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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割影响城市
经济增长的新经济地理解释

孙博文

摘 要　廓清市场分割的经济增长机制及外部约束条件，是科学制定打
破地区封锁以及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政策的前提。作者基于拓展的新经济地

理自由企业家模型，对市场分割影响经济增长的复杂机制进行了一般均衡分

析并提出了相关命题假设，进一步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
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匹配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相关命题进

行了实证检验。结论如下：（１）市场分割对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
效应，但这一效应并不可持续，限于样本时间与区域特征属性，其影响经

济增长的先促进、后抑制的 “倒 Ｕ型”关系不显著； （２）在简化对称均
衡分析情景下，不同城市市场分割存在空间策略互动行为，市场分割促进

了本地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实现异地经济增长的 “携手并进”，但这一结

论在高市场分割水平下的灾变式集聚状态中可能不存在；（３）从微观机制
来看，市场分割通过补贴效应这一地方保护机制扩大了本地市场优势，但

不利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４）新经济地理视角下市场分割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依赖于市场潜力与行业集中度水平，市场潜力弱化了市场分割的

经济增长效应，行业集中度则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分割的经济增长促进效

应。最后，作者结合新经济地理视角下的相关实证结论，针对性地提出了

一系列打破市场分割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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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除了

依赖于高质量的生产要素投入，也需要高质量的制度供给予以保障，在此背景下，通

过进一步清除市场壁垒和要素流动制度障碍，对于持续深化地区专业化分工、发挥超

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及促进经济长效增长意义重大。除此之外，打破区域封锁以及推动

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是新时代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

的区域经济布局的基本诉求 （蔡之兵，２０２０）。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
消除市场分割的政策保障措施，２０１７年国家多部委联合发布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清理现
行排除限制竞争政策措施的工作方案》，旨在打破 “条条块块”政策性分割、构建公

平有序统一大市场。２０２０年４月国务院出台 《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

体制机制的意见》，为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及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提供战略

引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中国商品市场一体化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

（付强，２０１７；Ｎａｕｇｈｔｏｎ，２００３）。但现实是，新制度供给与制度成本的清除并非一日
之功，在地方税收竞争、政治晋升、社会负担的多重激励下，地方保护以及市场分割

问题依然突出 （周黎安，２００７；孙博文、孙久文，２０１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市场分割出现从显性壁垒向隐性壁垒转变的态势；二是，虽然商品市场分割问题得

到了很大缓解，但劳动力、土地与资本市场分割问题依然突出，新时期打破要素市场

分割成为要素市场改革的重点 （周黎安，２００７；陆铭、陈钊，２００９；张宇，２０１８）。
在我国，市场分割的存在具有深层次的制度动因，诸多学者从经济增长的视角探讨了

市场分割的福利效应及机制，为揭示地方分割市场的行动逻辑提供了证据。与本文相

关的文献可分为如下两支。

一支关注市场分割的经济增长效应。从国际贸易视角来看，Ｆｅｅｎｓｔｒａ（２００４）较
早地基于国际贸易模型分析了征收关税这一分割市场行为的经济后果，证实了市场分

割对国际贸易以及不同国家的经济福利的抑制作用。在经典的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１）的新
经济地理核心－边缘 （ＣＰ）模型中，以运输成本为代表的空间市场分割对地区 “集

聚租”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 “倒 Ｕ型”关系影响。Ｐｏｎｃｅｔ（２００３）较早地研究了中
国市场分割的后果，发现市场分割不利于本地经济增长。赵永亮和刘德学 （２００８）
基于中国１２个城市的商品市场分割指数测算，发现地方壁垒下的省际市场分割抑制
了本地经济增长绩效。类似的研究中，盛斌和毛其淋 （２０１１）从市场一体化的视角
证实了消除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景维民和张景娜 （２０１９）基于地区发
展不平衡的视角检验了市场分割的经济增长效应，发现整体上市场分割抑制了地区经

济增长，但欠发达地区的负面效应要高于发达地区。另外，还有学者发现两者存在非

线性影响关系，陆铭和陈钊 （２００９）证实了市场分割存在影响经济增长的 “倒Ｕ型”
关系，市场分割水平较低的时候有助于促进本地经济增长，但若超过某一临界水平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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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经济增长，并且其发现９６％以上的样本位于 “倒 Ｕ型”曲线的拐点以左，表
现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宋冬林等 （２０１４）证实了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的非线
性关系，且存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异质性，亦即，东部与中部地区符合 “倒 Ｕ型”关
系特征，但西部地区表现出 “Ｕ型”曲线特征。还有的学者考虑到了市场分割的空
间策略互动因素，发现分税制改革之前市场分割对地方经济的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都

为正，而分税制改革之后的１９９４—２００９年的以上两种效应均为负，且在整个样本中
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刘小勇，２０１３）。

另一支关注市场分割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诸多学者认为市场分割最直接的

后果是阻碍了商品与要素的自由流动，通过加剧了要素市场扭曲以及降低资源配置效

率而抑制了经济增长 （郑毓盛、李崇高，２００３；李健等，２０２０；ＨｓｉｅｈａｎｄＫｌｅｎｏｗ，
２００９；Ｂ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在比较分析了探讨中国市场分割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之
后，付强和乔岳 （２０１１）认为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仅表现为一种显性统
计关系，是脱离了 “一般均衡”分析之后的 “局部均衡”结果，并且通过阻碍全要

素生产率进步不利于即期经济增长。陆铭 （２０１７）也认为市场分割仅仅是通过地方
保护作用促进了跨区域的 “贸易转移”和经济增长。毛其淋和盛斌 （２０１２）发现市
场整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证据，间接证实了市场分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作

用。与以上研究不同的是，徐保昌和谢建国 （２０１６）则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证
实了市场分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 “倒 Ｕ型”关系，认为市场分割促进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的机制是存在的，因为较低强度的市场分割通过对企业研发、技术引进、

扩大规模等生产率提升行为的激励促进了本地企业生产率的提升。邓慧慧和杨露鑫

（２０１９）也证实了市场分割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 “倒Ｕ型”关系，发现大
部分样本位于曲线的左侧且表现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另外，胡向婷和张璐

（２００５）则认为市场分割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阻碍了长期经济增长，原因在
于，地方政府通过设置贸易壁垒保护地方企业，进一步加大了两地区贸易成本，促使

资本流向缺乏比较优势的地区。考虑地区之间的互动联系之后，市场分割可能具有显

著的空间负外部性，单一地区的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行为会因触发其他地区的效仿而

使经济增长整体陷入 “囚徒困境”，不利于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破坏了市场规模效

应的发挥以及损害了长期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潜力 （张宇，２０１８）。孙博文和雷明
（２０１８）则详细总结了市场分割影响经济增长内在机理的三组辩证关系，分别是直接
效应与间接效应、局部效应与整体效应、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为揭示市场分割的经

济增长机理提供了一个全景框架。

总结可知，当前对市场分割的经济增长效应探讨，大都基于经典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２００４）关税模型或垄断竞争框架下的古诺竞争模型，分析区域贸易关税这一制度分
割因素对经济福利的影响机制。少量研究从新经济地理视角探讨了运输成本这一地理

分割因素对 “集聚租”的影响机理，但缺乏相应的微观实证研究 （孙博文、雷明，

２０１８）。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基于拓展新经济地理自由企业家模型 （Ｆｏｏｔｌｏｏｓｅ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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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Ｍｏｄｅｌ，ＦＥ），引入了规模递增、垄断竞争、运输成本以及非对称市场分
割税，探讨了市场分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一般均衡结果，是对付强和乔岳 （２０１１）
所言 “局部均衡”的进一步拓展；二是将市场分割的空间策略互动纳入到分析框架，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探讨市场分割的空间经济增长效应，体现了市场分割的空间竞争后

果；三是实证上利用长江经济带城市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数据的匹配数据，对

市场分割的经济增长效应、空间策略互动以及微观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具有重要时代

背景与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化认识市场分割对经济空间的塑造机制，也有

助于为打破市场分割以及促进经济长效增长提供政策建议。

二、理论机制与命题假设

（一）基本假设

本研究的基础模型是新经济地理学自由企业家模型 （Ｆｏｒｓｌｉｄａｎｄ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２００３），将市场分割引入模型后有如下基本假设。 （１）存在地区 Ａ与地区 Ｂ两个地
区，两地区消费偏好、技术以及资源禀赋都无差异，每个地区包括两个生产部门，分

