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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市场规模与地区产业发展* 

-----基于湖北省县域工业的实证分析 

敖荣军   刘巧玉   李家成 

【摘 要】在外需持续疲软的背景下，发挥本土市场规模优势是湖北省区域经济增长务实且可行的选择。本文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的市场潜力方程，测度湖北省县级区域的本土市场规模，并利用2007—2012 年湖北省83 

个县域构成的面板数据，计量分析本土市场规模对地区工业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本土市场规模总体上对湖北省

县域工业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现实中各县域工业制成品进入外省市场的自由度较低，使得其不能将

潜在的外省市场规模转化为工业增长的动力，导致了地区工业增长与外省市场规模的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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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90 年代新经济地理学兴起，本土市场效应被视为产业空间集聚和地区产业发展的内生驱动因素
①
。在其经典模型中，

Krugman （1991）指出在一个存在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的世界中，那些消费规模大的地区会成为制造业集中的中心地区
②
。其后，

大量研究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拓展和检验本地市场效应假说，验证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及其导致厂商向市场规模较大地区

集中的机理
③
。 

总体上看，针对中国的实证研究基本是以省或地市为区域尺度，本文则以县区为区域尺度，采用2007—2012 年湖北省县级

区域工业增长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本土市场规模对地区工业增长的影响。考虑到神农架林区作为禁止开发区的特殊性，不列

入研究范围。另外，将社会经济数据不可获得的一些市辖区和个别县市做了合并处理，得到9 个地级市城区、11 个市辖区、24

个市和39个县共83个区域单元（为了行文的方便，简称为县域）。 

一、湖北县域工业经济增长的时空格局 

湖北省工业基础雄厚，新世纪以来，工业规模快速扩大。2000—2013 年， 全省工业增加值由1243.24 亿元提高至10531.37 

亿元， 年均增长14.52%，占地区生产总值的份额则由35.07%持续提高至42.69%；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则由3064.43 亿元增加至

39208.98 亿元，年均增长18.96% （均以1990 年不变价计）。然而，湖北省工业经济增长在县域之间的差异较为明显。下表1 采

用不同指标计算了2007—2012 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县际分布的差异及其变化。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口流动与产业集聚互动的过程机制、区域效应与调控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5BGL215）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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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 可以看到，随着工业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县域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平均值由2007 年的46.51 亿元增加至2012 年

的137.39 亿元），湖北省县域间工业的绝对差距呈持续扩大之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县际分布的标准差由2007 年的137.25

亿元增加至2012 年的255.24 亿元。相对差距总体上则呈缩小趋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县际分布的变异系数由2007 年的

2.9513 在波动中逐渐缩小至2012 年的1.8578，基尼系数则由0.7137 稳定缩小至0.5867。但是，这两个指标较高的绝对值也反

映出湖北省工业发展的县际相对差距仍然是比较高的。 

变异系数和基尼指数的变化实际上也反映了工业在地区间集散程度的变化。指数值逐渐增大，说明工业经济的集中程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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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相反，指数值逐渐减小，说明工业经济的分散程度在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解读，2007 年以来湖北省工业在县域之间的分

布尽管有分散化的趋势，但是地区集中程度仍然较高。图 1 反映了 2012 年湖北省工业经济的县际分布状况。总体上看，全省

工业主要集中在自黄石城区和武汉向西北延伸至襄阳城区和十堰城区一线、自武汉向西经仙桃、潜江至宜昌城区一线，以及襄

阳城区向南经荆门城区至宜昌城区一线的邻近县域，形似“A 型骨架”
④
；省域边缘地带尤其是鄂东和鄂西边缘县域的工业发展

水平则较低。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占全省份额在 2%及以上的县域有 10个，依次为武汉城区、襄阳城区、宜昌城区、鄂州

市、黄石城区、十堰城区、荆门城区、潜江市、仙桃市和大冶市，几近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一半，达到了 46.38%。工业

总产值占全省份额在 0.2%以下的县域有 23 个，主要集中在恩施、宜昌、十堰以及黄冈和咸宁等省域边缘县域，占全省的份额仅

为 2.96%。 

二、湖北县域本土市场规模的时空格局 

我们采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的市场潜力模型测度湖北省县域工业的本土市场规模。某地区工业的市场规模是所有地区（包

括该地区自身和周边地区）对其工业制成品需求的总和，它不仅受各地区需求规模的影响，还决定于该地区工业制成品对所有

消费地的进入性以及厂商集中所产生的规模经济和空间竞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其中，市场进入性不仅取决于距离，还与开放

程度、贸易壁垒等因素有关。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我们推导出了作为工业产品生产地的县域i 的市场潜力方程
⑤
： 

 

