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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空间邻接与土地财政传导效应

———基于武汉城市圈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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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基于行政地位对土地财政具有空间效应的假设,根据不同

行政地位(主城区、远郊区、区、县级市、县)的土地出让金差异划分归类,在分析不同类别行

政区的空间邻接关系的基础上,嵌入多策略的空间权重矩阵建立空间滞后模型,研究行政空

间邻接关系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的重要作用.结果显示: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和土地财政高度正相关,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地均财政收入

对土地财政产生负向影响;土地财政受不同行政地位之间空间传导效应的影响,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５年土地财政在处于中心城区附近的主城区与远郊区、区之间的空间互动性更强,这一

发现肯定了相对落后地区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强行政权力地区拥有最具价值的土地发展

机会.
关键词　行政空间邻接;土地财政传导效应;多策略;空间回归;武汉城市圈

中图分类号:F３０１．２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４５６(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２３０９
DOI编码:１０．１３３００/j．cnki．hnwkxb．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６

中国一直以来实行的是行政管理层次和财政层次相统一的制度,一级政府掌控一级财权[１].

Henderson认为中国城市管理体制的特征是“大管小”[２],这种体制会导致财政和资本流向高行政级

别的城市[３],因而行政体制与财政收入关系紧密.在现行的经济、政治、土地管理制度下,地方政府成

为土地财政的主导动力.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的“分税制”改革后土地出让金全额划归地方所有,使
得地方政府将城市土地利用和城市经营的重点放在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收上,城市经营最终的关注

点落到了土地财政上[４].２００２年所得税调整后营业税成为地方主体税种,房地产和建筑行业作为营

业税的主要税源,驱使地方政府倚重房地产和基建,尽管从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起房地产、建筑业等营业

税的主体税种纳入营改增,但房地产税的逐步出台,加之地方官员政绩考核制度催化作用与土地征收

补偿制度保障功能[５],为地方政府凭借出让土地获得土地财政提供了制度激励.
就行政地位和土地财政的关系而言,行政区划类别不同,获得的土地发展权利和机会也不一样.

一方面,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受到资本与财政的政策利好程度不同,城市扩张所依赖的土地资源在空

间分配上存在着等级差异:目前中国的土地资源配置受行政主导———按行政权力等级配置征地指

标[６].级别高的行政单元一般用地指标多,项目审批权限大,拥有信贷支持等诸多利好因素,得以凭

借行政力量影响土地资源空间配置[３],而土地资源配置的规模、类型、扩张方式与空间布局直接影响

土地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在中央政府以建设用地指标控制城市无序扩张的政策背景下,建设用地指

标从上到下的层级分配体系导致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也更容易获得较多的建设用地指标,这部分用

地指标有些因为缺乏有效需求难以成为储备用地,而是以低价卖出,以刺激地方经济增长,获取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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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来源和长期的税收收入[７].
土地财政传导效应,即由于行政区空间邻接关系的差异,某地区政府通过利用土地资源追求土地

财政最大化的做法,会对其他地区产生示范效应.土地财政积累高的地区往往由于经济发展利好传

导至其他地区,受到启示的地区出现效仿邻域政府土地财政行为的现象.李郇等检验了土地财政增

长存在横向竞争模仿的策略互动[８];王美今等研究了地方政府策略互动特性从相互模仿转变为分税

制改革后的差异化[９];唐鹏等证实了地方政府间的土地财政策略出现空间模仿效应的互动行为,地方

政府在实施土地出让策略中的模仿效应表现为土地出让面积竞争,土地引资策略的模仿效应表现为

对大规模资本的追逐[１０].虽有诸多学者证实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具有传导效应,县域之间存在

空间策略互动特征,但是具体在何种空间相邻关系下空间互动性更强的问题尚未解决,行政地位和土

地财政的空间化联系还不太清楚.中国目前的财税体制为地方政府追求土地财政提供了制度激励,
直接体现为耕地非农化和城市扩张加剧,而行政区划调整也会导致地方政府财力差异.因此本文以

武汉城市圈为例,纳入空间效应来探讨土地财政所受到的行政影响,在空间回归中将“多策略”下的空

间关系整合到空间权重矩阵中,模拟行政空间邻接关系变化,空间回归的结果用来验证行政地位对土

地财政的空间效应,以识别在不同行政区空间相邻关系下,土地财政传导效应的特征和强度,旨在对

今后政府探索城市圈的机构设置、行政区划调整策略以及合理地方土地财政积累提供可能的参考

建议.