别为农业部门Ａ以及工业部门 Ｍ；两种生产要素，包括企业家人力资本 Ｈ以及普通
劳动力Ｌ。（２）存在两地区政府ＧＡ以及ＧＢ，地方政府能够通过分割市场的税收政策
影响异地产品的销售价格，地区Ａ对地区Ｂ实施市场保护与分割政策，通过对地区Ｂ
交易产品征收从价税来实现，税率为ｔ１，同理地区Ｂ对地区Ａ的产品征收从价税，税
率为ｔ２。（３）工业部门。具有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的特征，生产差异化的产品；
每个企业的固定投入为１单位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则固定成本为企业家人力资本名义
回报率π，每单位产出需要ａｍ单位的劳动力，工人的名义工资为ｗＬ，企业的产出量为
ｘ，则企业的成本函数为π＋ｗＬａｍｘ；工业品存在冰川运输成本τ（τ≥１），区域内部无
交易成本。（４）农业部门。具有规模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且产品同质。农
业部门仅使用劳动力Ｌ作为投入要素，单位农产品需要ａＡ单位的劳动，单位劳动的名
义工资为ｗＬ，因此单位农产品成本为ｗＬａＡ。（５）企业家人力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人力
资本的空间分布ｓＨ是一个内生变量，假设地区Ａ与地区Ｂ的企业家人力资本水平分别
为Ｈ与Ｈ，总人力资本水平为Ｈｗ，因此就有ｓＨ＝Ｈ／Ｈ

ｗ，在长期均衡条件下，地区Ａ
企业家人力资本真实回报率 与地区Ｂ企业家人力资本真实回报率 相等。

（二）代理人行为分析

１消费端
每个地区的消费者都存在两类代表性的效应函数，包括工业品ＣＭ与农产品消费

ＣＡ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型效应，如式 （１）所示；第二层效用为差异化工业品不变
替代弹性 （ＣＥＳ）的效用函数，如式 （２）所示；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采用经典两
步处理法，第一步考虑消费者消费某种工业品组合ＣＭ的支出最小，如式 （３）所示；
第二步则考虑消费者在农产品与工业品组合之间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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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ＣμＭＣ
１－μ
Ａ （１）

ＣＭ ＝［∫
ｎ＋ｎ

ｉ＝０
ｃρｉｄｉ］

１／ρ＝［∫
ｎ＋ｎ

ｉ＝０
ｃ１－１／σｉ ｄｉ］σ／（σ－１），（０＜μ，ρ＜１，σ＞１） （２）

ＥＭ ＝∫
ｎ＋ｎ

ｉ＝０
ｐｉｃｉｄｉ （３）

Ｙ＝ＰＭＣＭ ＋ＰＡＣＡ （４）

其中ＣＭ与ＣＡ表示差异化工业品组合及农产品的消费：ｎ和 ｎ分别表示地区 Ａ
与地区Ｂ产品种类数量，ｎｗ表示总的产品种类；μ为工业品支出份额；ｃｉ为消费者
对第ｉ种工业品的消费；ρ代表消费者多样化消费偏好，越接近１则多样性偏好越弱，
反之则越强；σ代表ＣＥＳ函数中工业品消费的替代弹性，两者满足 ρ＝１－１／σ的关
系；消费者总收入用Ｙ表示；ＰＭ代表差异化工业品组合的价格指数；由于不考虑储
蓄，则收入水平Ｙ等于支出水平 Ｅ。基于经典 ＣＰ模型公式 （１）至公式 （４）的推
导，可以推出某一工业品ｉ的消费量ｃｉ以及产品的价格指数ＰＭ，如下：

ｃｉ＝μＥ
ｐ－σｉ
Ｐ１－σＭ

（５）

其中定义Δｎｗ＝Ｐ１－σＭ ＝∫ｎｗ
０ｐ

１－σｄｉ，理论上地区 Ａ产品来源于本地企业生产的产
品以及地区Ｂ贸易产品加总；设定地区 Ｂ企业的产品在本地与地区 Ａ销售的价格分
别为ｐ与ｐ，另外假设地区Ａ与地区Ｂ均采取非对称的市场分割政策，对异地贸易商
品征收从价税而实施地方保护，政府 ＧＡ对地区 Ｂ产品征收 ｔ１的保护税，政府 ＧＢ对

地区Ａ产品征收ｔ１的保护税，因此地区Ａ有Δｎ
ｗ＝ｎｐ１－σ＋ｎ ［（１＋ｔ１）τｐ］

（１－σ）；

同理地区Ｂ有Δｎｗ＝ｎｐ（１－σ）＋ｎ［（１＋ｔ２）τｐ］
１－σ。

２生产端
根据假设，企业的生产成本包括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的加总，因此可以推出北部

地区企业总收益函数，如公式 （６）所示，其中Ｒ为总收益水平，ｐｉ为工业品 ｉ的价
格，π为企业家人力资本收入水平，Ｈ为企业家人力资本总数，ｗＬ为普通劳动力工
资，ａＭ为单位产品边际劳动力数量，ｃｉ为消费者对第 ｉ种工业品的均衡消费 ［见式

（５）］。

Ｒ＝ｐｉｃｉ－πＨ－ｗＬａＭｃｉ （６）

基于ＦＯＣ条件求Ｒｍａｘ，可以推出均衡价格ｐ的表达式：

ｐ＝
ｗＬａｍ
１－１／σ

（７）

不难推出企业家人力资本回报率π的表达式为：

π＝
ｐｘｉ
σ

（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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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产品ｘｉ的企业包括本地市场需求ｃｉ及外地市场需求 ｃｉ，因此假设运输成本
为冰山运输成本τ，则生产产品ｘｉ的表达式为：

ｘｉ＝ｃｉ＋τｃｉ （９）

本文将运输成本τ与市场分割ｔ整合到市场一体化指数φ之中，在运输成本一致
但存在非对称的税率前提下，Ａ与Ｂ两地区市场一体化与商品的运输方向有关，因此
定义地区Ｂ至地区Ａ的市场一体化指数１＝［τ（１＋ｔ１）］

１－σ，同理定义地区Ａ至地
区Ｂ市场一体化指数２＝［τ（１＋ｔ２）］

１－σ，进一步标准化ｗＬ＝ｗＬ ＝１，得出如下地
区Ａ人力资本回报公式：

π＝ μσ
Ｅｗ

ｎｗ
ｓＥ

ｓｎ＋１（１－ｓｎ）
＋１

（１－ｓＥ）
２ｓｎ＋（１－ｓｎ

[ ]） （１０）

（三）一般均衡分析

１短期均衡
短期均衡的条件是企业总支出 Ｅｗ与总收入 ｎπ＋ｎπ ＋ｗＬＬ

ｗ相等，地区 Ａ
支出水平 Ｅ与收入 ｎπ＋ｗＬＬ相等，因此可以推出短期均衡 ｓＥ与 ｓｎ的 ＥＥ关系曲
线：

ｓＥ ＝ １－μ( )σ ｓＬ＋ｓｎ
μ
σ

ｓＥ
ｓｎ＋１（１－ｓｎ

[ ]） （１１）

２长期均衡
企业长期均衡的条件是地区Ａ企业家人力资本真实回报率 与地区Ｂ企业家人力

资本真实回报率 相同。

＝πＰ＝  ＝πＰ （１２）

因此可以计算出长期ｓＥ与ｓｎ的ｎｎ关系曲线：

１＝

ｓＥ
ｓｎ＋１（１－ｓｎ）

＋１
（１－ｓＥ）

２ｓｎ＋（１－ｓｎ）

２
ｓＥ

ｓｎ＋１（１－ｓｎ）
＋

（１－ｓＥ）
２ｓｎ＋（１－ｓｎ）

× ｓｎ＋１（１－ｓｎ）
２ｓｎ＋（１－ｓｎ

[ ]）
μ
σ－１

（１３）

新经济地理学的一个特征是难以求解出均衡解，需要计算机辅助模拟解释相应

的关系，参数较多且数量关系复杂，成为制约相关领域开展实证研究的关键。由于

引入空间策略互动条件下短期 ＥＥ关系曲线与长期 ｎｎ关系曲线都会经过对称均衡
点，因此本文考虑选择对称均衡点的简化模型，探讨市场分割对地区收益的影响，

这一处理不仅能够保留自由企业家模型一般结论，而且能够大大避免繁杂的数值模

拟，为研究提供一个清晰的分析路径。根据经典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１）的数值模拟分
析，选择这一均衡点进行分析的前提是贸易自由度较高且市场分割水平低于某一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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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珓ｔ，存在ｔ１，ｔ２＜珓ｔ，否则空间均衡将呈现经济活动全部集中于 Ａ地区 （１，０）
或者Ｂ地区 （０，１）的灾变式集聚状态。故而将地区Ａ企业家人力资本回报公式简
化为公式 （１４）；同理，可得地区 Ｂ企业家人力资本回报公式为公式 （１５），分别
如下：

