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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的 $%&’&()* +)*,- 为./012345/ 所

以可以认为残差 序 列 是 平 稳 的 ， 即 -&6
7"8。于是可以得到结论，我国第三产业产

值和 9:;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他们两者

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方程为：

*<=79:;8>/02244"?/5@"03//423"A1/B*<=
7C;8

由此可知，长期内，我国第三产业产

值 每 变 动 !#，9:; 同 方 向 变 动 "03/#。

即从长期来说，我国 9:; 对第三产业的

弹性为 "03/。

根据 9%)D=-% 定 理 ， 如 果 两 变 量 之

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一定存在误差修

正模型的形式。

用 -(E 表示模型中 的 残 差 序 列 ，建

立如下误差修正模型：

!*<= 79:;8’>$!@$/B!*<= 7C;8’@$2B
!*<=79:;8’.!@$?B!*<=79:;8’./@$5-(E’@,’

用软件估计其中参数值，得到：

!*<= 79:;8’ >."0"!3 @"033/ B!*<=
7C;8’@"022?B!*<= 79:;8’.!."0/4"B!*<=
79:;8’./@"0/2"-(E’

F/ >"03A3 F/ >"035! G0H0 >"0"2?
:I>!02?/ J>!103!1
又由 ! 式得知：

-(E’>*<=79:;8’.
/02244"?/5."03//423"A1/B*<=7C;8’
所以：

!*<= 79:;8’ >."0"!3 @"033/ B!*<=
7C;8’ @"022? B !*<= 79:;8’ .! .
"0/4"B!*<= 79:;8’ ./@"0/2" K*<=
79:;8’ ./02244"?/5 .
"03//423"A1/B*<=7C;8’L

五、模型分析

从 模 型 的 各 项 指 标 来 看

F/>"03A3， 模 型 的 拟 合 优 度 不

错。JMJ"0"5>20!3，总体回归返程

存在显著 的 线 性 关 系 。 其 他 各

项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误差

修正项系数（"0/2）意味着上一年度的非

均 衡 误 差 以 /2# 的 比 率 对 本 年 度 的

!*<=79:;8’ 作出正向修正。

根据模型，被解释变量的波动可以

分为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两部分，短期

波动由各变量的差分项来反映，长期均

衡部分由误差项得到反映。模型表明第

三 产 业 产 值 和 9:; 之 间 存 在 着 密 切 的

关系，短期内，第三产业产值的变动将引

起 9:; 的变动。本期（对数）的第三产业

产值增加一个单位，使 得 本 期（对 数 ）的

9:; 增量增加 "033/ 个单位。上一期（对

数）9:; 增加一个单位，使得本期（对数）

9:; 增加 "022? 个单位。而上两期 （对

数）9:; 增加一个单位，使得本期 9:;
减少（对数）"0/4 个单位。本期的非均衡

误 差 以 "0/2 的 比 率 对 本 期 （ 对 数 ）的

9:; 作出修正，一旦短期波动偏离了长

期均衡关系的轨道，误差修正机制的存

在能纠正这种偏离，并使第三产业产值

与 9:; 之 间 的 关 系 回 到 长 期 均 衡 关 系

的轨道。

（作者单位 N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信息学院）

（责任编辑 N 浩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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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我 国 经 济 步 入 中 心 城 市 带 动 经

