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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目标，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发展地区，长三角经济区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情况尤其值得重视。本文基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出发，从上述指标中选取2016~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的部分数据，通过建立空间杜宾面板模型进行

计量分析，将总效应进行分解，对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进行综合评价。并提出了相关的政

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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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goal of curren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rting from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of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 and sharing”, part of the data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16 to 2020 from the above indicators are selected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spatial Durbin panel model for econometric analysis, the to-
tal effect is decomposed, and the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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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tze River Delta is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d. Finally,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ro-
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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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1；2019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长三角

经济区面积约35.91万平方公里，仅占全国总面积的2.3%；人口规模为2.25亿，仅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6%，

却贡献了全国 25%的 GDP 以及 33.3%的进出口总额。但是，长三角城市群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绩，但

内部发展差异明显。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2019 年 12 月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中提出要发挥长三角经济体的区域带动与示范作用，需要紧紧围绕“一体化”与“高质量”两大重点，

打造优质区域集群 3。所以，研究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状况，已有不少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别进行过研究。

在理论层面，陈建军[1]对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存在的瓶颈、内在机制与实现途径进行了阐释。肖金成

和李清娟[2]认为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改革开放和经济一体化是推动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陈雯等

[3]系统阐述了长三角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科学内涵及其关联，并提出较高质量一体化需要遵循差异化、

高效率、可持续和包容性等原则。在实证层面，翟仁祥[4]将邻近空间溢出效应纳入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及

其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收敛性，并选取泛长三角这一典型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徐丽婷等[5]运用熵值-TOPSIS
模型对长三角区域 26 个城市生态化水平变化和差异进行了评价。王晓玲等[6]通过建立杜宾空间面板模型，

采用 2018~2017 年长三角区域 26 个城市面板数据，对长三角一体化经济空间的收敛性进行了检验，并对

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 
现有的研究较为片面，大多只侧重于某一些方面，缺乏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总体高质量发展水平测

度的研究。因此，本文根据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入

手，通过选择相关指标体系，利用建立空间杜宾面板模式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与社会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水平做出评估，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2. 长三角经济区空间计量分析 

2.1.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① 被解释变量：本文根据研究目标，选取各市人均 GDP (PGDP)作为被解释变量。 
② 解释变量：为了避免明显的多重共线性影响，本文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

Open Access

 

 

1来源：https://www.gov.cn/xinwen/2019-12/04/content_54584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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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来源：https://www.gov.cn/zhengce/2019-12/01/content_54574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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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各选取一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创新理念相关指标选取万人专利授权量(AAP)，协调理念相关指标选取

第三产业贡献度(TIS)，绿色理念相关指标选取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GAQ)、开放理念相关指标选取对

外贸易依存度(DFT)，共享理念相关指标选取千人拥有床位数(BPP)。 
③ 控制变量：政府干预(GI)，用地方政府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示。 
④ 数据来源：本文选取的样本为 2016~2020 年长三角一体化 26 个地级城市及上海市的面板数据，

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7~2021 年的《江苏省统计年鉴》《安徽省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年鉴》《上海市

统计年鉴》以及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对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基于上述变量选择，本文构建了如下的计量回归模型。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在实证回归时将

变量取为自然对数。 

0 1 2 3 4

5 6

ln ln ln ln ln
ln ln i t it

PGDP AAP TIS GAQ DFT
BPP GI

α α α α α
α α µ λ ε

= + + + +

+ + + + +
                   (1) 

其中， iµ 表示个体效应， tλ 表示时间效应， itε 表示随机误差项。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PGDP 135 11.435 0.380 10.413 12.019 

lnAAP 135 3.423 0.653 1.683 4.691 

lnTIS 135 3.886 0.153 3.526 4.292 

lnGAQ 135 4.362 0.116 4.117 4.588 

lnDFT 135 3.333 0.811 1.571 4.854 

lnBPP 135 1.660 0.188 1.326 2.036 

lnGI 135 9.460 0.313 8.891 10.447 

2.2. 空间相关性分析 

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中，通常要求通过空间自相关检测对所研究的区域进行空间自相关计量[7]。因

