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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内河经济带,多年来粗放型经济的发展形成了“重化工围江”的严峻局

面,产业升级迫在眉睫。 与此同时,以快速城镇化为表象的城市蔓延问题逐渐显露,城市蔓延使得城市空间

迅速扩张,产业空间布局也随之发生变化。 在此背景下,城市蔓延能否促进产业升级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

问题。 文章首先利用中心外围理论、集聚经济以及分工合作理论阐释了城市蔓延影响产业升级的内在机

理,利用城市夜间灯光数据构建城市蔓延指数,基于长江经济带 2004—2013 年 104 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了

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城市蔓延与长江经济带城市产业升级呈“U”型关系,即短期内城市蔓延显著抑制了长

江经济带的产业升级,长期中,在规模经济和分工协作效应的带动下,城市蔓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具有

促进作用。 城市蔓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先正后负,二者存在倒“U”型关系;城市蔓延对产业结构高

级化的影响先负后正,二者存在“U”型关系。 产业升级其他表征方法的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表明,城市蔓延

与产业升级间存在“U”型关系。 最后,文章从优化产业布局、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技术创新等角度提出促进

产业升级的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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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人口红利衰退、产能过剩等问题逐渐突出,产业升级受到学界的关注。 为

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产业结构。 十九大报告进一

步指出要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本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支持传统产业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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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区域互动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示范地带,在长江经济带的产业结构中,钢铁、
汽车、石化、水泥等产业占比较高,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巨大。 2016

 

年国家发改委出台了《长江经济带创

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方案》,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城镇化发

展是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从 1978 年的 17. 92%增长至 2018 年

的 59. 58%,城镇化发展迅猛,但城市人口的增速却远低于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速度,城市出现低密

度开发以及由中心区大规模无序向外扩张等现象,城市蔓延问题严重。 2019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

《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首次提出了“收缩型城市”的概念,城市蔓延作为与城市收缩的

相对概念,也是城镇化的重要表现,但其对城市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影响目前尚未有定论。 有研究表明

城市蔓延使城市空间快速扩张,稀释了城市的经济密度,弱化了城市产业间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但
也有学者提出城市蔓延在扩大城市空间面积的同时,逐渐完善城市功能区建设,城市产业布局也随之

进行调整,产业集聚规模逐渐扩大,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显著加快。 在此背景

下,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产业集聚的协调、优化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之一[1] 。 研究城市蔓延能否促进

长江经济带城市产业升级对长江经济带城市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具有现实意义。
配第—克拉克定律提出产业结构将先后依次经历一产为主、二产为主和三产为主三个阶段,“产

业升级”即为一产为主向二产、三产为主的进化过程,这一过程涉及了产品附加值提高的生产要素改

进、结构改变、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提高、产业链升级等方面。 基于对产业升级内涵的理解,学者们在

衡量产业升级时多构建产业升级指标体系抑或简单地采用三次产业的比重反映产业结构发展状况。
也有学者认为技术进步是产业升级的驱动力,更能反映产业升级的本质特征,故采用城市技术复杂度

进行衡量,而城市技术复杂度涉及城市工业部门各细分行业的技术复杂度和该城市的产业结构[2] ,衡
量工作较为复杂。 我国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为主,为更好地贴合我国整体产业发展现状,
学者们多用体现产业发展潜力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偏离度以及其合理程度来衡量产业升级[3] 。 目前,
学界着重从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科技创新等方面对产业的升级路径进行具体研究,认为人力资本质量

及技术创新是产业升级的动力所在。 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环境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引起了学

者们的关注。 李强和丁春林基于波特假说和壁垒效应两个维度实证得出环境规制强度提升不利于长

江经济带产业的转型升级[4] 。 有学者从禀赋结构角度研究得出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的程度之间呈
 

“倒
 

U 形”关系,认为收入过度平等会导致产品市场单一,而收入过于不平等会使得市场需求多样化发

展,从而推动产业优化升级[5] 。 以 Krugman[6]为代表的诸多学者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和城镇化之间

有相互促进作用,并从产业集聚角度研究边际成本降低、产业布局优化等因素与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关

系。 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促进了产业的分工与重组,加速新型产业的集聚及分工合作以提高技术水平和

