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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速县域流通产业发展是巩固产业脱贫成效、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基于湖南省武陵山片区 37

个县（市、区）2001—2019年数据，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索了

县域流通产业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县域流通产业总体规模扩大但区域发展极不均衡，呈

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流通经济联系度（量）不断上升，“增长极（冷水江）—最弱极（古丈）”特征明

显；流通产业具有显著空间集聚特性，局部集聚态势减弱但两极分化明显；劳动力、技术进步、政府扶持和城镇化

对县域流通产业发展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市场需求的促进作用有待提高，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本对周边县域

流通产业发展产生负外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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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决策，释放内需潜力以形成强

大国内市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应有之义[1]。尽管 2020 年底我国已实现全部贫困县脱贫摘帽，但依然存在部

分脱贫地区本地产业支撑力度不够、农民稳定增收长效机制尚未建立、返贫风险较大等问题[2]。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实现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本质上是构建城乡资源要素合理分配新格局[3]。2020

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强调，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

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2021 年 4 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部署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促进流通畅通和农民收入、农村消费双提升，助力乡村振兴。作为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流通是联通城乡消费需求的桥梁，一

方面不仅能加速城乡要素有序流动，提升资源市场化配置效率，也能发挥产业关联效应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平稳增

长[4]；另一方面，随着流通体系不断完善，其规模壮大不仅为欠发达地区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更高经济收入，也能加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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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产业、信息技术等向城市集聚，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5]。武陵山片区是我国批复的第一个连片扶贫攻坚试点区，集革命

老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也是“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湖南省武陵山片区约占武陵山片区的半壁江山，

是湖南省“十四五”规划强调的“因地制宜推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欠发达地区等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的重要版图，加强

该地区流通产业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的探讨，对于进一步释放流通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助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

有机衔接具有重大意义。 

关于流通产业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广义的流通产业涵盖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等集合，狭义的流通产业仅指

围绕商品流通而展开的相关要素专业化组织体系的集合，包含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物流仓储行业[6]。学术界关于流通产业发展

及其效率的评价由来已久[7,8]，并普遍认为流通产业不仅能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9]，还能通过外溢作用显著促进贫困减缓[10]，在促

进就业、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善民生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1,12]

，建立现代化的流通体系更是消除国内大循环堵点、

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任务[13,14]。随着流通产业不断转型发展，其影响机理越来越复杂，既有产业自身要素、经

济结构、制度因素等的影响[15,16]，也有自然地理禀赋、网络布局等空间因素的影响[17]，是多元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近年来，空

间地理因素开始纳入流通产业研究中，其中批发零售业的空间外部性得到验证[18]，区域流通业发展水平与人口集聚在省级层面

具有较高的空间耦合协调性，但东中西的差异性特征明显[19]，也有学者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发现“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商贸流通

产业具有极强的空间关联效应，城市化在流通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过程中具有调节效应
[20]
。 

综合来看，国内外关于流通产业发展及其影响因素主要以全国、省级或地级市为研究区域，具体到县级层面还较少，围绕典

型性连片脱贫地区的研究则更少，对产业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的分析不够。进入后扶贫时代，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成果面临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21]，城乡商贸流通空间结构失衡加剧[22]，对这一问题的内在机制和影响因素分析尚不充分，从流通产业振兴的

角度探讨乡村振兴的成果也较少。基于此，本文从空间研究视角出发，深入探究湖南省武陵山片区 37个县域流通产业发展的时

空动态特征和空间差异，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以期为释放流通产业经济效应，助推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考虑到研究数据的连续性、可靠性和可得性，结合武陵山片区基本情况，本文主要围绕湖南省武陵山片区所辖县域进行讨论

和研究。《武陵山片区扶贫规划（2014—2020）》规定湖南省武陵山片区涵盖湘西州、邵阳、常德、益阳、张家界、娄底、怀化下

辖的 37个县（市、区），总面积 9.49万 km2，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43.8%，占武陵山片区县域数量的 1/2，占湖南省 51个贫困县的

