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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产业与人口的空间集聚关系实证研究 

——基于云南省州市产业与人口面板数据计量分析 

张绍稳 徐光远1 

( 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昆明650000) 

【摘 要】: 在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如何促进区域城市产业分工和人口合理分布，构建科学的城镇体

系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借鉴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将空间因素引入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框

架，从产业和人口两个方面测度城市发展趋势，揭示城市发展中人口和产业集聚、人口逐渐向大城市流动的规律。

在梳理产业发展带动人口流动的逻辑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选取1995－2015年云南省州市产业与人口数据

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探究产业与人口集聚的规律与互动关系，检验产业集聚引起人口集聚的理论，为确立产业发展

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支撑作用，科学合理确定城市产业布局与城市人口规模等级，提供一定的基础理论指导。 

【关键词】: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城市规模分布;新经济地理学 

引言 

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2018年城镇化率达到59.58%，城镇体系发展和规划理论也不断得到完善。但是城市发展

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存在许多不足，尤为突出的是城镇人口发展和产业发展严重脱节。因此，借鉴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经济地理

学理论，引用基于该理论框架下推导出来的产业、人口集聚的关系原理，在城镇人口发展与产业发展之间架设联系的桥梁，显

得十分有必要。 

一、文献综述 

人口流动与产业集聚的相互关系可以追溯至马歇尔(1890)的聚集经济理论的劳动力池效应。有些学者从产业聚集角度研究

人口聚集。比如，魏后凯(2014)认为产业过度集聚是北京、上海等城市规模急剧膨胀的原因。王莹莹(2015)从产业集聚和产业

结构高度化的视角分析产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二产业集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

第三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具有抑制作用。 

有学者从人口聚集角度研究产业聚集。比如，Myrdal(1957)指出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流动遵循“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规

律，劳动力流动可以促进产业聚集，而产业集聚存在自我强化的趋势。周玉龙(2015)研究了中国城市人口集聚对第二产业、第

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研究结论表明，人口集聚效应总体上对非农劳动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

率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显著促进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也有学者研究产业聚聚和人口聚集的互动关系。比如姜乾之等(2015)明确指出我国劳动力人口流动与产业集聚之间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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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为因果的关联性，但是没有说明机制。钮亮代，丽娟(2018)探究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空间集聚和影响因素。李豫新等

(2014)则探讨了经济集聚过程中人口与产业空间匹配关系的动态过程。敖荣军(2016)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和人口迁移的

推拉理论，揭示了人口迁入与产业集聚相互强化的过程机制，提出了人口流动与产业集聚互动过程的标准化模式。 

二、城市发展的理论基础 

美国城市经济学家J.VernonHenderson(1974)汲取了克里斯塔勒(1933)中心地理论有关经济由城市体系组成的概念，建立了

一个均衡模型用来解释城市体系结构，解释为什么分层次分级中心作为首选位置出现在某些经济现象中，但都只关注部分均衡，

没有达到主流经济学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要求。以Krugman(1979)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家，建立了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来解释经

济地理模式的形成，并拓展模型用于解释各种经济地理现象。 

(一)产业发展对城镇体系的促进作用 

基于中心地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基于垄断竞争和规模收益增值的一般均衡模型，基本假设包含了产业，并且产业存在多样化

的产品、企业存在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通过几个基础的集聚和分散力之间相互作用，借助均衡的方法得出区域城市的数

量、位置和大小的结果。由于工人偏好消费品多样性，个体倾向于被企业和产品种类多的地方吸引，但是在工人过剩的地方，

会因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而被排斥。企业则因规模效益而倾向被消费者多的地方吸引，但是相同企业多的地方会因竞争而产生

排斥。中心地体系出现是这种市场作用的结果，在消费者偏好的多样化、企业产品的差异化背景下，城市既给其农业区供应商

品、给其下一级城镇供应商品，同时还为更高层级的城市供应商品。随着经济活动的集中，大城市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工人，

