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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效应$市场分割与商品交易市场发展

吴意云
!

朱希伟"

摘
!

要
!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交易市场作为我国国内商品流通

的重要渠道获得了快速发展%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和计量分析#本文

发现'首先#由于地方保护及市场分割的存在#外省的接入效应对

各省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远没有本省的接入效应重要&其次#铁路$

公路及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通过降低运输成本促进各省

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最后#不同要素密集度的生产企业对商品交

易市场的依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企业对商

品交易市场的依赖程度远低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

企业%

关键词
!

接入效应#市场分割#商品交易市场

一!引
!!

言

国内商品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以来#商品交易市场通过为众多中小企业

提供共享式销售平台获得快速发展%

!

"##D

年我国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的成

交额为
A"@AD

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批发零售业"

C!!CD5A

亿元的

比重为
AE5A"B

#商品交易市场已成为我国国内商品流通的重要渠道%

"然而#

在
"#

世纪
D#

年代末
C#

年代初#不少省市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纷纷兴建各类

商品交易市场#导致有场无市的 )空壳市场*大量涌现#形成巨大的资源浪

费 !郑勇军等#

"##G

"%因此#我们需要回答哪些因素决定着商品交易市场发

展的成败%

" 吴意云#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朱希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朱希伟#浙江省

杭州市浙大路
GD

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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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AE!

"

DECA"D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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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基于区域协调的理论模型与政策评估*

!项目批准号'

E#C#G#AC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转型背景下产业集聚与区域协调

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项目批准号'

#Ddd>EC#!AA

"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西部地区承接产

业转移的政策措施研究*!项目批准号'

#CUN>#"G

"的资助%作者感谢主编和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

意见#他们的建议使文章增色不少%当然#文责自负%

! 商品交易市场是指众多买者和卖者在固定交易场所和设施内从事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各类现货商品

的经常性交易的场所%改革开放以来#商品交易市场曾有)自由市场*$)集贸市场*等不同提法#

!CCA

年

开始在统计上使用)商品交易市场*概念%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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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美国产业布局时提出与之非常类似的市场潜力!

,(/K10

9

+01'0&(2

"概念#认为被考

察地的市场潜力
J

是其能接入的各地的零售额与两地距离之商的加总值%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J

&

%

K

$ %

-

&其中#

K

为与被考察地有接入关系的某地的零售额#

-

为两地之间的距离%

@

V;(/:

!

!CA@

"提出国家
)

的收入潜力!

)

`

"可以表示为
)

`

;

%

9

*&

!

)

`

*

&

%

9

*&

!

V

^

*

-

6

)

*

&其中#

)

`

*

为国家
*

对国

家
)

产生贸易流的收入潜力#

^

*

为国家!或地区"

*

的收入水平#

-

)

*

为国家!或地区"

)

和
*

之间的距离#

6

和
V

为常数%

A

U':1/;+'(':\('a&'*++

9

!

"##G

"指出
O*$(22.,

的实证研究遗漏变量问题十分严重#其估计结果夸

大了美加两国的边界效应%他们的研究发现美加之间的边界效应与其他工业国之间的边界效应大体

相当%

已有研究往往从交易费用视角探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

中商品交易市场兴起和发展的原因#认为商品交易市场是与营销功能不健全

的微小企业相匹配的市场交易组织 !金祥荣和柯荣住#

!CCE

&盛世豪#

!CCF

&

汪少华#

!CCE

&郑勇军和金祥荣#

!CCA

"%同时#外部规模经济$信息集散

!共享"和降低交易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是商品交易市场的三个基本经济功能

!白小虎#

"##@

&金祥荣等#

!CCD

&陆立军和任光辉#

"##D

&郑勇军和金祥

荣#

!CCA

"%这些研究揭示了商品交易市场的本质特征#但没有回答各种因素

对商品交易市场发展的相对重要性#也就无法为评估各地商品交易市场的发

展潜力提供具有操作性的指标#以避免盲目兴建 )空壳市场*的行为%值得

一提的是#

"#

世纪
C#

年代兴起的新经济地理学为我们从接入效应视角来定性

和定量分析各种因素对商品交易市场发展的相对重要性提供了可能%新经济

地理学的理论渊源(((区域科学(((其创始人
V;(/:

在
!CA@

年借用物理学的

引力方程提出收入潜力 !

&'*+,1

9

+01'0&(2

"概念G

#认为收入是决定国家与国

家或者地区与地区之间贸易流量的重要变量#但收入变量要用经济体之间的

距离进行 )加权*以衡量国家 !或地区"之间的贸易流量%

@尽管
V;(/:

没有对

国家间或地区间贸易流量的决定给出严格的经济学理论模型#但其强调了经

典贸易理论忽视的国家 !或地区"之间距离远近对相互间贸易流量的影响#

并给出了形式化的理论假说#为后继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提供了启发%在经验

研究方面#

O*$(22.,

!

!CCA

"最早应用
V;(/:

的引力方程来估计
!CDD

年美国

和加拿大的国境对两国各地贸易量的影响#发现两国各地的国内贸易量平均

为国际贸易量的
""

倍#表明美加国境对两国商品贸易产生了巨大障碍%

A

a1&

!

!CCF

"运用改进的引力方程测算
7)$>

国家
!CD"

(

!CC@

年间的边界效应为

"5F

(

C5E

%在理论研究方面#新经济地理学的接入效应模型 !

Q.

h

&0(.+67(

#

!CCC

&

]/.

<

,('

#

!CC!

&

]/.

<

,('(':41'(821;

#

!CCA

&

O(/K.;1'(':41'H

(821;

#

!CCD

#

"###

"通过引入规模经济与运输成本发展了引力方程的思想#

认为一国 !或一地"对他国 !或他地"的商品需求取决于该国 !或该地"的

收入水平及市场竞争状况$他国企业的价格水平和运输成本#并使之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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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的微观基础之上%

F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接入效应模型#作为销售型企业

的商品交易市场的选址取决于最终品需求接入和投入品供给接入与运输成本

之间的相对关系%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如下问题'市场接入和供给接入对

各省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究竟有什么影响0 国内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会不会

影响各省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0 影响程度如何0 与供给接入和市场接入相比#

运输成本又如何影响各省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0

本文试图在以下方面拓展关于商品交易市场的研究'首先#我们以新经

济地理学模型为基本框架分析市场接入和供给接入对各地商品交易市场发展

的影响程度%其次#我们将考察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商品其市场接入和供给接

入对商品交易市场发展的影响%最后#鉴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对中国国内

商品流通具有重要影响 !

].,(/

#

!CC@

&

6(.

<

%0+'

#

"##G

&

+̀.'

<

#

"###

&

白重恩#

"##@

&李善同等#

"##@

&

?+'*10

#

"##G

#

"##A

&朱希伟等#

"##A

"%

我们进一步考察了省内和省际的市场接入和供给接入对商品交易市场发展的

影响#从而增进人们对目前我国国内市场分割状况的认识%

F 具体而言#国家!或地区"

U

对国家!或地区"

L

的代表性企业
)

生产的差异化产品的需求量
RD[

!

)

"可

以表示为#

RD[

!

)

"

[

^

D

M

D

1

D[3[

$%

)

M

$ %

D

_

$

#

$<

!

