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２７（８）：３０３－３１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ｔｔｐ：∥ｚｇｎｙｄｘｘｂ．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
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４３３３．２０２２．０８．２６

县域农业生产集聚形成的影响因素
———以环渤海区域蔬菜生产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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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研究县域农业生产集聚形成的影响因素，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基于县域视角，运用环渤海区域５省市县

域农业生产数据，对该区域农业生产空间集聚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农业生产空间集聚具有

正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为邻近县域农业生产集聚对本县集聚具有促进作用；第二，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对本地区集

聚具有促进作用，邻近县域农业资本投入对本县具有 抑 制 作 用；第 三，市 场 需 求、地 区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和 交 通 条 件 对

农业生产集聚具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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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４０多年，中国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成

就，在此过程中，农业生产集聚区的发展为保障农产

品稳定供给，改进农产品供给质量，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２０２１年中央１号文件提出

今后中国农 业 发 展 的 重 要 内 容 是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过程中，中央１号 文 件 提 出：把 产 业 链 主 体 留 在 县

城，立足县域布局特色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

工是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以县域为

基础，打造农业全产业链，形成农业现代化三产融合

示范区，以示范区为核心，形成梯次推进农业现代化

建设。在中国农业生产区域专业化背景下，以集聚

区域为核心，一方面壮大特色农业集聚区域发展，另
一方面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周边区域发展，是实

现农业全面发展的重要路径。本研究以县域为研究

对象，分析农业生产集聚形成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

溢出效应，相对于省域农业生产的研究，研究范围更

为合适，研究方法与实际更相符，对于在乡村产业振

兴过程中特色农业生产示范区的打造和发展具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产业空间集聚的研究主要基于经济外部性

理论、区位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等。关于集聚的

理论最早出 现 在Ｓｍｉｔｈ［１］的 国 富 论 中，提 出 以 分 工

为基础的产业集聚现象。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２］的经济外部性

理论将企业集聚的区域称为“产业区”，将集聚的因

素归纳为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专业化的中间产品

市场和服务以及技术和专业生产知识的空间溢出等

３个方面。与 古 典 经 济 理 论 不 同 的 是，区 位 论 关 注

运输成本对企业空间分布的作用，ｖｏｎ　Ｔｈｕｎｅｎ［３］在

《孤立国》中提出，各种生产活动的区位会根据运输

费用的不同通过市场竞争而确定。新贸易理论从规

模经济角度解释了企业区位选择；新经济地理学理

论在古典区位理论的基础上，考虑规模报酬递增、不
完全竞争和路径依赖条件下，通过经济模型讨论企

业区位选择问题，对现实经济活动中的空间集中现

象进行了解释；Ｋｒｕｇｍａｎ［４］和Ｆｕｊｉｔａ等［５］的 区 域 模

型建立中心－－外围模式分析集聚驱动力的来源和集

聚的演化。虽然理论研究基于工业生产，但是随着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业生产也呈现出区域集聚的

特征，比如美国的玉米生产带，中国山东寿光蔬菜集

聚区、云南斗南花卉集聚区等，与制造业相比，农业

集聚形成的影响因素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关于农业生产集聚概念的 界 定，ＯＥＣＤ给 出 的