而小城市逐渐衰落。当一个行业远离小城市去大城市建立，城市系统的结构就发生了变化。最终，当运输成本逐渐足够低，小

城市逐渐消失，大城市逐渐增大，经济一体化促进提供几乎所有商品的大城市的出现，同时推动少数生产少量商品的专业化小

城市的伴生。反之，当运输成本上升(包括关税等)，将引发经济活动分散，城市系统会随着大城市的衰落而逐渐崩溃，同时新

兴系列小城市。 

中心地的新经济地理理论高度抽象了的经济学模型包含的主要要素之一就是产业，说明产业在经济系统中占据至关重要的

地位。因此，支撑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产业，城市发展研究需要对产业进行系统分析。十八大以来新型城镇化已成为政府和社

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不能仅仅依靠政府主导，主体应该是市场，而市场由一个个的企业组成，通过企业提高

城镇吸纳就业能力。只有保障城市里有充分多的就业机会可以提供给进城务工的农民，农民获得就业机会并从中获得较高的、

可持续的收入，才具备在城市里长期居住的能力。 

(二)人口发展对城镇体系的促进作用 

基于中心地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工人。该模型基于工人的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函数，意味着经济发展

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效用最大化，这与“以人为本”的理念一致。工人为追求自身效应最大化来作决策，当工人认为从本地

迁移到其他城市会增加自身的收益时，就会发生人口流动和城市集聚。事实上，农业生产率上升，农村将出现更多的剩余劳动

力，为城市工业提供劳动力资源。通常城市工人的收入高于农村，农民会自动转移到城市变成工人。根据新经济地理理论，人

口集聚会带来市场规模扩大，形成因果累计循环效应，集聚力越来越强，相应产生更多的对产品种类的需求，相应地促进更集

聚的城市增长模式。 

合理的城镇体系需要关注以人口流向为主的人口因素。人口流动是促进地区产业发展的刺激因素，同时产业发展也能诱发

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此外，人口因素和产业因素对地区城镇的空间布局也存在着相互带动的效应。城镇体系是否合理，一个

重要的衡量指标是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城镇体系越合理，将越有利于地区城镇化发展。而以政府主导的“空间拓展→产业集聚

→人口集聚”的发展逻辑，也将产业、人口与空间布局有效地衔接起来。根据新经济地理模型，城市发展需关注区域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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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边城市的带动和辐射效应，从而引导地区城市人口、产业的协调发展。 

(三)运输成本引起的产业与人口的空间变动机理 

通过完善区域交通网络系统，减少地区间的运输成本，从而产生外部经济性，促进地区产业发展与融合，也有利于区域产

业结构调整。新经济地理分析是在不完全竞争的前提下研究产业、资源的集中扩散以及要素的区域价格差异，考虑运输成本且

规模报酬由不变改为递增，由此分析一体化进程中区域内各小片区所形成的专业化、积聚和扩散现象。克鲁格曼(1991)认为区

域一体化下的运输成本经济化，可以促使人口非平衡地流动从而改变人口的空间分布。运输成本较低加速要素资源向部分地区

聚集。如果有些地区某类产业基础好，要素流动会加速其优势产业的累计发展。随着交通的进一步发展，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前

