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经济地理实证研究文献述评

冷志明

内容提要: 近年来国外新经济地理实证研究发展迅速,在测度指标、研究方法和实证结论等方

面取得了丰富成果。基于最新文献,本文从集聚度量指标与集聚水平测度、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以

及多重均衡的存在性等方面进行了述评,并在此基础上对新经济地理未来实证研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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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对于国外新经济地理( NEG)理论模型详实、

系统的介绍而言,国内对于新经济地理实证研究的

系统梳理则凤毛麟角。近年来国外新经济地理实证

研究发展迅速, 在测度指标、研究方法和实证结论方

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值得借鉴与学习。

一、集聚度量指标及集聚水平测度

在计算地区某产业产值(或就业人数)占全国总

体的比重这一最初级方法的基础上发展了大量集聚

水平度量统计指标, 如地区集中度、空间基尼系数、

空间分离指数、EG 指数、MS 指数、地区专业化指

数、Balassa 指数等近 20种。其中, 空间基尼系数是

实证中运用最为广泛的一个指标, M idelfart et al.

( 2000)、Tirado et al. ( 2002)、Aig inger & Rossi

( 2006)等分别运用该指标对欧盟、西班牙、美国的制

造业集聚水平进行了分析。但是,空间基尼系数没

有考虑企业规模因素的影响, 当企业规模差异很大

时,该指标不能客观反映产业集聚事实。考虑到企

业规模的影响, Ellision & Glaeser ( 1997)构建了包

含企业规模因素的 EG 指数。Dumais et al.

( 1997)、Rosenthal & Strange( 2001)运用该指数考

察了美国制造业的集聚程度, Devereux et al.

( 2004)则计算了英国制造行业的 EG指数。进一步

地, El lision & Glaeser ( 1997)在 EG 指数的基础上

推导了包含知识溢出、上下游关联效应在内的行业

集聚并存指标, 用于衡量多个行业共存的平均集聚

程度。Ellison et al. ( 2007)采用该指标分析了美国

1972~ 1997年制造业行业的共存现象, 发现纺织行

业集聚并存现象最为突出。但是, EG 指数不能区

分自然优势和同行业内部溢出效应的影响。鉴于

此, M aur el & Seilino t ( 1999)构建了 MS 指数专门

考察行业内溢出因素对企业选址的作用, 并计算了

1993年法国 273个制造业 4位数行业的 MS 指数。

Mare( 2005)则运用 MS 指数度量了新西兰 1987~

2003年制造业 4位数行业的集聚程度。然而,上述

指数都是从行政区划层面测算行业空间分布的异质

性,但现实中产业的集聚并不以行政区划为限。为

了摆脱行政区划的影响, M areon & Puech( 2003)提

出了一种建立在 Ripley ( 1976) 的 K 函数和 Besag

( 1977)的 L 函数之上的基于距离的集聚指标,并计

算了 1996年法国 14个制造业行业的空间分布。不

过,由于该方法过于复杂,应用不广。

上述不同指标可能由于统计口径等原因计算结

果不同,但总体来说,各个指标之间为互补关系。集

聚度量指标的不断丰富和完善, 为新经济地理实证

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越来越多的文献倾向于综

合使用多种指标, 如 Imbs & Wacziarg ( 2003)运用

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变异系数、方差和最大值

与最小值等多项指标比较分析了 99 个国家的产业

集聚水平。

二、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

在新经济地理理论模型中, 运输成本、对外开放

程度、技术外溢与上下游关联都是影响产业集聚的

重要因素,因而大量实证文献围绕上述变量对产业

集聚的影响程度进行了检验。

Rosenthal & Strange( 2001)运用 EG指数对美

国 4位数行业集聚的微观决定因素进行了检验, 发

现产品运输成本在国家层面对制造业集聚发生作

用,但在次一级层面上作用不显著。Combes &

Lafourcade( 2002)则发现运输成本不是影响法国经

济活动集聚格局的关键因素。

Bhat tachar ya & Bloch( 2000)考察了澳大利亚

102个 4位数制造业行业集聚在 1977~ 1985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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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变化,尤其关注贸易政策对国内制造业结构调