&其中#

^

D

为国家!或地区"

U

的收入水平#

M

D

为国家!或

地区"

U

的一般价格水平!是其市场竞争程度的一个刻画"#

1

D[

为
U

与
L

之间商品贸易的运输成本!实证

研究中往往用距离来替代"#

3[

$%

)

为国家!或地区"

L

代表性企业
)

的差异化产品的出厂价格#

%

为差

异化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下文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阐述理论模型&第三部分是数据来源及变

量设定的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是本文结论%

二!理 论 模 型

假设一个国家有
H

个省份#每个省都有关于
)

行业产品的商品交易市场#

该国的行业总数为
0

%各省
)

行业的商品交易市场销售
)

行业的差异化商品组

合#其市场结构是垄断竞争的%基于
]/.

<

,('(':41'(821;

!

!CCA

"以及

U,&0&(':d(\+/*&K

!

"##D

"的模型#

*

省
)

行业的代表性商品交易市场的利润

函数
2

)

*

为

2

)

*

&

J

)

*

C

)

*

'

M

)

*

C

)

*

'

4

)

*

# !

!

"

在 !

!

"式中#

J

)

*

为
*

省
)

行业商品交易市场将差异化商品组合销售给本省消

费者的价格#销售给
V

省消费者的价格为
+

)

*

V

J

)

*

&

+

)

*

V

(

!

为
)

行业商品组合在
*

省和
V

省之间的运输成本%这里采用
T(,.2;+'

的 )冰山型*成本来刻画#即

+

)

*

V

单位
)

行业商品交易市场销售的商品组合从
*

省运出#只有
!

单位运达
V

省%同时#在 !

!

"式中
C

)

*

为
*

省
)

行业商品交易市场销售给各省消费者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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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组合的数量之和E

#

4

)

*

是
*

省
)

行业商品交易市场建设的固定成本#

M

)

*

是
*

省
)

行业商品交易市场从各地组织该行业商品组合的成本指数%在这里#我

们将商品交易市场看做一家专业化的采购商#其采购后再把商品卖给全国消

费者%因此#

*

省
)

行业商品交易市场从各地组织该行业商品组合的成本指数

由下式决定'

M

)

*

;

%

H

7

&

!

9

)

7 3

)

7

1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

9

)

7

为
7

省
)

行业生产企业的数量#每家企业都使用相同的规模报酬递增

的技术生产一种差异化商品#并处于垄断竞争的市场之中&

3

)

7

为
7

省
)

行业的

生产企业销售差异化产品的出厂价格%

1

)

7V

(

!

为行业
)

的生产企业将产品从
7

省运到
V

省的运输成本#同样用
T(,.2;+'

的 )冰山型*成本来刻画%

$

)

<

!

为商品交易市场作为需求方对行业
)

的差异化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E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

省消费者实际消费本省
)

行业商品交易市场销售的商品组合的数量为
C

)

**

#

V

!

V

#

*

"省消费者实际消费
*

省
)

行业商品交易市场销售的商品组合的数量为
C

)

*

V

#从而有
C

)

*

&

C

)

**

"

%

V

#

*

+

)

*

V

C

)

*

V

%

所有消费者具有相同的偏好#

7

省代表性消费者的偏好由如下效用函数

刻画'

N

7

;

0

0

)

&

!

%

H

*

&

!

,

)

*

$ %

7

3

! "

)

!

3

& '

)

4

)

#

!3

)

<

!

#

4

)

8

#

#

$ %

!

# !

G

"

其中#

,

)

*

7

为
7

省代表性消费者对
*

省
)

行业商品交易市场销售的商品组合的消

费量&

3

)为
7

省代表性消费者对
)

行业各省商品交易市场销售的商品组合的替

代弹性&

4

)为
7

省代表性消费者用于购买
)

行业商品组合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

重#故有
%

0

)

&

!

4

)

&

!

%

7

省代表性消费者的预算约束为'

%

0

)

&

!

%

H

*

&

!

+

)

*

7

J

)

*

,

)

*

7

=

F

7

#其

中#

F

7

为
7

省代表性消费者的收入水平%

由效用最大化问题可知#

7

省所有消费者对
*

省
)

行业商品交易市场销售

的商品组合的需求
-

)

*

7

为

-

)

*

7

&

+

)

*

7

4

)

B

7

5

)

7

+

)

*

7

J

)

*

5

$ %

)

7

'3

)

# !

@

"

其中#

B

7

为
7

省消费者的总支出#其值为
7

省代表性消费者的收入水平
F

7

乘

以该省消费者的人数#

5

)

7

为
7

省消费者购买各省
)

行业商品交易市场所销售的

商品组合的价格指数#且该价格指数可表示为

5

)

7

;

%

H

*

&

!

+

)

*

7

J

)

$ %

*

!

'3

! "

)

!

!

'3

)

(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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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全国消费者对
*

省
)

行业商品交易市场销售的商品组合的总需求
-

)

*

为

-

)

*

&

%

H

7

&

!

-

)

*

7

&

%

H

7

&

!

+

)

*

7

4

)

B

7

5

)

7

+

)

*

7

J

)

*

5

$ %

)

7

'3

)

(

!

F

"

!!

当经济系统达到均衡时#各省各行业商品交易市场销售的差异化产品组

合的供给等于需求#即
-

)

*

[C

)

*

#

>

)

#

*

%结合 !

!

"式和 !

F

"式以及商品交易

市场的利润最大化条件#可得均衡时
*

省
)

行业商品交易市场的商品组合在

本省销售的销售价格满足
J

)

*

[

3

)

3

)

_!

M

)

*

#从而 !

A

"式可重新表示为

5

)

7

&

3

)

3

)

'

!

%

H

*

&

!

+

)

*

7

M

)

$ %

*

!

'3

! "

)

!

!

'3

)

(

!

E

"

因此#

*

省
)

行业商品交易市场的均衡销售收入为

2

)

*

&

M

)

$ %

*

!

'3

)

3

)

'

!

3

$ %

)

3

)

'

!

%

H

7

&

!

+

)

*

$ %

7

!

'3

)

4

)

B

7

5

$ %

)

7

3

)

'

! "

!

(

!

D

"

对 !

D

"式两边取对数#可得

2'2

)

*

&

!

!

'3

)

"

2' M

)

& '

*

"

2'

%

H

7

&

!

+

)

*

$ %

7

!

'3

)

4

)

B

7

5

$ %

)

7

3

)

'

& '

!

"6

*

"7

)

(

!

C

"

!

C

"式的前两项分别代表本文最关心的供给接入和市场接入%第一项是商品

交易市场采购各省差异化产品的成本指数#即供给接入效应%这些产品既可

能来自本省#也可能来自外省&理论模型表明差异化产品的成本指数越低

!即供给接入越好"则商品交易市场获得的收益越高%第二项反映本省和外省

消费者对商品交易市场销售的商品组合的需求水平#即市场接入效应%这一

项与商品交易市场的收益水平正相关%第三项和第四项分别代表与各省的基

本特征有关的因素 !比如交通设施完善程度"以及与各行业的基本特征有关

的因素%由此#整理 !

C

"式可以得到如下有待检验的实证模型'

2'2

)

*

&

!

#

"

!

5

2'<D

)

*

"

!

>

2'KD

)

*

"

!

\

2'$

*

"

!

)

2'̀

)

*

"

.

)

*

(

!

!#

"

其中#

<D

)

*

和
KD

)

*

分别代表
*

省的供给接入和市场接入#是本文的两个核心解

释变量%由上述理论推测可知#应该有
!

5

<

#

和
!

