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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建筑业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
及驱动因素分析

项英辉ꎬ张豪华

(沈阳建筑大学管理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基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我国省域面板数据ꎬ运用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和

地理探测器法ꎬ分析了我国建筑业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格局及驱动因素ꎮ 结果表

明:全国建筑业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和较强的区域集聚性ꎬ并且这种

集聚呈“Ｕ”型变化ꎻ各区域建筑业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ꎬ且区域差异有

扩大趋势ꎻ在各类驱动因素中ꎬ经济生产总值、利用外资额和从业人员数量等对建

筑业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有较大的影响ꎬ且所有驱动因素的作用力差距逐渐缩小ꎻ
基础设施投资等驱动因素对建筑业经济增长空间分异具有多重叠加交互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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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ꎬ建筑业也得到了快

速发展ꎮ 在社会生产链条中ꎬ建筑业消费了

大量工业产品ꎬ为社会创造了许多就业岗位ꎬ
为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１]ꎮ 但与此同

时ꎬ建筑业发展也表现出区域发展不平衡、地
区间竞争力差距较大等问题ꎮ 建筑业发展受

其地理位置和相邻地区发展水平影响较大ꎬ
因此ꎬ分析建筑业发展的区域差异问题时ꎬ应
引入空间因素进行研究ꎮ 现有文献对建筑业

空间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空间特征方

面ꎬ米洋等[２] 对我国省域建筑业产值空间分

布的特征进行了研究ꎬ戴永安等[３] 运用空间

计量方法对建筑业空间差异进行了探讨ꎮ 笔

者以我国大陆地区 ３１ 个省市自治区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７ 年数据为研究对象ꎬ基于以往研究作了

以下拓展:从空间角度研究建筑业经济增长的

关联特征ꎻ运用自然断点法分析建筑业经济增

长的空间分异性ꎻ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建筑业

经济增长空间分异的因素以及因素间的交互

作用ꎬ并提出推进建筑业协调发展的建议ꎮ

一、研究方法、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１.研究方法

(１)全局空间自相关法ꎮ 全局空间自相
关是空间计量经济学中分析空间关联的重要
研究方法ꎬ已广泛运用于空间经济问题分析ꎮ
在分析建筑业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性之前ꎬ
应先考察建筑业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空间关联
特征ꎬ若不存在ꎬ则不必考虑空间位置因素对
其的影响ꎮ 衡量全局空间自相关的主要指标
是莫兰指数(Ｍｏｒａｎ′ｓ Ｉ)ꎬ其计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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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ｊꎻｎ 为地区

总数ꎻＸ ｉ、Ｘ ｊ 分别为 ｉ 地区和 ｊ 地区的建筑业

增加值ꎻＷｉｊ为空间邻接权重矩阵ꎬ是基于地

理经济学第一定律构建的 ０ ~ １ 空间权重矩

阵ꎬ即距离与空间呈负相关ꎬ若两地区相邻则

元素为 １ꎬ反之为 ０[４]ꎮ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的取值范

围为[－ １ꎬ１]ꎬ并且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大于零为正相

关ꎬ其值越大则建筑业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

程度越大ꎮ
(２)自然断点法ꎮ 自然断点法是分析空

间分异特征的经典方法ꎬ最早由 Ｊｅｎｋｓ 提出

并运用于地理学研究中ꎬ并随着空间经济学

的发展得到了广泛运用ꎮ 自然断点法是通过

计算子域均值及其方差和ꎬ以子域间属性值

方差最大化作为断点依据ꎬ确定分类边界ꎬ并
经过多次调整以实现子域内方差最小化ꎬ最
终实现分组聚类的客观分析方法[５]ꎮ 因此ꎬ
笔者选用自然断点法对建筑业经济增长进行

分类ꎬ客观真实地反映建筑业经济增长的空

间分异特征ꎮ
(３)地理探测器(ＧｅｏＤｅｔｅｃｔｏｒ)法ꎮ Ｇｅｏ￣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法是由王劲峰等于 ２０１０ 年提出并

