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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邻效应、区域公共品供给与城市群污染治理
∗

———基于沈阳经济区资源环境状况的思考

张华新，刘海莺

（辽宁大学 经济学院，沈阳 １１００３６）

摘　 要：在城市群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引擎的同时，雾霾、流域治理、污染物排放等区域环境问题不

断出现。 与单一城市的污染治理不同，城市群由于各城市距离较近，经济发展基础趋同，存在“毗邻效应”。
通过制度类区域公共品供给可以实现城市群环境政策整合，其效果将远大于单一城市环境政策效果的加

总。 制度类区域公共品的有效供给作为长效机制，将促进各城市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条件差异进行分工和

合作，有利于解决城市群环境污染问题，实现各城市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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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强调优化经济结构

和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其中，优化空间发展

格局成为新常态下的发展重点，区域合作成为未来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而区域资源环境合作

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在区域间竞争加剧的同时，区
域间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程度也不断加深。 流域

治理、传染病防治、跨区域的公共建设、污染物排放

等区域公共问题大量出现，使传统的地区“内部”问
题变得更加“外溢化”和“无界化”，成为区域公共问

题。 为解决这些问题，促进区域相互合作，关于区

域公共品的研究成为热点。 相关研究表明，区域公

共品的有效供给是解决区域公共问题的重要手段，

也是提高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的一种新的路径选

择。 因此，从区域公共品有效供给的研究视角出

发，探索建立城市群资源环境整合治理机制就成为

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毗邻效应与区域公共品供给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发生

深刻变化，深化以可持续发展为主导的区域合作，
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成为必然要求，也是缓解资

源环境压力的重要途径。 由于城市群各城市之间

形成的毗邻效应会对区域资源环境问题造成重要

影响，因此迫切需要研究其影响及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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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为标志，经济学家开始深

入探讨工业布局与区位条件的关系，劳动力、市场

共享和服务、技术、知识外溢也成为产业布局的重

要影响因素。 与重工业时期工业布局需接近主要

能源原材料基地及主要消费市场不同，在新经济条

件下，信息通讯技术、便捷的交通系统和商业环境

的改善推动工业生产在相邻城市的集聚，由此产生

了城市间的毗邻效应。 毗邻效应主要描述由于城

市功能和结构的变化，工业布局集聚状态下形成的

区域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及其主要特征。 毗邻效应

的存在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城市间的地理位置

相邻，二是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相

近。 玛丽昂（Ｍａｒｉｏｎ，２０１４）认为由城市群形成的集

聚经济在带来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也会由于毗邻

效应而增加环境风险。 凯瑞（Ｃｕｒｒｉｅ，２００９）的研究

显示，由城市群形成的毗邻效应导致污染恶化将给

居民的健康带来极大危害，并降低劳动供给和劳动

生产率。 瓦格纳（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０９）认为，城市群毗邻效

应造成的环境风险主要与城市间因竞争而放松环

境管制有关；实证研究也证实在放松环境管制与吸

引高污染产业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从国内外研究来看，区域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有