3/4。2019年，该片区 GDP为 5330.49亿元，占全省 GDP的 13.41%；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0646.18元，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 53.2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374.12 亿元，仅为全省的 13.77%，且流通产业存在规模发展滞后、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信息化程度偏低

等问题。因此，分析该区域流通产业的时空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对于促进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成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所用数据

主要来自 EPS数据库，并采用《湖南统计年鉴》（2002—2020）及各县（市、区）统计公报补全。其中，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的个别地区个别年份数据缺失，采用线性回归插值法进行补充。 

1.2研究方法 

1.2.1修正的引力模型 

为系统揭示湖南省武陵山片区县域流通产业空间联系网络特征，借鉴相关学者做法，以片区各县（市、区）作为空间网络节

点，利用引力模型来探究片区县域及周边流通产业引力强度衡量网络节点间的空间联系大小，这里利用县域间的公路交通行程

的时间成本距离修正引力模型，具体计算公式[23]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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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ij为 i地区到 j地区之间的流通经济联系度；P、V分别代表不同区域的总人口与流通产业发展水平；Dij为 i到 j区

域的交通公路里程；kij为修正系数；g代表人均 GDP;Mi为 i区域的流通经济联系量。 

1.2.2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ESDA）首先利用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县域流通产业发展是否

具有空间自相关性，若全局 Moran's I指数显著为正则表明具有空间上的集聚特征。随后采用局部 Getis-OrdGi
*指数识别不同区

域上流通产业发展的高值（热点）与低值（冷点）集聚区，全面揭示县域流通产业发展的空间特性
[24]
。 

1.2.3空间计量分析 

传统面板计量模型忽略了经济变量在空间上的相互依赖性，可能存在伪回归。因此，本研究基于经典 C-D生产函数的设定，

将劳动力、资本、技术进步、政府扶持、市场需求、产业结构、城市化等因素引入模型中，构建空间滞后（SLM）、空间误差（SEM）

和空间杜宾面板（SDM)
[25]

数据模型如下： 

 

 

式中：i表示 37个县域；t表示时间；y表示各县域流通产业发展水平；k、l、hl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因素；

ts表示产业结构升级；a表示政府扶持；pcw表示市场需求因素；pop表示城市化水平；β1∼β7是所选择解释变量的系数；εit、

φit为随机误差项；Wij为空间权重矩阵；式（5）中的 Xit为式（3）中的解释变量构成的向量；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λ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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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系数；δ表示受自身及其他自变量影响的回归系数；Wij为空间权重矩阵，基于“rook”原则建立的邻近矩阵（W1），采用两

地之间地理距离的倒数建立地理距离权重矩阵（W2），参考 Anselin等[26]以 100km为距离阈值建立交通距离矩阵（W3）；μi为个体

效应；γt为时间效应。 

2 湖南省武陵山片区流通产业演化分析 

2.1湖南省武陵山片区县域流通产业时空特征总体分析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本文从广义的角度以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流通产业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并绘制片区县

域流通产业发展的时序特征图（图 1），同时以标准差与平均数比值的变异 CV系数考察县域流通产业发展的空间趋势。 

如图 1所示，2001—2019年片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均值呈现不断上涨趋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涨了 10倍，GDP总

额上涨了 9.3倍，且流通产业年均增长率为 13.67%，明显大于 GDP增长率。城镇在岗职工由 2001年的 79.0307万人增长到 2019

年的 87.69万人，单个劳动力产生的流通产业产值增长了 9倍之多。这表明近年来由于电子商务、智慧零售等新兴业态的发展，

消费市场不断下沉，农村市场、农产品需求进一步拓展，流通产业在片区同样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成为了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重

要产业基石。比较各板块流通产业发展情况发现 1，片区县域流通产业发展存在较大的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邵阳板块>张家界

板块>怀化板块>湘西自治州板块，且邵阳板块的增速明显大于片区整体。此外，变异系数 CV显示，2001年以来呈现波动上升态

势，这进一步说明了当前湖南省武陵山片区县域流通产业发展存在区域不均衡状况，片区各县域乃至周边区域“同质性”产业

竞争加剧，各类资源中心地偏向导致产业间发展差异不断扩大，并且在 2009—2013年 CV系数表现出持续上涨趋势。 

 

