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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区域经济增长空间趋同假说,是在传统趋同假说的基础上以内生增长理论和新经济

地理学为理论支撑,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相关技术手段,对长期区域经济增长态势进行重新检验。

普遍认为,空间相互依赖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趋同的关键机制, 如果忽视这种关系可能会导致趋同

模型的错误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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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在 Abramov itz和

Baumol开创性研究的引领下, 国内外涌现出大量关

于以区域经济增长趋同 (以下简称 趋同  )讨论为

主题的文献。随着对这一主题日趋深入的研究, 以

及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和空间计量经济

学的发展,从 20世纪 9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学者意

识到经济体间的空间相互作用是影响目标经济体增

长的重要因素,并且对空间效应的忽视将有可能导

致检验模型的错误设定 ( F ing leton, 2001)。目前, 学

术界在空间语境下研究趋同假说问题时主要从经验

研究的角度,一方面强调空间效应的重要性及合适

研究工具的选择; 另一方面从空间效应作用机制入

手解释趋同过程或提出一些新的趋同概念。总的来

说, 尽管这条研究路径已经激起众多学者的兴趣,研

究成果不断增多,但仍然处于探索阶段,许多相关问

题有待梳理。

一、趋同概念的空间拓展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趋同概念主要包括 趋同

(包括绝对 趋同和条件 趋同 )、 趋同、俱乐部

趋同、时间序列趋同等。这些概念的变迁是以相关

研究工具的发展为基础的, 相应地也有截面数据分

析方法、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概率分布方法、时间序

列分析方法等一系列技术上的支持。然而, 针对这

些趋同概念的研究,都是以独立的经济体假设作为

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前提,即把研究对象作为 孤岛  

来处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经济体所处空间

位置和经济体之间空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影响。正

是对这种研究方法缺陷的注意,引发了随后关于空

间趋同的讨论。

De Long et a.l ( 1991)的工作成为空间语境下趋

同假说研究的开始之作。随后,许多学者的研究工

作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快速发展。随着技术溢出被确

认为导致趋同的关键机制 ( Rey et a.l , 1999) ,并且

技术溢出的空间属性被逐渐挖掘出来, 从空间角度

进行的趋同假说研究便吸引了更多的关注。这些日

渐深入的研究在多种计量工具的支持下, 分别对传

统意义下的 趋同假说、 趋同假说、俱乐部趋同假

说等概念进行空间拓展, 揭示了传统趋同假说研究

方法缺陷,最终得出空间效应影响经济增长进程并

导致趋同的重要结论。

尽管这些研究在空间效应对于经济增长趋同是

否具有影响作用上取得一致意见, 但是仅是针对空

间效应的发生机制, 以及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起的

作用方面,而在新情况下趋同概念的界定却存在一

定的随意性。如 O le jn ik( 2008)把空间自相关分布

滞后模型与 空间趋同  ( spa tial convergence )概念

相联系,定义 空间趋同 为某一时点空间中的经济

系统驱动力,并与传统的标准趋同概念相对比,认为

后者是描述人均收入随时间的演化。根据其研究的

内容来看, O lejnik的定义应该是针对空间 趋同给

出的。而 Egger et a.l ( 2006)亦认可 空间趋同  概

念,只是没有明确给出其定义。R ey et a.l ( 2006)、

Pfa ffermayr( 2009)等均从技术的角度探究了 空间

!99!

