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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经济集聚机制，建立了一个城市体系人口规模分布演化影响 

因素的综合分析框架，并基于zipf法则构建了城市人1：7规模分布演化的计量模型，然后采 

用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经济地 

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与经济政策因素均显著影响城市人口规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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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comprehens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including factors that affecting the evolu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size distribution，and we 

build a econometric model based on Zipf's law．then we test 284 cities’panel data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09． The results show that economic geography factors，new economic geography factors 

and economic policy factors all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urban population size distribu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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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及文献综述 

德国地理学家菲利克斯 (Felix Auerbach)通过分析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情况首次发现了一个惊人 

而有趣的经验事实：在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城市体系中，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其在城市体系中按人口规模 

所处排序的乘积是一个常数n]。齐普夫 (George Zipf)随后收集了许多在社会科学中符合该经验规律 

的现象，并进行了阐释[2]。为了纪念其研究成果，这一城市体系规模分布演化的位序一规模定律后 

来常被称为Zipf法则。这一统计规律 自提出之后，众多的欧美学者采用 Zipf法则针对不同地区或时 

期的城市样本数据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其中罗森 (Rosen)和雷斯尼克 (Resnick)的经典研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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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符合 Zipf法则 J。克鲁格曼 (Krugman)用美国数据证实 Zipf法则成立，且估计 

参数几乎不随时间而变化 J。盖柏科 (Gabaix)则认为 Zipf法则是经济学或社会科学中最显而易见 

的经验事实之一 J。伊通 (Eaton)和埃克斯坦 (Eckstein)的研究发现，zipf法则在 日本和法国也几 

乎是成立的，并且不随时间而变化 J。也有一部分学者对 zipf法则持怀疑态度，布莱克 (Black)和 

亨德森 (Henderson)认为，一般而言，城市人 口规模分布并不符合 Zipf法则 。埃克尔 (Volker 

Nitsch)采用 meta分析方法综合了以往的研究结论，发现城市体系中人口规模分布比Zipf法则所预测 

的更为平均，并分析了导致人口规模分布与理论不一致的原因 J。目前国内也已有部分学者对中国 

城市体系规模分布演化进行了实证研究，陈良文等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体系人口规模分布的演化 

过程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城市体系并不符合 Zipf法则_9 J。张志强基于 zipf法则，采用城市面 

板数据对中国城市体系演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 ，但是其所考虑的一系列影响因素并不 

完全。 

总体来看，现有的研究主要在解释 Zipf法则的内在机理，却鲜见对城市体系中人口规模分布演 

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正如克鲁格曼 (Krugman)所言：“我们现在不得不承认位序一规模定律是 

困扰经济理论的一大主要问题 ，它是目前已知的最有力的统计关系之一，但却没有任何明确的理论基 

础 ”。基于此，本文采用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2003—2009年的面板数据，根据 Zipf法则和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关于城市经济集聚因素的研究 ，建立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经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 

因素和经济政策因素对城市体系人口规模分布的影响作用。该研究不仅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提供了来 

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也为当前处于高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理解城市经济集聚提供一个新 

的视角，这对我们推进城市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Zipf法则基本原理及我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的经验证据 

1．Zipf法则基本原理 

刻画城市体系中人口规模分布演化规律的 Zipf法则，其基本原理为：令 表示某一城市的人口 

规模，那么在城市体系中城市人口规模大于 的城市数量基本上与 成正比(在这里， 为待估计 Zipf 

系数，且接近 一1)，即P(size> )= ，其中C为常数。 
Vi 

根据这种分布特征，可以引申推导出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Zipf法则表达式如下： 

lnR =C+01nN ( =1，2，⋯， ) (1) 