用于空间分异分析和驱动因素研究的统计学

方法ꎬ通过对目标区域的空间进行分层叠加ꎬ
以统计量 ｑ 判定其是否为主导驱动因子ꎬ并
通过多重空间叠加探测出主导因素的交互作

用ꎮ 与传统统计学模型相比ꎬＧｅｏ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法

具有对多重共线性免疫、不要求样本空间连

续、对空间面和点数据都可分析的优点ꎬ已广

泛用于区域规划和空间经济学等众多领

域[６]ꎮ 因此ꎬ笔者通过地理探测器法对不同

年份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ꎬ不仅能准确测度

建筑业增加值的空间分异主要因素和不同时

期各因素作用的变化ꎬ还可以探测建筑业经

济增长驱动因子的交互作用ꎮ 地理探测器模

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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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ｑ 为影响因子对建筑业经济增长空间

分异的作用强度值ꎻｈ 为因变量ꎻＮ 为经济增

长省域数量ꎻＮｈ 为 ｈ 类区域包含省份的数

量ꎻσ２
ｈ 和 σ２ 分别为被解释变量在 ｈ 类区域

和研究区域中的方差ꎮ ｑ 的值域为[０ꎬ１]ꎬｑ
值越大ꎬ表明该因子对建筑业经济增长空间

分异的作用越大ꎮ 当 ｑ ＝ ０ 时ꎬ则不受该因素

的影响ꎮ
２.变量选择

建筑业经济是指国民经济中从事建筑安

装工程相关活动物质生产部门所创造和转化

的价值ꎮ 建筑业经济增加值是建筑业劳动者

在固定期间内ꎬ从事建筑产品生产活动所创

造出来的价值ꎬ其将建筑业作为整体进行核

算ꎬ剔除建筑产品中由其他社会部门所创造

的价值ꎮ 因为剔除了中间产品的转移价值ꎬ
避免了多次计算ꎬ所以建筑业增加值能切实、
客观地反映建筑业经济增长情况[７]ꎮ 建筑

业涉及领域多ꎬ各地区要素禀赋、经济水平和

地理区位都存在较大差异ꎬ因此建筑业经济

增长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也是多方面的[８]ꎮ
消费和投资一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ꎬ而
经济发展水平对建筑业经济增长起决定作

用ꎬ另外ꎬ城市化不仅增加了对建筑业的需

求ꎬ而且为建筑业发展提供了人力支持ꎬ因此

笔者将建筑业经济增长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

归纳为消费需求、投资供给、经济水平和城市

化 ４ 个方面ꎬ并基于现有对建筑业差异的相

关研究ꎬ分别构建衡量各因素的指标ꎮ
各地区居民消费水平能够直接反映本地

区消费和需求水平ꎬ因此用各省域人均居民

消费水平表示消费需求指标ꎮ 投资供给对建

筑业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作用主要来自于各

地区资金和人力差异两方面ꎬ利用外资多的

地区对外开放水平更高、建筑需求量也更大ꎬ
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的地区更有利于推动建

筑业发展[９ － １０]ꎮ 建筑业人力差异不仅包括

劳动力数量还包括劳动力素质ꎬ从业人员数

量充足能为建筑业提供人力支持ꎬ而劳动力

专业素质高能为建筑业发展提供智力支

持[１１ － １２]ꎮ 经济水平差异不仅表现在经济总

量方面ꎬ还表现在经济产业结构和生产效率

方面ꎬ因此从经济生产总值、结构和生产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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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衡量ꎮ 城市化水平高不仅表现为城市

人口增加ꎬ 还应该考虑该地区交通可达

性[１３ － １５]ꎮ 综上ꎬ笔者甄选出 １０ 个指标作为

建筑业增加值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见表

１)ꎮ 由于 Ｇｅｏ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法对变量共线性免

疫ꎬ故只需对变量进行离散化处理ꎮ
表 １　 建筑业经济增长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

因素 指标 指标解释

消费需求
人均居民消费水平 Ｘ１ 各省市自治区人均消费支出占全国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

专业技术水平 Ｘ２ 各省市自治区建筑业一级二级建造师注册人数占建筑业从业人数的比重

投资供给

基础设施投资情况 Ｘ３

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各省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

应业ꎻ投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ꎻ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ꎻ水
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ꎻ教育ꎻ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ꎻ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

