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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区域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非均衡性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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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基于 2003-2022 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分别使用 σ 和 β 收敛模型测算出区域商贸流通业发展的

收敛系数、稳态值与收敛速度，并分析其非均衡性特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我国区域间商贸流通业发展差距

在不断缩小、非均衡性特征逐渐减弱。第二，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存在显著的 β 收敛性，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增

长速度相对更快，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非均衡性特征会不断减弱。第三，不同地区商贸流通业的收敛速度存在

异质性。最后，提出推动落后地区更快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商贸流通业相对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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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和文献综述
商贸流通业均衡发展在促进资源配置优化、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提升消费水平和生活质

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区域经济

发展的非均衡性特征，引致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也存在较为

突出的区域非均衡性矛盾。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商贸流通业的劳动效率落差将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拉

大而加大，从而抑制我国整体的经济效率和生产力，降低

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也会对中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经济协同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逆向影响。鉴于此，

本文分析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区域非均衡性特征，挖掘

导致非均衡发展的内在根源，并提出促进区域商贸流通业

相对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现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数字经济、隐形贸易壁

垒、交通基础设施、中欧班列开通等因素对商贸流通业发

展的影响。数字经济可通过技术创新、制造业与商贸流通

业共同集聚、消费结构升级推动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杨

仁发和徐晓夏，2023）。隐性贸易壁垒与中国商贸流通业

效率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李晶，2023）。交通

基础设施能显著促进批发业和零售业流通效率的提升，但

这一影响效应存在空间和时间差异，在内陆地区的影响效

应显著大于沿海地区，动车组开通之后的影响效应显著大

于开通之前（丁华和丁宁，2023）。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可能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两个渠道来提

升商贸流通业发展质量（许世英和李静，2023）。中欧班

列开通通过激发国内市场潜能、提高市场可达性和强化国

际市场引力来促进城市商贸流通产业集聚，且对批发与零

售业集聚的影响最大（邱志萍等，2023）。营商环境改善

可显著提高商贸流通效率，但该积极作用既存在一定的门

槛效应，也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政府干预

等决定地区流通市场需求规模因素的影响（王涛和石丹，

2021）。此外，封永刚（2022）基于中性与偏向性技术变

化的分析框架，考察了我国商贸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

的驱动因素。陈树广等（2022）在测算我国 2008-2019 年

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运用核密度估计、标准

差椭圆技术和 Dagum 基尼系数揭示了其时间特征、空间

特征及区域差异。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主要集中探讨商贸流通业发展的

影响因素，也有部分文献考察了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时空演

化特征，但很少有研究分析区域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非均衡

性特征及内在根源，这一研究现状不利于商贸流通业专项

产业推进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研究设计
考虑到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相差较大，为观察不同区域间商贸流通业的非均衡性及区

域发展的联动特征，根据陈恒等（2016）的分析思路，本

文将我国 31 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划分为东中部、

东西部和中西部三个经济区域，运用 σ 收敛模型和 β 收敛

模型，分别考察各区域所辖省份 2008-2021 年商贸流通业

劳动效率非均衡发展的动态演进特征。其中，σ 收敛模型

的计算方法是：

																																																							（1）

式（1）中，CV 代表商贸流通业的收敛系数，y i 代表

商贸流通业的劳动效率，y
_
分别表示各区域劳动效率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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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n 代表三大经济区域中的省份数量。

β 收敛模型如下：

Ln(CCi,t+1 / CCi,t)=а+βln(CCi,t)+μi+ηt+ζit																					（2）

式（2）中，i 表示省份，t 表示年份，CC i,t 和 CCi,t+1

分别表示商贸流通业 t 期和 t+1 期的劳动效率。β 是收敛

系数，如果 β 值小于 0，表示向量 CC i,t 存在绝对收敛，意

味着落后地区商贸流通业劳动效率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发达

地区。同时，根据收敛系数 β 的估计值，可计算出商贸流

通业劳动效率收敛时达到的稳态值 S 和收敛速度 V：通过

追赶实现向商贸流通业发达地区均衡发展的趋同速度：

S=а /(1-β )                                                                    （3）

V= -ln(1-β )/t 																																																																（4）

本文选取的商贸流通业年末就业人数、增加值均来自

国家统计局网站，不存在数据缺失，是平衡面板数据。

根据上述指标的最早统计年份，本文将研究区间设定为

2003-2022 年，不含港澳台地区，31 个省份的统计样本共

计 620 个。为避免异常值对检验结果准确性的干扰，对主

要变量进行 1% 的双边缩尾处理。

σ 收敛模型测算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 σ 收敛模型分别计算出 2003-2022 年我国

