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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不仅实现了总量上的提升而且也改变了经济空间结

构，城市群正在成为带领中国经济崛起的新型空间单元。然而，城市群内中心城

市和大城市集中了大量生产资源，导致城市群小城市或者边缘城市资源匮乏，进

而无法有效满足本地区居民物质生活和经济生产活动的基本需求，城市群内部各

个城市之间协调度错位，经济运转缓慢甚至停滞。为此，我国政府通过研究决定

将政策的着力点放在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上，虽然其在改善城市群协调化水

平提升，促进城市群一体化水平改善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供需匹配难、生产效

率受限等一系列瓶颈问题终究难以解决。以亚当·斯密、杨小凯等人提出的分工

理论演化而成的功能分工理论成为突破这一发展瓶颈的关键节点，成为市场容量

相对饱和状态下城市群协调发展的重要源动力和增长点。当今，国外反贸易主义

抬头，国内经济发展遇到一系列困难与挑战，因此探讨如何通过加快以劳动力为

主要的生产要素的流动促进城市群内部分工，通过产业链整合与发展，形成统一

经济发展体，进而改善城市群内部经济协调问题具备研究价值。

本文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背景下，基于劳动力流动、分工理论与区域协调理论等相关理论，根据统计数

据掌握我国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社会、创新、生态四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水

平、劳动力流动情况与功能分工指数情况，明确劳动力流动影响城市群协调发展

水平的理论机制并提出假设。然后对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以

2012-2022 年长三角城市群 26 座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劳动力流动

在改善城市群协调发展问题中产生的影响，以及功能分工的中介效应。随后进行

异质性分析，根据城市所属省份不同将长三角城市群划分为江苏省、浙江省和安

徽省，研究省份属性对城市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不同，用以研究区域间的异质性。

进一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人口条件将长三角城市群华分为大中小三个层

次，探讨城市规模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劳动力自由流动是改善城市群协调水平

提升的重要途径，功能分工程度在劳动力流动影响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过程中

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方面，分省份来看，劳动力流动对安徽省的促进作用

最明显；分城市规模，小城市劳动力流动的促进作用最明显。

此外，城市功能分工指数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当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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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处于门槛值 1.8 以内，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群协调发展有促进作用。当劳动力

流动程度不断加快，城市群功能分工不断深化，城市群内产业布局开始重新架构，

分工形式的转变，不仅提升了不同城市的多样化、专业化水平，而且能够有效规

避城市间同质，恶性竞争等问题，不断提升城市功能的互补性，形成错位互补、

优势互补的城市群空间发展格局。

所以本文结论是要打破限制劳动力流动的藩篱，继续加强推进城市群一体化

进程，通过城市群功能分工促使确定同一经济单元内部不同城市依据自身禀赋与

比较优势参与到城市群整个经济活动的生产或服务等职能环节，加强中心城市与

周边中小城市在生产或服务活动上的分工水平，有效减少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在

城市职能分工上的重复，最终形成错位发展、职能互补、分工协作的空间互补关

系。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 城市群协调发展 功能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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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y has not only

achieved an increase in aggregate but also changed the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and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becoming a new type of spatial

unit leading China's economic rise. However, the central city and the

large city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concentrate a large amount of

production resources, resulting in the lack of resources in the small cities

or peripheral cities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then cannot

effectively meet the basic needs of the residents in the region for material

life and economic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cities with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s misplaced, and the

economic operation is slow or even stagnant. Although it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in improving the level of coordin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tegration level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t is difficult to solve a series of bottlenecks

such as difficult matching of supply and demand and limited production

efficiency. The func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theory, which evolved from

the division of labor theory proposed by Adam Smith and Yang Xiaokai,

has become a key node to break through this development bottleneck,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power and growth point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under the relatively

saturated state of market capacity. Nowadays, with the rise of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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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tradeism and a series of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 domes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of research value to explore how to promote

the division of labor within urban agglomerations by accelerating the

flow of labor as the main factor of production, and form a unified

economic development body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hains, so as to improve the internal economic coordin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the domestic cycle as the main body and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ycles promoting each other, this paper grasp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labor flow and func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dex of the four subsystem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based on the relevant theories

such as labor mobility, division of labor theory and regional coordination

theory, and clarifie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labor mobility affec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puts

forward hypotheses. Then,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is empirically tested,

and the panel data of 26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12 to 2022 are us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labor mobility in improv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func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Subsequentl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was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与实证检验—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carried out,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was divided

into Jiangsu Province, Zhejiang Province and Anhui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provinces to which the cities belonged, and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regions were studied by

studying the different attributes of provinces, so as to study the

heterogeneity between regions.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 population conditions,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large,

medium and small,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urban scale is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ree flow of labor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coordination level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the degree of

func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plays a mediating effect in the process of

labor mobility affec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erm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vinces, labor mobility has the most obvious promotion effect on

Anhui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 size of the city,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labor mobility in small cities is the most obvious.

In addition, the impact of urban functional division index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has a threshold effect,

and when the labor flow is within the threshold value of 1.8, the labor

flow has a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When the degree of labor mobility continues to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与实证检验—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accelerate, the func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continues to deepen, the industrial layout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begins

to restructur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orm of division of labor not

only improves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level of different

cities, but also can effectively avoid the problems of homogeneity and

vicious competition between cities,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complementarity of urban functions, and form a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with dislocation and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Therefore,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to break the barriers that

restrict labor mobility,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promote the functional links such as the

participation of different cities in the same economic unit in the entir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according to their own

endowments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hrough the func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same economic unit, strengthen the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the central city and the surrounding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in production or service activities, effectively reduce the duplication

of urban functional division between the central city and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nd finally form a dislocation development,

functional complementarity, Spatial complementarity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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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1.1 研究背景

劳动力会因为地区经济增长或产业结构转变产生流动迁移行为，伴随着劳动

力流动活动而来的是区域要素资源配置的相对比例改变，并且流动行为本身也会

对经济增长或地区差距产生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大批劳动力的流动，城

乡二元结构壁垒逐渐被打破，我国人口流动规模和方向上的新特征。首先在规模

上，流动人口数量持续增加，但增长幅度却逐年放缓。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1982 年到 2000 年将近二十年间，全国范围内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率为 1.14，相比

较于 2000 年至 2020 年的“七普”期间，人口流动年均增长率仅为 8.1%。二是

在方向上，我国人口流动表现出集聚多点化和范围就近化的结构性转变。过去的

流动趋势主要集中于特大城市，而现在更多转向向经济发达地区的多点集聚。劳

动力流动所形成的空间配置和变迁重构对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产生了巨大且影响

（魏丽华，2023）。

其次，劳动力分布的空间疏密差异会影响经济空间结构。过去，中国的区域

经济结构呈现出分散和落后的特点，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开始凸显，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纲领性战略（孙久文、易淑昶，2022）。但随着时

间推移，城市群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崛起和协调发展的推动力。当前我国经济空间

结构正朝着核心—节点—网络式的一体化均衡格局转变，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相互

联系、相互依存，形成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使经济发展不再是孤立的，而是形

成了更加有机的整体。

最后，劳动力在城市群范围内集聚效应与规模效应使得劳动力分工水平提升，

城市群的功能分工在演变过程中呈现出由产品内分工向功能分工的趋势。城市群

内部的城市通过产业链分工展现出更加明晰的专业化特色。Fujita M．和

Tabuchi T.R（1997）的研究以及张若雪（2009）的发现都表明，城市群的分工

趋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城市不再仅仅局限于产品的生产，而是更多地承担起

特定的功能，这有助于规遍资源的合理利用，提高城市之间的产业协同效应，推

动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与实证检验—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2

综上所述，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劳动力流动、经济结构演变以及城市群职能

分工三方面因素引致中国经济结构与经济系统发生深刻变化。经济系统的演变不

仅影响着城市的面貌，也深刻影响着国家整体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在提倡国内国

际双循环与畅通要素流动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深入挖掘这些变化的本质、

机制及其相互关系，为未来城市规划、政策制定以及社会发展提供科学而可行的

建议。本文研究将致力于在城市群功能分工的视角下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区域协调

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并通过实证模型检验结论的可靠性，力求在理论和实践层

面提供有益的启示，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描绘新的篇章。

1.2 研究目的

1.2.1 理论意义

在劳动力流动对区域协调发展影响存在差异的前提下，研究功能分工在其中

的作用，不仅可以拓展已有研究的视角，而且在城市群这一新兴崛起的空间单元

中进行更为精细化和具体化的探讨，具有显著的理论意义。

首先，尽管劳动力流动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已有众多成果，但多数研究往

往侧重于整体城市化进程或大城市的情境下，对于城市群这一新兴城市组织形式

的研究实属有限。随着城市群概念的逐渐成熟和发展，其在我国的崛起成为地域

发展研究的热点。因此，通过聚焦城市群这一特殊的地理单元，深入研究劳动力

流动对城市群内部区域协调的影响，有助于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为城市群研究

提供全新的视角，进一步完善和拓展城市化理论。

其次，随着城市群功能分工的逐渐凸显，我国发育程度较高的城市群已经呈

现出明显的产业链和功能分工特征。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群功

能分工的影响，有助于深刻理解城市群内各城市在产业链和功能上的独特定位。

这对于推动城市群经济结构的升级、优化城市群内产业协同效应，提高整体经济

效益具有重要启示。通过深度挖掘城市群内各城市在功能分工上的优势与劣势，

有望为实现城市群内部协调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战略建议。

此外，城市群作为一种新兴城市组织形式，其内部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相互

依存的关系较为复杂。劳动力流动作为连接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纽带，通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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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有助于深刻理解城市群内部的互补机制和资源配置模

式，为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也为相关地方政策的调整和优

化提供了科学依据。通过探讨劳动力在城市群内部的流动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激励

机制和制约因素，将有助于形成科学的政策建议，促使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实现更

好的协同发展。

因此，通过在城市群功能分工视角下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

不仅能够深化我们对城市群发展机制的认识，还能够为相关研究领域提供新的思

路和理论支持。这一研究在理论上对城市群发展规律的探讨上有所创新，同时也

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为我国城市化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

政策建议。

1.2.2 现实意义

在城市群功能分工视角下深入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不仅

在理论层面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在现实应用上也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

首先，随着我国城市群的崛起，解决区域不平衡发展问题、促进城市群内部

协调发展成为当务之急。通过深入研究劳动力在城市群内的流动对区域协调发展

的影响，有助于发现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发展差异和潜在合作机会。这对于优化区

域资源配置、促进城市群内各成员城市间的产业协同效应，推动城市群整体经济

协调发展具有现实的政策指导意义。

其次，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群功能分工的影响，有助于厘清城市群内各城

市在产业链和功能上的独特定位。这对于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经

济结构升级提供了实际的战略建议。通过明确城市群内部城市的功能分工，可以

实现资源的更有效利用，避免城市间同质化竞争，推动城市群内各城市的专业化

发展，从而提升整个城市群的竞争力。

此外，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影响，有助于深刻理解城市群内

部的互补机制和资源配置模式。这为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

相关地方政策的调整和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通过探讨劳动力在城市群内部的流

动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激励机制和制约因素，将有助于形成科学的政策建议，促使

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实现更好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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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群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不仅具有理论上

的创新，更有着现实应用的重要价值。这一研究成果有助于为我国城市群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为决策者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议，推动我

国城市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为显著的成果。

1.3 研究方法、思路与框架

1.3.1 研究方法

为了深入探究生产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本研究采纳了三

种主要的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以及实证研究法。以

下详细描述了这三种方法的应用和执行过程：

文献研究法：在研究的初始阶段，我们对生产要素流动、区域协调发展等相

关领域的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查阅、梳理和分类。这不仅帮助我们明确了研究的理

论基础，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对前人研究的全面了解，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基于文献综述，确定本文研究方向及文献中所提出需进一步研究的内容形成

本文逻辑的中心线，同时确定研究思路与方法，构建完善的影响机制与路径本文

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明确了研究的主要变量、概念和假设，为后续的实

证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

定性与定量结合：首先通过定性研究发现问题，即基于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

展的时代背景与城市群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双重背景下，生产要素流动方向与速

度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厘清生产要素流动特征与城市群区域协调发展间的逻辑

框架与研究思路，进一步指出要素流动是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进行初步的理论

假设。

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构建了一套详细的指标体系，并采用了统计方法

对这些指标进行了定量分析。这使我们能够更精确地衡量包括数据要素在内的生

产要素流动和城市群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为研究提供了更为严格的实证支持。

实证研究法：基于前期的文献研究和定性研究，我们选择了一系列与研究主

题密切相关的指标，并对这些指标进行了详细的定义和解释。在实证分析方面上，

本文采用了先进的统计方法，如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模型，对所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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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深入的实证分析。这一阶段的研究不仅验证了我们的研究假设，而且为我

们提供了对研究主题的深入理解。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以及实

证研究法，为城市群功能分工视角下生产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

提供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视角。这种综合方法论的应用确保了研究的严谨性和深

度，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和决策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1.3.2 研究思路与框架

我国地区间发展失衡是存在已久的问题，我国在不同发展时期依据经济发展

状况与现实国情提出了对应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层出不群的政策措施本质上都

是经济学中“效率”与“公平”的抉择。而当前我国国内大循环格局的构建的改

变及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上，实现更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的

提出，为我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的角度。基于此思路，论文主要从六个部

分展开。

第一部分是引言。介绍了我国人口流动规模和方向上的转变，经济空间的重

新布局以及城市群功能分工的显现新特征，对生产要素流动推动城市群域协调发

展的背景铺垫，对论文意义进行说明，同时确定了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

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文献综述首先界定了劳动力流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已

