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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中南地区为研究区域,基于 GIS 空间分析和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对 1980—2020 年陶瓷手工艺作坊

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梳理和分析,并从计量经济学角度探讨陶瓷手工艺作坊给当地带来的经济效应。研究表明:中南

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的发展态势总体呈现“低—高—低”的变化特点,即在萌芽期和形成期数量低,发展期和高峰

期高,最后进入衰退期;总体上,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空间分布的集聚性逐渐增强,且呈逐步放缓的趋势;省域上,

表现为以广东和湖南为核心的“双核”结构发展;市域上,最先兴起的梅州、肇庆、长沙等地,带动其周边市域形成

作坊的聚集并维持着相对较为稳定的发展;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资本存量、从事陶瓷手工艺作坊人数、从业者

受教育水平、陶瓷手工艺产业规模及当地旅游发展水平对本地区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并对周围地区产生

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为传承陶瓷手工艺作坊文化,应加大典型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集群建设,并充分利用其

正向溢出效应,拉动周围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陶瓷手工艺作坊 经济效应 小微企业 文创产业 

【中图分类号】：F724.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462（2021）02-0139-09 

2011 年 6 月，郎咸平首次提出了“小微企业”的概念：“它是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家庭作坊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统称
[1]”。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细胞，小微企业在我国工业企业中占比近 99%，其占工业的就业总量、经济总量、科技创新率

分别约为 67%、34%、20%[2]。在缓和紧张的就业形势、提高居民收入、促进创业脱贫、改善民生、实现乡村振兴和保持社会稳定

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陶瓷手工艺作坊作为小微企业从事的是第三产业，其产品多为餐具、茶具、家居陈设器物等，十分融入人们日常生活、贴

近市场。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国

统字[2017]213号）对中小企业规范标准，由于作为传统农业文明遗存的陶瓷手工业具有特殊属性，即具有工业、农业和服务业

的综合属性，随着文创产业经济的兴起，它又可属于文创产业。中国作为陶瓷文化大国，有着丰富的陶瓷手工艺品种和广泛分

布的陶瓷手工艺作坊，陶瓷手工艺作坊在传承传统优秀手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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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对陶瓷手工艺作坊的研究较为零散，主要集中于对其艺术特征和文化价值的历史性总结，侧重于对陶瓷手工艺制作

技艺、保护与传承及创新设计基本问题，并对陶瓷产业发展区域特征进行了一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陶瓷手工制陶工艺历史、文化成因与传承保护的研究。Kevin Gibbs 论述了亚洲土陶艺术史和工艺特征[3]。J.W.Joseph

指出，民间陶瓷的兴衰都会引起非裔美国人陶工心理和陶器装饰的变化[4]。Gukas H J等认为传统陶器制造技术特点是以个人制

作为主，分布受区域地理限制，产业衰退，主要受当代经济、社会、政治影响，以及宗教和西方教育的影响[5]。杨世君认为西藏

手工陶瓷在如今藏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体现出藏族当地的文化特色和民族特点[6]。邱耿钰主张对民间陶瓷

与地域环境、生活习性、生产方式、经济发展状况的关系进行概念性梳理与探讨[7]。方李莉从微观上分析和探讨景德镇的陶瓷手

工艺术和陶瓷手工文化，指出，关注和学习陶瓷的人越来越多，对传统的景德镇陶瓷手工艺产生强烈的影响，并将为景德镇陶

瓷艺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打下基础
[8]
。 

(2)陶瓷手工艺发展与旅游发展、家庭经济关系的研究。Thomas John Blumer指出，北美印第安人以兜售陶器为家庭的主要

经济来源，要求重建小贩定期旅行的销售线路[9]。SP.Gustami 等提出设计陶器古镇可持续的手工制陶产品专题旅游，通过资源

最佳利用来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并协调陶瓷非遗的经济和社会的平衡[10]。贾俊强调了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陶瓷手工艺作坊的

