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国内外文献综述

目前袁 国外学者关于金融发展对城镇化建设作

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院 一是金融发展对城

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及土地开发等具体方面的支

持遥例如院Stopher 早在 1993 年时就曾以美国铁路建

设的发展为研究对象袁 提出铁路发展对城镇化进程

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1]曰而 Kyung-Hwan Kim 则发现

金融发展对房地产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一定

的促进作用袁 金融创新是推进房地产和城镇基础设

施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 [2]曰Seong-Hoon Cho, Junjie
Wu,William G Boggess 等通过构建一个多分支选择

模型袁在对美国西部五大州金融发展尧城镇化水平及

土地制度等变量的相关度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袁
发现金融发展对土地资源的投资和开发影响较大袁
进而对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产生较大影响 [3]遥 二是金

融发展与城镇化间相关性的全面系统的分析袁 但这

方面的分析相对不够成熟袁 仅有 Cheng-Gang Li 以
我国贵州为例袁 运用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向量自回归

VAR 模型分析了贵州省城镇化水平与金融发展间

的相关性袁 发现长期以来贵州省城镇化水平与金融

发展间均存在较稳定的双向因果关系袁 且城镇化与

金融发展之间的动态冲击效应明显[4]遥
我国学者关于金融发展对中国城镇化影响的研

究主要体现在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相关性的一系列时

间序列及省域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上遥例如院张宗益

等选取 1952-2003 年的相关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袁
通过 VAR 模型检验袁发现金融发展对我国城镇化进

程具有较显著的正向影响袁 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滞

后却制约了金融的发展[5]遥梁彭勇通过对 1986~2005
年我国东尧中尧西部金融发展和城镇化水平关于时间

序列数据的实证检验袁发现这三大地区的金融发展均

未能促进我国城镇化的进程[6]遥 同时袁陈立泰运用因

子分析法选取西部城镇化水平及金融集聚的相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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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序列数据袁通过实证检验发现袁金融集聚为西部城

镇化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袁 且西部城镇化发展也促

进了其金融集聚[7]遥 而艾华丰尧谷小菁尧邵光清尧陈志

刚等学者则通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也分析了金融发

展与城镇化间的相关性遥 例如艾华丰通过建立我国

2000-2008 年间各省的省级面板模型袁 研究发现金

融发展较显著地正向推进了城镇化的进程 [8]曰谷小

菁则通过对 1992-2008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模型的

分析袁 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城镇化进程二者间长期

存在着均衡关系 [9]曰而邵光清通过建立 VEC 面板数

据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金融发展和城镇化间的动态

互动关系袁发现就中长期而言袁金融发展与城镇化间

相互促进袁而就短期而言袁金融发展对城镇化具有较

显著的正向影响袁而城镇化对金融发展的作用却并不

显著[10]遥 陈志伟通过建立 GMM 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河

南省金融发展与城镇化间的相关性袁 亦发现金融发

展对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影响[11]遥 同时袁陈志刚选取

1997-2014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袁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袁
就全国层面而言袁 金融发展与城镇化水平间具有较

显著的良性互动效应曰而就地区而言袁东尧中部地区

金融发展与城镇化水平间相互促进袁 而西部地区两

者间关系则不显著[12]遥
综上所述袁 尽管以上研究采用了很多不同的研

究方法袁 且从多种角度考察了金融发展对我国省域

城镇化进程的影响袁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遥一是在实证

分析金融发展与城镇化间相关性时所选指标不够系

统曰二是研究中较少考虑到地区的差异曰三是较少有

学者运用空间面板模型系统研究金融发展对省域城

镇化进程的影响遥 故本文拟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

上袁 通过建立空间面板模型来考察金融发展对我国

省域城镇化水平的影响遥

二尧空间计量模型

渊一冤 空间计量模型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主要有空间滞后模型尧 空间

误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
空间滞后模型(SLM)院Y=籽WY+X茁+ln琢+着 (1)
空间误差模型(SEM)院Y=茁X+ln琢+着 (2)
着=姿W着+滋
空间杜宾模型(SDM)院
Y=籽WY+X茁+WX兹+ln琢+着 (3)
式中院Y 是被解释变量袁X 是解释变量袁W 是空

