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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发展与亚洲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整体提升
基于 空 间 外部性视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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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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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针对全球经济危机的缓慢复苏和亚洲经济的快速崛起

，

激烈 的城市竞争不仅表现为经济竞争力 的竞争
，
还

表现为城市可持续竞争力 的竞争 。 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 ＧＮＳ 方法
，
对亚洲 ６５ ５ 个样本城市 的可持续竞争力 进行

研究发现
，
邻居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提升对 目标城市的促进作用最大值为 ０． ６ ９４

，
城市获得的空间外溢效应对城

市可持续竞争力 的弹性值最大为 〇． ０６７
，

其有效距离 阈值均在 ８００ｋｍ 范 围之内
，

重要影 响不可忽视
；
同 时

，

基础设

施
、
社会包容和制度管理水平的提升对亚洲 可持续竞争力提升的促进作用极强

，
而经济活力 、环境质量和人力 资本

潜力的促进作用较强
，
最后则 为科技创新和全球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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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随着全球经济温和复苏和全球经济中心不断东

移 ，

亚洲特别是东亚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 中心和新

兴经济 中心
，

经济表现格外 瞩 目 。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１ 月

，

习近平主席在巴布亚新几 内亚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

商领导人分会时 ， 发表题为 《 同 舟共济创 造美好未

来 》 的主 旨演讲指 出
，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中 国从站起

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 ，
已经把 中国建设成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并建议把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纳入本国 的发展战略
，
促进经济 、 社会、 环境

协调发展
，
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 和稳定环

境
？

。 因此
，
中 国发展的主要任务已经从如何发展

转向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对 中 国而

言
，

不能仅仅满足于现有成就
，
还需要最终实现新时

代下 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亚太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仅对 中 国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影响 。 而且亚太的开

放合作 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增 长活力和发展潜力 的

经济板块
，

也是 ２ ００ ８ 年 全球经济危机之后
，
举世

公认的世界经济 增长 的一个重 要 引 擎 。 近 ５ 年

来 ， 中 国
“
一

带
一路

”

网官方数据表 明 ，

亚洲 国家之

间 的政治互信不断增强
，
政策环境不断优化

，
基础

设施建设发展迅猛 ， 多元化融资体系不断完善 ；

亚

洲不 同国 家和 不 同城市之间 的联系 日 趋紧密
，

互

联互通成为 亚洲 共同 发展和整体崛起 的重要保

障 。 特别是 中 国
“
一

带
一

路
”

的建设和丝绸之路经

济带的不断深化 ， 尤其是从中 国一中亚一西亚一波

斯湾一±也 中 海 的 丝 绸之路经济带 中 线
，

以 及 中

国一东南亚一南亚一印度洋的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

南线
，
促进 了 亚太地区不 同 国家和不 同 地区的互

联互通
，
形成联动发展的空间格局

，
为 世界经济拓

展新的增 长空 间 。 与此 同 时 ，
以亚洲 为主要成员

的亚太地 区正在成为 我 国力 倡全球开放合作 、 改

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 ，
以

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发展战略和重大

举措的合作伙伴 。

在亚太成为全球最具增长活力和发展潜力 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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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板块之际 ，

亚洲城市的经济竞争力水平也在快速

提升 。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联合 国人居署发布的

全球城市竞争力 报告 ２０ １ ８
—

２０ １９
，
新加坡、 我 国 的

深圳和香港等 ３０ 个城市进入全球经济竞争力城市

百强
，
但仅有 日本东京 、新加坡和中 国香港等 １７ 个

城市跻身全球可持续的城市百强队列 。 将亚洲城市

作为
一

个经济板块
，
找出可持续竞争力存在的短板

，

定量分析亚洲城市可持续竞争 力水平的影响因 素
，

对亚洲板块的经济发展和亚洲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

平的整体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二 、文献评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以来
，

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使得

以城市为载体的经济体资源集聚中能力趋强
，
城市

之间的竞争 日 趋激烈 。 城市竞争力成为地理学、经

济学和城市规划等交叉学科受到越来越多国 内外学

者的关注 。 从现有 文献看
，
斯科特和斯托珀 （

Ｓｃ ｏｏｔ

ａｎｄＳｔｏ ｒｐｅ
ｒ

，２００３） ，
以 及 麦 金 农 （

Ｍ ａｃｋｉ
ｎｎｏｎ

，

２０ １ ２
）

［

１ ３
］ 等 主要从城市 内部企业的生产效率 ； 艾

耶
，
里格 比 和 布 朗 （

Ｉ
ｙ
ｅ ｒ

，
２００ ５ ，

Ｒｉ

ｇｂｙａ
ｎｄＢｒｏｗｎ

，

２０ １ ５
）

［
４ ５

］

从市场份额的争夺
；
克雷斯尔和辛格 以及

赛兹 （
Ｋｒｅ ｓｌａｎｄＳ ｉ

ｎ
ｇ
ｈ

，

１９９９

，

２０ １２
；

Ｓ６ｅ ｚ
，

２０ １７
）

［

６ ７
］ 基

于城市服务功能 ；
高友 才会和汤凯 （

２０ １６
） ， 袭维进

（
２〇 １９

） 等
Ｐ？
从 城 市 经 济 竞 争 力

；

王 海 波 等

（
２０ １ ９

）

［
１ °

］

从经济竞争力 的空间格局上分别进行 了

研究 阐述 。 在此基础上 ，
国 内外学者将城市可持续

发展与城市竞争力有机结合
，
即关注城市竞争力 的

可持续性 同时
，
将竞争力 的驱动 因素融入可持续思

想
，
发展成现有可持续竞争力的概念 。 具体而言

，
城

市可持续竞争力是
一

个城市通过提升其经济 、社会 、

环境和技术优势
， 系统实现城市最优发展 ，

更好 、更

可持续地满足城市居民复杂而挑剔的社会福利能力

（杨晓兰和倪鹏飞 ，

２０ １７
）

［
１ １

］

。 因此
，
竞争力 的 目标

也从城市之间为财富而竞争 ， 转 向为创造提供创造

的能力以及为城市的福利水平而竞争 。

本文根据研究需要
，
将现有城市竞争力的文献

分为两类 。 第
一

类 ， 是对城市可持续竞争力影响 因

素进行分析
，
在此基础上对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

进行测度和比较 。 第二类是将空间 因素引入城市可

持续竞争力的分析
，
并对空 间 因素的作用强弱做定

性分析 。
２ ０ １ ３ 年 ，

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 目标 （
Ｓｕ ｓ

？

ｔａ ｉｎａｂ ｌ
ｅＤｅｖｅ

ｌ
ｏｐ
ｍｅｎｔＧｏａ ｌ

ｓ ）计划 的成功表 明 ，
西蒙

（
Ｓ

ｉ
ｍｏｎ

，

２０ １６
）

［
１ ２

］认为
，
城市和居民 区具有较强的包

容性 、安全性、恢复力和可持续尤为重要 。
王雨飞等

６０

（
２０ １ ８

）

［

１ ３
］

从知识创新 、和谐包容 、生态宜居 、文化多

元 、全域协同和对外联络共 ６ 个维度 ， 采用非线性加

权法对中 国 ２ ８９ 个城市可持续竞争力 水平进行 了

测度
，

认为 生态环境制约 了 发达城市 的可持续竞

争力 ，
且东部地区可持续竞 争力 水平较优但 中西

部地区整体下沉
，
且 中 小城市可持续竞争力较弱 。

采用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 １ ３ 年欧洲 ３４ 个 国 家的全球

竞争 力数据
，
德斯波托维奇 （

Ｄｅ ｓｐｔｏ ｔｖ ｉｃ
，

２０ １ ６
）
认

为 ［

１４
］

，
生产率的增 长在促进经济发展的 同 时也会

引起环境污染
，
从长远来看将会阻碍可持续竞争

力水平的提升 。

城市之间 的竞争和合作是并行的 ， 城市 间的联

系对城市 自 身的发展和竞争力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

影响 。 近 ３０ 年来
，
摩卡 （

Ｍ ｏｃｃａ
，

２０ １ ７
）
认为

［
１ ５

］

，
欧洲

城市加强 了欧盟层面合作共同应对城市 的共同 问

题
， 社会生态城市 网络 （

ＳＥＵＮｓ
） 的建立标志着城市

联合行动特别关注可持续竞争力 问题 。 以西班牙为

研究对象
，

巴勃罗 －罗梅罗 （
Ｐａｂｌｏ

－Ｒｏｍｅｒｅ
，

２０ １ ５
 ）

［
１ ６

］

则采用二元选择模型研究 了市长盟约运动对城市可

持续竞争力的影响
，
认为人 口质量、 自然资源等改善

均会通过空间作用影响其他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水

平
，

即邻近城市的传染效应对城市可持续竞争力 的

影响较大 。 将
一

线二线和三线城市全部纳入考察范

围
，
同时米用 ｌｏｇ

ｉ ｓ ｔ ｉｃ 回归和 ０ＬＳ 对欧洲城市的分析

表明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等为特

征的发达城市 更有意 愿参与经济社会城市 网 络 ，

成为二三线城市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和 维持其可持

续竞争力 水平的重要保障
［

１ ５
］

。 事 实上
，
创新能力

不仅有助于发达城市 可持续竞争力 水平的提升
，

还有助于欠发达城市 可持续竞争力 水平的提升 。

克拉默 （
Ｋｒａｍｍｅ ｒ

，

２０ １７
）认为

［

１ ７
］

，
其原 因是领先城

市的科技创新会通过空 间外溢效应提升欠发达区

域的可持续竞争力水平 。 以长三角为 研究对象并

采用 ＳＤＭ 的方法 ， 周韬 （
２ ０ １ ８

）
认为

［

１ ３
］

，
空间 因素

是影响长三角 发展的重要变量
，
探索 长三角 城市

之间的协 同管理机制
，
将城城合作作 为区域发展

机制的重 要 内 容 ， 是长三 角未来实现 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途径 。

由此不难发现
，
经济 、 环境 、 人才 、创新和制度等

均是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因素 。 但是笔者认

为 ， 学界现有研究依然存在 以下三个不足 ：

一

是现有

文献往往是针对少数影响 因素 ，
如经济 、社会和环境

维度
［

１４
］

，

经济和创新维度等
［
７

］

，

无法将多种影 响因

素进行横向对比 ，
以及对研究对象提 出针对性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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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建议 。
二是现有文献忽略了邻近城市要素投入和