从业人员占比 Ｘ４ 各省市自治区建筑业从业人员数量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

利用外资额情况 Ｘ５ 各省市自治区利用外资额占全国利用外资额的比重

产业结构 Ｘ６ 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比

经济水平 经济生产总值情况 Ｘ７ 每年各省市自治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重

劳动生产率 Ｘ８ 按建筑业增加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

城市化
交通可达性 Ｘ９ 铁路网密度、公路网密度

城镇化率 Ｘ１０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３.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

建筑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

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等ꎮ 其中ꎬ个别缺失

数值按照指数平滑法补全数据ꎬ考虑数据的

可得性及可比性ꎬ计算未包括中国港澳台地

区的数据ꎮ 为剔除价格变化影响ꎬ以现价表

示的数据按指数平减法ꎬ转换为以 １９９０ 年为

固定基期的相应实际值ꎬ采用美元价格的按

照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为人民币ꎮ

二、空间关联特征与分异格局

１.建筑业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特征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全国建筑业经济增长的

全局空间相关性(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如表 ２ 所

示ꎬ用 Ｚ 值对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置信水平进行检验ꎮ
表 ２　 全国建筑业经济增长的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统计值

年份 Ｍｏｒａｎ′ｓ Ⅰ值 ｚ 值 Ｐ 值

２００５ ０ ２８５ ３ １４５ ０ ００２
２００６ ０ ３０５ ３ ３７７ ０ ００１
２００７ ０ ２９２ ３ ２９７ ０ ００１
２００８ ０ ３０８ ３ ３９５ ０ ００１
２００９ ０ ３０５ ３ ４３９ 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０ ０ ２８８ ３ ２３２ 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１ ０ ２８７ ３ ２９９ ０ ００１

年份 Ｍｏｒａｎ′ｓ Ⅰ值 ｚ 值 Ｐ 值

２０１２ ０ ２７８ ３ ２３８ 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３ ０ ２７２３ １５７ 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４ ０ ２９９３ ４７５ 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 ０ ３０４３ ４８８ 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６ ０ ３０３３ ４５７ 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７ ０ ３０５３ ４６１ ０ ００１
— —— —

　 　 由表 ２ 可知ꎬ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均为正值ꎬ且
各年份 ｚ 统计值均大于 １ ９６(０ ０５ 置信水平

的临界值)ꎬ故通过显著性检验ꎮ 这说明全

国建筑业经济增长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正相

关性ꎬ 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特征ꎮ 根据

Ｍｏｒａｎ′ｓ Ｉ值的变动情况可以将其划分为两

个阶段ꎮ 第一阶段(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Ｍｏｒａｎ′ｓ Ｉ
处于动荡下降阶段ꎬ并在 ２０１３ 年达到最低点

０ ２７２ꎬ表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全国建筑业经济

增长的空间关联性逐步减弱ꎬ各地区的建筑

业经 济 增 长 差 异 逐 渐 缩 小ꎮ 第 二 阶 段

Ｍｏｒａｎ′ｓ Ｉ值由 ２０１４ 年的 ０ ２９９ 上升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０ ３０５ꎬ主要原因在于随着建筑业快速

发展ꎬ一些发达地区建筑业集聚中心地位逐

步上升ꎬ成为建筑业发展的增长极ꎬ建筑业经

济增长的空间分布趋于不平衡ꎬ差异逐步扩

大ꎬ建筑业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格局愈加

显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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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建筑业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格局

我国建筑业经济增长整体上稳步上升ꎬ
但各个区域有其不同特点ꎮ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

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建筑业经济

产值的增加过程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全国各区域建筑业经济增长情况

　 　 从总体趋势来看ꎬ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年各个

区域建筑业经济增长速度基本平稳ꎻ２０１２
年开始ꎬ各区域建筑业经济增长速度和产值

分异加剧ꎮ 其中ꎬ东部建筑业经济增长速度

加快ꎬ西部和中部增速较慢ꎬ而东北地区增

速减慢ꎮ
为更好揭示建筑业经济增长的各区域分

异格局ꎬ笔者根据空间分异基本原理ꎬ运用自

然断点法ꎬ根据建筑业经济增长情况将 ３１ 个

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低区、较低区、中区、较高

区和高区 ５ 类ꎬ分别用Ⅰ、Ⅱ、Ⅲ、ＩＶ、Ｖ 表示

(见表 ３)ꎮ
表 ３　 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７ 年 ３１ 个省市自治区建筑业经济增长及自然断点分区