间权重矩阵袁WY 是被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袁表示邻

接区域被解释变量对本区域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袁籽
是空间自回归系数袁茁 是被解释变量的参数袁ln 是单

位向量袁琢 是常数项系数袁着 是残差项袁姿 是自回归系

数袁WX 是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袁兹 是解释变量空间

滞后项的系数遥

渊二冤 空间加权矩阵的设置

通常空间加权矩阵遵循两个地区拥有共同边界

即为相邻的 Rook 相邻判定规则袁 然而实际运用中

往往由于较发达地区对周围较落后地区的吸引力和

影响程度要大于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影响程度遥
故本文借鉴林光平的矩阵设置模式 [13]袁在原有二元

矩阵中加入了经济权重矩阵袁其具体形式为:

(4)
其中院w 为地理权重矩阵袁

为区域经济差异的权重矩阵袁

袁 为

各地区实际 GDP 占全国实际 GDP 的比重遥

渊三冤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遥 城镇化水平(Urban)院以各省年末

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数的比重作为代理变量遥 在城

市化进程中袁 空间集聚的形成和发展是推动地方经

济发展与繁荣的主要来源袁也是提升城市化内涵尧促
使城市化健康快速成长的关键因素遥 邻近地区具有

相似的经济基础与自然地理条件袁 在推进城镇化过

程中存在相互学习尧借鉴尧效仿与辐射等诸多空间互

动行为遥因此袁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会受到邻近地

区城镇化水平的影响袁 本文使用各省年末城镇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代理变量遥
2.解释变量遥 金融发展渊FIR冤院关于金融发展指

标袁 通常以 Goldsmith 的金融相关率即金融活动总

量占经济活动总量的占比作为衡量指标遥在实证中袁
为数据的可得及计算上的简便袁 一般选取金融机构

的存贷款总额占 GDP 的比重来作为衡量一国金融

发展的指标袁 即院 金融发展 FIR=(金融机构存款总

额+金融机构贷款总额)/GDP遥
3.控制变量遥 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尧城乡收入

差距尧出口依存度尧第二产业比重尧第三产业比重尧人
力资本等遥

经济发展水平(pGDP)院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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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一种互相促进尧互相因果的关系袁经济增长不

仅能更好地促使生产要素在城市中聚集袁 还能促进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与辐射力增强遥 随着经济水平提

高袁 城镇化产生的巨大需求将不断吸引周边地区的

资本尧技术尧人才等生产要素流入袁同时城镇规模扩

大所带来的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投资需求

会反过来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遥 预期经济发展水平

与城镇化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袁使用人均 GDP 表示遥
城乡收入差距(GAP)院使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渊2013 年改为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冤之比表示遥过高的城乡收入差

距抑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袁 无力推动以

商贸尧餐饮尧旅游等为主要内容的消费型服务业和以

金融尧保险尧物流等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型服务业的发

展袁因此袁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进程有负向作用遥
出口依存度 (OPEN)院 是指各省的出口额与其

GDP 的比值遥
第二产业比重(Str2)院由于城市具有农村难以比

拟的交通区位尧人力资本尧基础设施等比较优势袁使
其成为工业企业的聚集地遥 工业布局与发展促进了

城镇经济发展与人口向城镇迁移袁因此袁第二产业是

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袁 采用第二产业总产值之和占

GDP 的比重来表征遥
第三产业比重(Str3)院采用第三产业总产值之和

占 GDP 的比重来表征遥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城镇化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袁它不仅增强了城镇的吸纳能力袁提
升了城市的文化品位袁 还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水

平袁促进了城市精神文明的高度繁荣袁加速了城镇化

进程遥
人力资本(HR)院本文采用地区平均教育年限来

衡量人力资本水平袁其计算公式如下:
HRit=大专以上 it伊16+高中 it伊12+初中 it伊9

+小学 it伊6 (5)
其中袁大专及以上 it尧高中 it尧初中 it尧小学 it 分别

为地区大专及以上袁高中尧初中和小学的受教育水平

人数占地区 6 岁及 6 岁以上人口的比重遥
本文选取的 1993~2015 年间我国 31 个省市的

相关面板数据展开分析袁 同时为消除变量的异方差

和便于分析袁本研究对各项指标进行了对数处理遥本
文的实证研究前期用 Stata 计算 Moran 和 LISA 图袁
后期主要借助于 Matlab 2016b 软件完成遥