此，本文选用了空间自相关性检验中一般指标莫兰指数(Moran’s I)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Moran’s I > 0，
表示存在空间正相关；Moran’s I < 0，表示存在空间负相关；Moran’s I = 0，表示空间独立分布。其计算

公式如下： 

Moran’s I 
( )( )1 1

2
1 1

n n
ij i ji j

n n
iji j

W x x x x

S W
= =

= =

− −
=
∑ ∑

∑ ∑
                               (2) 

其中， ix 和 ix 分别表示区域  i 和区域  j 的经济发展水平，
( )2 1

n
ii

x x
S

n
=

−
= ∑ 是样本方差， 1

n

i
xi

x
n
== ∑ ， ijW

为空间权重。经济地理学中常用的空间权重矩阵有三种：临近权重矩阵、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和反距离权

重矩阵[8]。本文根据数据收集情况及测算便捷程度选择临近权重矩阵 lW 作为权重矩阵W 。 

临近权重矩阵 lW ：若两个城市存在共同的边界，则定义为相邻，赋值为 1；若两个城市不存在共同

边界，则定义为不相邻，赋值为 0。其具体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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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 城市相邻

城市与 城市不相邻
                                (3) 

 
Table 2. The global Moran index of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s 
表 2. 解释变量全域莫兰指数 

年份 lnAPP lnTIS lnGAQ lnDFT lnBPP 

2016 0.287*** 
(0.007) 

0.124* 
(0.102) 

0.534*** 
(0.000) 

0.504*** 
(0.000) 

0.027 
(0.310) 

2017 0.278*** 
(0.008) 

0.113* 
(0.119) 

0.711*** 
(0.000) 

0.468*** 
(0.000) 

0.124* 
(0.108) 

2018 0.325*** 
(0.003) 

0.005 
(0.367) 

0.532*** 
(0.000) 

0.475*** 
(0.000) 

0.166* 
(0.062) 

2019 0.309*** 
(0.004) 

−0.191* 
(0.115) 

0.591*** 
(0.000) 

0.425*** 
(0.000) 

0.270*** 
(0.010) 

2020 0.354*** 
(0.001) 

−0.148* 
(0.195) 

0.659*** 
(0.000) 

0.406*** 
(0.000) 

0.583*** 
(0.000) 

注：*、**与***分别表示 15%、5%与 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相关数值表示伴随概率 p。 
 
全域莫兰指数仅说明了全域的空间集聚情况，而忽视了局部的空间聚集状况，因此，本文利用局部莫

兰指数分析特定区域与周边区域间的空间差异。表 2 显示了 2016~2020 年各解释变量全域莫兰指数计算结

果。通过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可得，大部分变量都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少部分变量通过了 1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只有极小部分变量未通过 1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同时，以 2019 年和 2020 年为例绘

制长三角地区万人专利授权量、第三产业贡献度、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对外贸易依存度与千人拥有床

位数的局部莫兰散点图，分别如图 1~5 所示。各年份绝大多数变量表现为正的空间自相关性，个别年份的

个别变量表现为负的空间自相关性，全域范围内呈现出空间集聚特征。万人专利授权量、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例、对外贸易依存度与千人拥有床位数的莫兰散点图大部分观测值位于第一和第三象限，表明万人专

利授权量、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对外贸易依存度与千人拥有床位数呈现“高高、低低”的高水平集聚

与低水平集聚特征。而第三产业贡献度的莫兰散点图大部分观测值位于第二和第四象限，表明其呈现“高

低、低高”的高低水平交错聚集的特征。因此，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较为合理。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Moran scatter plot of lnAAP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n 2019 and 2020 
图 1. 2019 年与 2020 年长三角地区 lnAAP 莫兰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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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Diagram of the Moran scatter plot of lnTI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n 2019 and 2020 
图 2. 2019 年与 2020 年长三角地区 lnTIS 莫兰散点图 

 

 
Figure 3. Diagram of the Moran scatter plot of lnGAQ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n 2019 and 2020 
图 3. 2019 年与 2020 年长三角地区 lnGAQ 莫兰散点图 

 

 
Figure 4. Diagram of the Moran scatter plot of lnDF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n 2019 and 2020 
图 4. 2019 年与 2020 年长三角地区 lnDFT 莫兰散点图 

 

