N
0． 080 8＊＊＊ 0． 250 6＊＊＊ 0． 066 7＊＊＊

( 3． 325 1) ( 8． 616 1) ( 3． 110 0)

W·K
－ 0． 305 5＊＊＊ 0． 081 9 － 0． 090 5

( － 6． 258 0) ( 1． 559 1) ( － 1． 291 5)

W·L
－ 0． 261 9＊＊＊ － 0． 160 5＊＊＊ － 0． 314 3＊＊＊

( － 3． 933 3) ( － 2． 768 9) ( － 4． 657 4)

W·N
0． 131 6＊＊ － 0． 023 7 0． 238 4＊＊＊

( 2． 033 5) ( － 0． 381 2) ( 4． 352 7)

ρ
0． 462 2＊＊＊ 0． 027 5 0． 392 2＊＊＊

( 12． 332 7) ( 0． 477 8) ( 8． 871 1)

Ｒ2 0． 943 8 0． 918 6 0． 933 4

Log-L － 217． 52 － 166． 38 － 203． 02

注: ＊＊＊，＊＊分别表示在 1% ，5% 的水平上显著。圆括号内为相
应的统计量。

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对三大区域空间的 SDM 分别

估计，结果见表 4。从表中可以看出，模型的 Ｒ2 均比较

大，体现了在较合理的空间权重下区域 SDM 模型拟合效

果均比较理想。除个别变量外，大部分估计参数均通过了

1% 显 著 性 检 验。三 大 区 域 的 空 间 相 关 系 数 分 别 为

0． 462 2，0． 027 5 和 0． 392 2，说明三大区域中各城市的经

济增长对其周边地区均为正向促进作用，经济越发达的地

区，其溢出效应就越明显，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影响程

度就越大。从土地要素的产出弹性系数来看，东、中、西三

大区域分别为 0． 080 8，0． 250 6 和 0． 066 7，中部地区的弹

性系数最高，这是因为中部地区的城市正处于经济快速增

长阶段，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承接来自东部转移的各类产

业，这就需要大量的土地要素投入为城市经济增长提供基

础保障。而东部地区的经济已处于较高层次，土地要素由

于其稀缺性和不可移动性而被其他要素所代替，其在经济

增长中的重要性有所减弱，因此东部地区土地要素的产出

弹性相对不高。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城市的经

济增长较多依赖国家政策的倾斜，且城市建设用地的利用

效率偏低，导致土地要素对西部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

较低。

根据公式( 3) ，计算资本、劳动力与土地三种要素分

别的贡献率( 见表 5) 。可以看出，全国范围内的土地要素

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3． 459%，其中资本的贡献率

最高，说明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投资的驱

动，其实是劳动力要素，土地由于其不可移动且数量有限

的特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呈现减弱趋势。从三大区域

来看，中部地区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达到了

8． 236%。中部地区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为了承

接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需要大量土地建厂以保证企

业正常投资。而其自身也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阶段，虽然

土地要素的重要性有所减弱，但土地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

时仍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西部地区中土地要素的贡献

次之，近年来由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广阔

的土地被逐渐开发，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随之显现出

来。东部地区的土地要素贡献最小。根据经济学的要素

表 5 土地要素对全国与三大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Tab． 5 Contribution of labor，capital and land to

economic growth and three regions

项目
Item

地区
Ｒegion

全国
Nation

东部
Eastern

中部
Central

西部
Western

年均 增 长
率( % )

二三产业增加值 18． 600 18． 054 18． 533 21． 122

资本 21． 338 18． 859 24． 410 26． 088

劳动力 4． 102 5． 284 2． 190 3． 245

土地 7． 157 4． 856 6． 091 13． 556

贡献率( % )

资本 58． 072 58． 684 60． 151 59． 546

劳动力 11． 394 14． 329 5． 161 8． 324

土地 3． 459 2． 173 8． 236 4． 281

W·资本 － 13． 457 － 31． 912 10． 787 － 11． 178

W·劳动力 － 7． 557 － 7． 662 － 1． 896 － 4． 829

W·土地 5． 583 3． 537 － 0． 779 15． 300

其他因素 42． 505 60． 851 18． 341 28．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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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土地要素

将不断被其他要素所取代，其重要性也随之减弱。以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以及辽中南等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其经

济发展在国内已达到较高水平，该些地区经济增长更多的

是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从空

间杜宾模型来看，土地要素对其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

大多数为正向的促进作用( 除中部地区) ，说明土地要素

投入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基本为正向的促进作用，

即本地区的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不仅对所在城市的经济

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还对其周边城市的经济增长具

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4 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采用我国 285 个城市以及东、中、西三大区域