>

<

#

%省份特征对商品交易

市场的影响由交通设施的完善程度来刻画#比如各省拥有的高速公路和铁路

的长度等%

三!数据与变量

本文采用的样本是中国
G#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

外"

"##@

年的截面数据%所有的数据来源于 .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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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

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上述
G#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

.

"##@

年经济普查年鉴/$.中国交通统计年鉴
"##A

/以及 .

"##A

年中国科技

统计年鉴/%根据商品的主要用途和性质#.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统计年鉴
"##A

/

把市场内交易的商品分为
"#

个类别#这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 !

=L

3

Y

@EA@H"##"

"中对于作为商品交易市场产品来源的采矿业 !涉及
A

个大类#

G"

个小类"和制造业 !涉及
G@

个大类#

@D#

个小类"等两大门类生产企业的分

类标准并非完全对应%比如#商品交易市场中的 )食品$饮料$烟酒类*包

括了农副食品加工业 !

!G

"$食品制造业 !

!@

"$饮料制造业 !

!A

"和烟草制

造业 !

!F

"等四个 !大类或两位代码"行业%因此#研究中需要对商品交易

市场的商品分类和国民经济相关行业的行业分类 !两位代码"重新进行分组

和匹配%由此#我们最终得到
!"

组商品交易市场的商品类别以及
!"

组国民

经济行业类别 !涉及采矿业和制造业两大门类"#参见附表
!

%

D

D 重新分组的基本原则是国民经济行业某一组别的生产企业制造的产品可以涵盖商品交易市场相应商

品组别所包括的产品小类#同时商品组别之间无交集#行业组别之间也无交集%在本文涉及的国民经济

A!"

个小类!四位代码"行业中对应出错的共
G!

个#故对应出错的问题并不是很严重%值得指出的是#其

中
"!

处对应出错是由于无法将部分四位代码行业与日用品类所在商品组别相对应造成的%针对这一情

况#我们在第四部分的实证分析中将进一步对剔除日用品类所在商品组别及对应行业组别的样本进行回

归并比较%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

"石油及制品类商品交易市场分别对应国民经济行业名称!代

码"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E

"以及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A

"%但该类商品交易市场在绝大

多数省份的数据为零#缺失数据太多#无法采用&!

"

"其他类商品交易市场在.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统计年

鉴/中没有说明其行业特征#无法跟国民经济行业名称!代码"对应#故没有采用#最终得到附表
!

所示的

!"

组商品交易市场的商品类别以及
!"

组国民经济行业类别%

C 省会城市之间的距离来源于.中国交通公路行车及里程图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E

年%

根据商品类别的重新分组规则#我们整理了按地区和摊位分类统计的商

品交易市场成交额原始数据#进而得到
"##@

年
*

省
)

行业商品交易市场的收

益变量
O;(21

#@

)

*

%供给接入
;(

)

*

对商品交易市场收益水平变动的影响是通过商

品交易市场购买企业生产的差异化商品的成本指数变动发挥作用的%在企业

技术相同的假设下#由 !

"

"式可知#成本指数由各省企业数和省际运输成本

决定%首先#对于各省的企业数指标#理论和经验告诉我们#规模较大的企

业大多选择建立具有营销规模经济优势的独享式销售网络#而参与商品交易

市场交易这种共享式销售网络的通常以中小企业为主 !郑勇军#

!CCD

"%因

此#本文以年销售额在
A##

万(

G###

万元的小型企业和年销售额不足
A##

万

元的微型企业作为商品交易市场差异化商品组合的供给方%其次#对于省际

贸易的运输成本#借鉴
R(//&;

!

!CA@

"及
U,&0&(':d(\+/*&K

!

"##D

"的处理

方法#本文采用省际距离或本省自距离的倒数来代表%其中#自距离计算参

考
X1(,1/

!

!CCE

"的做法#即假定各省都是圆形的#进而利用省份面积

UW)U

*

求得半径作为
*

省自距离&省际距离则用两省省会城市之间的距离来

代表%

C综上所述#度量本省企业为商品交易市场提供差异化商品潜力的本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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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接入
;(&

)

*

可定义为
;(&

)

*

[8

_!

**

^

"

)

*

#其中#

8

**

[

UW)U

h

槡&

和
"

)

*

分别是
*

省

的半径和
*

省
)

行业小型及微型企业的数目%类似的#度量外省企业为目的省

的商品交易市场提供差异化商品潜力的外省供给接入
;(+

)

*

可定义为
;(+

)

*

&

%

H

V

#*

8

'

!

V

*

]"

)

V

#其中#

8

V

*

和
"

)

V

分别是
V

省与
*

省的省会城市之间的距离和
V

省

)

行业小型及微型企业的数目%因此#回归方程中要估计的供给接入效应为

2';(

)

*

&

2'

!

;(&

)

*

"

!

;(+

;(+

)

*

"

(

!!

由于本省供给接入和外省供给接入已根据
R(//&;

!

!CA@

"的逆距离规则

调整#两者可以直接比较#因此外省供给接入
;(+

)

*

的参数
!

;(+

可以作为地方保

护与市场分割是否存在及其程度的间接度量%如果
!

;(+

)

!

#意味着外省供给

接入不及本省供给接入那么重要#进而说明省际商品流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

地方保护的限制%

类似的#市场接入
,(

)

*

包括本省市场接入
,(&

)

*

和外省市场接入
,(+

)

*

两

部分%我们借鉴
U':1/;+'(':\('a&'*++

9

!

"##G

"的做法#用地区生产总

值作为市场需求潜在规模的代理变量%与供给接入一样#本省和外省的市场

接入也要根据逆距离规则加权%因此#

*

省的本省市场接入
,(&

)

*

可定义为

,(&

)

*

[8

_!

)

*

^=>?

*

^

4

)

#其中#

=>?

*

是
*

省地区生产总值&

4

)

[

=

)

=

表示全国消

费者对
)

行业产品的支出份额#

=

)和
=

分别为
"##@

年
)

行业工业生产总值和

全行业工业生产总值%

*

省的外省市场接入
,(+

)

*

可以定义为
,(+

)

*

&

%

H

V

#*

8

'

!

V

*

]

=>?

V

]

4

)

#

=>?

V

和
4

)分别是
V

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和全国消费者对
)

行业产品

的支出份额%因此#回归方程中要估计的市场接入效应为

2',(

)

*

&

2'

!

,(&

)

*

"

!

,(+

,(+

)

*

"

(

!!

在省份特征方面#本文引入各省的公路里程
/:K,

#高速公路里程
1bK,

和铁路里程
/2K,

等交通设施的建设水平作为控制变量%

!#在行业特征方面#本

文引入度量商品交易市场作为
)

行业商品流通渠道的重要性指标
10(

)

*

#其表达

式为
10(

)

*

[O;(21

#G

)

*

3

=

#G

)

*

#其中
O;(21

#G

)

*

和
=

#G

)

*

分别是滞后一期 !即
"##G

年"的

*

省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
)

行业产品成交额和
*

省
)

行业的工业总产值%表

!

归纳了上述各变量的统计概要%

!# 由于商品交易市场以国内贸易为主#考虑到水运在国内贸易中所占的货运量比重较小!内河加沿海货

运量共占总货运量的
DJDB

"#因此这里没有控制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如内河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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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主要变量的统计概要!!