提下，区域一体化可能使整个经济圈的某个产业均聚集到一个地方，该地方提供这种产品以满足全区甚至区外的需求，各地区

由于产业分工和积聚而进一步专业化。中心地的新经济地理理论表明，随着运输成本不断下降，城市发展呈现越来越集中的趋

势，从而带来生产要素的相对集中产生一定的集聚效应。 

区域一体化是区域内要素向一个地方流动积聚而产生的，区域一体化使原本分散在全区各地的产业与要素向中心地区聚集，

中心地区的主导作用越来越突出。随着集聚的进一步发展和运输成本的逐渐降低，产业要素由原来的聚集转变为聚集和扩散并

存。克鲁格曼认为，人口的集中使得中心区消费能力巨大，市场也有较大潜力，这是边缘区所不具备的。消费能力与潜力可以

进一步吸引人口和投资，这就是集聚的一个正反馈。这些集聚的地区，产业链联系较为紧密，也保有这一批熟练可靠的劳动力

资源，这是集聚的重要正外部性体现。故可以将市场的发展潜力看做集聚的正向引导因素，而政策限制以及运输沟通成本则是

集聚的主要离心力。此外土地资源等其他要素价格、环境承载力和污染状况都可以对集聚产生限制。由于运输成本对人口产业

流动的流向影响最为重大，所以建立完善的交通网是城镇群建设发展的当务之急。运输成本的降低能够直接刺激人口与产业的

流动和集聚，而合理的城镇体系空间布局首先要完善区域交通网络，主要依托其产业、城镇群、跨区域协作和跨境对外发展，

利用区域间产品或要素的运输成本的降低，逐渐发挥产业和人口集聚所带来的集聚经济和外部经济，从而实现城镇体系的合理

发展。 

(四)城镇产业与人口的空间集聚 

城镇化的基本趋势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以及劳动人口在城镇间的转移，城市发展研究中需考察产业布局、人口

及劳动力在空间的集聚与协调均衡发展等重要因素，侧重人口在空间上的变动情况。人口结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人口从一地流向另一地，主要由地区产业发展水平对就业人口的需求引起。相应地，一个地区的人口变动情况，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地区经济水平的变动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情况。人口流动主要源于产业因素的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引起

产业对就业人口需求的变动，从而引发人口在局部区域间的流动。研究人口流动问题，更应关注地区产业的发展，产业人口结

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人口流动去向，产业因素带动人口在地区间流动，从而扩大地区的消费水平和范围，进而对城镇化水平的提

高产生显著影响。 

合理的城镇体系体现在城镇间专业化分工合作的城镇产业体系及就业承接能力。由劳动力的流动引起产业的集聚和不断扩

大发展，从而带动地区城镇化水平，反过来，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吸引外来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入，刺激地区消费，从而引

导产业良性发展。从人口因素、产业空间关系来看，它们之间均存在相互促进和协调的关系。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一般劳动

力向劳动密集型产业流动，高级劳动力向科学技术含量高的第三产业流动，劳动力得到合理的分工和优化配置，从而带动产业

的集聚和发展，反之，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也必将吸引剩余劳动力，刺激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流动。根据配第－克拉克定

理，随着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劳动力逐渐由第一产业流向第三产业。因此，可以通过区域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镇协调布

局，引导劳动力的流向。 

三、产业集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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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度产业集聚的方法有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行业集中度、区位基尼系数、EG指数、绝对地理集中指数和相对地理集中指

数、熵指数、标准差系数、聚类分析等。本文选取绝对地理集中指数和相对地理集中指数测度云南省产业集聚程度(范剑勇，2004)。 

(一)产业绝对地理集中指数和相对地理集中指数 

绝对地理集中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T1i代表某地区产业i的绝对地理集中指数，xij(j=1，2，...，n)代表产业i在地区j的增加值(占产业i总增加值的比重。

当产业i平均分布在各个地区时，其绝对地理集中指数为 ，说明地区产业集聚分散;当产业i完全集中在某一地区时，绝对

地理集中指数为 ，说明地区产业集聚效应最高。 

相对地理集中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T2i代表产业i的相对地理集中指数，xjxj代表地区j总增加值(或总产值、或总就业人数等)占全国总量的比重。相对地

理集中指数是相对于整体产业地理分布，加入与全国产业的对比，进而产业i的地理分布程度，当产业i地理分布与整个产业地

理分布一致时，其为0。 

(二)云南省产业集聚测量 

近年，云南省产业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各区域产业发展逐渐集聚，凸显产业规模效应，进而产生集聚经济。采用绝对地理

集中指数和相对集中指数衡量分析云南省二、三产业集聚(如表 1)、云南省 16个州市第二产业(如表 2)、第三产业(如表 3)集聚

的变化趋势。 

表 1云南省二、三产业集聚测量指数表 

年份 产业 绝对地理集中指数 相对地理集中指数 

1995 

第二产业 0.1175 0.1126 

第三产业 0.1083 0.0863 

2005 第二产业 0.2136 0.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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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 0.4416 0.4563 

