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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 285 个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流通业发展对于本地经

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流通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流通业规模、流通业效率和流通业

竞争水平的提高对本地经济发展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在以地理距离衡量城市之间的空间互动关

系时，流通业发展表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认为这主要得益于较低的贸易成本能够促进城市

之间的贸易往来; 当考察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总体经济地理联系时，流通业发展呈现出显著的负

向溢出效应，且负向溢出效应主要是通过流通业规模和效率产生影响的，研究认为这与经济发展的

“虹吸效应”和企业异地投资的市场偏好有关。结论表明，要充分重视流通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鼓励本地流通业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流通业发展的区域协同和区域统筹，鼓励不同地区流通业

的差异化发展和错位竞争，鼓励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梯度的城市之间加强内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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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产业结构变动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这主要由于不同产业的发展和增长路径存在差异［1］，且

不同产业对于整体经济的增长具有差异的贡献［2］。现有研究指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电子信

息产业以及密集使用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解释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后者在

解释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差异的问题中尤为重要; 而流通业又是服务业中对电子信息技术的使用和投

资最多的产业，流通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是解释发达国家间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3-6］。
作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流通业在产出水平、吸纳就业及消费带动等方面都对经济发展做出

了巨大贡献。但现有国内研究普遍认为流通业对专业技术和知识的门槛要求相对较低，具有相对较

低的全要素生产率，其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遵循了鲍莫尔—福克斯假说，即流通业规模的扩

大会负向影响经济增长。但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来看，我国流通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均呈现持

续上升的特点，近十年来，流通业增加值增速始终略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从各行业电子信息化的

水平来看，批发和零售业企业的电子信息化和电子商务水平均位于前列①。鉴于实践发展与理论研

究的相悖，重新审视并论证流通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具

有理论的重要性和现实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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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商品流通具有空间内涵，受到空间经济规律的制约［7］。流通过程涉及商品的跨区域流转，

因此地理空间的互动和关联会对流通业发展以及流通业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产生直接的影

响。但现有研究往往忽视了流通的空间性特点以及这种空间互动对于流通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

的影响，忽视空间因素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很可能导致实证分析结论的不准确。鉴于现有研究的不

足，本研究从空间互动的视角对流通业发展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二、文献综述

鲍莫尔—福克斯假说指出了服务业的成本病问题，即服务业具有更低的生产率和增长率。
Baumol［8］指出，尽管零售业出现许多市场方面的变革，但这些变革的本质仍是服务的改进，并非是通

过资本积累、创新活动或者大规模机器的使用而产生的生产率的提升。但事实上，近几十年零售行

业的发展表明，零售行业的发展与生产率、技术和制度直接相关，零售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投入使用

ICT 技术最多的行业，精益零售系统在零售行业内得以广泛使用［9］，零售行业已经从工人根据库存

情况向消费者经销商品的低技术产业转变为通过对生产者的商品和服务与消费者需求进行持续匹

配来进行信息交易活动的产业［5］。Olinerand and Sichel［10］、Van Ark et al．［11］的研究强调了信息和通

信技术在流通行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他们指出，ICT 技术在流通业的应用( 例如精益零售系统、条形

码技术、高效的物流采购系统等) 直接促进了零售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也成为美国流通业生产率

显著增长的主要原因。Jarmin et al．［12］、Foster et al．［3］的研究则指出，信息技术变革对于零售行业的

影响主要是通过企业的进入退出实现的; 大量的企业进入退出行为实现了行业内部的资源重新配

置，高效率的企业持续进入市场，现有市场中的流通企业在竞争压力下不断进行学习和创新从而提

高自身的生产率和竞争力，而生产率低下的企业不断淘汰，由此实现了整个行业生产率水平的持续

提升。Blanchard et al．［13］还指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使用不仅直接推动了美国零售行业生产率的增

长，而且促进了零售行业的“软创新”，例如新的零售业态、服务条款、劳动调度系统以及最优市场

策略。
除了探讨流通行业本身的技术变革和生产率变革，国外研究也对流通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

关系进行了讨论，其中，很多讨论证实了流通业发展差异是解释美国和欧洲在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后生产率差异的主要原因［3，11，14］。Van Ark et al．［11］指出，美国劳动生产率领先于欧洲的部分可以追

溯到美国在密集使用 ICT 技术的服务行业的强劲表现，最为典型的就是批发和零售贸易行业。美国

的批发、零售部门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呈现出非常高速的增长，相比较而言，欧洲相关行业的增长

则增长相对平缓。根据 Van Ark et al．［11］的测算，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美国和欧洲的所有生产率增长

差异主要来自流通业，其中零售行业贡献了约 55% 增长率差异，批发行业贡献了 24% 的增长率差

异。Forster et al．［3］解释了美国零售部门如何通过资源的调整和再分配影响了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

长。Kuusi［14］在分析 ICT 技术应用与经济增长差异的问题时也指出流通行业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

因此对于整体经济增长具有较大贡献。Berardino et al．［15］采用意大利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

析，证实了零售行业规模的扩大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影响。此外，国外学者也从其他角度分析

了流通业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Glaeser et al．［16］指出，批发零售行业是重要的城市设施，对城市便

利性有着重要作用; 批发零售业通过创造不同的消费机会、增加消费的可能性来激活本地市场环境、
增加城市的吸引力，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分销渠道的创新和效率的提高也会对技术的进步产

生影响，而生产商也可以从中获得知识溢出和技术溢出，从而促进自身的产品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

增长［17-18］; Dekle［19］的研究证实批发业和零售业表现出明显的马歇尔外部性( Marshall-Arrow-Ｒomer
externalities) 和波特外部性( Porter externalities) 。

国内学者对于流通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早期的理论研究都指出流

通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流通业在社会化、贡献率、就业比、关联度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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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性等方面都具有极大优势，因此黄国雄［20］、洪涛［21］指出流通行业是商业社会的基础产业; 宋

