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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研究县域农业生产集聚形成的影响因素,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基于县域视角,运用环渤海区域5省市县

域农业生产数据,对该区域农业生产空间集聚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农业生产空间集聚具有

正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为邻近县域农业生产集聚对本县集聚具有促进作用;第二,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对本地区集

聚具有促进作用,邻近县域农业资本投入对本县具有抑制作用;第三,市场需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条件对

农业生产集聚具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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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ordertoinvestigatetheinfluencingfactorsoftheformationofagriculturalproductionagglomeration
betweencounties,thisstudyadoptsthespatialDurbinmodel,andusesthecountyagriculturalproductiondata
obtainedfromfiveprovincesintheBohaiRimregiontoanalyzetheformationoftheagriculturalproductionspatial
agglomerationbasedontheperspectiveofthecounty.Theresultsshowsthat:Firstly,thespatialagglomerationof
agriculturalproductionhasapositivespatialspillovereffect,whichismanifestedinthepromotionoftheagglomeration
ofneighboringcountiesbytheagglomerationofagriculturalproductionatthecountylevel.Secondly,Theinputof
agriculturalproductionfactorspromotestheagglomerationoftheregion,andtheagriculturalcapitalinvestmentof
neighboringcountieshasadepressingeffectonthelocalcounty.Finally,marketdemand,regionaleconomic
developmentlevelandtrafficconditionsdispalysignificantimpactontheagglomerationofagricultural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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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成

就,在此过程中,农业生产集聚区的发展为保障农产

品稳定供给,改进农产品供给质量,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21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

今后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过程中,中央1号文件提出: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

城,立足县域布局特色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

工是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以县域为

基础,打造农业全产业链,形成农业现代化三产融合

示范区,以示范区为核心,形成梯次推进农业现代化

建设。在中国农业生产区域专业化背景下,以集聚

区域为核心,一方面壮大特色农业集聚区域发展,另
一方面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周边区域发展,是实

现农业全面发展的重要路径。本研究以县域为研究

对象,分析农业生产集聚形成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

溢出效应,相对于省域农业生产的研究,研究范围更

为合适,研究方法与实际更相符,对于在乡村产业振

兴过程中特色农业生产示范区的打造和发展具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产业空间集聚的研究主要基于经济外部性

理论、区位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等。关于集聚的

理论最早出现在Smith[1]的国富论中,提出以分工

为基础的产业集聚现象。Marshall[2]的经济外部性

理论将企业集聚的区域称为“产业区”,将集聚的因

素归纳为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专业化的中间产品

市场和服务以及技术和专业生产知识的空间溢出等

3个方面。与古典经济理论不同的是,区位论关注

运输成本对企业空间分布的作用,vonThunen[3]在
《孤立国》中提出,各种生产活动的区位会根据运输

费用的不同通过市场竞争而确定。新贸易理论从规

模经济角度解释了企业区位选择;新经济地理学理

论在古典区位理论的基础上,考虑规模报酬递增、不
完全竞争和路径依赖条件下,通过经济模型讨论企

业区位选择问题,对现实经济活动中的空间集中现

象进行了解释;Krugman[4]和Fujita等[5]的区域模

型建立中心--外围模式分析集聚驱动力的来源和集

聚的演化。虽然理论研究基于工业生产,但是随着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业生产也呈现出区域集聚的

特征,比如美国的玉米生产带,中国山东寿光蔬菜集

聚区、云南斗南花卉集聚区等,与制造业相比,农业

集聚形成的影响因素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关于农业生产集聚概念的界定,OECD给出的

定义为:以农产品的生产基地为中心,由于具有共性

或互补性,使相当数量的相关企业和关联支撑机构

与农产品生产基地相对集中在一起,从而形成的一

个有机群体[6]。毛军[7]认为:农业产业集聚是一种

新的产业空间组织形式,包含农户、中介、市场、企业

和政府等在内的农业生产相关主体在空间上形成的

柔性网络合作有机体。王艳荣等[8]认为:基于自然

条件和规模报酬的农业生产相关主体在空间上的集

中现象为农业生产集聚。综上,农业生产集聚是具

有共性、互补性或关联性的相关主体基于自然禀赋

和规模报酬等因素,在空间上的集中现象。这种空

间上的集中,表现为地区农业生产的特色。
与制造业相比,农业生产具有受自然因素影响

大,对运输条件要求高和农产品不易储存等特点,所
以农业生产集聚的形成与工业集聚存在不同。对于

农业生产集聚的形成机制,研究认为地理优势发挥

重要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集聚程度不断扩大,区
域专业化和多样化程度逐步加强,自然集聚的作用