定义为：以农产品的生产基地为中心，由于具有共性

或互补性，使相当数量的相关企业和关联支撑机构

与农产品生产基地相对集中在一起，从而形成的一

个有机群体［６］。毛军［７］认为：农 业 产 业 集 聚 是 一 种

新的产业空间组织形式，包含农户、中介、市场、企业

和政府等在内的农业生产相关主体在空间上形成的

柔性网络合作有机体。王艳荣等［８］认为：基于 自 然

条件和规模报酬的农业生产相关主体在空间上的集

中现象为农业生产集聚。综上，农业生产集聚是具

有共性、互补性或关联性的相关主体基于自然禀赋

和规模报酬等因素，在空间上的集中现象。这种空

间上的集中，表现为地区农业生产的特色。
与制造业相比，农业生产具有受自然因素影响

大，对运输条件要求高和农产品不易储存等特点，所
以农业生产集聚的形成与工业集聚存在不同。对于

农业生产集聚的形成机制，研究认为地理优势发挥

重要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集聚程度不断扩大，区

域专业化和多样化程度逐步加强，自然集聚的作用

在减少，社会集聚的作用在增加［９］。从变化趋 势 来

看，集聚程度呈波浪上升，农作物之间时空集聚特征

存在明显差异，农作物集聚与农业经济增长呈现显

著正相关关系［１０］。从农作物的不同品种来看，中国

省域蔬菜生产具有空间正相关性，生产技术、市场需

求、自然资源和交通条件成为影响中国蔬菜产业集

聚的主要因素［１１］；蔬菜主产区的集聚对蔬菜产业经

济增长具有 重 要 影 响［１２］。对 于 粮 食 生 产：受 灾 比、
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投入、劳动投入、人均播种面积、
城镇化水平及人均ＧＤＰ等因素影响中国粮食生产

空间布局［１３］；关 于 粮 食 生 产 集 聚 的 影 响 因 素，除 了

劳动力以外，资本、技术和耕地等资源禀赋是推动中

国农业产业集聚的基础性因素，交通设施对于推动

农业生产集聚具有一定作用［１４］。
综合相关文献，自然禀赋是农业生产集聚的基

础，要素投入、技术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情况等

成为农业生产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对文献的

梳理，我们发现相关研究多数是基于全国层面或省

域层面，对县域层面的研究较少，现有文献对县域集

聚的研究主要针对粮食生产，认为县域粮食生产存

在正空间相关性，人均耕地面积、生产技术、非农就

业机会、城镇化等是影响县域粮食生产格局的主要

因素［１５］。中国粮 食 增 产 区 和 减 产 区 均 呈 现 集 聚 状

态，影响中国粮食生产集聚的因素已经由人口和农

业增加值转 变 为 耕 地 面 积 和 农 机 总 动 力［１６］。基 于

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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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视角，对农业生产集聚的研究有待进一步丰富，
这与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所处的地位严重不符，通

过发展 适 度 集 聚 的 县 域 经 济，提 高 乡 村 产 业 竞 争

力［１７］，以点带面，实现梯次推进式发展，是实现乡村

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蔬菜是重要的经济作物，基

于县域范围的蔬菜生产集聚的研究与生产实际更相

符，鉴于此，本研究以县域蔬菜生产集聚形成为研究

对象，分析其影响因素，考察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
以期通过本研究为促进县域蔬菜生产适度集聚，进

而带动周边县域蔬菜产业发展，实现以示范区为核

心，形成梯次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农业发展路径

提供理论支持。

１　理论分析

马歇尔外部性给出了集聚的来源：专业化的劳

动力市场为产业集聚提供了既方便又专业而且稳定

的劳动力供给，同时专业化的中间产品市场和服务

减少了企业的交易成本，集聚区域的技术和专业生

产知识的空间溢出，三者共同形成企业规模报酬递

增，成为企业集聚的原因［１８］。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通

过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路径依赖，对企业、
生产要素，甚至城市和国际生产的区位选择进行分

析，解释其区位选择和集聚现象，蔬菜生产在市场经

济的作用下，通过本地市场效应促进生产集聚，在初

始情况下，蔬菜生产向市场需求较大区域集聚，通过

不断积累和发展，在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下，形成生

产要素的进一步集聚，从而形成蔬菜生产集聚区域。
马歇尔的经济外部性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关于区位

选择的理论与农业区位理论相结合，形成本研究的

理论基础。基于如上理论，关于农业生产集聚形成

的影响因素分析如下：
根据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效应，劳动力供给

是影响集聚形成的重要因素，一方面：集聚区域丰富

的劳动力供给能够降低企业和劳动力就业在供给和

需求方面的搜寻成本和信息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

效率和劳动力就业效率；另一方面：在集聚区域，劳

动力通过工作变动和岗位流动进行相互学习与信息

交流，促进知识在不同企业之间的溢出，相关研究表

明，劳动力供给与产业集聚显著相关［１９］。中国农业

生产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生产，农业生产对劳

动力的依赖较强，蔬菜生产的劳动密集程度尤为突

出，蔬菜生产地区的劳动力供给对蔬菜生产集聚具

有促进作用。

根据经济外部性理论，基础要素和技术溢出对

于生产集聚具有促进作用。一种产业长期集聚于某

地区，会吸引与该产业相关的产前和产后相关产业

向该区域集聚，使该地区成为产业发展的中心，由于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作用，这种生产中心规模越