省份

２００５ 年

建筑业经济

增长 / 亿元

自然断点

分区

２０１１ 年

建筑业经济

增长 / 亿元

自然断点

分区

２０１７ 年

建筑业经济

增长 / 亿元

自然断点

分区
北京 １２９ ７３２ Ⅲ ２８３ １５４ Ⅲ ４６１ ９０８ Ⅲ
天津 ５０ ７９７ Ⅱ １４０ ３８４ Ⅱ １７６ ９７２ Ⅱ
河北 １０１ ５３５ Ⅲ ２４１ ６１４ Ⅲ ２７２ ８８８ Ⅱ
山西 ５９ ３３９ Ⅱ １３１ ６１８ Ⅱ １７２ ４６４ Ⅱ

内蒙古 ４９ ５７０ Ⅱ １３８ ５４２ Ⅱ ８３ ０２４ Ⅰ
辽宁 １７０ ７３５ Ⅳ ４１３ １６２ Ⅳ ２１２ ７７２ Ⅱ
吉林 ４１ ７４０ Ⅱ １１８ ５０６ Ⅱ １１４ ０７１ Ⅰ

黑龙江 ５０ ７３１ Ⅱ １２０ １２８ Ⅱ ７６ ８８８ Ⅰ
上海 １３７ １４０ Ⅲ ２４９ ５５７ Ⅲ ３０４ ４２４ Ⅱ
江苏 ４１５ ８７８ Ⅴ １ ２６０ ６５８ Ⅴ ２ ３５１ ０８９ Ⅴ
浙江 ４３０ ５４１ Ⅴ １ ０３７ ００３ Ⅴ １ ７５１ ６３１ Ⅴ
安徽 ９４ ００８ Ⅲ ２９８ ４９１ Ⅲ ４４６ ６４３ Ⅲ
福建 ９３ ９３９ Ⅲ ３８３ ６９２ Ⅳ ９８１ ８７６ Ⅳ
江西 ５２ ７８６ Ⅱ １２８ ５７３ Ⅱ ３２９ １１８ Ⅱ
山东 ２５６ ４６２ Ⅳ ４８０ １０３ Ⅳ ８３９ ４９６ Ⅳ
河南 １０９ ５７３ Ⅲ ３８０ ９２８ Ⅳ ７７８ １２０ Ⅳ
湖北 １０９ １３１ Ⅲ ３５９ ３８３ Ⅳ ７４４ ３９６ Ⅳ
湖南 １１３ ２１７ Ⅲ ２４０ ４１４ Ⅲ ４８２ ９５８ Ⅲ
广东 ２１７ １２６ Ⅳ ４０８ ８５４ Ⅳ ８１８ ６０７ Ⅳ
广西 ４０ ９９０ Ⅱ ９５ ８６２ Ⅱ ２２２ ５９０ Ⅱ
海南 ５ ８９６ Ⅰ １０ ８２４ Ⅰ １９ ２０２ Ⅰ
重庆 ７８ ２４５ Ⅱ ２５４ ３５２ Ⅲ ５８５ ４０４ Ⅲ
四川 １３２ ４０７ Ⅲ ３４７ ６９２ Ⅳ ５３０ １０５ Ⅲ
贵州 ２５ ２１２ Ⅰ ５６ ８５４ Ⅰ １５９ ８２５ Ⅱ
云南 ４３ ９４４ Ⅱ １００ ３６２ Ⅱ ２４０ ４６６ Ⅱ
西藏 ４ ４１８ Ⅰ ９ １７８ Ⅰ １３ ７１０ Ⅰ
陕西 ４８ ３４５ Ⅱ ２２４ １９１ Ⅲ ３９４ ０６４ Ⅲ
甘肃 ３２ ８１８ Ⅰ ６６ ３３２ Ⅰ １１３ ３１５ Ⅰ
青海 ９ ２４７ Ⅰ ２１ ６３１ Ⅰ ２６ ５５２ Ⅰ
宁夏 １２ ８９６ Ⅰ ３４ ７１８ Ⅰ ３２ ０８６ Ⅰ
新疆 ３０ ６５７ Ⅰ ９５ ５１２ Ⅱ １８１ ８９４ Ⅱ