集聚积极的空间经济促进作用
[11]
。朱逸夫分析了陶瓷作坊特色村镇形成因素

[12]
。陈春芬、饶媛媛、赖瑞攀等主张对陶瓷手工业

现存的问题进行分析，提炼出可促进陶瓷手工业发展的策略及传统陶瓷作坊旅游业价值[13-15]。李莉认为陶瓷文化与文化旅游可成

功地对接，提出做强陶瓷文化旅游业的对策[16]。 

(3)陶瓷手工艺产业形成机理研究。Eduardo Williams基于对当代文化模式的观察，认为陶器生产家庭的空间组织、工作组

织可以帮助理解生产活动规律[17]。杨建仁、马玉洁等则运用因果关系图，分析了陶瓷区域经济空间的耦合机理，认为要促进陶

瓷产业集群—区域经济空间的良性互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集群式区域创新体系
[18-19]

。刘冰峰分析了景德镇陶瓷文化产

业集群演化的动力生成机理，指出技术创新资源是陶瓷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必然要求[20]。左和平等研究各类因素对竞争力产生

影响的原理和机制，构建了陶瓷产业国际竞争力形成机理的结构框架模型[21]。 

(4)陶瓷手工艺作坊空间结构及经济效应的研究。Abiodun S O 等介绍了欧洲小规模陶瓷产业的发展状况和所面临的挑战，

探讨了如何解决欧洲小规模陶瓷产业的发展问题[22]。Zsuzsanna T等以统计分析法分析了罗马尼亚中部地区陶瓷行业企业的现状，

强调了中心地区在陶瓷产业中的重要作用[23]。AsheimB 等认为在 20 世纪全球化、信息技术驱动下，欧美陶瓷产区趋向于地理上

更加分散的生产模式[24]。郑銮娟运用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理论，指出区位指向、集聚与分散机制、空间近邻效应，以及政府政

策是构成其空间结构的机制[25]。刘振基于对裂变型创业的分析，进一步探究影响产业集群的因素，从而提出一系列具有启发性

和建设性的意见和策略
[26]

。 

自从 Krugman、Fujita 等人创立新经济地理学，将空间区位因素纳入均衡分析，已有少部分学者开始应用空间分析方法探

讨小微企业的空间结构、演化特征、影响因素以及经济效应[27-28]。如 Jeong利用位置指数法、映射、访谈考察了韩国首尔市旅行

企业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变[29]；李璐瑜等运用空间分析技术、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K函数、聚类分析等方法考察了南京旅行

社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30]；谢永琴等运用 GIS 空间分析技术和面板模型考察了北京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31]。部分

学者研究了小微企业空间结构与经济效应：Geppert 等基于德国 1980—2000 年的样本数据，考察了产业企业的空间分布和经济

发展的关系[32]。然而，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关于陶瓷手工艺作坊空间分布、演变与经济效应的研究。因此，运用空间分析技术，

深入考察传统陶瓷手工艺作坊的时空演变与经济效应，对于我国陶瓷手工艺作坊的传承、保护与发展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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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用于分析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的时空数据主要来源于当地经济统计资料，天眼查（www.tianyancha.com）、爱企

查（https://aiqicha.baidu.com）和各地区官网，并根据经济统计资料和实地调研数据资料整理而得。所采用数据从 1980 年

开始，截至 2020年 7月 31日。 

1.2研究区域 

中南地区作为中国大区划分之一，地理上位于中国中南部区域，西临西南地区，东依华东地区[33]，包括河南、湖北、湖南、

广西、广东、海南等六省区，香港、澳门回归后，虽也属于中南地区，但基于陶瓷手工业研究角度，其规模仅限于艺术家或陶

瓷创作者个人工作室，并不具备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地理的特征，又考虑到其政治特殊性，故港澳地区未被列入研究对象。 

中南地区地域跨度较大，各省区因地理、经济、民俗、传统、人文、审美不同，其陶瓷手工业发展状况和手工艺风格迥异，

从而形成多元丰富的陶瓷手工艺文化特征。中南地区 6 个省，共 82 个地级行政单元，其中地级市 80 个、自治州 2 个。本研究

的“陶瓷手工艺作坊”特指规模较小，以手工制作为主，主要生产陈设艺术陶瓷和家居日常生活陶瓷的小微企业。 

1.3研究方法 

1.3.1空间分布特征指数分析 

(1)最邻近距离指数。最近邻距离指数表示点要素在地理空间中相互邻近程度，能从宏观角度衡量陶瓷手工艺作坊分布的集

中程度，从而判断出要素的空间分布类型（聚集、随机、分散）。其公式如下： 

 