　　一、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研究区域概况

武汉城市圈,亦称武汉“１＋８”城市圈,地处湖北省东部.武汉城市圈是以武汉市为核心组建的,
包括武汉市及其周围的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和天门８个城市及下属县市,共４８个

县域,其中主城区７个,分别是洪山区、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青山区、武昌区、汉阳区;远郊区６个,
分别是蔡甸区、东西湖区、汉南区、黄陂区、江夏区、新洲区;县级市占１０个,分别是安陆市、赤壁市、大
冶市、汉川市、麻城市、潜江市、天门市、仙桃市、武穴市、应城市;县和区共２５个,以上所提及之外的其

他县域.选择武汉城市圈作为研究案例,是因为它是中国中部地区规模最大、发展速度较快、战略地

位较高的城市群[１１].而且在过去２０年间,武汉城市圈集聚了一个完整的县级行政管理体系,因此,
本文选取较为典型的武汉城市圈进行研究[１２].

２．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包括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提供的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湖北省各县域的土地

利用现状数据(土地总面积、城镇用地面积),武汉城市圈的部分社会经济数据(常住总人口、常住城镇

人口、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以及从CREIS中指数据房地产数据信息系统获取的武汉城市

圈４８个县域的土地出让金数据①.此外,还从湖北统计年鉴、湖北年鉴、武汉城市圈各市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②,以及武汉城市圈４８个县域的政府门户网站收集了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社会经济数据.本文将土地利用数据、行政区划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在 Arcgis中进行入库处理,结合 Arcgis的shp文件,形成一个完整的空间数据库.

　　二、研究方法

　　１．土地财政收入测度

根据土地财政的收入来源和认识范围差异,土地财政被定义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层面.狭义的土

地财政指政府通过出让方式进行土地使用权交易获得土地收入,普遍以土地出让金来衡量,这部分收

４２１

①

②

数据来源:CREIS中指数据房地产数据信息系统.
数据来源:湖北统计年鉴、湖北年鉴、武汉城市圈各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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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由于公开透明程度更高,数据可获得性强,且是地方土地财政收入构成的主体部分,因而以土地出

让金指标衡量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被学术界广泛采用[１３Ｇ１４].广义的土地财政指通过土地和房地产业获

取的全部收入[１５].在实证分析中,广义的土地财政收入很难衡量,且在广义的土地财政收入中,土地

出让金仍然占有较大的比重[１６],现阶段众多地区地方政府仍借助于出让土地最大限度地获得土地出

让金.
从地方政府财政来源来看,土地出让收入在我国地方财政收入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加之与土

地相关的政府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共同构成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政预算外收入,形成名副其实的土

地财政,即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１７].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地方政府以土地为主的财政收入体系中,
土地出让收入可以用来衡量土地财政水平.当然也鉴于县域尺度的土地相关税收收入、非税收入数

据难以获取,而地级市、县级市等多元化县市的出现,其中更低层级的地市级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更加明显[１８],凸显了从县域尺度研究土地财政的必要性.因此本文研究行政空间邻接关系对地方政

府土地财政影响时,用土地出让金概念衡量土地财政水平,土地出让金越高,土地财政积累越高.

２．指标选取

不同行政区类型(即主城区、远郊区、区、县级市、县等)的土地财政收入水平是由土地上的资本、
劳动、技术等投入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选取地均固定资产投资指标来表征单位土地上所投入

的资本要素;城镇化率体现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反映区域人口集中状况,故选取城镇化率和人口密

度指标作为劳动要素;地均财政收入、人均GDP、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城镇居

民可支配收入从产出水平、产值结构和技术采纳等构成技术要素,不同行政单元的技术水平对地均财

政收入、人均GDP、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等经济总量和

经济结构有重要影响.行政区类型的变化会引起地区资本、劳动、技术等社会经济要素层面的变化,
因而我们选取与之息息相关的８个社会经济指标,即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城镇化率、人口密度、地均财

政收入、人均GDP、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将其作为自变

量,以土地出让金作为因变量,采取逐步回归法,通过设定p 值小于０．０５的检验水平先筛选得到与土

地财政相关性较高的变量.