　 　 总体来看ꎬ我国建筑业经济增长的空间

分异格局较为显著ꎮ 在研究期内ꎬ建筑业经

济增长相对高值区主要位于苏、浙、粤等东部

地区ꎬ而低值区主要位于青、疆、藏、宁等西部

地区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东北地区特别是辽、黑
等地建筑业经济增长呈下降趋势ꎬ而豫、鄂、



第 ５ 期 项英辉等:我国建筑业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及驱动因素分析 ４９９　　

渝、闽等地呈上升趋势ꎮ

三、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

Ｇｅｏ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法不仅可以用来探测识别

空间分异的主导驱动因素ꎬ还可以通过不同

变量的多重空间叠加探测因子的交互作用ꎮ
因此ꎬ笔者运用 Ｇｅｏ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法对建筑业经济

增长的驱动因素作两方面分析ꎬ确定各因素

的作用力和相互作用ꎬ从而为促进建筑业经

济增长的协调发展提供路径ꎮ 一是因子地理

探测ꎬ主要分析各驱动因素对建筑业经济增

长空间分异的作用力ꎬ从而确定主导驱动因

素ꎻ二是因子交互作用地理探测ꎬ主要分析建

筑业经济增长空间分异主导驱动因素的交互

作用ꎬ并对不同主导驱动因素分别叠加ꎬ探测

建筑业经济增长空间分异的作用力变化ꎬ进
而确定驱动因素的交互作用关系ꎮ
１.因子地理探测

运用 Ｇｅｏ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法对建筑业经济增长

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进行探测ꎬ并对探测结

果进行标准化处理ꎬ使各年数据具有可比性ꎬ
最终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ꎮ ２００５ 年ꎬ各驱动因素

对应的空间分异作用大小排序为:Ｘ３ > Ｘ７ >
Ｘ５ > Ｘ１ > Ｘ１０ > Ｘ４ > Ｘ９ > Ｘ２ > Ｘ８ > Ｘ６ꎮ ２０１１
年ꎬＸ７ 成为作用力最大的驱动因素ꎬＸ３、Ｘ４ 和

Ｘ５ 的作用力下降ꎬＸ９ 的 ｑ 值上升为 ０ ５４５ ２ꎬ
超过 Ｘ１ 的 ｑ 值ꎮ ２０１７ 年ꎬ各影响因子的排

序为:Ｘ７ > Ｘ１０ > Ｘ２ > Ｘ３ > Ｘ５ > Ｘ９ > Ｘ１ > Ｘ８ >

Ｘ６ > Ｘ４ꎮ
表 ４　 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７ 年因子地理探测结果

驱动因素
因子地理探测结果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７ 年

ｑＸ１ ０ ６１９ ５ ０ ５２３ ０ ０ １７５ ９
ｑＸ２ ０ ３４７ ７ ０ ３１２ ５ ０ ６６４ ２
ｑＸ３ １ ０００ ０ ０ ７６０ ５ ０ ６２９ ５
ｑＸ４ ０ ４０６ ６ ０ ００７ ８ ０ ０００ ０
ｑＸ５ ０ ６７６ ６ ０ ５７８ ５ ０ ５８２ ５
ｑＸ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１１１ １
ｑＸ７ ０ ８６５ ９ １ ０００ ０ １ ０００ ０
ｑＸ８ ０ ０５２ ８ ０ ０２５ ８ ０ １３７ ４
ｑＸ９ ０ ３６７ ９ ０ ５４５ ２ ０ ５６６ ７
ｑＸ１０ ０ ５７６ １ ０ ６８５ ８ ０ ６８０ ５

２.因子交互作用地理探测

基于研究期内各因素的 ｑ 值变化情况ꎬ
由于 Ｘ６ 和 Ｘ８ 的作用相对较小ꎬ笔者仅对

２０１７ 年主导因素(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Ｘ５、Ｘ７、Ｘ９、
Ｘ１０)进行交互作用地理探测(见表 ５)ꎮ 建筑