有研究方向以及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了解科研方向；其次整理、分条理析地总

结生产要素流动、区域协调发展、生产要素流动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文献，

并进行简述。

第三部分是对理论机制的说明以及研究假说的提出，是本文的核心章节。通

过数理模型解释劳动力流动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提出只能分工作

为中介变量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机制，通过模型推导提出本文想要验证的实

验假说。

第四部分是长三角城市群劳动力流动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指数测算与特点分

析。首先介绍本文选取的空间研究单元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现状与存在的经济运

行问题。其次利用引力模型测算本文核心解释变量劳动力流动指数，在对

2012-2022 年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进行横向时间和纵向个体对比，分析并描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与实证检验—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6

述长三角城市群劳动力变动情况。最后，利用熵权法构建经济社会、基础设施、

生态发展以及科技创新四个维度的指标体系测算城市群协调指数，在通过横纵两

个角度的对比，归纳整理长三角城市各个城市的协调指数。

第五部分是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通过城市群内部城市

因为地理邻近可能存在空间相关性，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以及事前事后检验，以

及空间模型的检验，最后进行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检验。

第六部分是对劳动力流动对区域协调发展指数的机制检验以及先关检验，通

过空间中介效应检验城市群职能分工对于劳动力流动与区域协调的影响。接着是

对检验结果异质性、稳健性检验。最后进一步通过门槛效应检验劳动力流动与城

市群协调发展的非线性关系。

第七部分是论文的结论与启示。通过总结上文已有研究，并结合实际，提出

相应建议。

本文的理论框架图（见图 1.1）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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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理论框架图

1.4 创新及不足

1.4.1 本文的创新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以往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指标测算是单一指标，

而本文从多层次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指标，更具有经济学解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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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实证研究的空间单元，通过对这一对中国经

济具有“领头羊”作用的地区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不仅具有普适性和说服力，

同样具有前瞻性。

最后，本文采用了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相较于传统模型，空间计量

模型能够更好地考虑地理空间关系对劳动力流动和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影响，弥补

了传统模型在空间因素考虑上的不足。这为我们深入理解劳动力流动与城市群协

调发展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通过以上实证创新点的引入，本文旨在丰富对劳动力流动与城市群协调发展

关系的实际认知，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群发展战略提供更为具体和可行的实证支持。

这一实证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论的深化，更为实际政策和规划的制定提供了更为科

学的依据。

1.4.2 本文的不足

现阶段我国十九个国家级城市群发展情况与发育阶段各不相同，本文选取第

一阶梯的代表性城市群，可能使得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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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2.1 概念界定

为了更加精确地说明本文研究对象，，需要对文章中涉及到的几个核心概念

进行明确的概念界定。

2.1.1 城市群

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是指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集结了多个城市

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一种紧密联系的区域性城市集合。这个集合体通过人口、经

济、社会等要素的流动建立起紧密的关联，从而呈现出空间上相对集聚的特征。

城市群的定义主要依赖于城市之间的空间关系和要素流动关系，涵盖了多个城市

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一种相互补充、互动的网络结构。

埃比尼泽·霍华德在其著作《明日的田原城市》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城市群”

这一概念，书中认为由多个农村城镇包围核心城市的城镇集群能更好解决各类社

会问题。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将类似情况定义为“大都市带”，多个城市区域在

地理上相互连接，并且在城市功能是哪个具有紧密关联。

进入 21 世纪，我国学者对这一独特的空间单元进行研究，相继提出了都市

连绵区、城市群、城市聚集区、城镇群体等不同内涵解释。尽管国内学者对城市

群的内涵解释在语言描述上由不同的表述，但其经济内涵却大同小异，即城市群

是由一个或者多个在地理范围内的中心城市以及它辐射带动的周边地区所组成

的，各个地区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经济规模的城市在城市群

内部承担的只能也有所差异。

综上所述，本文将城市群定义为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由多个小城市围绕一个

或多个中心城市所形成的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经济集聚群。此外，本文参加孙

正等（2022）的研究，选取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2.1.2 劳动力流动

“劳动力”在不同学科具有不同的科学含义。首先要明确劳动力的主体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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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劳动力定义为人在“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运用的体

力和智力总和”。而现代劳动经济学则认为劳动力是在一定年龄范围内，具有劳

动能力和劳动要求，愿意参加付酬的市场性劳动的全部人口（曾湘泉，2010）。

本文采用劳动经济学体系下的劳动力内涵。

中国劳动力的空间分布与变迁受到户籍制度影响，人户分离的流动情况十分

常见，因此中国劳动力空间转移区分出了迁移和流动两个概念。落户具有严格的

流程与学历等硬性条件，无法涵盖所有中国的劳动力空间转移形式，用广义词“流

动”描述中国劳动力变更常住地区的行为更为合理。

综上所述，本文将劳动力要素流动明确定义为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劳动力

作为一种关键的生产要素，通过迁徙、流动的方式在不同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之间

进行转移。这一流动过程涵盖了人口的迁徙、就业机会的变动、产业结构的适应

等多个方面，对于影响城市群内部的人口分布、经济结构和社会格局具有重要的

作用。

2.1.3 城市群协调发展

城市协调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概念的一个下属命题，区域协调发展理念来源

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虽然没有具体论述协调和协调发展问题，但马克思主

义在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基于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不均衡的现实，“区域协调发

展”的概念在中国产生并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关于其内涵的阐述

与说明也是多样的。

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广义的城市群协调发展，将城

市群视作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其协调发展即在整个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相互促

进，相互配合，形成良性有机循环的发展态势，进而实现整个城市群系统协调发

展。而狭义的城市群协调发展，是在内部各个城市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

在公共基础设施、产业分工布局、资源互补和体制机制等方面实现一体化发展。

从空间层面理解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内涵，有内部协调和外部协调两方面的理

解。内部协调主要指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外部协调主要指城市群作

为一个空间经济体与其他区域主体实现协调。其中，内部协调从等级层面可以划

分为同级协调和跨级协调。同级协调主要指城市群内部经济等级相同或相似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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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之间实现协调发展，跨级协调指城市群内部经济规模相差较大的城市之间实现

协调发展。

虽然关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内涵解释迥异，但是学术界在以下三点达成了共

识：一是协调好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即城市群协调发展不仅要求诸多内部城市要

协调，还要求城市群整个系统也要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二是发展过程和发展结

果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即城市群协调发展在时序上某一节点要求遵循协调发展的

目标，而且长期目标也要保证未来协调可持续发展；三是城市群协调发展的重点

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即要求城市群在基础设施、产业体系、资源环境和体制机制

等方面的建设要与其发展阶段相匹配。

综上所述，协调发展的内在核心强调推动有关发展的各个系统达到均衡和协

调，促使每个局部要素能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潜力的同时相互匹配、协同促进

整体功能发挥（孙久文等，2020）。因此，本文认为城市群协调发展是一个复合

概念，包含多个层面，具体有经济结构协调、资源优化配置、环境可持续发展以

及社会公平提升。从经济结构角度看，区域协调发展要求各个区域在产业和经济

领域内形成互补性的关系。通过分工合作，不同区域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

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有效衔接，从而提高整体经济效益。

2.2 理论基础

2.2.1 劳动力流动理论

关于劳动力迁移或者流动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拉文斯坦（Ravenstein，

1885），从机制、结构和空间三大方面总结提出“人口迁移法则”，后来学者们

在其基础上继续研究，创造了经济学研究领域汇总关于劳动力流动模型和理论。

2.2.1.1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

刘易斯（Lewis，1954）构建具有内在一致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他指出，

不发达的经济体主要由两大部门构成：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第一部门主要依赖

传统手工方式进行生产，其生产效率低下且资金匮乏，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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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劳动力能够灵活地转移到工业部门。相比之下，第二部门利用大型机械设备

进行生产，其生产过程属于资本密集型，劳动生产率较高且资金充足，需要不断

吸收来自第一部门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原因在于两部门间生产率差

异导致的薪资水平差距。只要现代工业部门的薪资水平高于传统农业部门，就能

持续吸引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直至两部门间的劳动生产率趋于平衡。这一模

型为深入理解和分析不发达经济体的结构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

2.2.1.2 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拉尼斯和费景汉（Ranis，Fei，1961）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进

一步突出强调了农业部门在推动工业部门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两位学者认为，农

业生产率的提升导致了农产品剩余，进而催生了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在工业

化进程中，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该理论将劳动力流动细化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传统农业生产部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此时现代工业部门能够以固定

薪资吸引大量劳动力，此阶段被标记为刘易斯第一拐点；第二阶段，当传统农业

部门流出的劳动力被现代部门完全吸纳后，剩余的劳动力需求只能依赖于农业部

门中边际生产率低于固定薪资水平的群体，这一阶段被称为刘易斯第二拐点；第

三阶段，随着两部门生产率的趋同，农业边际产品的价值与固定薪资水平达到一

致，实现了劳动力流动的均衡状态。这一理论框架为我们深入理解劳动力流动与

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视角。

2.2.1.3 托达罗模型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迁移的现象与既

有理论相悖，表现为城市失业率的激增与农村劳动力的加速转移并存。托达罗

（Todaro，1969）从劳动者的微观层面进行分析，指出劳动者流动的决策基础在

于城乡间预期收入的差异。理性的劳动者在比较农村与城市的预期收入后，若认

为城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且预期薪资水平高于农村，便会选择迁移到城市。在

这种预期下，政府向城市倾斜的转移支付策略会进一步印证劳动者的预期，从而

坚定了他们迁移的决心。为了缓解城市失业率与劳动力流入并存的困境，必须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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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于发展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提升农村投资水平，进而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城乡

经济的均衡与协调发展。

2.2.2 城市群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

2.2.2.1 区域开发演化理论

人类依托地域空间进行生产活动，区域也因此得到开发演化。早期人类社会

以农牧业为主，土地在内的自然资源成为影响人类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此时人

类分布相对分散。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工业化进程逐步展开。农业生产

剩余物的涌现，促使部分人口转向非农业领域的生产活动。为提高交易效率，贸

易为主的城镇应运而生，其集聚效应的正向反馈进一步吸引更多人投身劳动密集

型产业，从而形成工业化初期的区域增长极。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化，城

镇资源日趋饱和，过度集聚的负效应开始显现。此时，农业化生产和技术密集型

产业成为区域发展的主要方向。人类建筑技术的进步和产业快速发展缩短了区域

增长极与周边城市的时空距离，强化了中心城市对周边小城市的辐射带动力和乘

数效应。增长极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联系日益频繁，区域空间的节点链接更

加紧密，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区域开发网络。城市群协调发展作为此阶段的显著特

征，其背后的区域开发理论包括中心地理论、增长极理论、点轴开发理论和网络

开发理论。下文将详细阐述这四种理论，并探讨它们对本研究的重要支撑作用。

（1）中心地理论

中心地理论是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W.Christaller，1933）在《德

国南部的中心地》一书中提出的经典理论。该理论基于理性人假设和规模报酬不

变的新古典经济学原理，深入剖析了经济活动中的主体行为。生产者为了扩大市

场份额，会倾向于增加彼此之间的距离，而消费者则倾向于在最近的中心地购买

商品和服务，以最小化生活成本。中心地的数量、服务范围及分布共同塑造了其

层次等级体系，其中中心地数量及其分布与其等级呈反比关系，而服务范围则与

其等级成正比。德国经济学家廖什（A.Lösch，1940）后续对该理论进行了拓展

和完善，进一步丰富了中心地等级体系的内涵。

中心地理论通过构建精细的空间分布模型，综合考虑市场规模、交通网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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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行政规划等多重因素，模拟了中心地模型的空间分割过程，并精确界定了中心

城市的空间影响范围。这一理论不仅为城市区位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而

且成功地将区域开发理论与城市规划理论相结合，为区域协调发展模式的构建提

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通过深入研究中心地理论，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城市发展

的内在逻辑，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指导。

（2）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其起源可追溯至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 Perroux）

于 1950 年的开创性研究。佩鲁的核心观点在于，以地理空间为基础，深入剖析

区域经济结构与发展态势。此后，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弗里德曼（J. Fridman，

1992）与瑞典经济学家冈纳·谬达尔达（G. Myrdal，1968）相继拓展了该理论，

使之在区域平衡与不平衡发展的研究中占据核心地位。

在经济学领域，增长极的概念被区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维度。狭义增长极专

注于特定的产业领域、城市发展以及潜在的增长动力点，着重强调其在局部范围

内的特定作用与目标导向性。相对而言，广义增长极的概念更为宽泛，它不仅包

含了制度革新、对外开放程度以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等宏观经济要素，而且

这些要素集合构成了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综合动力。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驱

动力，增长极的效应是多方面的且具有长远影响。它不仅促成规模经济的实现，

增强了区域的综合竞争实力，还对其他经济实体产生了引导性、连锁性及扩散性

的影响。在引导性影响中，经济较发达的实体通过资源、技术与信息的高效配置，

对发展水平较低的实体产生带动作用，实现共同进步。连锁性影响则体现为经济

增长的连续反应，其中某一经济实体的发展能够触发相关产业的快速扩张，从而

促进整个区域的经济繁荣。扩散性影响则指增长极的正面效应逐步向周边地区扩

展，促进区域发展的均衡性。

佩鲁的理论深入剖析了经济主体间的发展差异，进而揭示了支配与被支配关

系的产生机理。在这一框架内，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主体，凭借其优势地位，有

效引导并促进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主体实现发展。这种引领效应不仅显著体现在

经济总量和规模的扩张上，更在增长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方面发挥着关键作

用。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极化效应的存在使得资源倾向于向增长极集中，这有

可能催生区域内部的经济二元结构。因此，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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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以避免过度极化所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

