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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县市区为研究单元，以人均 GDP 为测度指标，利 Jo1 ESDA 方法和空

间计量模型．借助 ArcGIS 10.0 和 GeoDaO95i 的空间分析功能，对安徽省 1996-2012

年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趋势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不考虑空间相

互作用的情况下，安徽省区域经济增长不存在收敛趋势，但 OLS 残差值和空间自相关

模型证明安徽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空间依赖现象。为此，引人空间误差模型与空

间滞后模型进一步开展收敛研究，证明在考虑空间因素后，安徽省区域经济增长存在

绝对 p 收敛的趋势，而地区间经济联系强度和隶属度的分析具体表达了县市区间的空

间联系与溢出效应对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对此，应通过加强县市区间的联系与

合作，调整优化区域发展格局，加速安徽省区域经济收敛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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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差距与协调发展是地理学、经济学研究区域发展问题的重要内容。国外学者对经

济收敛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收敛现象的总结、收敛概念的界以及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经济收敛

的验证研究，使其理论和方法不断发展和完善。特别是，Anselin 等构建了空间依赖模型，用

以检验考虑空间依赖条件下的收敛状况。考虑空间相互作用的影响，为地理学提供了独特的区

域收敛研究视角。1990 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收敛方法的引人，国内学术界也开展了丰富的

验证研究工作，研究侧重于对经济增长收敛类型的判定、不同区域单元经济增长收敛的验证、

经济增长收敛影响机制的分析。总结相关文献，可以发现该领域研究的空间尺度不断细化，早

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国尺度下的省域经济收敛，后来越来越关注京津冀、长二角等跨省经济

区及省域尺度下的地市级区域经济收敛。 

近年来，我国内陆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迅速，呈现出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中心城区和县级市、

县域共同快速发展的格局，在工业化重心下移背景下研究省域尺度下的县市区收敛问题，而不

仅仅着眼于全国、大区尺度下的省际、市际区域差异与收敛，有助于地理学追踪区域发展动态

，细化研究对象，反映新态势下的新规律。而在检验空间相互作用是否存在对区域收敛的影响

之外，深人探索空间相互作用格局、空间冲击作用和溢出效应方向、空间相互作用强度对区域

收敛的影响，显然有助于深化地理学对区域收敛过程与机理的研究。安徽是衔接我国东部和中

部、南方和北方的过渡地带，省内东西南北分立，地区差距突出。近年来，省域中心迅速壮大

，县域经济崛起，区域板块日渐成熟，省内区域差距与格局发生较明显的变化。研究安徽省内

区域收敛态势以及地区之问的相互作用、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对区域收敛的影响，具有较强的

典型性和启发价值。 

 

 



1 研究模型与数据 

安徽省域经济增长与发展格局的变化主要出现在本世纪以来，为更加准确地反映发展背景

变化前后的地区相互作用与区域差距的变化，本研究将研究基期选择在 1990 年代中后期（1996

年）。2013 年安徽省下辖 16 个地级市，56 个县、6 个县级市和 44 个市辖区，以县域和地级

城市中心城区为单元，则共有 78 个县、县级市和中心城区（以下统一界定为“县市区”）。 

1.1 研究思路 

首先，在不考虑空间相互作用因素的条件下，考察安徽省县市区人均 GDP 增长的。收敛和

绝对 p 收敛；之后，使用 OLS 残差值、空间自相关模型和空间回归模型判断经济增长是否存

在空间相互作用及其表现，以及在考虑空间相互作用影响下的绝对刚文敛状况；进一步，利用

经济联系强度与隶属度模型分析空间相互作用格局如何影响经济收敛，并提出促进安徽区域经

济收敛的政策建议；最后，总结本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启示。 

1.2 研究模型 

1.2.1 经济收敛模型 

 



 

1.2.2 经济联系强度与隶属度模型 

区域经济联系强度和隶属度是用来衡量区域间相互作用量的指标，分别用来反映经济中心

地区对周围地区的辐射能力和周围地区对经济中心辐射能力的接受程度。 



 

1.3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均来自《安徽统计年鉴》(1997-2013)，部分数据来自《安徽

省 201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路交通网络数据来自 1996、 2004、 2012 年

中国分省地图册（安徽省）。 

 

2 区域经济增长的经典收敛分析 

2.1 收敛分析 

以变异系数（cv）测度安徽省区域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收敛，变异系数变小，说明存在收敛

。从图 I 可知，变异系数在时间变化过程中有起伏波动现象，总体上呈变大趋势，说明安徽省

县市区经济增长不存在收敛。 



 