业经济增长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交互作用相

对于单个影响因子均有明显增强ꎬ包括非线

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ꎬ不存在独立及减弱的

关系ꎮ 其中ꎬ除 Ｘ１０外ꎬＸ１ 与各主导因素交互

作用均呈非线性增强关系ꎬ表明消费需求与

其他因素交互作用时ꎬ对建筑业经济增长的

分异作用能大于两者之和ꎬ加剧了建筑业经

济增长的空间分异ꎮ 此外ꎬＸ２ 与 Ｘ３、Ｘ４ 交互

作用也呈非线性增强关系ꎬ表明当专业技术

水平提高时ꎬ从业人员数量及基础设施投资

的增加对建筑业经济增长空间分异的作用明
表 ５　 ２０１７ 年驱动因素交互作用探测结果

两因子交互 交互值 值对比 交互结果

Ｘ１∩Ｘ２ ０ ６８７ ４ > Ｘ１ ＋ Ｘ２ 非线性增强

Ｘ１∩Ｘ３ ０ ８６４ ６ > Ｘ１ ＋ Ｘ３ 非线性增强

Ｘ１∩Ｘ４ ０ ６３２ ３ > Ｘ１ ＋ Ｘ４ 非线性增强

Ｘ１∩Ｘ５ ０ ７４６ ８ > Ｘ１ ＋ Ｘ５ 非线性增强

Ｘ１∩Ｘ７ ０ ９７７ ７ > Ｘ１ ＋ Ｘ７ 非线性增强

Ｘ１∩Ｘ９ ０ ７７１ ９ > Ｘ１ ＋ Ｘ９ 非线性增强

Ｘ１∩Ｘ１０ ０ ９４０ １ > ｍａｘ(Ｘ１ꎬＸ１０) 双因子增强

Ｘ２∩Ｘ３ ０ ８７７ ６ > Ｘ２ ＋ Ｘ３ 非线性增强

Ｘ２∩Ｘ４ ０ ５４３ ０ > Ｘ２ ＋ Ｘ４ 非线性增强

Ｘ２∩Ｘ５ ０ ４３５ ６ > ｍａｘ(Ｘ２ꎬＸ５) 双因子增强

Ｘ２∩Ｘ７ ０ ６８８ ４ > ｍａｘ(Ｘ２ꎬＸ７) 双因子增强

Ｘ２∩Ｘ９ ０ ４９９ ５ > ｍａｘ(Ｘ２ꎬＸ５) 双因子增强

Ｘ２∩Ｘ１０ ０ ９２５ １ > ｍａｘ(Ｘ２ꎬＸ１０) 双因子增强

Ｘ３∩Ｘ４ ０ ７２１ ８ > ｍａｘ(Ｘ３ꎬＸ４) 双因子增强

两因子交互 交互值 值对比 交互结果

Ｘ３∩Ｘ５ ０ ９１３ １ > ｍａｘ(Ｘ３ꎬＸ５) 非线性增强

Ｘ３∩Ｘ７ ０ ６６７ ３ > Ｘ３ ＋ Ｘ７ 双因子增强

Ｘ３∩Ｘ９ ０ ７２８ ２ > Ｘ３ ＋ Ｘ９ 双因子增强

Ｘ３∩Ｘ１０ ０ ５７０ ６ > Ｘ３ ＋ Ｘ１０ 双因子增强

Ｘ４∩Ｘ５ ０ ７９７ ０ > ｍａｘ(Ｘ４ꎬＸ５) 非线性增强

Ｘ４∩Ｘ７ ０ ６８７ ２ > Ｘ４ ＋ Ｘ７ 双因子增强

Ｘ４∩Ｘ９ ０ ５５２ ４ > Ｘ４ ＋ Ｘ９ 双因子增强

Ｘ４∩Ｘ１０ ０ ６６６ １ > ｍａｘ(Ｘ４ꎬＸ１０) 非线性增强

Ｘ５∩Ｘ７ ０ ７５５ ８ > Ｘ５ ＋ Ｘ７ 双因子增强

Ｘ５∩Ｘ９ ０ ５１３ １ > Ｘ５ ＋ Ｘ９ 双因子增强

Ｘ５∩Ｘ１０ ０ ９５６ １ > Ｘ５ ＋ Ｘ１０ 双因子增强

Ｘ７∩Ｘ９ ０ ７４５ ９ > Ｘ７ ＋ Ｘ９ 双因子增强

Ｘ７∩Ｘ１０ ０ ８０６ ０ > Ｘ７ ＋ Ｘ１０ 双因子增强

Ｘ９∩Ｘ１０ ０ ８３９ ８ > Ｘ９ ＋ Ｘ１０ 双因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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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增强ꎻＸ５ 与 Ｘ３、Ｘ４ 呈非线性增强关系ꎬ利
用外资可以提高国内的供给和需求ꎬ解决资