作为增长极理论的关键组成部分，扩散效应突出了增长极正面影响通过多样

途径向邻近区域传播的概念。这一传播过程不仅对于减少区域内部分发展差异至

关重要，同时也对实现区域整体的和谐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扩散效应的

强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包括增长极的经济动力、邻近区域的发展潜

力以及政策环境的促进作用等。鉴于此，在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

角色至关重要，需通过制定和实施恰当的政策措施，确保增长极的正面影响得以

最大化地实现。

总言之，增长极理论在区域经济的研究领域中扮演着核心的理论框架角色，

其理论内容广泛且具有深度。对该理论的效应及其相互作用进行详尽的探讨，有

助于深化对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和驱动因素的认识，从而为区域发展政策的科学制

定和有效实施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在城市群发展的背景下，增长极理论展现出

其独特的理论优势。在物质层面，中心城市以其完备的产业结构、先进的基础设

施建设以及显著的国际化能力，成为城市群内部的增长极，并通过扩散效应促进

邻近中小城市的发展。空间维度上，中心城市作为城市群发展的核心，通过传统

与现代基础设施的整合，加强与周边城镇的联系，推动城市群形成网络化的发展

模式。在城市群内部，构建具备扩散效应的中心城市增长极，并培育一个促进要

素自由流动的经济体系，对于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3）点轴开发理论

自从城市群理论在中国得到采纳并根据本土情况进行调整后，地理学者陆大

道于 1984 年提出了创新性的观点，将不同层级的中心城镇增长极概念化为

“点”，并将线性的交通基础设施定义为“线”。通过应用网络空间结构的分析

方法，陆大道发展了点轴发展理论。随着经济需求的持续增长，区域内的增长极

点数量也在逐渐增多。为了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之间的生产要素高效交流，

相继建立了包括传统交通干线以及水、石油资源的运输供应线在内的发展轴线。

这些由增长极点构成的经济轴线不仅能够有效地发挥扩散效应，还能促进人口、

产业等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再布局，进而催生新的增长动力点。点轴理论深刻

地阐释了区域发展的内在机制。当交通基础设施有效降低时空成本，使得生产资

源得以自由流动并重新配置时，经济空间便随之经历区域开发的动态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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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轴发展理论作为区域开发理论在中国本土化的首次，对于中国城市群内部

的和谐演进具有显著的应用价值与动态特性。在点轴模式的初始阶段，其核心使

命在于扩大中心城市的规模，集中资源发展经济要素，以实现经济总量的提升。

随着中心城市的成熟和城市带的逐步形成，应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增长极效应，

通过产业迁移、技术扩散等多元化机制，沿轴带进行拓展，推动中小城镇的快速

发展，进而实现区域发展的均衡化。因此，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是一个逐步演进的

过程，在此过程中，经济差距的扩大与逐渐缩小是不可避免的转变阶段，这与经

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相吻合。

（4）网络开发理论

增长极开发理论与点轴开发理论均聚焦于发展中心城市的重要性，并强调在

一定阶段后，通过扩散效应促进其他城市的崛起，从而缩小与中小城市的发展鸿

沟。针对如何缩减地区发展差距的问题，网络开发理论提供了明确的回应。在区

域经济演进至特定阶段后，增长极与生长轴在发展区域内的扩散作用愈发显著，

相邻增长极之间的生长轴线不断增多，进而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构建覆盖经济发展

要素的物联网与信息网，形成流空间。这种流空间增强了区域内增长极之间的经

济活力，最终编织成一个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经济网络系统。

该理论在实际应用中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强调了对现有点

轴经济带来结构性升级的必要性，通过产业的升级转型促进技术创新和发展；另

一方面，它倡导在新的地区建立新兴增长极，并发展新的生长轴，通过点轴发展

模式将这些新兴区域整合进更广泛的经济运行网络之中。当前，中国的长三角城

市群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位居全国前列，网络开发模式已成为推动区域一体化和协

调发展的关键策略。

2.2.2.2 区域均衡理论

区域均衡理论以推动地区经济兼顾效率和公平，在保持区域经济、人口和生

社会态空间均衡的前提下，促进区域内人口分布与资源空间承载力相协调、社会

福利和生活水平均等发展的局面。区域均衡理论体系由临界最小努力理论、低水

平陷阱论、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以及大推进理论构成。

（1）低水平陷阱均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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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水平陷阱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R.Nelson，1956）在《不发达国家

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一文中提出的，纳尔逊通过观察不发达经济体人口

增长、人均资本和收入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解释了不发达经济体存在高人口增

长率和低人均收入的恶性循环的原因，以及该问题的破局之法。他指出在落后经

济体如果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提高投资水平，并且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率高于

人口增长率，才能带动人均收入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破解过低的人均收入仅能

维持生存的需要注意困局，反之则又会陷入低水平均衡的陷阱之中。

（2）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R. Nurkse, 1953）在其著作《不

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中首次提出。纳克斯深刻指出：“不发达国家之所以深陷

贫困，实则源于其贫困本身。”换言之，缺乏资本成为制约这些国家发展的核心

障碍。从供给维度分析，不发达国家的居民人均收入普遍偏低，大部分收入用于

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导致储蓄资金严重不足。这种资本稀缺状态使得劳动生产率

难以提升，进而使整个经济体陷入低人均收入的困境。从需求维度考察，由于人

均收入水平低下，居民的消费主要用于基本生活保障，低消费水平难以刺激投资

需求，从而无法形成足够的资本要素。缺乏资本要素的投入，生产结构难以改变，

最终仍会回到低收入水平。因此，该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在于强调所有生产部门

必须进行大规模投资，以形成足够数量的生产要素，从而摆脱贫困恶性循环的束

缚。

（3）临界最小努力理论

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利本斯坦（H. Leeibenstein，1957）

提出，深入探讨了不发达国家中人均收入增长与返贫之间的动态关系。利本斯坦

指出，在不发达国家中，提升人均收入的正面刺激力量与导致人均收入下降的负

面刺激力量并存，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均衡点。当存在能够刺激人均收入

水平的外生力量时，这一力量能够推动整个经济体突破贫困恶性循环的临界值，

从而引导经济走向持续增长的轨道。

（4）大推进理论

大推进理论由奥地利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R. Rodan，1943）在其著作

《东欧国家和南欧国家工业化的若干问题》中首次提出，该理论深刻阐释了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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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经济建设的初始

阶段，资本要素的投资显得尤为重要，它是实现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必要条件。

因此，该理论主张不发达国家应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进行同步且大量的要素投

资，以推动工业部门的均衡增长。通过这一方式，可以实现全面的工业建设规模

和所有行业的平衡发展，从而有效摆脱贫困状态。这一理论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

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启示。

2.2.3 分工理论

2.2.3.1 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

（1）斯密的分工理论

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分工理论，并将其视为社会

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其核心观点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分工能显著提升

劳动生产率。斯密指出，分工有助于劳动者技能的深化，减少工作转换所耗费的

时间，并推动劳动的简化和机器的创新。其次，分工的深化受限于市场范围，即

著名的“斯密定理”。斯密认为市场规模是决定分工程度的关键因素。当运输成

本的降低促使人口聚集于特定城市时，市场规模的扩大将直接促进分工水平的提

升。最后，各地区或国家依据其内在的比较优势来决定分工格局。在经贸活动中，

只有专注于具有优势的产业进行专业化生产，才能在国际贸易中取得竞争优势。

这一观点被后人称为“绝对比较优势”。随后，李嘉图进一步指出，即便某国在

某一生产领域仅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通过合理的生产与分工交换，依然能够获

取经济利益。因此，这一理论亦被称为“相对比较优势”。

（2）马克思分工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前人的分工理论进行了批判与继承，形成了马克思

分工理论。他指出分工水平的高低可以体现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即分工是生产力

发展的衡量标尺。另外，马克思认为劳动力分工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伴随着劳动

者劳动技能的异化，使人成为机器的附件，劳动者成为机器大生产中的一个环节，

丧失了制作产品的全部技能，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最后，马克思认为某国进行

产业生产和空间分工是依据该区域的自身禀赋和经济社会等基础条件来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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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 新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

（1）杨格的分工理论

杨格在继承前人分工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拓展与延伸。其核心思想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强调社会分工是报酬递增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针对马歇尔在分工领域对规模经济概念的误用，杨格明确指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

关键因素，而非规模经济。他将分工理论进一步拓展至社会层面，揭示了个人专

业化水平、产业分工水平以及生产过程的迂回对规模报酬递增和经济总体规模提

升的重要作用。其次，杨格认为分工水平与市场规模之间存在密切的依赖关系。

市场规模的扩大往往伴随着对物品多样性需求的增加，进而推动分工水平的提升。

最后，他提出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存在相互决定的动态关系。在运行良好的市场

中，存在一个“分工深化-市场规模扩张-分工再次深化”的循环演进过程，这一

过程不断推动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2）新制度经济学分工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引入产业经济相关理论，旨在解释分工的组织协调问题，形成

了一套完整的分工理论。一是根据分工主体的不同确定了分工的种类，市场分工

取决于市场交易规则，企业内分工主要依靠企业家的组织领导能力和权威。二是

分工组织形式的最终确立取决于交易费用最小化，简言之，进行市场分工还是企

业分工都是在权衡利弊之后进行的理性行为。三是明晰的产权有利于降低交易费

用。确定的产权可以减少权责不明的交易活动成本，提升经济效率，不断实现深

化分工水平。

（3）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

新兴古典经济学引入超边际分析方法，运用数学知识阐述分工理论，其观点

有：一方面分工抉择面临生产效率提升和交易费用增多的双重考验，在已有分工

体系中，为了提升经济效率选择分工同样分工引致的成本的上升，只有分工带来

的经济效率提升的收益大于成本时，理性经济人才会选择分工。二是交易效率的

提升能够促进分工的深化，当交易效率提升时，细化的分工会减少交易费用，提

升经济收益，理性人会选择参与分工而不是自给自足式经济活动。

2.3 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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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研究

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赫伯勒（Heberle，1938）提出推拉

原理，该理论指出，劳动力流动是是由于吸引人到某处的“拉力”和逼迫某人离

开的“推力”两股力量权衡之后的作用“力”引起的。博格（D.J.Bagne，1961）

提出了人口迁移推拉理论，他认为劳动力流入地存在包括较高工资收入、公共基

础设施完善等有利条件促使农村劳动力迁移，二农村地区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低导

致边际生产率低下，居民社会福利保障低等因素促使劳动力离开，流向更具吸引

力的地方。

关于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上。

众多学者基于刘易斯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展开探讨，普遍认为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对

现代经济部门的资本积累和规模扩大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有效促进经济增

长（Fei，1963）。然而，对于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术界的观点并

不一致。佩尔（Per Lundborg，2000）在内生增长模型的分析框架下，强调劳动

力流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然而，托达罗（Todaro，1970）却认为二者之

间的关系并不明确。艾勒曼（Ellerman，2005）更是对劳动力流动是否有助于输

出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或是否可能陷入“低层级”发展陷阱提出了质疑。由此

可见，关于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研究结论呈现出多样性。

2.2.2 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

区域协调发展的概念产生于中国，主要是用来解决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战略调整和战略部署，关于这一研究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下几个方

面：一是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概念界定，主要有三方面的研究观点。第一种观点

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区域内部多个子系统有机整体，并利用综合指标进行表

示。刘维等（2022）从人民生活水平、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以及新时代

经济高质量发展四个角度综合考量，最终建立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蕈成

林（2013）则选取区域经济联系、增长状态以及经济差异三个方面考虑，最终利

用熵权法获得地区协调发展水平指数。而有的学者则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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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利用单一变量指代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丁如曦等人（2020）则利用城市相

对人均收入指标作为衡量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代理指标，数值介于 0和 1之间，数

值越大，表示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整体越高。钞小静等人（2021）则利用空

间基尼系数来测度区域间经济差距。陈梦跟和张帅（2020）则利用人均 GDP 与夜

间灯光亮度测算经济产出水平，并利用地区差异指数。乔榛和桂琳（2022）利用

泰尔指数测度区域收入差距。

二是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因素。韩春民等人（2022）认为产业智能化

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刘萍萍（2017）

认为普惠金融能够多层次多角度促进区域间金融的协调发展，进而减少地区收入

差距，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丁如曦等人（2020）则认为通过构建多中心城市

网络，可以缩小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的人均收入差距，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和地

理长波辐射效应叠加互锁提升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侯杰和张梅青（2020）认为京

津冀城市群应该基于不同城市的功能定位，重塑错位发展、功能互补、多中心协

同发展的空间布局来实现经济协调发展。张凤超和黎欣（2021）则认为不同城市

群要想实现协调发展，要因地制宜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产业集聚类型，专业化集聚

适合集聚经济外部性还没有形成的小城市，而多样化集聚则适合人口、经济规模

较大，基础设施健全的大城市发展。他还指出，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发展受限，人

口规模扩大有利于实现“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发展路径。

2.2.3 劳动力流动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

关于劳动力流动对于地区发展的探讨学界一直没有定论，根据研究结果的不

同主要分为趋同论、趋异论和折中论三大类。

（1）趋同论。传统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流派，通常将劳动力要素

视作外生变量，认为劳动力的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在国内学术界，

多数研究者亦持此观点，即劳动力流动能够缩小地区发展差异。樊纲（1995）率

先提出，通过促进西部地区劳动力向其他地区流动，可以调整东部沿海与中西部

地区之间人均收入分子与分母的占比，从而有效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这一观

点为理解和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2）趋异论。新经济地理学家巴罗（Barro，1990）的研究显示，劳动力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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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州际层面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收敛效应，然而这一效应在跨国层面却并不显

著。以克鲁格曼（Krugman，1991）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通过建立“中心—

外围”研究框架，深入剖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格局的塑造作用。他们观察

到，劳动力流动促进了生产、交易等经济活动向“中心”区域的集聚，而外围区

域则逐渐出现“空心化”现象，从而加剧了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此外，马歇尔

（Marshall，1980）的外部性理论、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957）的循环累

积诱因理论以及阿瑟（Arthur，1985）的路径依赖理论等，均在一定程度上为新

经济地理学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思想启示，为深入剖析劳动力流动与地区经济差距

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在我国，劳动力流动受到户籍制度的深刻影响，这导致城市在劳动力吸纳上

偏向高技能劳动者，而低技能劳动者流入大城市的渠道受到限制，进而加剧了区

域发展差距的固化现象。孙自铎（2017）的实证研究对劳动力跨省流动能缩小地

区差距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其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动实际上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

