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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空间权重法和空间虚拟变量法设计了中国地区失业率邻居效应变量，并将 

其加入地区失业率模型后使用1995—2007年中国省域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中 

国地区失业率邻居效应显著存在，这表明毗邻省份失业情况会明显影响本地区失业率水平， 

这意味着本省在进行就业政策制定时需考虑毗邻省份的实际情况，与此同时，毗邻省份间的 

充分沟通与合作应成为减少本省遭受外部失业冲击影响的可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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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we explore whether the neighborhood effect exists in China． After 

incorporating the neighborhood effect variables designed by spatial—weighted method and spatial 

dummy variable method into the regional unemployment rate model and utilizing the related 

provincial data during 1995 and 2007，some interesting findings are found．The result suggests that 

neighborhood effect on regional unemployment rate is significant in China， which means the 

unemployment level of neighbor provinces will affect the target provinces significantly．It implies the 

related situation of the neighbor provinces should be seriously considered when the employment— 

enhancing policies are made in one province．What's more，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the adjacent provinces should be the possible ways to lower the risk that one province is affected by 

the unemployment shock from out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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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域失业率十几年来呈现均值上升和标准差收敛的趋势 (见表1)，这表明中国地区失业率 

存在某种程度的趋同现象。然而中国地区失业率在此前研究中仅被认为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 

程度、产业结构与所有制结构、年龄结构和教育发展水平等本地因素相关，因而无法解释上述趋同现 

象。本文认为要素流动在中国趋于自由，地区间经济互动日益加深，某地区失业状况受其毗邻地区失 

业状况影响进而产生邻居效应的可能性随之增大。本文研究重点正是通过设计和计算中国地区失业率 

邻居效应影响变量，并重构地区失业率模型，进而实证分析 1995～2007年相关数据以确定邻居效应 

对中国地区失业率的实际影响。 

表 1 中国省级失业率统计量表 (1995—2007) 

生 垦 笪 量尘笪 堡堕 塑笪 堡 薹 堡 量 笪 垦 堡 堡堕 塑笪 壅薹 
1995 7．4 0．4 7．0 3．24 1．52 2002 6．5 1．4 5．1 3．88 0．82 

1996 7．2 0．6 6．6 3．34 1．48 2003 6．5 1．4 5．1 3．91 0．82 

1997 7．4 0．7 6．7 3．45 1．48 2004 6．5 1．3 5．2 3．93 0．82 

1998 4．7 0．7 4．0 2．92 0．80 2005 7．6 2．1 5．5 4．02 0．94 

1999 4．5 0．6 3．9 2．99 0．73 2006 5．1 2．0 3．1 3．85 0．59 

2000 4．6 0．8 3．8 3．13 0．70 2007 4．3 1．8 2．5 3．72 0．57 

2001 5 5 1．2 4．3 3．53 0．74 

数据来源：各变量统计量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1995～2007年相关数据计算获得。 

一

、 模型建立、邻居效应变量设计与解释变量选择 

1．模型建立 

莫荷 (Molho)、泰勒与布莱利 (Taylor and Bradley)以及莫菲和佩尼 (Murphy and Payne)认为 

地区失业率受到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等地区劳动力市场特征的影响u ，江丰富 (Jiang)则认为宏 

观经济因素同样可以影响地区失业率 。考虑到中国与西方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差异，本文研究加入 

了表征此种差异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因素，并与宏观经济因素共同构成地区劳动力市场经济环境因素。 

同时，本文加入邻居效应变量以反映地区失业率间的相互影响。因此，本文地区失业率单等式模型可 

表示为： 
n m Z 

=OZ +∑ +∑咖梳E +∑ ⅣPf+占① (1) 
J=1 k=1 h=1 

／／, m f 

其中∑ 、∑咖 E 和∑ 分别代表f年、 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特征、经济环境和邻居效应 

三类解释变量。 

2．邻居效应变量设计 

本文采用空间权重法与虚拟变量法设计邻居效应变量。根据拉佩巴洛 (Lopez—Bazo)与尼布荷 

(Niebuhr)的研究 ，本文定义i省邻居效应空间权重变量SWU 为∑ ／∑ ，其中 为空间权 
J=1 ，：1- 
≠ j~,i 

重，并设定当 i省与 省拥有共同边界时 =1，否则为0，故 SWU 可表示 i省相邻省份失业率的平均水 

平。由于周边省份失业率平均水平的上升意味着周边经济环境的恶化和可能的劳工移人，这些都会增加 

本省就业压力进而可能推动失业率上升，所以本文预期邻居效应空间权重变量与本地失业率之间存在 

正向关系。 

此外，毗邻省份较多意味着遭受外部失业冲击的不确定性越大。因此，本文采用毗邻省份数目虚 

拟变量Ⅳ肋 以表示本省对周边省份失业率影响的控制难度，并设定若该省的邻近省份数目不大于4，则 

ⅣPD =0，否则 Ⅳ尸D =1②。同时本文采用东西地区虚拟变量 LCT来消除东西部地域差异对地区失业率 

① 本文根据省级行政区域划分地区，并在实证研究中采用城镇登记失业率表示省域失业率的大小。 
② 中国各省邻近省份数目多分布于2至7之间，故采取中值 4作为分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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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并设定中国东半部省份 LCT=1，其他西半部省份 LCT：0。 

3．解释变量选择 

区域劳动力市场特征变量分为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本两类，此次研究使用第一产业劳动人数占比 