利于解决由于城市群毗邻效应带来的环境污染恶

化问题。 区域公共品理论源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萨缪

尔森等学者关于公共品属性的理论研究，９０ 年代以

来，由于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剧，国内外学者拓宽了

其研究领域，开始探讨全球和区域公共品的理论范

畴和政策含义。 斯泰尔格林（Ｓｔａｌｇｒｅｎ，２０１２）根据公

共品的外溢范围大小，将其分为两大类：一是一个

国家主权范围内的区域公共品，存在于两个及以上

相同或不同管理层级或部门之间，如在省区之间、
地市之间、城乡之间的区域公共品等，该范畴还包

括跨越不同管理层级的自然地理区域和经济区域

的公共品。 二是全球范畴上的公共品，利害关系和

利益冲突涉及的范围在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或地

区。 桑德勒（ Ｓａｎｄｌｅｒ，２０１３）的研究发现，不同行政

区域由于在地理位置上毗邻，较易产生对各地区都

造成影响的带有共同利益的诸多问题，即毗邻效

应，并因此需要区域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表 １　 区域公共品类型与空间范围

空间范围
公共品类型

公共资源 纯公共产品 俱乐部产品 混合产品

第一类 跨国水资源共享 跨国传染病防治 跨国共同市场 跨国水污染治理

第二类 省际水资源共享 共同制度安排 交通资源共享 教育资源共享

　 　 　 　 资料来源：根据斯泰尔格林《区域公共产品与国际发展合作展望》ＥＤＧＩ．２０１２ 整理得到。

　 　 城市群的性质符合区域公共品的研究范畴。
国内外学者认为，城市群的形成是一个区域城市化

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群具有相同特

点，比如：由不同等级规模与类型的城市依托特定

的自然环境条件组成，城市群之间存在跨越边界具

有外溢性的公共问题，需要借助综合运输网络和现

代交通工具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毗
邻效应明显，等等。 从区域公共品的空间范围看，
城市群区域公共品属于第二类区域公共品。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区域公共品对城市群的内

部合作和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在经济新常态

下优化空间布局的过程中，不但城市群经济发展融

为一体，其资源环境利用和保护也有融为一体的趋

势。 区域内的公共问题成为城市群作为整体所要

解决的问题，如果各城市只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而

制定相应的维护自身利益的法规政策，地方政府间

的竞争必定出现愈演愈烈之势，经济发展中形形色

色的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等恶性竞争也必定严重破

坏整个城市群在环境治理方面合作的基础。 因此，
城市群污染治理离不开区域公共品的有效支撑。

　 　 二、案例研究：沈阳经济区的毗邻效应与

污染治理

１．沈阳经济区资源环境特征

　 　 沈阳经济区以沈阳为中心，范围覆盖周边七个

主要城市（鞍山、本溪、营口、抚顺、辽阳、铁岭、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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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是东北地区一体化程度最高、面积最大的经济

区，在辽宁经济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 沈阳经济区

八城市具有距离近、城市规模大、城镇化水平高的

特点。 八城市中沈阳、抚顺、鞍山的人口在百万以

上，辽阳、营口、本溪的人口超过 ５０ 万，铁岭、阜新也

达中等城市水平；在这一城市群内，还有县级市 ７
个、小城镇 ４４１ 个，城镇化水平超过 ５４．２％，在全国

居于前列。 沈阳经济区地区生产总值占辽宁省全

省地区生产总值的 ６１．２％（见表 ２），其经济发展呈

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沈阳经济区八城市大都是我国典型的资

源型城市，发展主要依赖对资源的消耗，该发展方

式带来了环境污染严重、城市发展的可持续能力弱

化等诸多挑战。 具体而言，沈阳经济区城市群的资

源大多以煤和钢铁为主，高耗能和高污染的产业相

对集中。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资源存在过度开

采情况，部分城市如营口、本溪等，煤矿、菱镁矿、铁
矿采易弃难、滥开滥采的现象较为严重，现有资源

接近枯竭，环境整治和经济转型任务艰巨。 而且由

于在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被粗放使用，经过

不断累积还形成了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城市功能不

健全等问题，整个城市群也因此发展后劲不足，崛
起乏力。

其次，高耗能产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出大量废

气、污水和固定废弃物，极大危害生态系统和生活

环境。 ２０１３ 年沈阳经济区八城市废物排放量中（见
表 ３），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占全省的 ７９．１３％，工业

废气排放总量占全省的 ７１．３９％，这两种有害物质是

高耗能产业的主要排放物。 除此之外，工业二氧化

硫、工业烟尘以及工业粉尘的排放量也都超过全省

排放量的 ５０％，工业废水排放量也接近全省排放量

的半数。

表 ２　 沈阳经济区八城市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城 市 沈阳 鞍山 抚 顺 营口 辽阳 本溪 铁岭 阜新 合计