可持续竞争力水平的提升对其他城市 的重要影响 ，

得出的结论是片面的 。 三是现有文献虽然将研究对

象拓展为不同国家城市之间 可持续竞争力 的分析
，

但是研究对象主要集 中在节点城市或者枢纽城市 ，

如
“
一带一路

”

的节点城市仅有不足 ８０ 个等
，
不仅

研究对象的数量偏少
，
同 时也忽略 了非节点或枢纽

城市的影响 ，
这种非节点或非枢纽城市的作用是不

可忽视的 ［

１ ５
］

。 鉴于此
，
本文基于数据的可得性

，
采

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亚洲 ５６ ６ 个城市的可持

续竞争力进行定量分析 ， 探讨不 同 因素以及空 间外

溢效应对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综合影响 。

三 、模型构建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在参考倪鹏飞等 （
２ ０ １ ８

）

［ ？理论模型的基础上
，

本文依据埃尔霍斯特 （
Ｅｌｈｏｒｓ ｔ


，

２０ １４
）

［
１ ９ ］ 研究的最新

进展
，
从空间计量经济学最

一

般的广义嵌套空 间模

型
（
ＧＮＳ

）
开始 ， 分析 ＧＮＳ 是否应该简化为其他空 间

模型即进行最优模型选择
，

进而对亚洲城市可持续

竞争力水平的影响 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 具体而言
，

ＧＮＳ 可表示为 ：

Ｙ
＝

８ＷＹ＋ｍ
ｎ
＋ ＸＰ

＋ＷＸ６＋Ｕ（
１

）

ｕ＝
＼Ｗｕ＋８

其中
，

ｒ是被解释变量
，

ｚ 是解释变量矩阵
，

ｗ

是空间权重矩阵 ，
ｔ
？ 是常数项 为误差项

，

５
、
Ｏ

： 、
ｙ

Ｓ
、
０

和 Ａ 均为待估参数 。
ＷＹ 反映了被解释变量之间存

在的内生交互效应
，

阪 反 映了解释变量之间存在

的外生交互效应 反映了不同单位的干扰项之间

存在的交互效应 。

当 ０ ＝ 〇
、
Ａ＝ ０ 和 ５ ＝ ０ 时

， （
１

）式将分别简化为

ＳＡＣ
、
ＳＤＭ 和 ＳＤＥＭ 模型 。 在 ＳＡＣ 模型 中 ， 当 Ａ＝０

时将简化为 ＳＡＲ模型
，

５＝ ０ 时将简化为 Ｓ ＥＭ 模型 。

在 ＳＤＭ 中
，
当 ０ ＝ 〇

、
５ ＝ 〇 和 ０＝

－ ５
／
３ 时将分别简化

为 ＳＡＲ
、
ＳＬＸ 和 ＳＥＭ 模型 。 在 ＳＤＥＭ 中

，
若 Ａ ＝ ０

、

０ ＝ ０将分别简化为 ＳＬＸ 和 ＳＥＭ 模型 。 当 ＳＡＲ 中

５ ＝ ０ 、Ｓ ＬＸ中０ ＝ ０和ＳＥＭ中Ａ＝ ０时
，
± ５＾ ：＾简 ＾：

为普通最小二乘法即 ＯＬＳ 模型 。 因此
， 本节将亚洲

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的经验分析模型设定为
：

ｓｕ ｓｃ ｏｍｐｅ
ｔｅ 

＝
８ＷＸｓｕｓｃｏｍｐｅ

ｔｅ＋ａ ｉ
ｎ
＋Ｘ

／
３＋ＷＸ６＋ ｕ

ｕ＝ ＡＷｕ＋ｅ （
２

）

其中 ，
ｓｕｓｃｏｍｐｅ ｔｅ 为 Ｗ ｘ１ 阶城市的可持续竞争

力水平
，

Ｚ 为 ＷｘＫ 阶影 响城市可持续竞 争力水平

的解释变量矩阵 ， 为解释变量的数量＆ 为单位列

矩阵 ，

５
、 ａ 、

ｙ

Ｓ
、
０ 和 Ａ 均为待估参数 。 根据本文研究

需要 ，解释变量 Ｚ 具体包括经济活力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
环

境质量 （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 社会包容 （
ｓｏｃ ｉｅ ｔ

ｙ ） 、科技创新

（
ｔｅｃｈ

） 、 全球联系 （
ｃ ｏｎｎｅｃ ｔ

） 、制度管理 （ ｇｏｖｅ
ｒｎ

） 、 人

力资本潜力 （ ｐｓａｃｐ ）
和基础设施 （

ｉ
ｎｆｒａｓｔｒｕ

） 共 ８ 个解

释变量 。 因此对本文而 言 ，

Ｋ＝ ８ 。 此时 ， 解释变量

矩阵 Ｚ 具体可表示为 ：

Ｘ—
 ｛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

ｅｎｖ ｉ

ｒｏｎ
，

ｓｏｃｉｅ ｔ

ｙ，

ｔｅｃｈ


，

ｃ ｏｎｎｅｃ ｔ

，

ｇｏｖｅ
ｒｎ

，ｐ ｓａｃｐ ， 

ｉ
ｎｆ ｒａｓｔｒｕ

）（

３
）

将 （
３

）式带入 （
１

）式可得本文城市可持续竞争

力经验分析的 ＧＮＳ模型为
：

ｓｕ ｓｃ ｏｍｐｅ ｔｅｓｕｓｃｏｍｐｅ ｔｅ＋ａ ｔ
。

＋爲 

ｅｃ ｏｎ ｏｍｉｃ＋

氏

ｅｎｖ ｉ ｒｏｎ＋０ ３


ｓｏｃ ｉｅ ｔ
ｙ
＋０４



ｔｅｃｈ＋０ ５


ｃｏｎｎｅｃ ｔ＋

ｇｏｖｅ
ｒｎ＋

＾

Ｓ
７

ｐ ｓａｃｐ
＋

＾

Ｓ
８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６
ｌ

ＷＸ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０
２
ＷＸｅ

ｎｖ ｉ
ｒｏｎ０

３
ＷＸｓｏｃ ｉｅｔ

ｙ
＋０

４
ＷＸｔｅｃｈ－

＼
－ ０

５
ＷＸ

ｃ ｏｎｎ ｅｃ ｔ＋汐
６



ＩＦＸ
ｇｏｖｅ

ｒｎ ＋沒
７


ｔＦＸ
ｐｓａｃｐ

＋

０
ｇ
ＷＸｉｎｆｒａｓ ｔｒｕ＋ｕ（

４
）

其 中
，

具体而言
，
城市的可持续竞

争力指数用其可持续竞争力得分来反映
，
经济活力

由人均 ＧＤＰ 和五年年均 ＧＤＰ 增量合成 ，
环境质量

由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 ＰＭ２ ．５ 合成
，
社会包容 由城

市的犯罪率和基尼系数合成
，
科技创新 由城市的专

利指数和论文发表数来衡量
，

全球联系用跨国公司

联系度和全球知名度指数合成 ， 制度管理 由 营商环

境指数和经济 自 由 度指数合成
，
人力资本潜力 由大

学指数和 ２０ ？ ２９ 岁青年人 口 占 比合成
，

基础设施 由

城市航运便利度 、宽带用户数和机场航空线数合成 。

具体的合成方法可 以参见倪鹏 飞等 （
２０ １ ８

） 的合成

过程
，
在此不再赘述 。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
，
本文的样本来 自亚洲 ４ １ 国

家共 ５６６ 个城市 ， 数据来源主要为 ２０ １７ 年中 国社会

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数据库 、经济学人 ＥＩＵ

数据库
，
以及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竞争力研究中 心

数据库 。

四 、最优模型选择及稳健性检验

（

一

）
最优模型选择

根据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最新进展 ， 包括 ＯＬＳ 模

型在内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模型共 ８ 种 。 因此
，
选择

正确的空间计量模型成为关键 。 维加和埃尔霍斯特

（
Ｖｅｇａａ

ｎｄＥ ｌｈ ｏｒｓｔ
，

２０ １５
）建议

［

Ｍ
］

，

根据模型估计结

果 中的参数检验来选择最优计量模型 。 从现有文献

看
，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方式主要有两大类共 ３ 种

：

依据是否具有公共边界的二进制邻接矩阵
，

基于引

力模型的反距离平方矩阵 ，
以及按距离范 围考察的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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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断距离矩 阵 。 此三种 空 间权重矩阵 可依次表

〇
，

两个城市无公共边界

１
，
两个城市具有公共边界

’

，

．

， ２ｆ

〇
， ？ ＞ Ｄ

１／ｄ － －


，
ｃｕ ｔ

－

ｏｆｆ ＝

｛
Ｊ

（

１
，ｄ

；
Ｊ

＾ Ｄ

其中
，

ｂｉ
ｎａｒ

ｙ
、 ｉ
ｎｖ ｓｑｕ 和 ｃｕｔ

－

ｏｆｆ 分别表 ＺＫ二进制

邻接矩阵 、反距离平方矩阵 以及截断距离矩阵 。 ＜

表示两个城市之间 的欧氏距离
，
表示预先设定的

截断距离 。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 ， 由 于亚洲城市远不

止 ５６ ６ 个城市
，
因此无法采用二进制邻接矩阵进行

分析 。 鉴于此
，
本文给出 了反距离平方矩阵下 的亚

洲 ５６６ 个城市包括 ０ＬＳ 在 内 的 ８ 种模型估计结果

（详见表 １
） 。 第 （

１
） 列 为 ０ＬＳ 回归结果

，
第 （

２
）

？

（
８

）
列均为空间计量模型的 回归结果 。

由表 １ 可知 ， 包括 ０ＬＳ 在 内 的 ８ 种计量模型

中
，

ＧＮＳ 模型的估计结果 中残差平方和 Ｖ 最小为

０ ．０ ００７
 ， 拟合平方和 Ｋ

２

和 － Ｋ
２

分别为 ０ ． ９７０８

和 ０ ． ９ ６９９
，
均为所有模型 中最大的

，
且对数似然 函

数值 １２２７ ． ６６２
，

也是所有模型 中 最大的 。 同 时
，

Ｄｕｒｂｉｎ
－Ｗａ ｔｓｏｎ 的检验结果为 １ ．８４８３ 接近于 ２

 ，

已经

消除了变量之间 的 自 相关 。 不仅如此
，

ＬＭ － ＳＡＲ 和

Ｒｏｂｕｓ ｔＬＭ － ＳＡＲ
的值分另

Ｉ

Ｊ为
１４ ．４０８和１０ ．８４９

，
均在

１ ％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 了ＧＮＳ 模型应该简化为

ＳＡＲ
，
以及 ＬＭ －ＳＥＭ 和 Ｒｏｂｕｓ ｔＬＭ － ＳＥＭ 的值分别为

１２７ ．０４０ 和 １ １ ３ ．７ １６
，
均在 １ ％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