2015 

第二产业 0.3240 0.3174 

第三产业 0.4877 0.4265 

 

数据来源:云南省统计年鉴。 

表1显示，1995年、2015年，云南省二、三产业的地理集中指数都较高，表明产业都相对集中，呈现较高的集聚现象，而2005

年二、三产业的地理集中指数相对较低，表明其产业集聚效应较低，随着时间的推进，云南省产业发展由不集聚逐步向集聚转

变。整体来看，在1990年代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二三产业也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产业呈现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

趋势。但二三产业的绝对地理集中指数均要比相对地理集中指数要高，而且第三产业的地理集中指数增长比第二产业快，说明

云南产业发展重心逐渐向第三产业转移并呈现出空间上的产业集聚现象。 

从二、三产业的集聚对比看，1995年第二产业的集聚指数高于第三产业，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初期，主要以发展工业经

济为主，服务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2005年云南省二、三产业集聚指数要明显高于1995年，这时期云南省产业发展开始稳步推

进，各地区二三产业均开始稳定发展，而且产业开始向经济发达地区集聚;而2015年，第二、三产业的集聚指数要明显高于2005

年，说明经过十年的发展，地区产业发展越来越注重规模效应，通过集聚经济推动云南省经济整体发展。 

表 2云南省各州市 1995－2015第二产业集聚状况表 

地区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昆明市 0.2345 0.3314 0.3863 0.4333 0.4629 

曲靖市 0.1896 0.2145 0.2243 0.2555 0.2186 

玉溪市 0.2218 0.2370 0.2795 0.2150 0.1863 

保山市 0.0166 0.0325 0.0528 0.0467 0.0355 

昭通市 0.1457 0.1526 0.1823 0.1763 0.1569 

丽江市 0.0058 0.0217 0.0669 0.0682 0.0213 

普洱市 0.0748 0.0556 0.0623 0.0951 0.0830 

临沧市 0.0139 0.0245 0.0700 0.0731 0.0514 

楚雄州 0.1428 0.1673 0.1877 0.1541 0.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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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州 0.1123 0.1330 0.1101 0.1214 0.1020 

文山州 0.0107 0.0107 0.0628 0.0430 0.0444 

西双版纳州 0.0093 0.0160 0.0517 0.0712 0.0175 

大理州 0.0409 0.1120 0.0766 0.0055 0.0657 

德宏州 0.0146 0.0427 0.0813 0.0679 0.0472 

怒江州 0.0031 0.0585 0.0828 0.0956 0.0636 

迪庆州 0.0028 0.0078 0.0881 0.0302 0.0104 

 

数据来源:云南省统计年鉴。 

表 3云南省各州市 1995－2015第三产业集聚状况表 

地区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昆明市 0.3126 0.3472 0.4031 0.4704 0.4868 

曲靖市 0.1992 0.2084 0.2425 0.3126 0.3091 

玉溪市 0.2462 0.2315 0.2483 0.3124 0.2706 

保山市 0.0343 0.0648 0.1203 0.1032 0.1155 

昭通市 0.1488 0.1789 0.1733 0.2205 0.2022 

丽江市 0.1359 0.1453 0.1148 0.1318 0.1711 

普洱市 0.0270 0.0037 0.0885 0.0299 0.0312 

临沧市 0.0190 0.0462 0.0727 0.0924 0.0604 

楚雄州 0.2463 0.2165 0.1689 0.2607 0.2618 

红河州 0.1332 0.1240 0.1490 0.1641 0.1759 



 

 7 

文山州 0.0237 0.0237 0.0857 0.0417 0.0460 

西双版纳州 0.1060 0.1165 0.1176 0.1235 0.1253 

大理州 0.1303 0.1883 0.1893 0.1647 0.1571 

德宏州 0.0267 0.0363 0.1781 0.1195 0.1239 

怒江州 0.0049 0.0218 0.1159 0.0482 0.0742 

迪庆州 0.0040 0.0096 0.1101 0.1092 0.0953 

 