则［22］、高觉民［23］、高铁生［24］等学者也认为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承担起先导产业的作

用，宗颖和刘敏楼［25］指出我国流通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与国外流通业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近年

来，一些国内学者尝试通过实证研究论证流通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得到的结论却并

不一致。赵萍［26］、赵凯和宋则［27］的研究结果直接表明流通业对其他部门的生产具有显著的溢出效

应。他们的研究认为，流通业对于地区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国民经济中流

通业比重的上升能够提高非流通部门的生产率，进而提升地区总体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水平。杨龙

志［28］指出，流通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倒 U 型的影响。但上述研究的共同问题在于，基于

Feder［29］模型构建流通业和非流通业两部门模型，并直接进行实证分析，实证模型本身存在遗漏变量

的问题。程进文和刘向东［30］的研究利用扩展的索罗模型构建流通业规模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理

论模型，并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论指出流通业具有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流通业比重的

上升会制约地区总体生产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的提高。该研究的问题在于，假设技术水平只与流通

业规模有关，其他影响技术水平的变量均未在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中出现，这导致最终的实证分析

仍然存在遗漏关键变量的问题。
除上述国内相关研究在实证分析中存在的问题，忽视地理之间的相关性和互动也导致研究结论

可能与现实相悖。现有研究已经关注到服务业具有的空间相关性，尤其是批发零售业在地理空间上

的外部性已经获得论证［31］，但现有研究往往忽视了流通业具有的空间外部性。本研究将流通业发

展纳入到城市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基于空间互动的视角对流通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

论证，并分析了影响路径和影响机制。
三、模型设置

( 一) 理论模型

韩峰等［32］以及于斌斌［33］ 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城市增长的影响。在 Ｒedding and
Venables［34］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他们将部门的边际成本设置为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相关的函数。本

研究中，设置边际成本与流通业专业化水平 Di 和流通业竞争情况 Coi 相关，并将商品运输过程中的

运输成本设置为与两地距离和流通业效率相关的函数。
假设一个城市由制造业和流通业构成，其中制造业为差异化生产且规模报酬递增的最终产品部

门，制造业产品可以进行区域贸易，而流通业属于不可贸易部门，Tij表示 i 地区产品运输到 j 地区的

冰山成本。实践中，商品运输过程中的运输成本取决于两地之间的地理距离、本地的流通业效率以

及目的地的流通业效率，这里设置 Tij = Efi ι
1Efj ι

2dij，Efi ι
1、Efj ι

2分别表示 i 地区和 j 地区流通业的效率，

dij为两地的地理距离。根据 Ｒedding and Venables［34］，假设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CES 效用函数，即

Uj [= ∑
Ｒ

i
∫ni xij ( z)

( σ－1) /σ ]dz
σ / ( σ－1) [= ∑

Ｒ

i
nix

( σ－1) /σ ]ij

σ / ( σ－1)

( 式 1) ，其中，z 代表生产的多样化，ni

是国产品多样化的序列，xij ( z) 是地区 i 对第 z 个产品的需求，在均衡的条件下对第一个等式进行处

理，将对 z 的积分改写成产品，得到上述第二个等式; σ 为任意两种商品的替代弹性。与该效用函数

对偶的价格指数，Gj [= ∑
Ｒ

i
∫ni pij ( z)

1－σ ]dz
1 /1－σ [= ∑

Ｒ

i
nip

1 /1－σ ]ij

1 /1－σ
( 式 2) ，其中 pij为在 i 地区生

产在 j 地区销售的商品价格。地区 j 对制成品的总体预算为 Ej，则根据谢泼德引理，可以得到地区 j
对每种商品的需求为: xij = p － σ

ij EjGσ － 1
j ( 式 3) 。根据 Ｒedding and Venables［34］，EjGσ － 1

j 为地区 j 的市场

容量。
生产端函数形式设定参考 Krugman and Venables［35］和 Ｒedding and Venables［34］，设生产函数为柯

布道格拉斯形式，且技术是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水平主要反映在边际成本。假设企业的投入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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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劳动力和中间品，其中劳动力的价格为 wi，投入的份额为 α; 中间品的价格为 vi，投入份额为

β; 技术参数为 ci，根据 Glaeser et al．［36］、Dekle［19］等，产业集聚具有三种动态外部性———MAＲ 外部

性、Jacobs 外部性和 Poter 外部性，Dekle［19］的研究证实了批发和零售行业存在 MAＲ 外部性和 Poter
外部性，这里设置技术参数与流通业专业化水平Di 和流通业竞争情况 Coi 相关，即 ci = θDν

i Coψi。i 地区

的企业利润为 πi =∑
Ｒ

J
pijxij /Tij － Ci ( F + xi ) ( 式 4) ，其中 Ci ( F + xi ) 是企业的成本，CiF 为固定投入，Ci

为边际投入，且 Ci = ciwα
i vβi ( 其中，α + β =1) ; i 地区企业的整体产出为 xi，且 xi =∑ j

xij ; 价格水平有 pij
= piTij。由于企业是垄断竞争的，利润最大化情况下有 pi =mcσ / ( σ －1) = Ciσ / ( σ －1) ( 式5) 。根据式

3 可以得到每个从地区 i 运往各个地区的某一商品的总值，即∑
Ｒ

j
pixij = ∑

Ｒ

j
niEjp

－σ
i T1－σ

ij Gσ－1
j ( 式 6) ，进

一步可得到地区 i 的总产出 Y = nip
－σ
i ∑

Ｒ

j
EjGσ－1

j T1－σ
ij ( 式 7) ，将均衡情况下的价格水平代入式 7，可得

Y = nip
－σ
i ∑

Ｒ

j
EjGσ－1

j T1－σ
ij = ni wα

i vβi θDν
i Coψi

σ
σ －( )1

－σ

∑
Ｒ

j
MP( Efι1i Efι

2
j dij )

