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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空间关系的探索是当前计量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数据空间关系的探索是当前计量经济学发展的 个重要方向

 地理区位的定义

 地理数据与数据的地理属性

 数据地理属性规律的探索



一、数据空间关系的探索是当前计量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1）理论探索——（1）理论探索

区位理论的古老起源：location theory Richard Cantillon（1680-1734）
新经济地理理论：Krugman：新经济地理理论：Krugman：

修正了经济学第一假设：资源是有限的且是不均分分布的（即利用资源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是非均衡
的——Agglomeration; Clustering;  Concentration; Unbalance; Block; Lump; Spatial  ）；

地理基尼指数（GGI）：Geographcial Gini Index; Spatial Gini Coefficient；Krugman
Specialization IndexSpecialization Index

地理集中度指数（EGI）： Elilsion & Glaeser(1997)提出：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Index: 
产业集中度（HHI）: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是地理集中度指数的组成部分

地理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分野地理第 定理和第二定理：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分野
1. Tobler’s First Law of Geography（TFL）： All things are related, but nearby things are more r

elated than distant things. Moran’s I;  Geary’s C; General G. (社会科研研究重点关注的领域：变量
在不同地区的相关性)

 2. Goodhild’s Second Law of Geography （GSL）： Law of Spatial Heterogeneity； Spatial local 
Heterogeneity；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LISA;  Getisord (GI); SatScan; Q-statistics（自
然科学研究重点关注的领域：变量在不同地区的差异性）



一、数据空间关系的探索是当前计量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2）可视化探索——（2）可视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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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isord: Median Family Income in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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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空间关系的探索是当前计量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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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空间关系的探索是当前计量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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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空间关系的探索是当前计量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2）可视化探索

 z-value
(2.576,100] (208)
(1.96,2.576] (171)
(-1.96,1.96] (2151)
(-2.576,-1.96]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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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isord: Median Family Income in 1959、1969、1979、1989



一、数据空间关系的探索是当前计量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3）统计学的探索 空间相关性的识别——（3）统计学的探索：空间相关性的识别

Morans’ I:  Spatial Autoregression



一、数据空间关系的探索是当前计量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4）分析模型的探索——（4）分析模型的探索

当前（社会科学）对空间地理数据的开发利用的主要方法：
空间地理统计学：

基础地理数据的处理与估值、地理矩阵、地理多元统计、地理空间统计、地理随机
过程、神经网络分析、地理模糊数问题

空间计量经济学分析：
空间溢出效应识别 横截面与面板模型 时间空间模型 空间离散数据模型空间溢出效应识别、横截面与面板模型、时间空间模型、空间离散数据模型……

空间地理或背景变量的测量模型：
分层计量分析模型（Multilevel Model Analysis）:适用于抽样调查与分层调查数

据据
结构方程分析模型（S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包括相关分析、子

分析、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重点是 ideas building  
网络分析法（Networking  Analysis）: 空间网络节点、线、关系 与网络集中度

等分析等分析



一、数据空间关系的探索是当前计量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4）分析模型的探索——（4）分析模型的探索

网络数据分析模型（NWM）



一、数据空间关系的探索是当前计量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4）分析模型的探索——（4）分析模型的探索

分层数据模型(MLM)



一、数据空间关系的探索是当前计量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4）分析模型的探索——（4）分析模型的探索

结构方程模型（SEM）



一、数据空间关系的探索是当前计量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5）计量经济学的探索 源于OLS经典假设的放宽——（5）计量经济学的探索：源于OLS经典假设的放宽



一、数据空间关系的探索是当前计量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5）计量经济学的探索：源于OLS经典假设的放宽



一、数据空间关系的探索是当前计量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5）计量经济学的探索 源于OLS经典假设的放宽——（5）计量经济学的探索：源于OLS经典假设的放宽



空间计量经济学分析的基本模型及其变形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spatial dependence models for 

cross-section data



二、空间计量经济学中空间权重矩阵的最新发展二、空间计量经济学中空间权重矩阵的最新发展

 度量权重矩阵是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估计的重要工具
地理第 定理 W ld T bl (U i it f C lif i S t地理第一定理： Waldo Tobl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UCSB)：Everything is related to everything else, but 
near things are mo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空间权重矩阵：即“空间相关”或“地理相邻”的数学化描述或度量空间权重矩阵：即 空间相关 或 地理相邻 的数学化描述或度量。

相邻空间权重：
线性相邻（linear contiguity）：左或右共一条边
车相邻（rock contiguity）：共一条边即可
象相邻（bishop contiguity）:共一个点
后相邻（queen contiguity）:共一个点或一条边

距离空间权重：即把空间相关的影响限定在一定的地理“带宽”中（距离或距离倒
数）：Euclidean Distance (threshold )数）：Euclidean Distance (threshold )



二、空间计量经济学中空间权重矩阵的最新发展二、空间计量经济学中空间权重矩阵的最新发展

空间权重（度量空间相关的重要工具）构建的新发展:
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的数学表达：摩擦参数

0 , if dij lb or dij ub
W

  

或者下式：距离衰减参数的选择要基于研究对象的性质、理论或社会共识。

1/ ,ij f
ij

W
d if lb dij ub

   
或者下式：距离衰减参数的选择要基于研究对象的性质、理论或社会共识。

 ,ij ijW f d



二、空间计量经济学中空间权重矩阵的最新发展二、空间计量经济学中空间权重矩阵的最新发展



二、空间计量经济学中空间权重矩阵的最新发展

空间计量模型及其估计的新发展空间计量模型及其估计的新发展:
横截面空间计量模型

(1) 线性模型：连续被解释变量和离散被解释变量
(2) 非线性模型：( ) 非线性模型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
空间-时间计量模型
最新发展空间计量模型

空间 模型空间VAR模型
空间联立方程组模型
空间因果关系（Spatial Granger causal analysis）分析

建模思路：建模 路
（1）从特殊到一般；（2）从一般到特殊

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
常用的空间权重：（1）二值相邻空间权重（q个最近近邻）（2）（逆）距离空间权重；
空间权重的选择方法：（1）根据理论人为设定；（2）根据拟合优度；（3）根据贝叶斯后空间权重的选择方法：（1）根据理论人为设定；（2）根据拟合优度；（3）根据贝叶斯后

验概率确定
估计方法：(1)最大似然估计(ML);(2) 矩估计(IV/GMM:2SLS); (3)贝叶斯估计(MCMC)



三、对空间计量经济学发展的评价
我对空间计量经济学的评价（见《空间计量经济学导论》译者

序）：

空间计量经济学是计量经学空间化或是地理统计学计量化的结果，它融
合了地理统计、计量经济学、空间经济学、计算机程编程和计量软件开
发等多学科最新发展成果。

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传统经济学忽视经济资源和经济活
动对地理区位或空间的依赖的现状，而且全面颠覆了传统计量经济学对
观测个体相互独立的经典假设观测个体相互独立的经典假设。

空间计量经济学快速发展的重要意义，不仅重塑了传统计量经济学的分
析框架和基本思路，而且把观测个体（或单位）在空间和时间上溢出效析框架和基本思路，而 把观测个体（或单位）在 间和时间 溢出效
应作为统计度量和计量识别分析的重要领域，重点对观测个体在一些地
理区位上的空间依赖或空间溢出关系进行量化研究,从而推动了计量经济
学的全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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