来越大，就会吸引更多有效率的供应商。对于农业

生产，土地是重要的基础要素。土地要素投入表现

为农作物播种面积规模，在现代农业生产背景下，较
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意味着较高的与之配套的农业

基础设施水平，较好的生产条件。要素投入能够促

进农业产业发展：大规模生产能够促进研发、农资供

应，销售等与农业生产相关部门的集聚，通过规模经

济，促进农业生产向当地集聚。例如山东寿光的蔬

菜产业集聚，大规模的蔬菜生产带动与其相关联的

化肥、农药、种苗、设施建设与配套服务、物流与科技

研发的发展，最终促进当地蔬菜生产集聚。同时，邻
近区域大规模农业生产，对周边县域可能产生两个

方面的影响，一方面，邻近县域大规模生产，通过空

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农业生产规模扩大；另一

方面，来自于外部同业竞争的影响，有可能影响邻近

区域集聚，尤其对于蔬菜生产，地理位置相邻的蔬菜

主产县，往往拥有共同的销售市场，来自于共同市场

的竞争，使得主产县生产规模扩大，而抑制邻近县域

蔬菜生产发展。资本和技术要素投入方面：农业投

资的增加，能够提高地区农业基础设施条件，为农业

生产提供良好的基础，对于邻近县而言，一方面，通

过设备和设施共享，促进邻近地区农业发展，形成对

邻近地区农业生产集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在要

素可以跨区域流动的情况下，邻近地区农业基础的

改善，通过吸引农业生产主体跨区域生产而造成生

产积聚于农业基础较好的地区，而不利于其他地区

的集聚。同时，技术要素投入能够通过技术溢出效

应促进集聚，本地区生产集聚的发展，能够通过技术

传播，带动邻近区域生产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说１：生产要素投入对本

区域农业生产集聚形成具有影响；县域之间农业生

产集聚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国际贸易理论强调运输成本

和规模经济对于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企业为了节

约交通成本和实现规模经济，而选择互相邻近的区

位，形成集聚；同时，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通过产

业关联实现规模经济；邻近产品需求市场可以降低

运输成本。农业生产集聚同样会受到交通条件，需

５０３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２２年 第２７卷　

求市场邻近因素的影响。现代农业生产对交通和物

流水平要求很高，快速便捷的交通物流能够为大规

模农业生产提供及时快捷的运输服务，交通水平能

够促进本地区和邻近区域农业生产集聚。随着农业

产业化和商品化的不断发展，农业生产集聚除了受

自然资源禀赋约束以外，市场需求的发展与变化也

发挥作用，以蔬菜为例，我国蔬菜主产省山东和河北

邻近北京和天津这样的大规模消费市场，其蔬菜产

业的快速发展与巨大的市场需求密切相关，同时，在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河北承接了北京大量非

首都功能的 转 移，其 中 包 括 首 都 农 业 生 产 的 转 移。
同时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对农产品的需求不

断增加，使农产品市场不断扩大，同时，也促成了农

业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进一步调整，这些发展和

变化进一步对农业产业集聚产生影响。当地经济发

展水平对农业生产空间集聚具有影响。经济水平较

高的地区，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和集约化程度较

高，有利于农业生产集聚。
基于如上分析，提 出 研 究 假 说２：市 场 需 求、经

济发展水平和交通条件能够促进农业生产集聚。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环渤海区域为研究对象，包括北京、天
津、河北、山东和辽宁５省（市），其中北京和天津两