1－σ ( 式8) ，其中，MP = EjGσ －1
j ，

如前所述，表示市场容量; ∑
Ｒ

j
MP Efι1i Efι

2
j d( )

ij
1－σ 可被看作 i 城市商品的整体市场能力。由此，得到流通

业的专业化水平、流通业竞争以及流通业效率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模型。根据上述基本模

型，可以得到如下实证分析模型:

lnYit = αlnDit + βlnCoit + γlnEfit +ΓlnXcontrol + εij ( 9)

( 二) 空间计量模型

根据 Anselin［37］，空间相关的影响在计量分析中是十分重要的，忽视空间因素可能会导致标准方

法的估计结果无效。因此，需要将地区之间的空间联系纳入实证模型进行分析。首先参考余泳泽

等［38］，采取区域间地理距离的倒数作为空间权重矩阵，具体地，本研究选取了两个城市之间的欧氏

距离来衡量地理距离。基于此，对本研究数据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 见表 1 ) ，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流通业专业化水平、流通业效率以及流通业竞争水平几个关键变量的莫兰指数均在 1%水

平上拒绝“无空间自相关”的原假设，说明不同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和流通业发展均存在着明显的空

间互动和空间依赖，因此，需要将空间因素纳入本研究的实证模型。基于此构建如下基本空间计量

模型:

lnYit = ρ∑
n
j = 1wij lnYit + αlnDit + θ1∑

n
j = 1wij lnDit + βlnCoit + θ2∑

n
j = 1wij lnCoit

+ γlnEfit + θ3∑
n
j = 1wij lnEfit +ΓlnXcontrol + μi + εij ( 10)

表 1 空间自相关效应检验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lnYit 0． 087＊＊＊ 0． 090＊＊＊ 0． 089＊＊＊ 0． 088＊＊＊ 0． 085＊＊＊ 0． 084＊＊＊ 0． 082＊＊＊ 0． 078＊＊＊ 0． 077＊＊＊ 0． 077＊＊＊ 0． 087＊＊＊

lnDit 0． 051＊＊＊ 0． 046＊＊＊ 0． 052＊＊＊ 0． 040＊＊＊ 0． 037＊＊＊ 0． 036＊＊＊ 0． 037＊＊＊ 0． 034＊＊＊ 0． 019＊＊＊ 0． 016＊＊＊ 0． 051＊＊＊

lnEf 0． 085＊＊＊ 0． 086＊＊＊ 0． 090＊＊＊ 0． 074＊＊＊ 0． 065＊＊＊ 0． 053＊＊＊ 0． 053＊＊＊ 0． 042＊＊＊ 0． 049＊＊＊ 0． 040＊＊＊ 0． 085＊＊＊

lnCoit 0． 075＊＊＊ 0． 089＊＊＊ 0． 092＊＊＊ 0． 100＊＊＊ 0． 110＊＊＊ 0． 093＊＊＊ 0． 084＊＊＊ 0． 090＊＊＊ 0． 083＊＊＊ 0． 090＊＊＊ 0． 075＊＊＊

注:＊＊＊、＊＊、*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

四、变量说明、描述性统计

( 一) 变量说明

本研究包含了 2005—2015 年全国地级市以及直辖市的数据②，其中剔除了由于行政区划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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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巢湖、毕节、铜仁、儋州) 和数据严重缺失( 拉萨、三沙) 的城市，最终研究样本为全国 281 个地级市

和 4 个直辖市。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6—2016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中

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对于部分缺失数据，本研究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 对于某些变量

个别年份出现的异常值，根据省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调整。本研究的相关变量具体说明如下:

被解释变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为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本文选择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具体

以 2005 年价格为基期对市 GDP 进行平减，计算出各城市的实际 GDP。
解释变量。本研究关注的解释变量有三个———流通业规模、流通业效率以及流通业竞争情况。

其中，流通业规模采用流通业专业化水平来衡量，根据 Glaeser et al．［34］、Dekle［19］对产业专业化的定

义，以流通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占该城市城镇单位从业期末人数的比例计算，有 Di = Nid /Ni，其中，

Di 指流通业专业化水平，用来衡量流通业的整体发展规模，Nid是城市 i 流通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Ni

是城市 i 城镇单位从业期末人数。衡量流通业效率的指标较多，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选取

了荆林波［39］提出的指标———行业人均年销售额，即劳动效率，有 Efi = dgrosssalesid /Nid，dgrosssalesid指

城市 i 流通业的商品销售总额。流通业竞争情况，根据 Glaeser et al．［34］和 Dekle［19］，用波特外部性的

指标来衡量，有 Coi =
Nid Cid

Nd Cd
，Nid代表城市 i 流通业城镇单位从业期末人数，Cid代表全国流通业城镇

单位从业期末人数; Nd 代表城市 i 的限额以上流通业企业法人数，Cd 代表全国限额以上流通业企业

法人数。当 Coi 大于 1 时，意味着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该城市流通产业的企业数量相较于其产业规

模较少，说明该行业竞争不足; Coi 越大，意味着城市流通行业的竞争水平越低。
本研究的主要控制变量包括: ( 1) 生产性服务业③多样化水平( diver) ，借鉴赫芬达尔—赫希曼指

数( HHI) 的计算，diveri0 = HHI = ∑7

i = 1
S2
i ，其中 Si 代表生产性服务业 i 的就业人数占各城市从业人

员期末数的比重。( 2) 劳动力工资水平( wage) ，劳动力工资用来衡量劳动力成本，本文采用市区职

工平均工资水平的对数值来表示。( 3) 信息化水平( inf) ，本文选用市区的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来表

示信息化水平。( 4) 人力资本( edu) ，借鉴于斌斌［33］，本文以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估计人力资本情况，