樊士德与姜德波（2017）的研究则指出，尽管理论上劳动力流动对地区增长差距

的经济效应具有不确定性，但基于中国 1995～2005 年的数据，他们发现劳动力

流动实际上扩大了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樊士德的进一步研究，

无论是在探讨劳动力流动对欠发达地区产出的漏出效应，还是基于区域递归视角

分析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宏观效应时，都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蔡武等人

（2013）指出，在当前的城市化和产业集聚过程中，劳动力流动对城乡居民收入

的影响尚处于极化效应阶段，这是因为劳动力流动推动了产业向城市现代部门的

集聚，从而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彭文慧则认为，虽然劳动力流动为农民工收入

增长提供了一条路径，但同时也是造成收入存在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

（3）折中论。在学术领域，关于劳动力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影响，研究者们

持有多样化的观点。石桥悦郎（Etsuro Shioji，1997）基于对不同国家经验的对

比分析，发现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趋同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这取决于具体国

家的情境，他提出的“迁移之谜”激发了学界对这一议题的深入探讨。泰勒和威

廉姆森（Taylor ＆ Williamson，2010）则进一步指出，劳动力流动在促进地区

生产率和收入收敛的同时，也可能因资本与劳动力的外流而抵消其积极效应，从

而增加了这一议题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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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杨云彦（2016）基于非均衡增长理论，深入剖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地

区发展的双重影响。他指出，一方面，劳动力流动通过促进主导产业的形成和经

济增长极的涌现，带动了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劳动力等要素从欠发达

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也可能加剧地区间的不平衡。许召元和李善同（2010）从新

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劳动力流动、资本流动以及地区间相互作用对地

区差距的影响，深化了我们对“资本追逐劳动”现象的理解。此外，乔榛和桂琳

（2022）的研究揭示了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他们认为，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劳动力流动可能扩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然而，随着劳

动力流动的集聚效应逐渐形成，这种流动将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促进

区域整体的协调发展。

综合而言，劳动力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影响是一个复杂且多维度的议题。要全

面理解其经济效应，我们需要综合考虑不同理论框架、国家经验和地区特性。通

过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揭示“迁移之谜”，并为促进地区经济的均衡和协

调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2.4 文献综述评析

关于劳动力流动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主张要素自由流动致

使不用发展条件的经济体趋同；而新经济地理学通过建立“中心-外围”的研究

范式，主张要素流动会拉大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折中论”是基于不同研究层面

数据以及不同区域发展时期的不同，因此进行实证检验时结果也具有不确定性研

究。

2.5 本章小结

本章从介绍城市群的内涵与我国城市群发展现状出发，引出城市群是我国经

济发展的重要空间经济结构；要素流动对于地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发展有影响

作用；城市群功能分工通过产业链整合对城市结构进行重新分配，对城市群错位

发展、互补发展，形成协调互动的产业具有重要意义。在本文介绍劳动力流动通

过影响城市群功能分工进而影响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前提下，本章对现有劳动力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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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城市群功能分工、劳动力流动与城市群发展差距、城市群功能分工与区域协

调发展的国内外文献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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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3.1 理论机制分析

城市群的形成本质是各个城市对于共同经济发展利益的追求，内部大中小

城市是劳动力流动与功能分工的结果。劳动力流动是在权衡收益与成本进行的

理性决策，当城市规模越大，功能分工越细化，就业越充分，不同技能的劳动

者可以找到与自身技能相匹配的岗位。而竞争效应驱动的产业升级也会推动城

市群整体发展，城市发展会进一步推动分工细化，促进更多城市与劳动力参与

到分工体系。因此，本文以某一城市内部典型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劳动力

流动与城市群多重均衡的相互关系，并且本文假定城市体系均衡时劳动力处于

动态均衡，此时个人和城市实现均衡且福利最大化。

根据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城市等级越高，提供的职能种类越多，高等

级城市的服务功能包括低等级城市的服务功能，同时高等级城市还有低等级城市

没有的服务功能。城市群内部城市等级多样，经济联系密切，经济规律复杂多样。

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假设经济系统包括多样化集聚的城市 A，还有职能分工衍生

出来的专业化集聚的城市 B，涉及最终消费品生产部门（M）、中间投入品生产

部门（I）和生产性制造部门（A）。

城市 A的产业结构由最终消费品生产部门（M）和中间投入品生产部门（I）

组成。相比之下，城市 B基于其独特的自然资源、能源储备、经济和交通地理优

势、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实力以及城市性质和结构的全面考量，选择了专注于发

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性制造部门（A）。城市 A拥有丰富的异质性劳动力资源，

这种异质性主要体现在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上，该效率由工作技能水平和技能与岗

位需求的匹配质量共同决定。其中，LC(i)代表技能水平为 i的中等技能劳动力

数量，这是内生决定的，并随时间变化，具体表现为 dt 的变化率。这里的 i 表

示劳动力所掌握的技能范围，意味着获取特定技能存在门槛。

异质性劳动力消费最终产品的差异化组合和一般性产品，最终产品的生产使

用本地生产的差异化中间投入品，并且弹性恒定。异质性劳动力会根据城市群职

能分工区别出的分工工种以及自身的人力资本投入程度的不同进行职业选择，就

业后不具有流动性。在异质性劳动力择业过程中，劳动力会根据自身禀赋选择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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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定居，每种工作技能的累积分布满足HLt(t) = 0
c∗

Lc(t)dc� ，其中 C 表示城市群

众不同等级的城市，C ≡ 0，c∗ 。为了收入最大化，劳动力在城市定居后会根据

自身可以创造的生产率情况选择成为不同身份的企业家、工人或者一般劳动者。

假设技能匹配质量累积分布函数为Gm，城市生产率累积分布为Fc(∅)。当选择成

为工人或者一般劳动力时，每个劳动力可以为最终消费品生产部门(M)和生产制

造部门（A）提供∅τ单位的劳动力（τ > 0）。当选择企业家时，每个劳动力只

创立一家企业，投入劳动力生产各种差异化的中间投入品，企业生产效率为∅，

则单个城市 c的总产出Yc为：

Yc =
0

μc

xc(i)
1
ρdi�

ρ

(1)

其中，xc(i)为城市 c 生产的第 i 种中间投入品的产出量，μc为城市 c 生产

的中间投入品种类数。

3.1.1 城市群多重均衡下的基本假设

假设定居于城市 A中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水平满足双重效用函数，一是效用

函数等于将总收入按不同比例消费在一般产品和最终消费品组合时的效用；二是

效用函数消费最终消费品组合时的效用。其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 = �����
� ��

1−�

�� = ��(�)
1
����

�
(2)

CM，CA分别表示消费者对差异化服务产品组合的消费数量和对生产工业品

的消费数量，市场出清时CM = CA。已知城市 c生产的第 i种中间投入品的价格

为pc(i)，则消费者在中间投入品 i 上的支出为xc(i)pc(i)。构建拉格朗日函数，可

得到中间投入品需求xc(i)和价格指数Pc为：

��(�) =
��(�)
��

�
1−�

∗ (
��

��
)

�� ≡ ��(�)
1

1−����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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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式可知中间投入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为
ρ

1−ρ
，1 − ρ表示要素自由流动到

城市所形成的集聚经济强度的一种弹性。当企业利润实现最大化时，每类中间投

入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不变加成率加成，此时有pc(i) = ρ
ωc

∅c(i)
。其中，ωc表

示生产单位中间投入品支付给工人的工资，∅c(i)表示生产第 i 种中间投入品所需

的劳动力数量。则上面（3）式可以简化为：

��(�) =
∅�(�)
Φ�

�
�−1

∗ (
��

��
)

Φ� ≡ ∅�(�)
1

�−1���
�−1

(4)

Φc表示城市 c 总的生产率水平，企业家利润函数为：

��(�) =
� − 1

�
��(�)��(�)

=
� − 1

�
��

∅�(�)
Φ�

1
�−1

(5)

由于所有工业品都是在当地生产的，加之城市 c的消费者具有同质性，面临

相同的价格指数。

理性的劳动者会在权衡创建企业后所得收益πc(i)和成为工人后的收入水平

ωc∅c
τ
做出职业选择。假设∅�

�、∅�
�和∅�

�分别表示城市 c 中选择成为企业家、工

人和一般性生产劳动者的劳动率水平。假设τ < 1
ρ−1

，可得πc(i) = ωc∅c
τ
的均

衡解为∅�
∗。由于劳动力生产函数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特性，所以∅�

∗具有唯一表达形

式：

∅�
∗ = Φc

ρ

ρ − 1
∗
ωc

Yc

ρ−1
1

1−�(�−1)

(6)

由上式可知，当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大于均衡值∅�
∗时，他会成在多样化集聚

的城市工作，赚取高额收入；而当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小于均衡值∅�
∗时，会因无

法承受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去专业化城市就业和生活。在城市群体系中，∅�
∗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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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衡量城市功能分工的临界值。凡是劳动生产率低于临界值∅�
∗的劳动者，回流到

城市群的中小城市，则城市 B总的劳动力总数为��
� = �� 0

∅�
∗
∅�

����(∅)� 。劳动生产

率高于临界值∅�
∗的劳动力继续在大城市工作，城市 A 劳动力总数为��

� =

�� ∅�
∗
∞ ��(∅)���(∅) = 1

�
∗ ��

��
� ，当劳动力市场出清时，有关系式：

ωc��
0

∅�
∗

∅�
����(∅)� =

��

�
(7)

将价格指数标准化为 1，则单个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可以表示为ωc = Φc

ρ
，（4）

式中总的生产率水平可以表示为Φc = Lc ∅�
∗
∞ ∅c

1
ρ−1� dF(∅c)

ρ−1

，进一步城市空间

结构均衡有：

∅c
∗

1
ρ−1−τ

0

∅�
∗

∅����(∅)� =
1

� − 1 ∅�
∗

∞

∅
1

�−1���(∅)� (8)

劳动力流动除了考虑预期收入的不同，用于通勤的交通成本ci也是重要因素，

而数字化背景下，智能化交通网络的体系的建成压缩了地区间的时空成本，用φ

表示（0 < φ < 1）数字技术赋能交通体系的智能化水平，φ越大，交通网智能

化水平越高，劳动力流动成本也就越小。城市交通设施建设成本 UC 为：

�� = ��� (9)

此时，加入交通因素后，城市净产出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可以表示为：

���
��, ∅�

�, ∅�
�, ∅�

�, ��(�) �∈�
�� − �� ��� (10)

上式面临的约束条件有：

�� =
∅∈∅�

�,∅�
�

∅���(∅, �)� ∗
∅∈∅�

�
∅

1
�−1��(∅, �)�

�−1

��
� (11）

�(∅, �) =
�∈��

1
�

��,�,�(�, �)��� (12)

�� =
�∈�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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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c表示城市 c 的工作技能集合，gt,m,c(t, m)表示城市 c 的工作技能水

平 t和技能匹配质量 m的联合概率密度函数，Lc(t)表示城市 c的工作技能水平为

t的工人数量，f(∅, c)表示城市 c的生产力密度分布。

（11）式表示城市 c的产出水平，主要取决于异质性劳动力的分布，（12）

式表示劳动力的密度分布，主要与劳动者的工作技能水平 t 和技能匹配质量 m

的联合分布有关，其中 t取自Tc，密度为��(�, �)，�取自 0, + ∞ ，密度为��(�)。

（13）式表示人口总数。在以上（11）-（13）的约束下解决城市净产出的问题

相当复杂，因为城市集合和组成以及每个城市的生产率水平都是内生的，可以分

布考虑。

已知τ < 1
ρ−1

，劳动力在进行职业选择时，高生产率的劳动力会选择在多样

化集聚的大城市就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的劳动者会依据自身比较优势选

择岗位。每个城市在城市群中的功能定位不同，在产业链的分工形式不同，相应

地该城市的生产率水平临界值∅c�，并且每种职业选择对应不同的临界值区间，即

生产技能相对较低的劳动者会选择在专业化城市聚聚，而不同功能分工的城市的

生产临界值也有不用∅c
W = 0, ∅ci� ，∅c

A = ∅ci�, + ∞ 成为大城市的生产临界值。

在Lc和 F(∅, c)条件下最大化Yc，即：

�����

∅c� =
0

∅c�

∅���(∅, �)� ∗
∅c�

∞

∅
1

�−1��(∅, �)�
�−1

��
� (14）

对上式进行一阶求导，得到城市最优均衡状态下的恒等式：

∅c�
1

ρ−1−τ

0

∅c�

∅����(∅)� =
1

� − 1 ∅c�

∞

∅
1

�−1���(∅)� (15)

对比（15）式和（8）式，发现，不同等级的城市空间均衡都是一样的，说

明会如果人口数量 L 和生产率分布 F( ∙ )确定的情况下，对于城市等级不同的城

市 1 和城市 2，�1(∅) = �2(�∅)，� > 0 时，∅2� = �∅1�。这说明城市生产率水平

并不取决于该城市人口总数，而是取决于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分布比例。由此达到

假说 1

假说 1：不同技能劳动力流动通过影响劳动力的空间分布比例，决定不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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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城市在城市群经济体系的经济分工，并通过产业链的协调带动作用，实现城市

群经济增长和协调发展。

3.1.2 城市群劳动力流动规模均衡状态

异质性劳动力的生产效率由工作技能水平 t和技能匹配质量 m的乘积决定，

即∅ ≡ t ∗ m。技能水平为 t的劳动者在城市 c的间接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 =
0

+∞

��� �� ∗ (����)�, � ����� ���(�) − ��

= ����
�

0

∅c�
�� ��

�� ���(�) +
��

∅c�

1
�−1−�

∅c�
��

+∞

��

1
�−1� ���(�) − ��

(

16)