三尧空间面板模型的检验与选择

渊一冤省域城镇化率空间相关性检验

省域城镇化率等空间面板数据在进行回归分析

前应先检验其空间相关性袁 若各变量间存在空间相

关性袁 则可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以消除空间效应

带来的估计误差遥本文利用 Stata 计算出中国省域城

镇化率的 Moran 值袁结果如表 1 所示遥

表 1 全国省域城镇化率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渊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冤

根据表中所示袁1993~2015 年中国城镇化率的

Moran 位大致在 0.30~0.48 的区间内变化袁且都通过

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袁 表明中国省域城镇化率

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 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

性,也就是说城镇化率呈现明显的高高集聚尧低低集

聚遥从动态来看袁中国城镇化率的集聚水平随时间呈

现一定的规律变化袁 在 2009 年形成一个 野增长拐

点冶袁2009 年以前中国城镇化率的 Moran 值大都呈

现增长之势袁之后 Moran 值逐步下降或波动下降遥
为进一步了解城镇化水平空间集聚的模式袁本

文绘制了 1993 年和 2015 年各省域城镇化率的

Moran 散点图袁如图 1遥

图 1 1993 及 2015 年省域城镇化 Moran 散点图

年份 Moran Z 值 P 值 年份 Moran Z 值 P 值

1993 0.312 2.777 0.005 2005 0.456 3.971 0.000
1994 0.287 2.578 0.010 2006 0.459 4.007 0.000
1995 0.293 2.629 0.009 2007 0.464 4.054 0.000
1996 0.309 2.759 0.006 2008 0.466 4.091 0.000
1997 0.313 2.798 0.005 2009 0.477 4.188 0.000
1998 0.331 2.936 0.003 2010 0.460 4.061 0.000
1999 0.350 3.088 0.002 2011 0.444 3.956 0.000
2000 0.387 3.390 0.001 2012 0.430 3.873 0.000
2001 0.403 3.521 0.000 2013 0.435 3.920 0.000
2002 0.418 3.647 0.000 2014 0.439 3.943 0.000
2003 0.432 3.765 0.000 2015 0.454 4.059 0.000
2004 0.445 3.87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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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实线将平面分成 4 个象限院 低值被低值包

围(LL)尧低值被高值包围(LH)尧高值被高值包围(HH)尧
高值被低值包围(HL)遥由图 1 可知袁大部分地区都处

于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 LL 象限和城镇化发

展水平较高的 HH 象限遥
图 2 显示了 1993 年和 2015 年中国的城镇化水

平空间集聚模式呈现东部沿海高值集聚袁 中西部低

值集聚的两极分化态势遥 具体而言袁在四种模式中袁
城镇化水平高值被高值包围的省区有 11 个袁且大部

为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袁 表明东部沿海地区一定

程度上可以代表着全国城镇化率的 野扩散中心冶袁通
过对周边地区的溢出效应袁 使得周边地区整体都具

有较高的城镇化水平遥 城镇化水平低值被低值包围

的省份数量最多渊12 个冤袁且均为中西部省份袁表明

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潜力巨大遥 余下的是城镇

化野盆地冶与野高地冶院低值被高值包围的河北尧江西尧
安徽尧湖南四省与高值被低值包围的广东尧山东尧湖
北尧重庆四省袁这些省份大多位于前两种模式的交界

处袁 充当了低值集聚和高值集聚两种模式的缓冲地

带遥综上所述袁中国省域城镇化进程存在较强的空间

相关性袁有必要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分析遥

图 2 1993 年和 2015 年高一高尧低一低型地区

空间集聚的动态演变

渊二冤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选择与设定

如上所述该空间面板模型变量间存在空间相关

性袁故应进一步进行空间自相关性的 LM 检验袁其检

验结果如表 2 所示遥从表 2 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袁无
空间滞后测试在混合效应尧 时间固定效应下的检验

通过了 5%的水平下显著袁 无空间误差检验在混合

效应下的检验通过了 1%的水平显著且稳健袁 故存

在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遥故按照 LeSage 和

Pace (2009)的研究袁此时应采用 SDM 模型进行分析

更为合适遥

表 2 非空间面板模型估计及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注院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曰*尧**尧*** 分别表示通过 10%尧
5%尧1%的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遥