在减少,社会集聚的作用在增加[9]。从变化趋势来

看,集聚程度呈波浪上升,农作物之间时空集聚特征

存在明显差异,农作物集聚与农业经济增长呈现显

著正相关关系[10]。从农作物的不同品种来看,中国

省域蔬菜生产具有空间正相关性,生产技术、市场需

求、自然资源和交通条件成为影响中国蔬菜产业集

聚的主要因素[11];蔬菜主产区的集聚对蔬菜产业经

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12]。对于粮食生产:受灾比、
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投入、劳动投入、人均播种面积、
城镇化水平及人均GDP等因素影响中国粮食生产

空间布局[13];关于粮食生产集聚的影响因素,除了

劳动力以外,资本、技术和耕地等资源禀赋是推动中

国农业产业集聚的基础性因素,交通设施对于推动

农业生产集聚具有一定作用[14]。
综合相关文献,自然禀赋是农业生产集聚的基

础,要素投入、技术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情况等

成为农业生产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对文献的

梳理,我们发现相关研究多数是基于全国层面或省

域层面,对县域层面的研究较少,现有文献对县域集

聚的研究主要针对粮食生产,认为县域粮食生产存

在正空间相关性,人均耕地面积、生产技术、非农就

业机会、城镇化等是影响县域粮食生产格局的主要

因素[15]。中国粮食增产区和减产区均呈现集聚状

态,影响中国粮食生产集聚的因素已经由人口和农

业增加值转变为耕地面积和农机总动力[16]。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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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视角,对农业生产集聚的研究有待进一步丰富,
这与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所处的地位严重不符,通
过发展适度集聚的县域经济,提高乡村产业竞争

力[17],以点带面,实现梯次推进式发展,是实现乡村

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蔬菜是重要的经济作物,基
于县域范围的蔬菜生产集聚的研究与生产实际更相

符,鉴于此,本研究以县域蔬菜生产集聚形成为研究

对象,分析其影响因素,考察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
以期通过本研究为促进县域蔬菜生产适度集聚,进
而带动周边县域蔬菜产业发展,实现以示范区为核

心,形成梯次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农业发展路径

提供理论支持。

1 理论分析

马歇尔外部性给出了集聚的来源:专业化的劳

动力市场为产业集聚提供了既方便又专业而且稳定

的劳动力供给,同时专业化的中间产品市场和服务

减少了企业的交易成本,集聚区域的技术和专业生

产知识的空间溢出,三者共同形成企业规模报酬递

增,成为企业集聚的原因[18]。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通

过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路径依赖,对企业、
生产要素,甚至城市和国际生产的区位选择进行分

析,解释其区位选择和集聚现象,蔬菜生产在市场经

济的作用下,通过本地市场效应促进生产集聚,在初

始情况下,蔬菜生产向市场需求较大区域集聚,通过

不断积累和发展,在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下,形成生

产要素的进一步集聚,从而形成蔬菜生产集聚区域。
马歇尔的经济外部性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关于区位

选择的理论与农业区位理论相结合,形成本研究的

理论基础。基于如上理论,关于农业生产集聚形成

的影响因素分析如下:
根据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效应,劳动力供给

是影响集聚形成的重要因素,一方面:集聚区域丰富

的劳动力供给能够降低企业和劳动力就业在供给和

需求方面的搜寻成本和信息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

效率和劳动力就业效率;另一方面:在集聚区域,劳
动力通过工作变动和岗位流动进行相互学习与信息

交流,促进知识在不同企业之间的溢出,相关研究表

明,劳动力供给与产业集聚显著相关[19]。中国农业

生产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生产,农业生产对劳

动力的依赖较强,蔬菜生产的劳动密集程度尤为突

出,蔬菜生产地区的劳动力供给对蔬菜生产集聚具

有促进作用。

根据经济外部性理论,基础要素和技术溢出对

于生产集聚具有促进作用。一种产业长期集聚于某

地区,会吸引与该产业相关的产前和产后相关产业

向该区域集聚,使该地区成为产业发展的中心,由于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作用,这种生产中心规模越