个直辖市蕴含着巨大的农产品需求，研究区域还包

括河北、山东和辽宁３个中国农业生产重要省份，其
中山东和河北是中国重要的蔬菜主产区，与全国其

他区域相比，该地区农业基础设施较好，农业生产水

平较高，代表中国农业比较先进的生产区域。
鉴于２０１８年及以后的辽宁统计年鉴和山 东 统

计年鉴不再统计县域农业生产数据，本研究数据截

取到２０１７年，北京农业生产数据来源于《北京区域

统计年鉴》［２０］；天津数据来源于《天津统计年鉴》［２１］；
河北数据来源于《河北农村统计年鉴》［２２］；辽宁数据

来源于《辽宁统计 年 鉴》［２３］；山 东 数 据 来 源 于《山 东

统计年鉴》［２４］以及山东省各地市统计年鉴。

２．２　模型构建

如果县域农业生产存在空间相关，则传统回归

模型存在偏误，考虑环渤海地区县域农业生产的空

间溢出效应以及区域之间的空间相关性，本研究在

ＯＬＳ回归的基础上进行残差空间相关性检验，以验

证区域之间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如果ＯＬＳ回归

残差存在空间相关性，则考虑应用空间计量模型进

行分析［２５－２７］。空间计量模型主要包括：空间自回归

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关于模型的选

择，需要进行检验，本研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的基本

形式为：

ｙｉｔ ＝λｗ′ｉｙｔ＋βｘ′ｉｔ＋δｗ′ｉＸｔ＋μｉ＋γｔ＋εｉｔ （１）
式中：λｗ′ｉｙｔ 为因变量的空间滞后；δｗ′ｉＸｔ 为自变量

的空 间 滞 后；ｗ′ｉ 为 空 间 权 重 矩 阵 Ｗ 的 第ｉ 行；

ｗ′ｉｙｔ ＝∑
ｎ

ｊ＝１
ｗｉｊｙｊｔ；ｗｉｊ 为空间权重矩阵Ｗ 的（ｉ，ｊ）

元素；μｉ 和γｔ 分别为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εｉｔ 为随

机扰动项。关于空间权重矩阵的选取，本研究考察

邻近区域集聚的溢出效应，所以选择地理距离倒数

的空间权重矩阵。
结合研究区域与模型检验，选择空间杜宾模型

分析农业生产集聚的形成，模型具体形式为：

ｌｎｊｉｊｕｉｔ ＝ρ∑
２４８

ｉ＝１
Ｗｉｊｌｎｊｉｊｕｉｔ＋α１ｌｎＲＹｉｔ＋

α２ｌｎＮＪｉｔ＋α３ｌｎＭＪｉｔ＋α４ｌｎＣＨＺＨＨｉｔ＋

α５ｌｎＣＨＺＨｉｔ＋α６ｌｎＧＬｉｔ＋β１∑
２４８

ｉ＝１
ＷｉｊｌｎＲＹｉｔ＋

β２∑
２４８

ｉ＝１
ＷｉｊｌｎＮＪｉｔ＋β３∑

２４８

ｉ＝１
ＷｉｊｌｎＭＪｉｔ＋

β４∑
２４８

ｉ＝１
ＷｉｊｌｎＣＨＺＨＨｉｔ＋β５∑

２４８

ｉ＝１
ＷｉｊｌｎＣＨＺＨｉｔ＋

β６∑
２４８

ｉ＝１
ＷｉｊｌｎＧＬｉｔ＋μｉ＋γｔ＋εｉｔ （２）

式中：Ｗｉｊ为地理距离 空 间 权 重 矩 阵，以 县 城 中 心 点

的距离倒数衡量；被解释变量为农业生产空间集聚

ｊｉｊｕ，（关于集聚程度的度量，相关文献采用的指标不

尽相同，结合本研究研究对象，参考李二玲等［９］、贾

兴梅等［１０］、杜建军等［１４］、傅玮韡等［２６］的做法采用产

量数据测量集聚程度），分别以各个县蔬菜产量占其

所在省市蔬菜产量的比重度量，反映农业生产集聚。
关于解释变量的选择，根据经济外部性理论、区位理

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关于集聚形成的分析，结合

县域蔬菜生产 特 点，参 考 傅 玮 韡 等［２６］的 做 法，将 蔬

菜生产集聚形成的影响因素划分为要素投入、市场

需求、经济水平和交通条件等４个方面。其中：要素

投入选取劳动力投入、农业资本投入和土地投入，其
中，劳动力投入以乡村从业人员数量ＲＹ代表，蔬菜

生产是劳动密集型生产，地区劳动力丰富程度影响

其劳动力供给，进而影响当地的用工成本，影响地区

蔬菜生产利润，影响地区蔬菜生产集聚。农业资本

６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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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以地区农 业 机 械 总 动 力 ＮＪ代 表，相 对 于 粮 食