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升级[7] 。 蓝庆新和陈超凡从新型城镇化角度研究其与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发现

新型城镇化对产业升级具有强烈的空间冲击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产业发展层次[8] 。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必然结果,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逐渐转移到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不断推动

产业升级。
城市蔓延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表现。 目前有关城市蔓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城

市蔓延的内涵及测度方面,二是城市蔓延的影响。 城市蔓延这一概念最早由怀特(Whyte)提出,用
以反映城市郊区迅速开发建设的现象。 国内学者总结出城市蔓延在空间形态上表现出低密度、条
状或带状、分散、蛙跳式开发等“非紧凑开发”特征,认为其是一种过度的城市空间增长形式,即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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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速度的城市空间增长模式[9] 。 城市蔓延较为常用的测度指标有建成区人口密度(等价于

人均消费城市化用地量)、居住密度、就业密度和城市化用地增量。 也有学者等基于地理空间从人

口、经济、土地利用、农业、环境和城市生活等方面构建城市蔓延测度指标体系对城市蔓延进行测

度[10] 。 但将视角更多地集中于城市人口或就业密度无法准确反映城市内部人口的空间分布状况及

其变动趋势。 为弥补这一测度缺陷以及国内城市内部细分尺度人口数据的缺失,国内学者秦蒙等

利用城市夜间灯光数据来测算城市蔓延,用城市内部灯光亮度低于
 

(或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的栅格

面积占比来反映城市低
 

(或高)密度空间比重[11] 。 现有研究提出社会成本及交通成本增加导致的

市场失灵[12]以及政府主导的城市规划失控[13] 可能会使城市空间扩张导致城市蔓延。 基于城市蔓

延的形成机理,不论是市场失灵抑或政府规划不当,诸多学者都认为城市蔓延会改变生活方式、社
会结构、社会隔离状态以及土地利用情况,从而影响城市经济。 刘修岩等的研究表明,城市规模对

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城市蔓延对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负效应[14] 。 国外学者
 

Fallah 等

认为过高人口密度的城市容易因为交通拥挤、高房价等问题致使
 

“聚集不经济”超过聚集经济对生

产率的贡献[15] 。 陈旭和秦蒙研究指出城市蔓延与我国工资水平的影响呈“U”型特征,人口规模的

扩张能有效提升工资水平,但城市蔓延削弱了人口规模对工资水平的促进作用[16] 。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作为我国经济密度最大的流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的经

济增长质量受到了广泛关注。 城市发展形态和产业发展状况是检验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
但改革开放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在实现数量型增长的同时,也使得城市规模急剧扩张,长江经济带出

现城市蔓延和重化工围江两种现象。 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长江经济带急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
整传统产业,促进产业升级。 在此背景下,研究城市蔓延与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以期为长江经济

带的高质量发展作出理论贡献。 现有文献多从城镇化角度研究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城市蔓延与

城市收缩均是城镇化的重要表现,但城市蔓延与产业升级的关系方面尚未有系统深入的研究。 相

较于现有文献,本文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表现在研究视角上,以城市蔓延与产业升级之间的

关系作为考察对象,研究视角较为新颖;第二表现在理论探索上,基于规模经济和中心外围理论探

讨了城市蔓延影响产业升级的内在机理,丰富了产业升级的相关理论;第三表现在数据获取上,利
用城市夜间灯光数据表征城市蔓延,避免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而引发的内生性问题,提高本

文实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城镇化与产业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以及相互促进作用,而城市蔓延作为城镇化进

程中的重要表现,与产业升级之间也存在相关关系。 本文拟从中心外围理论、集聚经济以及分工合

作理论研究城市蔓延与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 人口城镇化及土地城镇化是衡量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指

标。 2017 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更远低于土地城镇化率。 新型城镇化

聚焦于人的城镇化,但现实中人口城镇化并未跟上土地城镇化步伐,城市空间的低密度扩张导致了

城市蔓延现象的出现。 首先,在城市蔓延初期,城市空间快速扩张,城市经济密度被稀释,产业间的

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降低,且大多数城市秉持产业升级的理念在城市外围建设工业园区,发展创新

型高新技术产业,但因科技研发速度相对较慢,发展规模相对较小,创新孵化能力有待提高,故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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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升级的步伐较为缓慢。 其次,城市外围空间因其较低的生产成本和治理成本吸引部分劳动密集