变量 观察值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O;(21

#@

)

*

GF# FEJ!CA@ !EAJDAE! # !@F#JDD

;(

)

*

[;(&

)

*

j;(+

)

*

GF# !!FJEFGE !G"J!D!D GJF"#GG@ !!#CJC#A

;(&

)

*

GF# "!J@DE@C @EJFG##D # @DEJE"D"

;(+

)

*

GF# CAJ"EF"" CEJGEEC@ GJAGEC!@ E"GJEA#@

,(

)

*

[ ,(&

)

*

j,(+

)

*

GF# !"J#!@E@ !AJFDAFC #JG##G#! !!!J@#@C

,(&

)

*

GF# "J!CGDDD @JGCCCG@ #J##FAAA A!JA@!#G

,(+

)

*

GF# CJD"#DAE !"JG"@DF #J"ECCE"F EDJEA!EE

10(

)

*

GF# #JF#CF@C GJGDA#!A # ACJAGGGG

/:K,

)

*

GF# F#JC@DA G@J##G EJD#A !FEJ#A

1bK,

)

*

GF# !J!@"DFE #JFD"CFD #J!E! GJ#GG

/2K,

)

*

GF# "J@D#"AE !J@FG!@C #J"FGA FJGGEG

!!

综上所述#将供给接入$市场接入等代理变量代入有待检验的实证模型#

!

!#

"式转化为如下形式'

2'O;(21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G

2'

!

,(&

)

*

"

!

@

,(+

)

*

"

"

!

A

2'10(

)

*

"

!

F

/+(:

*

"

!

E

/2K,

*

"

.

)

*

# !

!!

"

其中#

/+(:

*

在
/:K,

*

与
1bK,

*

之间取其一%我们将采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

!

6XT

"估计 !

!!

"式的参数并处理截面数据普遍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在极端

情况下#如果国内贸易完全不存在市场分割#那么 !

!!

"式可简化为下式并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

7XT

"进行估计%

2'O;(21

#@

)

*

&

!

#

"

!

!

2'

!

;(&

)

*

"

;(+

)

*

"

"

!

G

2'

!

,(&

)

*

"

,(+

)

*

"

"

!

A

2'10(

)

*

"

!

F

/:K,

*

"

!

E

1bK,

"

!

D

/2K,

*

"

.

)

*

(

!

!"

"

四!实证检验及分析

在本节的实证部分#我们将逐层考察供给接入和市场接入对各省商品交

易市场经济绩效的影响%

!! 表
!

中所列变量
O;(21

#@

)

*

的单位为亿元#

/:K,

)

*

#

1bK,

)

*

#

/2K,

)

*

的单位都是千公里#其他变量的单位由原

始指标的单位依据构建规则确定%

表
"

汇报了分别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 !

6XT

"和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

!

!!

"式和 !

!"

"式的结果 !回归
!

(

F

"&由于日用品类所在的商品组别与行

业组别对应出现商品与行业分类不匹配的情况较多#因此表
G

回归
E

(

D

是剔

除该商品组别及对应行业的结果%我们发现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的回归
!

(

G

中#市场接入
2'

!

,(

)

*

"的参数值显著为正#这与理论预测一致#但供给接入

2'

!

;(

)

*

"的方向与理论预测不一致且并不显著%用非线性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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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归
@

(

F

中#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市场接入
2'

!

,(

)

*

"与供给接入
2'

!

;(

)

*

"的

参数值均显著为正#这与理论预测完全一致%同时#观察剔除日用品类的回

归结果 !表
G

回归
E

(

D

"可以发现情况完全类似%我们认为#非线性最小二

乘法估计 !

!!

"式与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 !

!"

"式的结果存在差别的原因#

就在于我国国内贸易并不满足不存在市场分割的假设#也就是说#用普通最

小二乘法估计 !

!"

"式的前提条件并不成立%

表
"

!

市场接入$供给接入与商品交易市场的绩效!基本模型"

被解释变量'

2'O;(21#@

变量
! " G @ A F

2'

!

;(

)

*

" #J#GDEGGE

!

#J"E

"

_#J!!F!C!A

!

_#JDF

"

_#J##CG!FA

!

_#J#F

"

#J"@G#GF

!

"JC"

"

"""

#J"#E@AF"

!

"J@!

"

""

#J"GEF!E@

!

"JE"

"

"""

;(+

)

*

_#J##!@EC@

!

_#JGE

"

_#J##!A!DE

!

_#JGG

"

_#J##!@C!C

!

_#JGE

"

2'

!

,(

)

*

" !J"DEE"F

!

!#J!#

"

"""

!J"D@CAE

!

!#JEF

"

"""

!JG#FAAE

!

CJCG

"

"""

#JCCEF@D

!

!"J"F

"

"""

#JCDAEC@!

!

!"J"G

"

"""

!J###!AD

!

!!JCE

"

"""

,(+

)

*

#J#GEFCEA

!

!JAG

"

#J#@EDG"E

!

!JAE

"

#J#GC!#G@

!

!J@E

"

2'

!

10(

)

*

"

#JF@D!C@F

!

!GJ"A

"

"""

#JF@CF#G!

!

!GJA!

"

"""

#JFAEFGD

!

!"JEE

"

"""

#JFAE"!E

!

!@J"D

"

"""

#JFA"##F!

!

!@J"D

"

"""

#JFADE#!"

!

!GJAD

"

"""

/:K,

#J##CAEE

!

GJ"F

"

"""

#J##CAGEA

!

GJ!#

"

"""

#J##AAA#@

!

"JGA

"

""

#J##AAD#@

!

"J""

"

""

1bK,

#JCC#FG""

!

CJF@

"

"""

#JGG#D#DD

!

GJ!C

"

"""

/2K,

#J!"@E#F!

!

!JDG

"

"

#J!!F##GA

!

!JCF

"

"

#J!"CA!AE

!

!JEC

"

"

#J"!C!GFE

!

GJAF

"

"""

#J"GFCDFD

!

@J#F

"

"""

#J""GAC!@

!

GJGE

"

"""

4

*+';

#J"D!CDD@

!

#JA!

"

#J@"!AA#G

!

#JDG

"

#J@E"G#!!

!

#JDA

"

"J@"#DCC

!

FJF!

"

"JG"AACE

!

FJG#

"

"J@"@F#@

!

FJG@

"

模型
7XT 7XT 7XT 6XT 6XT 6XT

样本数
GGA GGA G#A GGA GGA G#A

2H;

P

.(/1: #JFF"F #JE!"E #JFFE" #JEFGA #JE@FG #JEF#@

R#

'所有供给接入和市场接入项不显著

a(2:

统计量
!AEJC@ !ACJG! !@DJGD !@EJ"@ !!GJEA !G#JC@

3

%

值
#J#### #J#### #J#### #J#### #J#### #J####

注'!

!

"数据处理和模型估计由
;0(0(CJ#

软件计算&!

"

"括号中为该系数异方差稳健的
+

值&

!

G

"

"

#

""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B

#

AB

和
!B

&!

@

"回归
G

和
F

是剔除第!

!!

"组商品组别及对应

行业的估计%

表
G

!

市场接入$供给接入与商品交易市场的绩效!基本模型续"

被解释变量'

2'O;(21#@ a&0%?+'*10i;8+/:1/8(//&1/,1(;./1

变量
E D C !# !! !"

2'

!

;(

)

*

"

_#J!A#@C!C

!

_!J#E

"

#J"#F"DCE

!

"J"D

"

""

#JGF###EA

!

"JD"

"

"""

#J!FA"@G"

!