生产，蔬菜生产机械化程度不高，但是地区农业机械

动力水平代表该地区农业生产资本投入，农业机械

动力水平较高的地区，其农业投资水平较高，蔬菜生

产发展水平较高。土地资源投入以县域蔬菜播种面

积 ＭＪ代表，蔬菜播种面积能够通过规模经济、外部

性等效应减少蔬菜生产的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和 经 济 效 率。当 地 市 场 需 求 水 平 用 城 镇 化 率

ＣＨＺＨＨ代 表，蔬 菜 是 人 们 消 费 的 必 需 品，与 农 村

蔬菜自给自足相比，城市人口对蔬菜需求稳定，之所

以选择城镇化率指标而不是城市人口来度量市场需

求主要考虑本研究的范围是县域，用城镇化率水平

代表县域蔬菜市场需求。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用地区

生产总值ＣＨＺＨ代表，由于蔬菜的经济作物属性和

人们的需求刚性，为了稳定本地区“菜篮子”，地方政

府对蔬菜产业发展比较重视，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

地区，政府对蔬菜产业发展会更重视，从多方面采取

措施，稳定和促进地区蔬菜产业发展，有利于蔬菜生

产集聚。地区的交通情况用公路里程ＧＬ代表，蔬菜

运输多采用公路运输的形式，公路里程反应蔬菜运输

的便利情况。以上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时，均进行了对

数化处理。具体指标选取及其预期影响方向见表１。

表１　指标选取及其预期影响方向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ｄｅｘ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影响因素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选取指标

Ｓｅｌｅｃ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预期影响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ｉｍｐａｃｔ

集聚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本县蔬菜产量占所在区域

蔬菜产量比重，％

劳动力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乡村从业人员，人 ＋

农业资本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农业机械总动力，ｋＷ ＋

土地

Ｌａｎｄ

蔬菜播种面积，ｈｍ２ ＋

市场需求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ｍａｎｄ

城镇化率，％ ＋

经济水平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ｅｖｅｌ

地区产值，万元 ＋

交通条件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公路里程，ｋｍ ＋

　　根据环渤海区域蔬菜主产县数据，选取２４８个县

５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２。

３　实证结果

关于模型选择，ＯＬＳ回归残差均拒绝无空间自

相关假设，应该选择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分析。进一

步对空间计量模型的具体形式进行选择，ＬＲ和ＬＲ－
Ｒｏｂｕｓｔ结果均拒绝不存在空间自相关和空间误 差

的原假设，所以选择空间杜宾模型。空间固定效应

的ＬＲ检验结果为存 在 空 间 固 定 效 应，时 间 固 定 效

应的ＬＲ检验结果不 能 拒 绝 原 假 设，所 以 模 型 选 择

空间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３，由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不能直接反映解释

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需要将其分解为直接效

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分解后的结果见表４。
根据面板 空 间 杜 宾 模 型 空 间 固 定 效 应 回 归 结

果，首先，ρ显著为正，说明区域间蔬菜生 产 空 间 集

聚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根据地理距离空间权重

矩阵和空间杜宾模型的意义，说明邻近县域蔬菜生

产空间集 聚 对 本 县 的 集 聚 具 有 正 向 促 进 作 用。由

７０３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２２年 第２７卷　

表４可知，要素投入（资本、土地）的间接效应为负，
即县域要素投入的增加，会抑制邻近县域集聚的发

展，县域之间的竞争效应明显；市场需求和经济发展

水平能够促进邻近县域集聚的发展。

表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样本数

Ｏｂｓ

均值

Ｍｅａｎ

最小值

Ｍｉｎ

最大值

Ｍａｘ

集聚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　２４０　 ３．３１　 １．２０　 ４．５４

劳动力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１　２４０　 ４．９０　 ２．３４　 ６．４４

农业资本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１　２４０　 ５．５４　 ２．１９　 ６．４２

土地

Ｌａｎｄ

１　２４０　 ３．６８　 １．７５　 ５．１２

市场需求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ｍａｎｄ

１　２４０　 １．４１　 ０．３８　 ２．００

经济水平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ｅｖｅｌ

１　２４０　 ６．１７　 ５．２８　 ７．６７

交通条件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１　２４０　 ６．０３　 ４．３８　 ６．６４

表３　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ｏｂｅｒｍａｎ　ｍｏｄｅ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统计量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Ｚ－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劳动力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０．００２　 ０．１３８　 ０．８９０