数据来源:云南省统计年鉴。 

从三个时间点的云南省各个州市的二、三产业比重来看(如表2、表3)，二、三产业在空间集聚上呈现一定的规律。1995年

经济发展相对较弱，二三产业的产业集聚系数均要低于其他年份，第三产业集聚效应比第二产业稍高，第二产业主要集中在昆

明、玉溪、曲靖、昭通等州市，发展较弱的是怒江、迪庆，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昆明、玉溪、曲靖、红河等州市，而怒江和迪

庆依然发展较弱。2005年经济发展较快，第二产业主要集中在昆明、曲靖、玉溪、红河、昭通等州市，而德宏、怒江和迪庆则

发展最弱，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昆明、曲靖、玉溪、大理、红河等州市，而德宏、怒江和迪庆则依然发展最弱。2015年第二产

业主要集中在昆明、玉溪、曲靖、红河、大理等州市，而怒江、迪庆、西双版纳则发展最弱，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昆明、曲靖、

玉溪、红河、大理等州市，而怒江、迪庆、西双版纳依然发展最弱。 

从三个时间点的对比来看，不管是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昆明一直都是云南省的核心，二三产业所占比重远高于其他

州市，从时间轴来看，昆明所占比重在逐渐降低，说明云南其他地区二三产业逐渐占据昆明的部分份额。虽然二十年来，云南

省各州市产业发展得到很大改善，但有些地区产业发展仍然比较滞后，二三产业主要集中集中在昆明、玉溪和曲靖等地。由于

区位优势和产业分工，产业在这些地区呈现出集聚效应，未来云南应继续以昆明、玉溪、曲靖等区域核心为产业发展点，带动

周边地区产业与经济协调发展，为完善地区城镇体系奠定基础。 

四、人口集聚分析 

地区人口分布情况不仅反映地区经济水平和人口劳动力生产水平，同时也是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地区人口是否集中，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地区整体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评价人口集聚的测算方法一般采用洛伦兹曲线和相关分析方法

等。综合以上测算方法、考虑相关人口数据的可获得性，使用人口集中指数评价云南省总体人口集聚状态，同时采用人口集聚

度评价云南省县域单元人口集聚格局。 

(一)云南省人口的总体集中指数 

采用人口集中指数衡量云南省人口整体集中情况和在全国处于何种水平，其指标主要测量和分析云南省人口空间分布集中

或分散程度。β反映人口整体的集中分散程度，β值反映地区整体人口集中或分散的时间动态变化趋势，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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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β为人口集中指数(通常设定β在0－1之间)，表示i地区的总人口(用地区年末常住人口表示)，Si表示i地区行政辖区面

积，而P和S分别表示云南省总人口和行政辖区总面积，n为云南省辖区州市数。如果β值越大，则说明云南省人口分布整体越集

中，反之则说明人口分布整体越分散。换言之，若β值逐渐趋近于1时，说明云南省人口整体向某一地区集中，若β值逐渐趋近

于0时，则说明云南省人口整体均匀分布于各个州市。 

一般情况下，云南辖区州市地域范围越大，整体的集中指数越小，另外经济相对较发达地区，人口集聚也会呈现出集聚的

现象。为准确了解云南省整体的人口集中程度，运用集中指数方法，采用1995、2000、2005、2010和2015年五个年度的云南省

区县级人口数据和土地面积数据，分析云南省人口集中情况和趋势(如表4)。 

表 41995－2015 年云南省人口集中指数值 

年份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0.2645 0.2634 0.2738 0.2842 0.2927 

 

数据来源:云南省统计年鉴。 

从1995至2015每五年的人口集中指数看，云南省人口空间分布表现出不均衡状态，集中指数逐年增大，说明云南省人口总

的趋势是逐渐聚集。人口集中指数相对较低的原因之一是经济水平相对落后，产业发展不完善，刺激人口流动和集聚于某一地

区的诱因不足，原因其二可能是由于各区域地理区位因素所致，由于特殊的地理形态，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制约人口流动。随