!JG!

"

#JG!AF"G!

!

"JGE

"

""

#J!"CEFE"

!

#JCD

"

;(+

)

*

_#J##!A"A"

!

_#J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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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

2'O;(21#@ a&0%?+'*10i;8+/:1/8(//&1/,1(;./1

变量
E D C !# !! !"

2'

!

,(

)

*

"

!JG#GCAC

!

!#JAG

"

"""

#JCDD"F#D

!

!!JC@

"

"""

!J#DD@"C

!

CJ#D

"

"""

!J!!F#"G

!

CJEF

"

"""

!J!#D#@@

!

DJC@

"

"""

!J!GE@EE

!

CJAE

"

"""

,(+

)

*

#J#@CA#"F

!

!J@C

"

2'

!

10(

)

*

"

#JFA@AEDE

!

!GJ##

"

"""

#JFAG#G#D

!

!GJF#

"

"""

#JF!"DE"

!

!!JF@

"

"""

#JF!G#!DF

!

!!JFF

"

"""

#JF!CD#GA

!

!!J!E

"

"""

#JF!FA@@G

!

!!J"#

"

"""

/:K,

#J##DECGA

!

GJ!@

"

"""

#J##DFCFG

!

"JCA

"

"""

1bK,

#JCE!CAA

!

DJD"

"

"""

#JG!AFD@F

!

"JDG

"

"""

#JEE@A@EE

!

EJ""

"

"""

#JEF"G#DE

!

FJF!

"

"""

/2K,

#J!"@G#""

!

!JCE

"

""

#J"@GE"FG

!

GJDD

"

"""

#J!FE"@@C

!

"J#E

"

""

#J!AF@G#D

!

"J!F

"

""

#J!E"@EEF

!

"J##

"

""

#J!F@EC"A

!

"J!G

"

""

4

*+';

#JA@A@D@G

!

!J#A

"

"JGG"G#A

!

FJ#"

"

#JGFG"A@E

!

#JD!

"

#JFA!!"E"

!

!JA#

"

#JA!!E"EG

!

!J#C

"

#JEA!E!!C

!

!JFF

"

模型
7XT 6XT 7XT 7XT 7XT 7XT

样本数
G#A G#A "C@ "C@ "FD "FD

2H;

P

.(/1: #JE!G# #JEF#E #JE#@# #JEG#F #JE#@G #JE"DC

R#

'所有供给接入和市场接入项不显著

a(2:

统计量
!A"JEA !#GJGE !CGJ" !E@JCF !EDJ!D !FAJAF

3

%

值
#J#### #J#### #J#### #J#### #J#### #J####

注'!

!

"数据处理和模型估计由
;0(0(CJ#

软件计算&!

"

"括号中为该系数异方差稳健的
+

值&

!

G

"

"

#

""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B

#

AB

和
!B

&!

@

"回归
E

$

D

$

!!

和
!"

是剔除第!

!!

"组商品组别

及对应行业的估计%

由回归
@

(

F

以及回归
D

可以发现#供给接入
2'

!

;(

)

*

"和市场接入
2'

!

,(

)

*

"

的参数都显著为正#且前者为
#5"

左右#后者为
!

左右%这就是说#当供给

接入增加
!

个百分点时商品交易市场的成交额将增加
#5"

个百分点&当市场

接入增加
!

个百分点时#商品交易市场的成交额将增加
!

个百分点左右%外

省的供给接入和市场接入单个变量虽然不显著#但是
b(2:

检验告诉我们所有

的供给接入和市场接入变量在
3

值为
#5####

水平上联合显著%有意思的是外

省的供给接入是负的 !

_#5##"

左右"#而外省的市场接入是正的 !

#5#@

左

右"#两者都远远小于
!

%这表明#对于商品交易市场而言外省的供给接入和

市场接入远没有本省的供给接入和市场接入重要%由此可见#省际贸易壁垒

阻碍了一省的商品交易市场将商品组合销售给外省消费者#以致外省的市场

接入只有很小一部分得到实现&同时#省际贸易壁垒也阻碍了外省企业的产

品有效地进入本省的商品交易市场#以致当外省的接入效应增大时#本省商

品交易市场成交额反而轻微下降%这是因为#外省商品交易市场销售的差异

化产品可获得性的改善将导致本省消费者用外省商品交易市场替代本省商品

交易市场%从回归
A

和回归
D

的比较可以发现#删除日用品类所在商品组别

及其对应行业后得到的回归结果基本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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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考察回归
@

(

F

以及回归
D

反映的省际商品流通壁垒问题#我们

引入
?+'*10

!

"##A

"估计的省际边界壁垒值 !

8+/:1/8(//&1/,1(;./1

"予以

检验%

?+'*10

!

"##A

"估计了中国内地
"F

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

!CC"

年和

!CCE

年的边界壁垒值#

!"除山东和贵州缺少
!CCE

年的估计值外#其他省份均

用
?+'*10

边界壁垒值
?LLO

*

刻画 !

!!

"的
!

"

和
!

@

%具体做法为#我们以

?+'*10

边界壁垒值的绝对值
?LLO

*

作为度量各省地方保护的指标%对于

供给接入而言#潜在的外省供给接入
;(+

)

*

除以目的省
*

的地方保护指标得到

目的省
*

有效的外省供给接入
;(+

)

*

#

J

#这意味着地方保护越高省份的商品交易

市场实际可以获得的外省供给接入水平越低%对于市场接入而言#潜在的外

省市场接入
,(+

)

*

的各省构成项除以该省地方保护指标加总后得到
*

省有效的

外省市场接入
,(+

)

*

#

J

#这意味着外省地方保护程度越高#本省商品交易市场

获得的外部市场需求越低%基于此#我们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 !

!G

"式来

检验回归
@

(

F

以及回归
D

反映的省际商品流通的贸易壁垒问题'

2'O;(21

#@

)

*

&

!

#

"

!

!

2'

!

;(&

)

*

"

;(+

)

*

#

J

"

"

!

G

2'

!

,(&

)

*

"

,(+

)

*

#

J

"

"

!

A

2'10(

)

*

"

%

V

!

V

*0/2

)

*

V

"

4

)

*

#

!

!G

"

其中#

;(+

)

*

#

J

&

;(+

)

*

]

?LLO

*

'

!

#

,(+

)

*

#

J

&

%

V

#*

8

'

!

V

*

]

=>?

V

]

?LLO

V

'

!

]

4

)

%

!"

?+'*10

!

"##A

"没有估计的中国内地其他五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分别为黑龙江$安徽$海南$重庆和西

藏&

?+'*10

估计的边界壁垒值!负值"越大#意味着该省的贸易壁垒越低%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 !

!G

"式的结果归纳为表
G

的回归
C

(

!"

%我们发

现#引入
?+'*10

边界壁垒值的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 !

!G

"式所得到的回归结

果明显不同于直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 !

!"

"式的回归结果%我们最关注

的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市场接入
2'

!

,(

)

*

"和供给接入
2'

!

;(

)

*

"参数估计值的

方向与理论模型的预测完全一致&市场接入
2'

!

,(

)

*

"的参数估计值均显著为

正&供给接入
2'

!

;(

)

*

"的参数估计值在回归
C

和
!!

中显著为正#在回归
!#

和

!"

中虽然不显著#但参数估计值的方向与理论模型的预测一致#并且
+

检验

值也明显大于表
"

中回归
!