图 1 2001—2019年湖南省武陵山片区县域流通产业均值变化 

2.2湖南省武陵山片区县域流通产业空间演化分析 

2.2.1空间联系格局 

利用公式（1）计算得到片区各县域流通经济联系度，并考虑到新的经济合作区成立带来的竞争与合作影响，以 2001、2009

和 2019年为时间节点，利用 ArcGIS自然断裂点方法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图 2）。由图 2可知，2001—2019年片区流通经济联

系度随时间推移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县域流通经济的空间联系形成了“邵冷涟”和“鹤中芷”城镇群两大较为明显的网络中心。

2001年，一般联系以上的空间对共 27条，仅有石门—慈利、冷水江—慈利、涟源—新化、邵阳—隆回四对为中等流通经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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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且古丈是片区内流通经济联系空间网络的最弱极。2009 年，鹤城的中心城镇增长极得到强化，与周边城镇的流通经济联

系度由一般转为中等联系网络，且片区东部邵阳板块的流通经济联系度增幅明显，达到一般联系的通道数量由 2001 年的 13 条

增加至 2009年的 20条，最大值仍为冷水江—新化，其联系度约为 2001 年的 2.9倍。2019年，整体流通经济联系度大幅提升，

排名第一的“冷水江—新化”联系度较 2001 年增长近 7.15 倍，较 2001 年增长近 2.47 倍，流通经济联系度达到强联系的通道

增至 26 条，且冷水江同周边城镇的联系明显增强，其所在的邵阳板块流通经济联系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但增长极（冷水江）

与最弱极（古丈）之间的差距依然较为悬殊，“增长极（冷水江）—最弱极（古丈）”特征更为明显。 

利用公式（2）可计算出片区各县域 2001—2019年的流通经济联系总量 2，结果表明，冷水江、鹤城、吉首和石门分别为邵

阳板块、怀化板块、湘西自治州板块和张家界板块的区域中心城镇，其中，冷水江和鹤城的中心城镇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显增

强，冷水江市的流通经济联系总量在三个时间节点中始终排在首位，古丈县则在所有时间节点中都排在末位且占比均在 3%以下；

环张家界城镇群和大湘西城镇圈的中心增长极效应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仅有石门—慈利的经济联系度从一般联系发展到中等联

系，而大湘西板块其流通经济长期处于弱联系状态。综上所述，片区各县域间的旅游经济联系总量均呈上升态势，冷水江、武陵

源分别为整体流通经济联系空间网络中的增长极和最弱极，且未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缓和；县域间的流通经济联系总量差距较大，

邵阳板块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少数区域（冷水江、新化、涟源）的流通经济联系量占片区总量接近 30%，且随时间推移波动幅度

较小；大约 86%的县域其流通联系总量占比都在 1%以上，仅有通道、新晃、桑植、武陵源和城步 5个地区流通占比持续低于 1%。 

 

图 2 2001、2009、2019年湖南省武陵山片区县域流通经济联系度 

2.2.2空间演化特征分析 

运用全局 Moran'sI计算公式，考察 2001—2019年片区 37个县域的流通产业空间自相关性（图 3）。结果显示，片区内部县

域流通产业的 Moran'sI值和 Z值均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片区流通产业发展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性，集聚效应明显。总

体来看，2001—2019年全局 Moran'sI值经历“下降—上升—下降—平稳—上升”的波动过程，整体从 2001 年的 0.150 上升到

2019年的 0.166，说明片区县域流通产业具有“扩散—集聚—扩散—集聚”的循环空间态势，流通产业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这得益于流通产业体系逐渐完善，中心城镇的流通产业集聚效应得以发挥，特别是国家大力推动商贸流通产业特色县域建设，带