其中，R 是第 i个城市按人口规模的排序；Ⅳ 是城市人 口规模。如果系数 的估计值等于 一1，就表 

明城市体系中人口规模分布符合 Zipf法则，最大城市规模正好是人 口规模排序为k城市的 k倍。如果 

大于 一1，城市人口规模分布会趋于均匀分布(当 =0时，所有城市人口规模相同)。如果 小于 一1，那 

么大城市人口规模将比Zipf法则所预测的更大，即隐含着更多的城市经济集聚。据此，本文通过估计 

Zipf系数 在不同时期取值的变化以反映城市体系中人口规模分布演化的集中或扩散趋势。 

2．检验我国城市人口分布是否符合 Zipf法则的经验证据 

经济学家主要使用美国数据来估计式 (1)， 通常都会接近 一1，但是现有文献中关于检验其他国 

家或地区城市人 口分布是否符合 z@f法则的经验证据显示， 通常并不等于 一1。基于此，本文首先采用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我国1997～2009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人口数据估计式(1)的系数 ，以检验我国 

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是否符合 zipf法则。现有城市统计年鉴列出了 “地区” (包括市区和下辖县)和 

“市区”(仅包括城区和郊区)两项的统计数据，我们同时估计了 “地区”和 “市区”以作对比分 

析。我国城市体系 Zipf法则估计系数变化趋势见表 1。 

从估计结果中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城市各年份人口规模对 

数对位序的回归系数 并不等于 一1，而且估计参数 随时间而发生变化，即我国城市人 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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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演化并不符合 Zipf法则。第二，我们以地区为 

单位所得估计参数的绝对值均小于 1．2，而以市区为 

单位的估计参数绝对值大于 1．2，这说明我 国城市 

“地区”更加符合 zipf法则，即 “市区”隐含更多的 

城市经济集聚，而城市 “地区”人 口规模分布更加 

平均。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市区行政界限相对稳定， 

更能体现城市的经济活动，又加之行政力量的干预， 

导致城市 “市区”经济集聚高于 Zipf法则所预测的 

程度。第三，城市 “地区”估计参数 的绝对值趋 

向于增加，而城市 “市区”估计参数的绝对值趋向 

于减小，这说明我国城市体系的集 中度有降低的趋 

势。导致该变化趋势的可能原因在于，进入新世纪以 

来我国的宏观发展战略逐渐从以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向 

袁 1 我 国城市体系Zipf法测估计系数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8～2010)。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转变，这就使大城市所具备的经济集聚效应有所减弱。 

三、计量模型构建、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1．计量模型构建 

依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城市的集中，源于城市层面产生的规模报酬递增，但 

是经济的空间集聚过程中，分散力也会起作用。研究影响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决定因素，就要综合分 

析导致城市形成的集聚力和分散力的联合作用。对于集 查 堑丝鲞垫里堂堡垒茎兰 

聚 力 和 分 散 力 ，藤 田 昌久 (Fujita)、克 鲁 格 曼 

(Krugman)和维纳布斯 (Venables) 结合中心 一外围 

向心力 离心力 

联系效应 

厚市场 

不可流动要素 

地租／通勤 

模型所强调的向心力和城市模型所强调的离心力提出了 知识溢出和其他纯外部经济 拥挤和基 丕墅 
一 个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菜单，详见表2。除此之外 ，传 G

。。 鏊：P ’ 等 ： 
统经济地理学文献使用的外生资源禀赋 (又叫第一性 Science，2004，83． 

地理)概念以及政府经济政策也会影响城市人 口规模分布的变化。 

为全面探求影响我国城市人 口规模分布演化的因素，依据上述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菜单对城市经济 

集聚过程中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分析和艾利德斯 (Ioannides)的研究_l ，笔者以Zipf系数 0作为被解 

释变量，将影响城市体系人口规模分布演化的经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因素作为解 

释变量置于计量模型中，得到以下的面板回归方程： 

= + 打+y yf -4-AZ + 打 (2) 

式 (2)中， 表示传统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向量；Y／ 表示新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向量；Z 表示 

经济政策因素的影响向量；玑 y和 A分别表示经上述回归所得到变量的系数矩阵；下标 i和t分别代 

表城市个体和年份；O／和 分别为常数项和误差项。根据计量经济学原理，为提高参数估计的有效性，综 

合联立式(1)和式(2)，就得到本文面板回归估计的计量方程： 

lnR =C+otlnNit+叼 ☆InNi + tlnN +AZ̈InN“+e (3) 