型产业和污染密集型产业,此时城市蔓延虽然带来数量型的经济增长,但增长是低效率且不可持续

的,不利于产业的转型升级。 城市外围的传统制造业产业发展基础较好,但技术创新水平相对较

低,产业转型升级难度较大。 为响应国家绿色发展理念,城市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对污染密集型产

业实行环境规制,但因污染密集型产业发展规模较为庞大,短时间内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远低于

“遵循成本”,产业转型升级难以实现。 最后,在城市蔓延初期,城市的空间虽显著扩大,但其功能区

建设却相对滞后,城市空间规划短期内并不完善,城市交通和产业尚未形成合理的布局,严重影响

城市内及与周边城市的社会活动和经济交流,阻碍城市的产业承接与产业转移步伐,不利于产业的

转型升级。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一:基于城市中心外围理论,在短期内,城市蔓延使城市外围污染型产业及低端制造业集

聚,创新型高新技术产业有待孵化,不利于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产业的转型升级。
随着城市蔓延的程度不断加深,城市空间和市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产业在城市外围实现空间

集聚,形成地区集中化的产业布局。 产业集中发展是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的需要。 实践证明,产业集聚可以将服务、土地、劳动力等优势综合吸收,形成规模效

益,产生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城市外围经济结构存在异质性,产业间各个部

门的生产效率及技术水平存在诸多差异,技术进步是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之一。 随着产业的

空间集聚,技术的溢出效应逐渐显现,推动产业间创新能力的提高,促进产业实现优化升级。
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提出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城市蔓延在促进了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也促

进了产业间以及各部门间的分工合作。 分工合作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方式之一,产业劳动生

产率的提升是产业进一步扩大规模从而实现产业升级的基础。 此外,城市蔓延有利于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从而净化产业链条,改善能源利用结构,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产业升级[17] 。 城市蔓延

的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人口的转移,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
因第三产业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劳动力转移至第三产业的比例较大,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城市

蔓延进一步促进空间布局的调整,区域空间结构从生产型空间结构向消费性空间结构转变,地方空

间逐渐向流动空间转变,投资主体多元化趋势显著,有利于区域空间互动发展及整体布局规划调

整,促进产业升级。 根据对城市蔓延与产业升级的机理分析,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二:基于集聚经济及分工合作理论,长期间,城市蔓延在扩大城市规模的同时,有利于调整

城市整体布局,促进产业间的集聚与分工合作,推动产业升级。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

鉴于本文提出城市蔓延与产业升级之间存在“U”型关系的假说,故本部分引入城市蔓延的二次

项,建立以下城市蔓延与产业升级的计量经济模型:
UP it =α0 +α1SPRAWLit +α2SPRAWL2

it +βCONTROL+εit (1)

式(1)中:被解释变量 UP 表示产业升级;SPRAWL 表示主要解释变量城市蔓延;SPRAWL2 表示

城市蔓延的二次项;CONTROL 表示影响产业升级的其他变量;εit 表示模型的随机扰动项;αi、β 为模

型的待估参数;下标 t 表示时间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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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设计

1. 被解释变量

在产业升级的衡量方面,学者们多计算产业升级指数抑或采用三次产业的比重反映产业升级,
也有学者从技术进步角度采用城市工业部门各细分行业的技术复杂度进行衡量。 我国产业结构以

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为主,为更好地贴合我国整体产业发展现状,学者们多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及合

理化衡量产业升级。 本文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方面进行度量。 产业结构高级化( AD)采

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进行表征。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计算公式为:

E = 
n

i = 1

Yi

Y
Yi / Li

Y / L
- 1 (2)

式(2)中:E 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E 值越大,表示经济偏离均衡状态越远,意指产业结构越不

合理;反之,E 值越小,表示产业结构越合理。 i 表示第 i 产业部门,n
 

为产业部门的总量。 Y
 

表示总

产出,L 表示总的劳动力投入量;相应地,Yi 表示第
 

i
 

产业的总产出,Li 表示第 i 产业的劳动力投入。
由于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为负向指标,采取倒数逆变换法使其正向化,运用熵值法确定产业结构高

级化及产业结构偏离度在产业升级指数中的权重,并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合成产业升级指数 UP。
2. 主要解释变量