３．多策略构建

假设一个行政单元的土地财政收入对其邻域财政产生影响,这种影响随着所嵌入的行政地位的

空间邻接关系而变化.“多策略”建模是依据武汉城市圈４８个县域单元的行政等级差异,形成了主城

区、远郊区、区、县级市、县五种不同的行政区类型,不同行政单元的地均财政收入不同,因此,我们根

据各县域土地出让金均值的差异和武汉城市圈实际存在的主城区、远郊区、区、县级市、县的空间相邻

性设计n种策略,土地出让金均值相似的行政地位合并为一个行政类别,将武汉城市圈４８个县域划

分为若干组,形成不同行政区空间邻接关系的“多策略”,“多策略”建模的主要目的在于比较不同类型

的县域相邻结构所产生的空间效应下,土地出让金受邻居的影响差异.

４．空间自相关和空间回归模型

空间自相关分析是用来检验具有空间位置的某要素的观测值是否显著地与其相邻空间点上的观

测值相关联的方法,本文选取全局空间自相关来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采用最为常用

的Moran’sI指数来描述空间自相关关系.

Anselin[１９]为了解释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的空间相关性,定义在空间计量中的空间线性回

归的基本形式为:

y ＝ρW１y ＋ Xβ ＋μ (１)
式(１)中,y 表示因变量,是一个n 维向量,X 表示解释变量,ρ是反映变量y 空间自相关的参数,

β是与解释变量X(n×k)相关的(k×１)维参数向量,W１是与空间自回归相关的n×n 维空间权重矩

阵,通常在实际应用中是相等的,μ 是随机项.空间加权项系数ρ的正负、大小表征地方政府间土地

财政相互模仿的策略互动的方向性与强度,ρ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存在相互模仿的策略

互动,而显著为负说明存在差异化的策略互动[９].通过引入参数λ来反映空间关系的放大比例尺,从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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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建立不同策略下的空间权重矩阵.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在县域层面行政空间邻接关系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影响,度量空间效应即

单个区域某变量变动对其他区域影响[２０],由于各地区土地财政存在横向相互模仿的策略互动或标尺

模仿行为,因此经典的线性回归模型难以满足本研究要求,而空间滞后模型则表示的是因变量y 除

了受到自变量x 和误差项的影响之外,同时还受到周围邻域单元因变量y 的影响,考虑了因变量的

空间自相关性[８],即考虑了一部分邻域效应的影响,因而更适合本研究.

　　三、结果及分析

　　１．不同行政地位的土地财政差异

为了对比分析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间土地财政的变化,本文选取武汉城市圈４８个县域２０１１年(a、b)、

２０１３年(c、d)和２０１５年(e、f)的数据,从空间上直观分析不同行政地位的城镇用地占比和土地出让金

分级图的差异,如图１.

图１　城镇用地占比和土地出让金空间分布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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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而言,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城镇用地面积占比低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远离地级市城区的下属县,这
些地区多处于武汉城市圈外围的东北部、南部地区,而城镇用地面积占比高的地区多集中在地级市附

近的城区,环绕武汉市北部相邻县,东南部与区相邻,西部与县级市相邻,土地镇化发展以武汉市城区

向四周辐射递减分布;土地财政在城市扩张过程中表现出明显差异,在市、区、县三级行政单元中,土
地财政的最高值出现在市区、最低值出现在县级城市,处于长江流域沿线的行政区土地财政积累水平

相对更高,南北两侧以及东北部较低,武汉市属于湖北省省会城市、武汉城市圈中心城市,所辖的主城

区和远郊区均属于地级市下的区,且是地级市下经济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的行政区,财权和行政权

的优势突出,高速的城市化水平和二、三产业占比贡献了大量的土地财政收入,土地财政的空间格局

围绕武汉市城区呈现出与行政地位相对应的变化,表现出“高级别Ｇ高财政”的关联集聚特征.土地财

政的空间分布与城镇用地占比的空间格局较为吻合,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土地财政的积累与城镇用