π＝ μσ
Ｅｗ

ｎｗ
１

１＋１
＋
１
２＋

[ ]１，（１ ＝［τ（１＋ｔ１）］１－σ，２ ＝［τ（１＋ｔ２）］１－σ） （１４）

π ＝ μσ
Ｅｗ

ｎｗ
２
１＋１

＋ １
２＋

[ ]１，（１ ＝［τ（１＋ｔ１）］１－σ，２ ＝［τ（１＋ｔ２）］１－σ） （１５）

根据替代弹性σ＞１的条件，可知市场一体化指数对市场分割的偏导系数均小于０，

因此有
１
ｔ１
＝τ１－σ （１－σ）（１＋ｔ１）

－σ＜０以及
２
ｔ２
＝τ１－σ （１－σ）（１＋ｔ２）

－σ＜０，说明

两地区之间商品运输成本越高、商品贸易征税越大则越不利于市场一体化的形成。

（四）均衡结果分析与命题假设

基于一般均衡分析结果，本文将对市场分割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影响机制进行分

析。需要说明的是，新古典经济增长中要素之间存在替代效应使得人力资本回报率并

不能代替经济增长率，在本文引入垄断竞争、规模递增以及运输成本的新经济地理学

分析框架中，由于农业部门仅使用普通劳动力Ｌ且无法自由流动，这就使得工业部门
企业家人力资本回报率构成了地区 “集聚租”的核心表征变量，可将其作为探讨新

经济地理内生增长的常用代理变量。因此，本文分别求解了地区 Ａ企业家人力资本

回报π对地区Ａ市场分割ｔ１以及地区Ｂ市场分割ｔ２的一阶偏导，分别为
π
ｔ１
与
π
ｔ２
；同

理求解了地区Ｂ企业家人力资本回报π对地区Ａ市场分割ｔ１以及地区Ｂ市场分割ｔ２

的一阶偏导，分别为
π

ｔ１
与
π

ｔ２
，如下：

π
ｔ１
＝π
１
１
ｔ１
＝ μ
σ
Ｅｗ

ｎｗ
１
ｔ１
（１＋１＋ １＋槡 ２）（１＋１－ １＋槡 ２）

（１＋１）
２（１＋２）

（１６）

π
ｔ２
＝π
２
２
ｔ２
＝ μ
σ
Ｅｗ

ｎｗ
２
ｔ２

－１
（２＋１）

[ ]２ （１７）

π

ｔ１
＝π



１
１
ｔ１
＝ μ
σ
Ｅｗ

ｎｗ
１
ｔ１

－２
（１＋１）

[ ]２ （１８）

１市场分割对本地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

已知
１
ｔ１
＜０和

２
ｔ２
＜０，据式 （１６）可判断市场分割对本地经济增长存在非线性

关系：若１∈ ［０，－１＋ １＋槡 ２］时
π
ｔ１
＞０，可推出 ｔ１ （１） ＞ｔ２ （２），反之不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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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本地市场分割的经济增长效应依赖其分割水平的大小，较高的市场分割水平是

经济增长的 “必要不充分条件”，可以将其视为本地维持市场分割的 “激励效应”，

但市场分割若高到一定程度可能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若 １∈ ［－１＋

１＋槡 ２，∞］时
π
ｔ１
＜０，方程解并不唯一，存在 ｔ１ （１） ＜ｔ２ （２）和珋ｔ１ （１） ＞

珋ｔ２ （２）两种情况，可知ｔ１ （１） ＜ｔ２ （２）是本地市场分割不利于经济增长的 “充

分不必要条件”①，可以视为本地维持低市场分割的 “惩罚效应”。基于以上分析可得

命题１。
命题１：市场分割对本地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影响关系，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是

经济增长的 “必要不充分条件”，随着市场分割突破临界点，则可能不利于本地经济

增长。

２市场分割与总体经济增长
通过加总Ａ与Ｂ两地区人力资本回报对市场分割的偏导，可以求得市场分割对

两地总经济增长的影响
π
ｔ
＝π
ｔ１
＋π
ｔ２
＋π



ｔ１
＋π



ｔ２
，有如下表达式：

π
ｔ
＝ μ
σ
Ｅｗ

ｎｗ
（１＋２＋２）

［（１＋２）
２（１＋２）

２］
（１＋２）（１－２） ′１－′２

（１＋１）
（１＋２

[ ]） ＜０ （１９）

由于存在一阶导数′＝τ１－σ （１－σ）（１＋ｔ）－σ＜０，所以市场一体化是市场分
割ｔ的减函数；又因为二阶导数′′＝τ１－σ （１－σ）（－σ）（１＋ｔ）－σ－１＞０，所以 ′

是ｔ的增函数。所以当１＞２时，可知ｔ１＜ｔ２，进而可推出′１＜′２，因此
π总
ｔ

＜０恒

成立；如果１＜２，可知ｔ１＞ｔ２，进而可推出 ′１＞′２，同理也可推出
π总
ｔ

＜０恒成

立，说明市场分割的存在虽然可能会对局部地区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可能

不利于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损害规模效应的发挥，不利于总体经济增长。因此有命

题２。
命题２：市场分割抑制了企业与人力资本自由流动和集聚规模效应发挥，不利于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３市场分割的空间策略互动行为
市场分割不仅会对本地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还通过空间策略互动对异地经济增长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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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市场一体化指数的非线性，从函数 ［τ（１＋ｔ１）］１－σ＝ ［τ（１＋ｔ２）］１－槡
σ－１难以直接求出市场

分割ｔ１和ｔ２的解析解，但可以基于计算机数值模拟的方式计算函数数值解存在的条件，研究尝试给出一个简化

分析的例子，已知σ＞１，研究假设σ＝２意味着消费者存在商品的多样性偏好ρ＝１／２时，则方程退化为二次函

数ｔ２２－２（τ＋１）（ｔ１＋１）ｔ２－ ｔ１
１
τ( )＋２ ＋１

τ[ ]＋１ ＝０，可证明方程存在两个实数根，其对称轴为ｔ２＝ （τ＋

１）（ｔ１＋１）。



产生影响，产生空间溢出效应。由于本研究基于一般均衡分析结果选择了对称均衡点

的分析场景，因此不同地区市场分割的政策选择落入 ｔ１，ｔ２＜珓ｔ的临界区间，以防止
出现经济全部集中于Ａ地区 （１，０）或者Ｂ地区 （０，１）的灾变式集聚的空间状态。

在此情境下，基于理论模型的一般均衡结果可知道，直接推断
π
ｔ２

＞０，意味着本地

市场分割实际上促进了异地经济增长。在当前地方绩效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会通过

一定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本地经济增长，本文发现，在新经济地理模型中考虑

地区之间的企业家人力资本互动关系之后，单一地区的保护行为还会因触发其他地区

的效仿而促使地方政府之间陷入竞相分割市场的 “囚徒困境”。当然，这一 “囚徒困

境”的存在依赖于市场分割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如果市场分割突破临界点ｔ１，ｔ２＞珓ｔ
出现灾变式集聚 （１，０）的情况，市场分割将使得经济要素全部从 Ｂ地区流向 Ａ地

区，很显然将会得出
π
ｔ２
＜０，这意味着一地区的市场分割政策将会对异地经济增长

产生较大的破坏作用。因此提出命题３。
命题３：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实现了本地与异地经济增长的 “携手并进”，导致

地方之间陷入市场分割的 “囚徒困境”，但若市场分割超过一定程度，则会对异地经

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

４市场潜力与行业集中调节机制
基于式 （１６）的变形式 （２０）可知，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赖于本地市

场需求规模μＥｗ，地区产品替代性 σ和企业数目 ｎｗ，一般情况下，产品替代性越高
以及企业数目越多，则意味着更高的行业竞争水平和更低的行业集中度。根据式

（２０）可知，本地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依赖于市场需求规模以及行业集中
度。一方面，市场需求规模越大，则本地经济与其他地区经济联系强度越高，市场分

割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则市场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分割的经济增长

效应。另一方面，地方行业集中度越高则地方垄断水平越高，强化了地方保护行为，

有助于为市场分割的经济增长效应发挥创造外部条件，行业集中度强化了市场分割的

经济增长效应。据此，可得出命题４。

π
ｔ１
＝ｋμＥ

ｗ

σｎｗ
１
ｔ１
，ｋ＝

（１＋１＋ １＋槡 ２）（１＋１－ １＋槡 ２）

（１＋１）
２（１＋２）

（２０）

命题４：市场潜力不利于市场分割的经济增长效应发挥，行业集中度则强化了市
场分割的经济增长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基于陆铭和陈钊 （２００９）、孙博文和孙久文 （２０１９）的研究模型设定，本文选择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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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计量模型对相关命题进行实证检验，如下：