∀经济学动态 #2010年第 2期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空间趋同俱乐部研究 (编号: 40771055)阶段性成果。



趋同  ( spat ial - convergence)的检验模式, 但缺

乏明确的概念界定。关于俱乐部趋同概念的空间表

述, 更多学者倾向于选择一些替代性的表达方式,如

空间组织 ( spatial reg im e)、空间集群 ( spatial c luster)

等 ( F ischer e t a.l , 2006; Dalle' rba et a.l , 2008; E rtur et

a.l , 2006; E rtur et a.l , 2007; Ranajo et a.l , 2008 )。

而 Abreu et a.l ( 2005)在其关于空间与增长的综述

中, 明确提出 空间俱乐部趋同  ( spatia l c lub con

vergence) ,并简单定义为拥有相同稳态特征的国家

组群最终收敛于相同的长期增长路径,强调决定俱

乐部趋同的区位因素。

二、空间趋同假说理论基础

在空间语境下, 趋同假说研究所遵循的理论基

础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内生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

理论、空间 So low模型和 V erdoo rn模型。其中,内生

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主要服务于解释空间效

应对于趋同的作用机制, 而空间 So low模型和 Ver

doorn模型主要服务于进行空间趋同分析的经验设

定。

(一 )内生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

F ingleton et a.l ( 2006)认为, 在研究经济增长问

题时之所以要考虑空间因素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

是受到内生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启发, 并

且直接与这些理论的某些假设和结论相关。如强调

跨经济体的相互作用,某些力量导致经济活动向一

个区域而不是另一个区域进行集中等。

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主题之一是考察经济增长

过程中的空间外部性和相互作用及其对区域收入差

异扩大的潜在作用。因此, 技术扩散和空间溢出在

内生增长理论的区域变迁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部

分对内生增长理论的扩展工作已经研究了技术扩散

作为一个机制对产生趋同甚至规模收益递增的作用

( Barro& Sala- i- M at in, 1992)。在这些模型中, 贫

困的经济体是技术的学习者, 这些技术在富裕经济

体中已经得到应用。在某种程度上, 学习成本低于

创新成本,学来的技术在贫困经济体得以应用所花

费的时间要小于富裕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 后进

的学习者应该在应用技术后有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

率。然而,以研究扩散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缺少

对扩散过程的空间轨迹的讨论。这主要是因为这些

模型仅考虑经济体间的相对技术差距及这些相对差

距所决定的各自的增长率。正如 Rey et a.l ( 2005)

所建议的,如果把扩散作为一个空间过程的话, 那

么,这些检验区域收入模型的文献就可能会发现一

些有意义的空间动态。

新经济地理理论是随着克鲁格曼的著名论文

∀收益递增和经济地理 # ( 1991)的发表而发展起来
的。该理论以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为出发点和