主要解释变量为城市蔓延。 早期学者多采用建成区人口密度、居住密度、就业密度以及城市用

地增量等平均密度指标测度城市蔓延,但其无法反映城市内部人口分布的空间差异性,只能粗略度

量城市蔓延大体状况。 王家庭和张俊韬使用土地—人口增长弹性即城市建成面积增速和城市人口

增速的比值测度城市蔓延[18] ,但这一指标的核心依然是城市人口密度,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平均密

度指标的固有缺陷。 为克服这一固有缺陷,本文借鉴国内学者秦蒙和刘修岩[19] 利用城市夜间灯光

数据来测算城市蔓延的做法,用城市内部灯光亮度低于
 

(或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的栅格面积占比来

反映城市低
 

(或高)密度空间比重。
3. 控制变量

影响产业升级的因素较多,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度量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

 

FDI。 外商直接投资能通过资本供给、技术引进等途径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

合理化发展。 本文采用实际外商投资额占
 

GDP
 

的比重作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代理变量,其中实际外

商投资额用当年平均汇率转化为人民币计价。
财政分权 FD。 1980 年财政分权改革后,地方政府在土地规划、资源利用以及政策制定等方面

拥有了较大的自主权。 在城市发展规划中,政府对产业进行政策倾斜和资金扶持,则会带动产业迅

速发展,实现优化升级。 本文选用各城市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表示财政分权。
人力资本

 

HR。 人力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产业结构转变的重要基

础。 我国人口基数虽较大,但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人力资本的质量对产业升级起到重要作用。
人力资本在产业间的流动转移带动产业结构调整节奏,推动产业升级。 本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对

人力资本进行测度。 平均受教育年限=ɑ1∗6+ɑ2∗9+ɑ3∗12+ɑ4 ∗16,其中 ɑ1、ɑ2、ɑ3、ɑ4 分别表示小

学、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居民占地区 6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
经济发展水平

 

GDP。 进入经济新常态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致力于提高经济增长质

量,而产业升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钱纳里提出当一个地区经济水平发生变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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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产业结构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研究其对产业升级的影

响。 本文使用人均
 

GDP(万元)表征经济发展水平。
创新 RD。 技术创新是产业结构实现高级化与合理化的源泉和动力,三次产业间的结构演变以

及产业内部的结构优化都彰显着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本文采用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值进行表征。
(三)数据说明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原则,本文选取 2004—2013 年长江经济带 104 个城市①的面板数据为样本

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等。 对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文中所有数据处理均在 STATA 软件完成。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2004—2013)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UP 1040 0. 17 0. 10 0. 003 0. 80
E 1

 

040 1. 33 2. 67 0. 01 42. 49
AD 1

 

040 0. 79 0. 31 0. 27 2. 74
SPRAWL 1

 

040 2. 83 1. 70 0. 006 18. 01
FDI 1

 

040 0. 02 0. 02 0. 00 0. 10
FD 1

 

040 0. 05 0. 03 0. 003 0. 27
HR 1

 

040 0. 03 0. 05 0. 00 0. 49
GDP 1

 

040 0. 15 0. 29 0. 01 6. 04
RD 1

 

040 0. 01 0. 01 0. 02 0. 08

四、实证分析

(一)静态面板模型分析

本研究首先采取静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运用 Hausman 检验法判断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或

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表 2 模型(1)—(3)结果显示,城市蔓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一次项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为正,也通过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城市蔓延与产业升级

间存在“U”型关系,即短期内城市蔓延抑制产业升级,长期内城市蔓延将促进产业升级,从而验证假

说。 在模型(4)中,城市蔓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但都未通

过显著性检验,因产业结构合理化为负向指标,表明短期内城市蔓延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发展,
长期将促进产业结构更为合理,但该作用并不显著。 在模型(5)中,城市蔓延对产业升级的一次项

系数为-0. 039,二次项系数为 0. 002,并均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城市蔓延与产业结构

高级化间存在“U”型关系,短期内城市蔓延虽会对产业升级存在不良影响,但经过产业间集聚作用

以及分工合作,将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模型(1)—(5)显示:外商直接投资抑制产业升级,阻碍

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但会提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财政分权在模型(1)中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为