农业资本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９７＊＊＊ ５．１７４　 ０．０００

土地

Ｌａｎｄ

０．７５３＊＊＊ ３７．４０７　 ０．０００

市场需求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ｍａｎｄ

－０．０２３ －１．２５０　 ０．２１１

经济水平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ｅｖｅｌ

０．０６０　 １．４５０　 ０．１４７

交通条件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０．００１　 ０．６７４　 ０．５００

Ｗ×劳动力

Ｗ×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０．０１８　 ０．６７７　 ０．５００

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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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统计量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Ｚ－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农业资本

Ｗ×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９２＊＊＊ －４．４２４　 ０．０００

Ｗ×土地

Ｗ×Ｌａｎｄ

－０．９２１＊＊＊ －２４．７５２　 ０．０００

Ｗ×市场需求

Ｗ×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ｍａｎｄ
０．０７５＊＊ ２．４２８　 ０．０１５

Ｗ×经济水平

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ｅｖｅｌ

０．０９９＊ １．７０５　 ０．０８８

Ｗ×交通条件

Ｗ×Ｔｒａｆｆ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０．００１＊＊ －２．４６８　 ０．０１４

ρ ０．４９４＊＊＊ １１．７５７　 ０．０００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０．１６７＊＊＊ ０．０００

Ｌｒ－ｔｅｓ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２　５２１．９＊＊＊ ０．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下显著。下同

Ｎｏｔ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１％，５％，ａｎｄ　１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表４　环渤海区域蔬菜生产空间集聚形成的影响因素效应分解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ｈａｉ　Ｓｅａ　Ｒｉｍ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直接效应系数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间接效应系数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总效应系数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劳动力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０．００４
（０．２４７）

０．０３９
（０．８０５）

０．０４３
（０．７７１）

农业资本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９４＊＊＊

（５．０５９）
－０．０８５＊＊＊

（－３．４１９）
０．００８
（０．５５９）

土地

Ｌａｎｄ

０．７１６＊＊＊

（３７．０７４）
－１．０５２＊＊＊

（－１４．０４０）
－０．３３５２＊＊＊

（－４．５４７）

市场需求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ｍａｎｄ

－０．０１９
（－１．０４５）

０．１２６＊＊

（２．３９９）
０．１０７＊＊

（２．０２１）

经济水平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ｅｖｅｌ

０．０７０＊

（１．７３５）
０．２４５＊＊

（２．８４７）
０．３１６
（３．９０６）

交通条件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０．００１
（０．３２４）

－０．００１＊＊

（－２．１６８）
－０．００１＊

（－１．８７３）

　　注：括号内为Ｔ统计量。

Ｎｏｔｅ：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ｉｎ　ｂｒａｃｋｅｔｓ．

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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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资本投入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