动流通产业发展水平低的县域发展，导致全局 Moran'sI值呈现下降趋势。因此，加快县域流通产业发展，应继续推进流通产业

现代化体系建设，逐步提升各城镇圈的空间联系，加快一体化进程，缩小片区内部及其与长株潭城市群、湘南城市群、湘渝经济

合作区等地区的发展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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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揭示片区县域流通产业发展的局部空间特性，利用局部 G*指数将流通产业发展的冷热点区域分为 5类（图 4）。2001

年，流通产业发展的冷点区和次冷点区约占片区总量的 43%且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在“邵冷涟”城镇圈周围形成热点集聚区。

2009年，冷热点区域变动不大，“东热西冷”的流通产业发展空间格局固化。2019年，热点区域数量明显增多，而连片的“次

热点”集聚区趋于分散，这表明在片区内陆区域的局部集聚态势减弱，流通产业发展趋于分散。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在湘西

自治州板块形成了大面积的冷点集聚区，而区域整体的“东南高—西北低”的流通产业发展趋势凸显，这可能是因为片区县域

城镇建设加快，一方面中心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得到了较好的发挥，能够引领周围县域流通产业发展，使得区域整体流通产业发

展趋于空间分散集聚；另一方面，“武陵山经济合作区”的竞合效应开始显现，公路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与固定资产投资

向流通产业发展水平高的县域倾斜，使得片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资源禀赋差异持续拉大，流通经济的东西差异逐步拉大。 

 

图 3 2001—2019年湖南省武陵山片区流通产业发展全局 Moran'sI值与 Z值 

 

图 4 2001、2009、2019年湖南省武陵山片区县域流通产业空间冷热点分析 

3 县域流通产业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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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影响因素分析 

作为国民经济的先导和基础性产业，流通产业是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培育新动能、最大化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产

业。参考现有研究并兼顾数据的可得性[27]，基于流通产业中介地位及产业组织相关理论，本文主要从产业内要素（劳动力、资本、

技术进步）和产业间（城市化、市场需求、政府扶持和产业结构）对流通产业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3.2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依据 Anselin 提出的判别标准，通过 LM 统计量的显著性对 SLM、SEM进行选择[29]，结果显示除交通权重矩阵下的 R-

LM-error 不显著外，其他统计量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即 SLM 优于 SEM；其次，利用 Wald 和 LR 判断 SDM 能否简化为 SLM

或 SEM,3 种空间权重矩阵的检验结果都支持空间杜宾模型，且所有模型的 Hausman 检验均接受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最后，综合

考虑变量显著性、可决系数和对数似然值等情况[30]，发现地理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杜宾模型 R2为 0.9566，变量的空间滞后项显著

性个数明显大于其他权重矩阵的估计结果，ρ 显著，对数似然值为 381.7737，比其他模型都更大，因此应选择 SDM(2）模型考

察片区县域流通产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劳动力、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市场需求、城市化均正向促进流通产业发展，且影响系数大小依次为劳动力、市场需求、城

市化、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即劳动力的增加、市场需求的扩大、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第三产业比重的

上升会缩小流通产业发展的空间差异；政府扶持在缩小流通产业空间差异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挖掘；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与流通产

业空间差异负相关。此外，技术进步、政府扶持和城市化的空间滞后项显著为正，进一步表明片区县域流通产业空间差异受邻近

城市自身要素及外部环境的多重影响；产业结构的空间滞后项显著为负，这可能是由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域发展规模普遍较

小，其交通相对闭塞，城市间人口、产业、资金等向中心城镇如冷水江等集聚，形成空间极化效应促进本地流通产业发展，但也

会挤压邻近地区资源要素从而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抑制周围地区流通产业发展。由此可认为，由于片区经济发展水平

和区位条件等差异影响，资本利用效率尤其是政府财政扶持资金的综合利用效率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而畅通资本等要素有序

自由流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将会是缓解流通产业空间结构失衡的重要任务。 

3.3进一步讨论 

LeSage 等认为在空间计量中，当空间滞后系数显著不为零的情况下，直接使用空间回归系数分析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

关系的空间效应容易出现偏误[31]，因此有必要运用空间回归偏微分方法将这种空间效应进行分解。 

①县域流通产业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传统基础要素（劳动力、资本）、产业、城市化等因素的溢出，会影响邻近县域