假设普通小学、普通中学、高等学校的受教育年限分别为 6 年、9 年、16 年，W1、W2、W3 分别代表不同

教育水平的每万人在校学生数占人口总数的权重，平均受教育年限 = 6W1 + 9W2 + 16W3。( 5) 固定资

本投入( capital) ，本研究采取以 2005 年 GDP 为基期的 GDP 指数对固定资本投入进行平减; ( 6) 外商

直接投资( FDI) ，以美元表示的 FDI 数值按照当年人民币汇率平均价格折算为人民币口径，并按照

GDP 指数进行平减; ( 7) 政府干预( govern) ，地方政府的干预会对城市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本文以财

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政府干预程度; ( 8) 其他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发展水平，本研究

采取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

服务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和地质勘查业等 6 个行业的专业化指数作为衡量当地生产性服务业

发展水平的指标。
( 二) 描述性统计

表 2 是 2005—2015 年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见，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流通业发展规

模、流通业效率以及流通业竞争水平均呈现较大差异; 其中，流通业效率的差异大于流通业规模和流

通业竞争水平，lnCoit的平均值为正，表明平均来看我国流通业竞争程度较低，市场竞争不足。按照

东北、东部、西部、中部地区进行划分的样本描述性统计可见，中部地区流通业规模最大，东部次之，

东北地区流通业规模最小; 东部地区流通业劳动效率最高，且城市之间劳动效率差异较低; 在各地区

流通业竞争程度方面，东部地区流通业竞争程度最高，市场处于充分竞争状态，其他三个地区总体的

流通业处于竞争不足的状态，东北地区流通业竞争水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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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总体 东北 东部 中部 西部

平均值 标准误 平均值 标准误 平均值 标准误 平均值 标准误 平均值 标准误

lnYit 15． 510 0． 915 15． 305 0． 864 16． 159 0． 864 15． 418 0． 609 15． 008 0． 839
lnDit － 3． 360 0． 503 － 3． 553 0． 520 － 3． 321 0． 439 － 3． 221 0． 527 － 3． 455 0． 491

lnEf 14． 516 1． 076 14． 368 1． 085 15． 040 0． 947 14． 167 0． 998 14． 366 1． 072
lnCoit 0． 412 0． 687 0． 843 0． 773 － 0． 018 0． 606 0． 452 0． 570 0． 645 0． 590

lndiver － 5． 304 0． 674 － 5． 310 0． 640 － 5． 295 0． 728 － 5． 239 0． 627 － 5． 372 0． 667

lninf 5． 322 0． 937 5． 081 0． 795 5． 871 0． 903 5． 192 0． 773 4． 975 0． 918

lntrans － 3． 443 0． 506 － 3． 354 0． 485 － 3． 441 0． 549 － 3． 475 0． 455 － 3． 450 0． 511

lnict － 4． 594 0． 519 － 4． 492 0． 515 － 4． 574 0． 566 － 4． 716 0． 486 － 4． 541 0． 477

lnfinance － 3． 451 0． 370 － 3． 394 0． 348 － 3． 425 0． 390 － 3． 496 0． 369 － 3． 457 0． 352

lnrealestate － 4． 645 0． 751 － 4． 609 0． 673 － 4． 477 0． 696 － 4． 694 0． 694 － 4． 788 0． 847

lnlease － 4． 586 0． 836 － 4． 731 0． 913 － 4． 329 0． 747 － 4． 626 0． 751 － 4． 756 0． 902

lnscience － 4． 396 0． 654 － 4． 200 1． 017 － 4． 580 0． 657 － 4． 472 0． 589 － 4． 214 0． 637

lncapital 15． 015 0． 931 14． 740 1． 018 15． 524 0． 834 14． 981 0． 739 14． 631 0． 915

lngovern － 2． 780 0． 404 － 2． 835 0． 401 － 2． 695 0． 377 － 2． 785 0． 407 － 2． 840 0． 416

lnedu － 0． 338 0． 332 － 0． 568 0． 288 － 0． 250 0． 353 － 0． 322 0． 298 － 0． 352 0． 312

lnwage 1． 090 0． 467 0． 989 0． 454 1． 212 0． 450 0． 994 0． 468 1． 095 0． 460

lnfdi 15． 018 3． 723 15． 464 2． 185 16． 803 1． 410 15． 901 1． 342 12． 147 5． 384

五、计量分析结果

( 一) 静态空间面板模型计量分析结果

首先，考虑地区之间流通业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对于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本研究分别进行了

空间杜宾模型、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的空间面板模型估计④，根据豪斯曼检验的结果，

本研究应该采用空间固定效应模型; 进一步，根据对空间杜宾模型、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

型的 Wald 检验和 LＲ 检验，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更加有效。因此，本研究采取空间杜宾固定效

应模型。在进行空间杜宾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时，本研究分别汇报了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以

及个体 － 时间双向固定效应的结果，三个固定效应模型中，个体 － 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 AIC 和

BIC 值最小，说明双向固定效应的模型拟合结果最优，因此选择空间杜宾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

作为本研究的实证分析结果。表 3、表 4 分别汇报了空间杜宾模型的点估计结果以及直接效应、间接

效应估计结果。结果表明，地区流通业规模的增加、流通业效率的提升以及流通业竞争程度的增加

对本地区的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地区专业化水平每提高 1%，将促进本地区 GDP 提

高 0． 020% ; 地区流通业效率每提高 1%，将促进本地区 GDP 提高 0． 011% ; 地区流通业竞争水平每

提高 1%，将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提升 0． 014%。根据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他地区流通业的发

展规模和竞争水平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其他地区流通业竞争程度的提高

也将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空间杜宾随机效应模型、空间自回归模型以及空间自相关模型的估计

结果与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根据 LeSage and Pace［40］以及埃尔霍斯特和肖光恩［41］，以点估计的结果作为是否产生空间溢出

