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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县域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空间分异研究 

宓科娜   庄汝龙   马仁锋   叶持跃 

（宁波大学  建筑工程与环境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 浙江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明显, 探究其空间分异成因是破解区域不均衡发展问题的关键. 以浙江 69 县

(市)为研究单元, 在普通线性回归(OLR)模型的基础上, 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方法研究浙江县域经济发展及其

影响因素的空间非平稳特性. 研究发现:  浙江县域经济发展与其影响因素关系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 即人均固定

资产投资、人均规模工业总产值和人均出口总额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增效应, 而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和专

利申请授权量对经济发展有正面也有负面影响,  并随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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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GWR)是基于空间变系数回归模型和局部多项式光滑的思想提出
①~

④
,  发展了空间扩展模型和回归参数漂移分析方法

⑤~⑥
.  此模型最大优势在于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具有空间分异特性,  地

理位置不同使得变量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程度不同. 当前,  国内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对地理现象及影响因素空间分异特征的

分析还不多,  陈柄为等
⑦
运用地理加权回归研究疾病的成因;  张耀军等

⑧
运用地理加权回归对山区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实

证研究;  苏方林等
⑨⑩

在分析社会经济发展中采用地理加权回归优于最小二乘法对辽宁县域经济发展空间因素进行地理加权回

归分析;  罗罡辉等
○11
将地理加权回归的应用领域推广到国土行业;  杨扬等

○12
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玉米倒伏胁迫影响因子

进行空间回归分析;  曾晖等
○13
究相对较少

○14○15
.   

浙江作为沿海发达省份,  县域经济发展处全国前列,  但发展差异巨大,  并有扩大趋势.  2000 年, 宁波市市辖区人均 

GDP 达 30 066.77 元、文成县人均 GDP 却为 3 250 元;  2012 年宁波市市辖区人均 GDP 达到 175 268 元、文成县人均 GDP 仍

最低为 13 545 元.   

因此笔者采用 GWR 模型研究浙江县域经济发展差异,  探讨浙江县域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空间非平稳特性,  为各县(市)

定制符合自身的区域发展政策提供借鉴.   

1  数据源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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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数据源  

中国县级行政区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性空间单元.  笔者将浙江的 11 地级市辖区分别合并为各市辖区,  产生 11 个地

级市市辖区空间单元,  再加上 58 个县及县级市,  共计 69 个研究单元.  浙江县域矢量数据取自中国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网

站, 其他的相关数据源自 2013 年浙江省及各市的统计年鉴.  

 1.2   研究方法—–空间自相关与地理加权回归  

空间自相关是测度属性值空间分布特征的重要方法,  包括正相关和负相关
○16○17

,  公式如下: 

 

式中, I 为 Global Moran’s 统计量; ix 为区域 i 的观测值; ijw 为空间权重矩阵,  用于定义研究对象间的空间位置

关系.  统计检验采用 z 检验,  公式如下:  

 

当 z 值为正且显著时,  表明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  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或较低)的区域在空间上集聚分布;  反之,  

存在负的空间自相关,  即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地区趋于空间分散分布.   

传统线性回归模型(Ordinary Linear Regression, OLR)的公式如下: 

 

式中,  Y 为非独立变量; kx 为独立变量 (k =1, 2, ,  p) ;  ( 1, 2, , )ka k =p 为参数; iθ 为符合正态分布的独立

误差项 20,~ ))i(θN（δ .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 ka ,  其结果用矩阵的形式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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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传统线性回归模型中,  参数在整个研究区域内是恒定不变的.  为了体现参数的空间变异特征,  GWR 模型对(2)式

进行了扩展,  允许参数随空间位置的不同而变化,  公式为: 

 

式中, 1 2( ; , , , )i i i ipy x x x 为地理坐标 ( ),i iu v 处的因变量和自变量的观测值 (i =1, ,n) ;  ( )(j i i

βu ,v j =  1, 2, , p) 为 ( ),i iu v 处的回归参数,  是关于 ( ),i iu v 空间位置的函数;  ( 1, , )iεi =n 为独立随

机分布的误差项,  通常假定其服从 2(0,δ) ,  扩展后的模型参数是位置 i 的函数.  

