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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铁是我国的国家战略，众多省市随着高铁的开通陆续步入了高铁时代。 高铁对沿线区域经济是否产生重大影响？ 以江

西省为例，基于

2010

—

2016

年

11

个设区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

DID

）分析高速铁路对江西省各设区市经济发展质量的影

响。 研究表明：高速铁路显著促进沿线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高铁是影响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城

镇化水平、投资结构、进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显著影响城市经济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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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不仅是城市规模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而结构失衡是城市经济发

展质量比较突出的问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优化受到经济结构的严重制约，积极推动各地区经济结构战略

性调整已成为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途径。

2014

年

9

月，沪昆高铁江西段开通运

营，江西自此步入高铁时代，更加显现了江西省在地理区位上连接我国东部和西部、沟通我国南方和北方的

特殊战略性地位，进一步突出了江西省枢纽性交通区位优势。 高铁开通带来的物资流动、人才流动和信息流

动是否加速了江西省各设区市城镇化水平、投资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进出口结构等的调整，进而提升

城市经济发展质量

?

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研究角度大致可以分为经济发展质量的准确评价、经济发展

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经济发展质量的有效提升路径等几个方面。 城市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方面，何伟

[1]

从经

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等

４

个方面构建了指标体系，并基于加速遗传算法进行了评价；宋明顺，等

[2]

认为经济

质量应该从竞争质量、民生质量和生态质量

３

个方面进行评价；张士杰、饶亚会

[3]

通过引入指标体系、方法组

合、事前事后检验，建立了一个组合评价分析体系，然后通过该评价分析体系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做了综合

性评价；李金叶、许朝凯

[4]

通过对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水平、开放性程度、分享性宽度、稳定性强度

和可持续性状况进行估算，从而对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评价。 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方面，邢秀

凤

[5]

认为区域环境容量和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李娟伟、刚翠翠

[6]

研究分析发现中国对

外贸易变化情况与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变化情况存在双重性关系；赵丽君、吴福象

[7]

发现，政府研发补助有

助于引导企业向关键技术方向突破、向核心技术领域进行研发创新，进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城市经济发展

质量主要提升路径方面，王德利、王岩

[8]

认为，北京市可从疏解中心城区非首都功能、发挥创新优势、培育战

略性新兴产业、限制低端行业发展、加快生态屏障建设等方面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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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影响了沿线区域经济发展。高铁对

GDP

影响的研究存在两种相反的结论，一方面，

Preston

[9]

和

Hall

[10]

研究认为高铁连接大城市和中心城市，高铁沿线核心区域发展会抑制边缘非核心区域的发展，甚至产生以

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多极分化；另一方面，

Kim

[11]

、祖东娥

[12]

等认为高铁开通之后，高铁沿线城市可达性水平获

得显著提升，产生明显的时间压缩和空间压缩效应，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均能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大

春、孙明月

[13]

研究了长三角地区城市群人均

GDP

增长率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高铁有助于长江三角洲地区

城市群人均

GDP

增长率的提升，高铁已经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群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器；徐玉萍等研

究认为高铁促进了长三角经济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带动经济的全面发展

[14]

。 此外，有学者发现高铁建设可以

改变大城市的经济空间格局，同时也改变小城市的微观经济格局，使得城市的空间格局更加合理

[15]

；也有

学者认为虽然高铁建设提高了城市间的可达弹性，改变了原有高铁沿线区域的经济空间分布

[16-17]

，但由于

同一交通线路对经济增长影响会因为地区位置不同产生地区差异，可能会使得区域经济格局均衡受到打

破

[18]

。

高铁对经济的影响已有定论，但从经济发展质量角度来看，高铁存在什么样的影响呢？ 本文运用双重差

分估计模型（

DID

），通过两次差分来检验高速铁路是否对江西省各设区市经济发展质量产生显著影响。 首

先，将江西省

11

个样本城市分为高铁城市（开通高铁）和非高铁城市（未开通高铁），高铁城市作为政策实施

组，非高铁城市作为政策未实施组，运用双重差分方法（

DID

）分别计算高铁城市和非高铁城市的经济结构在

高铁开通前后的变化量，再计算这两个差值变化量的差值（即倍差），通过分析倍差来研究高铁对江西省各

设区市经济质量的净效应影响。 与现有文献的不同之处在于：本文以经济发展质量作为高铁对经济影响研

究的切入点，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展开高铁对经济影响的研究，验证高铁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并分析

其主要影响因素，对于江西省各地区实施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政策提供一定参考，现实意义较强。