了ＧＮＳ 模型应简化为 ＳＥＭ
， 表 明 ＧＮＳ 为本文最优

的经验分析模型 。 为此
，
我们将研究的对象城市称

为 目标城市
，
将与 目标城市存在邻居关系的城市称

为邻居城市 。

根据 ＧＮＳ 的估计结果
，
目标城市 自 身经济活

力 、 环境质量、社会包容 、科技创新 、 全球联系 、制度

管理 、人力资本潜力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均有利

于促进其可持续竞争力水平的提升
，
但促进作用差

异较大 。 依据要素对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的促进

作用大小可分为三类
：
第一类

，
城市的基础设施、社

会包容和制度管理 ３ 个要素对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

平提升具有极强的促进作用 。 其中城市基础设施、

社会包容和制度 管理每提升 １ ％
， 会分别提升城市

可持续竞争力 ０ ． ３７３ 、 ０ ． ２２６ 和 ０ ． ２０８ 个百分点
，
且

均在 １ ％ 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著 的 。 因此
，
它们对

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的促进作用极强 。 事实上 ，

张勋等认为
［
２ １

］

，
中 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优越 的

基础设施条件 。 第二类 ， 城市的经济活力 和人力资

６２

本潜力 ， 对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提升具有较大促

进作用 。 城市 经济 活力 和人力 资本潜力 每提升

１ ％
，
会分别促进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提升 ０ ．１ １ １

和 ０ ． ０５７ 个百分点
，

且均在 １ ％ 的显著性水平上是

显著的 。 第三类 ， 城市的技术创新和全球联系 ， 对城

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 。 城

市的科技创新和全球联系每提升 １ ％
，
分别促进对

城市的可持续竞争 力水平提升 ０ ．００３ 和 ０ ．０ １ 个百

分点
，
且均在 １ ％ 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著 的 。 笔者

认为
，
城市的科技创新水平和全球联系对城市可持

续竞争力影响相对较弱的原 因
，
是受限于现有科技

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均较低的影响 ， 从而 限制了科

技创新和全球联系对亚洲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提升的

促进作用 。

邻居城市要素投入的改善会对 目 标城市可持

续水平的提升产生差异化的影 响 。 邻居城市制度

环境 、环境质量和科技创新每提升 １ ％
，
分别促进

目标城市可持续竞争力 水平提升 ０ ．１５ １ 、０ ． ０４ ５ 和

０ ．０ ０２ 个百分点 ，
且均在 １ ％ 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

著的 。 邻居城市经济活力 、社会包容 、 人力资本和

基础设施每提升 １ ％
，
会分别 引起 目标城市可持续

竞争力水平下降 〇 ．１０ １
、
〇 ．１４ ４

、
０ ． ０ ３８ 和 ０ ．３０ ７ 个

百分点 ， 会阻碍本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的提升 。

因而
，
邻居城市基础设施 、制度 环境 、 以 及社会包

容对 目标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的影 响依然是最

大的 。 同 时 ，
虽然邻居城市 全球联系 的增强 有利

于 目标城市 可 持续竞 争 力 水平 的 提升
，
但并不

显著 。

邻居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的提升是 目标城市

可持续竞争力水平提升 最重要 的源泉 。 根据 ＧＮＳ

的估计结果
，
邻居城市可持续竞 争力 水平每提升

１ ％
，
将会促进 目 标城市 可持续竞 争 力水平提升

０ ． ７４９ 个百分点 ，
且在 １ ％ 的显 著性水平上是显 著

的 。 并且就大小而言 ，
其促进作用超过了经济活力 、

环境质量、社会包容 、科技创新 、 全球联系和制度 管

理 ７ 个因素总和
，
为基础设施对城市可持续竞争力

提升促进作用的 ２ 倍 。 因此 ，
邻居城市可持续竞争

力水平的提升成为 目标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提升的重

要 因素 。 城市之间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
城城合作成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周 韬 ，

２０ １ ８
）

［

２２
］

，
政

府通过制度等途径优化资源配置也将有利于
一体化

发展 （ 张学 良等 ，

２０ １７
）

［
２３

］

。

（

二
）
基于距离阈值的 ＧＮＳ 稳健性检验

表 １ 中 ＧＮＳ 的估计结果是基于反距离平方的

示为 ：

ｂｉｎａｒ
ｙ 

＝

ｉｎｖ ｓｑ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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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最优模型选择 Ｗ ＝ ｉｎｖｓ
ｑ
ｕ