假设条件,并借用萨缪尔森首次提出的 冰山交易  

技术作为处理运输成本的手段来解释经济空间的异

质性,着重强调了动态积累过程 ( cumu lative dynam ic

processes; F ing leton, 2003)。其主要理论观点, 如本

地市场放大效应、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内生的非对称

性、突发性集聚、多重均衡、区位黏性等都为研究空

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对趋同假说的检验和解释

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如, F ingleton( 2001)以新

经济地理模型为理论基础, 研究了欧盟 178个区域

1975~ 1995年间的增长状况,经验结论支持新经济

地理理论观点,即存在核心与外围区域,并且核心区

域产出增长要快于外围区域,技术水平较低的区域

和增长率较高的邻居区域增长也较快。

(二 )空间 So low模型和 V erdoorn模型

关于空间语境下人均收入趋同的基本模型是基

于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空间 So low模型, 表现

为资本边际产品递减和空间知识溢出 ( Lopez- Bazo

et a.l , 2004; Egger et a.l , 2006)。该模型是对传统

So low模型的空间扩展,其中包括以区域全要素生产

率反映的空间效应, 用以刻画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区

域溢出。并且假定, 任何两个区域间的空间溢出会

随着它们之间的距离扩大而减少, 而且在一个给定

距离水平上越发达的邻居区域间就有越高的空间溢

出。Lopez- Bazo et a.l ( 2004)以空间 So low模型为

基础,构建了测度跨区域外部性对经济增长作用的

经验设定, 并提供了欧洲 12个国家的 108个区域

1980~ 1996年间的经验研究,证实这些区域间存在

显著的空间溢出,并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得到的趋同

速度稍高于传统的 2%的趋同速度。

基于新经济地理模型, F ing leton ( 2001)推演出

增长过程服从 Verdoo rn定律的 V erdoorn模型。在

这个模型中,定义制造业部门的劳均产出与总产出

及技术进步率相关, 而技术进步率又依赖于三组变

量:人力资本、初始的技术水平和跨区域边界的知识

溢出,进而把人均 GDP的增长和产出增长相联系,

并强调规模报酬递增。在 Verdoorn定律下, 作为劳

动生产率代表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和产出增长正向相

关。F ing leton( 2001)认为, 当 Verdoorn模型和某些

内生增长模型或认可经济活动集聚的经济地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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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时,它提供了一个关于区域增长过程的更现实