2  实证分析  

影响区域发展的因素较多,  各因素通过具体指标量化表示,  且各指标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关性.  为此对所有可能因

素进行如下筛选:  参考相关文献对影响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进行聚类分析,  找出各类的代表性指标;  同时结合浙江县

域经济实际情况运用逐步回归法确定分析指标变量, 以 2012 年为例:  人均 GDP (y)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1(x) 、人均规模工

业总产值 2(x)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3(x) 、人均出口总额 4(x) 、专利申请授权量 5(x) ,  并结合经济学含义得出每个指标

变量分别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政策的发展重点、工业化水平、农业现代化水平、区域参与全球化程度、技术创新能力

和水平.   

此外,  对所有变量进行两两变量相关性分析, 相关系数矩阵见表 1.  数据表明,  所有自变量均与人均 GDP呈正相关关系,  

且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基本上全部低于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只有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规模工业

总产值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111 6、-0.177 9)绝对值略大于其与人均 GDP 的相关系数,  但轻微的自变量间共线性问题不会对

模型设定和估计产生很大影响,  因此,  可认为各指标的选取基本上消除了自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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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浙江县域经济发展影响因素 OLR 模型分析  

OLR 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  从空间全局的角度分析各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其拟合估计 2R 为 0.95,  效

果良好,  且在 0.05 水平上具有显著性,  5 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全部通过显著性检验(P＜0.01).  各变量的 VIF 值(方差膨

胀因子)均小于 7.5,  表明解释变量间不存在冗余现象.  多重共线条件数为 5.01,  也表明解释变量间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线

性问题,  与上述变量间相关系数测度结果相互印证.同时对回归模型进行诊断,  其诊断结果符合要求,  具体诊断结果见表 2.  

最终得到的回归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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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后使 OLR 模型的回归参数具有可比性,  可以发现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大小排序为人均规模工

业总产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出口总额、专利申请授权量、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5 个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回归系数都为

正,  表明自变量与因变量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与实际情况吻合.  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  人均规模工业总产值每增加 1 

个标准化单位,  人均 GDP 会增加 51.29%;  同样,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出口总额、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专利申请授权

量每增加 1 个标准化单位,  人均 GDP 分别会增加 28.37%、15.57%、13.37%和 11.96%.   

总体而言,  工业化水平对浙江经济发展起主要推动作用,  回归系数达到 0.512 9;  政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排名第二,  

表明政府的决策导向和发展重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极其重要.  同时,  浙江作为沿海发达省份,  凭借地缘优势使得出口贸

易发展良好,  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大于农业机械化水平和技术创新活动.  专利申请授权量的回归系数为 0.133 7,  大于人均

农业机械总动力,  说明技术改革、创新等活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已经大于农业现代化水平,  其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越来越大.  

而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回归参数仅 0.119 6,  排名最后,  表明农业现代化水平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已经不明显.  因此,  浙江

各县(市)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在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指导下,  大力推进工业化、经济发展全球化,  同时,  加大对技术、改

革创新等方面的投资力度,  从劳动密集型逐步转入技术密集型,  使科研、技术创新等活动对经济发展起到越来越大的推动作

用。 

为进一步确定 OLR 回归结果的真实性,  运用 Geoda 软件,  通过 queen 原则定义空间邻接权重矩阵,  对 OLR 回归模型

标准化残差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  最终的 z 值为 0.725 702 3, p 值为 0.468 021 2, 表明残差不存在空间自相关特性,  满

足最小二乘法估计的 OLR 模型残差独立的基本假设,  说明 OLR 模型其回归结果真实可信.  但是 OLR 回归模型仍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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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仅仅是从全局角度探讨各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忽略了局部空间非平稳性,  估计结果可能有偏.   