地区生产产值 ７ １５９ ２ ６２３ １ ３４０ １ ５１３ １ ０８０ １ １９４ １ ０３１ ６１５ １６ ５５５

占全省比重 ２６．４ ９．７ ４．９ ５．６ ４．０ ４．４ ３．８ ２．３ ６１．２

　 　 　 　 　 数据来源：《辽宁统计年鉴 ２０１４》

表 ３　 沈阳经济区各城市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地　 区
工业废水

排放量 ／万吨

工业固体废物

产生量 ／万吨

工业废气

排放量 ／万标立方米

工业二氧化硫

排放量 ／吨
工业烟粉尘

排放量 ／吨

沈　 阳

鞍　 山

抚　 顺

本　 溪

辽　 阳

铁　 岭

营　 口

阜　 新

合　 计

全　 省

８ ５３３．０５
６ ３２２．３０
２ ０８９．７４
２ ９５２．８５
６ ８０７．７４
１ ６６７．３５
２ ７８９．９３
３ ６１４．８２
３４ ７７７．７８
７８ ２８５．６０

７９１
５ １７８
２ ９１３
６ ４６４
３ ５１９
７１７
６６１
９３１

２１ １７４
２６ ７５９

２ ０６４．５４
４ ７４８．３３
２ ４６９．６２
４ ６６０．６８
１ ４８９．８４
１ １０６．１２
３ ５０６．６７
９７５．２７

２１ ０２１．０７
２９ ４４３．４７

１３０ ６７２
１１６ ００９
５１ ４３０
７０ ００２
４４ ５８１
３３ ０６４
５２ ０６９
１０２ ９１３
６００ ７４０
９４７ ３３０

６０ ４２５
８９ ５１８
４８ １７０
６１ ６９７
３４ ５７５
４０ ８５５
３７ ２９２
２４ ７８５
３９７ ３１７
５７２ ７７４

占全省比重 ４４．４２％ ７９．１３％ ７１．３９％ ６３．４１％ ６９．３７％

　 　 　 　 　 数据来源：《辽宁统计年鉴 ２０１４》

　 　 最后，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大量增加造成诸多的

矛盾，而这些矛盾又会加剧危害城市群的可持续发

展，从而形成城市群发展的恶性循环。 沈阳经济区

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以下问题：资源性缺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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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重度污染，已导致城乡环境和群众健康受到严

重影响，工业用水不足；大气污染十分严重，沈阳经

济区城市群是典型的北方燃煤地区，燃煤集中度

高，存在局部区域爆发酸雨甚至“烟雾事件”的可能

性。 沈阳经济区城市群内的重化工业比重偏大，造
成污染物排放总量偏高和结构性污染较严重等问

题，并超过了环境容量，所有这些污染物排放造成

的影响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治理。 由此，经济发

展与资源、资金短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并带

来企业对资源的争夺和粗放使用。 在资源供不应

求的情况下，成本提高，企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

就会选择在生产过程中降低成本，包括不使用环保

设备或不对排放的污染物进行处理等，这样最终严

重破坏了城市群发展的可持续性。
除此之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城市的扩

张，资源环境问题蔓延到农村。 由于城市扩张需要

土地等资源，导致农村土地问题严重，土地资源的

承载不堪重负，耕地资源已经饱和。 另外，农村的

生态环境正在遭到严重破坏，除农业自身的畜禽养

殖、污水灌溉以及施肥和使用农药等导致农村环境

受到污染和破坏外，城市工业生产和生活排放的各

种污染物向农村转移，如工厂搬迁到郊区生产等，

加剧了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并由局部性问题发展为

普遍性问题。

２．毗邻效应对区域公共品供给的引致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沈阳经济区经过粗放发展的一