在劳动力技能水平为tc的城市中，具有该类技能的劳动者的劳动者数量为

�� ≡ �(��)，通过求解Maxc∈CEVc(t)选择相应等级城市。假设分配函数μ：T → C，

它可以把不同水平劳动技能反映到城市中，城市的选择函数为μ(t) = c ∈

C: EVc(t) ≥ EVc,(t), ∀c, ∈ C 。当均衡时，城市 c的技能水平为 t 的劳动者实现其

间接效用最大化：

����(�)
���

|�=����� +
����(�)

���
|�=����� = 0 (17)

当城市体系实现空间均衡，上式可以表示为：

(� − 1)� � ����
1+���

�−1 − ���
���

��
+

1 + �
�

∗ (� − 1)� � ����
1+���

�−1 = 0
(18)

其中，Mc = ∅c�

tc
，σ ≡ 0

M ( m
M

)τ� dGm m = 1
ρ−1

∗ M
∞ ( m

M
)

1
ρ−1� dGm m ，��表

示多样化集聚的大城市技能匹配质量的共同的门槛值，σ表示生产中的每单位劳

动效率。则上式（18）可以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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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γθL tc
ρ−1 εtc

1+τ − L(tc)γ−ρ−1

L(tc)
dL(tc)

+
1 + τ

ρ
εtc

τdtc = 0

(19)

由此可以求得城市一般均衡下的人口规模为：

��� = ���
1+�

1
�−�−1

� ≡
� � + 1 ��1+�

���

(20)

一方面，城市群体系的均衡状态下人口规模取决于劳动力自由流动下集聚经

济程度ε，以及城市交通体系智能化水平φ。因此将政府纳入经济模型中，可以

实现去除城市总成本后的城市人均产出最大化，即：

max
��

�� − ����
�+1

��
= �(�)��

� − ����
�

�� ≡
0

∅c�

∅�� �� ∅, � ∗
∅c�

∞

∅
1

�−1� �� ∅, �
�−1 (21)

Ac表示为衡量拉动力流动形成的集聚经济下城市生产率的衡量指标，由上式

一阶求导可以得出唯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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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2）式的分析，城市在最优均衡状态下的不同等级人口规模受到多个

因素的共同影响。具体来说，劳动力流动所引发的集聚经济效应、数字经济推动

的交通网智能化水平的提升，以及城市成本的考量，共同决定了人口规模的变化。

在集聚经济和智能化程度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城市人口规模相应扩大；相反，城

市成本的上升则会导致人口规模的缩减。此外，城市规模在最优均衡状态下的扩

张还依赖于城市生产率的提升。而生产率水平的高低，则取决于单个劳动力的技

能水平。高技能劳动力在城市中的分配越多，城市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就越高，进

而促使城市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一过程揭示了劳动力技能与城市规模之间的

内在联系，强调了技能水平在推动城市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通过对比城市一般均衡和最优均衡下的城市人口规模比较发现，这两种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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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均衡下的城市体系结构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推进两种均衡转态演进的影

响因子是一样的。即城市均衡状态的演进受共同因素驱动，但均衡类型的不同会

导致城市体系结构呈现多样性，因此可以得出假说 2。

假说 2：分工程度越细化，城市生产率水平越高，城市体系规模结构更加合

理，城市群承载的经济资源的协调度也就越高。

3.2 本章小结

本章深入探讨了劳动力要素流动所产生的集聚效应与规模经济对城市群机

构层次的影响机制。在理想的城市群体系构建中，实现各经济等级城市福利最大

化的关键在于优化不同技能劳动力在不同经济等级城市间的空间分布结构。反之，

通过合理调整劳动力空间分布，促进城市群体系的协调发展，亦能有效提升各城

市的福利水平。这一过程不仅需权衡城市集聚因素与城市成本，更受到高技能劳

动力空间流动与集聚的深刻影响。同时，生产力的合理配置以及劳动力技能与岗

位的精准匹配亦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高技能劳动力的不断涌入，生产力

的空间布局将日趋优化，劳动力与岗位的匹配度亦将持续提升，进而推动城市劳

动生产率的稳步增长。这一良性循环不仅有助于优化城市体系规模，更能促进承

载经济资源的城市群整体实现更为协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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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长三角城市群劳动力流动与城市群协调发展指数测度与特

征分析

本章重点测度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的劳动力流动指数和长三角城市群各

个城市子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劳动力流动指数本文选取引力模型进行测度，分析

不同经济等级城市劳动力流动现状；对长三角城市群各个城市协调发展水平的测

度本文选取熵权法进行测算，选取四个二级指标共 24 个三级指标测算，能够更

为全面的分析各个城市协调程度

4.1 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现实基础

长三角城市群，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佼佼者，以其高度集中的城镇集聚

和卓越的经济表现而著称。该区域仅占中国国土面积的 2.1%，却汇聚了中国 25%

的经济总量和超过 25%的工业增加值，由此凸显出其作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

的地位。其经济发达程度在全国首屈一指。长三角城市群的城镇体系已相当成熟，

构建起一个由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县城、县属镇以及乡级镇

构成的七级城镇体系。这一体系不仅等级齐全，而且类型丰富多样。观察各类城

市的数量分布，呈现出一种“宝塔型”结构，大、中、小型城市的数量之比大致

为 4∶17∶30，充分展示了该区域城镇体系的层次性和丰富性。

长三角城市群虽在经济上取得显著成就，但当前仍面临若干问题亟待解决。

其中，行政区域的划分导致的“诸侯经济”现象，显著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

动及跨地区的经贸合作。由于长三角城市群涵盖了分属三省一市的 22 个城市，

其行政隶属关系错综复杂，地区间的协调变得尤为困难。长期以来，条块分割的

管理体制使得各地政府各自为政，严重阻碍了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与协调。

此外，城市产业结构趋同问题亦不容忽视。各城市在发展经济时，往往过度

关注少数几个高税收、高利润的产业，加之长三角地区内部自然禀赋的相似性，

导致了产业结构的高度趋同。这种趋同现象不仅削弱了各地区发挥自身比较优势

的能力，还使得投资和生产分散化，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进而降低了国家的

整体经济效益。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现象还导致了大量的重复建设，造成生产能

力闲置和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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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劳动力流动测度与特征分析

4.2.1 数据说明

本研究以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为依据，确

定了研究空间单元，涵盖上海市以及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共 26 个城市，具

体包括江苏省的南京市、无锡市、常州市、苏州市等城市。研究的时间跨度为

2012 年至 2022 年，所需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 CEIC 数据库。

对于部分缺失的数据，本研究采用 stata17 软件中的插值法进行补齐，以确保数

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4.2.2 劳动力流动指数的测度

劳动力流动的测算方式包括：利用地区人口总量变动与全国平均变动的差值

衡量规模；陆铭和陈钊（2004）以人口机械增长占比测算地区间流动；樊士德和

姜德波（2011）基于人口抽样数据得出跨省迁移数据；白俊红和蒋伏心（2015）

借鉴万有引力原理测算省区间流动。鉴于空间相互作用及经济因素的影响，本文

借鉴白俊红和蒋伏心方法，构建长三角城市群劳动力流动的双对数引力模型，深

入分析流动机制。

labij = lnMi ∗ ln(Wagej − Wagei) ∗ ln(Housej − Housei) ∗ Rij
−2

其中，Mi表示 i 城市的从业人员数，Wagei、Wagej分别表示 i 城市和 j城市在岗

职工的平均工资，Housei、Housej分别表示 i 城市和 j城市住宅平均销售价格。Rij

是两城市间的地理距离。那么，j 城市在统计年度内劳动力流动总量labj可以表

示为：

labj =
i=1

n
labij�

4.2.3 劳动力流动指数特征分析

运用引力模型计算劳动力流动指数是一个相对概念，不是绝对概念，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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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当某一城市劳动力流动指数计算出来的数值为 0时，说明该城市相比较于整

个城市群而言劳动力流动速度和范围最小。数值越大，说明城市群范围内该城市

的经济活力越高，经济等级处于上游。

横向时间层面来看，整体处于劳动力流动缓慢上升趋势，说明长三角地区经

济潜力巨大，发展势头向好；个体层面而言，除了舟山市、镇江市、芜湖市等出

现劳动力流动数值变小的情况外，大部分城市 2022 年劳动力流动指数均大于

2012 年劳动力流动指数，这说明长三角地区公共基础设施体系已经初显成效，

劳动力可以依托完善立体的交通网络流动。

纵向个体层面来看，上海市、苏州市、南京市、杭州市这些经济发达的城市

劳动力流动一直处于高位，说明这些地区的经济活力巨大，吸引人口流动的“推

力”远大于排斥劳动力外流的“推力”。同一年份对比，安庆市、滁州市这些不

发达地区属于长三角城市群的边缘地区，劳动力流动水平也相对较低。劳动力流

动指数与城市等级呈正相关关系，即城市经济等级越高，劳动力流动水平也就越

高。特别的是，宣城市、安庆市这些皖北经济相对落后的区域劳动力流动数值一

直围绕数值 0波动，说明这些区域经济结构可能出现不合理与错配环节，人口流

动处于停滞状态。

表 4.1 劳动力流动指数

城市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上海市 0.64 0.66 0.67 0.69 0.73 0.75 0.77 0.79 0.81 0.83

南京市 0.92 0.91 0.96 1.00 1.11 1.14 1.15 1.22 1.24 1.23

无锡市 0.57 0.34 0.58 0.68 0.77 0.39 0.74 0.72 0.55 0.33

常州市 0.45 0.43 0.32 0.33 0.44 0.76 0.57 0.60 0.59 0.27

苏州市 0.69 0.38 0.50 0.60 0.62 1.01 0.70 0.70 0.96 0.44

南通市 0.05 0.05 0.04 0.05 0.12 0.08 0.10 0.13 0.07 0.08

盐城市 0.00 0.01 0.01 0.01 0.01 0.00 0.02 0.05 0.05 0.09

扬州市 0.25 0.29 0.31 1.08 0.36 0.34 0.29 0.28 0.08 0.90

镇江市 0.27 0.18 0.21 0.12 0.29 0.33 0.31 0.30 0.08 0.06

泰州市 0.03 0.07 0.07 0.09 0.06 0.01 0.04 0.03 0.02 0.25

杭州市 0.69 0.75 0.77 0.78 0.82 0.91 0.94 0.96 0.99 1.03

宁波市 0.39 0.40 0.42 0.41 0.42 0.47 0.46 0.43 0.50 0.41

嘉兴市 0.04 0.05 0.07 0.10 0.10 0.35 0.21 0.13 0.15 0.11

湖州市 0.06 0.05 0.06 0.07 0.06 0.12 0.14 0.15 0.10 0.07

绍兴市 0.03 0.08 0.03 0.03 0.02 0.03 0.03 0.03 0.04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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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城市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金华市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1 0.01

舟山市 0.29 0.27 0.16 0.11 0.13 0.15 0.04 0.07 0.10 0.07

台州市 0.04 0.02 0.02 0.01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合肥市 0.13 0.11 0.18 0.19 0.21 0.25 0.25 0.25 0.23 0.27

芜湖市 0.23 0.10 0.23 0.20 0.10 0.09 0.31 0.11 0.12 0.12

马鞍山市 0.14 0.08 0.01 0.07 0.09 0.11 0.11 0.12 0.13 0.19

铜陵市 0.18 0.05 0.13 0.03 0.00 0.00 0.00 0.00 0.00 0.02

安庆市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14 0.17

滁州市 0.02 0.00 0.00 0.00 0.04 0.04 0.03 0.00 0.00 0.00

池州市 0.00 0.07 0.00 0.00 0.00 0.00 0.01 0.10 0.17 0.19

宣城市 0.06 0.05 0.05 0.01 0.03 0.01 0.03 0.00 0.00 0.00

4.3 城市群协调指数测度与特征分析

4.3.1 数据说明

本文的研究空间单元根据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

（2016）》，确定了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在内的一共一市三省共

26 市。研究年限为 2012-2022 年，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CEIC

数据库以及各个城市的统计公报等，对于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

4.3.2 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指数测度

对区域协调发展的认识是不断深化与动态的，早期学界对区域发展差距的衡

量以地区生产总值作为指标，随后一些学者指出应该用人均 GDP 来衡量地区发展

指数（樊纲，1999；陆铭）。随着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学界开始用综合指标来衡

量地区发展差距，克服传统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这一单一指标带来的局限性。本

文借鉴张燕及魏后凯（2012）的研究方法，从经济、社会、科技创新、生态环境

四个维度选取指标（如表 4.2 所示），建立如下模型对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

度。并利用熵权法对各指标赋权，以消除主观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最终得到城市

群协调发展指数（如表 4.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6%B1%9F%E4%B8%89%E8%A7%92%E6%B4%B2%E5%9F%8E%E5%B8%82%E7%BE%A4%E5%8F%91%E5%B1%95%E8%A7%84%E5%88%92/1966289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6%B1%9F%E4%B8%89%E8%A7%92%E6%B4%B2%E5%9F%8E%E5%B8%82%E7%BE%A4%E5%8F%91%E5%B1%95%E8%A7%84%E5%88%92/1966289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6%B5%B7/11460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9F%E8%8B%8F%E7%9C%81/320938?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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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区域协调发展指数

目标层 准则层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城市群协调

发展指数

经济系统

（0.1175）

经济水平 人均 GDP 0.0093

财力水平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0.0711

经济结构 产业高级化指数 0.0072

经济增长速度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指数 0.0038

经济外向度 进出口总额/GDP 0.0263

城市群系统

（0.5411）

人口发展 人口自然增长率 0.0054

居住环境 建成面积 0.0639

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率 0.1996

医疗水平
医院、卫生院数 0.0194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0.0335

社会保障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人数
0.0759

交通运输
旅客运输量 0.0332

公路里程数 0.0113

信息和通信业务
邮电业务量 0.0668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0.0323

科技创新系

统（0.2584）

创新环境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 0.0563

普通高等学校教师数 0.0621

普通高等学校数 0.0468

创新支出 科学技术支出 0.0932

城市群绿色

发展系统

（0.0830）

污染排放
工业废水排放量 0.0024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 0.0026

污染治理
生活污水处理率 0.0043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0.0011

生态建设 园林绿地面积 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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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指数特征分析