其中，M 代表本土市场规模；i 代表工业产品的生产地，j 代表工业产品的消费地；Y 代表地区总收入，以地区生产总值

衡量；n 代表工业产品的种类数，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衡量；w 代表工资率，以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衡量；T 代表运

输成本。在假设所有地区完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仅以随距离变化的运费成本衡量运输成本 ，其中τ 是单位运费，

D 是两地距离。不同运输方式的单位运费不同，本文主要考虑公路运输方式，并设定单位运费τ=0.8 元/t·km，且在研究期内

保持不变。距离则以最短公路交通线路长度衡量。县域内部距离按 计算，其中A 表示该县域的国

土面积
⑥
。 

市场潜力方程中还有两个重要参数，即差异化工业制成品的替代弹性σ 和支出份额μ。其中，σ值越接近于1，意味着消

费者倾向于追求更多种类的差异化产品。根据相关研究以及我们前期关于湖北省的研究结果，设定σ=1.8。工业制成品的支出

份额μ 被假设为常数，对其取不同的值，虽然会影响每个地区市场潜力的绝对值，但不会对地区间的相对值产生任何影响。根

据相关研究提供的经验值，设定μ=0.6。 

显然，市场潜力方程衡量了生产地可以获得的所有消费市场对其工业制成品的总需求。因此，测度工业市场潜力的一个关

键前提是合理界定工业制成品可以进入的消费市场。湖北省居中国中部，在国内市场一体化加快的背景下， “九省通衢”的区

位优势意味着其对其他省份的市场进入性将大大提高。基于此，我们假设各县域工业制成品不仅可以自由进入省内所有县域，

也可以自由进入外省市场。这时工业市场潜力可以称为国内市场潜力，也就是本文所谓的本土市场规模（记为M），是省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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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也即省内市场潜力，记为M1） 和外省市场规模（也即外省市场潜力，记为M2） 之和。当然，由于假设了市场进入是完

全自由的，没有任何贸易壁垒的限制，本文计算各县域的本土市场规模实际上是潜在的本土市场规模。考虑到西藏和海南省的

特殊性，暂不考虑这两个外省市场。基于数据可获得性和研究可操作性，将外省市场分别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没有细分至县级

区域。所有的数据来自于2008—2013 年的湖北省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其中缺乏的数据从湖北省各地市州统计年鉴中补齐。 

 

表2 列出了2007—2012 年湖北省83 个县区本土市场规模平均值的空间格局变化。县区工业的本土市场规模平均值由2007 

年的24.922 增加至2012年的64.728，其中，省内市场规模由0.700 增加至2.291，外省市场规模则由24.222 增加至62.438。但

是，本土市场规模的空间分布随时间变化并不大。可以看到，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值的年际波动都非常小，各县区本土市场规

模的相对差异变化不大；反映全域空间自相关程度的Moran' I 值的年际变化也很小，说明各县区在本土市场规模上的空间集散

程度基本上保持稳定。由于湖北省本土市场规模县区之间分布的空间格局随时间变化不大，以各县区2007—2012 年6 年间本土

市场规模的平均值分析全省本土市场规模县际分布的空间格局（下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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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全省 83 个县域工业的省内市场规模（图 2 中的上图） 呈现以武汉市及其邻近县域、宜昌城区和襄阳城区为高

等级中心，以广大中部地域为次等级区域，以偏居鄂西、鄂南和鄂东边缘地区的县域为低等级区域的空间特征，与湖北省“一

主两副”的城镇和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基本一致，也与全省工业发展水平较高县域分布的“A 型骨架”相接近。外省市场规模（图

2 中的下图）则明显地由东向西逐渐降低。其中，偏居鄂东边缘的黄冈市各县域以及武汉城区和鄂州市是高值连片集中地区，

而潜力值最高的黄梅县正位于省域最东端；深处鄂西北和鄂西南边缘的恩施州、宜昌市和十堰市的各县域则是低值连片集中地

区。外省市场规模自东向西逐渐降低的基本格局，说明了市场进入性对地区工业的本土市场规模的直接影响。在完全开放的条

件下，鄂东地区由于其在交通距离上对市场规模较大的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可进入性较高，外省市场规模普遍较高；随着

向西部延伸，对东部地区的进入性逐渐降低，外省市场规模随之逐渐降低。 

三、本土市场规模影响工业增长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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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个县域 2007—2012 年工业总产值的 6 年均值衡量其工业经济规模，相应地，以每个县域 2007—2012 年 6 年间本土

市场规模的平均值作为衡量其本土市场规模的指标，考察湖北省工业的本土市场规模与工业发展县际分布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发现，工业总产值与省内市场规模显著正相关，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678，与外省市场规模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这说明，湖

