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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阶层空间集聚与区域劳动生产率差异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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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章运用创意阶层和集聚经济相关理论，基于中国３０个省域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

面板数据，考察了创意阶层的空间集聚效应。研究表明，创意阶层空间集聚对劳动生产率



量）和多样性（人口、种族等）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因此，一个宽容的、开放的

和多样化的区域能够吸引“源源不断”的创意 阶 层（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ｌａｓｓ）流 向 该 地

区，并使该区域成为一块“创意人才磁铁”，进而引来高技术产业集聚，由此带

来的创意生态圈将推动区 域 经 济 增 长（



其中，Ｎｉ 表示总的 就 业 规 模，Ｎｉ／Ａｉ 则 表 示 单 位 土 地 面 积 的 劳 动 力 数 量，即

（１）式中的 ｎ；Ｋｉ 表 示 总 资 本 存 量，Ｋｉ／Ａｉ 则 表 示 单 位 土 地 面 积 资 本 数 量，即

（１）式中的ｋ。通过对（２）式的变换可以求得第ｉ个区域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为：

　　Ｑｉ／Ｎｉ＝Ωλ
ｉ（Ｃｉ／Ａｉ）αβλ（Ｋｉ／Ｎｉ）αλ（１－β）（Ｎｉ／Ａｉ）αλ－１　Ａαβλ

ｉ （３）

其中，Ｑ



影响，在（６）式中需加入时间影响，实际估计方程为：

　　ｌｎ（ｗａｇｅｉｔ）＝α０＋α１ｌｎ（Ｃｉｔ／Ａｉｔ）＋α２ｌｎＰｉｔ＋α３ｌｎ（Ｕｒｂｉｔ）＋α４ｌｎ（ＭＳｒａｔｉｏｎｉｔ）

＋ｃｏｎｉｔ＋ｕｉｔ （６）

三、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一）数据来源。各省职工平均工资、创意阶层数量（经过修正的专业技术

人员）、发明专利授权量以及第二、



成了较完善的分析框架，本文沿用这种分析思路，即创新通过知识溢出效应、
产业联动效应和创新浪潮等途径促进区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弹性系数为 １．３５，即单位面积创意阶层集聚水

平提高１％，劳动生产率将提高１．３５个百分点。这验证了创意人才集聚效应

的存在。区域创新和城市化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这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期，但
是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产值比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理论预期不一致，可能

的解释是目前中国第二产业发展仍然是地区工资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传统

服务业所占比重仍然较高，使整体服务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低于工业部门。
表9　当期固定效应估计结果

自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常数项 ４．４９３５＊＊＊ ４．５３９２＊＊＊ ３．８４７２＊＊＊ ４．６９９４＊＊＊ ３．８７０１＊＊＊ ２．８３４１＊＊＊ １．７０１５＊＊

（１２．３８９） （１２．２０５） （７．４００） （１３．９５１） （７．５２８） （５．２５８） （１．９９５）

Ｌｎ（Ｃ／Ａ） １．３４６３＊＊＊ １．３１３９＊＊＊ １．７０４１＊＊＊ １．１６７５＊＊＊ １．６３６８＊＊＊ ２．２８９６＊＊＊ ２．８５９２＊＊＊

（６．６１４） （６．３９４） （５．９７０） （６．２６７） （５．６６６） （７．３４０） （５．６７９）

Ｌｎ（Ｐ） ０．３２９８＊＊＊ ０．３４５７＊＊＊ ０．３３１６＊＊＊ ０．３３０６＊＊＊ ０．３２２５＊＊＊ ０．２９３１＊＊＊ ０．３６０５＊＊＊

（１９．４８） （

７ １



化，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当三个交互项同时被引入模型５中，其回归结果与

模型２、模型３和模型４的结论基本一致。

　　上述主要结论基本印证了我们的理论预期，然而创意阶层的空间集聚效

应可能具有内生性，即创意阶层的空间集聚将带来区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

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区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吸引更多的创意阶层集聚该区