模型
（

１
） ⑵ （

３
） （

４
） （

５
） （

６
） （

７
） （

８
）

ＯＬＳ ＳＡＲ ＳＥＭ ＳＬＸ ＳＤＭ ＳＤＥＭ ＳＡＣ ＧＮＳ

常数项
１ ． ７６４

^

１ ． ６４６

辦

１ ． ７６７

^

１ ． ７６９

^

０ ．９６０

＿

１ ． ７７广 １ ． ７ ８广 ０ ．４４９

＿

（
１ １ ． ７４０

） （
４０ ． ０４ ７

） （
１ １ ． ６０５

） （
６ ． ０５７

） （
８ ．３９ １

） （
４ ． ７ １ ８

） （
４ ．３５ １

） （
４ ６０７

）

经济活力
０ ． １０６

＿

０ ． １０３


^

０ ．１ １广 ０ ． １０ ８


^

０ ． １０９


^

０ ．１ ０７
^

０ ． １ １广 ０ ． １ １广

（
２２ ．３７ １

） （
２ １ ． ９３ ６

） （
２４ ． ０ １２

） （
２１ ． ９３８

） （
２３ ．７７４

） （
２３ ． ４６２

） （
２４ ． ０ １ ３

） （
２４ ．２３ ７

）

环境质量
０ ． ０２６

＿

０ ．０２５ 

＿

０ ． ０１ ９

＿

０ ． ０ １ ７

＿

０ ． ０ １ ８

^

０ ． ０１ ９

^

０ ． ０ １ ９

＿

０ ． ０ １６

＿

（
７ ．０７２

） （
７ ．１ １ ７

） （
５ ．６５２

） （
４ ． ５９７

） （
５ ． ０７９

） （
５ ． ４３８

） （
５ ． ６４ ７

） （
４ ８４９

）

社会包容
０ ． ２３２



^

０ ．２２９


＿

０ ．２３２


^

０ ．２３７


^

０ ．２３４


＿

０ ．２３７


＿

０ ． ２３
广 ０ ．２２６



＿

（
２０ ．７３７

） （
２０ ． ７６ ９

） （
１ ９ ．８ ３ １

） （
１ ８ ．３８ ５

） （
１９ ． ４ ６６

） （
２０ ．２９４

） （
１ ９ ．８０３

） （
１ ８ ．２３ １

）

科技创新
０ ． ００２

＿

（
５ ．３７５

）

０ ．００２

＿

（
５ ． ４４ ５

）

０ ．００３

＿

（
６ ．８９２

）

０ ．００３ 

＿

（
６ ． ５９９

）

０ ．００３ 

＿

（
７ ．１２９

）

０ ．００３

＿

（
６ ．６９３

）

０ ． ００ ３

＿

（
６ ． ８９５

）

０ ．００３ 

＿

（
７ ． ７０ １

）

全球联系
０ ． ０ １ ３

＿

（
１ ０ ．５７ １

）

０ ． ０ １ ３

＿

（
１０ ． ９６ ２

）

０ ． ０１ ０

＿

（
９ ． ７ １４

）

０ ． ０ １２

＿

（
１ ０ ．４５０

）

０ ． ０ １广

（
１０ ．３５５

）

０ ． ０１ ２

^

（
１０ ．７０６

）

０ ． ０ １ ０

＿

（
９ ． ５７８

）

０ ． ０ １０

＿

（
９ ． ７７ １

）

制度管理
０ ． ２０９

＿

０ ．２０ １

^

０ ．２０９

＿

０ ．２０７ 

＿

０ ．２０５ 

＿

０ ．２０３

＿

０ ． ２０ ９

＿

０ ．２０８ 

^

（
２１ ．１ ４６

） （
２０ ． ２ １ ７

） （
１ ９ ．８４５

） （
１ ７ ．２６７

） （
１ ８ ．２５９

） （
１ ８ ． １ ７０

） （
１ ９ ．７３９

） （
１９ ．５７ １

）

人力 资本潜力
０ ． ０５９

^

０ ．０６ １

^

０ ．０５９

^

０ ．０５ ８

^

０ ．

０５９

＿

０ ．０５９ 

^

０ ． ０５ ９

^

０ ．０５７ 

^

（
１ ７ ．１ ６５

） （
１ ７ ． ８ １ ７

） （
１
６ ． ７ １

５
） （

１
５ ． １ ８９

） （
１
６ ．

４ ７２
） （

１
６ ．９６ ８

） （
１
６ ．

４８ ８
） （

１
５ ． ７９ ９

）

基础设施
０ ． ３６９



^

０ ．３４６


＿

０ ．３６７


^

０ ．３６９


^

０ ． ３７
广 ０ ．３６６



^

０ ． ３６ ８


^

０ ．３７３


^

（
２３ ．１ ４７

） （
２０ ． ６２ ６

） （
２ １ ． ５５９

） （
１ ８ ．９８ ７

） （
２０ ．４ ２０

） （
２０ ．６０ １

） （
２１ ． １ ８４

） （
２ １ ． ０ １ ９

）

Ｗ ｘ 经济活力
－

０ ． ０ ５ １

＿

（

－

４ ． ４５９
）

－

０ ． ０ ８５

＿

（

－

７ ．１ ２２
）

－

０ ． ０３５

＿

（

－

２ ． ７ ８５
）

－

０ ． １０ １

＿

（

－

１ １
． ２ ０２

）

Ｗ ｘ 环境质量
０ ． １ １ ３

＿

（
８ ．２４６

）

０ ．０６２


＿

（
４ ．５２４

）

０ ．０７４


^

（
４ ．３８ ３

）

０ ．０４５


＿

（
３ ． ８ ８ １

）

Ｗ
ｘ 社会包容

０ ．０２０

（
０ ．８４８

）

－

０ ． ０９２

＿

（

－

３ ． ４ ６９
）

－

０ ． ００３

（

－ ０ ． １ １９
）

－

０ ． １４４

＿

（

－ ５
．８４ ５

）

Ｗｘ 科技创新
０ ．００ １

（
１ ． ３５８

）

ｏ ．ｏ ｏｒ

（
１ ． ７５４

）

０ ．００ １

（
０ ．０７３

）

０ ．００２


＿

（
３ ． １ ３ ８

）

Ｗｘ 全球联系
０ ． ０ １ ５

＿

（
４ ．８９８

）

０ ．００６

^

（
２ ．００４

）

０ ． ０１ ２

^

（
３ ．５４２

）

０ ． ００ １

（
０ ． ４６６

）

Ｗ ｘ 制度管理
０ ． ００４

（
０ ．１ ７２

）

０ ．

０８４

＿

（
３ ． ３ １２

）

０ ． ０ １９

（
０ ．７３８

）

０ ． １ ５ 广

（
７ ． １ ３３

）

Ｗ ｘ 人力 资本潜力
０ ．０１４

＂

（
１ ． ７７７

）

－ ０ ． ０２４

＿

（

－

２ ． ９１ ４
）

－

０ ． ００２

（

－

０ ． ２ ８５
）

－ ０ ． ０３８

＿

（

－

５ ． ４ ０７
）

Ｗｘ 基础设施
－ ０ ．０２９

（

－ ０ ． ７９９
）

－

０ ． １９６
＿

（

－ ４ ． ７９４
）

－ ０ ． ０２６

（

－ ０ ． ６３ １
）

－

０ ． ３０７

＿

（

－ ８ ． ９４ ５
）

Ｐ
０ ．０７２

^

０ ． ４５８ 

＿

０ ． ００８ 〇 ．７４９

－

（
３ ．６４ ６

） （
７ ．２ ８５

）
（
０ ．３５７

）
（

１ ３ ．８４ ９
）

Ａ ０ ． ６１ ８

＿

０ ．４４ ０ 

^

０ ． ６２ ７

＿

０ ．５３６

^

（
１ １

． ４２７
） （

６ ．６
１
６

） （
１ １

． ３５８
） （

５ ． ３５７
）

Ｄ ｕｒｂ ｉｎ －Ｗａ ｔｓｏｎ １ ．８４ ８ ３ １ ． ９４ ９８

ａ
１

０ ．００ １０ ０ ． ００ １ ０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９ ０ ．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０ ７

Ｒ
２

０ ．９５５８ ０ ． ９５６ ８ ０ ．９６４９ ０ ．９６２７ ０ ． ９６６ ５ ０ ．９６５ ５ ０ ．９ ６５０ ０ ．９７０ ８

ａｄ
ｊ

－

Ｒ
２

０ ．９５５ １ ０ ． ９５６ ２ ０ ．９６４４ ０ ．９６１ ７ ０ ． ９６５ ６ ０ ．９６４４ ０ ．９ ６４ ５ ０ ．９６９ ９

Ｌｏ
ｇ
－

ｌｉ ｋｅ ｌｉｈｏ ｏｄ ８６３ ．６５６ １ １ ５３ ． ４ ９１ １１９５ ．６９８ ９ １ ２ ．２３２ １２ １ ７ ． ４ ２２ １ ２０８ ． ９９９ １１ ５９ ．７６ １ １２２７ ．６ ６２

ＬＭ －

Ｓ ＡＲ
１４ ．４ ０８

［

０ ． ０００
］

ＲｏｂｕｓｔＬＭ－

ＳＡＲ
１ ０ ．８４９

［
０ ． ０００

］

ＬＭ－

ＳＥＭ
１ ２７ ．０４０

［
０ ． ０００

］

Ｒ ｏｂ ｕｓｔＬＭ－

ＳＥＭ
１ １ ３ ． ７ １

６

［
０ ． ０００

］

注 ：

＿

和
￥

分别表示在 １ ％
、
５％ 和 １ ０％ 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著的

，
（ ） 内给 出 了参数估计的 Ｔ 统计量

，
［ ］ 内给 出 了参数估计

的 Ｐ 值
，
下 同

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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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矩阵为基础 的 。 为了检验模型和城市可持续竞

