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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信用水平的空间分异、影响因素及其启示 

曾光辉 1,2，冯星宇 21 

（1.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2. 厦门国信信用大数据创新研究院，福

建 厦门 361000） 

 

摘要：本文采用 Dagum 基尼系数分解、空间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和地理探测器等方

法对 277 个地级市在 2011—2019 期间的信用体系建设情况进行考察，发现：①城市信用水

平呈现区域间、区域内的非均衡特征，且差异呈现扩大趋势；②城市的创新能力、人才储备

及经济水平是造成空间分异的最主要因素；③区域信用水平呈现“俱乐部趋同”态势，高信用

水平地区发挥的“溢出效应”较为有限，低信用水平的城市可能陷入“弱者恒弱”的不利局面。

研究为促进区域信用与经济的均衡发展，逐步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建议。 
关键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空间分异；溢出效应；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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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nlightenment of 

regional credit level 

ZENG Guanghui1,2, FENG Xingyu2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819, 

China; 2. Xiamen Guoxin Credit Big Data Innov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Xiamen, Fujian, 361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Dagum Gini coefficient decomposition, spatial Markov transition 

probability matrix and geographic detector to investigate the construction of credit system in 277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during 2011-2019. It is found that: The urban credit level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regional and intraregional inequality, and the difference shows an expanding 

trend; The innovation ability, talent reserve and economic level of cities are the main factors 

causing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The regional credit level presents the trend of "club convergence",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high credit level areas is relatively limited, and the cities with low credit 

level may fall into the adverse situation of "the weak is always weak". The research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redit 

and economy and gradually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social credit system constructio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spillover effect; balanced 

development 

 
1 研究背景 

信用是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间所建立的，以诚实守信为道德基础的信任关系（李慧

材，2006），信用体系是通过建立健全信用法律法规，完善信用信息共享和评价机制，赋能

政府治理和日常监管，探索惠民便企场景的机制的集合（陈新年，2017）。2022 年，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立足

新阶段新发展格局，对信用体系建设进行了系统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共同富裕。

总体上，全国信用法律监管框架已逐步建立、基础设施日趋完善、服务行业发展初具规模，

各省市信用建设已进入良性发展的快车道（郭文波等，2021）。信用体系是维持经济秩序和

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循序渐进促进共同富裕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社会信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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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匹配、不协调、不适应的矛盾仍然存在，有必要及时对现有信用体系

的建设成效与不足进行回顾总结（吕智宇，2016）。然而，虽然当前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

实证研究较为有限，通过梳理前人成果，本研究发现如下两个关键点： 

一是信用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紧密联系。地区经济实力、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信息从业人员等社会经济因素已经被证明能促进当地信用体系的建设。大量研究和政策文件

指出，良好的信用环境是加快高新产业发展、经济发展、人才引进的重要因素（如郭文波等，

2021；邵娜和沈文娟，2019；陈海盛，2017）。因此，信用与社会经济相关因素之间可能存

在相互影响的耦合关系（冯星宇和曾光辉，2022）。 

二是地区的信用水平受到临近省市的影响。例如，陈海盛和郭文波（2019）通过构建空

间计量模型，证实国家批准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城市对区域信用环境优化具有促进作用；李

义科和刘成（2020）发现同一省份内的地级市政府更容易受另一地级市采纳的信用创新做法

的影响，产生竞争关系；董树功（2020）指出，区域信用合作是区域协同创新活动前提和保

障，但协同的主动性发挥需要各合作区域政府联合成整体、实现信用数据互通和结果互认，

无形中对临近合作省市的信用体系建设提出了标准要求。 

综合这些理论，本研究提出：第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先的城市，很可能会通过空间

上的相关，将这种优势扩散至周边的省市。在 Tobler（1970）提出的“地理学第一定律”（The 

First Law of Geography）中，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空间相关的，距离近的事物比距离远的事物