正,在模型(2)—(3)中影响为负,但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需进一步确定相关关系;人力资本对产业

升级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为正,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为负,但其作用机制均不显著;经
济发展水平显著促进产业升级,有效提高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但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起抑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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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创新能显著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及高级化程度,促进产业升级,但其对产业升级的作用并不显

著,需进一步进行验证。
表 2　 静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1) (2) (3) (4) (5)

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 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

RE FE RE FE RE

SPRAWL -0. 013∗∗∗

(-4. 02)
-0. 015∗∗∗

(-4. 34)
-0. 013∗∗∗

(-3. 91)
0. 019

(-0. 16)
-0. 039∗∗∗

(-3. 88)

SPRAWL^2 0. 001∗∗∗

(-3. 34)
0. 001∗∗∗

(-3. 58)
0. 001∗∗∗

(-3. 21)
-0. 002
(-0. 18)

0. 002∗∗∗

(-3. 17)

FDI -0. 538∗∗∗

(-3. 34)
-0. 496∗∗∗

(-2. 90)
-0. 547∗∗∗

(-3. 41)
20. 111∗∗∗

(-3. 36)
-1. 863∗∗∗

(-3. 75)

FD 0. 069
(-0. 59)

-0. 038
(-0. 32)

-0. 01
(-0. 09)

-2. 697
(-0. 64)

-0. 038
(-0. 11)

HR 0. 029
(-0. 49)

0. 014
(-0. 24)

0. 02
(-0. 33)

-2. 833
(-1. 35)

0. 085
(-0. 46)

GDP 0. 028∗∗∗

(-3. 58)
0. 028∗∗∗

(-3. 7)
-0. 143
(-0. 53)

0. 089∗∗∗

(-3. 74)

RD 0. 366
(-0. 9)

73. 858∗∗∗

(-4. 66)
0. 628
(-0. 5)

_cons 0. 217∗∗∗

(-16. 43)
0. 224∗∗∗

(-21. 23)
0. 214∗∗∗

(-14. 77)
0. 191

(-0. 43)
0. 935∗∗∗

(-20. 8)

N 1
 

040 1
 

040 1
 

040 1
 

040 1
 

040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Hausman
 

F 值 14. 07 28. 03 19. 66 54. 83 19. 56

　 　 　 　 注:括号里数字为每个解释变量系数估计的
 

t( z)值,∗∗∗、∗∗、∗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上显著,下同。

(二)动态面板模型分析

内生性问题是宏观经济问题研究中较为常见的问题,且外商直接投资、财政分权、经济发展水

平与产业升级都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容易因为内生性问题造成计量结果的误差。 本文采用系统

GMM 模型对静态面板模型结果作进一步检验,在表 3 中,AR(2)和 Sargan 值均大于 0. 1,意味着随

机扰动项无二阶自相关问题,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是合理的。 模型(1)—(5)结果显示:城市蔓

延对产业升级及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即在短期内城市空

间低密度迅速扩张稀释了城市经济密度,降低了规模经济与集聚经济效应,损害了劳动生产率,同
时城市外围区域的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孵化能力相对较低,而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及污染密集型产

业虽带来经济数量型增长,但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及产业升级;长期间,产业间在城市外围进行

新的空间集聚,有效发挥集聚及分工合作效应,吸收技术溢出,推动研发创新,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实现产业升级。 与此同时,城市蔓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显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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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其二次项显著为负,表明城市蔓延在短期间使得产业结构偏离其均衡状态,随着市场规模的扩

大,产业以及分工的合理配置,长期间将推动产业结构更为合理。 模型(1)—(3)进一步验证了外商

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抑制作用。 而财政分权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产生了较大变化,财政分权对产

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地方政府对产业提供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能有效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 人力资本对产业升级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该结论与传统理论

不符,可能是因为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人口最密集的经济带,区域内人力资本质量总体水平还不

高,在“人口红利”优势即将丧失之际,迫切需要高素质人才学习科学技术,提高生产素质及技能,推
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经济发展水平是产业升级的基础,模型(3)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升级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在模型(3)—(5)中,结果显示创新虽能有效改善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但对

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可能是因为目前长江经济带仍重点发展重化工业产

业,其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尚未达到技术密集型行列,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不足,尚未发挥创新