争力影响 因素的稳健性 ，
罗德里格斯 ？ 佩斯和克雷

斯森 （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

ｚ － Ｐｏ ｓｅａｎｄＣｒｅ ｓｃｅｎｚ ｉ
 ，

２〇０８
）

［
２４

］

提出 了

３ 小时的旅行时 间 （ 大约 ２００ｋｍ
） 为空间 溢 出的最

佳距离为基础 ，
参考邵朝对和苏丹妮 （

２ ０ １７
 ）

［

２５
］

、龚

维进 和 徐 春华 （
２０ １７

）

［
２６

］

、 龚维 进和 倪 鹏 飞 等

（
２０ １９

）

［ ９ ］

采用 逐 步 回归 法
，
逐 步 增加 １ ５０ｋｍ 对

ＧＮＳ 的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
具体结果见表 ２

。

表 ２ 中第 （
９

）

？

（
１５ ） 列分别为截断距离为 ２００ｋｍ

开始
，
逐渐增加至 １１００ｋｍ 时 ＧＮＳ 的估计结果 。

由表 ２ 可知
，
随着截断距离的不断增加

，

ＧＮＳ 估

计结果的 Ｏ
＂

２

由 ０ ．０ ００７ 增加至 ０ ．０００９和 －

Ｋ
２

分别介于０ ． ９６２６？ ０ ．９６ ９ １和０ ．９６ １６？ ０ ． ９６ ８２

之间
，
均呈 现出 先上 升后下 降的趋势 。 同 时

，

ＧＮＳ

的
Ｌｏｇ

－Ｌ ｉｋｅ ｌｉｈｏｏｄ介于１１ ９３ ．４ ８９？ １１ ３７ ．４６７之间 ，

即不 同截断距离空间权重矩阵情形下估计的结果是

稳健的和可信的 。

根据 ＧＮＳ 的估计结果
，
城市经济活力 、 环境质

量、社会包容 、科技创新 、全球联系 、制度管理、人力

资本潜力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均会提升城市的可

持续竞争力水平
，
且基础设施 、社会包容和制度环境

对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极强
，
城

市的经济活力 、 环境质量和人力资本潜力对城市可

持续竞争力水平提升 的促进作用较强
，
科技创新和

全球联系的改善对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提升的促

进作用相对较弱 。 因此
， 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的

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与反距离平方矩阵给出的结果

是一？致的 。

邻居城市要素条件的改善对 目标城市可持续竞

争力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 同样表现出差异性特征 。

首先
，
在 ８００ｋｍ 范 围内

，
除了环境质量未表现 出空

间外溢效应外
，
其他 ７ 个要素均表现出正 向或负 向

的空间外溢效应 。 在 １ １００ｋｍ 范围 内仅有经济活

力 、 全球联系 、制度环境和人力资本表现出空间外溢

效应 。 本文的研究结论与余永泽等 （
２０ １６

）

［
２７

］

对全

球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生产效率的空间衰减距离是

类似的 ，
但是大于邵朝对和苏丹妮 （

２０ １ ７
）

［

２５
］

对全球

价值链生产效率的空 间溢 出 边界 ２００ｋｍ 的结论 。

其次
，

根据空间外溢效应类型可 以将邻居城市要素

条件改善对 目标城市可持续竞争力影响的不 同分为

３ 类 。

一

方面 ， 技术创新和全球联系在所有距离 阈

值范 围内均会对 目标城市可持续竞争力产生正向 的

促进作用 。 邻居城市技术创新和全球联系每提升

１ ％
，会分别促进 目标城市 可持续竞争力水平提升

６４

０ ． ００ １
？ ０ ． ００７ 和 ０ ． ０ １ １￣０ ． ０６ ８ 个百分点 。 另

一

方

面
， 随着距离阈值的增加 ，

邻居城市环境质量 、社会

包容 、制度环境 、 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对

目标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提升的影响逐渐 由促进转为

阻碍作用 。 邻居城市人力资本潜力 、 基础设施和政

府管理
，
以及社会包容和环境质量的改善分别在

３５０ｋｍ 、５００ｋｍ 和 ８００ｋｍ 由促进转为阻碍作用
，
且

至少在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著的 。 此外 ， 是邻

居城市的经济活力
，
在所有距离 阈值范 围 内均会阻

碍 目标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的提升 。 邻居城市经

济活力每提升 １ ％
，
会减缓 目标城市可持续竞争力

水平提升 ０ ． ０ ０４ ？ ０ ．１６ １ 个百分点 。 最后
，
在 ８００ｋｍ

范围内邻居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的提升依然是 目

标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提升 的重要源泉 。
２００ ？

８００ｋｍ 范围 内 ，
邻居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提升对

目标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的促进作用的弹性值先

由 ０ ． ６ １９ 上升至 ３５０ｋｍ 的 ０ ．６ ９４
，
然后逐渐下降至

８００ｋｍ 时的 ０ ． ３０３
， 超过 ８００ｋｍ 时不再显著 。 因

此
，
我们认为无论是邻居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对

目标城市的影响
，

还是邻居城市要素条件的改善对

目标城市可持续竞争力 的影 响主要集 中 在 ８００ｋｍ

范围内 。 事实上
，
凯勒 （

Ｋｅｌ ｌｅｒ
，

２ ００２
）

？
认为

，
空间

外溢并非是无条件的和全球化的
，

而是具有本地化

特征的 。

五 、空 间外溢效应及作用机制分析

为 了提高空间 回归模型设定的估计结果的区分

度 ， 埃尔霍斯特 （
Ｅ ｌｈｏｒａ ｔ

，

２ ０ １４
）建议报告直接效应和

间接效应的概述性指标
［

１ ５
］

。 对于 （
１

）式而言 ，
其直

接效应为矩阵 （
／
－ ＳＷＫ

１

 （私 ＋的对角线元素

之和
， 间接效应为矩阵 （

／
－

１

（氣 ＋卿Ｊ非对角

线元素之和 。

（

一

）
要素的直接效应 、 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分析

在考虑了城市之间 的反馈效应之后 ， 表 ３ 给出

了反距离平方矩阵以及不 同距离阈值空间权重矩阵

情形下的要素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估计结

果 。 其 中 ，第 （
１ ６

）
列为反距离平方空间权重矩阵的

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估计结果 ，
第 （

１７
）

？

（
２ ３

） 列为截断距离分别为 ２ ００ ？

１１０ ０ｋｍ 时空 间

权重矩阵 的直接效应 、 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估计

结果 。

矩阵要素投入的直接效应而言
，
无论是反距离

平方权重估计的 ＧＮＳ 结果
，

还是不同距离阈值空间

权重矩阵的估计结果 ，
经济活力等 ８ 种要素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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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基于不 同距离阈值空间权重矩阵 ＧＮＳ 的稳健性检验 （ 单位 ：ｋｍ
）