式中：R为最邻近指数，其以 1为界，大于 1则分散，小于 1则集聚；∂i为平均观测距离；∂E为预期平均距离。 

(2)地理集中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可用来衡量中南地区陶瓷手工作坊在空间维度上的集聚程度。其公式如下： 

 

式中：G为地理集中指数，其取值范围在 0～100，越大则其分布越集中，越小越分散；n为中南地区地级行政单位的数量；

Yi为第 i个地级行政单位内陶瓷手工艺作坊的个数；T为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总数。 

(3)不均衡指数。不均衡指数可表征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在空间分布上的是否均衡。其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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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 为不均衡指数，介于 0和 1 之间，若 S 为 1，则表示研究对象全都集中于一个地级行政单位中，S 越小则越离散；

Xk为各地级行政单元的陶瓷手工艺作坊在总数中所占比值（由大到小）的第 k位的累计百分比。 

(4)平均中心。 

 

式中：xi和 yi分别为要素 i的横坐标和纵坐标；m为要素总数 

1.3.2陶瓷手工艺作坊经济效应分析 

(1)标准动态面板模型。标准动态面板模型表示不考虑空间效应，根据 C-D生产函数，其模型可设为： 

 

式中：gdp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1、x2、x3、x4、x5分别表示陶瓷手工艺作坊资本存量、从事陶瓷手工艺作坊人数、陶瓷

手工艺作坊从业者受教育水平、陶瓷手工艺产业规模（陶瓷手工艺产业收入占 GDP收入比）、当地旅游发展水平（用旅游收入与

GDP的比表示）；gdpit-1表示一阶滞后项；μi、vt、ε分别代表空间效应、时期效应与随机误差项。若模型（5）只有 vt项，无μi

项，则该模型为时期效应动态面板模型；若模型（5）只有μi无 vt项，则为空间效应动态面模型；若同时无μi、vt项，则模型

（5）为混合动态面板模型。 

(2)空间滞后动态面板模型。空间滞后动态面板模型反映本地区被解释变量与周围地区被解释变量，以及本地区被解释变量

的滞后项有较强的相关性，该模型可设为： 

 

中式：ρ表示滞后系数；wij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采用邻接标准。 

(3)空间误差动态面板模型。空间误差动态面板模型反映本地区被解释变量与其滞后项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又与一些被忽视

又较为重要的变量的有关特征（即误差项），该模型可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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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ϕit为空间误差项；λ为空间误差系数。 

(4)空间杜宾动态面板模型。空间杜宾动态面板模型反映本地区被解释变量受其滞后项影响的同时，还受周围地区的被解释

变量及其他解释变量的影响，该模型可设为： 

 

2 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时空演变特征 

中国陶瓷手工艺作坊大多数是在 19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始建立于全国各个有悠久历史的陶瓷产区，个别作坊兴

建于 1980年代初期。如有千年制瓷历史的湖南铜官古镇的各陶瓷作坊就是在湖南省铜官陶瓷总公司倒闭后租用其厂房建立起来

的。集体或国营陶瓷企业发展过程中，催生了一批陶瓷生产技艺人才。 

2.1发展阶段划分 

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相继形成于 1980年后 40年间，故本研究采用数据从 1980年开始，截止到 2020年 7月 31日，并

