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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阐释城市群、公共交通和集聚经济内涵以及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经济增长角度对近

年来国外相关实证研究进行梳理，发现公共交通主要通过劳动力集聚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和知识溢

出效应三个路径影响城市群集聚经济，并进而推动城市群发展。最后，结合该领域国外当前研究进

展和国内研究现状，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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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城市群、公共交通与集聚经济的

内涵

１．１　城市群的内涵

城市群作为城市学、经济地理学和行为学等多

个学科的研究热点，国内外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对城

市群概念的表述和界定各有侧重，尚未达成一致，具

体见表１所示。综合来看，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一

个以上的核心城市、与周围地区具有紧密经济联系

是城市群的基本构成要素。

１．２　城市群公共交通的内涵

根据城市群的内涵，可以将城市群公共交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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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际公共交通和城市公共交通两种类型。城际公

共交通指连接城市群中两个地区或者多个地区的交

通运输模式，主要由快速化、大运量的交通工具构

成。城市公共交通指城市群中某地区内部的交通运

行模式，这里的地区指城市群的基本构成单位，如城

市、乡镇和村庄等。城际公共交通和城市公共交通

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服务范围方面，城市公共

交通只负责某一地区内部的运输量，城际公共交通

需要负责两个或多个地区之间的运输量，并且在驶

出或进入某地区时，还承载着该地区内部的部分运

输量；在运输方式方面，城际公共交通主要采用轨道

运输、道路运输和航空运输三种运输方式，城市公共

交通主要采用轨道运输和道路运输；在交通工具方

面，城际公共交通常用的有通勤铁路、高速铁路、动

车、公共汽车、渡轮和飞机等，城市公共交通常用的

有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公共汽车、快速公交系统

（ＢＲＴ）、水上的士和有轨电车等。

表１　城市群主要概念

概念表述 理念 内涵 备注

Ｔｏｗｎｃｌｕｓｔｅｒ 城市组群
围绕“中心城市”，全方位规划其周围地区，注重内外城市可达性，保证内

外城市居民方便联系和出行的“城市乡村”模式

１９８９年，英国城市学家Ｅｂｅｎ

ｅｚｅｒ［３］

Ｃｏｎ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区域城市
由一个中心城市或多个大城市，与其周围的城镇相互联系和影响，从而