整速度的影响, 发现贸易自由化有助于澳大利亚制

造业行业集聚的调整, 而且贸易政策的作用比竞争

政策更有效。Bair & Geref fi( 2001)则分析了对外

贸易对墨西哥 Torr eon地区牛仔衣生产集聚的影

响,得出了出口导向的行业发展使得 T orreon 地区

牛仔衣生产进入全球商品链, 进而推动当地集聚进

一步成长的结论。Cat in et al. ( 2005)通过考察中国

对外开放、工业化与制造业的地理集聚,发现对外开

放对劳动力密集行业的集聚起到促进作用, 而对高

科技行业的集聚则有负面影响。Ge ( 2006)对中国

1990~ 1999年省级面板数据回归后发现对外贸易

和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影响中国制造业集聚, 造成了

地区收入差距。Brulhar t & Koenig ( 2006)对 5 个

中欧和东欧国家( CEEC)加入欧盟后的内部工资空

间结构和就业结构进行了考察, 发现对外贸易开放

对这 5个国家内部的制造业空间分布产生了显著影

响。Estevadeordal & M art incus( 2006)检验了贸易

政策改革对 1985~ 1998年 10个拉美一体化成员国

家制造业结构专业化的影响, 结果是降低关税提升

了各国的制造业生产专业化水平。而且, 最惠贸易

的开放和单边开放程度差异的提高推动了各国制造

业生产结构的差异化。Faber ( 2007)以 1993~ 2003

年墨西哥 32个地区 54个四位制造业行业数据考察

了对外贸易对制造业行业空间模式调整的影响, 发

现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在邻近海外市场的地区增长

迅速,而进口替代型的行业则在具有自然保护的内

陆地区增长较快。

Dumais et al. ( 1997)以美国 1972~ 1992年307

个地区 134个 3位数行业的企业层面数据为依据考

察制造业集聚的演变,发现上下游关联、劳动力市场

和技术溢出均是影响集聚的重要因素。Amiti

( 1997)通过考察 1976~ 1989年 5个欧洲国家 65个

制造业行业数据则发现样本期内集聚程度提高的行

业均为规模报酬递增和中间品投入较大的行业。

Audretsch & Feldman( 1996)实证分析了技术溢出

与制造业地理集聚之间的关系,以美国 1982年 163

个四位数行业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通过回归制造

业分布基尼系数、研发分布基尼系数等 7个变量, 得

出技术溢出因素是决定行业空间集聚的主要因素的

结论。Ellison et al. ( 2007)则通过构建行业集聚并

存指标,考察了 1972~ 1997年美国制造业空间集聚

并存现象,得出投入产出关联是影响多个行业集聚

的最主要因素、技术外溢作用不显著的结论。

上述实证大都支持了运输成本、对外开放程度、

技术外溢与上下游关联是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结

论,特别是对外开放对产业集聚影响的证据充足且

高度一致。而运输成本、技术外溢、上下游产业关联

对产业集聚的贡献程度仍有待进一步检验。

三、市场接近与产业区位选择

新经济地理模型表明本地市场效应是影响产业

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对于这一结论的实证检验,

Davis & Weinstein ( 1999)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

们运用日本 1985年 47个辖区 29 个部门的相关数

据分析发现, 19个制造业部门中 8 个本地市场效应

( HME)统计显著, 而且效应较强, 这些都是运输设

备、钢铁、电子机械、化学等十分重要的部门。此后,

Davis & Weinstein( 2003)考虑了一个嵌套结构,假

定要素禀赋决定总体水平( 3位数行业)的生产, 经

济地理效应在非总体水平( 4位数行业)上起作用,

建立了包含 H - O 比较优势的模型: Xngc = �ng +

�1sharengc+ �2 idiodemngc+  ngc, ∀ 通过估计参数 �2 判

定本地市场效应是否存在:若 �2 = 0, 则既不存在比

较优势也不存在报酬递增; 若 0< �2 �1, 则存在比
较优势;若�2> 1,则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运用13个