ｐｇｒｉｔ＝α＋λ１ｓｅｇｉｔ＋λ２ｓｑｓｅｇｉｔ＋α１Ｗｓｅｇｉｔ＋α２Ｗｇｒｉｔ＋ＷＸｉｔθｉ＋Ｍｉｔδ＋ａｉ＋ｖｔ＋ξｉｔ （ａ）

ｓｅｇｉｔ＝α＋α１Ｗｓｅｇｉｔ＋ＷＸｉｔθｉ＋Ｍｉｔδ＋ａｉ＋ｖｔ＋ξｉｔ （ｂ）

本文构建了两个重要模型对相关命题进行实证检验。其中模型 （ａ）用以检验市
场分割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以及空间经济增长效应。其中 ｐｇｒｉｔ代表城市 ｉ在 ｔ年
的人均ＧＤＰ增长率。变量ｓｅｇｉｔ与ｓｑｓｅｇｉｔ分别为市场分割指数以及平方项，用以检验市
场分割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Ｗ为 ｎ×ｎ空间权重矩阵，ｎ代表城市个数。构建
空间权重矩阵的方法比较多，常见的空间权重矩阵包括如下三类：（１）空间毗邻权
重矩阵Ｗｃ，若城市之间空间相邻则矩阵元素ｗｉｊ赋值为 “１”，否则赋值为 “０”；（２）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Ｗ，权重采用城市之间欧几里得球面距离的倒数表示，矩阵元素
ｗｉｊ＝１／ｄｉｊ；（３）经济距离权重矩阵Ｗｅ，权重采用经济差距或者经济距离的倒数占比
来表示，矩阵元素ｗｉｊ＝（１／｜ｘｉ－ｘｊ｜）／（∑ （１／｜ｘｉ－ｘｊ｜）。本文以典型的地理
距离权重矩阵进行空间计量模型的基准分析，进一步将空间毗邻权重矩阵以及经济距

离权重矩阵估计结果视为稳健性检验。此外，α１表示市场分割的空间经济增长效应，
反映了异地市场分割对本地的经济增长影响。α２为经济增长空间滞后项系数。另外，
模型 （ｂ）用以检验不同地区之间市场分割的策略互动与 “囚徒困境”，其系数α１若
显著，则证实策略互动效应存在。另外，模型中 ａｉ表示城市固定效应，ｖｔ表示时间
固定效应，用以控制随时间与地区变动的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缓解内生问题，ξｉｔ为
残差扰动项。

具体的变量计算中： （１）核心被解释变量为：城市经济增长率 ＧＲＯＷＴＨ，以
２０００年为基期进行消胀处理；（２）核心解释变量为：市场分割指数 ＳＥＧ，基于桂琦
寒等 （２００６）“价格法”进行计算。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计算相对价格绝对值。由于获得价格数据是环比数据，因此应该对价格比取对

数处理并且进行一阶差分，因此价格绝对值｜ΔＱｉｊｔ｜＝ｌｎ（Ｐ
ｋ
ｉｔ／Ｐ

ｋ
ｊｔ） －ｌｎ（Ｐ

ｋ
ｉｔ－１／Ｐ

ｋ
ｊｔ－１），

其中Ｐ代表环比价格指数，ｉ与ｊ代表具体城市，ｔ为具体年份，ｋ代表商品类别。
第二，消除商品固定效应。假设｜ΔＱｋｉｊｔ｜包括仅仅与ｋ商品本身的固定属性有关

的ａｋ以及与不同城市的市场环境有关的 εｋｉｊｔ两个部分，进一步分别计算出 ｋ种商品 ｔ
年的相对价格离差｜ΔＱｋｉｊｔ｜。然后分别对每一种商品相对价格离差在不同的城市对之

间求均值｜ΔＱｋｔ｜，再分别用城市对数据减去平均值，消除固定效应，因此就有 ｜

ΔＱｋｉｊｔ｜－｜ΔＱ
ｋ
ｔ｜＝（ａ

ｋ－ａｋ） ＋（εｋｉｊｔ－εｉｊｔ
ｋ），所以影响城市对相对价格波动的非商

品因素可以表示为ｑｉｊｔ＝（ε
ｋ
ｉｊｔ－εｉｊｔ

ｋ） ＝｜ΔＱｋｉｊｔ｜－｜ΔＱ
ｋ
ｔ｜。

第三，计算市场分割指数。通过计算相对价格变动部分ｑｉｊｔ的方差 Ｖａｒ（ｑ
ｋ
ｉｊｔ），来

衡量市场分割及其他随机相关因素。在城市之间相对价格方差的计算过程中，基于各

城市商品消费价格指数数据，构造城市对数据，剔除每一种商品的固定效应之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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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Ｃ２１０５个城市对数据求解每一个城市对应的相对价格离差，具体目标城市的相对价格
离差用含此城市的所有城市对数据平均值表示，最终可求解不同商品的相对价格方差

Ｖａｒ（ｑｋｉｊｔ），视为市场分割指数的代理变量，为方便数值观察，结果乘以１０００进行
处理。

其他控制变量有：（３）城市就业人口ＬＡＢＯＲ。采用市区就业总人口表示；（４）物
质资本存量ＣＡＰＩＴＡＬ。基于永续盘存法进行计算，经济折旧率采用张军等 （２００４）对
全国各省份估计所采用的９６％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采用零售价格指数来
替代；（５）人力资本ＨＵＭＡＮ。由于数据的缺失，研究仅考虑全市小学人数、普通中
学人数、普通高等学校人数。一般来讲，小学、初中、高中以及高等学校的教育年限

为６年、９年、１２年、１６年，由于统计数据并没有将初中与高中分开，所以研究对
中学受教育年限取平均值１０５年计算。因此人力资本水平可以表示为 ＨＵＭＡＮ＝６×
ｐｒｉｍｅ＋１０５×ｍｉｄｄｌｅ＋１６×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ｉｍｅ、ｍｉｄｄｌｅ以及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分别代表全市小学
人数、全市普通中学人数 （初高中）以及全市普通高等学校人数； （６）对外开放
ＯＰＥＮ。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ＧＤＰ的比值计算；（７）到省会距离 ＣＡＰＤＩＳ。到省会
城市欧几里得球面距离的算术平均值。

两个重要调节机制变量为：（８）市场潜力 ＭＰ，反映地区的市场需求规模大小，

采用了Ｈａｒｒｉｓ（１９５４）的市场潜力指标进行计算，表示式为ＭＰｉ＝∑
Ｒ

ｊ

ＧＤＰｊ
ｄｉｊ
，反映了所

有周边城市ＧＤＰ的加权平均值，而权重则是地理距离的倒数；（９）行业集中度ＨＨＩ，
采用经典的赫芬达尔 －赫希曼指数 （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Ｉｎｄｅｘ）表示，本文基于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四位数行业数据进行计算，计算步骤是：首先计算各个企业的销

售收入占其所在四位数产业销售收入合计的份额，然后在四位数层面上加总企业层面

市场份额的平方，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ＨＨＩ）等于特定市场上所有企业的市场份

额的平方和，公式为ＨＨＩ＝∑Ｎ
ｉ＝１
Ｘｉ( )Ｘ

２

，其中Ｎ表示行业内企业数量，Ｘｉ表示第 ｉ个

企业规模，Ｘ表示市场总体规模。行业集中度越高则垄断程度越大，反之则竞争度
越高。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考虑到微观数据的时间窗口及数据可得性，本文的数据来自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数据与长江经济带１０５个城市数据库匹配数据。长江经济
带覆盖江、浙、沪、湘、鄂、赣、皖、川、渝、滇、黔９省２市，横贯东中西部地
区，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四成，具有独特优势与巨大发展潜力，因此推动

长江经济带市场一体化建设，对于促进经济增长与区域协调发展有重要的示范带头

作用。考虑到安徽省巢湖市在２０１１年被撤销，为保持统计口径一致，依照行政区
划调整，研究将２０１１年之前巢湖市辖区以及庐江县的相关统计数据划入合肥市，
将和县以及含山县的相关统计数据划入到马鞍山市，将无为县的相关统计数据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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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芜湖市。最后研究剔除了湖北省神农架林区，与天门、潜江和仙桃三个湖北省直

管县。对于缺失数据研究采用插值法、趋势外推法进行处理，对于连续缺失的商品

价格数据，研究采用当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替代。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如

表１所示。

表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ＧＲＯＷＴＨ １４７０ ％ １１４６ ４８１４ －１８２４ １９９９