地扩张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位于地级市辖区的土地出让金上升明显(表１),接近武汉市远

郊区,由此证实了行政地位对土地财政收入存在影响且不断强化,县区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

后,羸弱的税基和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无法满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硬性支出,凸显了愈发依赖于土

地财政的现实[１４].纵向对比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三年的数据,发现２０１５年各个行政类别的土

地财政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究其原因,土地财政实际上是引致需求的结果,消费者对于住房、商业

地产或产品的需求引致生产者对土地的需求,从而产生土地财政.在各用地类型出让收入中,商业、
住宅用地占较大比重,由２００５年的７５％提高到２０１５年的８８％①,因此房地产市场景气差异将直接导

致地区土地财政收入的差异[８].２０１５年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房地

产投资增速大幅回落,经济增速放缓,土地市场需求不足,尤其是面临去产能的工商业用地需求减少,
对于土地出让收入减收影响较大.

可见,土地财政不仅与城镇用地扩张关系紧密,也与行政地位高度相关,一定程度上还受市场环

境的影响.
表１　不同县域类型土地出让金均值 万元

年份 武汉市主城区 武汉市远郊区 区 县级市 县

２０１１ ６３５７８２ １８０８０５ ５３２６５ ８７２０８ ２４６３５
２０１３ ６１３１９２ ２４２４６５ １６２２０５ １３９４００ ５４４８７
２０１５ ４６０８４９ １３７２８４ １２２７８７ ７１６３３ ４１８０６

　　２．不同的空间策略

通过初步分析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各县域土地出让金均值的差异,发现２０１１年区、县级

市、县非常接近(表１),说明行政区划关系对区、县级市、县的影响程度几乎相同,因而本研究２０１１年

中将区、县级市、县一起考虑分析,将２０１３年的远郊区/区/县级市合并考虑,将２０１５年的远郊区和

区、县和县级市合并考虑(表２),于是在两县域间２０１１年产生了６种不同的空间相互关系,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年分别产生５种不同的空间相互关系(武汉城市圈的行政区划关系不存在主城区与县级市/县

相邻的情况)(表２).“多策略”模型中,经典回归模型意味着不考虑行政区划的管理状态和相互关

系,即默认任何一种空间相互关系对土地出让金都产生相同的影响力,本文定义此种策略为策略０.
由于策略０是普通“０－１”型空间回归模型的运用,因此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只对剩余的１６个

策略进行比较分析,２０１１年多策略下形成的空间权重矩阵分别为 W１１_１、W１１_２、W１１_３、W１１_４、W１１_５、

W１１_６,２０１３年分别为W１３_１、W１３_２、W１３_３、W１３_４、W１３_５,２０１５年分别为W１５_１、W１５_２、W１５_３、W１５_４、W１５_５,
将其引入空间回归模型.

３．行政地位对土地财政的空间效应

(１)驱动因子的选择和分析.通过逐步回归对２０１１、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各种重要变量的组合都进行了

７２１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３８期)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３年X５(人均 GDP)、X６(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X８(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组合都与土地财政有着显著的相关性,２０１５年X１(地均固定资产投资)、X４

(地均财政收入)、X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组合与土地财政的相关性优于X５、X６、X８的组合.
究其原因,从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各行政区的土地出让金均值变化(表１)分析可知,２０１５年在土地市场需

求不足的环境下,土地出让金的驱动因子变成了与土地出让金变化息息相关的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地
均财政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表２　“多策略”模型的具体说明

２０１１年策略 假设 空间权重矩阵

策略１１_０ 普通“０－１”型空间回归 W１１_０

策略１１_１ 强调主城区与主城区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１１_１

策略１１_２ 强调主城区与远郊区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１１_２

策略１１_３ 强调主城区与 县/县级市/区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１１_３

策略１１_４ 强调远郊区与远郊区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１１_４

策略１１_５ 强调远郊区与 县/县级市/区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１１_５

策略１１_６ 强调县/县级市/区 与 县/县级市/区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１１_６