来越大,就会吸引更多有效率的供应商。对于农业

生产,土地是重要的基础要素。土地要素投入表现

为农作物播种面积规模,在现代农业生产背景下,较
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意味着较高的与之配套的农业

基础设施水平,较好的生产条件。要素投入能够促

进农业产业发展:大规模生产能够促进研发、农资供

应,销售等与农业生产相关部门的集聚,通过规模经

济,促进农业生产向当地集聚。例如山东寿光的蔬

菜产业集聚,大规模的蔬菜生产带动与其相关联的

化肥、农药、种苗、设施建设与配套服务、物流与科技

研发的发展,最终促进当地蔬菜生产集聚。同时,邻
近区域大规模农业生产,对周边县域可能产生两个

方面的影响,一方面,邻近县域大规模生产,通过空

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农业生产规模扩大;另一

方面,来自于外部同业竞争的影响,有可能影响邻近

区域集聚,尤其对于蔬菜生产,地理位置相邻的蔬菜

主产县,往往拥有共同的销售市场,来自于共同市场

的竞争,使得主产县生产规模扩大,而抑制邻近县域

蔬菜生产发展。资本和技术要素投入方面:农业投

资的增加,能够提高地区农业基础设施条件,为农业

生产提供良好的基础,对于邻近县而言,一方面,通
过设备和设施共享,促进邻近地区农业发展,形成对

邻近地区农业生产集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在要

素可以跨区域流动的情况下,邻近地区农业基础的

改善,通过吸引农业生产主体跨区域生产而造成生

产积聚于农业基础较好的地区,而不利于其他地区

的集聚。同时,技术要素投入能够通过技术溢出效

应促进集聚,本地区生产集聚的发展,能够通过技术

传播,带动邻近区域生产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说1:生产要素投入对本

区域农业生产集聚形成具有影响;县域之间农业生

产集聚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国际贸易理论强调运输成本

和规模经济对于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企业为了节

约交通成本和实现规模经济,而选择互相邻近的区

位,形成集聚;同时,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通过产

业关联实现规模经济;邻近产品需求市场可以降低

运输成本。农业生产集聚同样会受到交通条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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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市场邻近因素的影响。现代农业生产对交通和物

流水平要求很高,快速便捷的交通物流能够为大规

模农业生产提供及时快捷的运输服务,交通水平能

够促进本地区和邻近区域农业生产集聚。随着农业

产业化和商品化的不断发展,农业生产集聚除了受

自然资源禀赋约束以外,市场需求的发展与变化也

发挥作用,以蔬菜为例,我国蔬菜主产省山东和河北

邻近北京和天津这样的大规模消费市场,其蔬菜产

业的快速发展与巨大的市场需求密切相关,同时,在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河北承接了北京大量非

首都功能的转移,其中包括首都农业生产的转移。
同时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对农产品的需求不

断增加,使农产品市场不断扩大,同时,也促成了农

业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进一步调整,这些发展和

变化进一步对农业产业集聚产生影响。当地经济发

展水平对农业生产空间集聚具有影响。经济水平较

高的地区,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和集约化程度较

高,有利于农业生产集聚。
基于如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说2:市场需求、经

济发展水平和交通条件能够促进农业生产集聚。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环渤海区域为研究对象,包括北京、天
津、河北、山东和辽宁5省(市),其中北京和天津两

个直辖市蕴含着巨大的农产品需求,研究区域还包

括河北、山东和辽宁3个中国农业生产重要省份,其
中山东和河北是中国重要的蔬菜主产区,与全国其

他区域相比,该地区农业基础设施较好,农业生产水

平较高,代表中国农业比较先进的生产区域。
鉴于2018年及以后的辽宁统计年鉴和山东统

计年鉴不再统计县域农业生产数据,本研究数据截

取到2017年,北京农业生产数据来源于《北京区域

统计年鉴》[20];天津数据来源于《天津统计年鉴》[21];
河北数据来源于《河北农村统计年鉴》[22];辽宁数据

来源于《辽宁统计年鉴》[23];山东数据来源于《山东

统计年鉴》[24]以及山东省各地市统计年鉴。

2.2 模型构建

如果县域农业生产存在空间相关,则传统回归

模型存在偏误,考虑环渤海地区县域农业生产的空

间溢出效应以及区域之间的空间相关性,本研究在

OLS回归的基础上进行残差空间相关性检验,以验

证区域之间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如果OLS回归

残差存在空间相关性,则考虑应用空间计量模型进

行分析[25-27]。空间计量模型主要包括:空间自回归

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关于模型的选

择,需要进行检验,本研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的基本

形式为:

yit =λw'iyt+βx'it+δw'iXt+μi+γt+εit (1)
式中:λw'iyt 为因变量的空间滞后;δw'iXt 为自变量

的空间滞后;w'i 为空间权重矩阵 W 的第i 行;

w'iyt =∑
n

j=1wijyjt;wij 为空间权重矩阵W 的(i,j)