2.2   浙江县域经济发展影响因素 GWR 模型分析  

针对上述分析,  对浙江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以便为进一步局部空间非平稳性分析提供基础.  得

到 Global  Moran’s  I 估计值为 0.557 6,  z 值为 6.797 0,  p 值为 0.000 0,  在 1%水平下高度显著.  说明浙江县域

人均 GDP 存在明显空间自相关,  即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地区趋于空间集聚.  浙江县域人均 GDP 空间相关性的存在, 为 GWR 

模型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也为模型结果的有效性提供了保障.  笔者在 OLR 模型的基础上, 将空间相关性引入模型设定中.  

设第  个县(市)的地理中心坐标为,( )i iu v ,  同样选取人均 GDP ( y) 为因变量,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1(x) 、人均规模工

业总产值 2(x)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3(x) 、人均出口总额 4(x) 、专利申请授权量 5(x) 为自变量进行模型设定, GWR 模型

构建如下:  

 

考虑到 GWR 模型的复杂度不仅取决于模型变量的个数,  而且取决于带宽,  同时,  需要权衡观测值与拟合值之间的差异.  

基于上述考虑,  笔者选用 Arcgis 10.0 中的空间统计工具实现 GWR 模型的计算.  采用“自适应”核函数的 CV(交叉验证)带

宽方法确定核的范围. GWR 模型诊断结果见表 2.  对比发现,  GWR 模型相对于 OLR 模型的 R2 和校正 R2 均提高了 0.02  

(保留 2 位小数),  说明 GWR 模型的拟合性能有些许提高,  AICC 值显著收敛了 17.45, 表明 GWR 模型解释了更多浙江县域

经济发展水平变化情况.  现将随地理位置变化的回归参数运用地图可视化方式表达,  以直观体现变量间相互关系的空间非平

稳性(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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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县域经济影响的空间分异特征  

浙江各县(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均呈正相关关系(图 1(a)),  反映区域发展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从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来看,  大体呈现由浙中向周边地区逐渐递减的趋势.  浙中地区的金华市市辖区、义乌市、东阳市、永

康市等县(市)经济发展水平受固定资产投资影响相对较大,  周边地区县(市)如浙西北的长兴县、安吉县,  浙东的宁海县、三

门县、临海县、温岭市等受固定资产投资影响相对较小.  近年来,  金华市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投资规模不

断扩大,  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投资效益进一步提高,  仅 2012 年 1~6 月份,  全市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466 亿元

(占全省投资总额的 6.1%,  比上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  同比增长 33.2%,  增幅列全省第 4 位,  发挥了投资对经济增长

的拉动作用,  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2.2  人均规模工业总产值对县域经济影响的空间分异特征  

浙江各县(市)人均规模工业总产值与经济发展均呈现正相关关系(图 1(b)),  反映区域工业化水平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作用大小具有明显空间分异特征.  义乌市、东阳市、诸暨市、嵊州市等工业化水平对经济发展影响相对较小,  回归系数取值

范围在 0.33~0.37,  周边县(市)工业化水平对经济发展影响相对较大.  影响最大的区域位于浙东的宁海县、象山县、三门县、

临海县等,  回归系数取值范围在 0.53~0.59.  台州市区及临海市等装备制造业较为发达,  重工业基础较好,  具有扎实的产

业结构基础,  借助国家大力倡导发展装备制造业的契机,  台州工业经济享受到少有的“政策福利”,  使得制造业成为推动经

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宁波的临海市近年来坚定不移地实施“以特取胜”的战略, 着力培育特色优势工业产业,  发展形成了以

模具、文具、灯具、五金机械、汽车配件、电子电器六大特色行业为主体的块状产业集群,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基础上推动经

济发展.  相比之下,  浙中地区的金华市等商品贸易,  物流等第三产业较为发达, 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尤为明显.   