的空间相关性更大；相似地，Zhu 等（2019）也认为“地理环境越相似，目标变量特征越相

近”。基于这一逻辑，位于同一省份的城市，在资源禀赋、人才流通、产业结构、城市发展

布局等方面具有相似性，临近和接壤省市的业务和技术上的交流学习也更为频繁，故其信用

体系建设也更可能受到周边地区正向或负向的影响（Westlund，2013）。 

第二，由于部分社会经济因素与信用体系建设存在相互影响的耦合关系，信用建设较为

完备和领先的地区，更可能会“反哺”社会经济发展，从而维持住原本领先的状态。同时，城

市之间实力竞争，一般会导致资源流向实力更强的城市，所以这样的城市往往在信用体系建

设过程中也拥有更强的实力。结果在于，各地区间原有的信用水平差距会进一步拉大，即产

生了“回波效应”。综合起来考虑，一地区与高信用水平的地区邻接，一方面可能会承接其溢

出的先进经验做法，使之信用体系建设水平得到提升；另一方面又可能在建设所需的资源竞

争上受到约束，限制了其信用体系建设。 

基于以上，本研究对全国近 10 年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效数据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分

析，旨在：①通过趋势分析、Dagum 基尼系数分解等方法探究全国范围内、四大经济区之

间的信用建设水平的空间分布差异，以回答“城市信用建设水平是否在空间上存在差异”这一

问题；②利用空间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探究城市在不同信用水平层次之间进行转移的概

率，更深层次分析高信用水平城市的具体作用，以回答“城市能否实现从高/低信用水平向低

/高水平转移”这一问题；③采用地理探测器的方法，揭示导致上述空间分异现象的关键驱动

因素。即回答“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信用水平在空间上有差异”这一问题。 

本研究旨在提供如下贡献：现有研究以政策精神解读为主，实证研究数量非常有限，且

这些研究通常忽视了变量在空间上的关联性，得到的研究结论存在偏误（如李义科和刘成，

2020；谭燕芝等，2014；张原和陈玉菲，2015；毕硕本，2015）。此外，中国各区域在要素

禀赋、社会经济发展上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信用建设成效不一。然而，先前研究未对区域加

以区分并分别探讨出现这些差异的关键驱动因素，无法直接提供决策支持（郭文波等，2021；

陈海盛和郭文波，2019）。因此，本研究首次通过空间和动态的视角，不但为未来有关信用

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也为全国和各地机关聚焦关键因素、加快构建具有符合本地需求

的社会信用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2.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城市信用水平参考了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编制的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EI），CEI 的理

论依据主要是社会信用体系理论，已经被多位学者认同其可以反映一个城市的信用体系完善

程度和运行效果（林钧跃，2012；谭燕芝等，2014；张原和陈玉菲，2015）。考虑数据可得

性，本部分原始数据共选取 277 个地级市样本，时间跨度为 2011—2019 年。缺失数据采用

线性趋势插值法进行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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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2.2.1 空间探索性分析 

基尼系数是基于洛伦兹曲线的实际分配和应分配面积的比例求得的数值，起初用以衡量

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Wagstaff (2002)最先把基尼系数延伸到集中度测量, 研究健康不

平等、健康绩效评价等卫生计量经济学中的有关问题。随后许多学者借鉴了这一思路，使用

基尼系数考察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不均衡及背后的原因（例如，梁秀霞和刘浩天，2022；张

劲松，2022；肖黎明等，2021；方泽润等，2022；孙才志和朱云路，2020）。本文采用的

Dagum 基尼系数分解法，是一种将基尼系数按子群进行分解的方法，可以从区域间、区域

内和超变密度三方面有效衡量变量的时空分布差异（刘举胜等，2022）。该方法克服了传统

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等方法的局限，可以有效避免样本数据间交叉重叠及区域差异来源的问