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流动人口逐渐涌向经济相对发达、交通相对便利的城市，从而加快各地区中心城市人口的集聚;另一方

面，云南省城镇化发展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也一定程度上加速人口的相对集聚。随着城镇化发展，流动人口仍将不断向城镇集

聚。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深入实施，高铁、航空等综合交通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将为云南人口加速集

聚提供必要条件，同时也为云南产业集聚创造有利条件。 

(二)云南省人口集聚空间格局 

一个地区人口状况的变动受到地区发展和自然等多因素的影响，人口集聚度是顺应地区经济发展潮流和空间布局，对全国

主体功能区进行划分时提出的概念，主要由人口密度和人口流动强度两个要素构成。根据相关人口集聚测算原理，参照《省级

主体功能区域划分技术规程》，得到云南省各县份人口集聚测量计算公式为: 

 

其中地区总人口指各县份的常住人口总数，即按照国家统计口径确定的常住人口(包括暂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数);地区土

地面积即各县份辖区的行政面积;式中d(人口流动强度)表示人口流动强度的赋值，具体人口流动强度赋值如表5所示。为凸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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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流动强度在地区人口集聚中的贡献程度，依据云南省县域单元人口流动强度分级数值和《省级主体功能区域划分技术规程》，

对其指标确定权重值。 

表 5不同情况下 d(人口流动强度)值的赋值
①2
 

 人口流动强度 

强度权系数赋值 

<5% 5%-10% 10%-20% 20%-30% >30% 

1 2 3 4 5 

 

根据云南省各县份的总人口、总体行政面积和流动人口，计算得出人口密度和人口流动强度，最终得到各县份人口的集聚

情况，同时将云南省人口集聚指数划分五个等级:较低、低、中等、高、较高(如图 1－5)。人口集聚指数不仅反映地区人口自然

变化程度，同时也考虑地区流动人口变化因素，使测算结果充分反映地区人口集聚的真实情况，为引导地区产业调整和地区宏

观经济决策提供一定依据。 

 

                                                        
2
① 关于流动人口强度系数选取: 在全国国土空间分析评价中采用的数值是1、3、5、7、9。各省( 区、市) 可根据本省流动人

口规模及所占比重状况进行调整，如采用1、2、3、4、5。( 来源于国家《省级主体功能区域划分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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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测算得到云南省各县份1995、2000、2005、2010和2015年五个年份的人口集聚指数。从集聚空间变化趋势看，全

省人口主要集中在省会周边、州市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云南省人口主要集中于滇中地区，而滇西北、滇西南地区指数较低，

说明人口分布较为分散。昆明市人口集聚最为集中，2015年明显比1995、2000年指数增大，说明云南其他地区的人口更多向省

会集聚。另外，以昆明为中心的周边地区，人口也相对集中，说明昆明的经济辐射作用也能吸引人口向周边地区集聚。从指数

的变化程度看，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口也变得越来越集聚。显然，地区经济主要由产业发展带动，也就是

说，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在某种程度互为相互促进。 

五、产业集聚引起人口集聚的实证研究 

(一)理论梳理和计量模型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模型显示，人口的流动根据收入来决定。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个人的行为偏好依据他的行为能够给他

带来的效用决定。为简单起见，通常用收入来衡量个人效用。对于个人的区位选择来说，是选择在原地就业还是去其他地方就

业，取决于两地获得的工资收入大小。工资又来源于产业。新经济地理模型假设存在两个产业，农业和制造业，而农业是分散

和固定的，制造业是可以随着人口流动而变动。当外生条件引起初始集聚后，对于企业来说，会引起“本地市场效应”，即初

始集聚产生集聚效应。对于消费者而言，人口初始集聚将会产生“价格指数效应”，即在初始集聚的地方，由于规模效应，使

得地区商品价格要更加便宜。价格指数较低，意味着居民有更多的可自由支配的资金，而扩大在其他方面的消费，增强居民实

际购买消费能力，从而吸引外来人口的流入，形成人口集聚现象。因此，外生条件引起初始集聚，产业集聚由于“价格指数效

应”引起人口集聚，而人口集聚由于“本地市场效应”引起产业集聚，形成循环累积因果聚集效应。这也意味着，随着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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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大城市通常越来越大，而小城市通常被边缘化，形成“核心－外围”的状态。 