效应的评价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会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表现

出来，因此本研究进一步汇报了空间杜宾模型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的估计结果。直接

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的估计结果同点估计的结果基本一致，结论表明，流通业发展规模、发展效

率以及竞争程度的提高对本地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而其他地区流通业规模的发展和流

通业竞争程度的提高会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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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 个体)

固定效应模型
( 时间)

固定效应模型
( 个体 － 时间)

空间固定效应模型

lnDit
0． 020＊＊
( 2． 389)

0． 041＊＊
( 2． 473)

0． 020＊＊
( 2． 474)

lnEf 0． 009＊＊
( 2． 473)

0． 058＊＊＊
( 6． 679)

0． 011＊＊＊
( 2． 853)

lnCoit
－ 0． 024＊＊＊
( － 4． 914)

－ 0． 015
( － 1． 502)

－ 0． 014＊＊＊
( － 2． 896)

lndiver 0． 011
( 1． 487)

0． 037＊＊
( 2． 395)

0． 008
( 1． 041)

lnict 0． 010*

( 1． 776)
－ 0． 030＊＊＊
( － 2． 895)

0． 010*

( 1． 925)

lnfinance － 0． 035＊＊＊
( － 3． 970)

－ 0． 103＊＊＊
( － 6． 804)

－ 0． 039＊＊＊
( － 4． 458)

lnrealestate － 0． 012＊＊＊
( － 2． 750)

0． 027＊＊＊
( 3． 492)

－ 0． 006
( － 1． 279)

lnlease 0． 003
( 0． 666)

0． 024＊＊＊
( 3． 718)

0． 004
( 1． 155)

lnscience － 0． 008
( － 1． 161)

－ 0． 038＊＊＊
( － 4． 229)

－ 0． 002
( － 0． 251)

lninf 0． 001
( 0． 211)

0． 353＊＊＊
( 35． 561)

0． 005
( 0． 908)

lntrans － 0． 034＊＊＊
( － 4． 536)

－ 0． 047＊＊＊
( － 3． 405)

－ 0． 028＊＊＊
( － 3． 750)

lnfdi 0． 003＊＊＊
( 3． 054)

0． 018＊＊＊
( 10． 549)

0． 002＊＊
( 2． 569)

lnwage 0． 059＊＊＊
( 4． 730)

0． 391＊＊＊
( 14． 867)

0． 095＊＊＊
( 6． 936)

lncapital 0． 151＊＊＊
( 21． 064)

0． 555＊＊＊
( 52． 833)

0． 156＊＊＊
( 21． 120)

lnedu 0． 018
( 1． 170)

0． 073＊＊＊
( 4． 311)

0． 017
( 1． 143)

lngovern － 0． 087＊＊＊
( － 8． 497)

－ 0． 230＊＊＊
( － 15． 718)

－ 0． 091＊＊＊
( － 8． 993)

W × lnDit
－ 0． 150＊＊＊
( － 4． 412)

－ 0． 321＊＊
( － 2． 115)

0． 222＊＊
( 2． 303)

W × lnEf － 0． 107＊＊＊
( － 7． 119)

－ 0． 087
( － 1． 003)

0． 015
( 0． 304)

W × lnCoit
－ 0． 021

( － 1． 418)
0． 364＊＊＊
( 4． 029)

－ 0． 261＊＊＊
( － 5． 859)

ρ 0． 908＊＊＊
( 35． 343)

0． 611＊＊＊
( 9． 734)

0． 831＊＊＊
( 17． 825)

观察值 3 135 3 135 3 135
Ｒ2 0． 478 0． 518 0． 149

注: * p ＜0． 1，＊＊p ＜0． 05，＊＊＊p ＜0． 01; 括号内为 t 值。

( 二) 动态面板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结果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与上一期的经济发

展水平相关，因此，需要考虑动态面板情况下空

间计量模型的分析。表 5 汇报了采用 MLE 估

计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双向固定效应的估计

结果。
根据点 估 计 的 结 果，某 一 地 区 上 一 期 的

GDP 每 提 高 1%，将 导 致 本 地 GDP 提 高

0． 723% ; 其他地区上一期的 GDP 每提高 1%，

将导致本地区 GDP 提高 0． 794%。这表明地区

经济增长受到本地区和其他地区上一期经济增

长的影响。从流通业发展水平的三个变量看，

本地区流通业专业化水平的提升、本地区流通

业效率的提升以及本地区流通业竞争水平的提

升对于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的影响，其中，流

通业专业化水平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

在 p ＜ 0． 01 的水平上显著，流通效率对于经济

增长的影响在 p ＜ 0． 1 的水平上显著，而流通业

竞争水平的影响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根据点

估计的结果，流通业专业化水平每提高 1%，将

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提升 0． 018% ; 流通业效率每

提高 1%，将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提高 0． 004% ;

这意味着，相较于流通效率的提升，地区流通业

发展规模的扩大对于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

相对更高。
总体上，从流通业发展的空间互动效应来

看，其他地区流通业竞争水平的提升将显著促

进本地区经济发展，但流通业发展规模和效率

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这表明，当以城市

之间的地理距离来衡量城市之间的空间联系

时，流通业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波特外部性特

点，即流通业竞争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其他地区

经济发展，且地理距离越近，正向的空间溢出效

应越大。事实上，城市之间地理距离的远近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之间的贸易成本，地理距

离越近，意味着贸易成本相对越低，城市之间的

贸易往来也会越频繁，因此商品的跨区域贸易也越容易发生。行业竞争水平的提升激发了行业内部

的创新活力和创新动力，新的技术不断被吸收和利用; 而商品的跨区域流转促进了技术、知识的空间

溢出，地理距离相近地区的流通业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吸收和学习新的技术，提高本地区流通业的创