式 (3)中，X InN 是经济地理影响因素和城市人口规模对数的乘积，其效应大小由系数矩阵叼来 

度量；Y／ lnN 是新经济地理影响因素和城市人口规模对数的乘积；z lnN 是经济政策影响因素和城市 

人口规模对数的乘积。通过对该式的计量回归即可得到式(2)中对应的系数矩阵 玑 和 A。 

2．变量定义 

(1)经济地理因素。本研究主要考虑两个经济地理因素：东部沿海地区虚拟变量 (coast )和省 

会城市或直辖市虚拟变量(city )。如果城市i处于东部沿海地区，虚拟变量coast 取值为 1，否则为0。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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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若城市 i是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则 city 取值为1，否则为0。由于虚拟变量coast 和city 均促进经济 

的空间集聚，据此笔者预计它们与Zipf系数 呈负相关关系。 

(2)新经济地理因素。本文构建的新经济地理因素包括以下指标：① 城市的GDP水平 Yi，用于测 

度城市的本地市场效应，在计量检验中为消除较大数据的波动，对该变量取对数(InYi)后再进行估计。 

虽然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导致经济的集聚，但是当城市的市场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拥挤效应可能会超过 

本地市场效应，从而促使经济扩散。所以lnYi与Zipf系数的关系尚有待实证检验。② 城市工业企业数量 

占城市平均水平的比重 rm̈ 该指标用于衡量城市经济集聚所产生的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鉴于 

我国尚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期，所以仍然预计该变量与 Zipf系数呈负相关关系。③ 城市基础设施的 

代理变量 road̈ 本文中用每个城市 t年末的道路面积占全国所有城市平均水平的比重来度量城市基础 

设施水平。一般而言，良好的基础设施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从而促进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空间集聚。但是 

当运输成本下降到一定程度后 ，可能导致“距离死亡”现象的产生，此时由城市经济集聚的拥挤效应所 

产生的负外部性将可能导致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空间扩散，并进而导致城市体系人口规模趋于平均分布。 

所以该变量与Zipf系数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④ 普通高等学校教师数占城市平均水平的比 

重表示城市人力资本水平edü 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技术的溢出效应并可以促进经济集聚，所以 

笔者预计该变量与 Zipf系数呈负相关关系。 

(3)经济政策因素。对于一个转型中国家，经济政策是决定经济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本文 

的计量回归模型中，主要考虑了两个方面的政策因素：①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tradë 用城市i在t年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城市平均水平的比重来表示。一个城市利用外资越多，则表明该城市对外开放程度 

越高。笔者预计该变量与Zipf系数呈负相关关系。② 政府消费占城市GDP的比重gov̈ 用以反映一个城 

市的市场化水平。该变量越低则城市的市场化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政府行政干预的减少和市场化程 

度的提高有利于城市的经济集聚，所以笔者预计该变量与 Zipf系数呈正相关关系。 

3．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2003—2008年我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 

统计资料。“地区”包括市区和下辖县；“市区”则仅包括城区和郊区，其行政界限相对稳定，更能 

体现城市的经济活动，所以本文研究数据暂只包括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区。另外，每个城市的 GDP 

分别以2000年为基期按各自省区的GDP缩减指数进行平滑，最后得到城市的实际GDP水平。表3是 

相关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 

表 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 

四、计量检验结果与实证分析 

本论文所使用的计量软件为 Stata 10．0版。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式 (3)的计量估计结果参 

见表4，其中，模型 (1)和模型 (2)采用的是固定效应回归方法，模型 (3)和模型 (4)采用的 

是随机效应回归方法，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优于随机效应回归模型。这说明， 

不同城市个体在资源禀赋、地理区位、气候和地质水文等自然条件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所以使用固定 

效应回归模型可以得到参数的更有效的估计。总体来说，表4中模型的回归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经 