题（辛冲冲和陈志勇，2019；田凤平等，2021；Shorrocks，1984）。 

本研究在梳理文献时发现，先前研究使用基尼系数所分析的与经济收入相关的变量，包

括产业结构、政府治理能力、科技创新、资源禀赋、教育等变量的地区差异（如尹志超等，

2023；唐晓华和李静雯，2022；金海燕等，2022 等），已被研究证实会促进信用水平（见

陈海盛等，2020；林钧跃，2012；曾光辉和冯星宇，2022；李义科和刘成，2020 等）。基

于这一逻辑，虽然当前的计量方法无法准确识别出信用和经济的因果关系，但将基尼系数延

伸至用于评价与经济收入相关，以及与经济收入也同样相关的信用水平的地区差异分析是合

理的。 

总基尼系数 G 可分解为群内差异贡献 Gw、群间净值差异贡献 Gnb 和超变密度贡献 Gt，

其测算公式如下： 

                                              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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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𝐺𝑗𝑗𝑃𝑗𝑆𝑗                                                                         (2)

𝑛𝑗

𝑖=1

 

                                                         𝐺𝑗ℎ

=
∑ ∑ |𝑦𝑗𝑖 − 𝑦ℎ𝑟|𝑛ℎ

𝑟=1
𝑛𝑗
𝑖=1

𝑛𝑗𝑛ℎ(𝑦
𝑗

+ 𝑦
ℎ

)
                                                           (3) 

                                                     𝐺𝑛𝑏

= ∑ ∑ 𝐺𝑗ℎ

𝑗−1

ℎ=1

(𝑃𝑗𝑆ℎ

𝑘

𝑗=1

+ 𝑃ℎ𝑆𝑗)𝐷𝑗ℎ                                                (4) 

                                     𝐺𝑡

= ∑ ∑ 𝐺𝑗ℎ

𝑗−1

ℎ=1

(𝑃𝑗𝑆ℎ + 𝑃ℎ𝑆𝑗)(1

𝑘

𝑗=1

− 𝐷𝑗ℎ )                                                       (5)   

                                                         𝐷𝑗ℎ

=
𝑑𝑗ℎ − 𝑝𝑗ℎ

𝑑𝑗ℎ + 𝑝𝑗ℎ
                                                                (6) 

                                                  𝑑𝑗ℎ

= ∫ 𝑑𝐹𝑗(𝑦) ∫(𝑦

𝑦

0

∞

0

− 𝑥)𝑑𝐹ℎ(𝑥)                                                       (7) 



 

 4 

                                                 𝑑𝑗ℎ

= ∫ 𝑑𝐹ℎ(𝑦) ∫(𝑦

𝑦

0

∞

0

− 𝑥)𝑑𝐹𝑗(𝑥)                                                         (8) 

其中，𝑃𝑗 =
𝑛𝑗

𝑛
，𝑆𝑗 =

𝑛𝑗𝜇𝑗

𝑛𝜇
，𝑃ℎ =

𝑛ℎ

𝑛
，𝑆ℎ =

𝑛ℎ𝜇ℎ

𝑛𝜇
，n 是城市的个数，k 是区域划分的个数，

yhr(yji)是 h(j)区域内任一城市的信用分数，nj(nk)为对应的城市个数。进行基尼系数测算时，

需要对目标变量的值进行排序，基尼系数取值为[0,1]，其值越大说明地区间差距越大。Djh

为区域 j 与 h 之间的相对比值。 

2.2.2 空间动态演进分析 

空间探索性研究可揭示各地区信用水平在空间上的关联，但本质上属于静态研究，因其

不能计算出各种信用水平的变动概率和发展规律。鉴于此，本文借鉴陶晓红和齐亚伟（2013）

的研究，采用空间马尔可夫概率进一步探究各地信用水平的动态演变趋势。 
传统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的做法如下：首先将观测期内的信用水平分为 N 种状态，

将 Pxy设定为 i 地由 t 年转移到 t+1 年从 x 状态变为 y 状态的概率，则 Pxy的可通过全观测期

内全部符合上述要求的城市数量与属于状态 x 的城市数量之比求得，接着求矩阵{Pij}N×N，

直观表现出不同状态之间相互转移的概率。但是，城市会通过设定的空间权重矩阵与邻接城

市建立联系，同时通过空间滞后算子（wijxit 其中 wij为空间权重矩阵、xit 为 t 时期对 i 的观测

值）对他们产生影响。因为传统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未将变量在时间上的步长（l）、空