的描述。

空间 So low模型与 V erdoorn模型最主要的差别

在于一系列的解释稳态的变量和溢出的本质上。在

空间 So low模型中, 外生技术过程伴随着对实体资

本的投资是增长过程的驱动力, 而报酬递减导致趋

同。在 Verdoorn设定中,产出增长是外生给定的并

且能够表示为生产率增长, 因为在规模经济情况下

就业增长率较低, 趋同过程是基于学习效应。在两

个模型中,都有随距离而衰减的区域溢出。在 So low

模型中,这些溢出是局部的并依赖于初始资本劳动

比率的差异,随时间推进,其在增长过程中扩散并变

成全局溢出。在 Verdoorn模型中, 正如全局空间乘

数所刻画的那样, 区域溢出依赖于一个区域学习其

邻居区域提高生产率的能力大小。

F ingleton et a.l ( 2006)从理论的角度推演出基

于空间 So low模型和 V erdoorn模型的经验增长设

定, 把导致空间效应的原因以货币和技术外部性的

形式精确引入到模型中。而后, P faffernayr( 2009)在

此基础上对欧洲 212个区域 1980 ~ 2002年间区域

经济增长空间趋同速度进行估计, 发现在这两种设

定中,均有较低的趋同速度 ( 0. 8% ) , 并表现出明

显的异质性, 其依赖于距离和所有区域间的收入

差距。

三、空间趋同假说检验

关于区域增长过程的经验性研究不能把区域视

为独立的单元,而是相互间存在知识溢出、前后向关

联、要素流动和贸易而相互作用。到目前为止,关于

空间收入趋同的大多数文献主要集中于区域知识溢

出和通过空间权重矩阵来解释, 进而刻画区域溢出

通常会随着距离而衰减的典型事实。国内外文献

中, 在空间语境下的趋同假说研究主要围绕趋同的

三个经典概念展开, 即 趋同、 趋同和俱乐部趋

同。

(一 )空间 趋同

多数考虑空间效应的趋同研究是从验证 趋

同假说并比较引入空间因素前后趋同速度大小变化

的角度来进行的。所运用的方法是对传统增长趋同

回归方程进行扩展,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考虑空间

效应在区域经济增长趋同过程中的作用 ( Rey et

a.l , 1999; C arrington, 2003; E rtur et a.l , 2006)。这些

研究所给出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当在经济增长

研究中考虑空间效应时, 它能够影响区域增长过程

的定性和定量结论。

Rey et a.l ( 1999)在模型中引入空间依赖, 发现

美国各州在 20世纪收入有一个较低的趋同速度,并

认为在考虑空间依赖的情况下,以往研究所得出的

在相同系统中趋同过程只存在一个结构断点的结论

是不稳健的。然而,关于空间依赖,仍需要用它来扩

展增长回归方程来解释空间异质性的不同来源。实

际上,正如 R igby et a.l ( 2002)所揭示的那样, 考虑

到在生产技术上空间变迁的经验性证据, 那么,假设

一个国家系统中所有区域存在单一稳态是非常奇怪

的。为了提高对区域动态的理解, 考虑空间异质性

是非常关键的。Carrington( 2003)认为,尽管关于在

世界上富裕区域和贫穷区域存在地理上的显著差别

的典型事实较容易认可, 但是在趋同分析中考虑区

位因素的经验性研究却很少。他以每一个区域的增

长不仅依赖于自身的特征而且还依赖于相邻区域的

特征的论断作为出发点, 提供了区域趋同中区位作

用的定量估计。结果表明, 20世纪 90年代, 欧盟内

部反作用力在发挥影响: 尽管区域确实以接近 2个

百分点的速度发生趋同, 但是区域的邻居却几乎以

相同的速度趋异,这就导致了趋同的净效应要小于

以往文献中给出的速度。

考虑空间效应的 趋同假说研究一般沿用传

统 趋同假说的经验性设定的空间架构来考察趋

同速度的变化,所得到的结论一般都能证实空间效

应的显著作用,但趋同与否及速度大小会因所选择

的样本和考察的时段不同而不同。

(二 )空间 趋同

关于空间 趋同的经验性研究成果较少, 这和

传统 趋同的研究数量是一致的,原因之一是 趋

同的结果与 趋同的结果一致性较高, 并且 趋同

研究还能提供如趋同速度等 趋同所不能提供的

结构参数,因此较有研究优势。但仍有部分学者分

别应用不同的方法来从事空间 趋同的研究。Rey

et a.l ( 2006)提出空间效应可以应用到 趋同的测

度中,并通过把趋同指标分解为代表全局扩散和空

间溢出影响的两部分来研究美国各州 1929 ~ 2000

年间的情况,发现空间依赖的水平在所研究的时间

段内有实质的变化。 Pfaffernayr( 2009)引入了基于

空间最大似然法的条件空间 趋同的 W ald检验。

通过对欧洲 212个区域 1980- 2002年间经验估计

表明,在所考察的空间 Solow模型中有显著的条件

空间 趋同,而另一个模型, V erdoorn设定却显示在

考察期出现一个较小的显著 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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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空间俱乐部趋同

从空间的角度考虑俱乐部趋同的文献相对较丰

富, 一方面是由于技术的支持,部分研究基于空间马

尔科夫链的方法来识别趋同俱乐部, 并分析区域收

入分布随时间和空间演化动态, 另外一部分是以空

间计量经济学为基础,考察趋同俱乐部的空间属性;

另一方面,是由 空间 考虑的特性所决定的, 地理

溢出、空间依赖等这些空间效应的表现形式决定了

经济体在空间中可能会以集聚的状态出现, 这就激

起了研究者从这一角度考察问题的兴趣。总的来

说, 俱乐部趋同研究大致沿着两条不同的技术路线

展开。

第一条路径是利用空间马尔科夫链来检验俱乐

部趋同并从分布动态法的角度来考察空间分布动态

演进。Quah是较早利用马尔可夫链来检验俱乐部

趋同的学者 (Quah, 1996)。此后, Rey( 2001)通过整

合在马尔科夫链框架下发展的空间统计方法, 对传

统方法进行扩展, 形成空间马尔科夫链并用来从空

间视角研究俱乐部趋同问题。在分析区域收入分布

演进动态时,不仅关注一个经济体跨级别转移的问

题, 更用该方法解释了这种转移是否存在空间依赖

的问题。通过对美国案例的分析表明,地理因素确

实影响区域收入分布演化。

检验俱乐部趋同的第二条技术路线是以目前正

在发展中的空间计量经济学为基础, 从空间的角度

出发来研究趋同俱乐部。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

发现,区域经济增长不是孤立的或随机分布的,而是

呈现空间自相关和相互依赖, 增长的空间溢出有可

能是重要的趋同机制。Andrada et a.l ( 2002)通过

对美国南部新英格兰的 559个镇 1980 ~ 1990年间

的数据分析,得出了经济发展中的空间趋同俱乐部

和空间集群模式, 并初步探索了空间相关在区域经

济增长趋同中的作用。Baumont et a l( 2003)对 1980

~ 1995年间 138个欧洲区域展开研究, 发现欧洲区

域形成了南部和北部两个空间趋同俱乐部, 并且趋

同过程在俱乐部之间是不同的。E rtur et a.l ( 2006)