新能力和行业效率，并进一步推动新技术在其他行业的学习和应用。因此，流通业的发展对于其他

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正向的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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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空间杜宾模型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空间杜宾模型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lnDit
0． 026＊＊＊
( 2． 850)

1． 667
( 1． 481)

1． 694
( 1． 499)

lnEf 0． 011＊＊＊
( 3． 087)

0． 208
( 0． 649)

0． 219
( 0． 681)

lnCoit
－ 0． 021＊＊＊
( － 3． 303)

－ 1． 838*

( － 1． 846)
－ 1． 859＊＊

( － 1． 86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察值 3 135 3 135 3 135
Ｒ2 — — 0． 149

注: * p ＜ 0． 1，＊＊p ＜ 0． 05，＊＊＊p ＜ 0． 01; 括号内为 t 值;
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具体估计结果未列示。

表 5 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空间杜宾模型 短期直接效应 短期间接效应

L． lnYit
0． 723＊＊＊
( 70． 790)

— —

L． W × lnYit
0． 794＊＊＊
( 7． 400)

— —

lnDit
0． 018＊＊＊
( 3． 875)

0． 019＊＊＊
( 4． 293)

0． 235
( 1． 052)

lnEf 0． 004*

( 1． 796)
0． 004＊＊
( 2． 016)

0． 160
( 1． 356)

lnCoit
0． 002

( 0． 585)
－ 0． 001

( － 0． 250)
－ 0． 942＊＊＊
( － 5． 82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ρ 1． 265＊＊＊
( 34． 644)

— —

W × lndspecialized － 0． 083
( － 1． 498)

— —

W × lndefficiency － 0． 047
( － 1． 615)

— —

W × lndcompetition 0． 245＊＊＊
( 8． 682)

— —

观察值 2 850 2 850 2 850
Ｒ2 0． 342 — —

注: * p ＜ 0． 1，＊＊p ＜ 0． 05，＊＊＊p ＜ 0． 01; 括号内为 t 值;
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未列示。

实证分析汇报的短期直接效应和短期间

接效应与点估计的结果基本一致。根据埃尔

霍斯特和肖光恩［41］，为了分析动态空间面板

数据模型是否能够提高模型的解释力，需要通

过 LＲ 检验来验证 L． lnYt － i和 L． W × lnYt － i系数

的联合检验是否显著。本研究 LＲ 检验的结果

拒绝了系数均为 0 的原假设，说明将模型扩展

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可以增加模型的解释力。
六、进一步分析

( 一) 地理毗邻、流通业发展与城市经济增长

为了进一步分析地理距离的邻近性对于

城市之间流通业互动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本研

究还采用以车相邻测度的地区之间关系的相

邻关系矩阵作为空间权重矩阵进行实证分析，

实证结果报告在表 6 中。
结果表明，相邻城市之间滞后一期的经济

发展水平会影响本地区本期的经济发展。本

地流通业规模、流通业效率对于本地经济发展

具有显著的正向拉动作用，城市流通业专业化

水平每提高 1%，地区 GDP 将提高 0． 016% ; 城

市流通业劳动效率每提高 1%，地区 GDP 将提

高 0． 004%。且流通业发展规模对于毗邻地区

经济发展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这是由于地理

上的直接相邻使得劳动力的流动更加方便，流

通业的强大就业吸纳能力直接拉动了本城市

和毗邻城市的就业水平，促进了居民收入水平

和消费水平的提升，进而推动了本地区和相邻

地区的经济发展。流通业竞争水平对于本地经

济发展影响的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是不显著

的; 流通业竞争水平对于邻近地区经济发展具

有负向的影响。这一结论与以地理距离为空间矩阵的估计结果存在差异，这表明尽管本地流通业的竞

争程度对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即本地流通业市场竞争程度越高，对于其他地

区经济的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但是，本地流通业的竞争水平对于地理相邻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

负向影响。这主要由于地理上直接毗邻的城市之间要素禀赋、产业结构、消费市场均比较接近，导致毗

邻城市之间的贸易活动相对较少; 商品的跨区域贸易结构以及本地的零售业态结构均趋于接近，因此

竞争产生的正外部性并不明显，反而由于同质化竞争严重导致了地区之间的竞争负效应加强。
可见，地理毗邻的城市之间流通业的发展并未形成有效的协同和差异化发展，毗邻城市之间流

通业的竞争负效应更加明显。从流通业规模和流通业竞争水平所产生的间接效应影响来看，流通业

规模对其他城市的正向溢出效应要高于流通业竞争水平的负向溢出效应，因此总体上，流通业规模

的发展对于地理邻近地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正向影响更大。此外，在以相邻矩阵作为空间关系矩阵

进行实证分析的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前文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这证实了实证分析结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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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车相邻矩阵的空间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空间杜宾模型 短期直接效应 短期间接效应

L． lnYit
0． 801＊＊＊
( 76． 989)

— —

L． W × lnYit
－ 0． 183＊＊＊
( － 8． 123)

— —

lnDit
0． 016＊＊＊
( 3． 670)

0． 018＊＊＊
( 4． 126)

0． 022＊＊
( 2． 024)

lnEf 0． 004＊＊
( 1． 998)

0． 005＊＊
( 2． 157)

0． 008
( 1． 234)

lnCoit
0． 000

( 0． 147)
0． 001

( 0． 503)
0． 015＊＊
( 2． 20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ρ 0． 376＊＊＊
( 17． 194)

— —

W × lndspecialized 0． 009
( 1． 204)

— —

W × lndefficiency 0． 004
( 0． 868)

— —

W × lndcompetition 0． 010＊＊
( 2． 134)

— —

观察值 2 850 2 850 2 850
Ｒ2 0． 747 — —

注: * p ＜ 0． 1，＊＊p ＜ 0． 05，＊＊＊p ＜ 0． 01; 括号内为 t
值; 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具体回归结果未予列示。