段历史之后，发展后劲不足，许多城市面临着转型，
经济发展几乎停滞，并产生了大量职工失业等一系

列问题。 在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机遇

下，今后的发展需要高瞻远瞩，将可持续发展放到

发展的首要位置上。 由于区位、经济和历史等原

因，沈阳经济区存在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而且由

于城市群的环境问题具有跨越界限的外溢性，产生

了典型的毗邻效应。
沈阳经济区的主要城市之间距离很近，各市与

沈阳市的距离在两小时车程以内。 而且存储资源

的类型接近，主要城市在产业结构上也非常相似。
根据三次产业结构分类，沈阳经济区的三次产业比

重如表 ４ 所示，主要城市的第二产业比重均大于第

一、三产业比重，有些城市甚至远大于其他两个产

业之和。 由于现阶段第二产业多为重污染、高耗能

的产业，势必会增加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

表 ４　 沈阳经济区各城市三次产业比重

地　 区 生产总值 ／亿元 第一产业比重 ／ ％ 第二产业比重 ／ ％ 第三产业比重 ／ ％

全省

沈阳

鞍山

抚顺

本溪

营口

辽阳

铁岭

阜新

２７ ０７７．７
７ １５８．５７
２ ６２３．２５
１ ３４０．４５
１ １９３．６６
１ ５１３．１１
１ ０７９．９９
１ ０３１．２７
６１５．１２

８．６
４．７
５．０
７．１
５．３
７．２
６．３
２０．０
２１．７

５２．７
５１．８
５３．１
５９．３
５９．７
５２．７
６２．９
５０．６
４６．３

３８．７
４３．５
４１．９
３３．６
３５．０
４０．１
３０．８
２９．４
３２．０

　 　 　 　 　 数据来源：《２０１４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具体而言，作为重要的机械加工、钢铁生产和

原料采掘基地，沈阳、鞍山、抚顺、本溪等城市拥有

大量的高耗能大型企业。 由于多个城市均大规模

发展高能耗产业，而且资源较少得到高效地开发和

使用，形成大量资源深加工度不足、技术含量低的

小铁矿、小煤矿，资源没有得到高价值使用，部分城

市在长时间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后出现资源保障能

力降低或资源枯竭等问题。 以铁、煤为例，沈阳经

济区各城市过去大多富有铁、煤等矿藏，但由于产

业结构相似，这些矿藏较少实现规模化开采和生

产，浪费了大量资源。
区位熵代表专业化率，可以清晰表明某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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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产业与其他地区相比较的专业化水平以及该

地区在更高级别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同时，
区位熵也被广泛应用于产业结构分析，以确定地区

主导产业。 一个地区的某一产业区位熵大于 １，表
示该产业的产品多于本区域的需求量，即存在剩

余，且该数值大小还决定着这一产业是否能成为主

导产业。 如表 ５ 显示，沈阳、抚顺、本溪、鞍山、辽阳

制造业的区位熵值分别是 １． ０４０、 １． ４７１、 ２． ２７８、
１ ３５１、１．２０５，表明沈阳经济区的多数城市都在推进

制造业发展，城市群之间的产业同构性较强，互补

性差。 本溪、铁岭、阜新、抚顺采矿业的区位熵值分

别是 ２．７６５、３．５０７、５．５７、３．７９３，表明这 ４ 个城市都是

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并且采矿业成为其主导产业。
对资源的同时采掘极易造成资源的枯竭，使这些城

市面临艰难转型，影响整个城市群的发展后劲。 从

环境、水利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区位熵值来看，沈
阳、抚顺、鞍山、本溪、营口、辽阳、阜新、铁岭八个城