ＳＥＧ １４７０ — ００６８０ ００４５１ ０００６６６ ０２３１

ＬＡＢＯＲ １４７０ 万人 ４３９２ ５９１１ ６３８０ ７５２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１４７０ 万元 ２１７０ｅ＋０７ ３５７０ｅ＋０７ １９６００５ ３３１０ｅ＋０８

ＨＵＭＡＮ １４７０ 受教育年限 ３６２２ ２６４２ ２７６ ２２２８３

ＯＰＥＮ １４７０ ％ ２４１４ ４０８８ ０００２４３ ３７１５

ＣＡＰＤＩＳ １４７０ 米 ８３１４ｅ＋０６ １３３８ｅ＋０６ ６４２４ｅ＋０６ １３９０ｅ＋０７

ＭＰ １４７０ 亿元／公里 ０１９７２ ０１３５２ ００２３７ ０８２５８

ＨＨＩ １４７０ — ０１８６５ ０１３６２ ０００９４ ０９０４４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四、实证结果讨论

（一）市场分割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表２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对市场分割的非线性经济增长效应和空间策略互动进行了
检验①，主要控制变量取对数处理以消除异方差，另外，为确保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及

稳健性，本研究分别基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空间毗邻权重矩阵以及经济距离权重矩

阵对相关命题进行了分析。列 （１）与列 （２）为不考虑市场分割空间关联效应的面
板估计模型，视为基准参照。列 （３）至列 （５）则为考虑了市场分割、经济增长以
及其他控制变量空间关联特征的空间杜宾模型，并基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进行了计量

分析。考虑到不同权重矩阵设定下的回归结果在符号以及显著性方面的稳健性，本文

重点对地理距离权重矩阵设定下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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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市场分割经济增长效应检验的空间模型的选择而言，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率局部和全局 Ｍｏｒａｎ指
数均通过１％的显著水平检验，证实了空间计量模型的合理性。进一步研究对模型进行了 ＬＲ与 Ｗａｌｄ检验，结
果显示空间滞后模型ＬＭｌａｇ与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ｌａｇ值分别为８３４１２以及１２２０，均通过１％的显著水平检验；空间误
差模型的ＬＭｅｒｒｏｒ与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ｅｒｒｏｒ值分别为８６０７１和３８７９，均通过１％显著水平检验，说明ＳＤＭ模型要优于
ＳＡＲ与ＳＥＭ模型，选择空间杜宾模型能够比较合适。



在对命题１市场分割非线性经济增长效应检验中，若不考虑市场分割ｌｎＳＥＧ平方
项，列 （１）与列 （３）结果表明市场分割系数均显著为正，市场分割显著促进了本
地经济增长，而且列 （６）与列 （９）的市场分割系数同样显著为正。这一效应的存
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地方制造贸易壁垒、分割市场以及地方保护的制度动因。但理

论上，市场分割破坏了区域规模效应的发挥以及地区专业化分工，存在对经济增长不

利的因素，说明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力量强于抑制力量，在多种力量的权衡

下两者很有可能存在非线性的影响关系。

表２　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基准估计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ＧＲＯＷＴＨ ＧＲＯＷＴＨ ＧＲＯＷＴＨ ＧＲＯＷＴＨ ｌｎＳＥＧ

ｌｎＳＥＧ
０００６７８

（０００１４６）
０００２３９

（０００１０５）
０００５５１

（０００１５７）
０００４７８

（０００２５４）
—

ｓｑｌｎＳＥＧ —
－０００１４６
（０００１５５）

—
－００００６８２
（０００１５０）

—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０５１４）
－００１９２

（０００５１１）
－０００４１７
（０００３４３）

－００４２７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０７０８
（００８１０）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１９９

（０００２２８）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０２２８）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０２８８）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０２８８）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２３４）

ｌｎＨＵＭＡＮ
０００１９９
（０００４２８）

０００２０４
（０００４２５）

０００９１６

（０００３１０）
００２８３
（０００３１０）

０００４１６

（０００２２４）

ＯＰＥＮ
－００００７１８
（００００５９８）

－００００７１３
（００００５９８）

－００００６１４
（００００４６７）

－０００１０１
（０００１７０）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０１１７）

ｌｎＣＡＰＤＩＳ
－０００９９０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０９９４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２５９
（００１８０）

０１２６

（００７１４）
００４４４
（０５３０）

Ｗ×ｌｎＬＡＢＯＲ — —
－００４１７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０４１１
（０００３４３）

－００４６６
（００２２３）

Ｗ×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 —
－０００２２２
（０００３７１）

－０００２１３
（０００３７１）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１９５）

Ｗ×ｌｎＨＵＭＡＮ — —
－００２８８

（００１７５）
－０００９２３

（００１７５）
－００９４３
（０１２４）

Ｗ×ＯＰＥＮ — —
－０００１０３
（０００１７０）

－００００６１１
（００００４６７）

－０００９３０
（０００３２３）

ρ — —
０８３８

（００３６２）
０８３８

（００３６３）
０９６３

（０００７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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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基准估计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ＧＲＯＷＴＨ ＧＲＯＷＴＨ ＧＲＯＷＴＨ ＧＲＯＷＴＨ ｌｎＳＥＧ

ｌｇｔ＿ｔｈｅｔａ — —
１４７７

（０４０９）
１４７５

（０４０９）
０６１４

（０２０５）

ｓｉｇｍａ２＿ｅ — —
０００１５５

（６００ｅ－０５）
０００１５５

（６００ｅ－０５）
００５７４

（０００２２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０７０２
（０１９３）

００５８７
（０１９１）

－０９５７
（０９４６）

－０９５６
（０９４６）

１４６１
（７０２７）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４７０ １４７０ １４７０ １４７０ １４７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１０２６ ０１０３０ ０１３１ ０１３４ ０１５８

变量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空间毗邻权重矩阵 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ＧＲＯＷＴＨ ＧＲＯＷＴＨ ｌｎＳＥ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ＧＲＯＷＴＨ ｌｎＳＥＧ

ｌｎＳＥＧ
０００３６３

（０００１６４）
０００１７５

（００００８７）
—

０００４９５

（０００１７０）
０００３３０

（０００１２０）
—

ｓｑｌｎＳＥＧ —
－００００３０１
（０００１５６）

— —
－００００２６４
（０００１６２）

—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０００８４２

（０００３３８）
－０００８４３

（０００３３８）
０００８９７
（００２３２）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０３５０）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０３５０）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２３９）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０３２０）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０３２０）
０００１０１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０３２１）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０３２１）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２２３）

ｌｎＨＵＭＡＮ
－０００２９７
（０００３１４）

－０００２９５
（０００３１４）

－０００４３３
（００２３１）

－０００３９７
（０００３２４）

－０００３９７
（０００３２４）

０００６４４
（００２３８）

ＯＰＥＮ
－０００１０７

（００００４４８）
－０００１０７

（００００４４７）
－０００１９３
（０００３１５）

－００００９９６

（００００４５３）
－００００９９５

（００００４５３）
－０００４５８
（０００３１５）

ｌｎＣＡＰＤＩＳ
－０００７３３
（０００９５０）

－０００７３４
（０００９４９）

－００４６４
（００７２２）

００００４１９
（０００９８３）

００００３６６
（０００９８３）

００２６９
（００７４２）

Ｗ×ｌｎＬＡＢＯＲ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０７０４）
－００１６２

（０００７０９）
００４３０
（００４４５）

－００２７７

（０００７４９）
－００２７５

（０００７５５）
００１６５
（００４６３）

Ｗ×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０３６７
（０００３６５）

－０００３７０
（０００３６５）

－００３８９
（００２３８）

－００００１４０
（０００３６６）

－００００１５７
（０００３６６）

－００２６４
（００２３６）

Ｗ×ｌｎＨＵＭＡＮ
０００４８５
（０００６４０）

０００４７０
（０００６４５）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４３４）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０６８１）
００１７７

（０００６８８）
－００１８１
（００４４８）

Ｗ×ＯＰＥＮ
０００１８６
（０００１３１）

０００１８５
（０００１３１）

－０００３６１
（０００９０８）

０００４３２

（０００１４７）
０００４３２

（０００１４７）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１０１）

ρ
０４８４

（００３５５）
０４８４

（００３５５）
０９０９

（０００９１９）
０３５４

（００３９９）
０３５４

（００３９９）
０９０９

（０００９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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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空间毗邻权重矩阵 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ＧＲＯＷＴＨ ＧＲＯＷＴＨ ｌｎＳＥ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ＧＲＯＷＴＨ ｌｎＳＥＧ