形成的巨大的城镇集合体或城市区域

１９１５年，英国生物学家 Ｇｅｄ

ｄｅｓ［４］

Ｍｅｇａｌｏｐｏｌｉｓ 城镇群体
人口、工业和商业设施、金融财富和文化活动集聚的地方，以及其他不同

城市发展参照的先锋地区

１９５７年，法国地理学家Ｇｏｔｔ

ｍａｎｎ［５］

ＭｅｇａｕｒｂａｎＲｅｇｉｏｎ 乡村城镇化
以两个或多个由发达交通网络连接的城市为核心，人们可以在一天时间

内往返于核心城市及其周围地区的区域

１９８９年，加 拿 大 学 者 Ｍｃ

Ｇｅｅ［６］

Ｕｒｂａｎ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城市群

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

（包括小集镇），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人口密度较大，生产高度技术

化，土地利用集约化，以一个或两个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发

展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

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外联系，共同构成一个

相对完整的城市群区

１９９８ 年，中 国 学 者 姚 士

谋等［７］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１．３　城市群集聚经济的内涵

集聚经济（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是经济活

动在地理空间上集中而产生的经济集聚效果以及吸

引经济活动向某特定地区集中的向心力，其中经济

活动主体是个体和企业，所以也认为集聚经济是人

口和企业向某地区集中而产生的经济效益。具体而

言，人口在某特定地区的大量集中会增加该地区的

潜在规模人口，增加地区需求，扩大劳动力市场，产

生劳动力集聚效应；企业在某特定地区的大量集中

会增加该地区的就业机会，形成该地区集中化产业

布局的经济现象，即产业集聚效应；人口和企业在特

定地区的集聚能够增加员工以及企业管理者面对面

交流的机会，促进知识的共享和传播，即知识溢出效

应。由此可见，城市群集聚经济通过劳动力集聚效

应、产业集聚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这三种路径实现。

另外，劳动力集聚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和知识溢出效

应三者之间彼此相互影响。

２　公共交通影响城市群集聚经济的主

要研究理论基础

２．１　规模经济理论

规模经济是由劳动分工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现

象，这是因为劳动分工有助于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实

现专业化。亚当·斯密认为“交换能力引起劳动分

工，而分工的范围必然总是受到交换能力的限制，换

言之，即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另外，在生产力水

平较高和企业规模过大的情况下，工人专业化程度

过高会引起协调问题突出，当管理费用增加导致企

业利润率减少时，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针对市

场范围和协调问题，公共交通改善是有效措施。

Ｂｅｃｋｅｒ等
［８］指出，交通运输成本的减少有助于提高

市场的有效规模、减少协调成本和增加知识溢出，提

高专业化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维持规模报酬递增。

２．２　产业聚集理论

克鲁格曼指出具有低运输成本特征的企业倾向

于定位在经济活动集聚度高的地方，高运输成本特

征的企业偏好市场需求较大的区位。公共交通体系

的完善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迁移成本和运输成本，基

于企业生产成本最小化目标，当企业集聚获得的效

益大于迁移成本和运输成本时，企业倾向于将地址

选择在地理位置上较为集中的产业集聚区域。随着

该区域产业集聚密度的增加，企业生产提高，集聚区

的经济快速增长，进而吸引更多的企业向该地区转

移以及辅助性机构的产生，进一步推动集聚经济的

６０１

上海管理科学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第４０卷第１期 ２０１８年２月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１ Ｆｅｂ．２０１８



可持续发展。

２．３　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主要从知识和技术外溢以及人

力资本积累方面探究城市群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

罗默指出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具

有重要作用。公共交通改善能够缩短两个或多个地

区之间的相对地理距离，促使周围地区的人口和企业

向城市群内集聚，提高城市群内人们之间以及企业之

间的互动机会，从其面对面观察和交流中产生知识和

技术外溢。同时，人口和企业集聚能够促进劳动力市

场规模的扩大和就业机会的增加，进一步提高工人和

工作之间的匹配程度，鼓励工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其自身生产力以及社会生产

力。另外，相对地理距离的缩短能够有效缓解知识溢

出的经济外部性随距离递增而逐渐减弱的问题。

３　公共交通影响城市群集聚经济的国

外实证研究

基于规模经济理论、产业集聚理论和新经济增

长理论，可知专业化分工、区位选择和知识外溢是推

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能够

促使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等生产要素向城市群集中，

增强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的联系，是促进城市群经

济增长的基础条件。梳理相关实证研究文献，发现

国外学者主要从劳动力集聚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和

知识溢出效应所描述的集聚经济层面入手，以公共

交通为解释变量，城市群为被解释变量，展开公共交

通对城市群的影响研究。公共交通变量主要采用交

通基础设施、服务质量和交通成本等指标，城市群变

量一般从经济增长角度选取，采用工人生产力、企业

生产力和新生企业存活率等代表集聚经济的相关指

标。尽管研究对象和选取指标不同，但是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即公共交通的改善对城市群集聚经济具

有显著的积极作用［９］。

３．１　公共交通通过劳动力集聚效应影响城市群集

聚经济

在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方面，Ｇｒａｈａｍ等
［１０］从出

行距离和出行时间两个角度分别衡量就业可达性，

发现出行距离和出行时间改善能够提高就业密度，

增加工人工资，其中公共交通网络与集聚经济之间

呈非线性关系，即随着通勤驾驶时间的延长，劳动力

集聚效应对城市群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急速减退。

Ｍｅｉｊｅｒｓ等
［１１］发现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提高

中心城市和周围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性，促使劳动

力合理分布，进而影响集聚经济，该研究结论同样在

巴西和法国得到了验证。在公共交通服务质量方

面，Ｃｈａｔｍａｎ等发现当公共交通座位或人均铁路服

务公里数增加等公共交通服务改善后，城市群劳动

力市场规模显著扩大，工人生产力显著提高。在公

共交通成本方面，Ｔｈａｋｕｒｉａｈ等的研究结果表明交

通运输成本降低和运输时间减少能够鼓励低收入人

群参加工作，增加其收入潜力，从而进一步获得长期

工作效益和减少潜在摩擦失业期，增加地区经济效

益。同时，城市群的劳动力市场规模扩大后，工人和

工作之间的匹配质量也可以得到提高，从而进一步

增加工人平均工资和企业生产力，增加城市群集聚

经济。

３．２　公共交通通过产业集聚效应影响集聚经济

在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方面，ＭｅｊｉａＤｏｒａｎｔｅｓ等

的研究结果表明新建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选址

和经济活动集聚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并且发现企业

为加强与相邻地区和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倾向于

选择靠近公共交通站点的区位，尤其是地铁站附近。

Ｓｏｎｇ等分别采用道路网密度、距高速公路和地铁站

的距离作为公共交通可达性变量的代理指标，也得

出了相同的研究结果。在此基础上，Ｈａｆｎｅｒ将知识

密集型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发现集聚密度高

的企业能够获得更高的营业额，更容易获得成功。

在公共交通服务质量方面，Ｃｈａｎｔｍａｎ等研究发现

出行时间和出行可靠性对城市群内企业的竞争力、

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率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公共交通