对产业升级的推动力作用;因此,长江经济带需尽快发展集约型经济,改变重化工业围江的局面,加
大技术创新力度,带动产业实现优化升级。

表 3　 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1) (2) (3) (4) (5)

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 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

SYS-GMM SYS-GMM SYS-GMM SYS-GMM SYS-GMM

L. UP 0. 619∗∗∗

(156. 22)
0. 649∗∗∗

(185. 39)
0. 664∗∗∗

(155. 15)

L. E 0. 505∗∗∗

(804. 61)

L. AD 0. 672∗∗∗

(184. 36)

SPRAWL -0. 013∗∗∗

(-44. 22)
-0. 013∗∗∗

(-33. 71)
-0. 012∗∗∗

(-22. 68)
0. 087∗∗∗

(17. 35)
-0. 037∗∗∗

(-25. 15)

SPRAWL^2 0. 001∗∗∗

(39. 46)
0. 001∗∗∗

(30. 23)
0. 001∗∗∗

(20. 98)
-0. 012∗∗∗

(-30. 47)
0. 002∗∗∗

(23. 41)

FDI -0. 818∗∗∗

(-37. 82)
-0. 741∗∗∗

(-27. 25)
-0. 708∗∗∗

(-25. 66)
1. 575∗∗∗

(4. 08)
-2. 234∗∗∗

(-24. 96)

FD 0. 383∗∗∗

(69. 38)
0. 382∗∗∗

(55. 29)
0. 397∗∗∗

(63. 26)
13. 112∗∗∗

(68. 22)
1. 217∗∗∗

(60. 33)

HR -0. 032∗∗∗

(-40. 10)
-0. 025∗∗∗

(-10. 89)
-0. 012∗∗∗

(-4. 99)
-0. 725∗∗∗

(-18. 03)
-0. 034∗∗∗

(-4. 02)

GDP 0. 001
(1. 13)

0. 004∗∗∗

(2. 68)
-0. 620∗∗∗

(-32. 51)
0. 019∗∗∗

(4. 82)

RD -0. 134∗∗∗

(-3. 17)
119. 786∗∗∗

(256. 09)
-1. 508∗∗∗

(-8. 79)

_cons 0. 092∗∗∗

(48. 74)
0. 086∗∗∗

(43. 13)
0. 080∗∗∗

(37. 08)
-1. 718∗∗∗

(-78. 29)
0. 349∗∗∗

(46. 07)
N 936 936 936 936 936

AR(1) 0. 071
 

5 0. 068
 

8 0. 068
 

9 0. 213
 

7 0. 073
 

6
AR(2) 0. 748

 

1 0. 747
 

9 0. 722
 

4 0. 869
 

3 0. 675
 

5
Sargan

 

test 0. 328
 

0 0. 717
 

7 0. 940
 

7 0. 954
 

1 0. 945
 

2

64



李　 强,等　 城市蔓延与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

五、稳健性检验

为考察城市蔓延对产业升级的效应结果是否显著,本文用 MORE 指数表征产业升级进行稳健

性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表 4),城市蔓延对产业升级影响的一次项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二次

项系数为正,也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城市蔓延与产业升级间存在“ U”型关系。 短期

内城市空间低密度迅速扩张稀释了城市经济密度,降低了规模经济与集聚经济效应,损害了劳动生

产率,城市外围的高新技术产业短期内创新孵化能力相对较低,产业升级相对缓慢,同时城市外围

区域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污染密集型产业升级难度较大,城市功能区建设的相对滞后性也

阻碍了产业升级的步伐;长期间,产业间在城市外围进行新的空间集聚,有效发挥集聚经济及规模

经济作用,建立合理的分工合作体系,吸收技术溢出,提高创新能力,改善能源使用效率,推进产业

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发展,实现产业升级。 与此同时,城市蔓延的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人口的转

移,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推动

了产业结构升级。
表 4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 产业结构合理化

RE SYS-GMM SYS-GMM SYS-GMM

L. UP2 0. 825∗∗∗

(344. 17)
0. 797∗∗∗

(256. 10)
0. 807∗∗∗

(319. 85)

SPRAWL -0. 003∗∗∗

(-4. 13)
-0. 005∗∗∗

(-243. 18)
-0. 006∗∗∗

(-86. 45)
-0. 005∗∗∗

(-69. 48)