的结果%此外#

b(2:

检验表明所有的市场接入和

供给接入变量联合显著#同时#其他解释变量参数估计值的方向和显著性与

非线性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相比没有发生变化%

在行业特征方面#由表
"

回归
@

(

F

以及表
G

回归
D

中
10(

)

*

的参数估计值

可知#如果
10(

)

*

增加
!

个百分点#那么该行业商品交易市场的成交额将增加

#5F

个百分点左右%这意味着#如果商品交易市场过去是某一行业产品的重要流

通渠道#那么其重要性程度越高#则该行业商品交易市场的成交额也随之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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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份特征方面#表
"

回归
@

(

F

和表
G

回归
D

表明#某省商品交易市场

的成交额与该省交通设施的发达程度呈显著正相关%这是因为#铁路
/2K,

和

公路
/:K,

或高速公路
1bK,

分别代表我国长途和短途货运最重要的两种运

输方式#交通设施的改善可以有效地降低运输成本#进而推动该省商品交易

市场的发展%

根据产品生产过程中投入要素的类型#我们可以把商品交易市场的产品

及其对应行业合并为三组#即资源密集型产品 !

V

"$劳动密集型产品 !

VV

"以

及资本密集型产品 !

VVV

"#这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产品特征与商品交易市场发展

的关系%表
@

的回归
!G

(

!D

汇报了分组后三种类型产品的回归结果#有几点

尤其值得关注%其一#对于资本密集型产品 !

VVV

"而言#无论是总的市场接

入效应
2'

!

,(

)

*

"还是外省的市场接入
,(+

)

*

#其参数估计值都明显小于资源密

集型产品 !

V

"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

VV

"的估计值%这是因为#商品交易市场

的主要竞争优势在于价格低廉和品种繁多#而专卖店$百货公司或连锁零售

企业等业态往往依靠品牌和售后服务吸引消费者%当消费者需要购买诸如家

用电器$通信设备$机电仪器$计算机等价值较高的产品时#往往会选择到

专卖店$百货公司或者大型的家电连锁零售企业购买%因此#这类产品的潜

在需求对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的影响程度要小于其他两类产品%其二#对于

劳动密集型产品 !

VV

"而言#外省供给接入
;(+

)

*

的参数估计值明显小于其他

两类产品#说明各省对劳动密集型产品 !

VV

"的地方保护程度是最高的%从成

因上分析#劳动密集型行业对于解决当地就业的积极作用很可能是造成该现

象的主要原因%其三#资源密集型产品 !

V

"的供给接入
2'

!

;(

)

*

"对商品交易

市场成交额的影响最小&同时#公路
/:K,

或高速公路
1bK,

里程变化对资

源密集型产品 !

V

"的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的影响也比较小%这可能是因为#

资源密集型产品 !

V

" !比如木材$煤$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品等"的下游企业

往往配套选址在上游企业的附近#这使它们之间较少通过商品交易市场来完

成销售或采购%因此#这类产品供给接入的变动对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的影

响较小#而公路
/:K,

或高速公路
1bK,

等相对于铁路
/2K,

而言的短程运输

对该类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的影响也相应较小%

表
@

!

市场接入$供给接入与商品交易市场的绩效

!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

被解释变量'

2';(21#@

分行业
V V VV VV VVV VVV

变量
!G !@ !A !F !E !D

2'

!

;(

)

*

"

#J""A@AG"

!

!JEC

"

"

#J""F!#GE

!

!JEA

"

"

#J@"C!F#C

!

"JA#

"

""

#JG!@@EFC

!

!JEC

"

"

#JA@#!AE!

!

"J"D

"

""

#J@!EE!EC

!

!JDE

"

"

;(+

)

*

_#J##!DE!C

!

_#J!C

"

_#J##!DE!C

!

_#J!D

"

_#J###"AAF

!

_#J#A

"

_#J###C#GG

!

_#J!A

"

_#J##"EFGF

!

_"JAE

"

""

_#J##G#D@F

!

_"J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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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

2';(21#@

分行业
V V VV VV VVV VVV

变量
!G !@ !A !F !E !D

2'

!

,(

)

*

"

!J"EFCG@

!

CJ#@

"

"""

!J"E@C"E

!

CJ#D

"

"""

!J##DDFA

!

EJ#@

"

"""

!J#@FEGD

!

EJGD

"

"""

#J"FCE@C@

!

!J#@

"

#JG"D""@@

!

!JG"

"

,(+

)

*

#J#C#CA"D

!

!J!E

"

#J#DD@F#G

!

!J!#

"

#J#D!!#C"

!

!J#E

"

#J#E"#"AD

!

!J#F

"

#J##G#EGA

!

#J#E

"

#J##ACAGC

!

#J!F

"

2'

!

10(

)

*

"

#J@EADEG

!

@JA"

"

"""

#J@E@FA@@

!

@JFD

"

"""

#JDGEAGA"

!

!GJC#

"

"""

#JD""A#D

!

!GJCG

"

"""

#JDAF#!"G

!

!@J#"

"

"""

#JDEAA"E"

!

!@JEC

"

"""

/:K, #J###@@C@

!

#J!#

"

#J##FC!FE

!

!JDG

"

"

#J##EA@EG

!

!JDD

"

"

1bK, _#J#!!!CE@

!

_#J#@

"

#JG"CF@FC

!

"JA#

"

""

#J@DA@ADG

!

GJ!!

"

"""

/2K, #J!C#"@"

!

!J@C

"

#J!C@E#!@

!

!JF#

"

#J!F@DA@

!

"J@!

"

""

#J!DCE@F

!

GJ!"

"

"""

#J!C@A@D

!

!JE!

"

"

#J"#@!@!@

!

!JEA

"

"

4

*+'; "J"AF#!@

!

GJAF

"

"J"CFCCA

!

GJ@E

"

"J!#CDFA

!

"JCE

"

"JGG#"AF

!

GJ"A

"

"JC@C"C!

!

GJCC

"

GJ!#D@AF

!

@JFE

"

模型
6XT 6XT 6XT 6XT 6XT 6XT

样本数
CC CC !@D !@D DD DD

2H;

P

.(/1: #JFA"# #JFEFD #JDGAA #JDGGC #JDC!" #JDCAF

R#

'所有供给接入和市场接入项不显著

a(2:

统计量
"CJ!D "FJ@@ FCJ!C AFJ#" !#"J@A AGJA#

3

H

值
#J#### #J#### #J#### #J#### #J#### #J####

注'!

!

"数据处理和模型估计由
;0(0(CJ#

软件计算&!

"

"括号中为该系数异方差稳健的
+

值&

!

G

"

"

#

""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B

#

AB

和
!B

&!

@

"

V

$

VV

和
VVV

分别代表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

和资本密集型商品组别和相应的行业组别#详细重组情况参见附表
"

%

!G 行业工资水平为该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年人均工资#其计算公式为'规模以上企业本年应付工资总

额3规模以上企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很多研究者认为#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可以带动当地工业发展#而工业

发展又可以反哺当地的商品交易市场#因此商品交易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互动

可以概括为 )企业催育市场#市场推进企业* !汪少华#

!CCE

"%例如#以小

商品城享誉全国的浙江省义乌市的地方政府就把 )以商促工$贸工联动*

作为本地的发展战略%如果本地的商品交易市场与作为其本地供给接入的

小型和微型企业之间存在着互动#那么两者的正相关可能是源于当地商品

交易市场越发达#越能吸引投资者来该地开办小型和微型企业%为此#我

们拟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可能存在的本地生产企业与本地商品交易市场之

间的内生性问题%鉴于外省的供给接入和市场接入在上文回归中参数估计

值远小于本省的供给接入和市场接入并且多不显著#在此忽略外省接入效

应的影响%由于小型和微型企业多围绕本地的大中型企业提供配套#同时

行业工资水平!G也是影响小型和微型企业选址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以各省

的大中型企业数目
2'8S&/,

和行业工资水平
2'b(

<

1

作为小型和微型企业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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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本省市场接入效应的工具变量%表
A

中回归
!C

(

"!