济发展新阶段的历史条件下，城区经济

特别是大中城市中心城区经济获得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基于城市聚集和辐射功

能，中心城区成为城市乃至区域的聚集

汇和辐射源，并形成竞争优势。中心城区

在所在城市经济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中找

准定位，发展优势服务产业和特色经济，

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提升城市

竞争力、促进城市经济持续、快速、稳定、

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中心城区的聚集汇和辐射源功

能

城市在一定范围内通常能够作为国

家或区域的聚集中心而发挥作用。对于

城市来说，中心城区就是城市的 “聚集

汇”。中心城区是在一个城市中处在城市

中心位置的城区，是城市的核心所在，发

挥着经济、文化、政治中心的作用。

资源、人才 、资 金 首 先 向 城 市 聚 集 ，

而中心城区又是城市资金流、信息流、物

资流、人才流的汇集中心。中心城区将聚

集在城市的资源、人才、资金进行了再一

次的汇聚，加大了整合力度，增强了创新

能力，形成强大的内聚力，有效地完善城

市的集聚功能。借助 “聚集汇”的效应，

中心城区发挥资源、人才、资金高度密集

的 优 势 ，成 为 生 产 、金 融 、贸 易 、交 通 运

输、信息和服务的中心。通过金融服务、

商业服务、信息传播、文化娱乐、教育、技

术转让、资本输出等多种方式服务于周

边地区，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成为区

域 经 济

发 展 的

“ 辐 射

源”。从

产 业 扩

散 角 度

看 ，由

于 中 心

城 区 位

于 城 市

的 核 心

地 带 ，

随 着 产

业 结 构

的 不 断

调 整 ，

将 许 多

产 业 向

辖 区 外

转 移 的

过 程 形

成 了 向

周边地区“辐射”的过程。所以，无论是从

市场需求或是产业发展来看，作为城市

经济发展的“源 ”，中 心 城 区 有 不 可 低 估

的输出作用。

二、中心城区的经济优势

"丘勇才 罗乐勤

论中心城区的经济优势与特色经济发展

表 ! 部分中心城区与所属城市经济密度的比较

城区

名称

厦门市思明区

厦门市湖里区

西安市碑林区

武汉市武昌区

武汉市江汉区

天津市和平区

沈阳市和平区

上海市徐汇区

青岛市市北区

青岛市市南区

宁波市海曙区

南京市鼓楼区

南京市白下区

哈尔滨道里区

哈尔滨南岗区

大连市中山区

成都市青羊区

长春市宽城区

北京市东城区

城区经济密度>9:; N
总面积（亿元 N 平方公里）

!0""!1
"04/3"
"0A4/4
"0??53
!0"1/A
505!""
!03A!"
!023!?
!0"42?
!02122
"0A451
"01?!4
"03"""
"0!!A?
"0?"24
"01243
"0?/15
"0!555
50/4A5

所属

城市

厦门

厦门

西安

武汉

武汉

天津

沈阳

上海

青岛

青岛

宁波

南京

南京

哈尔滨

哈尔滨

大连

成都

长春

北京

城市经济密度>9:; N 总
面积（亿元 N 平方公里）

"0?3?!
"0?3?!
"0"A?2
"0!A54
"0!A54
"0/"52
"0!/25
"0A35A
"0!14!
"0!14!
"0!A"3
"0/2A5
"0/2A5
"0"/14
"0"/14
"0!/A3
"0!5!"
"0"15"
"0/!4A

城区经济密度 N
城市经济密度

/0"4
!05"
!"02!
/0/3
50?2
/1032
!502!
!0?"
10?/
30!1
50!!
/013
202?
?0?3
!50!?
?0A!
/03/
/02A
/?0//

资料来源：城区资料来源于 /""2 年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中心城区统计协会资料汇编，城

市资料来源于《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统计资料汇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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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效益优势