域，从而提高该区域的创意阶层集聚水平。由联立性所导致的内生性将引起

估计偏误。为此，



表6　带有滞后项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

自变量 模型８ 模型９ 模型１０ 模型１１ 模型１２ 模型１３

常数项 ４．２０１８＊＊＊ ４．７７３４＊＊＊ ４．３０４３＊＊＊ ３．９９８６＊＊＊ ５．０１７４＊＊＊ ４．４７０８＊＊＊

（１０．３４９） （１２．００１） （１０．４６６） （９．６９８） （１２．８９６） （７．８７０）

Ｌｎ（Ｃ／Ａ） １．３５７２＊＊＊ １．２１６１＊＊＊ １．５６５４＊＊＊ １．００６４＊＊＊ １．３６２７＊＊＊

（６．１５１） （４．８５９） （６．６４８） （４．２８３） （３．７４４）

Ｌｎ（Ｃ／Ａ）
滞后一期

１．４９００＊＊＊

（６．４６４）

Ｌｎ（Ｐ） ０．３２８６＊＊＊ ０．１８０５＊＊＊ ０．２９２１＊＊＊ ０．３２０１＊＊＊ ０．１６６２＊＊＊ ０．１５９７＊＊＊

（１５．３７２） （６．７０２） （１３．１００） （１５．３９６） （６．０４６） （５．７９６）

Ｌｎ（Ｕｒｂ） ０．１４９５＊＊＊ ０．１０１０＊＊ ０．１５８６＊＊＊ ０．１７１４＊＊＊ ０．１５１７＊＊＊ ０．１３７０＊＊＊

（２．７４６） （２．２０４） （３．０２６） （３．０００） （３．０６２） （２．７３１）

Ｌｎ（ＭＳｒａｔｉｏｎ） ０．３８６２＊＊＊ ０．４８０９＊＊＊ ０．３１５３＊＊＊ ０．４４９４＊＊＊ ０．５９４７＊＊＊ ０．５８６２＊＊＊

（３．９２９） （５．９８０） （３．２８８） （３．５７３） （５．３００） （５．２３２）

Ｌｎ（Ｃ／Ａ）×Ｌｎ（Ｐ）
滞后一期

０．０５９６＊＊＊ ０．０５５９＊＊＊ ０．０５４０＊＊＊

（６．９１７） （６．４７５） （６．３００）

Ｌｎ（Ｃ／Ａ）×Ｌｎ（Ｕｒｂ）
滞后一期

０．０８５６＊＊＊ ０．０５７０＊＊＊ ０．０４７６＊＊

（３．４１１） （２．５７８） （２．００２）

Ｌｎ（Ｃ／Ａ）×Ｌｎ（ＭＳｒａｔｉｏｎ）
滞后一期

－０．０５７９ －０．０９４５＊＊ －０．０７６２
（－１．０３９） （－２．００１） （－１．５５２）

Ａｄｊ．Ｒ２　 ０．８４７　 ０．８９０　 ０．８６８　 ０．８６７　 ０．８９５　 ０．９１１
观察数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构交互项滞后期的系数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这可能是三个交互

项同时引入模型中引起了多重共线杏1-1 1 Tf�0 01 TD�[(!)452(()4诠��0 Tr�9.703505 0 0 9.703505 0 -7.762804 Tm�31.425999 34.186004 TD�($)268011-18 358 m�269.799988 346.1000554628 0 -6.%57682 Tm�22.616669 78.976002 TD�[(&)189(a)] TJ�/F0 1-1 01 TD�[(!)4的 系 数 �0 Tr�7�0 9.703505 0 -9.a628 Tm�23.181暑 TD�[(U)372(A)] T01�03505 50 9样5 TD�!))

；a



的系数都为负但统计上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由于近年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

地”相关政策的实施，其产业结构得到一定调整但还不完善，城市化进程仍然

滞后。东北地区的回归结果反映了这一过渡阶段的特征。
表A　分区域固定效应估计结果

自变量
东部地区 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ＺＳＧＬＳ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ＺＳＧＬＳ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ＺＳＧＬＳ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ＺＳＧＬＳ

常数项
５．３４５７＊＊＊ ４．８８０７＊＊＊ １１．０３２１＊＊＊ ３０．６０２８＊＊＊ ４．７７７０＊＊＊ ２．００７＊＊ ２．１２０４＊＊＊ －０．３７４９

（８．３２９） （５．０２７） （３．０７７） （３．０８０） （８．０１８） （２．２８） （２．８４５） （－０．４３５）

Ｌｎ（Ｃ／Ａ） ０．５３５８＊＊ ０．７４９１＊ －２．５４２６＊ －１３．７７１７＊＊ １．３７３７＊＊＊ ３．６２３９＊＊＊ ３．４６１４＊＊＊ ５．３６２２



化产业结构，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而创意阶层集聚通过提高区域创新和

城市化水平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效应具有显著的滞后性。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

分区域探讨则进一步验证了创意阶层集聚效应的存在性，也增强了本研究的

可信性。相关政策启示为：第一，各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加大人才引进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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