显著为负，说明资本投入对本县蔬菜生产集聚具有

促进作用，与王凤［１６］的结论一致。农业生产资本投

入的间接效应为负，说明邻近县域农业资本投入的

增加，不利于本县蔬菜生产集聚，即对本县集聚具有

抑制作用，可能的原因为邻近县域蔬菜生产自然条

件相近，农业资本投入的增加，吸引蔬菜生产向基础

好、农业资本投入高的县集聚，体现向心力的作用。
蔬菜播种面积的直接效应为正而且通过１％显著性

水平检验，说明本县蔬菜生产规模扩大，有利于本县

生产集聚；而间 接 效 应 为 负 而 且 通 过１％显 著 性 水

平检验，说明邻近县域蔬菜播种面积的扩大，不利于

本县集聚，表现为县域之间的竞争效应，可能的原因

与农业资本对集聚影响的原因相似，因为县域距离

较近，农户蔬菜生产可以实现跨区域发展，在规模效

应和集聚效应影响下，表现为蔬菜播种面积的直接

效应为正，间接效应为负。劳动力投入对蔬菜生产

集聚的影响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为虽然蔬菜生产

属于劳动密集型生产，但是除了像山东寿光等典型

的蔬菜生产集聚区域，多数地区从事蔬菜生产的劳

动力占乡村从业人员的比重较小，所以造成劳动力

指标不显著。市场需求对蔬菜生产集聚具有正向促

进作用，从回归结果看，市场需求对集聚的间接效应

通过５％水平 的 显 著 性 检 验，证 明 邻 近 县 域 市 场 需

求对于本县的蔬菜生产集聚具有促进作用，这与蔬

菜生产和销售的特点相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能够

促进蔬菜生产集聚，其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通过

显著性检验，证明本县经济发展能够促进本县蔬菜

生产集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为了稳定本地

区的蔬菜供给，政府和相关部门会对当地蔬菜产业

发展给予较大扶持。同时，邻近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会促进本县蔬菜生产集聚，这与蔬菜的经济作物属

性相符，蔬菜生产集聚区域往往分布在发达地区周

边。公路里程对蔬菜生产集聚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

验，说明交通对蔬菜生产集聚具有影响，但是其系数

较小，可能的原因为环渤海区域交通设施条件较好，
交通对集聚的影响较小。

４　结论与政策建议

４．１　结论

本研究以环渤海区域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和

辽宁５省（市）蔬菜生产集聚为研究对象，基于县域

视角分析了农业生产空间集聚形成的影响因素，研

究结论为：１）研究区域内，县域之间蔬菜生产集聚存

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为邻近区域集聚对本

区域集聚具有正向促进作用；２）农业资本投入，市场

需求，土地投入等要素投入对环渤海区域蔬菜生产

集聚具有显著影响，劳动力投入对集聚影响不显著；
要素投入能够促进本县农业生产集聚，而对邻近县

域集聚带来竞争效应，不利于邻近县域集聚；３）邻近

地区市场需求对本地区集聚具有正向影响；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蔬菜生产集聚均具

有显著促进作用。

４．２　政策建议

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县域

蔬菜生产集聚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据此，相关地

理距离邻近的县域可以进行统一规划和布局，依托

邻近县域蔬菜生产基础，完善本区域蔬菜生产布局。
第二，根据研究结论，蔬菜播种面积和农业资本投入

对于本区域农业生产集聚具有促进作用，据此，为了

促进本县蔬菜生产集聚，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加农业

资本投入是重要方面。具体来说，县域应该采取有

效措施推进本地区蔬菜生产规模扩大，包括政策、资
金和物资的支持，以此提高本县蔬菜生产集聚程度，
形成地区品牌和特色，落实农产品优势区建设。第

三，市场需求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农业生产集聚具有

促进作用，鉴于此，邻近较大市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的地区，可以考虑发展蔬菜生产，蔬菜是重要的经

济作物，相关研究表明从事蔬菜生产对于农民增收

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地区应该根据自身条件，进行蔬

菜产业发展布局。
总之，为了促进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发展，应该

进一步落实优势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充分发挥

农业产业区域比较优势，促进优势特色农产品生产

集聚，发挥集聚区域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推进农

业适度规模化发展，提高其生产效率和水平。环渤

海区域农业生产既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又有丰富的

农产品供给，同时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北京

农业产业向周边区域转移是必然趋势，对于环渤海

区域，应该做好农业生产区域布局，以县域为单位，
考虑农业生产的空间溢出效应，打造县域连片化的

农业特色品牌，推进乡村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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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６）：１０３－１１０

Ｍａｏ　Ｊ．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ａ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６）：１０３－１１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王艳荣，刘业政．农业产业集聚 形 成 机 制 的 结 构 验 证［Ｊ］．中 国

农村经济，２０１１（１０）：７７－８５

Ｗａｎｇ　Ｙ　Ｒ，Ｌｉｕ　Ｙ　Ｚ．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Ｊ］．Ｃｈｉｎａ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１（１０）：７７－８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李二玲，庞安超，朱纪广．中国农业地理集聚格局演化及其机

制［Ｊ］．地理研究，２０１２（５）：８８５－８９８

Ｌｉ　Ｅ　Ｌ，Ｐａｎｇ　Ａ　Ｃ，Ｚｈｕ　Ｊ　Ｇ．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５）：８８５－８９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贾兴梅，李平．农业集 聚 度 变 动 特 征 及 其 与 农 业 经 济 增 长 的