 
Figure 5. Diagram of the Moran scatter plot of lnBPP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n 2019 and 2020 
图 5. 2019 年与 2020 年长三角地区 lnBPP 莫兰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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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 scatterplot (Moran's I = 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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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空间计量模型选择 

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核心理念在于将区域间的相互联系融入模型之中。在考虑因变量与自变量空间相

关性的情况下，通常使用空间杜宾模型来进行建模(SDM) [9]。其数学表达式为： 
y Wy X W Xρ β θ ε= + + +  

式中 y 为被解释变量，X 为解释变量，ρ 为空间自回归系数，W 为空间权重矩阵，β 和θ 为回归系数，

ε 为残差项。 
由于样本区间较短，截面维度 N (N = 27)远大于时间维度 T (T = 2016~2020)，属于短面板数据结构，

因而在此处无须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以及协整检验。面板数据模型通常分为三种形式：混合效应模型(NE)，
固定效应模型(FE)以及随机效应模型(RE)，本节首先对长三角全域、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各市的数

据进行 F 检验以及 Hausman 检验(5%显著水平)，以便确定合适的面板模型类型。接下来，通过检验选择

合适的方式进行空间计量回归得出回归结果。 
表 3 反映了对长三角全域、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进行 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5%显著水平)的检

验结果，以及对应的模型选择结果。 

由下表可知，长三角全域、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均应选择个体固定效应 SDM 模型进行回归。 
 

Table 3. Results of the F-test and Hausman test for the panel model 
表 3. 面板模型的 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结果 

 F 值 F 值对应 P 值 Hausman 检验 
对应 P 值 结果 选择模型 

长三角全域 64.34 0.0000 0.0000 拒绝原假设 固定效应模型 

江苏省 45.23 0.0000 0.0107 拒绝原假设 固定效应模型 

浙江省 11.82 0.0000 0.0445 拒绝原假设 固定效应模型 

安徽省 29.67 0.0000 0.0029 拒绝原假设 固定效应模型 

2.4. 结果分析 

2.4.1. 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表 4 显示了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影响因素的空间回归估计结果。万人专利授权量(APP)

和千人拥有床位数(BPP)和政府干预(GI)对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影响绝大部分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可从“创

新”,“共享”等理念的实施，科技投入的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和政府扶持力度的加大等方面

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增长。第三产业贡献度(TIS)、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GAQ)和
对外贸易依存度(DFT)对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影响除了个别省份为正向影响外，其余均为负向影响，表明该

阶段“协调”,“绿色”,“开放”等目标的实现过程可能延缓长三角各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增长，其原

因可能与长三角地区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产业发展缺乏绿色化和低碳化改造，外商投资正在逐步丧失既

往优势或者超国民待遇外商投资项目妨碍了本国企业生存发展等因素有关。 
从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系数来看，相邻地区的万人专利授权量(AAP)、第三产业贡献度(TIS)对本地区

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说明“创新”和“协调”理念的贯彻落实成效显著，有利于缩小长三角地区发

展差距。相邻地区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GAQ)、外贸易依存度(DFT)对本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挤出效应，

说明“绿色”、“开放”理念的贯彻落实尚未达到促进长三角经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的目标。相邻地区的千人拥有床位数(BPP)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未显示出明显的促进或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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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Results of spatial regression estimation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igh-qualit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表 4. 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影响因素的空间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长三角全域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lnAPP 0.0521* 
(0.140) 

0.0243* 
(0.132) 

0.0803* 
(0.097) 

0.2556*** 
(0.002) 

lnTIS −0.0911 
(0.334) 

−0.4495*** 
(0.000) 

−0.3509*** 
(0.003) 

0.1658 
(0.400) 

lnGAQ −0.2250** 
(0.032) 

0.0180 
(0.701) 

−0.1778* 
(0.132) 

−0.3914* 
(0.072) 

lnDFT −0.3048*** 
(0.000) 

0.0775* 
(0.130) 

−0.1545** 
(0.031) 

−0.5922*** 
(0.000) 

lnBPP 0.3896*** 
(0.000) 

0.1441 
(0.228) 

0.0822 
(0.511) 

0.3265 
(0.204) 

lnGI 0.3183*** 
(0.000) 

−0.0845 
(0.360) 