２０１３年策略 假设 空间权重矩阵

策略１３_０ 普通“０－１”型空间回归 W１３_０

策略１３_１ 强调主城区与主城区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１３_１

策略１３_２ 强调主城区与 远郊区/区/县级市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１３_２

策略１３_３ 强调远郊区/区/县级市 与 远郊区/区/县级市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１３_３

策略１３_４ 强调远郊区/区/县级市 与 县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１３_４

策略１３_５ 强调县与县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１３_５

２０１５年策略 假设 空间权重矩阵

策略１５_０ 普通“０－１”型空间回归 W１５_０

策略１５_１ 强调主城区与主城区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１５_１

策略１５_２ 强调主城区与 远郊区/区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１５_２

策略１５_３ 强调远郊区/区 与 远郊区/区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１５_３

策略１５_４ 强调远郊区/区 与 县级市/县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１５_４

策略１５_５ 强调县级市/县 与 县级市/县相邻,空间互动更为强大 W１５_５

　注:某一策略例如策略１１_１,表示空间权重矩阵W１１_１,即当i县域单元和j县域单元为两主城区相邻时Wij＝λ,其余均为１.在上

述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的１６个策略中,令λ的取值为２,因为当λ等于１时,即为策略０所述策略,在前文中已进行了回

归分析.

　　在利用空间回归法研究行政空间邻接关系对土地财政收入的影响之前,再次对解释变量和被解

释变量利用最为传统的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表３).
表３　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变量
２０１１年

系数 tＧProbability
变量

２０１３年

系数 tＧProbability
变量

２０１５年

系数 tＧProbability
X５ ２３７４４．０６ ０．０４１ X５ ２９０２０．３３ ０．００３ X１ ２．３４ ０．０８４
X６ －５１５６６１．８２ ０．００６ X６ －５０９５１６．４４ ０．００１ X４ －１６．９２ ０．０９３
X８ ４１．０３ ０．０００ X８ ２６．２０ ０．０００ X８ ２８．８８ ＜０．０００

R２＝０．６３２ R２＝０．６４１ R２＝０．４７５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R２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分析中均大于０．５,说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有较好的拟

合度.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３年的模型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对土地出让金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人均

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土地出让金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比的提高并未带来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的提升,究其原因,相对而言第三产业的附加值更高,其住宅

和商业用地的出让价格远高于工业用地,而第二产业占比的提高一定程度上挤占了第三产业在GDP
中的比重,因此当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提高的时候,已经难以刺激到土地财政的提升.人均GDP 和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作为经济强度指数从产出结果角度影响土地出让金水平,人均GDP 和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从侧面反映出城市整体经济水平的进步,大量投资的兴起,这将直接

激活当地土地市场,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出现财税增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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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的模型中,地均固定资产投资与土地出让金高度正相关,地均财政收入则与土地出让金

负相关.地均固定资产投资之所以能够对土地出让金产生正效应是因为其既可以作为投资要素直接

促进土地出让金增长,也可以产生溢出效应间接促进土地财政积累.而地均财政收入这一变量,从经

济总量与税基的关系来看,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地方的分成比例基本固定,地方财政收入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经济规模,总量经济增加意味着税基扩大,地方财政收入也就越大,因而地均财政收入高的地

区往往也是经济发展水平高度发达的城市,从这一角度来看,地均财政收入高的地区,对于土地财政

的依赖性降低[８].
(２)空间自相关检验.利用空间自相关中的 Moran’sI 系数来观察土地出让金的空间格局,结

果也与之前的空间格局分布(图１)一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土地出让金的 Moran’sI 系数

(图２)分别为０．４４２、０．４３７、０．４２７,表明３个年份因变量都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这也正说明

了武汉城市圈土地财政积累呈现集聚效应,遵循区域化的格局,验证了以土地出让金为衡量标准的地

方政府土地财政具有空间滞后模型的潜在效用.