OECD国家的贸易和生产数据进行检验, 发现存在

显著的 HME效应( �2= 1. 6) , 即如果异质需求增加

1% ,产出将会增加 1. 6%。进一步地, 作者还进行

了允许产业间存在差异的扩展分析。

其他基于国际贸易数据分析本地市场效应的经

验文献还有 Feenst ra et al( 2001) , Hanson & Xiang

( 2004) , Head & Ries( 2001)。虽然大量文献表明

存在 HME 效应,但究竟自然禀赋还是经济地理效

应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影响更大却没有统一结论。

Ellison & Glaeser( 1999)通过构建一个相对简

单的自然优势测度方法对美国各州 4位数制造业就

业份额变化中自然优势的贡献率进行了检验,发现

自然优势对就业份额变化只有 20%左右的解释力。

另一篇同样有影响力的文献 Midelfart et al ( 2001)

则通过建立包含自然优势和经济地理效应的一般均

衡模型,计算了自然优势 ( # 第一自然∃)、经济地理
( #第二自然∃)各自对欧盟经济活动分布的贡献程
度。

显然, 明确区分外生的自然优势和内生的累积

因果关系并不容易,即便明确区分可能,它们也不太

可能存在正交关系, 因而精确地判断各自对经济活

动、产业区位选择的贡献很难; 况且, 由于内生性和

难以找到有效的工具变量,要得出累积因果影响的

一致性估计则难上加难。这也是当前新经济地理实

证研究面临的一大挑战。不过, Rosenth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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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nge( 2005)用地质因素作为工具变量的思路具

有开拓性。

四、多重均衡的存在性

新经济地理中最具标志性的结论是在特定的参

数范围内, 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存在多重均衡。因

而,对多重均衡存在性的检验是新经济地理实证研

究的又一重点。

从现有文献来看,大多数文献并不支持存在多

重均衡的结论。Davis & Weinstein( 2002)考察了

日本历史进程中经济活动多重均衡的存在性。他们

将人口分成 39个区,并用人口密度作为集聚的度量

指标,发现经历了四个世纪的时间,日本人口增长了

10倍并由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和服务业经济, 但日

本的区域结构仍相当稳定。即便是二战中被盟军原

子弹炸毁的城市广岛、长崎,其人口在不到 20 年的

时间就得以恢复, 回到了 20 年前的增长路径上。

Davis & Weinstein( 2008)进一步发现上述两城市

不仅人口总量而且特定产业的区位布局也迅速恢复

到了战前的形态。除此之外, Brakman et al. ( 2004)

将战争作为外生冲击, 同样发现西德城市人口在二

战后得到了快速恢复。M iguel & Roland( 2006)则

指出即便是大规模的轰炸战役也没有对越南区域人

口和经济发展分布产生永久影响。Bosker. et al.

( 2008)也发现没有证据支持几个世纪来诸如瘟疫之

类的冲击对意大利城市相对增长率有大的影响。

不过, Bo sker et al. ( 2007, 2008)在研究二战对

西德城市人口变化时发现二战后西德城市之间人口

分布出现了较大变化, 从而为多重均衡的存在性提

供了一些证据。另外, Redding et al. ( 2007)通过分

析德国分裂和统一两时期机场枢纽的变化, 发现柏

林、法兰克福以及德国境内其他数个区域都是德国

机场枢纽的潜在稳定区位,可见这些区域在创建枢纽

城市时发生的沉没成本使其没有重新布局的动力,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多重均衡存在的可能性。