市均高于 １，表明沈阳经济区的各个城市在污染防

治和水利建设等领域均已进行较多投入，一定程度

上也反映出其环境治理效率相对较低。

表 ５　 沈阳经济区各城市相关部门的区位熵值

部　 门 沈 阳 本 溪 抚 顺 鞍 山 营 口 铁 岭 辽 阳 阜 新

采矿业

制造业

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

０．５１
１．０４
１．８０

２．７７
２．２８
１．７６

３．７９
１．４７
２．１２

０．６２
１．３５
１．６１

０．１０
０．７８
１．６７

３．５１
０．３０
１．２２

０．０９
１．２１
２．８８

５．５７
０．４４
１．８１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１４ 计算

　 　 国内外研究指出解决这些问题主要依靠区域

公共品的有效供给，而沈阳经济区的区域公共品供

给不足。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作为“硬件”的基础设施类区域公共品供

给不足。 如城市间的通信、交通以及专业用途公共

项目等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设

施，该类公共品通常具有物质形态，作为主要服务

于全区域的大型公共品，是整个区域统一、协调的

硬件。 沈阳经济区的基础设施类区域公共品的供

给存在不足，表现在建成交通公路总里程不到全省

的 ５０％、环境监督和治理类区域公共设施缺乏以及

统一的区域信息调度不足等方面，阻碍了区域的协

调发展、资源的统一利用以及环境的整体治理，难
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以实现清洁生产。
由于各级政府机构难以统筹治理环境，城市群环境

基础设施难以整合，造成资源的持续浪费和环境污

染加剧。
二是制度类区域公共品供给不足。 如果把基

础设施类区域公共品供给比作沈阳经济区可持续

发展的硬环境，那么制度类区域公共品则是影响沈

阳经济区可持续发展的更深层次的软环境因素，从
根本上影响着城市群发展的可持续性。

首先，作为城市群整体发展、环境成本统一补

偿和资源统筹开发利用的制度基础，制度类区域公

共品供给不足会导致各城市在产业发展上各自为

政，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关系密切的产业同构性

强，难以形成有效的分工合作，造成区域产业结构

整体不合理，成为城市群环境和资源问题加剧的主

要原因。 沈阳经济区城市分布相对密集，但由于行

政壁垒导致各城市在经济发展和选择主导产业时

仅限于本市范围，不能形成统一的规划，在市场经

济利益驱动下，各地对区域内容易开发又有市场的

自然资源争相利用。
其次，制度类区域性公共品供给的不足也极易

造成治理资金投入不足且缺乏统筹使用。 高耗能

产业也常常是高污染产业，在消耗大量资源的同时

排放出大量的污染物，如废气、废水、废渣等。 由于

沈阳经济区各城市间距离较近，各城市在发展高消

耗、高污染产业过程中，污染物的排放极易影响其

他城市，造成本城市的环境保护成本外部化。 由于

统一防治、治理环境污染制度的缺乏，各城市污染

排放与其成本极不匹配，相邻城市环境治理成本难

以补偿，每个城市都在选择最大的污染排放量和最

少的污染治理成本，因此环境保护的压力主要由省

里承担，导致环境治理资金相对于环境的污染远远

不足。 资金投入不足降低了资源开采利用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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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产业化程度降低，技术水平滞后，部分在建

工程不能按时交付使用，保护资源环境需要的部分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无法取得明显进展。
最后，在治理污染时，各地各自安排自己有限