成本方面，Ｔｓｕｂｕｋｕ的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较小地

区，较大地区的政府可以实现更低的运输成本，由此

吸引更多的企业向该地区集聚，实现地区经济效益

最大化。

３．３　公共交通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影响集聚经济

已有研究证明劳动力集聚效应能够提高工人工

资［９］，Ｇａｂｅ等在该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

力集聚效应对具有创新和创造性特征的职业的工人

收入的提高效果最显著，如艺术家、工程师、财务主

管和信息技术人员，这主要是由于工人在接触和观

察同事的过程中学习的隐藏知识能够增加经济活动

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而非面对面交流的单向通信会

限制同事之间的互动，减少他人可使用的信息量，抑

制知识溢出，其中知识溢出是新生企业产生、集聚和

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更是城市群集聚经济的重要

来源［１０］。Ｌｅｍｅｌｉｎ等的研究结果也发现劳动力集聚

能够增加工人之间正式和非正式观点的交流机会，

刺激创新和产生知识溢出，增加城市群经济增长。

已有研究表明车站中心和公共汽车是社会互动存在

较多的地方。另外，地理上受限的知识外部性会诱

导企业进入特定区域，对地区生产力产生影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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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又有助于新知识的产生和扩散。不过，知识外

部性基于企业生产与吸收知识能力的不同，对其区

位选择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知识密集型企业

区位与城市群集聚经济之间的相关关系显著性高。

公共交通改善能够通过引导劳动力和企业向城市群

内集聚，增加人们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产生知识外溢

效应，增加企业生产力和工人生产力，尤其是对新生

企业的发展具有显著正面影响，从而实现集聚经济。

３．４　公共交通对城市群发展的作用机制

综合国外现有研究结果，可以通过图１概括公

共交通对城市群发展的作用机制。如图１所示，城

市群公共交通由城际公共交通和城市公共交通构

成，两者主要通过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公共交通

服务质量和降低公共交通成本这三种途径影响个体

和企业。其中，不同的公共交通改善途径均有助于

改善个体和企业的可达性、运输成本（货币成本）和

运输时耗（时间成本），产生劳动力集聚效应、产业集

聚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促使经济活动集聚，形成集

聚经济，进而促进城市群发展。

图１　公共交通影响城市群发展的作用机制

　　注：作者根据相关研究整理

４　公共交通影响城市群集聚经济的国

内研究现状分析

基于国外实证研究进展，我们采用文献分析法

对国内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发现该领域的国

内研究较少，尤其实证研究更是缺乏。

鉴于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是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规

模最大的网络资源共享平台，本研究以经济、交通、

城市群为主题在该平台搜索２０１７年之前发表的核

心期刊，共筛选出３６７篇文献，其中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

的文献共计２６５篇，占７２．２１％，说明这一期间的研

究成果可以代表国内基本研究现状。为确保筛选结

果的准确度，进一步对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的文献逐篇详

细阅读，排除摘自各类报纸的短文和设计方案短评，

共获得２５０篇符合研究主题的文献，其中明确交通

维度的文献为１５８篇，占６３．２０％，以此作为样本对

近年来的国内研究现状进行分析。

在研究维度方面，已有文献主要从交通基础设

施、服务质量和交通成本这三个方面展开分析，与国

外文献一致。交通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网络、交通枢

纽和铁路建设等，交通成本主要采用最短时耗和运

输经济成本来衡量，服务质量一般通过公共交通的

发车频率和公共交通工具量衡量。由图２可知，交

通基础设施维度的研究一直是国内研究热点，交通

成本维度的研究数量呈上升趋势，而服务质量维度

的研究则较少，需要引起国内学者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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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已有研究文献的研究维度分布

一般实证研究过程主要涉及四个步骤：提出假

说、建立模型、进行经验验证、展开分析，依据这四个

步骤，本研究将１５８篇文献分为实证研究和非

实证研究两类。其中，实证研究类文献２３篇，非实

证研究文献１３５篇。由图３可知，国内相关研究主

要集中于非实证研究，虽然实证研究呈递增趋势，但

总体较少，仅占１７．０４％，平均每年３．２９篇。另外，

非实证研究的具体方法较为多样，主要包括统计分

析法和定性分析法以及少量的数学模型方法。

基于研究维度的代表性实证研究见表２。从表

２可知，国内学者对经济视角下公共交通与城市群

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交通基础设施方

面，其次是交通成本，而服务质量方面的实证研究则

尚未涉及，这与图３中所有文献的研究方法分布趋

势一致。

图３　已有研究文献的研究方法分布图

５　总结与展望

基于规模经济理论、产业集聚理论和新经济增

长理论，本文从经济增长角度对近期相关实证研究

进行梳理，发现国外学者主要从劳动力集聚效应、产

业集聚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三个方面展开验证公共

交通对城市群集聚经济的影响作用。

从个体角度看，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服务质

量提高和交通成本降低等公共交通的改善有助于提

高个体在城市群内相邻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的可达

性、减少出行成本和出行时耗，从而增加就业意愿、

降低摩擦失业率、增加城市就业人数以及提高劳动

表２　国内代表性实证研究文献汇总

代表性研究： 研究样本 研究期间 交通维度 主要结论 期刊名称

２０１０；王小鲁

ＧＮＩ高于２５００美元，人口规模大

于４００万人和国土面积大于２万平

方公里的国家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交通基础设施
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能降低城市集