将战争带来的破坏作为大的暂时性冲击很有创

意,但潜在的问题是这些冲击可能不足以改变区位

决策(预期和沉没成本) , 公路网络、部分幸存的商

业、居民结构都可能成为地区重建的焦点。知识产

权和土地使用规则等制度约束都可能是人口和产业

恢复的原因。最后, 即便是观察到了支持的证据, 我

们也不清楚究竟是根本性的永久改变还是暂时向多

重均衡状态转变。总之, 识别哪些经济活动是惟一

均衡,哪些经济活动是多重均衡仍然是未来经验研

究的重要领域。

五、未来研究展望

自上个世纪 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理论和实

证研究都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 随着与演化经

济学、新增长理论、空间计量经济学的融合,将会有

更多更有价值的成果出现。但总体而言, 新经济地

理实证研究要滞后于理论研究, 很多理论预测仍尚

未检验。就当前的文献而言,部分新经济地理结论

得到了系列证据的支持, 如市场接近性对要素价格

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对外贸易对产业集聚的重

要影响等。而另外一些结论,如产业区位多重均衡

的存在性以及#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各自对经济
活动区位形成的贡献则仍需进一步研究。除此之

外,以下方面将是未来实证研究的重点。

1. 多样化偏好、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以及其

他潜在集聚因素(如知识溢出、劳动力池等马歇尔外

部性)各自对集聚的贡献程度。虽然, Jaf fe et al.

( 1993)提供了以专利引用表示的地方知识溢出的经

验证据, Ellison et al. ( 2007)根据联合集聚产业的

特点估计了马歇尔三种外部力量各自对于集聚的贡

献程度,但相应的文献还太少。另外,对于新经济地

理模型中集聚区域比分散区域具有更高工资的结

论,除了新经济地理的解释外, 还有其他的解释, 如

Baldw in & Okubo ( 2006) , Combes et al. ( 2008)关

于根据生产率非随机选择厂商的解释, 以及

Combes et al. ( 2008)关于根据观察到和未观察到的

特点对工人进行非随机分类的解释。因而,经验上

判断集聚和厂商、工人的非随机分类各自对高工资

的贡献将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实证研究领域。

2. 新经济地理与城市规模分布之间关系的研

究。吉布拉定律 ( Gibrat % s Law ) 和齐普夫定律

( Z ipf% s Law )大致描述了城市规模的分布。近年

来,城市经济学对这两个规律背后的经济力量以及

城市规模分布中上、下层与齐普夫定律不一致现象

进行了解释 ( Cordoba, 2008; Duranton, 2007;

Rossi et al, 2007)。另外, Michaels et al. ( 2008)发

现农村和城市区域分布都与吉布拉定律存在背离现

象。但对于城市化这一经济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现

象以及农村和城市人口分布的演化规律, 新经济地

理还没有做出应有的贡献。因而,从理论上,特别是

实证上考察新经济地理与城市规模分布之间关系是

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3. 广义贸易成本的具体构成、各构成部分的测

度以及对经济集聚贡献程度的经验研究。目前,

Anderson & Wincoop ( 2004)、Combes & La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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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e( 2005)、Hummels( 2007)等文献只对运输成本

进行测度,虽然少数文献(如 Combes, et al. , 2005;

Duranton & Storper, 2008; Gr ossman & Rossi,

2008)开始关注广义贸易成本的构成及其测度,但相

应的研究还需更加深入和全面。

4.区位内生选择识别及个人效应溢出识别问题

研究。目前解决识别问题的方法有利用自然实验和

制度变化( Redding & Sturm, 2008)、在边界处运用

非连续回归设计控制自然优势的不可观察变化

( Holmes, 1998, Dur anton et al. , 2007)、运用土地

区位的历史类型估计庄稼种植的外部性 ( Lee,

2008)、将制度变化与结构模型相结合以识别利益参

数( Ho lmes, 2005, 2008)等。但在具体实证中如何

选择、识别仍是新经济地理实证研究的最大挑战。

5.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上述领域进行更

科学的实证检验。Paelinck( 1979)开创的空间经济

计量在处理空间经济问题时具有明显优势, 虽然,

Anselin( 1988, 1991)等为推动空间计量方法在新经

济地理中的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应用还很有限。

因而,以更科学、适宜的方法检验新经济地理理论是

未来实证研究的趋势。

注:

∀ 其中, X ngc表示 c国产业 n中的产品 g 的总产出; idiodemngc

表示异质需求 ( idiosyncratic demand) , 它与报酬递增相

关; sharengc表示不考虑异质需求时各种产品的资源分配,

它为每种产品的生产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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