表 7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流通业空间互动

与城市经济增长实证结果

变量 空间杜宾模型 短期直接效应 短期间接效应

L． lnYit
0． 849＊＊＊
( 83． 566)

— —

L． W × lnYit
－ 0． 014

( － 0． 386)

lnDit
0． 016＊＊＊
( 3． 411)

0． 016＊＊＊
( 3． 630)

－ 0． 022
( － 1． 597)

lnEf 0． 004*

( 1． 698)
0． 004*

( 1． 664)
－ 0． 014*

( － 1． 811)

lnCoit
－ 0． 001

( － 0． 323)
－ 0． 001

( － 0． 299)
0． 001

( 0． 17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ρ 0． 075＊＊
( 2． 178)

— —

W × lndspecialized － 0． 021*

( － 1． 721)
— —

W × lndefficiency － 0． 014*

( － 1． 922)
— —

W × lndcompetition 0． 002
( 0． 234)

— —

观察值 2 850 2 850 2 850
Ｒ2 0． 747 — —

注: * p ＜ 0． 1，＊＊p ＜ 0． 05，＊＊＊p ＜ 0． 01; 括号内为 t
值; 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具体回归结果未予列示。

( 二)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流通

业空间互动与城市经济增长

为了进一步验证地区流通业发展存在的

其他类型的空间互动，本研究考虑构建经济空

间权重矩阵，探讨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地

区之间流通业发展的空间互动效应，这有助于

我们分析除地理距离外的其他类型的空间互

动形式对于流通业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的

影响。
根据林光平等［42］，使用地区间人均 GDP

( Y) 的差额作为测度地区间经济距离的指标，

并以 W* ( W* = 1 / 珔Yi －珔Yj ，( i≠j) ) 作为地区

之间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其中，人均 GDP
的差额权重矩阵意味着，两个地区之间收入水

平差异越小，则受到彼此的影响越大，相应的

权重也就越高。用经济距离构建权重矩阵可

以进一步分析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地区之间

的空间互动对于流通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

响。表 7 为空间动态杜宾模型的实证结果。
实证结果表明，当以经济矩阵衡量地区之间的

空间联系时，其他地区滞后一期的经济发展水

平对于本地当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是不

显著的。本地流通业规模、流通业效率对于本

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地流通

业规模每提高 1%，当地 GDP 会增长 0． 016% ;

本地流通业效率每提高 1%，将促进当地 GDP
增长 0． 004%。流通业竞争水平的估计系数为

负，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从空间溢出效应看，流通业发展规模和流

通业效率均表现出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

之间的城市流通业发展也存在空间互动，经济

发展水平差异越小的城市之间，流通业发展规

模和效率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越大。
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城市之间的

流通业发展具有负向的空间挤出效果。作者

从两个角度对此进行了解释。首先，经济发展

水平接近的城市对于劳动力、资本的吸引力比

较接近，技术水平相近、而市场消费需求又接近的情况下，某一城市流通业规模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

势必会导致更多要素和资源的集聚，即产生“虹吸效应”，这会直接影响其他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地

区该产业的发展。因此，本地流通业的发展会对具有经济联系的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负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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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出。其次，本地流通产业规模的扩大和效率的提升会促进企业的对外扩张，而企业异地投资时往

往会选择与企业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需求接近的地区。也就是说，流通企业的异地扩张更容

易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城市之间。本地流通业效率越高，其对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市场扩张

的能力和意向越强，对其他市场流通业发展的冲击也就越大。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城市之

间流通业发展并未产生很好的协同效应，在行业劳动效率接近的情况下，竞争的加剧并未导致知识

和技术的空间溢出，而是会导致其他地区流通行业的过度竞争，从而产生负的空间溢出效应。相对

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的地区之间流通业的发展则可能产生马歇尔正外部性和波特正外

部性，即本地流通业规模和效率的提高也会促使企业进入新的市场，但由于新进入企业具有明显的

经营优势，可能在经营模式、管理方式以及技术运用等方面产生正的溢出效应，因而有利于当地流通

业效率的提高。因此，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地区，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相对更小。

表 8 经济地理关系、流通业空间互动与城市经济

增长实证结果

变量 空间杜宾模型 短期直接效应 短期间接效应

L． lnYit
0． 842＊＊＊
( 83． 202)

— —

L． W × lnYit
－ 0． 105＊＊＊
( － 2． 762)

— —

lnDit
0． 016＊＊＊
( 3． 472)

0． 016＊＊＊
( 3． 499)

－ 0． 030*

( － 1． 941)

lnEf 0． 004*

( 1． 691)
0． 003

( 1． 357)
－ 0． 026＊＊＊
( － 2． 894)

lnCoit
－ 0． 000

( － 0． 175)
0． 000

( － 0． 143)
0． 001

( 0． 12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ρ 0． 260＊＊＊
( 7． 788)

— —

W × lndspecialized － 0． 027＊＊
( － 2． 355)

— —

W × lndefficiency － 0． 021＊＊＊
( － 3． 179)

— —

W × lndcompetition 0． 001
( 0． 191)

— —

观测值 2 850 2 850 2 850
Ｒ2 0． 985 — —

注: * p ＜ 0． 1，＊＊p ＜ 0． 05，＊＊＊p ＜ 0． 01; 括号内为 t
值; 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具体回归结果未予列示。

( 三) 经济地理距离、流通业发展与城市

经济增长

在现实中，地区之间地理距离和经济关系

的互动往往同时发生。相邻地区之间的经济

关系并不完全一样［42］，与某一城市地理距离

相同的其他城市的经济发展对该地区经济发

展的影响显然存在差异; 与某一城市具有相同

经济联系的城市也可能由于地理距离的远近

使得彼此之间实际的空间互动产生差异。因

此，本研究进一步考虑构建经济地理空间权重

矩阵，将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同时纳入分析，

探讨经济地理距离、流通业发展与城市经济增

长之间的关系。具体地，城市 i 与城市 j 之间

的经济地理距离为 ED = 1
dij

× 1
珚Yi －珚Yj

，以此

构建出全部城市之间的经济地理距离空间矩

阵。ED 越大，表明城市之间受到彼此的实际

经济地理影响越大。表 8 是以经济地理空间

权重矩阵进行估计的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

分析结果。
结果表明，地区流通业规模、流通业效率

对于本地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流通业竞争水平的系数为负，但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这