(PRIME )、第三产业劳动人数占比(TERTIARYi． )与建筑业用工人数占比(CSTRU )来描述当地产 

业结构，并预期第一、三产业和建筑业对于劳动力的大量吸收将促使上述三个变量均与地区失业率负相 

关。同时本文使用地 区低教育程度劳动人数 占比(LOWEDUi． )和 中等教育程度 劳动人数 占比 

(MIDEDUi． )体现本地人力资本状况，并根据人力资本含量较低的人群较易失业推断地区低教育程度 

劳动人数占比与区域失业率正相关，而地区中等教育程度劳动人数占比与其负相关。此外，本次研究结 

合中国劳动力市场特色提出四个地区经济环境变量，其分别为地区新投产基本建设项目数(NITEM )， 

地区人均交通线路长度(TRANSIND )、地区国有企业人数占总劳动力人数比重(SOE )，以及地区失 

业人员平均拥有职业介绍所个数(AGTIND )。各变量定义与统计量详见表2。 

表 2 变量定义与计算 

数据来源：各变量统计量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1995～2007年相关数据计算获得。 

注：SWUi,t变量依据陈丁、张顺在 《中国省域经济增长邻居效应的实证研究》中所提供的中国各省毗邻省份列表对各省失业率空 

间加权后计算获得。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1．实证结果简述 

为充分研究各类因素的影响效果，本文采用 3种模型进行分析，其中模型 1同时考虑了地区劳动 

力市场特征因素和地区经济环境变量；模型2则结合了地区劳动力市场特征与邻居效应因素；模型3 

中则包括全部三类因素。使用中国1995—2007年各省相关数据对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所得实证结果 

见表 3。 

对比分析调整后 R平方与德宾一沃森检定量 (Durbin—Watson Statistic)发现，模型 1解释能力与稳 

定性均不理想，表明地区劳动力市场特征及经济环境因素不足以解释中国地区失业率；模型2因加入 

邻居效应因素而趋于稳定，但解释能力欠缺；模型3中因同时包含三类因素而兼备稳定性与解释能 

力。此结果表明邻居效应的加入完善了中国地区失业率模型。 

2．实证结果分析 

就邻居效应变量实证结果而言，模型2、3中的邻居效应空间权重变量系数均在99％的置信区间 

内显著，毗邻省份数 目虚拟变量在模型3中同样显著存在，这表明中国地区失业率明显受到邻居效应 

影响，且影响强度与周边邻近省份失业率的加权水平存在正向关系，同时相邻省份增多也会加剧此种 

影响。东西地区虚拟变量在模型2、3中均显著与地区失业率负相关，说明我国地区失业率明显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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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差异，其中东部省份失业率显著偏低。 

就地区劳动力市场特征变量的实证结 

果而言，第一产业劳动人数占比和第三产 

业劳动人数占比回归系数在模型 1、2、3 

中均与地区失业率呈现显著负相关，这印 

证了中国第一产业的劳动吸收功能，以及 

第三产业发展对地区失业率的抑制作用。 

此外，地区低教育程度劳动人数 占比与地 

区中等教育程度劳动人数占比系数在模型 

3中与地区失业率显著相关，其中地区中 

等教育程度劳动人数 占比系数为负，表明 

劳动力教育水平较高可降低地区失业率； 

而地区低教育程度劳动人数 占比系数为 

负，则表明中国当前产业结构对教育程度 

不高的劳动力人群仍有较强需求，此时教 

育程度不高者反而可能较为容易找到工 

作。建筑业用工人数占比系数在模型 1、3 

中均显著为负，这不仅证明了建筑业的发 

展有利于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同时再次 

印证地区低教育程度劳动人数占比与地区 

失业率 间的负 向关 系在 中国是 可能存 

在的。 

作为经济环境变量，地区新投产基本 

建设项 目数系数在模型 1、3中显著为负， 

说明投产基础建设项 目可为降低当地失业 

率提供积极环境。地区国有企业人数占比 

系数在模型3中显著为负，表明国有企业 

表 3 实证结果 1995～2007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1％下系数显著，括号中为 t统计 
量值。 

大量吸收劳动力的经济环境有利于地区失业率的下降。地区失业人员平均拥有职业介绍所个数系数在 

模型 1、3中显著为负，证明职业介绍机构可以加强劳动力供求双方的信息沟通，加速劳动力流转， 

进而对降低地区失业率起到积极作用。此外，地区人均交通线路长度系数在模型3中显著为正，表明 

交通环境对地区失业率具有直接影响，便利的交通条件会促进本地区失业率的上升，这一现象也说明 

在地区劳动力市场相互影响日益频繁的今天，便利的交通条件会促进周边地区过剩劳动力的涌人，特 

别是周边地区失业率上升的时候，更多劳动力的涌入可能给本地就业造成可观的压力，进而推高本地 

失业率，此结果间接反映出中国地区失业率邻居效应的存在。 

三、总结及其政策建议 

本文着重就中国地区失业率的邻居效应展开讨论与分析。文中使用区域劳动力市场特征因素、经 

济环境因素和邻居效应影响因素构建了新的中国地区失业率单等式模型，并使用1995—2007年中国 

各省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确认了中国地区失业率邻居效应的显著存在，与此同时，其他 

各变量也基本通过了显著性检测。综上，我们认为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特征及其经济环境对当地失 

业率仍起到重要影响，除此之外，周边地区失业率对本地失业率的扰动也不可忽视，这提示我们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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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地区就业政策时，应同时掌握和考虑毗邻地区的就业情况，预防周边地区劳动力过度涌入应成为降 

低本地失业率的可能措施。此外，鉴于地区间联动效果 日益加强，邻近省份在劳动力市场政策方面应该 

增强联系与合作，以预防外部冲击对于本地劳动力市场的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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