元素;μi 和γt 分别为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εit 为随

机扰动项。关于空间权重矩阵的选取,本研究考察

邻近区域集聚的溢出效应,所以选择地理距离倒数

的空间权重矩阵。
结合研究区域与模型检验,选择空间杜宾模型

分析农业生产集聚的形成,模型具体形式为:

lnjijuit =ρ∑
248

i=1
Wijlnjijuit+α1lnRYit+

α2lnNJit+α3lnMJit+α4lnCHZHHit+

α5lnCHZHit+α6lnGLit+β1∑
248

i=1
WijlnRYit+

β2∑
248

i=1
WijlnNJit+β3∑

248

i=1
WijlnMJit+

β4∑
248

i=1
WijlnCHZHHit+β5∑

248

i=1
WijlnCHZHit+

β6∑
248

i=1
WijlnGLit+μi+γt+εit (2)

式中:Wij为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以县城中心点

的距离倒数衡量;被解释变量为农业生产空间集聚

jiju,(关于集聚程度的度量,相关文献采用的指标不

尽相同,结合本研究研究对象,参考李二玲等[9]、贾
兴梅等[10]、杜建军等[14]、傅玮韡等[26]的做法采用产

量数据测量集聚程度),分别以各个县蔬菜产量占其

所在省市蔬菜产量的比重度量,反映农业生产集聚。
关于解释变量的选择,根据经济外部性理论、区位理

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关于集聚形成的分析,结合

县域蔬菜生产特点,参考傅玮韡等[26]的做法,将蔬

菜生产集聚形成的影响因素划分为要素投入、市场

需求、经济水平和交通条件等4个方面。其中:要素

投入选取劳动力投入、农业资本投入和土地投入,其
中,劳动力投入以乡村从业人员数量RY代表,蔬菜

生产是劳动密集型生产,地区劳动力丰富程度影响

其劳动力供给,进而影响当地的用工成本,影响地区

蔬菜生产利润,影响地区蔬菜生产集聚。农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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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以地区农业机械总动力 NJ代表,相对于粮食

生产,蔬菜生产机械化程度不高,但是地区农业机械

动力水平代表该地区农业生产资本投入,农业机械

动力水平较高的地区,其农业投资水平较高,蔬菜生

产发展水平较高。土地资源投入以县域蔬菜播种面

积 MJ代表,蔬菜播种面积能够通过规模经济、外部

性等效应减少蔬菜生产的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和经 济 效 率。当 地 市 场 需 求 水 平 用 城 镇 化 率