SPRAWL^2 0. 000
 

2∗∗∗

(2. 87)
0. 000

 

4∗∗∗

(160. 61)
0. 001∗∗∗

(112. 86)
0. 000

 

4∗∗∗

(69. 8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最大的内河经济带,其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受到学界的关注,但在区域范围

内,钢铁、化工、汽车等重化工业产业分布较为密集,形成了“重化工围江”的局面,长江经济带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了挑战。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为实现高质量发展,需不断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
推进人的城镇化,但目前长江经济带城市人口城镇化速度远低于土地城镇化速度,城市蔓延问题严

重。 城市蔓延在使得城市空间迅速扩张的同时,对产业升级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本文基于 2004—
2013 年长江经济带 104 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蔓延现象对产业升级的影

响,研究结论如下:(1)城市蔓延与产业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即短期内城市蔓延抑制产

业升级,长期间城市蔓延促进产业升级。 (2)城市蔓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先正后负,二者存

在倒“U”型关系,城市蔓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先负后正,二者存在“ U” 型关系。 (3) 运用

MORE 指数重新表征产业升级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表明城市蔓延与产业升级之间存在“ U”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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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以推动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1)基于城市蔓延对产业升级的“U”型关

系,为有效发挥其长期的促进作用,城市需在扩张空间的同时,有序推进各个功能区建设,合理布局

城市的产业空间,有效发挥产业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提高产业的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构建产业

间合理的分工合作专业化体系,促进长江经济带城市产业升级。 (2)为更好地发挥城市蔓延对产业

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需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使“人”的城镇化紧跟土地城镇化步伐,重视

“农转非”人员的就业培训,提高人力资本整体质量,深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农村剩余

劳动力从第一产业逐渐转移至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协调布局三

次产业发展规模,提高产业发展层次,推动产业结构更加合理。 (3)有效发挥城市蔓延对产业结构

高级化的长期促进作用,有序推进重化工业产业整改步伐,提高传统产业技术水平和创新研发力

度,积极培育绿色环保产业,深入孵化高新技术产业,构建长江经济带城市新的产业支撑点,推动产

业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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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an
 

important
 

inland
 

river
 

economic
 

belt
 

in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xtensive
 

economy
 

has
 

formed
 

the
 

severe
 

situation
 

of
 

heavy
 

chemical
 

industry
 

encircling
 

the
 

river 
 

for
 

many
 

years 
 

and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is
 

immin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blem
 

of
 

urban
 

spread
 

with
 

the
 

appearance
 

of
 

rapid
 

urbanization
 

is
 

gradually
 

exposed 
 

the
 

urban
 

spread
 

makes
 

the
 

urban
 

space
 

expands
 

rapidly 
 

and
 

the
 

industrial
 

space
 

layout
 

also
 

changes.
 

Whether
 

urban
 

spread
 

can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is
 

a
 

question
 

worth
 

exploring.
 

Firstly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urban
 

sprawl
 

affect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by
 

using
 

the
 

theory
 

of
 

central
 

periphery 
 

agglomeration
 

economy
 

and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operation 
 

and
 

constructs
 

the
 

indexes
 

of
 

urban
 

spread
 

by
 

using
 

urban
 

night
 

lighting
 

data.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04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04
 

to
 

2013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urban
 

spread
 

and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show
 

a
 

U-shaped 
 

relationship 
 

that
 

is 
 

in
 

the
 

short
 

term 
 

the
 

urban
 

spread
 

significantly
 

restricts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
 

the
 

long
 

run 
 

driven
 

by
 

the
 

effect
 

of
 

scale
 

economy
 

and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operation 
 

urban
 

sprea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e
 

influence
 

of
 

urban
 

spread
 

on
 

the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positive
 

first
 

and
 

then
 

negative 
 

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nd
 

the
 

influence
 

of
 

urban
 

spread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negative
 

first
 

and
 

then
 

positive 
 

and
 

there
 

is
 

a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e
 

robustness
 

test
 

of
 

other
 

characterization
 

methods
 

of
 

upgrading
 

further
 

shows
 

that
 

there
 

is
 

a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spread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o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timizing
 

industrial
 

layout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uman
 

cap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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