间上的相关纳入计算。通过局部莫兰指数与时间自相关系数相乘建立时空权重 λ1，如下所示： 

                             𝜆𝑙 = 𝐼𝑚𝑡𝑟𝑚𝑙 ,  𝑟𝑚𝑙

=
∑ (𝑥𝑚𝑡 − 𝑥�̅�)(𝑥𝑚,𝑡+1 − 𝑥𝑚̅̅ ̅̅ )𝑇−𝑙

𝑡=1

∑ (𝑥𝑚𝑡 − 𝑥𝑚̅̅ ̅̅ )𝑇
𝑡=1

2                                           (9) 

通过归一化处理后有： 

                                                                 𝜃𝑖

=
|𝜆𝑙|

∑ |𝜆𝑙|
𝐿
1

                                                                           (10) 

令𝑝𝑖𝑗|𝑘(𝑙)表示城市在 k 的空间滞后下，从状态 i 到 j 需要 l 步长的概率，将其与时空权重

相乘，取其最大值即为转移概率。参考郭文波等人（2021）和先前关于城市信用的实证研究，

采用一阶邻接矩阵作为本次研究的权重矩阵。部分无邻接对象的城市（如海口）等进行了就

近强行指定。 

2.2.3 地理探测器法 

参考王艳华等人（2021）的做法，采用地理探测器这一新型统计学方法揭示信用水平空

间分异背后的关键驱动因子。地理探测器法无需无线性假设，因此具有更高的解释效力

（Power）。这一方法的基本思想在于，因变量 Y 按照一定的规律分布在空间上，其影响因

素{X1、X2······Xi}也必然在空间上呈现一定的规律（王劲峰和徐成东，2017），二者的联系

可通过如下的 q 统计量表示。SST 表示整个区域的方差，由全区的单元数量 N 与全区因变量

的方差𝜎2相乘求得，SSW 表示 h 层的单数和方差乘积的总和。q 值越大，说明该因素对因变

量的解释能力越强。 

                                                         𝑞 = 1 −
𝑆𝑆𝑊

𝑆𝑆𝑇

=
∑ 𝑁ℎ𝜎ℎ

2𝐿
ℎ=1

𝑁𝜎2
                                                         (11) 

 

3 城市信用水平空间分异测度结果 

3.1 空间分异特征分析 

总体来说，2011—2019 年间全国范围内的城市信用水平发展呈现非均衡特征。采用国

家统计局的划分方式将全国划分为中、东、西、东北部四大经济区域。对观测期初和期末的

城市信用水平进行排序，将排名前 25%的城市划分至第一梯队，排名 25%~50%的归为第二

梯队并以此类推，可粗略地了解各区域的信用水平及变化趋势。如图 1 所示，在 2011 年时

东部地区的城市在第一梯队占比最多，在 9 年后在第一梯队比例仍然最高，且较之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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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一定提升。中部地区内的城市经过 9 年后整体的建设水平有所上升，体现在其在二三

梯队的占比上升，在第四梯队占比下降。相比之下，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在第一二梯队的比

例被明显“压缩”，东北地区在第三梯队、西部地区在第四梯队的比例有较大增加，说明两地

的建设水平较之中部和东部相对迟缓。 

  
图 1 在观测期初（左）和期末（右）各经济区的信用体系建设水平对比 

为了从定量的视角确定区域间信用水平差异的构成和主要来源，采用 Dagum 基尼系数

分解法进行测算，表 1 提供了子群分解的结果。2011—2019 年内总基尼系数持续上升，增

幅达到 40%左右，表示从全国范围来看，城市间的信用体系建设水平差异呈现扩大趋势，

即出现信用的“贫富差距”。从地区来看，四大地区的信用水平基尼系数也在 9 年内均有增加，

其中增幅最大的地区为东北，同比增幅达到 57.8%，增幅最小的地区为东部，增幅仅为 22.2%，

说明经历 9 年后，东北地区内部间出现了更大的城市信用水平差距，而东部地区的城市信用

水平差距始终保持稳定。同时，各区域之间的信用体系建设水平的差异也存在扩大趋势，其

中最大差异来自“东部-东北”，系数同比增长了 128%；虽然在观测期内，超变密度和地区之

间的平均贡献率为 37%左右，但是地区间的差异表现为快速上升的演变趋势，而超变密度

呈高速下降趋势，表明我国各地进一步扩大的信用水平差距主要是由区域之间的差异引起。 

表 1 全国信用水平 Dagum 基尼系数分解结果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总基尼系数 G 0.18  0.20  0.21  0.22  0.24  0.26  0.28  0.31  0.31  