北省县域工业发展总体上显著地依赖于省内消费市场的进入性，而与省外市场需求的关联性并不高。为了规范检验本土市场规

模对工业增长的影响，采用如下基于面板数据的增长回归模型考察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其中，t 代表年份，i 代表县域，y 代表工业产出水平，以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衡量。显然，被解释变量就是第t 年县域i 

工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解释变量中引入了滞后一年的工业总产值项，是为了控制初始状态对工业产出增长率的影响。根据新

古典理论的趋同假说，初始期产出水平高的县域，工业产出的增长速度较慢；初始期产出水平低的县域，工业产出的增长速度

较快。即，县域工业增长速度与其工业发展水平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各县域之间的工业产出水平最终会趋于相同。因此，预期

β1<0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M 代表县域工业的本土市场规模，分别以国内市场规模M、省内市场规模M1 和外省市场规模M2 衡量。

根据相关研究的结论，预期β2>0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X 代表其他有可能影响地区工业增长的因素，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ε 为

随机误差项。 

基于相关研究以及湖北省县级行政区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引入两个控制变量：一是县域对外开放度（open），以出口贸

易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控制海外需求对工业增长的影响；二是地方财政支出（G），以地方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

值的比值衡量。一般而言，地方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地方公共产品越丰富越有利于改善地区投资环境，

对厂商进入的吸引力越强。根据Hausman 检验和F 检验的结果，采用截面固定效应模型。由于混合数据截面单元数（83 个县域）

远大于时期数（5 个年度），为了避免截面异方差问题对估计有效性的影响，采用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法消除截面异方差

问题。采用横截面加权面板校正标准误方法算参数估计值的标准误，并以此计算回归系数的统计量。 

下表 3 列出了回归结果。模型的显著性均通过了检验，F 统计量在 1%水平显著，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理想，可以解释全部

工业经济增长原因的 50%以上。滞后期工业总产值系数的估计值显著为负，这说明一旦控制了本土市场规模以及对外开放度和公

共产品提供等因素后，湖北省各县域的工业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条件收敛特征。对外开放度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在两个模型中

都显著为正，说明近年来出口贸易对湖北省县域工业增长仍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反映公共产品提供规模的地方财政支出变量

的系数估计值都显著为正，说明近年来各县域财政支出起到了促进工业增长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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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重点考察本土市场规模对县域工业增长的影响。模型I 中，本土市场规模系数的估计值显著地为正，验证了本文的核

心假说：本土市场规模是县域工业增长的促进因素。然而，本土市场规模的两个组成部分与地区工业增长的相关性并不完全一

致。模型II 的拟合结果表明，县域工业增长与省内市场规模显著正相关，但与外省市场规模却呈现出显著负相关。究其原因，

主要是市场进入性影响了地区工业能否将潜在的市场需求转化为现实的市场优势。相对而言，省内区际贸易的自由度较高，各

县域工业制成品可以较为畅通地进入省内其他县域，因此各县域就可以较好地发挥省内市场规模促进工业增长的作用，从而实

现湖北省工业增长与省内市场规模的同步。但是，由于空间距离及“边界效应”的客观存在，湖北省各县域工业制成品要进入

外省市场显然会面对更多的距离障碍及壁垒限制。因此，现实中湖北省各县域工业制成品对外省消费市场的进入性较低，使得

其不能把潜在的规模更大的外省需求转变为现实的工业增长的动力，导致了全省工业增长与外省市场规模的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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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的市场潜力方程，测度湖北省县级区域的本土市场规模；利用2007—2012 年湖北省83 个县

级区域构成的面板数据，计量分析本土市场规模对地区工业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湖北省县域工业的本

土市场规模逐渐扩大，本土市场规模对本地区工业增长也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然而，现实中各县域工业制成品进入外省市场

的自由度较低，使得其不能将潜在的外省市场规模转化为工业增长的动力，导致了地区工业增长与外省市场规模的负相关。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湖北省地区工业布局不仅要考虑各地区自身的生产供给能力因素，还要比较分

析各地区的本土市场规模，推进地区专业化生产。（2） 推进和融入区域一体化，提高县域工业产品对省内外消费市场的进入

性。省域边缘地区既要强化与邻近的省内中心城市的分工合作，又要主动加强与邻近省份的经济联系，提高对外省消费市场的

进入性。尤其是鄂东地区应抓住长江经济带、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的战略机遇，突破省际贸易的边界效应，提高对邻近省区消

费市场的进入性，将潜在的外省市场转化为现实的工业增长动力。（3） 县域工业应该面向省内外消费市场的消费特征，调整

工业制成品的供给结构，增加有效供给，充分发挥目标市场需求规模的增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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