是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

的结果&回归
""

(

"@

是工具变量法估计的结果#表
A

还汇报了工具变量法第

一步的回归结果%从表
A

的回归结果来看#工具变量分析的结果并未得到

R(.;,('

检验的支持#证明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的结果成立%关于生产企业

与本地商品交易市场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并不严重#我们的解释如下'借助商

品交易市场成长起来的小型和微型企业在规模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逐渐开始

用自建的独享式销售渠道替代共享式的商品交易市场#因为后者更有利于企

业建立自有品牌及保护专利%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

过程可以理解为新的微型和小型企业不断进入以及长大企业的逐渐离开%

表
A

!

市场接入$供给接入与商品交易市场的绩效!内生性问题"

被解释变量'

2'O;(21#@

&被工具变量'

2'

!

;(&

"&工具变量'

2'8S&/,

#

2'b(

<

1

变量
!C "# "! "" "G "@

2'

!

;(&

"

#J!D!FE"

!

"J@C

"

"""

#J!@C!#!G

!

!JC@

"

"

#J!EG!A#F

!

"J"F

"

""

#J"D@C"A!

!

"JA@

"

""

#J"GDGECC

!

!JDC

"

"

#J"FE@"CD

!

"J!"

"

""

2'

!

,(&

"

#JCA##AAF

!

!"J"C

"

"""

#JC@!CD!F

!

!"J"C

"

"""

#JCAFG!!!

!

!"J#!

"

"""

#JDAAEDGA

!

EJEE

"

"""

#JDFFFFED

!

EJ@D

"

"""

#JDE"!E"G

!

EJ!G

"

"""

2'

!

10(

)

*

" #JFA@F#FE

!

!@JGC

"

"""

#JFA!!CA

!

!@J@@

"

"""

#JFAA@"FG

!

!GJE@

"

"""

#JFA@EC!G

!

!@J@F

"

"""

#JFA!AFFA

!

!@JA!

"

"""

#JFAAC!C@

!

!CJ@@

"

"""

/:K,

#J##GD#!

!

!JFA

"

"

#J##GECAF

!

!JAA

"

#J##GDAC!

!

!JFC

"

"

#J##GD""!

!

!JA@

"

1bK,

#J"!!CFFG

!

"J!A

"

""

#J!EC#F"@

!

!JFC

"

"

/2K,

#J"!AAEFG

!

GJAD

"

"""

#J""DG#"

!

@J#!

"

"""

#J""!##DA

!

GJ@"

"

"""

#J"!CD!"!

!

GJF@

"

"""

#J"GF!GGC

!

@J#D

"

"""

#J""@GA

!

GJD"

"

"""

4

*+';

"JCG#FE!

!

!!JGA

"

"JCGE#"A

!

!!JFA

"

"JC@EED@

!

!#JD"

"

"JE#@EFA

!

CJ#E

"

"JEE@EGD

!

CJ!E

"

"JE@DFE"

!

DJ"@

"

模型
7XT 7XT 7XT V4 V4 V4

样本数
GGA GGA G#A GGA GGA G#A

2H;

P

.(/1: #JEAE" #JEAE@ #JEAGC #JEAAE #JEAF@ #JEA"E

4

统计量
"#AJ!F "#AJ@D !DGJ!C "#GJD# "#@J@@ !D"J"!

!

3

H

值"

#J#### #J#### #J#### #J#### #J#### #J####

8

"

!J!D #JFF #JC!

!

3

H

值"

#JC@E" #JCDA! #JCFCD

第
V

阶段工具变量系数'

>1

9

\(/[2';(&

2'8S&/,

#J@FDCGE@

!

EJDA

"

"""

#J@FD!AC@

!

AJF@

"

"""

#J@G@EGCE

!

EJ#!

"

"""

2'b(

<

1

_@J""DFAD

!

_!#JG!

"

"""

_@J"@DCGA

!

_!#J"!

"

"""

_@J@A#EGA

!

_!#JFG

"

"""

2'

!

,(&

"

#JEFE#F@F

!

"#JDE

"

"""

#JEDF#DEC

!

"!JGA

"

"""

#JEEA@DDF

!

_"JEA

"

"""

2'

!

10(

)

*

" _!J!#!!@DA

!

_@JDE

"

"""

_#J#CD@@"E

!

_@JFD

"

"""

/:K,

_#J##@EAC"

!

_GJ"@

"

"""

_#J##@"@AD

!

_"JE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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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

2'O;(21#@

&被工具变量'

2'

!

;(&

"&工具变量'

2'8S&/,

#

2'b(

<

1

变量
!C "# "! "" "G "@

1bK,

_#J!!!DG!A

!

_!J#D

"

"""

/2K,

_#J#AGC"F@

!

_!JFA

"

"

_#J#DDEADE

!

_"JDF

"

"""

_#J#@F"FD!

!

_!JGA

"

4

统计量
"""J!@ "!@J@C "#!J!G

!

3

H

值"

#J#### #J#### #J####

注'!

!

"数据处理和模型估计由
;0(0(CJ#

软件计算&!

"

"括号中为该系数异方差稳健的
+

值&

!

G

"

"

#

""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B

#

AB

和
!B

&!

@

"

R(.;,('

检验的零假设是
V4

与
7XT

估计

的系数无系统性差异&!

A

"回归方程
"!

和
"@

剔除第!

!!

"组商品组合及对应行业的估计%

五!结
!!

论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交易市场在中国获得快速发展#成为微型和小型企

业实现国内商品流通的重要渠道%本文引入新经济地理学的市场接入和供给

接入对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进行研究#主要发现包括'

!

!

"就中国各省商品交易市场而言#在剔除省份和行业差异之后#外省的

供给接入和市场接入远没有本省的供给接入和市场接入重要%这在一定程度

上表明中国地方保护带来的省际贸易壁垒的确阻碍了商品交易市场向省外销

售商品和组织货源#导致其辐射半径偏小%进一步地#我们将
?+'*10

!

"##A

"

估计的中国内地
"F

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

!CCE

年的边界壁垒值作为度量各

省地方保护的指标对回归模型进行重新估计#这一结论仍能得到支持%

!

"

"与新经济地理学的许多实证研究类似#铁路$公路以及高速公路等交

通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可以降低运输成本#进而对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起到

促进作用%

!

G

"不同要素密集度的生产企业往往会选择不同的商品流通渠道%本文研

究发现#总的市场接入以及外省市场接入对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商品交易市场

发展的促进作用都明显小于两者对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商品交易

市场发展的促进作用%这表明#消费者更倾向于在百货公司$专卖店$跨区

域连锁集团的销售网点购买资本密集度较高的商品&对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

产品而言#消费者则更倾向于在商品交易市场购买%

!