中度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１；李红锦等 珠三角城市群 ２００６ 交通基础设施 部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未有效利用 软科学

２０１２；张浩然等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辽中南、

山东半岛、海峡西岸、中原、长江中

游、关中、川渝城市群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交通基础设施

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加强城际间

资源和功能的整合，提高城市群整体

的经济绩效

经济评论

２０１３；李煜伟等 成渝、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 １９９０—２００８ 交通成本

运输成本的降低能够促进中心城市加

速要素集聚，获得更快增长，非中心城

市利用外部性获得经济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５；胡煜等 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交通基础设施
交通枢纽对本地区和周围区域的经济

产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６；原倩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海

峡西岸、中原、长江中游城市群
１９９７—２０１２ 交通成本

交通发展能够改善城市群核心地区的

集群增长效应，进一步推动对城市经

济增长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６；郑燕婷等 武汉城市群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交通基础设施
交通条件改善有助于提高节点区域的

工业增长
资源科学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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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工作之间的匹配程度等，形成劳动力集聚效应，

劳动力市场规模的扩大进一步推动城市群经济增长，

促进城市群发展。

从企业角度看，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服务质

量提高和交通成本降低等公共交通的改善有助于提

高企业在城市群内相邻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的可达

性、减少运输成本和运输时耗，从而扩大产品需求市

场、吸引企业迁移至交通或需求优势区位，形成产业

集聚效应。但是，近年来有研究表明不同行业属性

的企业对公共交通改善的敏感度不同，而且产业集

聚程度与企业生产力之间的正向关系并非存在于所

有行业。

从个体和企业的综合角度来看，公共交通改善

能够促进劳动力集聚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的形成，

诱导个体、企业和经济活动向城市群核心地区集聚，

促进劳动力的面对面交流，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也

可以通过相互联系促进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等，引

发知识溢出效应，提高城市群的劳动力生产力和企

业生产力，进一步促进集聚经济，推动城市群发展。

与此同时，知识溢出效应又可以吸引劳动力和企业

向城市群内集聚，强化劳动力集聚效应和产业集聚

效应。

综上所述，国外文献主要从劳动力集聚效应、产

业集聚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三者中选取一个作为影

响路径，对公共交通与城市群集聚经济之间的关系

进行实证研究，而未从综合角度深入探讨。所以，未

来研究可以基于劳动力集聚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和

知识溢出效应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的理论基础，将其

中两个或三个路径结合起来综合验证公共交通与城

市群集聚经济之间的关系。另外，以企业生产力作

为城市群集聚经济代理指标时，需要重点关注企业

所属的行业类型，针对不同行业类型的企业应该进

行先归类后验证，避免因行业特征不同造成研究结

果不一致。最后，虽然已有研究指出政府对公共交

通成本的决定能力是企业选址的重要影响因素，但

是从政府的角度探讨公共交通对城市群集聚经济的

研究较少，缺乏广泛和深入的验证和探讨，需要引起

更多学者的关注。最后，中国学者从交通基础设施

方面研究城市群发展的研究较多，但是公共交通服

务质量方面的研究相对匮乏，尤其是实证研究，基于

经济发展环境的不同，国外文献研究结果的适用性

有待中国学者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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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７１１６０．

［９］　ＣＨＡＴＭＡＮＤＧ，ＮＯＬＡＮＤＲＢ．Ｄｏｐｕｂｌｉｃｔｒａｎｓ

ｐｏｒｔ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ｎａｇｅｎｄａ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１，３１（６）：７２５７４２．

［１０］　ＧＲＡＨＡＭＤ，ＭＥＬＯＰ，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Ｄ．Ａｇｇｌｏｍｅｒ

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ｉｚ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ｔｈｅＵｓ［Ｒ］．２０１２．

［１１］　ＭＥＩＪＥＲＳＥ，ＨＯＥＫＳＴＲＡＪ，ＬＥＩＪＴＥＮ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ｎｅｗ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１２（２２）：１８７１９８．

［１２］　ＢＩＲＤＪ，ＳＴＲＡＵＢＳ．ＴｈｅＢｒａｓｉｌｉａ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ｏａｄ

ａｃｃ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ｌｏｃａｌ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Ｂｒａｚｉｌ［Ｊ］．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４（６９６４）．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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