(g)土地出让金(２０１１年)　 (h)土地出让金(２０１３年)　 (i)土地出让金(２０１５年)

图２　Moran’sI系数分布

　　(３)不同策略下的行政空间邻接关系分析结果.总结空间回归的结果(如表４),２０１１年的研究显

示,变量的空间系数检验结果不显著,土地财政传导效应弱,空间互动特征不明显,表明土地财政行为

并未能对邻域产生强而有力的影响.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属性决定了土地财政收入易受国家宏观调控

影响,具有显著的波动性特征[２１].２０１０年,国务院出台了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国十条”政策,

２０１１年１月继续提出“新国八条”政策,大幅度提高了贷款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房地产作为商品市

场,国家对其实行严格限贷规定,将作为启示性政策传导至上游要素市场的土地供应,直接影响地方

政府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收入,地方政府受到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土地财政行为被抑制,因而导

致２０１１年土地财政传导效应并不明显.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的研究结果表明,所有１０种策略下的空间系

数都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由之前不存在明显空间互动逐渐转变为存在彼此竞争模

仿的空间互动,可见近几年来土地财政的变化开始出现空间传导效应.当某些地区通过采取一定的

财政竞争策略而取得优势时,其他地区就会进行经验学习、复制和效仿,即一个地区的土地财政行为

会传导到邻近地区,一个地区在出让土地时会参照自己“邻居”的状况而实施相应的“卖地”举措,从而

不落后于他人,地方政府以出让土地、招商引资来发展地区经济的模式被广泛采用,这种行政区县间

的相互模仿行为即为土地财政传导效应[９].在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分别是 W１３_１和 W１５_２权重矩

阵的空间系数值最大,表明２０１３年在两主城区相邻的策略中土地财政产生了最显著的空间传导效

应,２０１５年在主城区与远郊区/区相邻的策略中产生了最显著的空间传导效应,２０１５年的空间回归结

果证实了土地财政与城市扩张密切相关,远郊区/区受到主城区土地财政传导效应的影响,大多通过

城市扩张的路径实现土地财政积累,这为确定某些县或县级市由于受其邻近地区土地财政变化的传

导效应,是否应该谨慎考虑被提升或转化为城区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结论也有利于政策制定者明确

土地财政治理重点,降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路径依赖,优化产业结构调整.
此外,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空间系数由负转正,表明横向互动特性从差异化到相互模仿的转变,显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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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从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到相互效仿出让土地模式的转变,其行为开

始出现区域集聚效应,结果也检验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受传导效应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互动