收敛仅考察区域经济增长在一段时期内水平量上的收敛趋势，需要进一步分析，以判断各

地区收人水平增长速度的差异以及背景或环境对其影响。 

2.2 绝对 p 收敛分析 

从利用 OLS 法的回归分析结果看（表 1)，安徽省初始时期人均 GDP 水平与人均 GDP 平均

增长率的 13 回归系数为负值，但是未能通过 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在不考虑空间相

互作用影响的情况下，安徽省区域经济增长的绝对 13 趋同不存在。但是，OLS 残差值的自相

关系数在空间上表现出非随机分布的特征，说明县市区经济增长可能存在空间自相关。因此，

对其收敛状况还需进一步分析。 



 

 

3 空间相互作用下的收敛分析 

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3.1.1 全局相关性检验 

全局 Moran 指标分析表明，安徽省各县市区人均 GDP 的正相关性自 19％年起不断波动上

升，到 2012 年达到 0.1224(图 2)，并且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人均 GDP 的分布存

在空间依赖现象。 



 

3.1.2 局部相关性检验 

局部自相关的 LISA 分析显示（图 3),19％年人均 GDP 高一高聚类主要集中在巢湖、滁州

、宣城、芜湖、铜陵等部分县市区；低一低聚类主要集中在皖西北和皖西的阜阳、六安地区；

而高一高聚类周边多是较低人均 GDP 的县市。 

2004 年，高一高聚类的地区有所减少，主要集中在皖江地带的部分中心城区，反映出 19

％年以来安徽省高一高聚类不稳定；低一低聚类有继续北扩和东扩的趋势，涉及皖西北地区所

有县市区。 

2012 年，沿江的马鞍山、芜湖、铜陵等中心城区及各自所管辖的县市（不包括南陵县以

及 2011 年行政区划调整的含山县、和县、无为县）形成了明显的高一高聚类带，滁州中心城

区、肥东县也包括在其中；低一低聚类继续向东扩散到怀远县；低一高聚类在原有格局基础上

，有西扩和南扩的态势。 

局部自相关分析说明安徽省各县市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局部“热点区”和“冷点

区”。自 1996 年以来，位于沿江东部的经济高地逐渐集聚成带，而位于皖西北的经济洼地也

逐渐集聚成片，反映出安徽省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性比较明显。 3.2 空间相互作用下的

绝对 p 趋同分析在安徽省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的条件下，引人空间依赖模型以便

更加深人研究区域的收敛状况。与经典回归的估计结果（表 1)相比，空间回归模型的收敛系

数 p 不仅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并且显著性检验的精度较之都有所提高，模型残差 Moran's I 值

也反映出残差基本呈现随机分布状态（表 2)。说明在考虑县市区之间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安

徽省区域经济增长向收敛趋势演变。 

对拉格朗日乘子（LM）进行检验，发现 LMERR 较之 LMLAG 在统计上更显著（表 1)，以及

通过对者的 LIK、AIC、SC 等系数大小的考察（表 2)，发现空间误差回归模型更适合解释安徽

省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机制。反映安徽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不仅与研究初期的经济发展格局有

关，还与邻近县市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及其溢出效应有关。 



 

 

 

4 绝对 p 收敛的空间作用格局 

空间误差回归模型检测出地区间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利于减少地区间的经济差异，经济联系

强度与隶属度模型则可以测算区域空间相互作用量的大小，根据公式（4)，表 3 统计了 3 个时

间断面经济联系总量前五位县市区，经济联系强度大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皖江和皖北地区的中心

城区，这些中心城区的对外溢出能力较强。 

图 4 中，1996 年安徽省地区间经济的相互联系还处在比较微弱的状态，中心城区与周边

县市区的经济空间联系初步呈现放射状格局，总体来看，区域经济溢出效应不明显。主要是合

肥、铜陵、淮南、淮北、阜阳等中心城区对周边县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这一时期安徽省区域经

济差距较大，主要表现在中心城区与中心城区之间、中心城区与县市之间。 



 

2004 年安徽省地区间经济联系的强度和范围有所扩大，中心城区与周边县市的经济联系

明显增强。随着相对发达地区人口规模扩大、经济实力增强、交通条件改善以及中心城区经济

活动近邻扩散加强，部分县市区获得优先发展的机会。如合肥中心城区周边的肥西县、肥东县

及巢湖中心城区，芜湖中心城区周边的繁昌县、芜湖县，马鞍山中心城区周边的当涂县等等。

因此，这一时期安徽省区域经济差距有所减少，主要表现在部分中心城区之间、部分中心城区

与邻近县市之间差距的缩小。 

2012 年安徽省县市区间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大部分地区之间形成网络化联系格局，中心