区域内

基尼系

数 

中部 0.16  0.19  0.18  0.19  0.21  0.22  0.21  0.23  0.24  

东部 0.18  0.18  0.18  0.20  0.22  0.24  0.24  0.23  0.22  

西部 0.17  0.20  0.21  0.21  0.24  0.27  0.30  0.34  0.33  

东北 0.16  0.20  0.20  0.21  0.24  0.25  0.24  0.32  0.37  

区域间

基尼系

数 

中部-东部 0.20  0.22  0.23  0.23  0.25  0.27  0.27  0.28  0.27  

中部-西部 0.17  0.20  0.20  0.21  0.23  0.25  0.26  0.30  0.30  

中部-东北 0.16  0.20  0.20  0.20  0.23  0.24  0.24  0.31  0.34  

东部-西部 0.19  0.21  0.22  0.22  0.24  0.29  0.32  0.36  0.36  

东部-东北 0.18  0.21  0.22  0.23  0.26  0.30  0.32  0.40  0.41  

西部-东北 0.17  0.20  0.21  0.22  0.24  0.27  0.28  0.34  0.36  

贡献率
(%) 

区域内 Gw 26.38  25.44  25.57  25.73  26.05  25.63  25.37  24.01  23.49  

区域间 Gcb 28.76  34.41  33.50  31.51  28.02  34.01  40.73  47.05  47.77  

超变密度Gt 44.85  40.14  40.91  42.75  45.92  40.35  33.88  28.93  28.73  

贡献度 

区域内 Gw 0.05  0.05  0.05  0.06  0.06  0.07  0.07  0.07  0.07  

区域间 Gcb 0.05  0.07  0.07  0.07  0.07  0.09  0.11  0.14  0.15  

超变密度Gt 0.08  0.08  0.08  0.09  0.11  0.11  0.09  0.09  0.09  

 
东部地区在观测期初具有更多的较高信用水平城市，从图 2 可知，东部越来越多期初低

信用水平的城市在期末已实现向较高水平进行转化，整个区域逐步呈现出“高-高”聚集的态

势；相比之下，尽管大部分东北和西部城市信用水平较低，但在期初也有少部分高信用水平

城市。然而，高水平城市在期末时被明显“压缩”说明了至少有部分城市发展遇到阻碍，转化



 

 6 

为了较低信用水平的城市，整个区域呈现“低-低”聚集的态势。由此可见，全国范围内的信

用水平差异，正是领先与落后区域不断扩大的差距、即“高-高，低-低”趋同逐渐加剧的结果。 

3.2 空间演进趋势分析 

由于实体在空间上并不独立，有可能会受到来自其他变量的“正向促进”（即空间溢出效

应）或“负面抑制”（即空间回流效应），全国信用水平在空间上的分异特征正是城市间一系

列合作、模仿、竞争等交互影响的产物。从现实来看，城市通过与其他城市邻接（尤其是“良

邻”），既有可能产生合作关系，从而共同提升信用水平，实现“强强联合”或是“先富带动后

富”，也有可能出现正向竞争，最终也会使得城市之间的信用水平差距减小或者无显著差距；

还有可能出现城市间的经济、技术和人才竞争，在竞争中取胜的城市对临近城市的资源进行

“虹吸”，间接抑制了临近城市的信用体系建设，导致了更大的信用水平差距。考虑到不同信

用水平的城市进行相互邻接后的情况可能十分复杂，从基尼系数分解的结果仅能初步了解城

市信用水平差距的总体来源与趋势，要探究城市与其他不同层次信用水平的城市邻接后的影

响，需要从时空双维度的动态视角展开。 

本研究引入空间马尔可夫链进行动态分析。将观测期内的全部城市信用体系建设水平按

照四分位点划分法划分为高、中高、中低、低水平四种状态类型。根据各市的局部莫兰指数，

推算状态之间相互移动的概率。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信用建设水平的空间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 