ｌｇｔ＿ｔｈｅｔａ
１７２１

（０４９７）
１７２３

（０４９７）
０８４７

（０２４１）
１６１１

（０４５８）
１６１３

（０４５９）
０７４１

（０２２６）

ｓｉｇｍａ２＿ｅ
０００１７０

（６６４ｅ－０５）
０００１７０

（６６４ｅ－０５）
００６８１

（０００２６６）
０００１８３

（７０７ｅ－０５）
０００１８３

（７０７ｅ－０５）
００７１４

（０００２７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２１４
（０３７３）

－０２１４
（０３７２）

－４４７９
（２８１３）

０００８９４
（０４８８）

００１１５
（０４８８）

－１４２９
（３６９０）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４７０ １４７０ １４７０ １４７０ １４７０ １４７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１３２ ０１３２ ０１９５ ０１３８ ０１３８ ０２０２

　　注：、、分别表示系数通过１％、５％与１０％显著水平检验，括号内为标准误。

为了检验市场分割影响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列 （２）与列 （４）均将市场分
割的二次项ｓｑｌｎＳＥＧ放入到了估计模型中，结果显示，不论是否考虑空间关联效应，
市场分割变量的一次项系数均显著为正，但加入市场分割平方项之后，系数显著性有

所降低，并且，市场分割变量的二次项系数均为负，但均不显著。这意味着市场分割

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 “倒 Ｕ型”关系，但在统计意义上并不
显著。原因可能是，在 “倒 Ｕ型”曲线中，绝大多数的样本未能突破市场分割的
“拐点”。通过 “拐点”计算不难发现，列 （２）中 “倒 Ｕ型”曲线的 “拐点”等于

－０００２３９／（－２×０００１４６） ＝０８１８５，同理列 （４）中 “倒Ｕ型”曲线的拐点等于
－０００４７８／（－２×００００６８２） ＝３５０４，两者均大于研究样本中市场分割的最大值，
意味样本均位于 “倒Ｕ型”曲线的左侧，亦即，市场分割在样本中对经济增长存在
单调的促进作用。同理，列 （７）与列 （１０）中市场分割的平方项为负但不显著，可
分别计算其 “倒Ｕ型”曲线拐点为２９１以及６２５，表明本文长江经济带的城市市场
分割水平尚未突破 “拐点”而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证实了不同空间权重

矩阵设定下的结论稳健性。

综合分析可知，本研究证实了新经济地理模型命题１的推论，市场分割可能与经
济增长存在非线性关系，但仅发现了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的证据。究其原

因，根据自由企业家模型的均衡解可知，本地市场分割的经济增长效应依赖于其分割

水平的大小，较高的市场分割水平是经济增长 “必要不充分条件”，可以视为本地维

持市场分割的 “激励效应”，与此同时，较低的市场分割水平是本地市场分割不利于

经济增长的 “充分不必要条件”，可以视为本地维持低市场分割水平的 “惩罚效应”。

随着市场分割突破拐点，可能不利于本地经济增长，但综合既有的研究可知，大量的

省级层面数据证实了 “拐点”的存在，比如陆铭和陈钊 （２００９）证实了９６％的省级
样本处于拐点以左，可能是因为省级层面的市场壁垒更加显性，更加容易清除，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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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理或者行政单元的分割行为难以识别的缘故。结果，本文未能在城市层面发现有

样本突破 “拐点”而抑制经济增长的证据，说明样本期间内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市
场分割依然是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促进经济增长的占优策略。

（二）市场分割的空间经济增长与策略互动

基于命题３的相关推论，市场分割还有可能具有空间经济增长效应与策略互动
行为。列 （４）结果显示，市场分割除了对本地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考
虑空间竞争与溢出效应之后，本地市场分割还对异地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影响，交

互项Ｗ×ｌｎＳＥＧ系数微弱显著为正，通过了１０％的显著水平检验。这一结论也比较
容易解释，考虑全局样本中市场分割位于 “拐点”以左，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单调

促进关系，因此市场分割很有可能具有空间策略互动行为，使得本地市场分割强化

了异地分割市场的行为，造成了不同地区市场分割 “你追我赶”的 “囚徒困境”，

列 （５）中以市场分割为被解释变量，ρ显著为０９６３且通过１％显著水平检验，进
一步证实了不同城市竞争的 “囚徒困境”的存在。与此同时，这一研究结论看似与

本文的 “囚徒困境”下的 “携手增长”以及 “整体增长”是矛盾的，但若考虑到

研究对象的更小地理单元特征，这一结论可能仅体现出局部均衡特征。不同于模型

中的两地区假设，在长江经济带更小的地理单元 （城市维度）激烈的地方政府竞争

下，市场分割实现了经济增长 （Ａ↑）的同时，也促进了其内部地区 Ａ１↑与 Ａ２↑
的经济增长 “携手并进”也是可能的。一方面，与省级层面的全国经验证据相比，

长江经济带这一区域发展战略经济较为发达且市场化水平较高，由于市场分割与对

外开放存在较强的替代性 （毛其淋、盛斌，２０１２），其地方市场分割可能损害了全
国性的规模效应，但却有助于长江经济带自身城市总体经济增长，体现了市场分割

促进经济增长的 “局部均衡”而非 “整体均衡”。另一方面，在长江经济带样本平

均意义上，市场分割尚突破 “拐点”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在２０１３年之前通
过分割市场发展经济依然是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的占优策略。

（三）市场分割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保护效应抑或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本文进一步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长江经济带城市面板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
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通过检验市场分割对企业利润水平、企业补贴以及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考察市场分割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 （见表３）。表３中列 （１）至列
（４）分别检验了市场分割对企业利润水平、企业补贴以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核心解释变量是市场分割ｌｎＳＥＧ，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利润率ＰＲＡＴＥ，采用企业利润与
销售额之比表示；企业补贴ＳＵＢ，采用政府补贴数额计算，反映了地方保护水平；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ＯＰ，基于Ｏｌｌｅｙ和Ｐａｋｅｓ（１９９６）提出的半参数估计法进行测算，
ＯＰ法不仅解决了要素投入的内生问题，也考虑了企业的动态化进入退出所带来的样
本选择谬误。为缓解变量的异方差性，本文进一步对主要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考虑

到微观企业样本无法刻画企业之间的空间关联属性，研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机

制检验，为了缓解估计的内生性，除了控制企业固定效应 ＦｉｒｍＦＥ与年份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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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ｍｅＦＥ之外，本文还控制了时间与城市固定效应的交互项Ｔｉｍｅ×ＣｉｔｙＦＥ，以缓解城
市层面随时间变动不可观测变量的内生问题。

表３　市场分割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ＲＡＴＥ ＰＲＡＴＥ ｌｎＳＵＢ ｌｎＳＵＢ ｌｎＴＦＰＯＰ ｌｎＴＦＰＯＰ

ｌｎＳＥＧ
０００２３３

（００００３２２）
０００８９４

（０００１３４）
０１４０

（００２０４）
０３４６

（００８０４）
－００４７０

（０００５１５）
－００３２０
（００２２０）

ｓｑｌｎＳＥＧ —
０００１０４

（００００２０５）
—

００３２１

（００１２１）
—

－０００２３４
（０００３３６）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０４３６）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０４３０）
－０１９１

（００８８７）
－０１９３

（００８６１）
－０２１２

（００４１６）
－０２１２

（００４１５）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３５４

（０００３７１）
００３５３

（０００３６９）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９０４）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８９８）

０４６１

（００６３６）
０４６１

（００６３６）

ｌｎＨＵＭＡＮ
－００２１３

（０００９１０）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０９１６）
－０１２７
（０１８６）

－０１３２
（０１８５）

－００７１０
（０１１０）

－００７０６
（０１１０）

ＯＰＥＮ
－０００１１３

（００００５６６）
－０００１１２

（００００５５８）
－００２４２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２３７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０２１１
（０００５８４）

０００２０９
（０００５９２）

ＦｉｒｍＦＥ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ＴｉｍｅＦＥ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Ｔｉｍｅ×ＣｉｔｙＦＥ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１７６
（０１５０）

－０１６３
（０１５５）

８４４５

（３７２４）
８８９８

（３６０２）
－０６６３
（１８３８）

－０６９３
（１８７７）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５００１２６ １５００１２６ ２０１１９６ ２０１１９６ ４８４９２６ ４８４９２６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２

　　注：、、分别表示系数通过１％、５％与１０％显著水平检验，标准误进行城市聚类。

结果发现：一方面，列 （１）中市场分割显著促进了企业利润水平的提升，构成
了市场分割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的重要微观来源，这一机制很有可能来自于本地市场保