模型

（ ９ ） （ １ ０
） （ １ １

） （ １ ２
） （ １ ３

） （ １４
） （ １５

）

Ｚ＞ ＝ ２００ Ｚ＞ ＝ ３５ ０ Ｚ＞ ＝ ５ ００ Ｚ＞ ＝ ６５ ０ Ｚ＞ ＝ ８００ Ｚ＞ ＝ ９５ ０ Ｚ＞＝ １ １ ００

常数项
１ ． ７６９

＊ ＊ ＊

１ ． ８０７

＊ ＊ ＊

１ ． ８４３

＊ ＊ ＊

１ ． ８ １ ３

＊ ＊ ＊

１ ． ８００

＊ ＊ ＊

１ ． １ ５９ ０ ． ７６ １

（ １ １ ．１ ３６
）

（ ８ ． ８０９
）

（ ８ ． ３５７
）

（ ５ ． ７２ ３
）

（ ５４ ． ９ １ ３
）

（ １ ． ３３ １
） （ １ ． ００ １

）

经济活力
０ ．１ ０９

＊ ＊ ＊

０ ． １０７

＊ ＊ ＊

０． １ ０５

＊ ＊ ＊

０ ． １０５

＿

０． １ ０６

＿

０ ．１ ０ ８

＿

０ ． １ ０６

＊ ＊ ＊

（
２ ３ ． ６６５

） （
２２ ． ６ ８５

） （
２ ３ ． ３７７

） （
２３ ．５６ ９

） （
２ ３ ． ５ ９６

） （
２３ ． ０６ ８

） （
２２ ． ７ １ ０

）

环境质量
０ ． ０ １９

＊ ＊ ＊

０ ． ０２ ３ 

＿

０． ０２８ 

＿

０ ．０６ ３ 

＿

０． ０４７

^

０ ．０３４

＿

０ ． ０ ３７

＊ ＊ ＊

（
５ ． ５ ９３

） （
６ ． ３ １ ６

） （
７． ４９２

） （
１０ ． ４２ ９

） （
１ ０． ０ １ ６

） （
８ ． ３８９

） （
８ ． ６４０

）

社会包容
０ ． ２ １７

＊ ＊ ＊

０ ． ２ １ ７

＊ ＊ ＊

０． ２ １４

＊ ＊ ＊

０ ． ２ １ ７

＊ ＊ ＊

０． ２ ２７

＿

０ ．２２６

＿

０ ． ２ ２５

＊ ＊ ＊

（
１ ８ ． ８８０

） （
１ ８ ． ８ １ ９

） （
１ ９． ７ ８６

） （
２０ ． ２９ １

） （
２ ０． ９ ９ １

） （
２０ ． ７６ ６

） （
２０ ．５５ ３

）

科技创新
０ ．００ ３

＿

０ ． ００ ３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 ３ 

＿

０． ００ ３

＿

０ ．００ ３

＿

０ ． ００３ 

＿

（
６． ７ ４ １

） （
７ ． ０９ ７

） （
７． ６ ０９

） （
７ ． ７６９

） （
８ ． １ ０９

） （
７． ８８ １

） （
７ ．７５ ５

）

全球联系
０ ． ０ １２

＊ ＊ ＊

０ ． ０ １ １

＊ ＊ ＊

０． ０ １２
＊ ＊ ＊

０ ． ０ １ ２
＊ ＊ ＊

０． ０ １ ２
＊ ＊ ＊

０ ．０ １２

＊ ＊ ＊

０ ． ０ １ ２
＊ ＊ ＊

（
１ ０ ． ２９ ３

） （ ９
． ６６ ２

） （
１ ０． ５ ６３

） （
１ ０ ．５８９ １

） （
１ ０． ８９ １

） （
１ ０ ．１ ４４

） （
１０ ． ２７ ８

）

制度管理
０ ．２０６



＊ ＊ ＊

０ ． ２０６


＊ ＊ ＊

０． ２０４


＊ ＊ ＊

０ ．２００


＿

０． １ ９ ８

＿

０ ．２０ １

＊ ＊ ＊

０ ． １ ９８ 

＿

（
１ ８ ． ７４７

） （
１ ８ ． ６２ ２

） （
１ ９． ６ ３４

） （
２ １ ． ２２２ ６

） （
２ ０． ９ ０９

） （
２ １ ． ４４９

） （
２ １ ． ０ １ ６

）

人力 资本潜力
０ ．０５７



＿

０ ． ０６ ０


＿

０． ０６３ 

＿

０ ．０６ ４


＊ ＊ ＊

０． ０６２


＿

０ ．０６ １

＿

０ ． ０６１

＿

（ １ ６ ． ３７ ８
） （ １７ ． ３９ ５ ） （ １ ８ ． ３６ １

） （ １８ ． ８４ ８
） （ １ ８ ． ００３

） （ １ ６ ． ９３ １
） （ １６ ． ７２ ７

）

基础设施
０

．

３７５

＊ ＊ ＊

０
．

３９４ 

＊ ＊ ＊

０
．

３８３ 

＊ ＊ ＊

０
．

３５ ４


＿

０
．

３６０


＿

０
．

３６７

^

０
．

３ ６９

＊ ＊ ＊

（ ２ ２ ． ６７６
） （ ２２ ．６５ ５

） （ ２ ３ ． ５ ４８
） （ ２２ ．０６ ６

） （ ２ １ ． ９ ９６ ） （ ２ １ ． ８７ ７
） （ ２２ ． ０ ３９ ）

Ｗｘ 经济活力
－ ０ ．０ １ ７

＊

－ ０． ０２６

＊

－ ０ ．０２ ７

＊ ＂

－ ０ ．０２ ９

＂

－ ０ ． ００４

＊ ＊

－ ０． １ ２０

＿

－ ０ ．１ ６ １

^

（

－ １ ． ６７ ４
） （

－ １ ． ９ ８５
） （

－ ３ ． ６３４
） （

－ ２． １ ２４
） （

－ ２ ．１ ３９
） （

－ ２ ． ６７ ９
） （

－ ３ ． ５ ３ １
）

Ｗｘ 环境质量
０ ．００５

＊ ＊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４６

＊ ＊ ＊

０ ．０２ ９

＿

０ ．０２５
－

０ ．Ｏ ｉ ｌ
－

０． ０ ３９

（
２

．

３５８
） （

２
．

３０ ３
） （

２
．

７ ５５
） （

３
．

４９４
）

（ １ ． ２４５
）

（
－ ０ ． ４６ ５

）
（
－ １ ． ３８０

）

Ｗｘ 社会包容
０ ． ０ １ ４



＊

０． ０６９

＃

０ ．０２ ６


＂

０． １４ ８ 

＂

０ ． １０ ８

＊

－

０ ． １２ ６
－

０． ２ ０ １

（
１ ． ６ ５９

） （
２ ． ２３ ９

） （
２． ５４６

） （
２ ． ５３ ８

） （
１ ． ７ ２８

）
（
－ ０ ． ９０９

）
（
－ １ ． ３９９

）

Ｗ ｘ 科技创新
０ ．００ １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５

＊ ＊

０．００７


＊ ＊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２

（
２． ３６０

） （
２ ． ３２ ８

） （
２． ２ ６６

） （
２ ．４５９

） （
１ ． ９ ６７

） （
１ ． ９ ４ ３

） （
１ ． ０ １ ３

）

Ｗｘ 全球联系
０ ． ００４



＊

０． ０ １ １

＊ ＊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３ ５

＊ ＊ ＊

０． ０４４


＊ ＊ ＊

０ ．０５ １

＂

０ ． ０６８ 

＿

（ １ ． ６ ５０
） （ ２ ． １８ ６

） （ ３ ． １ ３ １
） （ ３ ． ５３６

） （ ４ ． ０６３
） （ ２． ４６ １

） （ ３ ． ６５ ２
）

Ｗ ｘ 制度管理
０ ．０２ ６

＂

０． ０２８ 

＂

０ ．０７ １

＊

－

０． １ ７８

＿

－

０ ． ２７ ９

＿

－

０． １ ４４

＊ ＊

－

０ ． ２０４

＊ ＊

（ ２． ０９６
）

（ １ ． ９６ １
）

（ １ ． ７ ８９
）

（

－

４ ． ３ ３８
）

（

－

４ ． ６７７
）

（

－

２ ． ４６ ８
）

（

－

２． １ ８ １
）

Ｗｘ 人力资本潜力
０ ． ０ １ ４

＊

０ ． ０ １０

＊

－ ０ ． ０ １５ －

０． ０６３

＿

－

０ ． ０６ ９

＊ ＊ ＊

－

０． １ ０８

＿

－

０ ．１ ３５

＿

（ １ ． ８４２
） （ １ ． ８４６

） （

－ １
．

０８５
） （

－

３ ． １ ７９ ） （

－

３ ．１ ５７
） （

－

３ ．８７ ２
） （

－

４． １ ８９ ）

Ｗｘ 基础设施
０

．

０４９

＂

０
．

１４ ３ 

＿

０
．

０５８ 

＊

－ ０． ０２５ － ０
．

１ ５９

＊

０． ００７ － ０． Ｏ ｉ ｌ

（ ２． ３７９
）

（ ２ ． ９４ ８
）

（ １ ． ８ １ ４
）

（

－ ０
．

２ ７６
） （

－ １ ． ７６８
）

（
０

．

０ ３４
） （

－ ０
．

０５６
）

Ｐ

０ ． ６ １ ９

＊ ＊

０ ． ６９４ 

＊ ＊ ＊

０ ． ５ ８９

＂

０．４２４

＊ ＊

０ ．３０ ３

＊ ＊

０． ３０４ ０ ．５２ ５

（ ２． １ ７３
）

（ ３ ． ５ １ ２
）

（ ２． ２ ８２
）

（ ２ ． ４９４
）

（ ２ ． ０ ８ １
）

（
０． ６ ０６

） （
１ ． ２０ １

）

Ａ

０ ．５９４

＿

０ ． ７７ ６

＊ ＊ ＊

０． ７８ １

＊ ＊ ＊

０ ．８９ ９

＊ ＊ ＊

０． ８７９

＿

０． ４００ ０ ． １００

（ １ ３ ．１ ５ １
）

（ ２０ ． ３７ ７
）

（ １ ４． ９ ８２
）

（ ２６ ．５９ ２
）

（ １ ９． ２ ５ １
）

（ ０． ８２７
） （ ０ ． １ ３４

）

＜ｊ
２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 ８ ０． ０００
９

Ｒ
２

０ ．９ ６８ ０ ０ ．９６ ８８ ０ ．９６ ９１ ０． ９ ６９
０ ０ ．９６ ６２ ０ ．９ ６３ ２ ０． ９６２６

ａｄ
ｊ

－

Ｒ
２

０ ．９ ６７１ ０ ．９６７９ ０ ．９６ ８ ２ ０． ９ ６８１ ０ ．９６ ５２ ０ ．９ ６２１ ０． ９６ １６

Ｌｏ
ｇ

－

ｌ
ｉ ｋｅ ｌ

ｉｈｏｏｄ １１ ２ ０． ２ ８２ １２２ ４． ８５４ １２ ３７ ．４６ ７ １２３ ５ ． ７ ６４ １２ １５ ．０７ ２ １１９ ７． ７ ３ １ １ １ ９３ ． ４ ８９

６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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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ＧＮＳ 的直接效应 、 间接效应与 总效应估计结果（ 单位 ：ｋｍ
）

空 间权重

矩阵
效应

（
１
６

）

Ｉｎｖ ｓ
ｑ
ｕ

（
１ ７

）

Ｄ ＝
２００

（
１ ８

）

Ｄ ＝
３５０

（
１９

）

Ｄ 
＝

５００

（
２０

）

Ｄ ＝ ６５０

（
２ １

）

Ｄ
＝

ｍｏ

（
２２

）

Ｄ 
＝

９５０

（
２３

）

Ｄ
＝

＼ ＼ ００

０ ． １ １９

＿

０ ． １ １０

＿

０ ．１ ０７

^

０ ． １０７

＿

０ ．１ ０５

^

０ ． １０６

＿

０ ．１ ０７

＿

０ ． １０５

＿

经济活力

环境质量

社会包容

科技创新
直接

全雜系
’尬

制度管理

人力资本潜力

基础设施

经济活力

环境质量

社会包容

科技创新
间接

全球联系魏

制度管理

人力资本潜力

基础设施

经济活力

环境质量

社会包容

科技创新总效应

全球联系

制度管理

人力资本潜力

基础设施

（
２ ５ ． ４ １ ５

） （
２３ ．５ ８４

）

０ ． ０２５ 

＿

０ ． ０ １９

^

（
７ ．２８６

） （
５ ． ７４５

）

０ ． ２３０

＿

０ ． ２ １ ７

^

（
２ ０ ．１ ４５

） （
１ ８ ．８７４

）

０ ． ００３ 

＿

０ ．００３

＿

（
７ ．８ ７８

） （
６ ． ９６ ８

）

０ ． ０ １２

＿

０ ． ０ １２

^

（
１ ０ ． ４ １９

） （
１０ ．４６ ０

）

０ ． ２０９

＿

０ ．

２０６

＿

（
２ １ ． ２５６

） （
１９ ．２ ８４

）

０ ． ０５７ 

＿

０ ．

０５７

＿

（
１
６

．０７３
） （

１
６

．２０ ９
）

０ ． ３６９

＿

０ ． ３７４

＿

（
２ ２ ． ４ １ ３

） （
２２ ．６９ ８

）

－

０ ．１ ０２

＿

－

０ ． ０ １ ７

＂

（

－ ３ ． １ １ ７
） （

－ １ ． ７０４
）

０ ． ２２２

＿

０ ．００５ 

^

（
４ ．６２ １

） （
２ ． ３３９

）

０ ．１ ０２

^

０ ．００ ８

￥

（
２ ．

５７５
） （

１ ．

６４９
）

０ ．０ ０１

＃

０ ．００ １

＃

（
２ ．２６９

） （
２ ． ４ １ ３

）

０ ． ０３５ 

＿

０ ．００４

^

（
３ ．０９６

） （
２ ．

４５ １
）

０ ．０ ２２

＃

０ ． ０ １９

＂

（
２ ．４０２

） （
２ ． ２９９

）

０ ． ０１ ７

＂

０ ． ０ １２

＂

（
１ ． ９０３

） （
１ ． ６３ １

）

０ ．１ ０４

＃

０ ．０３８ 

＃

（
２ ． １６９

） （
２ ． ３ ８３

）

０ ． ００ ８


＿

０ ．０９３


＿

（
３ ．０３９

） （
８ ． ００７

）

０ ． ２４７ 

＿

０ ．０２４

￥

（
５ ．０３ １

） （
１ ． ６５９

）

０ ． ３３２

＿

０ ．２２５

＿

（
５ ．２６８

） （
９ ． ０ １ ８

）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４

＃

（
１ ．８６３

） （
２ ． ０５４

）

０ ． ０４７


＿

０ ． ０ １６
^

（
４ ． ０ １ ３

） （
４ ． ５９ ８

）

０ ． ２３
广 ０ ．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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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竞争力水平提升 的促进作用均大于表 １ 第

（
８

）
列和表 ２ 第

（
９

）
￣

（
１５

）
列 的估计结果 。 原因是 ，

目标城市经济活力等要素条件的改善还通过反馈效

应
，
从而强化其对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提升 的促

进作用 。 同时 ， 城市的基础设施、社会包容和制度管

理每提升 １ ％
，
会促进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分别提

升
０ ．３５３

？

０ ．３９３ 、０ ．２２３
？

０ ． ２２７和 ０ ．１９６
？

０ ． ２０９个

百分点
，
对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

极强 。 城市的经济活力 、 人力资本潜力和 环境质量

每提升 １ ％
 ，
会促进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分别提

升
０ ． １０５

？ ０ ．１ １ ９
、
０ ．０５７

？ ０ ． ０６４和０ ．０ １９？ ０ ．０６ ３

个百分点 ， 对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提升 的促进作

用较强 。 城市技术创新和全球联系每提升 １ ％
 ，
会

促进城市 可 持续竞 争力 水平分别提升 ０ ． ００ ３ 和

０ ．０ １ ２ ？ ０ ．０ １ ３ 个百分点 ， 对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

提升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 。

城市的要素投入还通过间接效应影响城市可持

续竞争力水平的提升 。 在 ９５０ｋｍ 范 围内
，
科技创新

和全球联系将会通过间接效应促进城市可持续竞争

力水平的提升 。 城市的科技创新和全球联系水平每

提升 １ ％
，
会促进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分别提升

０ ．０ ０ １
￣

０ ． ００８ 和 ０ ． ００４￣０ ． ０８ ８ 个百分点
，
具有随

着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增大的趋势 。 在
一

定空间 范围

内
，
城市社会包容 、 环境质量、制度环境 、人力资本潜

力和基础设施会通过间接效应提升城市的可持续竞

争力水平 。 在 ８００ｋｍ 范围 内 ，城市的社会包容和环

境质量每提升 １ ％
，
会通过间接效应促进城市可持

续竞争力水平分别提升 ０ ． ００４
￣

０ ．１５６ 和 ０ ． ００５
？

０ ．２ ２２ 个百分点
，
其促进作用不可忽视 。 在 ３５０ｋｍ

范围 内 ，城市基础设施、制度管理和人力资本潜力每

提升 １ ％
，
会促进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分别提升

０ ．０ ３８
？

０ ．１ ０４ 、０ ．０ １９
？

０ ．０４７和０ ． ００４
？

０ ．０ １７个百

分点 。 超过以上距离范 围 ，
这些要素会对城市可持

续竞争力水平提升产生阻碍作用 ， 制度环境和人力

资本潜力在 ６５０
？

８００ｋｍ 范围 内产生的阻碍作用相

对较大
，

且均在 １ ％ 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 著的 。 与

之不 同的是 ，
经济活力在所有距离 阈值范 围 内均会

通过间接效应阻碍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的提升
，

且弹性值介于 ０ ． ０ １ １
？

０ ． ０３５ 个百分点之间
，
但超过

８００ｋｍ 范围 时不再显著 。

就总效应而言 ， 除人力资本潜力和制度管理仅

在 ６５０ｋｍ 范 围内
，
对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产生正

向的促进作用外
，
城市的经济活力 、 环境质量、社会

包容 、技术创新 、 全球联系和基础设施在 ８００ｋｍ 范

围 内均会显著地提升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水平 。 在

８００ｋｍ 范围 内 ， 城市基础设施、社会包容和制度 管

理对城市可持续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极强
，
经济活

力 、环境质量和人力资本潜力对城市可持续竞争力

水平提升促进作用较强 ，
而科技创新和全球联系对

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提升 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 。