通常袁 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主要应进行固定效

应的 LR for FE 检验与 LR for RE 检验和空间随机

效应的 LR for FE 检验与 LR for RE 检验遥LR for FE
检验主要是针对无固定效应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的

选择袁 若 LR for FE 检验拒绝原假设则存在固定效

应袁 此时应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要好一些曰而
LR for RE 检验则是针对无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

应模型的选择袁 若 LR for RE 检验拒绝原假设则存

在固定效应袁 此时则不适合应用随机效应模型遥
Elhorst 指出当模型中存在随机效应时袁检验结果可

能拒绝原假设袁因此还需要进一步使用 Hausman 检

验[14]遥如果 Hausman 检验拒绝了原假设袁则认为固定

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袁 反之随机效应模型优

于固定效应模型遥

表 3 空间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检验表

变量 混合效应 空间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时间和空间固定效应

Intercept -0.800179**渊-2.512502冤 要 要 要

lnFIR 0.130355***渊4.375694冤 0.150524***渊6.481017冤 0.152085***渊6.112016冤 0.160105***渊6.314318冤
lnGAP -0.485761***

渊-16.500451冤
-0.062096**
渊-2.552962冤

-0.221259***
渊-6.185058冤

-0.158070***
渊-4.234645冤

lnOPEN 0.005860渊1.114843冤 0.025369***渊3.462714冤 -0.019103***渊-4.304594冤 0.023436***渊2.696738冤
lnpGDP 0.089964***渊7.838457冤 0.133051***渊11.623060冤 0.379123***渊18.953422冤 0.203381***渊6.793073冤
lnHR 0.560723***渊12.227880冤 -0.004127渊-0.061465冤 0.615352***渊15.732739冤 -0.097747渊-1.254863冤
lnSTR2 0.298359***渊7.577120冤 0.230801***渊6.718979冤 0.137320***渊4.051355冤 0.168413***渊4.283723冤
lnSTR3 0.485579***渊7.277710冤 0.001603渊0.034614冤 0.120101*渊1.900777冤 -0.075144渊-1.445939冤

R2 0.8440 0.8563 0.8714 0.2694
滓2 0.0218 0.0053 0.0141 0.0050

LogL 356.6850 861.8431 511.2980 877.9813
LMlag 5.3054**渊0.021冤 0.4435渊0.505冤 5.9978**渊0.014冤 0.0093渊0.923冤

R LM lag 68.3162***渊0.000冤 5.1490**渊0.023冤 15.8961***渊0.000冤 12.7898***渊0.000冤
LM error 32.1183***渊0.000冤 0.0774渊0.781冤 2.5546渊0.110冤 2.0282渊0.154冤

R LM error 95.1291***
渊0.000冤

4.7829**
渊0.029冤

12.4529***
渊0.000冤

14.8087***
渊0.000冤

项目
空间滞后模型(SLM) 空间误差模型(SEM)

统计量 P 值 统计量 P 值

LR for FE 1009.7728 0.0000 988.5493 0.0000
LR for RE 817.5432 0.0008 799.8902 0.0000

Hausman 检验 -14.0753 0.0798 -75.6615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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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是 SLM 和 SEM 模型的 LR 检验及 Haus-
man 检验结果袁LR 检验结果在 1%水平上显著袁说明

SLM 和 SEM 模型都存在固定效应遥 此外袁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是负值袁 说明随机效应的干扰项与解

释变量不相关的假设不满足袁拒绝随机效应袁因此袁
固定效应模型是更好的选择遥

根据 Anselin(2006)尧Elhorst(2010)的判别准则袁
还需要通过 Wald 和 LR 的统计量检验进一步判断

空间杜宾模型是否可以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

误差模型袁如表 4 的分析[15]遥

表 4 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注院*尧**尧*** 分别为 10% 尧5% 和 1% 水平下的显著性

检验遥

表 4 是经济距离权重下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

果 袁 其检验结果发现 袁Wald -spatial -lag 和 LR-
spatial-lag 的统计量分别在 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

原假设 H0:兹=0袁 拒绝了 SDM 模型可以简化成 SLM
模型的可能曰Wald-spatial-error 和 LR-spatial-error
也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 H0:兹+籽茁=0 的原假设袁
同样 SDM 模型不能简化成 SEM 模型遥由此可见袁固
定效应下的空间杜宾模型是更合适的选择遥