2003 － 2012 年的面板数据，基于距离平方倒数空间权重矩

阵，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土地要素对我国城市经济

增长的贡献，得出以下结论:

( 1) 基于地级市估计的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弹性系数

( 0． 089 9) 低于以省份为尺度的估计结果，如0． 201 8［9］，

1． 038［5］，0． 102 7［20］，0． 503［23］。这可能说明以省份为研

究单元的估计由于尺度较大而强化了土地要素对城市经

济增长的作用。土地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

间相关性，显著的 Moran 指数说明二者在空间上呈现集聚

状态。在大样本容量的情况下，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均

比较理想，其中空间杜宾模型( SDM) 相关检验明显优于空

间滞后模型( SLM) 与空间误差模型( SEM) ，这说明土地要

素不仅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直接的影响，而且还具有一定

的溢出效应间接影响其他城市的经济增长。

( 2) 土地要素对城市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明显的促进

作用，但其作用程度要小于劳动力与资本的贡献，这说明

现阶段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源于劳动力和资本的投资更

多一些，土地要素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被其他要素所代

替。由于土地具有不可移动且数量有限等特性，其对周边

城市的经济增长同样起到了促进作用，而资本和劳动力具

有可流动性，城市在经济增长过程极化作用明显，因此二

者的溢出效应明显也合乎情理。

( 3) 土地要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著的，贡献率

为 3． 459%，其中中部地区的贡献程度最高( 8． 236% ) ，西部

次之( 4． 281% ) ，而东部最低( 2． 173% ) 。这与我国经济发

展形势相吻合，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土地要素更容易被资

本、劳动力甚至技术等其他要素所代替; 中部地区正处于经

济快速增长阶段，自身发展的同时还要承接来自东部地区

的产业转移，这便需要大量的土地作为支撑; 而西部地区由

于经济相对落后，土地要素对于地区经济发展虽然具有重

要的作用，但其经济增长更多的依赖国家政策的倾斜。此

外，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一定的溢出效应，在不

同地区其效应也不同，总体表现为正溢出，只有中部地区表

示为负溢出。

土地要素作为一项稀缺的资源，合理开发土地资源对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都十分重要，因此建立一个保障土地

市场有效运行的长效机制对于实现我国宏观经济持续稳

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之间的资

源禀赋存在显著差异，在制定土地政策是必须将这些差异

考虑在内。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土地政

策的制定不仅要考虑土地投入的经济效益，还要将生态环

境保护、粮食安全等要素纳入其中，适当增加资本、劳动力

与技术的投入弱化土地要素的作用，政府在制定土地政策

时须依据区域差异性原则，因地因时制宜做到土地政策

“对症下药”; 第二，东部发达地区各要素相对均衡，土地

要素贡献率最小，应在提高土地利用集约节约程度上加大

力度，以实现土地要素高效运行; 第三，中部地区土地要素

贡献率最大，说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多依赖“土地红

利”，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同时须合理调控土地要

素的投入，注重转变其经济增长方式; 第四，西部地区需要

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依靠土地要素吸引劳动力与资

本要素驱动经济增长，要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以获得更多

的人力资本与投资，必须加大科技的投入以免造成土地供

给紧张、自然环境破坏等局面。

( 编辑: 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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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ntribution of Land Element to Urban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WANG Jian-kang GU Guo-feng
(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Jilin 130024，China)

Abstract A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it is practically significant to address three primary issues． These

issues are incorporating land element into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l，study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to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and exploring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spatial spillover of urban land element． The most of current

studies used provincial panel data，but this paper constructed spatial panel data model of 285 cities at the prefecture level during

2003 － 2012，and analyzed the contribu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to the economic growth of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whole

country，based on C-D production function． Ｒ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The investment of land element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ities had significant spatial correlation，and Moran index showed that both of them present a state of agglomeration in space．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onstruction land not only promoted the economic growth in local areas，but also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urrounding cities． In this regard，it was evident that there was a certain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② The land element had a promoting effect on urban economic growth． The degree of its contribution was 3． 46%，but

much less than those of labor and capital，which were 58． 07% and 11． 39%，respectively． This figure demonstrated that urban

economic growth was more dependent on labor and capital investment． Although land element could not be replaced，its contribution

degree was relatively small． ③ Due to the fact that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were in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contribution degree of land element to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lso differed: the Central area being the highest ( 10． 79% ) ，the

Western being secondary ( 4． 28% ) ，and the East being the lowest ( 2． 17% ) ． In addition，the spillover effect of land element

contribution also varies along with regions． The nationwide，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showed positive spillover，while the central

region showed negative one．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ces of land element contribution degree and spillover effect，the paper proposed

targeted suggestions to optimize the positive effect which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has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different types of cities．

Key words land element; urban economic growth; contribution rate; spatial pane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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