按照中国陶瓷工业发展的轨迹和陶瓷手工业发展变化的特征和趋势，大致划分为以下 5个阶段： 

(1)萌芽期（1980—1989年）：少数作坊零星出现。1980年代，改革开放刚开始，但还没有放开个体经济，个别有胆略的国

营/集体陶瓷厂手工技术工匠停薪留职或辞职从事陶瓷个体经济，陶瓷产区附近的城乡结合部，出现了少量个体户手工作坊，作

坊主主要是原集体或国营陶瓷厂下岗技术工人或管理人员，一部分则是在原来已经停产的陶瓷村落集体作坊的基础上承办恢复

建立的。其规模往往很小，多在自己宅院设“厂”，以夫妻或父子的“二人转”式生产运营，对当地窑口传统陶瓷的完全仿古

是其文化形态表征。 

(2)形成期（1990—1999 年）：部分传统陶瓷手工艺作坊观望型发展。邓小平南巡讲话带来了空前影响，掀起了新一轮经济

增长热潮。宽松的经济政策环境，使得更多的陶瓷手工技术工匠的个体创业致富。这也是陶瓷手工艺适应市场经济的过程，有

过波动和停滞，在生产和管理模式上更多是家庭式的。而文化形态上则表现为对当地传统陶瓷工艺和地域文化的恢复。 

(3)发展期（2000—2009 年）：陶瓷手工艺作坊不断增加，全国瓷业蓬勃发展。随着改革开放深入，经济发展，文化需求推

动，国营或集体陶瓷厂纷纷改制，2006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更使陶瓷手工艺作坊不断增加；

从 1990年代末开始，仿古瓷的制作为陶瓷手工艺复兴打下了基础，各陶瓷文化区涌现出一大批工匠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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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峰期（2010—2017 年）：陶瓷手工业发展顶峰，作坊数量形成井喷。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市场需求不断增加，文

化需求继续扩大，陶瓷手工艺作坊数量继续迅速增加。传统手工艺的复兴开始从精英阶层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此时曾因下岗

远漂潮州、佛山等沿海陶瓷产业发达区的陶瓷技术骨干相继返乡创业，促使一些新兴的陶瓷手工艺作坊集散地的诞生。国家先

后出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国传统工艺振兴

计划》等振兴传统工艺保障措施，以及配合“一带一路”倡议的陶瓷手工艺文化交流传播，陶瓷特色文旅更是使得陶瓷手工业

发展达到顶峰。 

(5)衰退期（2018—2020年）：规模减缩，艰难探索。2018年，国内外经济发展放缓，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贸易争端，

尤其是中美的贸易摩擦十分剧烈，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极不确定性和 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更使本就滞缓的陶瓷手工

艺市场面临更加低迷的发展形势。陶瓷厂纷纷裁员甚至倒闭或企业主转行，陶瓷手工艺作坊数量逐渐减少。 

2.2总体演变特征 

2.2.1发展态势变化 

在前 4 个时期，中南地区陶瓷手工作坊发展态势较为乐观，尤其在发展期和高峰期作坊数量迅速增长，而到第 5 阶段（衰

退期）出现明显负增长。总体发展态势不平衡，呈现“低—高—低”的变化特点，即在市场经济发达期达到高峰，而在 2018年

开始经济明显受到国际贸易争端影响，而后国内外经济增长放缓特别是疫情后为发展低谷（图 1）。 

 

图 1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各阶段数量变化 

2.2.2空间分布特征变化 

为探究陶瓷手工艺作坊在中南地区空间分布上的特征及其变化，本研究引入最近邻距离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不均衡指数

等模型。以地级行政单位为分区单位，统计分析不同时间下各个市陶瓷手工艺作坊的数量及比重值，计算得各类指数（表 1）可

知，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在研究期初空间分布状态较为分散，随时间推移，其空间分布的集聚程度逐渐增强，且整体上呈

逐步放缓的趋势。其中，陶瓷手工艺作坊集聚性较低的地区相对于集聚性较高的地区容易受到负面影响，其在衰退期（2018—2020

年）的规模减少相对更加明显。故，即使在衰退期，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空间分布仍呈现更加集聚的趋势。 

为进一步直观分析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的时空演变趋势，利用 ArcGIS10.2绘出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各阶段平均中

心分布图（图略）。随时间推移，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的平均中心跨越 3个省份，总体朝东北方向移动。首先，1980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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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分布在广西东部，萌芽期往东偏北方向移动，来到粤西部与桂东部交界处；形成期平均中心朝北偏东方向大幅移动，后位