CHZHH代表,蔬菜是人们消费的必需品,与农村

蔬菜自给自足相比,城市人口对蔬菜需求稳定,之所

以选择城镇化率指标而不是城市人口来度量市场需

求主要考虑本研究的范围是县域,用城镇化率水平

代表县域蔬菜市场需求。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用地区

生产总值CHZH代表,由于蔬菜的经济作物属性和

人们的需求刚性,为了稳定本地区“菜篮子”,地方政

府对蔬菜产业发展比较重视,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

地区,政府对蔬菜产业发展会更重视,从多方面采取

措施,稳定和促进地区蔬菜产业发展,有利于蔬菜生

产集聚。地区的交通情况用公路里程GL代表,蔬菜

运输多采用公路运输的形式,公路里程反应蔬菜运输

的便利情况。以上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时,均进行了对

数化处理。具体指标选取及其预期影响方向见表1。

表1 指标选取及其预期影响方向

Table1 Indexselectionanditsexpectedimpactdirection

影响因素

Influencingfactors

选取指标

Selectindicator

预期影响

Expectedimpact

集聚

Agglomeration

本县蔬菜产量占所在区域

蔬菜产量比重,%

劳动力

Laborforce

乡村从业人员,人 +

农业资本

Agriculturalcapital

农业机械总动力,kW +

土地

Land

蔬菜播种面积,hm2 +

市场需求

Marketdemand

城镇化率,% +

经济水平

Economiclevel

地区产值,万元 +

交通条件

Trafficconditions

公路里程,km +

  根据环渤海区域蔬菜主产县数据,选取248个县

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2。

3 实证结果

关于模型选择,OLS回归残差均拒绝无空间自

相关假设,应该选择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分析。进一

步对空间计量模型的具体形式进行选择,LR和LR-
Robust结果均拒绝不存在空间自相关和空间误差

的原假设,所以选择空间杜宾模型。空间固定效应

的LR检验结果为存在空间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

应的LR检验结果不能拒绝原假设,所以模型选择

空间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3,由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不能直接反映解释

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需要将其分解为直接效

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分解后的结果见表4。
根据面板空间杜宾模型空间固定效应回归结

果,首先,ρ显著为正,说明区域间蔬菜生产空间集

聚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根据地理距离空间权重

矩阵和空间杜宾模型的意义,说明邻近县域蔬菜生

产空间集聚对本县的集聚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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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可知,要素投入(资本、土地)的间接效应为负,
即县域要素投入的增加,会抑制邻近县域集聚的发

展,县域之间的竞争效应明显;市场需求和经济发展

水平能够促进邻近县域集聚的发展。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le2 Variabledescriptivestatistics

变量  
Variable  

样本数

Obs

均值

Mean

最小值

Min

最大值

Max

集聚

Agglomeration
1240 3.31 1.20 4.54

劳动力

Laborforce
1240 4.90 2.34 6.44

农业资本

Agriculturalcapital
1240 5.54 2.19 6.42

土地

Land
1240 3.68 1.75 5.12

市场需求

Marketdemand
1240 1.41 0.38 2.00

经济水平

Economiclevel
1240 6.17 5.28 7.67

交通条件

Trafficconditions
1240 6.03 4.38 6.64

表3 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Table3 Spatialdobermanmodelregressionresults

变量   
Variable   

系数

Coefficient
T 统计量

Tstatistic
Z-probability

劳动力

Laborforce
0.002 0.138 0.890

农业资本

Agriculturalcapital
0.097*** 5.174 0.000

土地

Land
0.753*** 37.407 0.000

市场需求

Marketdemand
-0.023 -1.250 0.211

经济水平

Economiclevel
0.060 1.450 0.147

交通条件

Trafficconditions
0.001 0.674 0.500

W×劳动力

W×Laborforce
0.018 0.677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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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变量   
Variable   

系数

Coefficient
T 统计量

Tstatistic
Z-probability

W×农业资本

W×Agriculturalcapital
-0.092*** -4.424 0.000

W×土地

W×Land
-0.921*** -24.752 0.000

W×市场需求

W×Marketdemand
0.075** 2.428 0.015

W×经济水平

W×Economiclevel
0.099* 1.705 0.088

W×交通条件

W×Trafficconditions
-0.001** -2.468 0.014

ρ 0.494*** 11.757 0.000

Moran’sI 0.167*** 0.000

Lr-testspatialfixedeffects 2521.9*** 0.000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下同

Note:***,**,*indicatesignificantatthelevelof1%,5%,and10%,respectively.

Thesamebelow.

表4 环渤海区域蔬菜生产空间集聚形成的影响因素效应分解

Table4 Decompositionofeffectsofinfluencingfactorsontheformationofvegetable

productionspatialagglomerationintheBohaiSeaRim

变量  
Variable  

直接效应系数

Directeffectcoefficient

间接效应系数

Indirecteffectcoefficient

总效应系数

Totaleffectcoefficient

劳动力

Laborforce
0.004
(0.247)

0.039
(0.805)

0.043
(0.771)

农业资本

Agriculturalcapital
0.094***

(5.059)
-0.085***

(-3.419)
0.008
(0.559)

土地

Land
0.716***

(37.074)
-1.052***

(-14.040)
-0.3352***

(-4.547)

市场需求

Marketdemand
-0.019
(-1.045)

0.126**

(2.399)
0.107**

(2.021)

经济水平

Economiclevel
0.070*

(1.735)
0.245**

(2.847)
0.316
(3.906)

交通条件

Trafficconditions
0.001
(0.324)

-0.001**

(-2.168)
-0.001*

(-1.873)

  注:括号内为T 统计量。

Note:Tstatisticinbrac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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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资本投入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