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还是经济政策因素，均对城市人 口规模的分布演化有很好的解释力。这 

表明我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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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Zipf系数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lnR) 

注 ：系数 F方括号 内是 t值 ； 、”和 分别表不在 10％ 、5％ 和 1％水平上显著 ；H代表 l司定效应 和随机效应检验 的 Hausman值 ， 

H值下方括号内是 P值。 

模型 (1)是包含全部解释变量的随机效应模型，从中可以看出度量经济地理因素的沿海地区虚 

拟变量和省会城市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都为负，这表明沿海地区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省会城市或直辖市 

的行政中心职能和经济功能，都会促使人 口向沿海地区和省会城市集中。它们均有助于提高 Zipf系 

数的绝对值 ，从而促使我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呈空间集中趋势。但是沿海地区虚拟变量的估计系 

数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模型 (2)中剔除了该变量后的估计结果基本没有变化，这意味着地理区位优 

势并不影响我国城市经济集聚和人口规模分布，这与金煜等 所得出的沿海地区虚拟变量促进了我 

国地区工业集聚的结论不同。造成差异的可能原因在于研究所考察城市样本的时期不同，本次研究选 

用的是 2003—2009年数据，在此段时期内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已经很高，过度的人 口集 

中带来了负外部性，从而阻碍了人口进一步向沿海地区城市集中的趋势。又加上我国已经开始实施的 

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 口 

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的趋势。 

回归模型(1)～(4)中对新经济地理因素的实证结果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提供了来 自中国的实证 

检验。与理论预期相一致，由城市工业企业数量测度的外部性和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与zipf系数 均具 

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负相关关系，表明这两个因素倾向于促使城市人口规模分布向空间集中趋势演化。 

而由 GDP对数所代表的城市本地市场效应和以城市道路表示的运输成本却与 Zipf系数 呈现显著性 

正相关关系，即意味着这两个因素均引致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趋向于空间扩散。出现与大多数研究 

结果不一致的可能原因是 ，随着我国城市人口的不断集中，在所考察时期内城市经济集聚达到一定规 

模后产生的拥挤效应已经超过了本地的市场效应，此时人口就会从城市体系中规模等级较高的城市向 

规模等级较低城市转移，从而导致城市体系中人口分布趋于平均。城市道路所代表的基础设施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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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系数表明，我国城市的运输费用已经下降到一定程度，城市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将更有利于促进 

城市体系的一体化，从而导致城市体系中人口规模分布在城市之间趋向于平均。 

从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经济政策变量也对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有显著影响。城市的对外 

开放程度与Zipf系数0呈负相关关系，即一个城市对外经济联系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城市人口规模 

分布趋于集中，其经济政策含义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对一个城市的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有推 

动作用。模型所考察的另一个重要的政策变量是用政府消费占城市 GDP比重来测度的城市市场化水 

平，该变量与 zipf系数0呈正相关关系，正如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城市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 

城市体系中人口规模分布的集中。 

五、结论性评述 

本文采用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2003～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城市体系人 口规模分布演化 

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研究发现，影响城市经济集聚的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 

因素几乎都显著影响城市人 口规模分布演化。从回归结果来看，城市虚拟变量和市场化水平这两个因 

素的影响效应最强 ，说明制度性因素在我国城市经济发展中仍占主导性地位，这完全符合中国的基本 

国情。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笔者预测该类制度性因素的影响效应将会逐渐减弱。其 

次，新经济地理学各因素的影响效应均得到了实证检验的支持。其中，城市经济规模对城市人口规模 

平均分布的促进效应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已达到一定程度后的市场拥挤效应将可能会导致城市经济 

的均衡发展。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也有利于城市体系的均衡发展，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城市间和城市内 

的交通、通讯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样更有利于我国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最后，沿海城市虚拟变量 

对城市人口分布的影响不显著，表明我国的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对缩小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 

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已卓有成效，未来我国政府更应坚定不移地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以实现 

区域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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