由于中心城区的聚集汇和辐射源效

应，使中心城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

优势。中心城区已经成为组织高效率生

产、高效率流通、高效率消费和社会高效

率管理的重要纽带 ! 成为城市经济的重

要增长极，发挥巨大的经济效益。从中心

城区与所属城市经济密度的统计数据对

比可以得到说明。

表 " 资料显示，中心城区的经济效

益远远大于所在城市。中心城区的经济

密度一般可以达到所在城市经济密度的

两倍以上。表 " 中，中心城区与城市经济

密 度 之 比 最 大 的 是 天 津 市 和 平 区 ，为

#$%&’ 倍。

（二）产业竞争优势

城市经济的发展不一定在于城市产

业的全面发展，而在于城市在区域经济

发展中是否拥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或产业

群。由于中心城区占据区位优势，是各种

资源的聚集地，其经济要素的供给能够

满足产业优化发展的要求。同时中心城

区经济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系统，因此中

心城区社会化大生产程度高、生产社会

分工细致、专业化协作最强。此外，由于

空间的有限性，中心城区产业聚集会形

成 产 业

和 产 业

之 间 的

相 互 竞

争 ，这

些 竞 争

的 结 果

使 中 心

城 区 的

产 业 不

断 优 化

和 产 业

的 离 心

扩 散 。

一 些 成

本 高 、

比 较 利

益 低 下

和 缺 乏

竞 争 优

势的产业自动退出中心城区，形成优先

向优质行业和 现 代 服 务 业 发 展 的 格 局 。

以深圳市中心城区福田区为例，"(($ 年

和 #))" 年两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显示，

五年来福田区的农林牧渔、采掘业快速

萎缩，制造业的下降速度也很快，第三产

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中，在交通运输、

仓储及邮电、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等传

统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房地产业和

社会服务业强劲增长，尤其是社会服务

业 发 展 很 快 ， 其 单 位 数 比 重 达 到

##%"’*，+ 年中增长了 "%&$ 倍（见表 #）。

中心城区通过产业转移，向科技服务、金

融证券、咨询信息、房 地 产 、商 业 服 务 业

发展，逐步实现“退一、优二、扩 三 ”的 发

展格局，第三产业占有绝对优势。表 ’ 是

我国部分城市中心城区第三产业占 ,-.
比重数据，数据显示除厦门市湖里区和

武 汉 市 江 汉 区 第 三 产 业 比 重 在 +)*以

下，绝大多数中心城区第三产业比重都

$)*以上，北京市东城区和天津市和平

区第三产业比重超过 (+*，几乎覆盖全

区经济。

三、发展特色经济培育中心城区持

续竞争力

中心城区产业率先于城市产业结构

转化升级，主要是由于中心城区的区位

优势、人才优势、资金优势、市场优势、政

策优势、创新优势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城

市 经 济 从 由 于 工 业 的 聚 集 效 应 得 到 发

展，到城市经济进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

时期，城市的经济功能实现了从低级向

高级的发展。目前，在我国较发达的城市

中形成了一些特色经济，如总部经济、特

色旅游、金融中心、物流中心、会展经济、

中介服务等。以总部经济为例，随着城市

经济的发展和 城 市 建 设 的 不 断 推 进 ，生

产企业尤其是科技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

型企业逐步外迁。同时，部分企业又把企

业的公司总部，包括 销 售 、研 发 、资 本 运

作、战略管理等部门留在城市里，使企业

在空间上实现脑体分离。总部经济是发

达城市以其良好发展环境、区位比较优

势、吸引企业集团的总部或具有总部派

出性质的各种机构、组织（分支机构或研

发、营销中心）的聚集，发挥集聚、辐射效

应。企业的生产加工基地通过各种形式

分布在成本比较低的周边地区，从而形

成合理的价 值 链 分 工 的 一 种 经 济 形 态 。

发展优势产 业 和 具 有 特 色 的 优 质 经 济 ，

已经成为有一定竞争实力的中心城区追

求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一个城市的中心城区能否发展类似

于总部经济 这 样 具 有 特 色 的 优 质 经 济 ？

需要其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资源和要素

组合，并借助整个城市在更大范围中的

地位或影响，在资源配置中所表现出的