于粤北部偏西；到发展期末（2009年），陶瓷手工艺作坊分布的平均中心已跨越粤、湘省界，来到湘东南部；而后平均中心的移

动明显放缓，高峰期在湖南省内小幅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而衰退期的平均中心位置几乎不变。 

2.3省域分布演变特征 

进一步对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在六省的分布进行量化分析（表 2），广东省的陶瓷手工艺作坊数量占总数比重一直处于

最高位，到后期占比接近半数。其次，湖南省发展态势也很好，广东和湖南即为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发展的主要核心地区。海

南省陶瓷手工作坊数量变化幅度极小，发展十分缓慢。 

出现该现象是由于湘东部地区、粤中部和粤东北角片区自古以来陶瓷原料分布丰富、制陶/瓷技术先进、交通便利、陶瓷业

兴旺、陶瓷工艺文化深厚的先天条件使得陶瓷业十分发达、陶瓷作坊较多、陶瓷产品类型丰富多彩；而海峡的屏障作用一定程

度上阻碍了海南省与内陆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一方面原始黎族土陶技艺得以保存，作坊数量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也使得陶

瓷手工艺以黎族土陶日用器皿为主，产品类型相对单一，分布密度也很小。 

表 1三类指数时序变动表 

指数 1980 1989 1999 2009 2017 2020 

最近邻距离指数 0.541 0.405 0.398 0.244 0.220 0.213 

地理集中指数 17.257 19.312 21.875 22.791 24.354 24.381 

不均衡指数 0.649586046 0.655927 0.6998328 0.7186707 0.7739316 0.7948718 

 

2.4市域分布演变特征 

借助 ArcGIS10.2软件绘制出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各阶段的市域空间分布情况（图 2），可以看出：在萌芽期（1980—1989

年）兴起的几处（梅州市、肇庆市、长沙市），在后来的发展态势较好，吸引了一大批相关人才在此设立陶瓷手工艺作坊，连带

其周围钦州市、潮州市、株洲市等地的陶瓷手工艺作坊在发展期（2000—2009年）快速地集聚起来。 

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陶瓷作坊当地最具特色的文化产业，丰富的陶瓷矿产资源，当地政府对经济和非遗手工文化的大力扶

持政策等，此外还由于市场经济推动这些地区的特色陶瓷迎合了市场需求，众多因子合力作用推动了该地陶瓷手工业发展和作

坊的集聚。同时，得益于这种聚集，这几处的陶瓷手工业市场即使在衰落期（2018—2020年），也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发展。 

表 2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时序数量分布表 

年份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1980 1 0 2 6 3 5 

1989 5 4 7 22 8 14 

1999 11 8 46 87 21 18 

2009 70 31 142 315 60 20 

2017 186 45 318 532 191 16 

2020 173 40 271 439 17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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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的经济效应检验与估计 

本研究选择中南地区 80 个地级市和 2 个自治州共 225 个样本村 2011—2018 年统计数据进行检验和估计，模型估计结果见

表 3和表 4。 

(1)标准动态面板的 Hausman=89.4168(p=0.0000），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量通过了检验。同时发现，可决系数均最高

的是空间固定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因此选择这两个模型更为合适。 

 

图 2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各阶段市域空间分异图 

(2)LM(lag）和 R-LM(lag）检验统计量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 LM(error）和 R-LM(error）检验统计量在 10%的

显著性水平检验下都未能通过。因此，根据判断规则，本研究拟选择空间滞后动态面板模型进行最终估计与检验，见表 4。 

(3)空间 Hausman=189.585(P=0.0000），在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下，统计量通过了检验，因此，本研究拟选择空间固定效应

模型做最终估计与检验，见表 4。 

(4)由表 4 知道，Wald=0.5219(0.3122),LR=1.1.036(0.2108）；在 10%的显著性水平检测下未能通过，由此可以确定，本研

究拟选择空间滞后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同时还发现，从调整后的可决系数和对数似然值 2 个指标来看，空间固定动

态效应模型的可决系数比其他模型要好，系数最大，对数似然值也较为合适。就最终检验与估计，本研究拟采用空间滞后动态

面板模型中的空间固定效应模型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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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考虑到解释变量是否产生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选择空间杜宾动态面板模型做进一步的估计与判断。 