特性.
表４　不同策略下的空间模型结果

２０１１年策略
人均

GDP(X５)
第二产业增加值

占比(X６)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X８)
空间系数

(ρ) R２

W１１_０
系数

ZＧProbability
２４９４４．３５６

０．０２１
－５３１３０２．５５９

０．００２
４６．５９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４４
０．３９０

０．６４１

W１１_１
系数

ZＧProbability
２４７１７．４０４

０．０２３
－５３１９２３．１６４

０．００２
４５．６４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１２
０．５０２

０．６３５

W１１_２
系数

ZＧProbability
２４８１４．５２１

０．０２１
－５２５７５３．５５９

０．００２
４６．５１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４０
０．３９２

０．６４２

W１１_３
系数

ZＧProbability
２５０２７．４６１

０．０２１
－５３４０４９．１４０

０．００１
４５．７５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０
０．３７７

０．６４１

W１１_４
系数

ZＧProbability
２４９０９．５３５

０．０２１
－５３４０７９．４７５

０．００１
４７．０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５
０．３５５

０．６４２

W１１_５
系数

ZＧProbability
２４４８２．３４０

０．０２２
－５３２５６９．５１７

０．００１
４８．３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１８０
０．２８４

０．６４３

W１１_６
系数

ZＧProbability
２５１７０．２５１

０．０２０
－５３６５７３．０３５

０．００１
４６．５６３
０．０００

－０．１４６
０．３８１

０．６４２

２０１３年策略
人均

GDP(X５)
第二产业增加值

占比(X６)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X８)
空间系数

(ρ) R２

W１３_０
系数

ZＧProbability
２５９２３．６９２

０．００２
－４９３８２３．５５５

０．０００
１８．３３４
０．０１０

０．３０７
０．０２４

０．６３５

W１３_１
系数

ZＧProbability
２５６１２．０８１

０．００２
－４８８７３５．３２３

０．０００
１６．４４０
０．０２１

０．３４４
０．００８

０．６４４

W１３_２
系数

ZＧProbability
２５４０７．２７０

０．００２
－４９０６９０．１７６

０．０００
１８．０２７
０．０１０

０．３２４
０．０１５

０．６３９

W１３_３
系数

ZＧProbability
２７０３１．８７３

０．００１
－４９５５３０．１０３

０．０００
１８．３２４
０．０１２

０．２９５
０．０３４

０．６３３

W１３_４
系数

ZＧProbability
２６２７４．７７１

０．００２
－４９０４３８．１８６

０．０００
１８．９１１
０．００８

０．２８５
０．０３６

０．６３４

W１３_５
系数

ZＧProbability
２５５６８．６９４

０．００２
－４９３０８０．１３６

０．０００
１８．２２６
０．０１１

０．３１１
０．０２２

０．６３５

２０１５年策略
地均固定资产

投资(X１)
地均财政收入

(X４)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X８) 空间系数(ρ) R２

W１５_０
系数

ZＧProbability
２．７０３
０．０２６

－２１．１２５
０．０１９

２５．１６４
０．０００

０．３２２
０．０２７

０．４９８

W１５_１
系数

ZＧProbability
２．６４５
０．０３０

－２０．７０５
０．０２３

２５．３５３
０．０００

０．２９０
０．０５０

０．５０１

W１５_２
系数

ZＧProbability
２．６４９
０．０２６

－２０．８０６
０．０１９

２４．４３６
０．０００

０．３５８
０．０１０

０．５０９

W１５_３
系数

ZＧProbability
２．６９２
０．０２９

－２０．６２７
０．０２５

２５．５７９
０．０００

０．２８３
０．０６２

０．４９２

W１５_４
系数

ZＧProbability
２．６９６
０．０２７

－２０．９４５
０．０２１

２５．３５６
０．０００

０．３１１
０．０３３

０．４９５

W１５_５
系数

ZＧProbability
２．６９
０．０２６

－２１．０３
０．０２０

２４．９６
０．０００

０．３２５
０．０２４

０．４９９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土地财政的测度与分析、行政空间邻接关系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影响这两个方面的分

析,针对武汉城市圈地方土地财政的变化的实证结果表明:第一,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不同行政地位的土

地财政收入差异明显,非省会地级市所辖县级市、县的土地财政相对落后,武汉市主城区一直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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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证实了近几年来各县市土地财政水平的差距;第二,人均GDP、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地均财政收入和土地财政变化高度相关,人均GDP、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地均固定资产投资产生正向影响,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地均财政收入则产生负向

影响,暗示了现阶段地方经济发展仍存在对土地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地方政府采用依靠出让土地以

刺激地方经济活力的模式;第三,近几年来,土地财政收入受不同行政地位之间的传导效应影响,开始

出现空间互动特征.当某一行政区与主城区相邻,土地财政收入更有可能提高,这一发现肯定了相对

落后地区对土地财政收入的依赖性,强行政权力地区拥有最具价值的土地发展机会.这说明在分析

一个地区的土地财政所受影响时,如果只考虑本地区的土地财政现状,忽略周边地区土地财政行为对

该区域的潜在影响,便会导致研究结果的偏误.适当考虑由于空间结构产生的外部性,可以较好地评

估行政区空间邻接关系对土地财政造成的影响.
由此得到的政策启示是:①利益驱动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土地财政,主城区土地价值高,地方政

府潜在卖地动力更强,城市外围区域存在土地财政相互竞争,由于土地财政传导效应效仿城市土地出

让行为,催生了周边区域的土地财政积累,直接体现为耕地非农化,然而这种做法不利于城市可持续

发展.②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努力与城市扩张密切相关,土地财政治理的重点不是县级城市,而是高度

发达的城市主城区,以及城市扩张热点区域的大中城市远郊区、地级市辖区,这对于实现城市理性扩

张、精明增长意义重大.③行政区划的升格也会带来城市扩张和土地财政的不健康发展,政府要有计

划地控制县改区,不盲目改制,做到有序调整,否则会带来新一轮的土地财政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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