的资金，资金的使用缺乏统筹，不能形成规模效益，
导致资金的利用效率较低。 例如主要城市均存在

污水处理费收缴率偏低的问题（污水处理费收缴率

低于 ５０％）。 究其原因就是缺乏统一的城市群环境

治理制度，各地都不重视污水处理问题，而重视招

商引资和财政收入。
总之，制度类区域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导致沈

阳经济区尚未形成利益共享的完善的资源环境协

调机制，城市群中的各城市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

考虑，势必会牺牲城市群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整体

利益。

三、区域公共品的有效供给与城市群污

染治理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从规模速度型的粗

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优化经济发展

空间格局和生态文明建设势必要求对城市群的资

源环境进行有效整合（高宜新，２０１４）。 由于涉及复

杂的空间结构，就每个城市来说，单独解决资源环

境问题是非常困难的，需要从区域整体角度去思考

城市群可持续发展问题，诸如水流域污染治理、主
要废弃物的排放和有效利用等问题都需要城市群

制定统一解决方案（曹树青，２０１４）。 可以通过区域

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实现城市群资源环境的有效

整合。
首先，区域公共品供给机制设计上必须符合区

域协调和公平发展原则，坚持区域整体利益最大

化。 若不依据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区域公共

品供给，将产生两个潜在问题：一是一些利益方可

以通过某些策略使有利于其自身的方案成功得到

通过，即使该方案会不公平地剥夺其他利益方的利

益或者会导致区域整体利益损失。 二是很多区域

公共品供给方案，虽然有损局部利益，会导致部分

参与方的利益损失，但通过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可

以实现帕累托改进，从而有助于实现区域整体利益

最大化，然而在实践中，根据公共投票机制的规则

这类方案往往很难获得通过。 所以，在城市群区域

公共品供给机制设计上，需要引入区域协调和公平

发展原则，以实现区域整体利益最大化（陆铭 等，
２０１３）。

其次，区域公共品服务机构应协同制定相关政

策和编制资源环境发展规划，这些制度或规划构成

城市群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制度类区域公共品的主

体。 从规划内容来看，包括更高效的环境评价体系

的建立、管理机构的设置以及资金的统一协调和使

用。 城市群环境规划的制定应先确定基本战略和

发展定位，再确定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重点和布

局；在制定规划时，必须依据城市群的资源和环境

保障能力，包括保障城市群发展的土地资源供给

量、水资源供给量等，要充分考虑以主要污染物排

放总量指标测算的城市群环境承载容量。 为使经

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可采用资源环境影响评估

来全面评价未来发展战略，以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

社会长期协调发展的目标。 区域公共品服务机构

应加强对资源环境重大问题的研究以及新技术新

方法的采纳和应用，在监督和管理过程中，引进先

进的评估设备和建立科学的资源环境监督评价指

标体系，以提高评估质量。 上述制度类区域公共品

也有利于资金的统一调配和发挥资金的规模效用，
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管理水平，解决长期困扰

政府的资金投入不足问题。
再次，扩大城市群内各城市选择主导产业的边

界，选择范围不应仅局限于该城市，而应将选择范

围扩大到整个城市群。 在主导产业选择上，应充分

论证主导产业对资源环境的全面影响以及当主导

产业对资源环境造成严重损害时如何补偿等重要

问题。 作为经济主体的各城市政府应保持适度竞

争与合作（刘晓峰　 等，２０１１），选择同一产业时，应
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比较哪个城市更具有竞争优

势。 毗邻城市间可以建立合作机制，增强产业协作

关系，比如在以特种钢材制造为主的城市的周边城

市发展特种钢材的加工产业和物流配送产业等。
最后，在组织形式上，赋予区域公共品服务机

构独立于地方政府的职权。 作为独立机构，区域公

共品服务机构可以直接受上级行政部门的领导，由
该独立机构审核各城市提出的发展规划。 区域公

共品服务机构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促进城市群内各

城市产业结构的协调，如果两个以上城市提出关于

同一产业的发展规划，需根据该产业对经济发展的

整体影响以及发展必要性进行充分论证，同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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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应优先批准在环保节能方面有优势的城市的发

展规划。 研究显示，城市群中工业城市的经济增长

中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比重较高，也存在相同产业

间的竞争加剧等问题，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的开采

及利用效率低下。 要实现产业结构的协调，需要改

变各个城市各自为政的状态，打破城市间的行政壁

垒。 因此，区域公共品服务机构必须具有足够的权

威性和独立性，各城市的产业发展规划要符合其有

关规制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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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ｉｔ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Ｈｕａ⁃ｘｉｎ， ＬＩＵ Ｈａｉ⁃ｙ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１１００３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ｈｅｎ ｃｉｔ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ｔｈｅ ｅｎｇｉｎｅ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ｚｅ，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ｅｍｅｒｇｅ． Ｕｎｌｉｋ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ｉｔｙ，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ｆ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ｃｉｔｉｅｓ ｃ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ｙ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ｍｕｃｈ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ｉｔｙ’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ａｓ ａ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ｃｔｏｒ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ｔ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ｉｔ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ＣＬＣ ｎｕｍｂｅｒ：Ｆ０６１．５；Ｆ２９２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ｃｏｄｅ：Ａ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Ｄ：１６７４⁃８１３１（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７５⁃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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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张华新，刘海莺：毗邻效应、区域公共品供给与城市群污染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