关系：我国１２类农作物空间 布 局 变 化 的 实 证 检 验［Ｊ］．中 国 农

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１９（１）：２０９－２１７

Ｊｉａ　Ｘ　Ｍ，Ｌｉ　Ｐ．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２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ｒｏｐｓ　ｉｎ　ｍ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４，１９
（１）：２０９－２１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彭晖，张嘉望，李博阳．我国农产品生产集聚的时空格局及影

响因素：以蔬菜生产为例［Ｊ］．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版，２０１７，１７（６）：８１－９０

Ｐｅｎｇ　Ｈ，Ｚｈａｎｇ　Ｊ　Ｗ，Ｌｉ　Ｂ　Ｙ．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ａｋｉｎｇ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Ｓｃｉ－Ｔｅ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１７
（６）：８１－９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吕超，周 应 恒．我 国 农 业 产 业 集 聚 与 农 业 经 济 增 长 的 实 证 研

究：基于蔬菜产业的检验和分 析［Ｊ］．南 京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学版，２０１１，１１（２）：７２－７８

Ｌｖ　Ｃ，Ｚｈｏｕ　Ｙ　Ｈ．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１１（２）：７２－７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蔡荣，陶素 敏．中 国 粮 食 生 产 布 局 演 变 及 空 间 机 制 分 解：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Ｊ］．干旱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１，３５（６）：１－７

Ｃａｉ　Ｒ，Ｔａｏ　Ｓ　Ｍ．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ｙｏｕ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１９７８－

２０１８［Ｊ］．Ａｒｉｄ　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１，３５
（６）：１－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杜建军，张军伟，邵帅．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国农业产业集聚

的形成演变研究［Ｊ］．财贸研究，２０１７（５）：３３－４６，９９

Ｄｕ　Ｊ　Ｊ，Ｚｈａｎｇ　Ｊ　Ｗ，Ｓｈａｏ　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　ｒｅｆｏｒｍ［Ｊ］．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５）：３３－４６，９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杨春，陆文聪．基于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的县域粮食生产区域格

局研究［Ｊ］．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０（５）：２４－２９

Ｙａｎｇ　Ｃ，Ｌｕ　Ｗ　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ｙ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０（５）：２４－２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王凤，刘艳芳，孔雪松，陈奕云，潘佳威．中国 县 域 粮 食 产 量

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变 化［Ｊ］．经 济 地 理，２０１８，３８（５）：１４２－

１５１

Ｗａｎｇ　Ｆ，Ｌｉｕ　Ｙ　Ｆ，Ｋｏｎｇ　Ｘ　Ｓ，Ｃｈｅｎ　Ｙ　Ｙ，Ｐａｎ　Ｊ　Ｗ．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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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１８，３８（５）：１４２－１５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陈奕山，吴重庆，张慧鹏．以 县 域 为 中 心 的 乡 村 振 兴：城 乡 关

系演变与县域经济发展［Ｊ］．南方经济，２０２１（８）：３５－４７

Ｃｈｅｎ　Ｙ　Ｓ，Ｗｕ　Ｃ　Ｑ，Ｚｈａｎｇ　Ｈ　Ｐ．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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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２１（８）：３５－４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张哲晰，穆月英．空间视角下农业产业集聚的增收 效 应 研 究：

基于蔬菜专业村的实证［Ｊ］．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８（７）：１９－３２

Ｚｈａｎｇ　Ｚ　Ｘ，Ｍｕ　Ｙ　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ｒｏｍ　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８
（７）：１９－３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Ｄｕｍａｉｓ　Ｇ，Ｅｌｌｉｓｏｎ　Ｇ，Ｇｌａｅｓｅｒ　Ｅ．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Ｊ］．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０２，８４：１９３－２０４
［２０］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区域 统 计 年 鉴［Ｍ］．北 京：中 国 统 计 出 版

社，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天津市统计局．天津统 计 年 鉴［Ｍ］．北 京：中 国 统 计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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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ａｎｊｉｎ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Ｔｉａｎｊｉ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２０１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河北省统计局．河北农村 统 计 年 鉴［Ｍ］．北 京：中 国 统 计 出 版

社，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Ｈｅｂｅｉ　Ｒｕｒ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２０１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辽宁省统计局．辽宁统 计 年 鉴［Ｍ］．北 京：中 国 统 计 出 版 社，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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