渊三冤固定效应的 SDM 模型分析

如前文分析袁本文更适合采用固定效应的 SDM
模型进行相关估计分析袁故可结合前文中公式(3)构
建面板模型展开对中国城镇化影响因素的计量分

析袁结果如表 4遥
从表 2 和表 4 可以看出袁 空间杜宾模型的结果

相对于非空间面板模型而言更为理想遥因为袁空间杜

宾模型的拟合优度 R2 最高达 0.9664袁 相对于非空

间面板模型的最大值 0.8714袁有较大程度的提高曰同
时袁空间杜宾模型的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 LogL 最大

值 902.5035袁 相对于非空间面板模型的最大值

877.9813 亦有较大程度的提高曰再者袁空间杜宾模型

的离散程度 2 的最小值 0.0046袁 相对于非空间面板

模型的最小值 0.0050袁则明显缩小遥故不难看出空间

杜宾模型能较有效地提高估计的有效性, 所以选择

空间杜宾模型进行相关分析更为合理遥 同时由表 4
可以看出袁时间和空间双向固定效应的 R2尧LogL 和

2 均优于空间固定效应及时间固定效应模型袁 故在

下文的分析中均以时间和空间双向固定效应为基础

展开分析遥
在所有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中袁 经济发展水平

的系数最大袁 表明经济增长是推动城镇化进程的首

要因素袁 经济增长可以解释大部分省份城镇化水平

的提高遥 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城镇化的影响有正向

显著关系袁 说明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城镇化

建设袁并对周边省区起辐射作用袁原因是金融发展水

平越高袁越能满足城镇化建设的资金缺口遥第二产业

产值水平对我国城镇化率的影响在 1%水平上显

著袁 第三产业产值发展水平对城镇化率的影响没有

显著关系袁这与前期作者的结果不相符袁可能是人口

由农村转移到城镇的过程中袁 目前第二产业吸收的

就业比重较高袁第三产业对就业吸收比重并不太高袁

变量
混合效应 空间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时间和空间
固定效应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Intercept 0.244728 0.503294 冥 冥 冥 冥 冥 冥
lnFIR 0.190092*** 7.585013 0.115806*** 4.528198 0.181264*** 7.381668 0.144373*** 5.597883
lnGAP -0.365067*** -8.575420 -0.112487*** -2.651488 -0.311988*** -7.252218 -0.148664*** -3.589321
lnOPEN -0.020220*** -4.245665 0.027517*** 3.038473 -0.025050*** -5.399740 0.016715* 1.800825
lnpGDP 0.416828*** 19.383889 0.197777*** 6.301972 0.427566*** 20.273171 0.268259*** 8.097909
lnHR 0.514963*** 12.813189 -0.046814 -0.610338 0.581542*** 14.506373 -0.105800 -1.329132
lnSTR2 0.169527*** 4.567943 0.142704*** 3.357334 0.090631** 2.396237 0.169499*** 4.088816
lnSTR3 0.126857** 2.015763 -0.101375* -1.931181 0.066107 1.043107 -0.037144 -0.693102
W*lnFIR -0.247801** -5.695776 0.071304* 1.896393 -0.170043*** -3.548948 0.186350*** 4.135013
W*lnGAP 0.129318** 2.284172 0.044777 0.882028 0.061800 0.815097 -0.084641 -1.201486
W*lnOPEN 0.034439*** 6.040910 0.012614 0.998825 0.019758*** 3.391180 -0.009577 -0.579765
W*lnpGDP -0.358015*** -14.687381 -0.086683*** -2.633098 -0.132696*** -3.285701 0.126764** 2.294721
W*lnHR 0.055947 0.773628 -0.100574 -0.864847 0.176381** 2.178117 -0.285529** -1.834259
W*lnSTR2 -0.187611*** -2.856646 0.292627*** 4.639619 -0.343103*** -4.539285 0.329993*** 4.620417
W*lnSTR3 0.116846 1.123718 0.330683*** 3.950936 -0.089965 -0.656263 0.575288*** 4.770776