１

研究设计

１.1

模型设计

双重差分（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

DID

）方法是一种在政策效果评价方面十分有效的研究方法，

DID

模

型是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的结合，通过纵向比较估计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异，通过横向比较计算政策是否实

施的差异，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的结合能够控制干预因素之外的因素产生的影响；并且，通常会在

DID

回

归模型中适当添加若干控制变量，使得政策实施组和政策未实施组可能存在的某些“噪声”能够得到进一

步控制，弥补样本分配不完全随机的缺陷，从而能够更加准确地评估政策实施的效果。 本文建立的

DID

模

型如下：

STR

it

=β

０

＋β

１

Ｈ

it

＋β

２

Ｔ

it

＋β

３

（

Ｈ

it

×Ｔ

it

）

＋β

４

Ｘ

it

＋V

it

式中：

STR

it

表示

i

区域城市

t

时期第三产业占该地区

GDP

的比例，用来表征城市发展质量

[19]

；

Ｈ

it

是代表区域

因素的虚拟变量，若某个城市已开通高铁，则

Ｈ

it

的取值是

1

，若未开通高铁，

Ｈ

it

的取值是

0

；

Ｔ

it

是代表时间

的虚拟变量，高铁开通之前的时期

,Ｔ

it

取值为

0

，开通高铁后的时期，

T

取值为

1

；

Ｘ

it

是外因控制变量；

Ｖ

it

为随

机干扰项。 根据

DID

模型的定义，区域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乘积的系数

β

３

是

DID

模型倍差估计量，反

映政策实施的净效应，本文即高铁对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的净效应。

根据上述

DID

模型要求，需要加入若干控制变量以保证

DID

回归模型的稳健性，参考丁厚德

[20]

、王志

伟

[21]

、张伟，等

[22]

、刘爱梅，等

[23]

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因素的研究：城镇化水平（城镇居民人口占地区总人

口的比例）、进出口结构（出口总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例）、就业结构（某个产业就业人数占地区就业总人数

的比例）、投资结构（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和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之比）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可持续

发展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本文选取了江西省各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进出口结构、就业结构、投资结构等

4

个

控制变量，将其他因素的影响加以控制，具体包括：城镇化水平（

CZHSP

）、投资结构（

TZJG

）、进出口结构

（

JCKJG

）、就业结构（

LNJYJG

），其中，城镇化水平（

CZHSP

）用城镇居民人数占人口总人数的比例来衡量，投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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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名称 变量解释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经济发展质量 第三产业比重

% 0.331 0.041 0.412 0.237

地区因素 开通高铁区域数值为

1

，未通高铁区域数值为

0

无

0.455 0.502 1.000 0.000

时间因素

2014

年以前其值为

0

，

2014

年以后其值为

1

无

0.727 0.449 1.000 0.000

高铁因素 高铁开通运行其值为

1

，否则为

0

无

0.364 0.485 1.000 0.000

城镇化水平 城市居民所占比例

% 0.514 0.108 0.716 0.355

投资结构 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

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 0.689 0.430 2.170 0.535

进出口结构 出口总额

/

进出口总额

% 0.762 0.231 0.991 0.091

就业结构 城镇每万人中个体劳动者数 人

2.777 0.582 3.879 1.579

２

实证结果分析

运用

Eviews8.0

软件给出不加入控制变量和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城镇化水平（

CZHSP

）、投资结构（

TZJG

）、

进出口结构（

JCKJG

）和就业结构（

LNJYJG

）后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

STR

）的影响结果。 模型

1

到模

型

5

是江西省城市样本的

DID

回归结果，其中，模型

1

是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虚拟变量回归模型，模型

2-5

是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城镇化水平（

CZHSP

）、投资结构（

TZJG

）、进出口结构（

JCKJG

）和就业结构（

LNJYJG

）

的模型，具体结果见表

2

所列。

根据表

2

第

2

行，分析地区因素影响：在没有任何控制变量的纯虚拟变量回归模型中，地区虚拟变量

H

的影响系数大小为

0.033,

显著性水平为

5%

；逐步在

DID

回归模型中增加控制变量，地区因素

H

的影响系数

呈减小趋势，但仍然保持为正，并且显著性水平明显下降，说明在不考虑高铁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情况下，高

铁城市第三产业比重和非高铁城市第三产业比重都在增加，即高铁沿线城市和非高铁沿线城市第三产业比

重都在增加，经济发展质量相应增加，符合江西省各设区市第三产业比重持续增大的经济事实。

根据表

2

的第

3

行，分析时间因素的影响：在没有任何控制变量的纯虚拟变量回归模型中，时间虚拟变

量

T

的影响系数为

-0.031

，显著性水平为

1%

，说明在不考虑城镇化水平、投资结构、进出口结构、就业结构

等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江西省各设区市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呈下降趋势。逐步在