下表 4.3 表示 2012-2022 年长三角共 26 座城市的区域协调发展指数，根据

熵权 TOPSIS 法特征，可知该指数处于（0,1）之间，数值越大，表示城市内经济、

社会、文化等方面运行良好，产业布局合理，经济结构优化，营商环境良好，有

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数值较低时，说明经济与其子系统之间存在错配或者脱节，

经济运行存在偏差，需要改变经济结构或者布局。

横向来看，长三角城市群 26 市全部呈现增大趋势，说明长三角一体化推行

效果显著，经过十多年的建设，长三角地区已经形成了经济文化社会系统的自洽

与升级。其中，合肥市作为近几年来经济发展的一匹“黑马”，其增长幅度最大，

说明城市内部子系统协调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纵向来看，经济等级高的城市其协调发展能力也就越好，说明经济增长与城

市协调发展水平相关。上海市、杭州市、南京市、苏州市均属于经济发达的城市，

其协调发展水平也就越高；而安庆市、宣城市、滁州市却因为经济不发达，经济

运行系统存在短板，产业结构不完善，导致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不高。

表 4.3 区域协调发展指数

城市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上海市 0.50 0.51 0.52 0.54 0.54 0.57 0.60 0.63 0.65 0.60 0.59

南京市 0.26 0.28 0.27 0.28 0.30 0.30 0.33 0.35 0.36 0.34 0.35

无锡市 0.10 0.11 0.10 0.11 0.12 0.12 0.13 0.14 0.15 0.14 0.15

常州市 0.07 0.08 0.08 0.08 0.09 0.09 0.10 0.11 0.11 0.10 0.11

苏州市 0.17 0.17 0.17 0.18 0.20 0.21 0.23 0.24 0.26 0.24 0.26

南通市 0.09 0.09 0.09 0.10 0.10 0.11 0.12 0.12 0.13 0.12 0.12

盐城市 0.06 0.07 0.07 0.08 0.08 0.08 0.08 0.09 0.09 0.09 0.09

扬州市 0.06 0.06 0.06 0.06 0.07 0.07 0.08 0.08 0.08 0.08 0.08

镇江市 0.06 0.06 0.06 0.06 0.06 0.06 0.07 0.07 0.07 0.07 0.07

泰州市 0.05 0.05 0.05 0.06 0.06 0.07 0.07 0.08 0.08 0.07 0.07

杭州市 0.21 0.22 0.22 0.23 0.25 0.27 0.28 0.30 0.30 0.33 0.31

宁波市 0.12 0.12 0.12 0.12 0.13 0.14 0.14 0.15 0.15 0.16 0.15

嘉兴市 0.06 0.06 0.06 0.06 0.07 0.07 0.07 0.07 0.07 0.08 0.08

湖州市 0.04 0.05 0.05 0.05 0.05 0.05 0.06 0.06 0.06 0.06 0.06

绍兴市 0.06 0.07 0.08 0.08 0.08 0.08 0.09 0.09 0.09 0.10 0.10

金华市 0.08 0.09 0.10 0.10 0.09 0.10 0.10 0.10 0.10 0.11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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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3

城市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舟山市 0.06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6 0.06 0.07

台州市 0.07 0.07 0.07 0.07 0.08 0.08 0.08 0.08 0.08 0.09 0.09

合肥市 0.17 0.19 0.19 0.19 0.21 0.21 0.22 0.25 0.27 0.26 0.25

芜湖市 0.07 0.07 0.08 0.08 0.09 0.09 0.09 0.10 0.10 0.11 0.10

马鞍山市 0.04 0.05 0.05 0.05 0.05 0.05 0.06 0.06 0.06 0.06 0.06

铜陵市 0.04 0.04 0.04 0.04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安庆市 0.05 0.05 0.05 0.06 0.06 0.06 0.07 0.08 0.08 0.08 0.08

滁州市 0.04 0.05 0.05 0.06 0.06 0.07 0.08 0.09 0.09 0.09 0.10

池州市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4 0.04 0.04 0.04

宣城市 0.03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0.05 0.05 0.05 0.05

4.4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对长三角的经济现状进行了描述，指出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

重要的引擎，但是发展中蕴含着一定的问题，也就是本文想要解决的问题。接着

对本文关注的解释变量劳动力流动指数和被解释变量区域协调发展指数进行测

度和特征分析。其中，利用引力模型对劳动力流动指数进行测定，利用熵权法对

区域协调发展指数进行测度，最后从横纵两维进行比较分析和现状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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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

5.1 模型的选取

城市协调发展水平不仅与自身政治经济环境有关，还与邻近地区的环境情况

和经济环境息息相关，另外各地企业间的交流合作和长三角一体化政策推行的力

度与进程都会导致城市协调发展水平分布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基于

此，本章节探究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空间影响。

5.2 空间自相关检验

5.2.1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从 Moran's I 指数（见表 5.1）的结果来看，2012-2022 年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的城市协调指数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且大于 0，说明各地城市协调

发展水平存在非常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即长三角城市群空间范围内各城市协

调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全局 Moran's I 在 2012 到 2022 年间

整体趋势大体呈上升趋势，说明空间依赖性逐年增加，这与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

发展的政策推行有关，城市间联系日益紧密，城市协调指数也相应增大。

表 5.1 2012-2022 年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指数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表

Year Moran's I z 值 p 值

2012 0.327 3.477 0.000

2013 0.397 4.332 0.000

2014 0.392 4.369 0.000

2015 0.407 4.505 0.000

2016 0.422 4.487 0.000

2017 0.439 4.657 0.000

2018 0.439 4.634 0.000

2019 0.439 4.581 0.000

2020 0.429 4.467 0.000

2021 0.463 4.637 0.000

2022 0.465 4.628 0.000

注：***、**、*分别表示通过1%、5%、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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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识别具体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绘制 2012 和 2022 两年的局部莫兰散点图

（见图 5.1），各城市主要分布在一三象限，经济发达城市上海、苏州、南京、

杭州表现出高-高集聚，其他城市主要以低-低集聚为主，说明长三角城市群城市

协调发展水平在经济空间上具有显著的局部空间集聚特征。

图 5.1 2012 和 2022 年城市群协调发展指数的局部 Moran's I 指数散点图

5.2.2 空间权重矩阵的创建

空间计量回归模型中，空间权重的选取对于能否准确测算空间效应是十分重

要的。空间权重矩阵 W中的元素���表示区域 i 和区域 j之间的空间距离。度量各

地区之间的空间距离的方式有多种，本文选取经济地理矩阵作为本文的空间权重

矩阵。其中，舟山市不与其他城市有陆地相邻，因此本文将南通市和上海市作为

相邻城市，取 1处理。

5.3 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检验及结果分析

5.3.1 空间计量模型的 LM 检验

由上文可知，各城市协调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性，所以模型中需要引

入空间权重矩阵，实证部分需要选择空间计量模型来进行估计，使得估计结果更

加准确。关于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标准可以借鉴 J.P.Elhorst 的思路，分为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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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和事后检验。事前经验先进行一般 OLS 回归，利用空间拉格朗日（LM）检验

判断其是否具有空间误差效应和空间滞后效应，若两者都具备选择空间杜宾回归

模型。事后检验则分为三步，第一步通过豪斯曼（Hausman）检验判断空间回归

模型适用于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第二步进行似然比（LR）检验，先假定使用

空间杜宾模型，两两比较判断空间杜宾模型是否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或者空间误

差模型；最后进行沃尔德（Wald）经验，检验目的与上一步一致，也是为了通过

比较检验结果来确定适合本文数据样本的空间计量模型类型。

根据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指数 LM 经验结果（见表 5.2），对长三角城市

群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一般OLS回归和LM检验。在LM检验和Robust-LM检验下，

p值均显著小于 1%，表明存在显著的空间误差效应。尽管空间滞后效应并未达到

显著水平，但这并不足以支持使用混合面板回归，因此初步选择了空间杜宾模型。

随后，通过 Hausman 检验进一步确定了模型的选择，检验结果拒绝了原假设，支

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这一系列严谨的统计检验确保了模型选择的科学性和准确

性，为后续分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表 5.2 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指数 LM 检验结果

Test Statistic df p-value
Spatial error:
Moran's I 10.281 1 0.000

Lagrange multiplier 62.068 1 0.000
Robust Lagrange multiplier 59.048 1 0.000

Spatial lag:
Lagrange multiplier 3.204 1 0.073

Robust Lagrange multiplier 0.184 1 0.668

5.3.2LR 检验与 Wald 检验

在事后检验中，为确保模型选择的准确性，关键步骤在于执行LR检验和Wald

检验，以判断事前所选的空间杜宾模型是否可简化为 SAR 模型或 SEM 模型。这一

判断过程建立在已确认变量间存在空间相关性的基础上。若检验结果显示空间杜

宾模型无法退化，则应继续采用该模型进行分析；反之，若模型退化，则应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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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选择空间滞后模型或空间误差模型。根据表 5.3 的检验结果，LR 检验

和 Wald 检验均倾向于选择空间杜宾模型，因此，本文决定采用空间杜宾（SDM）

模型进行后续的实证分析，以确保研究的严谨性和准确性。

表 5.3 Hausman 检验及 Wald 检验、LR 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统计值 p 值

LR Lag 25.64 0.00

LR Err 25.03 0.00

Wald Lag 40.18 0.00

Wald Err 45.08 0.00

Hausman 74.06 0.00

考虑到城市群内部城市地理层面上具有空间临近性，在经济社会文化风俗等

方面具有相似性，因此本文选取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回归检验。在回归类型的确定

上，通过相关性检验、事前检验以及事后检验，最终本文确定选取空间杜宾模型。

5.4 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5.4.1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城市群协调发展指数(coor)。利用熵权法对城市经济社会、创

新、生态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四维测算协调发展指数。

核心解释变量：劳动力流动指数(lab)。本文利用引力模型测算长三角城市

群 26 个城市的流动情况。

控制变量：金融深化水平(finance)。金融是实体经济的源头活水，经济的发

展产生巨大的资金需求，投资需求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持续释放，只有合

理平衡金融资源的空间布局才能更好支持经济转型和协调发展，本文选取金融机

构存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占比来衡量。

城市建设（construct）。我国城市基础设施依然存在众多不足，因此，未来

城市建设的投融资需求仍然十分庞大。投资作为经济产出的产物，对城市经济产

出及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具有尤为关键的作用（柯善咨、赵曜，2014）。本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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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i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作为衡量城市建设水平的指标，

以便更准确地反映城市建设的发展现状。

人力资本(rℎuman)。高技能劳动力会促进城市工资提升、人口增加，是城

市发展的引擎，同时大城市会促进技能互补，使得大城市中不仅有更多的高技能

劳动力，也可能会有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梁文泉、陆铭，2015）。本文人力资

本比由城市 i的人力资本与自身人口数量相比得到。具体表达式是“城市普通高

等学校在校人数/城市常住人口数”。

城市规模比（citysize）。城市规模作为衡量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对城市

经济产出与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本文中，城市规模比是通过计算特定城市

与长三角城市群平均规模的比重得出，其中城市规模以城市常住人口为度量标准。

通过这一指标，我们能够更加精确地量化城市规模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而

为城市规划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表 5.4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

符号
变量描述

被解释变量 区域协调发展指数 coor 熵权法得到的综合值

核心解释变量 劳动力流动指数 lab 引力模型计算

控制变量 金融深化水平 finance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GDP

城市建设 construct 固定资产投资额/GDP

人力资本 rhuman 城市普通高等学生在校人数/常住人口数

城市规模比 citysize 常住人口/城市群人口均值

5.4.2 变量描述性统计

下表 5.5 是对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由表可知被解释变量协调发展指数均值在

0.122，标准误较小，说明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内部协调性能良好，区域一体化发

展进程显著。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劳动力流动指数和门槛变量城市群空间分工指

数都进行了正向处理，理由是利用引力模型计算出来的低值城市为 0，进行面板

门槛回归时结果不准确；空间功能分工指数是因为生产制造业城市计算所得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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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数，加一个正数 1进行线性平移不影响结果。所以，那些劳动力指数最小值为

1的城市就是城市吸引力不强，人口外流的城市，大于 1的就是人口流入的城市，

由表可知最大值为 2.272。城市群功能分工指数最小值为 0.220，说明是制造业

生产中心，而大于 1的城市是生产服务业中心，该值的标准误较大，说明城市间

城市职能分工区别很大。金融深化水平的均值最高，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也很大，

说明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金融积累各异。城市规模的标准误在变量中最大，最小值

为 0.126，而最大值就要 4.227。

表 5.5 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coor 286 0.122 0.115 0.031 0.650

lab 286 1.265 0.323 1 2.272

finance 286 1.683 0.592 0.878 4.385

construct 286 0.736 0.328 0.213 1.768

rhuman 286 0.024 0.020 0.002 0.102

citysize 286 1.000 0.762 0.126 4.227

5.4.3 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表 5.1 四个模型的对比，加入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的空间杜宾(SDM)模型

整体 R
2
=0.9528 最高，意味空间杜宾（SDM）模型对变量间关系的拟合优度最高。

空间自相关系数ρ = 0.0868，且通过 10%的置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不同

城市间协调发展程度有空间溢出效应，即某一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会影响周边城

市的发展状况，具体来说，本地区协调发展水平越高，通过政策制度模仿、技术

外溢、资源重配等途径改善周边环境的生产环境的优化，周围地区实现经济增长

与协调水平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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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四种实证结果

OLS SAR SEM SDM

lab 0.031* 0.033*** 0.032*** 0.032***

（-2.49） （-4.3） （-4.22） （-3.33）

finance 0.040*** 0.038*** 0.037*** 0.037***

（-4.06） （-8.29） （-8.22） （-6.4）

construct 0.033** 0.036*** 0.036*** 0.036***

（-2.97） （-5.38） （-5.25） （-3.9）

rhuman 1.039*** 1.028*** 1.045*** 1.080***

（-6.46） （-11.86） （-12.02） （-11.23）

citysize 0.109*** 0.112*** 0.113*** 0.105***

-15.07 -31.21 -31.31 -24.88

_cons -0.157***

(-5.79)