W*dep.var. 0.315984*** 7.643003 -0.048992 -0.966340 0.075997 1.598233 -0.140959** -2.756320
R2 0.8995 0.9641 0.9097 0.9664
滓2 0.0139 0.0052 0.0129 0.0046

LogL 504.08474 879.90027 550.96595 902.5035
Wald_spatial_lag 427.1561*** 37.0544*** 76.8510*** 55.4622***
prob_spatial_lag 0 4.5807e-06 6.0285e-14 1.2073e-09
Wald_spatial_error 295.1545*** 35.6248*** 77.7901*** 49.0030***
prob_spa鄄tial_error 0 8.5320e-06 3.8858e-14 2.2659e-08
LR_spa鄄tial_lag 293.7962*** 36.3486*** 74.1291*** 49.0335***
prob_spatial_lag 0 6.2299e-06 2.1549e-13 2.2349e-08
LR_spa鄄tial_error 272.9429*** 36.7183*** 76.6077*** 46.5554***
prob_spa鄄tial_error 0 5.3035e-06 6.7613e-14 6.8149e-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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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袁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对城镇化的作用不显著遥人
力资本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并不显著曰 城乡收入差

距对我国城镇化的影响有负向显著关系袁 说明城乡

收入差距越大袁越制约城镇化的发展遥

渊四冤SDM模型的效应分解

绝大多数的实证研究均是通过空间回归模型的

点估计方法来验证变量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的袁
而 LeSage 和 Pace(2009)通过研究则发现该方法所得

结论存在一定的误差袁 故提出了应采用求解偏微分

的检验方法来解释在不同模型设定下变量变化所产

生的空间溢出效应[16]遥 本文即以此为基础展开空间

溢出效应的相关分析遥也就是说袁非空间模型的点估

计主要表示的是自变量的边际效应袁而空间 SDM 模

型却由于其存在空间滞后项袁 点估计则不能较好地

表示自变量的边际效应袁故需进一步展开 SDM 模型

的估算袁 对影响中国城镇化的各因素的效应进行空

间分解袁得到直接效应尧间接效应和总效应袁结果如

表 5 所示遥

表 5 各变量对城镇化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检验

(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注院 括号内为 z 统计量曰*尧**尧*** 分别为 10%尧5% 和

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遥

其中袁总效应是各因素对城镇化的总体影响袁是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之和曰 而直接效应则主要是各

因素对本省份城镇化发展的影响袁 由各因素对本省

份的影响和各因素对邻接省区的影响通过空间回馈

效应对本省份所产生的作用两部分组成曰 同时间接

效应由邻接省区的各因素变动对本省区的影响和邻

接省区各因素变动对邻接省区自身的影响进而对本

省区所产生的作用两部分组成遥
表 5 结果显示院金融发展水平尧城乡收入差距尧

出口依存度尧经济发展水平尧人力资本尧第二产业发

展水平以及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每提高 10%袁对本省

区城镇化的影响分别为 :1.38%尧-1.49%尧0.17%尧
2.65%尧-0.94%尧1.60%尧-0.57%遥但如前所述袁直接效

应除了包含各因素对本省份的影响外袁 还包含邻接

省区各因素对邻接省区的影响通过空间回馈效应对

本省份所产生的作用即邻接省区的反馈效应袁 故邻

接省区的反馈效应为表 4 中的估计系数与表 5 中直

接效应的差值袁那么金融发展水平尧城乡收入差距尧
出口依存度尧经济发展水平尧人力资本尧第二产业发

展水平以及第三产业发展水平(Str3)的反馈效应分别

为 0.0063尧0.0005尧 -0.0007尧0.0030尧 -0.0116尧0.0096尧
0.020遥 同时袁从间接效应来看袁金融发展水平尧城乡

收入差距尧出口依存度尧经济发展水平尧人力资本尧第
二产业发展水平以及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每提高 10%袁
对邻近省区城镇化的影响分别为-1.51%尧-0.535%尧-
0.105%尧0.796%尧-2.540%尧2.782%尧5.257%遥

上述分析不难看出袁 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城镇

化水平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为正且显著遥 金融

发展水平的直接效应为正且显著袁 说明一个省区的

金融发展水平对该省区的城镇化有正向促进作用袁
其影响达到 0.138%曰而邻接省区金融发展水平对该

省区的城镇化亦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袁 其影响达

0.151%袁这充分说明金融发展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

更加明显遥同时袁城乡收入差距对中国城镇化水平的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负袁 但仅对本省城镇化的