一结论与前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是一致的，再次证明了流通业发展对于本地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

用。其他控制变量的实证结论也与前文基本一致。这表明，在同时考虑地区之间的贸易成本和经济

联系时，各城市流通业的发展存在着分割和竞争，城市间流通业发展并未产生很好的协同。
七、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 2005—2015 年城市层面的数据，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流通业发展、
空间互动与城市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本地流通业规模的扩大、流通业效率的提升

以及流通业竞争水平的提升会显著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且流通业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溢

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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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结果，在以地理距离衡量城市之间的空间互动关系时，其他

地区流通业竞争水平的提升对于本地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以贸易成本衡量流

通业发展的空间互动主要通过流通业的竞争产生的; 地理距离越近的城市，流通业竞争水平对于其

他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越大。根据以车相邻矩阵构建空间距离矩阵的估计结果显示，流通

业的规模对于毗邻城市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毗邻的城市之间存在着流通业的竞争挤

出效应。总体来看，当以地理距离衡量地区之间空间关系时，流通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正向空间溢

出效应。本研究还指出，流通业发展的空间互动不仅仅体现在以地理距离衡量的空间关系上，经济

发展水平不同的城市之间流通业发展也存在广泛的空间互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越小的城市之间，

流通业发展规模和效率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越大。在同时考虑地区之间的地理关系和经济关系时，

流通业发展规模和效率表现出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这意味着，相较于地理距离，经济发展水

平的差距对于流通业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更大的影响。
本研究的结论证实了流通业发展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流通业发展的空间互动结果表

明，城市之间流通业发展并未实现很好的空间协同。以地理距离衡量的城市之间的空间关系一定程度

上可以反映出贸易成本对于跨城市商品流通的影响，地理距离越近，意味着贸易成本相对越低，商品的

跨区域流转和流通业的跨区域投资更加便利，因此流通业竞争所产生的正向溢出越大; 而地理直接毗

邻地区之间的要素禀赋、产业结构、消费市场均比较接近，使得本地和毗邻地的跨地区贸易相对更小，商

品的贸易结构以及本地的零售业态结构均趋于接近，因此竞争产生的正外部性并不明显，同质化竞争

导致了地区之间的竞争负效应加强。但受益于流通业具有强大的就业吸纳能力，流通业规模的扩大直

接拉动了本城市和毗邻城市的就业水平，促进了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升，进而推动了本地区

和相邻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考虑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后，流通业规模和效率对经济发展的负向空间

溢出效应显著，经济地理距离越接近的城市，彼此之间流通业对经济增长的负向溢出效应越大。这主

要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地区之间某一地区流通业规模的扩大会吸引更多要素资源集聚，从而产生

虹吸效应; 某一城市流通业规模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会推动该城市企业向同类市场扩张，导致其他地

区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此时，竞争的挤出效应会高于竞争所产生的溢出效应。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地区流通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具有一定启示和借鉴。首先，应该充分重视流

通产业的发展，进一步鼓励流通产业做优、做强、做大，进一步激活流通市场，充分发挥流通业在带动

城市经济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其次，各城市、各地区在制定流通业发展战略时应注意区域协同

和区域统筹，鼓励流通业商品差异化、经营模式差异化和业态差异化发展，鼓励相邻地区之间流通业

的错位竞争，降低由于同质化竞争产生的负向溢出效应。最后，应该鼓励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梯

度的城市和地区之间加强内贸合作，促进知识和技术在城市之间的正向溢出，缓解流通业的地区发

展不平衡问题。

注释: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6 年各行业信息化和电子商务使用情况的数据，流通业在计算机使用数、企业拥有网站数、有
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数以及电子商务交易额和采购额等主要数据均位于服务业前列。

②之所以选择 2005—2015 年数据主要源于以下考虑: 首先，2004 年我国流通行业实现全行业的对外开放，外资流通

企业大规模进入我国市场，对全国流通行业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因此以 2005—2015 年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可以避免

由于 2004 年政策变动导致的数据上的结构断裂; 其次，2005 年以前相关年鉴中关于流通行业商品销售总额、企业

法人数的相关数据缺失较多，从 2005—2015 年的数据可以尽可能囊括更多样本城市。
③借鉴国家统计局《生产性服务业分类( 2015) 》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分类标准，本文选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和“科学研

究、技术服务业和地质勘查业”7 个行业来代表生产性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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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篇幅原因省略了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的估计结果，如有需要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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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spatial interaction
and urban economic growth

HUANG Yuting1，WEN Wen2

( 1． School of Economics，Beijing Wuzi University，Beijing 101149，China;

2．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Abstract: Using 285 city-level panel data，this study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distribution industry on local

economic growth，as well as it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applying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the

increase in the scale，the efficiency and the competition level of distribution industry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when spatial interaction between cities is measured by geographic distance，the distribution

industry shows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which is mainly due to lower trade costs that can promote trade between cities．

When considering the economic links and the overall economic-geographical links，the development of distribution industry

presents significant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and the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scale and efficiency of

distribution industry． This is related to the“siphon effect”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market preference of corporate

off-site investment．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we must give full attention to the contribution of distribution

industry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encour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stribution industry，we＇d better fully consider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encourage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and dislocation competition in this

industry，and stimulate domestic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ities with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Key words: scale of distribution industry; efficiency of distribution industry; competition of distribution industry;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urban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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