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的面板数据模型对产业集聚引起人口集聚的理论进行实证检验。计量经济学模型如下: 

 

其中 pop－agg为人口集聚指标，Ind－agg为产业集聚指标，Z为控制变量，ε为误差项。 

(二)产业集聚引起人口集聚的计量检验 

Ind－agg用第二产业的集聚指标表示，控制变量选取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用wage表示)和城镇化率(用urban表示)。选取1995、

2000、2005、2010和2015五个年度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其中被解释变量和各解释变量的相关统计描述如表6所示。 

表 6解释变量和各解释变量的统计描述 

 人口集聚度指数 第二产业集聚指数 城市化 平均工资 

样本数 80 80 80 80 

平均值 198. 40 0. 11 0. 17 2.26 

中位数 122. 91 0. 07 0. 14 1.57 

最大值 1555. 27 0. 46 0. 55 7.20 

最小值 16. 36 0. 00 0.07 0.41 

标准差 275. 13 0. 10 0.09 1.81 

 

数据来源:云南省统计年鉴。 

表 7计量模型回归结果 

系数 

模型（I） 模型（Ⅱ） 模型（Ⅲ） 

OLS 个体固定 个体固定和时间固定 

常数项 -156. 6485 -307.0170 *** -345. 02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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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 - agg 1773.4640 1480.9690 1418.3810*** 

wage -10. 9946 58. 1410 79. 8999 

Urban 1091. 8890 *** 1204.9270*** 1213.7650*** 

R
2
 0. 7537 0. 7926 0. 7962 

修正 R
2
 0. 7440 0. 7311 0. 7176 

Log - L -506. 3380 -499.5120 -498.7580 

F 77. 5328 12. 9320 10. 1245 

 

注:括号内为t检验值，***，**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数据来源:云南省统计年鉴。 

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模型(Ⅰ)是普通的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产业集聚变量对人口集聚的影响系数为

1773.4640，而且在1%的水平显著，说明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确实有显著性影响，验证了理论分析。再看两个解释变量，城镇化

水平对人口集聚的影响系数为1091.8890，而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和理论预期一致;职工平均工资对人口的影响为负且不显

著，这与预期的理论相反，可能是由于模型的设置还存在问题，比如未考虑固定效应、遗漏关键变量等均会导致模型估计出现

偏误。为了模型结果的准确性和合理性，需要对模型进一步进行调整。 

对于涉及区域的面板数据模型，由于区域间的经济结构不同和文化差异等原因，通常需要考虑固定效应模型，因此对固定

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7的模型(Ⅱ)。模型(Ⅱ)的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影响系数为1480.9690，而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

显著，说明无论是普通OLS模型和还是个体固定模型，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影响非常稳健。再看解释变量职工平均工资对人口

集聚的为58.1410且不显著，与理论预期相反，还需进一步验证。 

由于使用的面板数据的时间从1995－2015年跨度比较大，从模型实际效果看，期间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变化因素对模型整体

估计结果会产生一定影响，同时会存在时间因素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可能，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虑时间固定效应模型。进而继续

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个体和时间都固定的模型，计量结果如表7的模型(Ⅲ)。模型(Ⅲ)的各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

量的影响大小和影响符号都一致，说明模型(Ⅲ)很好地检验了预期的经济理论。 

综上，本文从产业和人口两个方面来测度云南省城市发展，人口和产业呈现集聚发展的趋势。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

产业集聚是人口集聚原因的理论进行实证检验，计量结果表明，该理论成立。因此，产业集聚是人口集聚的基础和原因，产业

集聚带动人口集聚，在城市发展中重要的是产业支撑，通过产业发展带动人口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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