进程影响显著遥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城镇化

发展袁原因是农民工收入偏低袁不利于大批农民进入

城市袁也不利于农民工提高消费水平袁从而制约城镇

化的进程曰 而出口依存度仅对本省的城镇化水平影

响显著袁 说明出口依存度有利于提高本省的城镇化

水平袁 原因在于出口依存度对制造业就业有一定的

促进作用袁从而促进了城镇化进程遥 再者袁经济发展

水平对中国城镇化水平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

正袁直接效应为正且显著袁表明本省区的经济发展有

效地推动了其城镇化进程曰 而间接效应虽为正但不

显著袁 表明邻接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本省区

的城镇化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遥 但人力资本水

平对中国城镇化水平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则均为

负袁并且仅后者显著袁间接效应为负且显著袁说明邻

接省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不利于该省区的城镇化

水平曰 而第二产业发展水平对城镇化水平的直接效

应与间接效应均为正且显著袁 这表明该省区第二产

业发展水平对本省区的城镇化进程具有较显著的推

动作用曰其间接效应亦为正且显著袁表明邻接省区第

二产业的发展水平对本省区具有较明显的空间溢出

效应遥同时袁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对中国城镇化水平的

直接效应为负但不显著袁间接效应均为正且显著遥第
三产业发展水平的间接效应为正袁 说明邻接省区第

变量
名称 lnFIR lnGAP lnOPEN lnpGDP lnHR lnStr2 lnStr3
直接
效应

0.138073***
(5.309071)

-0.149209***
(-3.434184)

0.017414*
(1.847603)

0.265260***
(7.775539)

-0.094247
(-1.164686)

0.159926***
(3.790447)

-0.057106
(-1.067722)

间接
效应

0.150876***
(3.555018)

-0.053494
(-0.856390)

-0.010532
(-0.684224)

0.079583
(1.594032)

-0.254014*
(-1.776499)

0.278171***
(4.231851)

0.525686***
(4.657644)

总效
应

0.288949***
(6.304548)

-0.202703***
(-3.645930)

0.006882
(0.433704)

0.344843***
(6.450215)

-0.348261**
(-2.354252)

0.438097***
(6.930128)

0.468580***
(3.864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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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会对本省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

的集聚效应袁进而促进本省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遥

四尧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袁 发现金融发展

与我国城镇化水平间具有较明显的空间交互效应袁
金融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各

省域城镇化进程遥研究表明院各省域自身的金融发展

水平尧经济发展水平尧出口依存度尧第二产业发展水

平等变量对本省区的城镇化均具有较显著的正向促

进袁 而城乡收入差距则对本省的城镇化具有较显著

的制约作用袁 同时人力资本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虽

然一定程序地制约本省区的城镇化水平袁 但效果并

不显著遥邻接省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尧第二产业发展水

平尧 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对本省区的城镇化均具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曰 同时邻接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

对本省区城镇化的发展有促进作用袁 但效果却不是

特别显著曰 而邻接省区的人力资本则较显著地制约

了本省区的城镇化曰邻接省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尧人力

资本等变量则制约了本省区的城镇化发展袁 但这种

作用却不明显遥此外袁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城镇化的

发展具有较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袁 其溢出作用既产

生在各省域内袁也产生在各省域之间袁说明金融发展

水平一方面促进了各省域的城镇化发展袁 另一方面

则加剧了各省域之间城镇化发展的不平衡遥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院 我国城镇化发展具有较明

显的空间交互效应袁 故在今后我国各省区的城镇化

发展中袁不仅应重视本省区金融发展水平尧城乡收入

差距尧出口依存度尧经济发展水平尧人力资本尧第二产

业发展水平以及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等要素的作用袁
也应充分考虑邻接省区相关政策变动对本省区城镇

化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曰 而且各省区在制定自身城

镇发展政策时袁 在考虑各政策对本省发展促进作用

的同时袁也应尽力避免对邻接省区的不利影响袁从而

从国家层面建立宏观调控机制袁 避免各省在发展自

身城镇化的同时对邻接省区的恶性竞争袁 进而促进

各省区间城镇化的协调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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