与其他要素受距离 阈值影 响不 同 的是
，
科技创新和

全球联系在所有范围均会对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

提升起着正 向 的促进作用
，
这与克拉默 （

Ｋｒａｍｍｅ ｒ
，

２０ １７
） 的结论是

一致的
［

１ ７
］

。 因此
，
科技创新和全球

联系对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提升的重要促进作用

不可忽视 。

（
二

）
空 间溢 出效应与城市可持续竞争 力 提升

机制

表 ３ 从要素的视角证实了不仅城市 自 身要素投

入的改善有利于可持续竞争力水平的提升 ，
邻居城

市要素投入的改善还通过空间外溢效应影响其可持

续竞争力水平的提升 。 覃成林 （
２０ １ ６

）

［
２９ ］

、龚维进和

徐春华 （
２０ １７

）

［

２６
］

从城市的视角 ， 探讨城市获得的空

间外溢效应对其可持续竞争力水平提升 的促进作

用 。 因此
，
我们首先计算 出城市 获得的空 间外溢效

应 （
ｓｐｉ

ｌ ｌｏｖｅｒ
） ，

再将其作 为
一

个解释变量代入 ＯＬＳ

模型进行估计 ， 并与表 １ 中 的 ０ＬＳ 回归结果 即第

（
１

） 列的结果作对 比 。 将城市获得空间外溢效应作

为
一

个新的解释变量
，
与经济活力等其他 ８ 个解释

变量
一

起对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进行 ０ＬＳ 回归

结果见表 ４ 。 表 ４ 中第 （
２４

） 列为距离平方矩阵时的

检验结果
，
第 （

２ ５
）

？

（
３ １

）
列分别截断距离为 ２００

？

１１ ００ｋｍ 时空间权重矩阵的检验结果 。 本文通过将

城市获得空间外溢效应纳入可持续竞争力 的回归模

型
，
根据反距离平方矩阵等 ８ 个不 同 的空 间权重矩

阵情形 下 的估计结果
，

Ｋ
２

和 － Ｋ
２

分别介 于

０ ． ９５５９
？ ０ ． ９６２０和０ ． ９５５２

？ ０ ． ９６ １４之间 ， 均大于

表
１中第 （

１
） 给 出 的

０ ．９５ ５８和０ ．９５５１
， 
Ｌｏｇ

－

ｌ ｉｋｅｌ ｉ
？

ｈｏｏｄ介于 １１４７ ． ７ ５６
？

 １１ ８９ ． ５５４之间
，

也
大于表１

中第 （
１

）
列给 出的 ８６３ ． ６５ ６ 。 同时

，
相对于表 １ 中第

（
１

）
列Ｄｕｒｂｉｎ

－Ｗ ａｔｓｏｎ的检验值１ ． ８４８３和ｃ
ｒ

２

的检

验值 ０ ． ００ １０
 ，
表 ４ 中 Ｄｕｒｂｉｎ

－Ｗａ ｔｓｏｎ 的检验值介于

１ ． ８５９９
？

１ ． ９７６７ 之间更 力 ［
］接近于 ２

，

〇
＂

２

的检验值

介于０ ． ００ １０ 和０ ．０ ００９ 之间 略小于第 （
１

）
列的估计

结果 。 因此
， 若将城市获得的空间 外溢效应 ｓｐ

ｉ ｌｌｏ
？

ｖｅｒ 作为一个解释变量纳入城市 可持续竞争力水平

的 ０ＬＳ 进行 回归的结果
，
均优于第 （

１
）
列 的估计结

果
，
即城市获得的空 间外溢效应确实对其可持续竞

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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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水平的提升产生显著的影响 。

根据表 ４ 的估计结果 ，
无论是反距离平方矩阵

下城市获得的空 间 外溢效应
，
还是不 同距离 阈值

下城市获得的空 间 外溢效应
，
在所有距离 阈值范

围内均能促进城市可持续竞争力 水平的提升 ，
且

均在 １ ％ 的显 著性水平上是显 著的 。 就其大小而

言
，

反距离平方矩阵给 出城市 可持续竞争 力水平

弹性的最大值 ０ ． ０６７
，
并且在 ６５ ０ｋｍ 范 围 内城市

获得空 间外溢效应每提升 １ ％
 ，
会促进城市可持续

竞争力水平提升 ０ ． ０ １ ３
？ ０ ． ０ １ ４ 个百分点

，
在距离

阈值为 ２０ ０ｋｍ 时达到最大值 ０ ． ０ ５７ 个百分点
，
超

过了科技创新对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的促进作

用 。 距离 阈值超过 ６ ５０ｋｍ 时由 ０ ． ０ １ ３ 快速下降为

８００ｋｍ 时的 ０ ． ００２ 个百分点
，
逐渐下降为 １１００ｋｍ 时

的 ０ ． ００ １ 个百分点
，
仍在 １ ％ 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

著的 。 由此可知 ， 城市获得空间外溢效应的确是促

进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的一个重要源泉
，
这与覃

成林等 （
２０ １６

）

［
２９ ］

、 荣格和洛佩兹 － 巴 佐 （ Ｊｕｎｇａ
ｎｄ

Ｌ６ｐ ｅ
ｚ －Ｂａｚ〇

，

２０ １７
）

［

３ °
］

的结论是类似的 。 同 时
，
城市

经济活力和环境质量等要素在所有距离阈值内均会

对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提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