@

"考虑到商品交易市场与本地微型和小型企业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

性问题会导致估计偏误#我们用各省的大中型企业数和行业工资水平作为供

给接入的工具变量#回归发现工具变量分析的结果并未得到
R(.;,('

检验的

支持#证明原有结果成立%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过程

表现为新的微型和小型企业不断进入以及长大企业的逐渐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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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１
　
商
品
交
易
市
场
商
品
分
类
与
国
民
经
济
行
业
对
照
分
组

组
号

商
品
名
称
（
按
摊
位
统
计
）

代
码

国
民
经
济
行
业
名
称
（
两
位
代
码
）

代
码

发
生
对
应
出
错
的
行
业
名
称

（
四
位
代
码
）
或
所
涉
产
品
说
明

应
归
入

组
号

（ １
）
食
品
饮
料
烟
酒
类

１
３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业

１
４

食
品
制
造
业

１
５

饮
料
制
造
业

１
６

烟
草
制
造
业

（ ２
）
服
装
鞋
帽
针
纺
织
品
类

１
７

纺
织
业

１
８

纺
织
服
装
鞋
帽
制
造
业

１
９

皮
革
毛
皮
羽
毛
（
绒
）
及
其
制
品
业

１
９
２
３

皮
箱
、
包
（
袋
）
制
造
；
还
包
括
其
他
日
用
皮
革
、
人
造
革
制
品

（ １
１
）

２
８

化
学
纤
维
制
造
业

（ ３
）
木
材
及
制
品
类

２
０

木
材
加
工
及
木
竹
藤
棕
草
制
品
业

２
０
４
０

竹
藤
棕
草
制
品
制
造
业
中
的
日
用
竹
藤
棕
草
制
品

（ １
１
）

（ ４
）
家
具
类

２
１

家
具
制
造
业

（ ５
）
书
报
杂
志
类

２
２

造
纸
及
纸
制
品
业

２
２
３
９

其
他
纸
制
品
制
造
中
的
纸
类
卫
生
用
品
和
纸
模
餐
具

（ １
１
）

电
子
出
版
物
及
音
像
制
品
类

２
３

印
刷
业
和
记
录
媒
介
的
复
制

２
３
１
２

本
册

（ ６
）

２
３
１
９

纸
牌
印
刷

（ ６
）

（ ６
）
体
育
娱
乐
用
品
类

２
４

文
教
体
育
用
品
制
造
业

家
用
电
器
和
音
像
器
材
类

３
５

通
用
设
备
制
造
业

文
化
办
公
用
品
类

３
６

专
业
设
备
制
造
业

３
６
５
３

缝
纫
机
械
制
造

（ １
１
）

通
讯
器
材
类

３
７

交
通
运
输
设
备
制
造
业

３
７
４
１

脚
踏
自
行
车
及
残
疾
人
座
车
制
造

（ １
１
）

电
机
产
品
及
设
备
类

３
７
４
２

助
动
自
行
车
制
造

（ １
１
）

３
９

电
器
机
械
及
器
材
制
造
业

３
９
６
１

燃
气
、
太
阳
能
及
类
似
能
源
的
器
具
制
造

（ １
１
）

３
９
６
９

其
他
非
电
力
家
用
器
具
制
造

（ １
１
）

３
９
７
１

电
光
源
制
造

（ １
１
）

３
９
７
２

照
明
灯
具
制
造

（ １
１
）

３
９
７
３

灯
用
电
器
附
件
及
其
他
照
明
器
具
制
造

（ １
１
）

４
０

通
信
设
备
计
算
机
及
其
他
电
子
设
备
制
造
业

４
１

仪
器
仪
表
及
文
化
办
公
机
械
制
造
业

４
１
４
２

眼
镜
制
造

（ １
１
）

４
１
３
０

钟
表
与
计
时
仪
器
制
造
中
的
钟
表

（ １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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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表
）

组
号

商
品
名
称
（
按
摊
位
统
计
）

代
码

国
民
经
济
行
业
名
称
（
两
位
代
码
）

代
码

发
生
对
应
出
错
的
行
业
名
称

（
四
位
代
码
）
或
所
涉
产
品
说
明

应
归
入

组
号

（ ７
）
化
妆
品

２
６

化
学
原
料
及
化
学
制
品
制
造
业

２
６
６
５

信
息
化
学
品
制
造
中
的
空
白
录
音
带
、
录
像
带
、
光
盘
和
胶
卷
、

摄
影
专
用
化
学
制
剂
制
造

（ ６
）

化
工
材
料
及
制
品
类

２
６
６
４

炸
药
及
火
工
产
品
制
造
中
的
烟
花
爆
竹

（ １
１
）

２
６
７
９

其
他
日
用
化
学
产
品
制
造

（ １
１
）

３
０

塑
料
制
品
业

３
０
８
１

塑
料
鞋
制
造

（ ２
）

３
０
８
２

日
用
塑
料
杂
品
制
造

（ １
１
）
、
（ ９
）

２
９

橡
胶
制
品
业

２
９
５
０

日
用
及
医
用
橡
胶
制
品
制
造
中
的
日
用
橡
胶
制
品
制
造

（ １
１
）

２
９
６
０

橡
胶
靴
鞋
制
造

（ ２
）

（ ８
）
中
西
药
品
类

２
７

医
药
制
造
业

（ ９
）
建
筑
及
装
潢
材
料
类

１
０

非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１
０
２
０

化
学
矿
采
选

（ ７
）

３
１

非
金
属
矿
物
制
品
业

３
１
４
３

光
学
玻
璃
制
造
中
的
眼
镜
毛
胚

（ １
１
）

３
１
４
５

日
用
玻
璃
制
品

（ １
１
）

３
１
４
６

玻
璃
保
温
容
器

（ １
１
）

３
１
５
３

日
用
陶
瓷
制
品

（ １
１
）

（ １
０
）
金
属
材
料
类

０
８

黑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０
９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３
２

黑
色
金
属
冶
炼
及
压
延
加
工
业

３
３

有
色
金
属
冶
炼
及
压
延
加
工
业

（ １
１
）
日
用
品
类

３
４

金
属
制
品
类

３
４
７
１

工
业
生
产
配
套
用
搪
瓷
制
品
制
造

（ ９
）

五
金
电
科
类

３
４
５
２

建
筑
装
饰
及
水
暖
管
道
零
件
制
造
；
以
及
工
业
建
筑
通
用
金
属

器
皿

（ ９
）

不
应
包
括
洗
涤
用
品
类
（ ７
）

４
２

工
艺
品
及
其
他
制
造
业

４
２
１
９

其
他
工
艺
美
术
品
制
造
中
的
戏
服
道
具

（ ６
）

和
儿
童
玩
具
（ ６
）

４
２
３
０

煤
制
品
制
造

（ １
２
）

（ １
２
）
煤
炭
及
制
品
类

０
６

煤
炭
开
采
和
洗
选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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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

!

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组合的划分

资源密集型!

V

" 共包括四组商品类别 !

G

"木材及制品类&!

C

"建筑材料类&!

!"

"煤及煤制品&

!

!#

"黑色及有色金属制品类

劳动密集型!

VV

" 共包括五组商品类别 !

!

"食品饮料烟酒类&!

"

"服装纺织鞋帽类&!

@

"家具类&

!

A

"纸制品及出版印刷类&!

!!

"日用品及五金电料类

资本密集型!

VVV

" 共包括三组商品类别 !

F

"通讯设备$机电仪器及办公用品类&!

E

"化工类&!

D

"医

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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