护下的资源偏袒效应。因为市场分割加剧了地方保护水平，为本地企业提供更多的补

贴支持以及信贷资源倾斜，提高了本地企业的市场优势。列 （３）发现市场分割显著
提高了本地企业的补贴水平，证实了政府对本地企业的政策支持作用。列 （２）与列
（４）则分别检验了市场分割对企业利润与补贴收入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市场分
割对两者均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 “Ｕ型”关系。进一步的计算可知，列 （２）中市
场分割影响企业利润的 “Ｕ型”曲线拐点是 －０００８９４／（２×０００１０４） ＝－４３０，
有９４５％的样本位于拐点右侧，表现为对企业利润的促进作用；同理，列 （４）中市
场分割影响企业补贴收入的 “Ｕ型”曲线拐点是 －０３４６／（２×００３２１） ＝－５４０，
则意味着几乎全部样本位于拐点的右侧，表现为对企业补贴收入的促进效应。综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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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考虑到新经济地理模型中市场分割表现为对异地商品征税的特征事实，可以推断

市场分割的经济增长效应很有可能来自于本地保护与异地征税 “以邻为壑”的政策

叠加效应。

另一方面，列 （５）与列 （６）则分别对市场分割对全要素生产率以及非线性影
响进行了检验。列 （５）发现市场分割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两者
之间存在 “倒Ｕ型”关系却不显著。与徐保昌和谢建国 （２０１６）利用省级层面的市
场分割数据不尽相同，本研究采用城市层面市场数据，未发现市场分割促进全要素生

产率增加的证据，间接证实城市维度的市场分割比省级层面更为严重。这一效应意味

着，虽然相应的政策行为短期内会促进本地经济增长，但却付出了规模效应的损失代

价，不利于企业人力资本的跨区域流动以及集聚效应的发挥，不仅阻碍了非本地市场

的生产要素流入本地市场，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还抑制了产业集聚技术溢出效应的

发挥，损害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综上可知，市场分割虽然可能一定阶段通过本地

保护或者 “以邻为壑”的政策实现经济增长，促进了企业补贴收入以及利润的短期

增长，但实质上却破坏了本地集聚规模效应和抑制了企业长期生存的根本动力源

泉———全要素生产率，势必将损害企业以及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市场潜力与行业集中度调节机制检验

基于命题４的相关推论，市场分割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可能依赖于地区市场规
模以及行业集中度的影响。在表４中，列 （１）至列 （４）基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设
定下的空间杜宾模型对相关命题进行实证检验，其中列 （１）与列 （３）未将市场分
割平方项加入到回归模型中，列 （２）与列 （４）则在回归中考虑到了市场分割对经
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关系，总体上发现市场潜力ＭＰ以及行业集中度ＨＨＩ变量估计系
数较为稳健。此外，列 （８）至列 （１２）则进一步分别基于空间毗邻权重矩阵以及经
济距离权重矩阵，对市场潜力与行业集中度的调节效应进行了检验。为缓解多重共线

问题，对交互项ｌｎＭＰ×ｌｎＳＥＧ、ＨＨＩ×ｌｎＳＥＧ中的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Ｄａｌａｌａｎｄ
Ｚｉｃｋａｒ，２０１２）。考虑到不同权重矩阵设定下的回归结果在符号以及显著性方面的稳
健性，本文重点对地理距离权重矩阵设定下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１市场潜力
对于市场潜力ｌｎＭＰ而言，列 （１）与列 （２）中市场潜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

均显著为正，说明市场规模的扩大显著促进了本地经济增长，基于其他空间权重矩阵

设定的列 （５）—列 （６）以及列 （９）—列 （１０）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可能的解
释是，在自由企业家模型中，市场规模的扩大具有 “本地市场效应”以及 “价格指

数效应”，分别通过扩大本地市场需求以及提高产品多样性降低本地市场价格指数对

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本研究关注的核心是市场分割与市场潜力的交互项 ｌｎＭＰ×
ｌｎＳＥＧ系数，列 （１）与列 （２）估计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均微弱通
过１０％的显著水平检验。这意味着，市场潜力不利于本地市场分割经济增长效应的
发挥，市场潜力越大，则本地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越低。原因在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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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规模越大，则本地经济与其他地区经济联系强度越高，市场分割的机会成本也就

越高，那么本地政府采取分割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激励就越低。现实中，一体化水平

更高的沿海以及东部地区，市场整合程度较高以及产业网络关系更为密切，局部地区

的分割政策很可能 “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全局经济增长潜力造成较大伤害。随着我

国对于区域营商环境的不断重视，分割市场的 “惩罚成本”越来越高，地方政府通

过制造市场壁垒保护本地经济的激励越来越弱。但与之相对的是，在市场机制不健

全、市场发育不完全的落后地区，政府干预力量较强，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的激励依

然较大。而且，在其他空间权重矩阵设定的列 （５）—列 （６）以及列 （９）—列
（１０）中，变量ｌｎＭＰ以及交互项ｌｎＭＰ×ｌｎＳＥＧ系数符号同样具有稳健性，证实了研
究的可靠性。

２行业集中度
对于行业集中度ＨＨＩ而言，列 （３）与列 （４）中行业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系数为负，表明行业集中度的提升不利于本地经济增长。原因在于，行业集中度表现

为产品的多样化 （或产品替代性）以及地区企业的数目，体现了本地行业垄断程

度①，行业集中度越高，则越倾向于垄断，不利于通过市场竞争机制的发挥激发地区

创新的积极性，损害了经济增长潜力。本研究关注的核心是市场分割与行业集中度的

交互项ＨＨＩ×ｌｎＳＥＧ系数，列 （３）与列 （４）估计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
正，说明行业集中度促进了市场分割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城市行业集中度越高，市

场分割对本地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就越大。这意味着，地方行业垄断很有可能为城市

之间市场分割提供了制度环境以及强化了地方分割市场的激励。原因在于，地方垄断

强化了本地市场保护行为，不利于地区的专业化分工，带来了严重的产业同构问题，

成为了地方市场分割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媒介 （付强，２０１７）。但与此同时，也
形成了 “城市内部市场垄断”与 “城市之间过度竞争”的局面，不利于区域内外以

及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而且，在基于其他空间权重矩阵设定的列 （５）—列 （６）
以及列 （９）—列 （１０）中，交互项ＨＨＩ×ｌｎＳＥＧ系数同样具有稳健性。

表４　市场潜力与产业集中度调节机制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基准估计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ｌｎＳＥＧ
０００１６０

（００００９６４）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０８４２）
０００１４４

（００００８１４）
０００４８２
（００１００）

ｓｑｌｎＳＥＧ —
－０００２８１
（０００１９３）

—
－００００５４４
（０００１５９）

１２

孙博文：市场分割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新经济地理解释

① ＨＨＩ值越大，表明市场集中度越高。当市场处于完全垄断时，ＨＨＩ＝１；当市场上有许多企业，且规模
都相同时，ＨＨＩ＝１／ｎ，ｎ趋向无穷大，ＨＨＩ就趋向０。



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基准估计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ｌｎＭＰ
００４２１

（０００９９８）
００４２３

（０００９９８）
— —

ｌｎＭＰ×ｌｎＳＥＧ
－０００１０３

（０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３８４

（０００２０６）
— —

ＨＨＩ — —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１４０

（０００８４）

ＨＨＩ×ｌｎＳＥＧ — —
０００２９４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０２５７

（０００１０９）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０００３５８
（０００３４０）

－０００３４３
（０００３４０）

－０００３８６
（０００３４６）

－０００３７８
（０００３４６）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０９８２

（０００２８７）
０００９８９

（０００２８７）
０００９５８

（０００３０９）
０００９５５

（０００３０９）

ｌｎＨＵＭＡＮ
－０００６６２

（０００３１０）
－０００６８６

（０００３１０）
－０００９７４

（０００３１６）
－０００９８０

（０００３１６）

ＯＰＥＮ
－００００５７３
（００００４６２）

－００００５６９
（００００４６１）

－００００５３３
（００００４７４）

－００００５３１
（００００４７４）

ｌｎＣＡＰＤＩＳ
００６５４

（００２７９）
００６５９

（００２７９）
－００２７０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２７１
（００１８２）

Ｗ×ｌｎＬＡＢＯＲ
－００４７３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４６２

（００１３６）
－００４４４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４４９

（００１３１）

Ｗ×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２３４

（０００６０７）
－００２３９

（０００６０８）
－０００１２９
（０００３７９）

－０００１２３
（０００３８０）

Ｗ×ｌｎＨＵＭＡＮ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１８１）

－００１６２
（００１８１）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２７４
（００１７６）

Ｗ×ＯＰＥＮ
－０００８１１

（０００２３４）
－０００８２６

（０００２３４）
－０００１６４
（０００１７８）

－０００１６２
（０００１７８）

ρ
０８３４

（００３７０）
０８３３

（００３７０）
０８４０

（００３６０）
０８４０

（００３６１）

ｌｇｔ＿ｔｈｅｔａ
１５０４

（０４２０）
１５０１

（０４１９）
１４３２

（０３９７）
１４３１

（０３９６）

ｓｉｇｍａ２＿ｅ
０００１５３

（５９３ｅ－０５）
０００１５３

（５９２ｅ－０５）
０００１５５

（５９９ｅ－０５）
０００１５５

（５９９ｅ－０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０８２
（１０４３）

１１１７
（１０４３）

－１０４５
（０９５５）

－１０４４
（０９５５）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４７０ １４７０ １４７０ １４７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１１０ ０１１８ ０１２６ ０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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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空间毗邻权重矩阵 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ｌｎＳＥＧ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０４３１）
００３５４