整体、东西部、东中部和中西部地区商贸流通业、批发业

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劳动效率的收敛系数，

见表 1、表 2 和表 3。

由表 1 可知，无论是全国整体还是分经济区域，在

2003-2022 年，我国商贸流通业劳动效率大致表现为渐趋

收敛的演变特征：CV 系数值从 2003 年的 0.4701 下降至

2022 年的 0.4278，下降了 9%。全国整体的 CV 系数值在

快速上升至 2004 年的最高点 0.4977 后，急速下降至 2005

年的0.3948，此后，在平缓波动中不断下浮。自2018年起，

CV 系数值在波动中小幅上扬，并于 2022 年达到 0.4278。

东西部、东中部样本的变动轮廓和全国整体基本相似。

中西部 CV 系数值的震荡幅度相对偏大，按照 CV 曲线波

动轨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03-2005 年，CV 系数

值在快速上升至 2004 年的最高点 0.3354 后，掉头下降至

2005 年的 0.2625，1 年内下降了 21.74%。2005-2018 年，

CV 系数值先是在震荡中上升至 2009 年的 0.3271，而后

又平缓下滑至 2014 年的 0.3244，此后，快速下降至 2018

年的最低点 0.2499，下降了 23.61%。2018-2022 年，CV

系数值在快速上浮至 2020 年的 0.3426 后，缓慢爬升至

2022 年的 0.3434。上述分析表明，在考察期内，我国各

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差距不断缩小，区域非均衡性特征逐

渐减弱。

表 2 的计算结果显示，在考察期内，我国批发业和零

售业劳动效率的 CV 系数值大体表现为波动下降的演变特

征。全国整体和东西部、东中部的变动趋势比较一致：分

别在快速攀升至2004年的最高值0.5142、0.5150和 0.5222

后，在波动中不断下行至 2018 年的最低点 0.3624、0.3829

和 0.3780，此后表现为波动上浮的演变状态。而中西部

地区则在平缓下降至 2008 年的最低点 0.3713 后，急速上

升至2009年的最高点0.4892，1年内上升了31.75%。此后，

在震荡中逐渐下行至 2018 年的最低点 0.3118。从 2019 年

开始，CV 系数值表现为不断上爬的演变趋势，最终达到

2022 年的 0.3688。在完整考察期内，CV 系数值下降了

4.41%。总之，无论是全国整体还是三大经济区域，批发

表 1   商贸流通业劳动效率 CV 系数值

表 2   批发业和零售业劳动效率 CV 系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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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零售业劳动效率差距均表现为不断缩小的演变特征，

区域批发业和零售业发展的非均衡性特征在波动中不断

减弱。

由表 3 数据可知，无论是全国整体还是各经济区域，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劳动效率的 CV 系数值均表现为

波动下降的演变特征：在分别快速下降至 2005 年的最低

点 0.3396、0.3715 和 0.3278 以后，呈抛物线状波动攀升

至 2013 年的高点位，此后，表现为波动下行的演变趋势，

并最终分别下调至 2022 年的 0.3957、0.4242 和 0.3984，

分别下降了 21.87%、21.28% 和 20.14%。中西部地区 CV

系数值的波动幅度较大，但整体呈现出不断下行的演变特

征：先是快速下降至 2005 年的最低点 0.2363，接着快速

攀升至 2013 年的最高点 0.4269，而后又掉头下降至 2018

年的0.2789，此后，在小幅波动中变动至2022年的0.3102，

考察期内整体下降了 5.42%。这说明，我国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区域间劳动效率差异也在不断缩小，非均衡性

发展特征表现为不断减弱的演变特征。

β 收敛模型检验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 β 收敛模型测算 β 系数值，进一步计算出

区域间商贸流通业劳动效率所达到的稳态值和收敛速度，

探明通过向发达地区追赶实现区域商贸流通业均衡发展

的速度。

表 4 测算结果显示，全国整体和三大经济区域商贸流

通业、批发业和零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劳

动效率的 β 系数均为负值，且都在 1% 的统计性水平上

显著。这说明，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存在显著的β收敛性，

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商贸流通业劳动效率偏低的地区通过

相对较快的增长速度，有机会追赶上发达地区，区域间商

贸流通业发展的非均衡性特征会不断减弱或消除。然而，

在较短时间内，由于区域间商贸流通业发展差异较大，尽

管落后地区发展速度较快，由于不同区域的收敛速度并不

一致，在总体上依然会呈现出非均衡性发展特征。

除此之外，东西部、东中部和中西部地区 β 系数收

敛速度分别是 0.0380%、0.0364% 和 0.0301%。东西部地

区商贸流通业劳动效率实现均衡发展的速度最快，东中

部次之，中西部最小，且东西部和东中部均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0.0349%。原因可能是，随着商贸流通业向中西部地

区梯次转移，东中部地区地理位置临近，经济和产业基

础雄厚，承接商贸流通业的专业优势高于西部地区，导

表 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劳动效率 CV 系数值

表 4   劳动效率 β 收敛检验结果

注：*** 表示在 1% 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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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部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高于西部地区：中部地

区商贸流通业劳动效率是西部地区的 1.17 倍，从而呈西

部地区商贸流通业劳动效率增长速度相对快于中部地区

的演变特征。

此外，无论是全国还是三大经济区域，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劳动效率的收敛速度均明显高于商贸流通

业和批发业与零售业，东西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劳动效率的收敛速度最快。这说明，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劳动效率实现均衡发展的速度快于商贸流通业整

体和批发业与零售业，且东西部快于全国整体和其它地

区。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广

泛应用，以及智慧仓储的兴起，推动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劳动效率大幅提升。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初

期发展水平偏低的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劳动效率增长速度相对更快，在追赶发达地区的过程中，

有机会实现区域相对均衡发展。而批发业和零售业是劳

动密集型服务业，区域发展差距相对较小，劳动效率提

升缓慢，收敛速度相对较慢。

政策建议
一是，缩小区域发展落差，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通过

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等手段，加大对中、西部

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推动中、西部商贸流通企业

加快数字化转型，发挥技术创新升级效应，促进中、西部

商贸流通业提质增效，缩小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加大中、

西部商贸流通基础设施投入，包括交通、仓储、物流信息

平台等，打造智能交通运输网络，提高中、西部商贸流通

的便捷性和劳动效率。构建产业要素联动信息平台，推动

区域间商贸流通业协调发展，畅通国民经济运行基础。

二是，提高中西部发展速度，实现区域相对均衡发展。

立足本地区产业基础、经济发展阶段、地域特色等，因地

制宜，制定差异化的商贸流通业发展战略，错位发展：东

部强化技术与政策创新，不断巩固其领先地位，释放技术

创新溢出效应，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引领和带动中、西部

商贸流通业提质增效。中、西部要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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