显著为负,说明资本投入对本县蔬菜生产集聚具有

促进作用,与王凤[16]的结论一致。农业生产资本投

入的间接效应为负,说明邻近县域农业资本投入的

增加,不利于本县蔬菜生产集聚,即对本县集聚具有

抑制作用,可能的原因为邻近县域蔬菜生产自然条

件相近,农业资本投入的增加,吸引蔬菜生产向基础

好、农业资本投入高的县集聚,体现向心力的作用。
蔬菜播种面积的直接效应为正而且通过1%显著性

水平检验,说明本县蔬菜生产规模扩大,有利于本县

生产集聚;而间接效应为负而且通过1%显著性水

平检验,说明邻近县域蔬菜播种面积的扩大,不利于

本县集聚,表现为县域之间的竞争效应,可能的原因

与农业资本对集聚影响的原因相似,因为县域距离

较近,农户蔬菜生产可以实现跨区域发展,在规模效

应和集聚效应影响下,表现为蔬菜播种面积的直接

效应为正,间接效应为负。劳动力投入对蔬菜生产

集聚的影响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为虽然蔬菜生产

属于劳动密集型生产,但是除了像山东寿光等典型

的蔬菜生产集聚区域,多数地区从事蔬菜生产的劳

动力占乡村从业人员的比重较小,所以造成劳动力

指标不显著。市场需求对蔬菜生产集聚具有正向促

进作用,从回归结果看,市场需求对集聚的间接效应

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证明邻近县域市场需

求对于本县的蔬菜生产集聚具有促进作用,这与蔬

菜生产和销售的特点相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能够

促进蔬菜生产集聚,其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通过

显著性检验,证明本县经济发展能够促进本县蔬菜

生产集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为了稳定本地

区的蔬菜供给,政府和相关部门会对当地蔬菜产业

发展给予较大扶持。同时,邻近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会促进本县蔬菜生产集聚,这与蔬菜的经济作物属

性相符,蔬菜生产集聚区域往往分布在发达地区周

边。公路里程对蔬菜生产集聚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

验,说明交通对蔬菜生产集聚具有影响,但是其系数

较小,可能的原因为环渤海区域交通设施条件较好,
交通对集聚的影响较小。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本研究以环渤海区域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和

辽宁5省(市)蔬菜生产集聚为研究对象,基于县域

视角分析了农业生产空间集聚形成的影响因素,研

究结论为:1)研究区域内,县域之间蔬菜生产集聚存

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为邻近区域集聚对本

区域集聚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农业资本投入,市场

需求,土地投入等要素投入对环渤海区域蔬菜生产

集聚具有显著影响,劳动力投入对集聚影响不显著;
要素投入能够促进本县农业生产集聚,而对邻近县

域集聚带来竞争效应,不利于邻近县域集聚;3)邻近

地区市场需求对本地区集聚具有正向影响;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蔬菜生产集聚均具

有显著促进作用。

4.2 政策建议

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县域

蔬菜生产集聚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据此,相关地

理距离邻近的县域可以进行统一规划和布局,依托

邻近县域蔬菜生产基础,完善本区域蔬菜生产布局。
第二,根据研究结论,蔬菜播种面积和农业资本投入

对于本区域农业生产集聚具有促进作用,据此,为了

促进本县蔬菜生产集聚,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加农业

资本投入是重要方面。具体来说,县域应该采取有

效措施推进本地区蔬菜生产规模扩大,包括政策、资
金和物资的支持,以此提高本县蔬菜生产集聚程度,
形成地区品牌和特色,落实农产品优势区建设。第

三,市场需求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农业生产集聚具有

促进作用,鉴于此,邻近较大市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的地区,可以考虑发展蔬菜生产,蔬菜是重要的经

济作物,相关研究表明从事蔬菜生产对于农民增收

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地区应该根据自身条件,进行蔬

菜产业发展布局。
总之,为了促进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发展,应该

进一步落实优势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充分发挥

农业产业区域比较优势,促进优势特色农产品生产

集聚,发挥集聚区域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推进农

业适度规模化发展,提高其生产效率和水平。环渤

海区域农业生产既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又有丰富的

农产品供给,同时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北京

农业产业向周边区域转移是必然趋势,对于环渤海

区域,应该做好农业生产区域布局,以县域为单位,
考虑农业生产的空间溢出效应,打造县域连片化的

农业特色品牌,推进乡村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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