本不足等问题ꎻＸ１０ 与 Ｘ４ 交互作用呈非线性

增强是由于城镇化率的提高使农村剩余劳动

力从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转变为从事工业和服

务业ꎬ为产业发展提供人力支持ꎬ并且也增加

了对商品住宅的消费ꎮ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１.结　 论

(１)从整体上看ꎬ全国建筑业经济增长

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和较强的区域集聚

性ꎬ并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这种集聚趋势先减弱

后增强ꎬ呈“Ｕ”型ꎮ 从区域上看ꎬ建筑业经济

东部增长速度较快ꎬ中部和西部呈稳定增长

趋势ꎬ而东北地区建筑业经济增长速度较慢

且呈下降趋势ꎮ 从省域来看ꎬ辽宁、黑龙江和

内蒙古等省和自治区建筑业经济增长有所下

降ꎬ河南、湖北和福建等省增长较快ꎬ其余多

数省市自治区呈稳定上升态势ꎮ
(２)建筑业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主要受

到消费需求、投资供给、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

化 ４ 个方面的作用ꎮ 消费需求发挥的作用呈

减弱趋势ꎻ投资供给中利用外资额情况、从业

人员占比和基础设施投资情况成为主导因

素ꎻ经济发展水平作用力相对较小ꎬ特别是经

济总产值的作用力明显减小ꎻ城市化中城镇

人口比重为主导因素ꎬ对建筑业经济增长空

间分异的作用显著ꎮ
(３)利用外资额与基础设施投资、经济

生产总值与人均居民消费水平交互作用能够

达到“１ ＋ １ > ２”的非线性增强效果ꎬ使建筑

业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加剧ꎮ 并且当建筑业

从业人员专业技术水平提高时ꎬ从业人员数

量及基础设施投资额的增加对建筑业经济增

长的空间分异作用将明显增强ꎮ 而经济生产

总值与城镇化率的交互作用较小ꎬ即经济生

产总值较高的地区推进城镇化对建筑业发展

的作用不显著ꎮ
２.建　 议

(１)建筑业经济增长较慢的地区应注重

消费对建筑业经济的带动作用ꎬ提高建筑业

供给质量ꎬ适应多样化的市场需求ꎬ积极学习

新的生产管理技术ꎬ降低生产成本ꎬ提高市场

竞争力ꎬ促进消费增长ꎮ
(２)保持各地从业人员数量基本稳定的

情况下ꎬ进一步加大建筑业经济水平相对较

低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ꎬ优化基础设施投资

结构ꎬ提升经济对外开放水平ꎬ扩大利用外资

规模ꎮ 同时ꎬ提高建筑业从业人员教育水平

和技术素质ꎬ缩小因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和劳

动生产率差异造成的地区间建筑业增长差

距ꎮ
(３)加强不同区域间的建筑业合作ꎬ尤

其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合作ꎬ发挥建

筑业发达地区对相对落后地区的带动作用ꎬ
实现共赢ꎮ 西部地区需培育一定规模的建筑

业高水平聚集区ꎬ并通过其对周边的辐射带

动作用ꎬ推动西部地区建筑业整体水平的提

高ꎮ 东北地区应重视留住和引进建筑业高水

平从业人员ꎬ提升装配式建筑发展供给能力ꎬ
扩大社会需求ꎬ从而推动建筑业经济增长ꎮ

(４)进一步推进新型城市化建设ꎬ促进

建筑业劳动力的持续供给ꎬ扩大建筑产品需

求ꎮ 并通过区域间技术合作和产学研合作ꎬ
推动相对落后地区建筑生产机械更新换代、
施工技术提升和 ＢＩＭ 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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