DID

模型中增加控制变

量，时间因素仍然保持为负，时间因素

T

的影响系数有逐步变大的趋势，说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一定程度上

受到城镇化水平、投资结构、进出口结构、就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

根据表

2

第

4

行，分析高铁因素的影响：高铁因素的影响系数，即时间虚拟因素和地区虚拟因素的乘项

H×T

前面的系数，在没有任何控制变量的纯虚拟变量回归模型中，乘项

H×T

的影响系数大小为

0.030

，显著

性水平为

5%

；逐步在

DID

模型中增加控制变量，高铁因素影响系数在

0.030~0.039

之间变动，并且始终保

资结构（

TZJG

）用第三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第二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来反映，进出口结构（

JCKJG

）用

地区出口总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例来衡量，就业结构（

LNJYJG

）是每万人个体劳动者数的对数。

１.2

样本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江西省下辖

11

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包括省会南昌市以及

10

个地级市：九江、宜春、上饶、鹰潭、萍乡、

抚州、新余、景德镇、赣州、吉安。 其中，赣州、景德镇、吉安等

3

个地级市在

2016

年末并未开通高铁，属于政

策未实施组；其他

8

个地级市已经开通高铁，作为政策实施组。 本文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江西省各个设区市

发布的统计公报以及《江西省统计年鉴》，变量统计描述见表

1

所示。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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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结构的影响

Tab.2 Impact of high-speed railway on regionalv econemic structure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H

0.033** 0.011 0.012 0.005 0.006

2.197 0.634 1.029 0.405 0.533

T

-0.031*** -0.040*** -0.026*** -0.026*** -0.023***

-2.872 -3.590 -3.215 -3.391 -2.968

H×T

0.030* 0.039** 0.033** 0.038*** 0.030**

1.839 2.063 2.527 3.024 2.298

0.122*** 0.092*** 0.100*** 0.121***

3.213 3.342 3.795 4.374

0.045*** 0.049*** 0.039***

CZHSP

TZJG

6.392 7.187

0.034***

2.848

4.570

0.025*

1.935

0.014**

JCKJG

LNJYJG

77

0.478

0.452

77

0.450

0.414

77

0.724

0.701

77

0.757

0.733

2.026

77

0.774

0.746

N

R

2

R

2

-adj

注：

①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的值；

② ***

，

**

和

*

分别表示在

1%

，

5%

和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持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高速铁路显著提升了江西省

8

个高铁城市第三产业比重，高铁成为江西省各设

区市经济发展质量提升非常重要的因素。 同时， 时间虚拟因素和地区虚拟因素乘积的系数保持在

0.030~

0.039

之间，控制变量逐步增加的过程中，交叉项系数不会发生太大变化，说明此

DID

回归模型稳定性良好，

控制变量的选择不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研究结论。

根据表

2

第

5

行到第

8

行，分析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城镇化水平（

CZHSP

）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系

数保持在

0.10

的水平左右，并且显著性水平保持在

1%

以上；投资结构（

TZJG

）系数保持在

0.039~0.049

之

间，同样在

1%

水平上显著，说明城镇化水平和投资结构对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进出口

结构（

JCKJG

）和就业结构（

LNJYJG

）在

5%

的水平上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进出口结构和就

业结构变化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质量。

3

结论及建议

以江西省为例，通过建立

DID

回归模型，分析了高铁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

） 在江西省，无论高铁城市还是非高铁城市，其第三产业比重都在增加，经济发展质量增强。 该结论完

全符合江西省各设区市第三产业比重逐年增加的经济发展事实，说明江西省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发展第三

产业的努力有所成效。 在不考虑时间之外的影响因素时，江西省各设区市第三产业的比重和时间呈负相关，

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相反，原因是时间并非影响经济结构调整的实际因素，经济结构的调整更大程度上

受到时间之外的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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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bstract

：

High-speed railway strategy is China's national strategy, many provinces and cities step into the high-

speed railway era with the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way. What is the impact of high-speed railway on the

quality of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This paper takes Jiang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high - speed railway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lity of every district in Jiangxi Province by

using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model (DID) based on the data of 11 districts in Jiangxi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6.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high-speed railwa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roportion of tertiary

industry along the city,implying that high-speed rail is a very important factor to optimize the quality of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he urbanization level of an area, investment structure, import and export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quality of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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