0.2973*** 
(0.000) 

0.2844 
(0.180) 

WlnAAP 0.0452 
(0.394) 

0.0096 
(0.758) 

0.0176 
(0.791) 

0.2600* 
(0.100) 

WlnTIS −0.2731* 
(0.145) 

0.8605*** 
(0.004) 

0.4152* 
(0.052) 

0.5889* 
(0.098) 

WlnGAQ −0.3439** 
(0.046) 

−0.2928*** 
(0.003) 

0.6209*** 
(0.009) 

−0.7492* 
(0.077) 

WlnDFT 0.0664 
(0.542) 

−0.4189*** 
(0.006) 

−0.0962 
(0.437) 

−0.4162 
(0.213) 

WlnBPP 0.1163 
(0.459) 

0.2307 
(0.383) 

−0.6587*** 
(0.002) 

−0.1676 
(0.731) 

WlnGI 0.5925* 
(0.000) 

0.1899 
(0.281) 

0.1700* 
(0.121) 

0.8868* 
(0.150) 

Sigma2 0.0023*** 
(0.000) 

0.0002*** 
(0.000) 

0.0009*** 
(0.000) 

0.0027*** 
(0.000) 

注：*、**与***分别表示 15%、5%与 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相关数值表示伴随概率 p。 

2.4.2. 总效用分解：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在进行空间杜宾计量分析时，回归系数往往无法全面反映影响效果，因此需要进一步区分直接效应

和间接效应，以便更全面地评估其影响程度。表 5 显示了空间杜宾模型空间分解效应结果。万人专利授

权量(APP)在长三角各地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为正，本地区、相邻地区包括全域“创新”指

标的实现均能够促进长三角经济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这得益于近些年有关创新创业支持政策以及有关

高层次人才引进的相关政策不断出台和落实。 
第三产业贡献度(TIS)在长三角全域、江苏省和浙江省直接效应为负，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为正，表明

本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程度越高，会抑制本地区经济发展，而邻近地区、全域的第三产业发展程度越高，

越能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不同的是，第三产业贡献度(TIS)在安徽省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均为正，表明本地区、相邻地区包括全域第三产业的发展均能促进安徽地区的经济发展。“协调”理念

在促进长三角区域间经济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作用较为明显，但是除了安徽地区，“协调”理念未能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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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深入思考第三产业的发展如何在“本地化”方面有所提升。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GAQ)在长三角全域、江苏省和浙江省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为

负，而在浙江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GAQ)直接效应为负，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为正。这说明，“绿色”

发展并没有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经济发展的绿色化转型仍不到位，长三角大部分

地区尚未形成“绿水青山带来金山银山”的经济发展形态。邻近地区及长三角全域的“绿色”发展对浙

江省的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表明浙江省正走在长三角“绿色”发展的前列，坚持经济发展和环

境保护两方面并举，相向而为。 
对外贸易依存度(DFT)在长三角全域、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为负，除了长

三角全域，其他省份间接效应也同样为负。这表明长三角地区的高贸易依存度降低了经济发展水平，这

与王文明(2010)的研究结果相吻合。他认为，较高的外贸依存度已经对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提出了挑战，我

们必须足够重视对外贸易依存度所反映出来的贸易结构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10]。较高

的贸易依存度意味着经济发展对外的依赖性较强，可能会加大地区经济的不安全感，所以在实现“开放”

的同时也要注重提升本地区的产业发展及消费能力。 
 

Table 5. Decomposition table of spatial effec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表 5. 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影响因素空间效应分解表 

地区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长三角全域 

lnAPP 0.0540* 
(0.133) 

0.0468 
(0.386) 

0.1009* 
(0.081) 

lnTIS −0.0804 
(0.381) 

0.2905* 
(0.132) 

0.2101 
(0.328) 

lnGAQ −0.2196** 
(0.027) 

−0.3606** 
(0.039) 

−0.5802*** 
(0.002) 

lnDFT −0.3026*** 
(0.000) 

0.0621 
(0.557) 

−0.2405* 
(0.054) 

lnBPP 0.3899*** 
(0.000) 

0.1299 
(0.386) 

0.5198*** 
(0.002) 

lnGI 0.3316*** 
(0.000) 

0.6345*** 
(0.000) 