优于其它相关区域的能力。这种能力既

是一个中心城区长期发展的积累，也是

中心城区主导功能定位和特定目标实施

的结果。一般而言，中心城区经济功能定

位应该以城市为依托，构筑“一 般 功 能 /
主导功能”的发展模式。就中心城区的一

般功能而言，是指中心城区一般的综合

服务功能和 经 济 发 展 功 能 ， 如 行 政 、教

育、商业、医疗、交通等，满足生产生活的

基本需要；就主导功能而言，它是指在一

般功能基础上，强调在产业、资源等某个

或某几个占优势的方面，依据所在城市

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和资源、区位优势

和科技水平，发展具有特色和优势的经

济，提高中心城区经济的竞争力，拉动中

心城区经济和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并服

务于周边地区。

中心城区发展特色经济应该从以下

几个方面考虑 0第一，准确定位。中心城

区应在各种有利的条件下，找准定位，确

立目标。中心城区经济发展战略定位应

参照城市发展战略定位的体系，明确导

向和发展目标准确定位，选择特色经济

模式，努力培育发展特色经济的基本要

素。第二，发挥资源优势。这些资源包括

自 然 资 源 1如 区 位 、旅 游 、土 地 和 海 洋 资

源2 、人文资源1名人和历史文化2 、市场

资讯资源和基础设施资源等。中心城区

特色经济发展的选择必须有利于发挥这

些优势 !把优势产业 做 大 做 强 !把 特 色 产

品做深做精，使有优势、有特色的产业成

为 中 心 城 区 经 济 发 展 强 有 力 的 产 业 依

托。此外，选择中心城区经济的发展道路

要有前瞻性!必须体现科学的发展观，有

利于可持续发展，充分体现人与自然、经

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作者单位 3 厦门大学计划统计系）

（责任编辑 3 亦 民）

表 # 深圳福田区基本单位行业分布情况

行 业

合计

"%农林牧渔业

#%采掘业

’%制造业

4%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地质勘探业水利管理业

5%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业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金融、保险业

")%房地产业

""%社会服务业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视

"4%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其他行业

单位数（个）

"#&+(
$)
&

#5)5
"+
’5#
+

#’+
+’+)
’&’
4#"
"$&4
($
#5&
’’4
$45
#(4

比重（*）

"))
)%#’
)%)$
#"%)’
)%"#
#%&(
)%)4
"%&’
4"%$"
#%(&
’%#5
"’%"
)%5+
#%"$
#%$)
+%)’
#%#&

单位数（个）

#"554
"5
’

#"((
#+
+4+
"4
$)’
(4&#
+#(
")5#
4&"&
"5)
+4$
+5&
$#4
+4(

比重（*）

"))
)%)&
)%)"
")%")
)%""
#%+)
)%)$
#%55
4’%++
#%4’
4%(#
##%"’
)%5&
#%+"
#%$+
#%&5
#%+’

“二普”比

“一普”增长

$(%’’*
64’%’4*
6$#%+)*
6"&%&)*
$$%$)*
4$%+)*
"%&) 倍

"%+$ 倍

55%#’*
’&%")*
"%++ 倍

"%&$ 倍

55%)&*
($%4)*
5’%)+*
6’%++*
&$%5’*

"(($ 年“一普” #))" 年“二普”

资料来源：深圳市福田区统计局编《深圳市福田区统计年鉴 #))#》。

表 ’ 部分城市中心城区第三产业占 ,-. 比重

中心城区

厦门市思明区

北京市东城区

上海市徐汇区

南京市鼓楼区

武汉市武昌区

成都市青羊区

沈阳市和平区

长春市宽城区

宁波市海曙区

天津市和平区

百分比

$)%’)
($%+)
&)%)+
$#%+&
&’%"+
$’%5(
&)%’"
$5%)’
5"%5(
(5%&#

中心城区

济南市历下区

大连市中山区

厦门市湖里区

青岛市市北区

西安市碑林区

哈尔滨市道里区

哈尔滨市南岗区

南京市白下区

武汉市江汉区

青岛市市南区

百分比

$4%)(
5(%#(
4&%")
5(%"+
$"%$&
+)%))
+#%"5
$&%5+
4’%’&
&$%)$

资料来源：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中心城区统计协

会资料汇编。

789,78:;9,<=9,经济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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