Spatial rho -0.0258 0.0868*

(-0.76) -1.1

N 286 286 286 286

R 0.9484 0.9484 0.9482 0.9528

注：***、**、*分别表示通过 1%、5%、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劳动力流动指数（lab）在四个模型中结果为正，并且三

个空间模型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协调发展水平之

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对于城市协调发展具有促进

作用。从四个模型分别来看，由于混合面板回归没有考虑地区间劳动力流动带来

的溢出效应，导致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协调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水平相对较低。本文

选取的 SDM 模型估计的劳动力流动的回归系数是 0.032，表示劳动力流动水平每

提高 1%，城市协调水平将提高 0.032%。

从控制变量来看，金融深化水平、城市建设、人力资本、城市规模比均通过

了 1%的显著性检验。（1）金融深化水平（finance）的回归系数是 0.037，表明

金融深化水平与城市协调水平显著正相关，即存款在一个地方经济中占比越大，

金融深化水平越高的同时，城市的协调水平也会相应提升，这和陈丰龙等人（2018）

的研究结果一致。（2）城市建设（construct）的回归系数是 0.036，表明城市

建设水平与城市协调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即一个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越高，包

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城市设施完善，对于提升城市协调度具有积极作用。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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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善可以压缩要素流动的时空距离，高效实现资源配置，减少资源错配或者资

源匹配过程中的磨损成本，进而实现城市协调发展。（3）人力资本（rℎuman）

的回归系数是 1.080，表明人力资本与城市协调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即一个城

市的人才资本越多，面对面交流带来的学习效应带来的“人才红利”会提升城市

的生产效率，同时因为需求结构的改变，也会引致部分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通

过高技能劳动力带动城市发展，高低技能互补形成城市协调发展格局。（4）城

市规模比（citysize）的回归系数是 0.105，表明城市规模与城市协调发展程度显

著正相关。

综上所述，说明劳动力流动对于城市群协调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城

市群作为独特的空间单元，具有空间溢出性，对于结果更具解释力，所以，验证

了假说 1.

5.4.4 空间杜宾模型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分解

利用 Stata 17.0 软件，本文继续采用前述的空间杜宾模型（SDM）进行回归

分析，并在表 5.7 中详细列出了模型回归结果所解析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

总效应值。在核心解释变量的视角下，劳动力流动指数（lab）的直接效应表现

为 0.033，间接效应为 0.085，二者均通过了至少 1%的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无

论是本地还是邻近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水平提升，均对本地城市协调发展程度产生

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相较于间接效应，直接效应较小，这可能与我国当前户

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制约有关。户籍制度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

方面对劳动力存在歧视现象（陆铭，2013），导致劳动力流动受到一定限制。

此外，户籍制度深刻影响着不同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抉择。高技能劳动力为获

取户籍所附带的公共服务，可能甘愿降低薪资要求以取得大城市户籍，而非选择

更为适宜的工作机会。与此同时，户籍制度亦成为低技能劳动力流向高收入、高

就业机会城市的障碍，这不仅桎梏了个人福利的提升，还可能抑制技能互补效应，

进而削弱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效率（梁文泉、陆铭，2015）。

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流动指数的总效应达到 0.118，与分解出的直接效应

和间接效应作用方向一致，且效应更为显著。总效应反映了某地劳动力流动水平

对该地区整体城市协调发展水平的平均影响程度。总效应越大，意味着劳动力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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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水平对本地及周边城市的协调发展促进作用越显著。因此，为更好地实现城市

协调发展，应积极推动劳动力自由流动，破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壁垒，落实

积分落户、人才引进等政策，构建合理的劳动力分工体系。

表 5.7 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协调发展水平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lab 0.033
***

0.085
***

0.118
***

-3.48 -3.9 -5.3

finance 0.038*** 0.042** 0.080***

-6.79 -2.28 -4.72

construct 0.038
***

0.025
*

0.062
***

-4.28 -1.9 -5.09

rhuman 1.078*** -0.099 0.979***

-11.18 (-0.31) -3.05

citysize 0.105
***

-0.043
***

0.062
***

-23.85 (-3.37) -4.13

控制变量中，金融深化水平（finance）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别为 0.038

和 0.085，均显著，说明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联系层次多，经济活动密切，本地

区和临近城市本地区存款规模的扩大会显著提升城市协调水平。

城市建设（construct）的直接效应为 0.038，在 1%置信区间上显著，而间接

效应为 0.025，数值不仅比直接效应小，而且仅通过了 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城市建设更多改善本地经济空间结构，减少经济交易成本，进而改善城市发

展状况。

人力资本（rhuman）的直接效应为 1.078，即本地的人力资本积累会显著提

升本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城市生产效率的改善。而人力资本的间接效应为

-0.099，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临近地区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对本地区城市协

调发展水平的提升没有影响，说明现阶段人力资本仍然处于虹吸效应显著的阶段，

大城市的就业环境、福利待遇、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更加完善，偏向高技

能劳动者的政策使得大城市人力资本聚集，而某一城市的人力资本具有分化效应，

也就是本时期人力资本的积累会影响后续人力资本的积累情况。这是我们意识到，

只有劳动力充分流动时，不同技能劳动力实现互补，才能使得劳动力资源得到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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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置，实现城市群整体效率的提升。

城市规模比（citysize）的直接效应为 0.105，即本地区城市规模越大，市场

空间和经济增长潜力也就越大，对本地区的发展越好；而城市规模比的间接效应

为-0.043，说明临近城市的城市规模对本地区城市协调发展具有负向抑制作用，

这说明长三角一体化进程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城市协调不是一地一区的目标，而

是城市群整体的有机协调，只有合理的城市空间与配置才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5.5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提出同一空间单元可能存在空间邻近性，为了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所以检验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并通过事前事后检验确定空间计量分析空间的模

型选择，最后确定具有空间溢出性和空间相关性的空间杜宾模型。并进行实证检

验，分析空间杜宾模型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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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机制检验与相关检验

6.1 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空间中介检验

6.1.1 中介效应与变量选择

中介效应模型可以用来分析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影响路径和作用

机制，以往中介模型认为解释变量可以对被解释变量直接产生影响，同时也会通

过中介变量这一条路径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但是，这种方法存在不严谨之处，

所以本文关于机制检验本文采取江艇（2022）年的“两步法”进行检验。实证检

验的主要步骤一是先检验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其次再检验中介

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最后利用已有研究论证中介变量与被解释变量

的联系。建立空间中介检验模型有：

������ = �0 + �1����� + ���������� + �1

����� = �0 + �1����� + ���������� + �2

其中，i表示城市，t表示时间，被解释变量是城市群协调发展指数（coor），

解释变量是劳动力流动指数（lab），中介变量是职能分工指数（fun），α0和

β0为截距项，contrls 表示控制变量，ε1和ε2为随机扰动项。

关于中介变量城市群职能分工指数的测算，最早源于 Duranton & Puga（2005）

本文借鉴赵勇等（2015）和马燕坤（2016）等学者的研究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功

能分工水平进行测算，有：

����� =
�=1
� �����

���

�=1
�

�=1
� ������

�=1
� ����

− 1

其中，Wijt表示城市 i 在时期为 t 时生产性服务业 j的从业人员数，Bit表示

城市 i 在时期为 t 时生产性制造业的从业人员数。i = 1,2⋯M 表示城市群内城市

数量，j = 1,2⋯N 表示生产性服务业种类数。funit表示 i城市的功能专业化强度。

如果funit的值大于 0，表示 i城市在城市群中主要发挥生产性服务功能，其值越

大，i 城市的生产性服务功能越强；如果funit的值小于 0，表示 i城市在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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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要发挥生产制造功能，其值越小，则 i城市的生产制造功能越强。具体到城

市群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分行业的功能专业化分工程度可以表示为：

������ =

����
���

�=1
� �����

�=1
� ���

− 1

本文将生产性服务业确定为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

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科学研究、技术服务

和地质勘探共九个行业，而生产制造业由制造业作为衡量。

6.1.2 中介效应样本回归结果

为了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影响，采用城市群职能分工指数作

为中介变量，首先采用 Bootstrap 法检验中介效应是否存在，结果显示 p值为 0，

说明中介效应的确存在，接着对上式进行回归，（1）式表示劳动力流动对城市

群协调发展的影响，（2）式表示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功能分工指数的影响

表 6.1 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协调发展水平的中介效应

(1) (2)

coor fun
Main
lab 0.017

**
0.069

*

(2.316) (0.848)

finance 0.005 0.577
***

(0.587) (6.786)

fdi 0.000
**

0.000

(2.117) (1.337)

construct -0.042
***

0.066

(-4.203) (0.665)

rhuman 0.715
**

4.020
*

(2.575) (1.770)

compete -0.038 -0.157

(-0.822) (-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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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1

(1) (2)

coor fun
_cons 0.029 1.157

*

(0.431) (1.821)

Wx
lab 0.040

**
0.462

**

(2.331) (2.555)

finance 0.039
***

-0.342
***

(3.101) (-2.744)

fdi -0.000
**

-0.000
***

(-2.399) (-3.310)

construct -0.007 -0.486
***

(-0.451) (-2.936)

rhuman -0.561 -33.482
***

(-1.105) (-6.322)

compete -0.059 -0.089

(-0.707) (-0.107)

Spatial
rho 0.369

***
-0.040

(5.285) (-0.475)

Variance
lgt_theta -2.758

***
-1.611

***

(-16.851) (-7.468)

sigma2_e 0.000
***

0.027
***

(11.176) (11.123)

N 286 286

通过实证结果（1）可以得出劳动力流动却是影响城市群协调发展，并且表

现出空间溢出性，两者相比较，空间效应更加明显。而对于劳动力流动对于城市

群功能分工指数的影响也是正向显著，并且空间效应同样显著于主效应，说明劳

动者倾向于选择离家近的城市择业，对就业空间有一定的要求。

对于职能分工指数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影响，学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国外

学者的已有研究中，日本学者 Fujita（1992）年在对世界五大城市群进行分工

研究的时候发现，这些经济转态良好的城市群已经进入职能分工阶段，并且进一

步促使城市群整体实现协调发展。Van Oort（2010）等学者指出城市群内部通过

重新布局产业结构，建立起合理的产业链分工体系，不同城市充分发挥自身比较

优势后可以避免出现产业同质，恶性竞争等发展冲突，增强城市间功能互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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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通过产业链接，实现经济整体向好发展，最终实现城市群整体协调发展。Otsuka

A 等人（2010）年指出，城市群职能分工倒逼不同城市依据自身禀赋和资源优势

参与到生产制造和服务生产环节，中心城市和中心城市在整体发展观的前提下确

定自身产业定位，规避产业冲突，形成错位发展、协作互补的空间经济关系，可

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利益体关系。HAGUE C 等人（2010）指出城市群功

能分工本质上就是城市功能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互补性，通过互补整合产业布局，

有利于整体实现经济增长和专业化、多样化集聚。

国内学者对此领域的研究相对较晚，但也基本达成一致认识。马燕坤和张雪

领（2019）指出城市群内分工的演化过程，经历水平分工——垂直分工——功能

分工的过程，在这一分工进程中城市群经济得到发展，有利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齐讴歌和赵勇（2014）则具体指出在城市群最优的分工布局，即生产性服务业收

益高，依赖于面对面交流和学习效应，所以集聚在中心城市，而生产性制造业主

要集中在中小城市进行专业化生产，一方面可以规避高租金，另一方面又可以发

挥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

综上所述，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的已有研究均认同城市群职能分工

有利于城市群这个空间单元整体的协调发展。因此，已有经典文献可以完成中介

变量城市群职能分工对被解释变量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同时也验证了假说 2

的真实性。

6.2 异质性分析

6.2.1 省份异质性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流动人口数据显示我国人口流动从单一流动向全方位、

多层次的多元流动格局转变，并且呈现出省内流动显著增强的新特征（陆杰华、

林嘉琪，2021）。因此本文按照省份作为划分依据，对劳动力流动影响区域协调

发展水平进行异质性检验。在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中，上海属于直辖市，在

行政级别上与省平级，但因为只有一个城市样本时序数据，因此本文选择剔除上

海市空间样本数据。所以本文主要检验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单元内江苏省 9个城市、

浙江省 8个城市、安徽省 8个城市的样本数据，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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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不同省份对城市协调发展水平的检验结果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coor coor coor

lab 0.030*** 0.052*** 0.058

-5.39 -5.75 -1.63

finance 0.065*** 0.046*** -0.036***

-4.89 -8.01 (-2.72)

construct -0.016
*

-0.055
***

-0.035
**

(-1.86) (-4.24) (-2.36)

rhuman 0.797
***

1.223
***

1.973
***

-4.08 -5.97 -8.77

citysize 0.089
***

0.037
***

0.079
***

-11.63 -5.05 -5.34

R-squared 0.968 0.965 0.891

Observations 99 88 88

注：***、**、*分别表示回归结果通过了1%、5%、10%的显著性水平

上表回归结果显示，不同省份劳动力流动对于城市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

较大差异，就核心解释变量劳动力流动指数（lab）而言，江苏省和浙江省的回

归系数分别为 0.030 和 0.052，，且通过了 1%置信区间上的显著性检验，接近甚

至超过城市群整体情况，说明这两个省份的劳动力流动机制相对健全，劳动力流

动渠道畅通，对经济发展具有良好的协调作用。而安徽省劳动力流动的回归系数

为 0.058，经济作用方向为正，但是在统计层面上却不显著，说明安徽省 8个城

市劳动力流动是拉大区域差距的，从前文劳动力流动指数的定量分析也可知，安

徽省除了省会合肥市以外，其他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相对落后，这需要安徽省做好

产业承接，立足本省优势做好定位，促使人才回流。

控制变量方面，（1）金融深化水平（finance）在江苏省和浙江省的影响方

向均为正，但是在安徽省影响作用为负，说明江浙两省金融市场竞争效应强，一

体化水平高；而安徽省作为近几年来发展起来的“黑马”，经济增长势头迅猛，

相较于另外两省资本积累不够，金融体系也不健全。（2）城市建设（construct）

三个省份的回归系数都为负数，且通过统计层面上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我国

城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显著，对于经济发达的省份要逐步放松主城区边界限

制，以及城市行政辖区限制，释放其发展动能；而对于经济欠发达省份，要加大

城市建设。（3）人力资本（rhuman）在三个省份的回归系数都为正数，且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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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增趋势，并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水平，说明人力资本积累是实现经济赶超的