流通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无论是在地理、交通还是邻近矩阵下，劳动力、资本、人力资本、政府扶持、城市化、市场需求对县

域流通产业发展产生的间接效应都大于直接效应，占据总体空间效应的大部分，这也是湖南省武陵山片区流通产业发展存在高

空间溢出效应的主要原因。具体来看，在地理矩阵下，各因素的间接效应占比 76.40%，而直接效应仅占比 23.58%，说明某一要

素的变化带来的边际效应对周边县域影响远大于对自身产生的影响。 

②各要素对县域流通产业发展空间差异的影响不一。在各影响因素中，劳动力的总体效应最大，城市化、技术进步、政府扶

持和市场需求的总体偏效应依次递减，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每增长 1%将带动县域流通产业发展水平提高 1.567%，

人口每增长 1%促进县域流通产业提升 0.930%，政府每增加 1%的投入将带动县域流通产业 0.338%的增长，技术进步将带动区域

流通产业增长 0.824%，政府扶持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值得注意的是，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本表现出负的空间外溢性，其中，

资本要素不仅负作用于本地区流通产业发展，同时对周边县域流通发展产生抑制作用；而产业结构调整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直

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表明产业结构调整能够促进本区域流通产业发展，应进一步思考如何在促进本地区县域产业结构调整的

同时发挥产业结构关联辐射效应，带动其周边县域发展。 



 

 8 

4 结论与建议 

研究发现：①2001—2019 年，湖南省武陵山片区县域流通产业整体规模扩大但区域不均现象突出，并呈现“东南高—西北

低”的空间格局。②流通经济联系度（量）随时间推移呈上扬态势，区域中心城市冷水江、鹤城的辐射带动效应增强；整体流通

经济联系网络呈现“增长极（冷水江）—最弱极（古丈）”特征，但两极化态势尚未得到缓和。③片区县域流通产业发展具有

“扩散—集聚—扩散—集聚”的循环空间态势，局部空间极化效应显著。④湖南省武陵山片区县域流通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空

间溢出效应，分解发现片区县域流通产业尚依赖传统要素驱动，市场需求、城镇化和政府扶持等外部性作用开始显现，但产业结

构升级和资本对流通产业发展的空间正外部性有待挖掘。 

以上分析表明，湖南省武陵山片区县域流通产业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以流通产业振兴为突破口，着力解决流通产

业空间结构失衡问题，客观上要求：①不断优化流通产业空间布局，充分发挥吉首、鹤城、冷水江等区域重点城市集聚功能，借

助怀化等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及交通沿线中心城市物流节点建设的优势，加快形成“区域中心—重点镇（特色镇）—商贸物流

网点”的流通空间网络格局，不断强化“邵冷涟”城镇圈和“鹤中芷”等城镇圈之间的联系，并主动融入铜吉怀、黔恩龙、湘赣

边等更大范围内的区域协作，进一步发挥县域流通产业空间协同溢出效应带动片区整体发展；②创新内源性增长动力，鉴于脱贫

地区多依赖传统基础要素的现实，不断完善交通、通信等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更多更高素质人才跨区域流动，鼓励支持大型

流通企业、电商平台设立多层级服务点，进而助推脱贫地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并不断激发农民自我造血动力，从而改变单纯

依赖传统基础要素供给的发展模式；③全面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顶层规划设计，吸收和借鉴脱贫攻坚中良好的制度

性成果，如延续多元投融资模式，通过整合人、财、物等政策制度安排，进一步发挥区域资源优势，着力推进县域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充分释放市场潜能对经济增长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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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文将湖南省武陵山片区划分为 4个板块，湘西自治州（8县市）辖区范围不变，按照地理邻近原则，将石门县划入张家

界板块（5县市），安化县划入怀化板块（13县市），将冷水江市、涟源市、新化县划入邵阳板块（11县市）。 

2受篇幅所限，片区内各县域 2001—2019的流通经济联系总量值并未详细列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