(5)表 4 模型 1（空间固定效应）表明：首先，1%的显著性水平下，各个解释变量统计量均通过了检验。且陶瓷手工艺作坊

资本存量、从事陶瓷手工作艺坊人数、陶瓷手工艺作坊从业者受教育水平、陶瓷手工艺产业规模、当地旅游发展水平对本地区

人均 GDP的直接效应分别为 0.1312、0.1001、0.0912、0.1437、0.1545，表示这些因素每变动 1%，可引起本地区人均 GDP同方

向变更 0.1312%、0.1001%、0.0912%、0.1437%、0.1545%。同时，受上期人均 GDP的影响，本期人均 GDP将产生 0.7046的惯性。

其次，ρ=0.2323，表明本地区人均 GDP 变化 1%，能引起邻近地区人均 GDP 同方向变化 0.2323%，即有 0.2323 的空间溢出效应

产生。 

表 3标准动态面板模型检验 

变量 无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空间固定效应 时期固定效应 

C 1.1225(0.2315) 1.9133(0.0000) 1.3651(0.1897) 1.9324(0.0000) 1.5322(0.1512) 

lnx1 0.1126(0.0000) 0.1454(0.0000) 0.1621(0.0000) 0.1415(0.0000) 0.1286(0.0000) 

lnx2 0.0912(0.0000) 0.1214(0.0000) 0.0866(0.0000) 0.0832(0.0000) 0.1019(0.0000) 

lnx3 0.0613(0.0360) 0.0818(0.0000) 0.0715(0.0110) 0.0745(0.0051) 0.0509(0.0765) 

x4 0.1125(0.0000) 0.1336(0.0000) 0.1075(0.0000) 0.1302(0.0000) 0.1565(0.0000) 

X5 0.1025(0.0230) 0.1415(0.0000) 0.1089(0.0010) 0.1432(0.0000) 0.1567(0.0000) 

lngdpt-1 0.6155(0.0000) 06817(0.0000) 0.6046(0.0000) 0.6727(0.0000) 0.6625(0.0000) 

Adj-R2 0.9156 0.9418 0.9033 0.9695 0.9116 

LogL 65.5628 -28.6315    

DW 1.2681 1.9012 1.5276 2.0312 2.2606 

LM（lag） 09215(0.0010)     

R-LM（lag） 0.9362(0.0000) 

0.3125(0.2521) 
标准动态面板 Hausman 89.4168(0.0000) 

LM（error） 

R-LM（error） 0.4981(0.1416)     

 

注：1.（）内为 P值，下同；2.数据来源于当地经济统计资料，并根据经济统计资料整理而得。 

表 4空间动态面板模型检验 

变量 

模型 1：空间滞后动态面板模型 模型 2：空间杜宾动态面板模型 

空间固定 

效应 

时期固定 

效应 

空间时期固定 

效应 

空间固定 

效应 

时期固定 

效应 

空间时期固定 

效应 

lnx1 0.1312(0.0000) 0.1044(0.0000) 0.1156(0.0000) 0.1286(0.0000) 0.1223(0.0000) 0.0980(0.0556) 

lnx2 0.1001(0.0000) 0.1263(0.0000) 0.1496(0.0000) 0.1185(0.0000) 0.0822(0.0721) 0.0986(0.0010) 

lnx3 0.0912(0.0000) 0.0215(0.2512) 0.0632(0.1021) 0.1107(0.0000) 0.0235(0.1356) 0.0856(0.0000) 

x4 0.1437(0.0000) 0.1252(0.0000) 0.1253(0.0000) 0.1451(0.0000) 0.1466(0.0000) 0.1023(0.0658) 

X5 0.1545(0.0000) 0.1355(0.0000) 0.1839(0.0000) 0.1669(0.0000) 0.1317(0.0000) 0.0241(0.2015) 

lngdpt-1 0.7046(0.0000) 0.6823(0.0000) 0.6645(0.0000) 0.7243(0.0000) 0.6538(0.0000) 0.6217(0.0000) 