重要方式。（4）城市规模比（citysize）在三个省份都为正数，都通过了统计

层面上的显著性检验，经济学层面可以解释为城市规模比可以带来城市生产效率

提升，促进经济潜力的发展。

6.2.2 城市规模异质性

由于城市群内部城市本身也存在着异质性，为了进一步检验不同规模城市对

城市协调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影响，参考魏后凯（2014）的做法，设定城市常住人

口 500 万以上的为大城市，300-500 万人的为中型城市，300 万以下的为小城市。

为消除某年份常住人口异常值的出现，取 2012-2022 年各城市常住人口均值进行

城市规模的划分，结果如下表 6.3。

表 6.3 长三角城市群 26 座城市规模等级划分

城市等级 划分依据 数量 城市

大城市 >500 万 12
上海市、南京市、无锡市、苏州市、南通市、盐城市、

杭州市、宁波市、绍兴市、金华市、台州市、合肥市

中型城市 300-500 万 9
常州市、扬州市、镇江市、泰州市、嘉兴市、湖州市、

芜湖市、安庆市、滁州市

小城市 300 万以下 5 舟山市、马鞍山市、铜陵市、池州市、宣城市

根据下表 6.4 的回归结果，不同城市规模存在不同时各变量对城市协调发展

水平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就核心解释变量劳动力流动（lab）而言，在大城市

劳动力的流动对城市协调水平仍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回归系数为 0.125，甚至高

于城市群整体层面。而中型城市和小城市的劳动力流动水平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01 和-0.081，经济作用方向发生了转变，说明规模城市较低的城市还没有享

受到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发展红利，生产要素的涓滴效应以及反馈效应还没有发挥

效应，积极融入城市群产业链中，提高城市生产效率，形成大中小城市体系，形

成“鼎托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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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大中小城市对城市协调发展水平的检验结果

大城市 中型城市 小城市

Coor Coor Coor
lab 0.125

***
-0.01 -0.081

-3.36 (-0.83) (-0.39)

finance 0.061
***

0.012 -0.088

-4.67 -0.85 (-1.14)

construct -0.157
***

0.027
***

0.093

(-3.04) -2.79 -1.38

rhuman 1.577
***

1.732
***

-1.39

-3.46 -4.01 (-0.36)

citysize 0.056
***

-0.080
**

-0.138

-3.56 (-2.24) (-0.26)

R-squared 0.984 0.703 0.187

Observations 132 99 55

控制变量方面，（1）金融深化水平（finance）在大中型城市的影响方向均

为正，但是在小城市影响作用为负，说明大中型城市资本规模市场容量大，可以

促进金融市场一体化，推动市场竞争；而小城市由于资本积累不够，还未与大中

型城市接轨，同时也要健全金融体系，充分发挥作用金融市场机制，减少不必要

的金融管制。（2）城市建设（construct）在大城市的回归系数是-0.157，且通

过 1%置信区间上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我国这些大城市发展不充分，作为经

济发展的主引擎，但受地域限制，这些城市原来的发展拘泥于主城区边界限制，

以及城市行政辖区限制。一方面导致其发展动能还未充分释放，另一方面，主城

区面积狭小，又使得主城区发展密度强度过高，出现了“大城市病”，也放大了

大中小城市的差距。而中型城市的回归系数为 0.027，同样通过了 1%置信区间上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与城市规模相匹配的基础设施建设善，逐步确立了区域

协调发展的基础；而小城市因为建设规模的缘由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要

放松对大城市的行政辖区限制，释放发展动能，而对于中小城市，要加大城市建

设的步伐，夯实城市群协调发展基础。（3）人力资本（rhuman）在大城市和中

型城市的回归系数分别是 1.577和 1.732，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水平，说明大中

型城市人力资本流动与集聚形成的规模效应，不仅带来劳动力要素回报率的提升

也带来了正外部性，对城市协调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中型城市的人才资本的

促进作用甚至高于大城市，说明大城市拥挤效应带来的负面效应开始抵消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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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红利；而对于小城市，回归系数符号为负，说明人才流出拉大了与大中型城

市的发展差距，应该建立健全人才资源市场建设，实现人才回流。（4）城市规

模比（citysize）在大城市的回归系数为 0.056，在 1%置信区间上的显著，说明

大城市是城市群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中型城市的回归系

数是-0.080，说明中型城市发展不充分不平衡，能够承接大城市产业转移的城市

数量较少，难以支撑城市群整体发展。

6.3 稳健性分析

为进一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节将采用当前研究领域中广泛应用的三

种稳健性检验手段。其一，调整空间权重的设定方式。具体地，将原先采用的经

济距离矩阵更替为空间邻接矩阵。鉴于舟山市在地理布局上与长三角城市群的其

他城市并无直接相邻关系，故在本文的设定中，特别将其与宁波市视作相邻。通

过下表所展示的回归结果，可见在更换空间权重矩阵后，该模型在统计意义上仍

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的符号保持一致，从而再次印证了回归结果的稳

健性。

二是替换被解释变量，在验证回归结果稳健性的过程中，本文采用了替换被

解释变量的方法。具体而言，原被解释变量“城市协调发展程度”（coor）被替换

为其他相关指标，以进一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原文中用于衡量城市协调发展水

平的指标，源于 4.3章节的综合评价，它全面涵盖了城市经济系统、社会系统、

科技创新系统以及生态系统的整合情况。考虑到人均 GDP作为普遍用于反映城

市发展状况的经济指标，其替代城市协调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选

用人均 GDP作为替代指标，能够有效地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根据下表所展

示的结果，无论是使用替换后的被解释变量——人均生产总值，还是原来的综合

指标，核心解释变量“劳动力流动”（lab）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均呈现出显著的

正向效应。这一结果不仅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而且与基准回归的符号保持

一致，从而再次确认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通过这一方法，本文进一步增强了研

究结论的可靠性和普适性。

三是通过增加控制变量的方式。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因素纷繁复杂，本研究

引入了一个新的控制变量——地方城市竞争程度比，以更全面地考察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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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城市竞争程度比，作为衡量地方政府间竞争强度的指标，在要素流动、地方

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供给、城市规模分布与区域发展等多个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

的角色（赵勇、齐讴歌，2015）。具体而言，本文采用城市 i的非公共财政支出

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地方城市竞争程度比的度量标准。其中，非公共财政

支出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与科学支出、教育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以

及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之间的差额。

根据下表所示的结果，引入控制变量地方城市竞争程度比后，核心解释变量

的影响方向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这进一步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这一

发现为我们深入理解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依据。

表 6.5 替换空间权重矩阵、替换被解释被解释变量、增加控制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基准回归-SDM 替换空间矩阵 替换被解释变量 增加控制变量

coor coor lnpgdp coor
lab 0.0306

***
0.035

***
0.035

***
0.027

***

-3.33 -5.11 -3.94 -3.62

finance 0.0370
***

0.050
***

0.035
***

0.050
***

-6.4 -9.07 -6.16 -9.3

construct 0.0361*** 0.025*** 0.038*** 0.018**

-3.9 -3.08 -4.13 -2.2

rhuman 1.080
***

0.878
***

1.055
***

0.966
***

-11.23 -8.58 -11.15 -9.42

citysize 0.105*** 0.109*** 0.106*** 0.110***

-24.88 -24.97 -24.750 -25.79

compete 0.136
***

-3.77

注：***、**、*分别表示回归结果通过了1%、5%、10%的显著性水平

6.4 进一步研究

城市群中劳动力流动程度的不同会影响城市群分工体系，分工体系通过产业

链的延伸，会使得不同城市之间形成不同水平的协调发展水平。门槛效应是指在

自变量达到一定水平之前，其对因变量的影响并不明显或者不存在，但一旦超过

了门槛值，两者就会存在影响。因此，本文利用面板门槛效应检验劳动力流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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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会对城市群协调发展产生影响，面板门槛模型的表达式有：

������ = �0 + �1����� ∗ �(����� ≤ �) + �2����� ∗ �(����� ≥ �) + �3����������� + �� + �� + ���

其中，门槛变量是城市功能分工指数，θ为门槛值。I( ∙ )为指示函数，当满

足括号内条件时取值为 1，反之为 0.Contronls 仍然表示控制变量。

根据面板门槛个数回归结果（见 6.6）知，单门槛回归结果显著，双门槛和

三门槛检验结果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水平，因此本文采用面板单门槛检验。

表 6.6 面板门槛模型检验结果

模型 门槛值 P 值 10%界值水平 5%临界值水平 1%临界值水平

单门槛 1.8 0.07 23.37 30.93 42.29

下表 6.7 是面板单门槛检验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指数的门槛值为

1.8，即当城市群范围内劳动力流动小于 1.8 这个临界值时，会促进城市群功能

分工水平的深化，城市之间通过分工协作形成利益共享机制，进而有利于实现城

市群的协调发展；而当城市群范围内劳动力流动指数大于 1.8 时，城市群内部城

市协调程度会进一步因为分工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提升。此时，空间功能分工的深

化有助于根据不同城市的比较优势将产业在城市之间进行精细化地分配，这不仅

增强了城市群中产业结构的完整性，还能够通过突破城市之间局域化分工模式强

化城市之间的连锁关系，城市群经济增长模式应从单一聚集向多元聚集与分散发

展相结合转变，实现经济多元化与可持续发展。这要求在城市规划、产业协同和

交通网络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科学设计，以确保平稳转型并带来实际发展成果。

最终形成错位发展、互利共赢的城市利益共同体，有利于加快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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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 门槛值估计结果

城市协调水平 门槛值 95%的置信区间

������<1.8 0.0304 (0.0055,0.0554)

������ ≥1.8 0.0524 (0.0202,0.0845)

以上分析可知长三角城市群的提升而不断深化与优化，并且这个范围与分工

临界值是动态的，会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上升不断变化。另外为了面板门槛效应

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文对其进行似然检验（LR），从下图可知本文检验结果符

合单门槛检验标准。

图 6.1 城市协调发展程度单一门槛估计结果

6.5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检验劳动力流动通过城市群功能分工这一渠道影响

区域协调水平，验证了假说 2。在对空间计量模型分别进行实证检验，检验模型

异质性检验时，根据省份异质性和城市规模异质性检验，发现实证结果依然成立；

在稳健性检验中，通过更换空间权重矩阵，增加解释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三种

方法进行检验，实证结果依然显著，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可信。进一步，利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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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门槛模型发现劳动力流动与区域协调发展存在非线性关系，当劳动力流动水平

超过 1.8 这个门槛值的时候，城市群功能分工水平的提升会促进城市群协调发展，

而超越临界值时，城市群功能分工进一深化，对城市群的协调发展促进水平更加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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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与启示

7.1 结论

在以城市群作为空间研究单元时，研究劳动力流动对于城市群协调发展影响

机制的研究中，在理论与实证的分析中发现，城市群协调发展需要劳动力流动形

成合理的城市群功能分工体系，通过产业链的延伸与发展，带动低等级城市加入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破除劳动力流动的藩篱，形成分工合理，错位发展的城市群

空间结构。要素流动对城市群的产业结构和空间格局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要素流

动的效应使得城市群中的产业结构更加多元化和专业化，各个城市间形成了相应

的产业分工和协同效应。要素流动也推动了城市群内部和城市群之间的空间格局

变化，加强了城市群的内外联系和互动

7.2 启示

“促进劳动力流动，人才跨地区畅通流动”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流动是推动城市群功能分工、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

但我国的劳动力流动受制于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等多方面限制。所以，在今后的

要以中心城市为主，优化产业结构，以产业共生为抓手，激发分工动力，以市场

一体化为驱动，破除要素流动障碍。落实积分落户机制，减少高技能劳动力的错

配，减少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动限制，形成高低技能劳动力互补，最终，形成产业

错配，相互联系的分工体系，最终实现城市群一体化建设和协调发展。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需要各个梯度的城市相互作用，允许经济发展差

距的存在，同时也要正视这种差距，从积极角度看待地区间发展差距，利用差距

缩小差距才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头。这需要政府和市场积极配合，才能保

证变差距为动力。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几方面意见：

7.2.1 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

1.建立跨城市群的人才交流机制：政府可以引导企业和研究机构建立人才交

流平台，鼓励专业人才在城市群内跨城流动。通过设立奖励措施，激励人才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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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城市群之间分享知识和经验。

2.设立跨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劳动者在城市

群内的流动不会因社会保障差异而受到影响。政府可以推动各地区社会保障体系

的协同，确保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流动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便利性。

7.2.2 推动城市群分工协作的体系建设

1.构建城市群间的专业化产业链：鼓励城市群内各城市在产业链上形成互补，

通过共建共享的方式建立产业合作体系。政府可以提供财政和税收激励，引导企

业在城市群内合理分工，形成错位发展。

2.建设城市群间的研发创新网络：通过设立研发基地和创新平台，推动城市

群内各城市在科技创新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政府可以提供研发经费和知识产权保

护支持，加强城市群内的研发能力，促进产业技术的共享和创新。

以上政策建议旨在打破现有劳动力流动和城市群发展中的壁垒，促进各城市

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形成更加有机、协同的城市群发展体系。政府在推动这些措

施时应综合考虑各城市的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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