更进一步以结构非稳定性的形式检测了上述相同区

域中空间趋同俱乐部间的空间依赖和空间异质性,

发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一个给定区域人均

GDP的平均增长率受到相邻区域平均增长率的影

响。Rama jo et a.l ( 2008)则是通过构造在一个设定

中同时考虑空间异质性和空间自相关两种情况的模

型, 识别出欧盟国家存在两种空间集群,并着重考虑

其中的一种, 即欧盟凝聚基金 ( cohesion fund)资助

国家 (爱尔兰、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 )区域间单独

收敛 (与其他欧盟国家无关 )的可能性,结果表明这

些区域间的趋同速度更快。Da ll∃ erba et a.l ( 2008)

是对欧盟核心和外围区域内部的俱乐部趋同问题进

行研究,发现在外围区域内部发生显著俱乐部趋同

而核心区域内部没有发生。

四、问题与思考

虽然利用空间统计和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模型来

研究趋同假说问题弥补了过去忽视经济增长过程中

空间效应的作用, 改进了模型经验性设定形式, 但

是,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一些有待进一

步讨论的问题。

1. 空间语境下趋同概念的界定。从空间角度考

察趋同假说的国内外文献已经有很多, 但概念的构

造却比较落后,并且大多是沿用传统意义上的趋同

概念,对于引入空间效应的作用仅从技术的角度加

以考虑,没有深入探究空间效应对于趋同概念的完

善意义,结果至今还没有出现一个规范的、得到广泛

认可并使用的空间版本的趋同概念, 这必然致使该

领域的研究缺乏系统性,而显得过于随意。因此,相

对于传统趋同假说丰富的概念体系而言, 在空间语

境下对趋同假说展开研究首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准确

的概念界定,这是未来一个亟须努力的方向。

2. 考虑空间效应的趋同模型的理论基础。目

前,关于空间趋同的研究大多数是从技术改进的角

度来进行经验研究,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这也体现

在空间效应对经济增长进程影响的研究中。A breu

et a.l ( 2005)对此类文献的研究发现, 仅有 11%的

经验研究是基于严格的理论模型。这就导致研究结

果仅能从计量经济的角度给出模型设定参数估计值

的意义或解释,而并不能进一步指出经验分析结果

对政策的指导意义。趋同问题的研究并不是单纯的

理论探索,其研究结论对相关区域政策的制定具有

明确的导向性作用。因此,在进行此问题的研究时,

特别是重新将空间因素纳入到增长问题的讨论中

时,更要注重经验设定的理论渊源,这样才能提出有

价值的政策建议。

3. 空间效应对趋同过程影响机制。空间效应是

空间因素对经济增长进程影响的一个总称。不同学

者在研究具体问题时会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对空

间效应进行不同的界定。就目前来看, 包括空间异

质性 ( spat ial heterogeneity )、空间依赖 ( spatial de

pendence)、空间外部性 ( spatial externality )、空间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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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spat ia l sp illover)等概念均会被涵盖在空间效应

的范畴中。那么, 这些概念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它

们之间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它们对趋同过程的影

响机制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

系统的回答。之所以缺乏这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

因为这些概念来自不同的理论流派, 具有不同的理

论渊源,对它们的整合是一项比较困难的工作;另一

方面是因为分属于不同理论背景的学者具有各自的

研究偏好与研究视角,而形成了目前的这种研究现

状。若要使空间效应真正成为解释经济增长和趋同

假说的关键机制, 就必须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对这些

分散的思想精华进行融会贯通, 才能凸显这条研究

路径的实际价值,引发广泛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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