Wlnx1    0.1552(0.0000) 0.1163(0.0010) 0.1325(0.0000) 

Wlnx2    0.1372(0.0000) 0.1027(0.0010) 0.117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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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nx3    0.1023(0.0000) 0.0895(0.0510) 0.1206(0.0000) 

Wx4    0.1624(0.0000) 0.1907(0.0000) 0.1063(0.0000) 

Wx5    0.2365(0.0000) 0.1743(0.0000) 0.1966(0.0000) 

ρ 0.2323(0.0000) 0.1812(0.0000) 0.1423(0.0000) 0.2106(0.0000) 0.1378(0.0000) 0.1795(0.0000) 

LogL -159.387 -67.366 -791.476 -134.64 -35.317 -53.466 

Adj-R2 0.9912 0.9216 0.9425 0.9837 0.9076 0.8992 

Wald  0.5219(0.3122)   空间动态面 Hausman  

LR  11.036(0.2108)   189.585(0.0000)  

 

注：数据来源于当地经济统计资料，并根据经济统计资料整理而得。 

(6)由表 4模型 2（空间固定效应）可以发现：0.1552、0.1372、0.1023、0.1624、0.2365分别对应陶瓷手工艺作坊资本存

量、从事陶瓷手工艺作坊人数、从业者受教育水平、陶瓷手工艺产业规模、当地旅游发展水平所生成的空间溢出效应。综上，

在考察陶瓷手工艺作坊经济效应时，若不将其空间效应充分纳入考虑范围，估计与检验所得结果几乎无法消除有偏估计的影响。 

4 结论与展望 

4.1结论 

第一，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空间演变特征。(1)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发展经历了萌芽期、形成期、发展期、高峰期

和衰退期，总体发展态势不平衡，呈现“低—高—低”的变化特点，即在市场经济发达期达到高峰，而在 2018年后国内外经济

增长放缓特别是 2019 年冬疫情后为发展低谷。(2)从空间演变过程看，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随时间推移呈现出朝东北方向

的移动趋势。省域上，主要发展核心在广东和湖南两省，其中以钦州市、株洲市、潮州市和长沙市的陶瓷手工艺作坊数量增长

最快，发展较为稳定，在衰退期所受影响也相对较小。 

第二，空间滞后动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以及空间杜宾动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是考察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经济效应的最

优模型。研究表明，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资本存量、从事陶瓷手工艺作坊人数、从业者受教育水平、陶瓷手工艺产业规模、

当地旅游发展水平对本地区人均 GDP的直接效应分别为 0.1312、0.1001、0.0912、0.1437、0.1545。 

第三，考虑到变量空间相关性后，本地区人均 GDP 对邻近地区人均 GDP 的空间外溢效应为 0.2323；陶瓷手工艺作坊资本存

量、从事陶瓷手工艺作坊人数、从业者受教育水平、陶瓷手工艺产业规模、当地旅游发展水平分别产生了 0.1552、0.1372、0.1023、

0.1624、0.2365 的空间溢出效应。综上所述，在进行陶瓷手工艺作坊经济效应的考察时，若不将空间效应纳入考虑范围，必将

产生一定的有偏估计。 

4.2展望 

第一，以“时—空”为研究对象，从多维度对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的特征进行分析
[34]
，从整体角度来认识和把握传统

手工艺，从而更好地分析和总结传统手工艺的文化特征及属性，有助于推动和完善保护、传承与发展等方面的工作。另外，陶

瓷手工艺作坊的空间分布还有更多的领域和视角有待深入探讨，今后，本研究将从自然资源、交通因素、气候与人文因素等方

面进一步分析传统手工艺的时空演变特征与中南地区历史、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联系，探索文化、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导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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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南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产生了显著的空间经济溢出效应，因此，一方面要合理进行空间布局，保护典型地区的陶

瓷手工艺作坊发展，同时要打造一批优秀的陶瓷手工艺作坊集群，充分发挥其对其他地区的辐射作用，利用其空间溢出效应，

带动周围地区陶瓷手工艺作坊的发展，传承陶瓷手工艺作坊文化，推动陶瓷手工艺作坊村的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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