2.2.3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对县域经济影响的空间分异特征  

与 OLR 模型估计结果不同,  浙江各县(市)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对经济发展影响空间分异现象较为复杂,  正相关和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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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系同时存在(图 1(c)). 表明农业现代化对经济发展有推动作用也有阻碍作用,  且大多数地区农业现代化对经济发展主要

起阻碍作用.  浙东(北)地区,  农业现代化对经济发展有推动作用,  但作用微弱.  浙东北向西、南方向, 农业现代化对经济

发展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小,  并开始阻碍经济发展,  最大值出现在浙西北地区.  此现象与传统经济理论相悖,  但也从侧面表

明,  农业现代化并非总是对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  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  农业现代化也有可能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  原

因可能是浙江作为经济发达省份, 农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小,  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  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

产业开始并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  虽然有利于农业发展,  但由于经济发展越来越倚重以

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  农业的发展部分“占据”了可以用于二、三产业的资源和条件,  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

发展.   

2.2.4  人均出口总额对县域经济影响空间分异特征  

浙江各县(市)人均出口总额与经济发展均呈正相关关系,  出口贸易对经济发展有明显推动作用(图 1(d)).  从回归系数

的空间分布来看,  人均出口总额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从浙东南向浙西北地区逐渐减小.  影响程度最大的地区位于浙西南的

温州市市辖区、永嘉县、仙居县、乐清市等,  最小值出现在浙东北的宁波市市辖区、岱山县、嵊泗县.  永嘉县,  温州市市辖

区、乐清市出口经济相对比较发达,  占据国民经济总量的大部分,  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宁波市等地区的港口运

输、炼化工业等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相比之下,  出口贸易对于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不如上述优

势产业.  这些城市产业结构多元,  经济发展规模大、水平高,  不仅是出口产业, 其他产业对经济发展亦产生重要的影响.  

相比之下,  出口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小,  贡献不明显.   

2.2.5  专利申请授权量对县域经济影响的空间分异特征  

专利申请授权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与 OLR 模型有所不同,  包括正、负相关两种情况,  说明技术创新等活动对经济发展

存在双面影响(图 1(e)). 绝大部分地区专利申请授权量与经济发展属于正相关关系,  只有少数地区属于负相关关系.  回归

系数最大值出现在浙西南的龙泉市、遂昌县、松阳县等.  有可能是这些县(市)技术创新的能力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短,  投入

生产效益高,  相比其他地区而言,  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大.  而浙北的台州市市辖区、三门县等地区,  技术创新活

动对经济发展起到轻微阻碍作用.   

3  结论及建议  

以浙江省 69 个县(市)为空间研究单元,  运用 OLR 和 GWR 模型对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 OLR 模型

仅从全局角度探讨各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忽略了局部空间非平稳性. GWR 模型探讨不同空间单元变量间相互关系时, 将地

理空间概念引入模型中,  解决了 OLR 模型所无法解决的空间自相关问题,  模型的参数估计和统计检验更加显著,  模型更加

符合实际情况.  但地理加权回归存在离差测定、飞地效应和数据缺乏等问题,  同时,  空间权重矩阵的确定以及窗宽参数的选

择对回归结果影响较大,  在以后的研究中仍需要进一步探讨上述问题.   

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空间分异特征明显.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规模工业总产值和人均出口总额对经济发展

的影响均呈正相关关系.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和专利申请授权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呈现既有正相关又有负相关:  即两者既对

经济发展有正面影响又有负面影响.  因此, 一方面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加快工业化进程和出口贸易对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有重

要作用.  宁海市、象山县、临海市、三门县等应将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将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调整作

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  由资源消耗型向高端制造业、服务业转移,  增强全市经济发展的后劲,  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  

金华市的发展使得浙中地区经济发展开始隆起,  金华市辖区及下辖县市应加快工业化进程,  在原有工业产业基础上, 立足本

地优势,  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  从“量”和“质”两个方面促进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  各县市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合理调

整和引导农业现代化发展和技术创新活动,  促使其对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总之,  各县(市)应结合自身实际条件,  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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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起正面影响的因素应继续保持和巩固, 对经济发展起反面影响的因素应找出原因,  积极引导,  以推动区域经济和谐、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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