这与表 ２ 的结论是
一

致的 。

表 ４ 城市获得的空间外溢效应作用机制检验结果Ｍ ｏｄｅ ｌ＝ＯＬＳ（ 单位 ：
ｋｍ

）

空 间权重矩阵
（
２４

）

Ｉｎｖ ｓ
ｑ
ｕ

（
２ ５

）

Ｄ
＝

２ ００

（
２６

）

Ｄ 
＝

３５０

（
２７

）

Ｄ
＝

５００

（
２８

）

Ｄ ＝ ６５０

（
２９

）

Ｄ 
＝

８００

（
３０

）

Ｄ ＝ ９５０

（
３ １

）

ｚ＞ ＝ｕｏ ｏ

常数项
１ ． ７６ ６

^

１ ． ７７５ 

^

１ ． ７７９

^

１ ． ７ ８５ 

^

１ ． ７８ ７ 

^

１ ． ７８ ８

^

１ ． ７ ９广 １ ． ９７２

^

（
１ １ ． ７ １ ５

） （
１２ ．３３３

） （
１２ ．５６２

） （
１ ２ ．６２７

） （
１ ２ ．６３４

） （
１２ ． ５７０

） （
１ ２ ．４８ ８

） （
１２ ．３９２

）

经济活力
０ ．１０ ６

＿

０ ． １０７ 

^

０ ．１ ０７

^

０ ． １０９

＿

０ ． １０９

＿

０ ． １０９

＿

０ ．１ １ ０

＿

０ ． １ １０

＿

（
２２ ．４３３

） （
２３ ． ７ １ ７

） （
２４ ．２３７

） （
２４ ．７２６

） （
２４ ．９０３

） （
２４ ． ８５４

） （
２４ ．８ １４

） （
２４ ．６４ ６

）

环境质量
０ ．０２ ５

＿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２５

＿

０ ． ０２５ 

＿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２６

＿

０ ．０ ２６

^

０ ． ０２７ 

＿

（
７ ．０７２

） （
７ ．２２ １

） （
７ ． ２９６

） （
７ ． ４５７

） （
７ ．５３ １

） （
７ ．５８２

） （
７ ． ６８ ５

） （
７ ．７６ ２

）

社会包容
０ ．２３ ０

^

０ ．２２７ 

＿

０ ．２２５

＿

０ ． ２２５ 

＿

０ ．２２７ 

＿

０ ．２２７

＿

０ ．２ ２８

＿

０ ． ２２８ 

^

（
２０ ．４２８

） （
２ １ ． ２８ ３

） （
２ １ ． ４５０

） （
２ １ ． ５４０

） （
２ １ ． ７８ １

） （
２ １ ． ７６９

） （
２１ ． ７５９

） （
２ １ ． ６５８

）

０ ．００ ２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３

＿

０ ． ００３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３

剛

０ ．０ ０３

＿

０ ． ００３ 

＿

科技创新
（
５ ．５２４

） （
７ ． ３２９

） （
７ ． ７５５

） （
７ ． ９５９

） （
８ ． ０８０

） （
８ ． ０７９

） （
８ ． １０４

） （
８ ． ０４ ７

）

０ ． ０ １ ３

＿

０ ． ０ １ １

＿

０ ． ０１ １

＿

０ ． ０ １ １

＿

０ ． ０ １ １

＿

０ ．０１ １

^

０ ． ０ １ 广 ０ ． ０ １ １

＿

全球联系
（

１ ０ ． ５２２
） （

９ ． ３２８
） （

９ ． ３０９
） （

９ ．２９５
） （

９ ． ３４ ７
） （

９ ． ４０６
） （

９ ．５２ １
） （

９ ． ６３ ３
）

制度管理
０ ．２０ ９



＿

０ ．２０９


＿

０ ．２０９


＿

０ ． ２０ ８


^

０ ．２０８


^

０ ．２０９


＿

０ ．２ ０９


^

０ ． ２０９


＿

（
２１ ． １６２

） （
２２ ．１ ９１

） （
２２ ．５９２

） （
２ ２ ．６２４

） （
２ ２ ． ７ １ ７

） （
２２ ． ７２７

） （
２２ ．６４２

） （
２２ ．５２４

）

０ ．０５ ９


^

０ ．０５９


^

０ ．０５９


^

０ ． ０５９


^

０ ．０５９


^

０ ．０５９


＿

０ ．０ ５８


＿

０ ． ０５８


^

人力 资本潜力
（

１ ７ ． ２３８
） （

１ ８ ．００５
） （

１ ８ ． ５ １９
） （

１ ８ ． ６８９
） （

１ ８ ． ５９７
） （

１ ８ ． ３７０
） （

１ ８ ． １ １ ３
） （

１ ７ ．８９０
）

基础设施
０ ． ３７ 广 ０ ．３７８ 

^

０ ．３８ ８

^

０ ． ３７５ 

^

０ ．３７４

^

０ ．３７４

＿

０ ．３ ７３

＿

０ ． ３７２

^

（
２３ ． １９５

） （
２ ．８０４

） （
２５ ．３２７

） （
２ ５ ．３２８

） （
２ ５ ．３２２

） （
２５ ． １９５

） （
２５ ．０２８

） （
２４ ．８ ８２

）

０ ．０６７

^

０ ．０５７ 

^

０ ．０５２

^

０ ． ０ １４

＿

０ ． ０ １ ３

＿

０ ．００２

剛

０ ．０ ０广 ０ ． ００ １

^

空 间溢出效应
（
２ ．４５７

） （
７ ． ５６８

） （
８ ． ９２３

） （
９ ． ４ １４

） （
９ ． ５３５

） （
９ ． ３０５

） （
９ ． ０５７

） （
８ ． ６９ ７

）

Ｄ ｕｒｂ ｉｎ －Ｗａ ｔｓｏｎ １ ．８ ５９９ １ ． ９ ５８１ １ ． ９６８ ９ １ ． ９６３ ４ １ ． ９ ６８５ １ ． ９７２２ １ ． ９７５７ １ ． ９７６ ７

２

（７ ０ ．００ １０ ０ ．０ ００９ ０ ．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９

Ｒ
２

０ ．９５５

９ ０ ．９ ５９９ ０ ． ９６ １３ ０ ．９６ １８ ０ ．９ ６２０ ０ ．９６ １７ ０ ．９６ １４ ０ ．９６ １１

ａｄｊ

－

Ｒ
２

０ ．９５５ ２ ０ ．９ ５９２ ０ ． ９６０７ ０ ．９６ １２ ０ ．９ ６１ ４ ０ ．９６ １１ ０ ．９６０８ ０ ．９６０４

Ｌｏ
ｇ
－

ｌ
ｉ
ｋｅ ｌ

ｉ
ｈｏ ｏｄ １ １４ ７ ．７５６ １ １ ７４ ．

４ ３２ １ １ ８４ ．５６９ １１ ８ ８ ．５７６ １１ ８９ ．５５４ １１ ８ ７ ． ６３ ０ １１ ８ ５ ． ３７６ １１ ８２ ．７７９

六 、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 采用空 间计量经济学 ＧＮＳ 模型
，
对亚洲

５６６ 个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 了定

量分析
，

主要结论有三个 。 第一
，
在 ６５０ｋｍ 范围 内

，

城市获得的空间外溢效应是提升其可持续竞争力水

６ ８



龚维进
，
等 ：

联动发展与亚洲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整体提升 基于空间外部性视角 第 ２ 期

平的重要源泉 ，
其弹性值超过 １ ． ３ 个百分点 ， 随后进

入快速衰减区 ；
第二

，

８００ｋｍ 为要 素投入的密集溢

出区
，

基础设施 、社会包容和制度管理对城市可持续

竞争力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极强
，

经济活力 、环境质

量和人力资本潜力 的促进作用较强 ， 科技创新和全

球联系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 ，
而且超过 ８００ｋｍ 要素

的空间外溢效应将会对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提升

产生阻碍作用
；
第三

，
邻居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提

升是 目标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提升 的重要源泉
，

其促进作用弹性值最高达 ０ ．６９４ 个百分点
，
但是距

离阈值同样在 ８００ｋｍ 范围之内 。

本文通过研究认为 ，
第一

，

亚洲 在提升可持续

竞争力的过程 中 ， 应该对可持续竞争力 的影 响 因

素进行有序提升 ，
不仅要强化基础设施 、社会包容

和制度管理水平的提升
，
同时还要提升经济活力 、

环境质量和人力资本潜力
，
并应倡导科技创新和

全球联系 ；
第二

， 充分实现城市之间 的联动发展 ，

利用城市之间 的空 间外部性和空 间外 溢提升城市

的可持续竞争 力水平
，
实 现 目标城市及邻居城市

的可持续竞争力整体提升
；
第三

，
对城市群和都市

圈进行合理规划
，
使得城市群之间 的空间距离在

８００ｋｍ 范 围左右
，
采用多 中心战略和城市联动

，
以

期实现 目标城市及其邻居城市 的可持续竞争力共

同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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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ｓｐａｐｅ
ｒｕｓｅｓｔｈ ｅＧＮＳｍ ｅｔｈｏｄｏｆ

ｓｐ ａｔ ｉａｌｅｃ ｏｎｏｍ ｅｔｒｉｃ ｓ ｔｏｓ ｔｕｄ
ｙ

ｔｈｅｓｕｓ 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ｃ ｏｍｐｅｔ ｉ ｔ ｉｖｅｎｅ ｓ ｓｏｆ ６５ ５ｓａｍｐ
ｌｅｃｉ ｔ ｉｅ ｓｉｎＡｓｉａ

，ａｎｄｍａｋｅ ｓｕｐ

ｆｏ ｒ ｔｈｅｓｈ ｏｒ ｔｃｏｍｉｎ
ｇｓｏｆｅｘ ｉ ｓ ｔｉｎｇ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ｉｎ
ｑｕａ

ｎｔ ｉ ｔａｔ ｉｖｅ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 ．Ｔｈｅｓｔｕｄ

ｙ
ｆｏｕｎｄｔｈａ ｔｔｈｅｍ ａｘ ｉｍｕｍ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 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ｔａｒｇｅ ｔｃ ｉｔ
ｙ

ｒ

ｓｓｕｓ ｔａ ｉ
ｎａｂｌｅｃ ｏｍｐｅ ｔｉ ｔ ｉｖｅｎｅ ｓ ｓｉ ｓ０ ．

６９ ４
，ｉ ｔｓｓｐａｔ ｉａ ｌｓｐｉ

ｌｌｏｖｅ ｒｅ ｆｆｅｃ ｔｏｆｈａｓａ

ｍａｘ ｉｍｕｍｅ ｌａｓ ｔ ｉｃｖａ ｌｕ ｅｏｆ０ ． ０６７ｆｏ ｒｕｒｂａｎｓｕ ｓｔａ ｉｎａｂｌｅｃ ｏｍｐｅｔ ｉ ｔ ｉｖｅｎｅ ｓ ｓ
，
ａｎｄｔｈｅｅ ｆｆｅｃ ｔ ｉｖｅｄｉ ｓ ｔａｎｃ ｅ

ｔｈ ｒｅ ｓｈ ｏｌｄｉ ｓ８００ｋｍｗｉ ｔｈｉｎ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ｓｉｍ

ｐｏ
ｒｔａｎｔ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 ｅ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ｉ

ｇ
ｎ ｏｒｅｄ ．Ａ ｔｔｈｅｓａｍ ｅｔ ｉｍｅ

，
ｔｈｅ

ｉｍ
ｐ
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

ｆ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ｏｃｉａ ｌ
ｉｎｃ

ｌ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ｓ ｔ ｉ ｔｕｔｉｏｎａ ｌｍａｎａｇｅ
ｍ ｅｎ ｔｈａｖｅａｓ ｔｒｏｎｇｅ

ｆｆ
ｅｃ ｔｏｎｔｈｅ

ｐ
ｒｏｍｏ ｔ ｉｏｎｏｆｓｕｓ ｔａ ｉ

ｎａｂｌｅｃｏｍｐ ｅｔ ｉ ｔ ｉｖｅｎｅｓ ｓｉ
ｎＡ ｓｉａ

，
ｆｏ ｌ ｌｏｗｅｄｂ

ｙｅｃ ｏ
ｎｏｍｉｃｖ ｉ ｔａｌ

ｉ ｔ
ｙ ，

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 ｌ

ｑｕａ
ｌ
ｉ ｔ
ｙ

ａｎｄ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
ｉｔａ ｌ

ｐｏ ｔｅｎｔ ｉａｌ
，ａｎｄｆｉｎａｌ ｌ

ｙ
ｂ
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ｇ
ｌｏｂａ ｌ ｌ ｉｎｋａｇｅ ｓ ．Ｔｈｅｃｏｎｃｌｕｓ ｉｏｎ ｓ

ｏｆｔｈｉ ｓｐａｐ ｅ
ｒｈａｖｅｓｏｍ ｅ ｉｍ

ｐｏ
ｒ ｔａｎ ｔｐｏ

ｌ ｉｃ
ｙｉｍ

ｐ
ｌｉｃａｔ ｉｏｎｓ ｆｏｒｏｐ

ｔｉｍ ｉｚ ｉｎ
ｇ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ｕ ｓｔａ ｉｎａｂｌｅ

ｃｏｍｐｅ
ｔ ｉｔ ｉｖｅｎｅ ｓ ｓｏ

ｆｃｉ ｔ ｉｅｓａｎｄ ｉｍ
ｐ
ｒｏｖｉｎ

ｇ
ｔｈ ｅｒｅｇ

ｉｏｎ

＇

ｓｏｖｅｒａｌ ｌｓｕ ｓｔａ ｉｎａｂｌ
ｅｃｏｍｐｅ

ｔ ｉｔ ｉｖｅｎｅ ｓ ｓ
ｌ
ｅｖｅ

ｌ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ｕｓ ｔａ ｉｎａｂ ｌｅｃｏｍｐｅ ｔ ｉ ｔｉｖｅｎ ｅｓ ｓ

；
ｓｐａｔ ｉａ ｌ ｓｐ

ｉ ｌ ｌｏｖｅｒｅｆｆｅｃ ｔ
；
Ａｓｉａ

；
ｓｐａｔ ｉ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 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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