城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显著增强。以合肥为中心，安徽省各中心城区之间的空间联系强度和范

围明显扩大。安徽省北部淮北、淮南、蚌埠等中心城区加强了与周围县市区的空间联系，中、

南部在合肥、芜湖、马鞍山等中心城区的带动下一体化发展趋势日渐明朗。在空间溢出效应不

断加强的作用下，安徽省区域经济的空间差距趋于缩小。 

根据公式（5)，表 4 中统计了对经济联系总量前五位县市区经济隶属度较强的县市区，空

间分布上表现为与中心城区毗邻。如与合肥中心城区地理位置临近的肥西县与肥东县是对合肥

中心城区隶属度最高的两个县、凭借地缘、交通、文化的临近，这些与中心城区毗邻的县市区

对中心城区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流人比一般距离较远的县市区有着更强的接受、消化能力。同

时出于对减少发展风险的考虑，中心城区也更倾向于加强与邻近县市区的经济联系，中心城区

邻近扩一散效应对缩小县市区经济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对其它县市区辐射的不足，

也使其没有能够进一步促进区域差距的缩小。从经济联系与辐射格局看，由于各地中心城区自

身经济实力有限，对外辐射扩散的空间范围与强度也相对有限。 

 

 



5 政策建议 

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不可避免会存在增长水平上的空间分异。减少区际经济增长的绝对差异

，考虑空间相互作用的积极影响，并调整县市区间的空间作用格局，可以有效促进安徽省县市

区经济向同一稳态水平演进。 

从各地区的经济增长看，需要进一步缩小县市区经济增长的绝对差异。一方面，发达县市

区应强调推进经济转型，提升产业发展层次，由数量扩张型增长向内涵提升型增长转变；另一

方面，落后县市区需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充分利用要素成本低、资源开发潜力大的优势，加强

产业园区、农业产业化及对内对外交通建设，突出发展特色，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从空间相互作用对区域收敛的影响看，应积极调整县市区发展的空间格局，特别是增强发

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缩小区域差距。具体表现为：①继续强化省会合肥中心

城区的建设，壮大省域经济中心，加强以合肥为中心的省域主轴带发展。促进合肥一淮南一蚌

埠、合肥一马鞍山一芜湖一铜陵、合肥一六安一滁州沿线县市区经济要素流动、产业体系互补

、交通网络衔接。②抓住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战略机遇，继续优先发展区位交通优势明显、工业

基础较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开放程度较高、创新潜力较大的皖江城市带地区，利用中

心城区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 4 市的经济辐射能力，通过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溢出、扩散

带动周边县市区及皖南县市区经济的增长。③重视对京沪铁路轴线和沿淮城市的开发，特别是

增强淮北、蚌埠、淮南等中心城区对皖北地区各县市区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引导其较雄厚的工

业资本投资落后县市区，支持并引导这些地区工业的发展。④借助区位优势，加强与省外县市

区的空间联系。区域经济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区域合作不应只拘泥于安徽省内，部分县市

区可借助地理区位临近优势积极谋求与省外毗邻地区的互补与合作。 

 

 

6 结论与不足 

随着县域经济的崛起和地区经济联系的增强，内陆省域尺度的县市区经济是否在走向收敛

及其收敛的空间影响机制值得地理学探讨。本文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安徽省进行了研究。研究

显示：①不考虑空间的相互作用，安徽省区域经济增长收敛趋势不存在，但在考虑空间因素之

后，能够判断安徽省县市区经济正在收敛；②空间依赖模型为解释 

经济增长过程和改善传统收敛模型提供了很好的支撑，地区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地区增长

极的溢出效应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的差异；③随着地区人口集聚能力、经济辐射能力、交通通达

性的提高，区域间相互作用的空间范围和强度将有所改变，从而有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④考虑到空间相互作用的积极影响，政府应该通过创造条件加强县市区间的空间相互作用，

促使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赶上并超过较发达地区。 

鉴于县域单元数据统计有限，本研究所选取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较为单一，仅为人均 GDP;

只考虑了空间相互作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影响，未将影响经济增长的物质资本积累、效率

改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人等一些控制性变量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对安徽省区域经济增长

趋同规律及其影响机制的解释尚显不足，这些都将是笔者下一步改进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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