（００１６５）
０００４７１

（０００２５３）
０００４５９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０４５０）
００３６２

（００１７２）
０００６５９

（０００２６３）
０００８０１
（００１１８）

ｓｑｌｎＳＥＧ —
－０００２９４
（０００２０２）

—
－１７４ｅ－０５
（０００１６６）

—
－０００２９０
（０００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２１２
（０００１７２）

ｌｎＭＰ
００２３７

（０００８４４）
００３２０

（００１０２）
— —

００２３６

（０００８５７）
００３１８

（００１０４）
— —

ｌｎＭＰ
×ｌｎＳＥＧ

－０００５０４

（０００２３８）
－０００７９３

（０００３１０）
— —

－０００４９４

（０００２４９）
－０００７８１

（０００３２４）
— —

ＨＨＩ — —
－００２４３
（００３９２）

－００２４２
（００４１２）

— —
－００３２１
（００４０８）

－００３３７
（００４２９）

ＨＨＩ×
ｌｎＳＥＧ

— —
０００６８６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０６８１
（００１２６）

— —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０３０）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０００６４２

（０００３５１）
－０００６２２

（０００３５１）
－０００８３０

（０００３３９）
－０００８３０

（０００３３９）
－０００８０４

（０００３５９）
－０００７８３

（０００３５９）
－０００９８９

（０００３５２）
－０００９８９

（０００３５２）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０３２２）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０３２１）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０３２８）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０３２８）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０３４１）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０３４０）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０３３６）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０３３６）

ｌｎＨＵＭＡＮ
－０００１３４
（０００３２８）

－０００１６４
（０００３２８）

－０００３０６
（０００３１４）

－０００３０６
（０００３１５）

－０００１９５
（０００３４４）

－０００２２６
（０００３４４）

－０００４１４
（０００３２５）

－０００４１５
（０００３２５）

ＯＰＥＮ
－０００１３３

（００００４７２）
－０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０４７１）
－０００１０６

（００００４４８）
－０００１０６

（００００４４８）
－０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０４８４）
－０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０４８３）
－００００９７５

（００００４５３）
－００００９７４

（００００４５３）

ｌｎＣＡＰＤＩＳ
０００１０４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０１０６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０７８０
（０００９５３）

－０００７８０
（０００９５３）

０００７３０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０７３６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００１５６
（０００９８５）

－００００１３９
（０００９８５）

Ｗ×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０７３２）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０７３４）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０７１９）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０７２０）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０７８４）
－００２１３

（０００７８７）
－００２６６

（０００７６４）
－００２６６

（０００７６５）
Ｗ×

ｌ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０９３２

（０００４４３）
－０００９４６

（０００４４３）
－０００３８２
（０００３６５）

－０００３８２
（０００３６５）

－０００４５８
（０００４０８）

－０００４７８
（０００４０８）

－００００２６３
（０００３６７）

－００００２５７
（０００３６７）

Ｗ×
ｌｎＨＵＭＡＮ

０００２０５
（０００６６０）

０００１６３
（０００６６０）

０００３９５
（０００６５６）

０００３９５
（０００６５８）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０７０７）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０７０７）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０７０２）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０７０５）

Ｗ×ＯＰＥＮ
０００１３８
（０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１２６
（０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１８０
（０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１８０
（０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４５１

（０００１５２）
０００４３３

（０００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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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探讨市场分割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内在机制，将为新时代推动

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经济高效增长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提供政策指引，还有助于廓

清市场分割通过经济增长这一中间机制影响环境污染的机制，为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制

度分析搭建桥梁 （孙博文，２０２０）。本文的贡献在于为探讨市场分割的经济增长效应
提供理论新视角，基于拓展新经济地理学自由企业家模型的一般均衡分析，廓清了市

场分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库与长江经济带城市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分别采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空间

毗邻权重矩阵以及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杜宾模型对相关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并

得到了较为稳健的结论。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有：第一，市场分割对本地经济增长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 “倒 Ｕ型”关系存在但不显著，在长江
经济带主要城市样本中，市场分割尚未突破抑制经济增长的 “拐点”。第二，不同城

市之间的市场分割行为呈现空间策略互动特征，使得本地市场分割的存在加剧了异地

政府实行分割市场策略的激励，造成了不同地区市场分割 “你追我赶”的 “囚徒困

境”。限于本文的样本时间与特征属性，市场分割在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

策略互动这一路径也实现了促进异地经济增长的 “携手并进”格局。第三，微观层

面市场分割对企业利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可能来自于政府补贴带来的本地市场优

势，但不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第四，市场分割的城市经济增长效应与本地市

场潜力和行业集中度有关，市场潜力弱化了市场分割的经济增长效应，行业集中度则

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分割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

（二）政策启示

基于以上理论与实证结论的分析，可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１加强顶层设计，落实打破市场分割的一组制度安排
本文证实城市维度市场分割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这构成了地方通过

分割市场发展本地经济的重要激励。地方市场分割行为有着深层次的制度动因，在

面临着政治晋升、税收竞争以及就业保护的多重目标激励下，地方政府跨区域合作

激励不足。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有必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快清除地方市场保护条

款以及区域之间商品、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针对不同地区的区域合作发展情况，

成立不同层级的区域合作工作指导机构。另一方面，不断创新制度安排。深化地方

绩效考核制度改革，摒弃传统唯 ＧＤＰ论，探索因地制宜的高质量发展绩效考核体
系；深化财税制度改革，提高中央政府在地方公共品供给中的事权支出责任，优化

财权事权匹配度，缓解地方财政支出压力；深化要素市场化制度改革，降低要素流

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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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市场一体化政策要关注更小地理尺度单元，出台精准化的适应性举措
不同层级行政单元之间的市场分割水平存在差异，与省级层面相比，城市维度层

面的政府竞争更为激烈。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剧了地方治理

的成本，这一问题在更小地理尺度行政单元层面更为突出。由于行政级别的 “下沉”

意味着对信息通畅性以及治理能力更高的要求，未来出台推动市场一体化的相关政策

安排，要不断推动区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视区域治理的精准性、有效

性，更关注城市维度市场一体化政策的实施，克服区域治理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３提高市场分割的机会成本，促进市场一体化机制内生化与长效化
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中，本地市场潜力的扩大对市场分割的经济增长促进

效应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通过发挥 “本地市场效应”以及 “价格指数效应”提高

了地方政府分割市场的 “机会成本”。这就要求通过扩大本地需求市场和提高本地市

场潜力，实现地方合作与市场一体化机制的内生化和长效化。市场潜力的提升取决于

本地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本地与其他地区之间经济距离的缩短。这就需要：首先，

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高对优质企业的吸引力，扩大本地市场规模。全力打造国际

化、法治化、市场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促进企业家 “用脚投票”创造良

好的外部环境。其次，加大交通通讯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降低区域贸易以及信

息沟通成本。再次，深化地区专业化分工以及加强产业一体化合作，提高地方产业

链、价值链环节脱离产业合作网络的机会成本。最后，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提高本地

市场的国际可达性以及本地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４打破微观企业垄断，提高行业竞争度水平
本文发现行业集中度强化了市场分割的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市场分割的

经济增长促进效应依赖于一定的行业垄断和产业同构基础。打破行业垄断以及提高地

方市场化水平将有助于切断市场分割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在我国，国有企业由

于承担着就业、税收以及部分公共产品保障的功能，在此背景下，提高行业竞争度水

平，重点则是在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打破国有企业垄断。因此，这就要求积极稳

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国有资本监管从 “管资产”到 “管资本”的

市场化改革方向转变；要求秉持 “竞争中性”原则营造公平市场环境；要求深化地

区专业化分工，消除各地区产业同构所带来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投资效率下降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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