0.9662*** 
(0.000) 

江苏省 

lnAPP 0.0321 
(0.194) 

0.0614 
(0.504) 

0.0934 
(0.401) 

lnTIS −0.2954* 
(0.120) 

1.3922* 
(0.143) 

1.0968 
(0.320) 

lnGAQ −0.0555 
(0.408) 

−0.6726** 
(0.027) 

−0.7282** 
(0.042) 

lnDFT −0.0266 
(0.777) 

−0.8996* 
(0.067) 

−0.9261* 
(0.108) 

lnBPP 0.2392* 
(0.076) 

0.8017 
(0.390) 

1.0409 
(0.362) 

lnGI −0.0506 
(0.717) 

0.2918 
(0.601) 

0.2412 
(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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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浙江省 

lnAPP 0.0786* 
(0.129) 

0.0073 
(0.934) 

0.0859 
(0.447) 

lnTIS −0.3225*** 
(0.009) 

0.3942* 
(0.143) 

0.0717 
(0.834) 

lnGAQ −0.1016 
(0.441) 

0.7511** 
(0.020) 

0.6495* 
(0.099) 

lnDFT −0.1712** 
(0.025) 

−0.1780 
(0.306) 

−0.3492* 
(0.114) 

lnBPP 0.1562* 
(0.140) 

0.8818*** 
(0.000) 

1.0380*** 
(0.000) 

lnGI 0.3261*** 
(0.000) 

0.3154*** 
(0.001) 

0.6415*** 
(0.000) 

安徽省 

lnAPP 0.2503*** 
(0.004) 

0.0947 
(0.374) 

0.3451*** 
(0.009) 

lnTIS 0.1278 
(0.525) 

0.3565 
(0.179) 

0.4843** 
(0.050) 

lnGAQ −0.3364* 
(0.124) 

−0.3948 
(0.257) 

−0.7312** 
(0.025) 

lnDFT −0.5835*** 
(0.000) 

−0.0620 
(0.726) 

−0.6455*** 
(0.002) 

lnBPP 0.3370* 
(0.147) 

−0.2844 
(0.423) 

0.0536 
(0.898) 

lnGI 0.2438 
(0.247) 

0.5818 
(0.174) 

0.8256** 
(0.084) 

注：*、**与***分别表示 15%、5%与 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相关数值表示伴随概率 p。 
 
千人拥有床位数(BPP)在长三角全域、江苏省和浙江省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为正，在安徽

省表现出间接效应为负，直接效应和总效应为正。不难发现，“共享”理念的普及促进了长三角区域经

济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共享”与现代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共享”经济不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

进步的产物，同样在经济新常态下推动生产力进步具有重要作用[11]。长三角经济带作为中国最为发达的

经济带之一，将“共享”理念融入社会经济的发展，较好地构建了共享型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 

3. 政策建议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经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成果显著，各方面效果均较好，在全国处

于领先地位。但是，长三角地区经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经济发展的绿色化

转型仍不到位、第三产业对本地经济发展的促进效果不明显、局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对外依赖度过高等。

对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科技创新，助力“绿色”发展。科技创新能够有效地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从而推

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自主创新力度是推动长三角经济区绿色发展的关键。政府相关部门应给予

企业合理的研发经费投入，推进并完善高层次创新人才政策，确保企业的创新力度。 
第二，推动第三产业“本地化”发展。目前，长三角地区的第三产业在推动周边城市的发展中起正

向作用，但在推动本地经济增长中并未起到明显的正向作用。相关部门应着力提高本地市场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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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本地第三产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相互依存度，真正提高第三产业“本地化”服务水平，扩大第三

产业“本地化”服务市场。 
第三，合理把控对外开放程度，提高我国产品市场竞争力。“开放”的贸易环境加快了我国经济参

与全球一体化进程，也加快了我国与世界经济日益接轨的步伐。但是，若过度推行“开放”政策，将会

增加宏观经济调控的复杂性，同时也会加大我国在国际经济和政治方面所面临的风险。在当前国内外复

杂环境下，我国应该积极扩大国内需求以促进经济增长。作为我国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区域，长三角地

区应加强对外开放的管控，提升自主品牌的培育能力，全面提升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推动

国内产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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