空间滞后类型 t /t + 1 个数 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高水平 高水平 

无空间滞后 

低水平 639 0.855 0.141 0.004 0.000 

中低水平 616 0.270 0.580 0.138 0.012 

中高水平 561 0.010 0.328 0.560 0.102 

高水平 488 0.000 0.002 0.258 0.740 

低水平邻居 

低水平 309 0.865 0.129 0.006 0.000 

中低水平 122 0.303 0.515 0.174 0.008 

中高水平 76 0.015 0.209 0.567 0.209 

高水平 57 0.000 0.000 0.236 0.764 

中低水平邻居 

低水平 206 0.815 0.185 0.000 0.000 

中低水平 182 0.329 0.518 0.140 0.014 

中高水平 117 0.008 0.308 0.592 0.092 

高水平 71 0.000 0.000 0.208 0.792 

中高水平邻居 

低水平 100 0.881 0.119 0.000 0.000 

中低水平 202 0.224 0.644 0.126 0.006 

中高水平 174 0.009 0.380 0.514 0.097 

高水平 112 0.000 0.000 0.313 0.687 

高水平邻居 

低水平 24 1.000 0.000 0.000 0.000 

中低水平 110 0.123 0.754 0.092 0.031 

中高水平 194 0.011 0.323 0.591 0.075 

高水平 248 0.000 0.003 0.251 0.746 

 
传统马尔可夫链转移概率矩阵显示：①高水平地区平稳转移的概率为 74%，向下的概

率为 26%；中高地区平稳转移概率为 56%，向下概率为 33.8%；中低地区平稳转移概率为

27%，平稳概率为 58%；低水平地区向上转移的概率为 14.5%，维持概率为 85.5%，表示各

城市信用水平基本会维持在原有状态；②对角线上的数值大于同行的其他数值表示，信用水

平流动性较低，存在向邻近状态转移的概率，但是基本上不存在跨越，原因在于信用体系建

设和发展是一个从探索制度到实施应用的连续过程，因此很难在连续时间内实现跃迁；③只

有低水平和高水平状态保持不变的概率较之向其他状态转移的概率差距明显，说明这两类信

用水平发展更可能受到原有发展模式的限制，呈现路径依赖和增长惯性；④城市信用水平存

在“俱乐部收敛”现象，即最高和最低层次的地区不会发生状态转移。对于高水平地区来说，

保持的概率为 74%，远远超过向下转移的概率。低水平地区保持的概率为 86%，向更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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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过度的概率仅为 14%。可见，发达地区呈现出内部趋同，而欠发达地区呈现“马太效应”。 

空间马尔可夫链转移概率矩阵帮助本研究得到如下结论：①信用水平在同一状态的稳定

性随着邻接类型的提高逐步增强。其中，低水平状态从 86%的概率提高至 100%，中低水平

从 51%到 75%，中高水平从 56%到 59%；②与信用体系建设较好的地区为邻，状态向上转

移的概率将减少。例如，低水平提升为中低水平的概率会从 12.9%小幅度上升后降至 10%（与

中高为邻居）甚至 0%（与高水平为邻）；③与信用体系建设较好的地区为邻，能够降低向

更低状态转移的概率。中低地区和中高地区与高水平地区邻接后，从原有状态向最低状态转

移的概率有一定降低（分别是从 30%到 12%、15%到 11%）；④与信用水平较低的地区为邻，

能够增加向更高状态转移的概率。中低和中高等水平的地区向上下转移的概率较大，与低水

平邻接时能获得最大的向上转移概率（分别为 17.4%和 20.9%），优于直接与高水平为邻（分

别为 12%和 7.5%）。 

总结起来，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信用水平“高与高、低与低”趋同的态势。高水平地区发挥

了一定的“溢出效应”，体现在信用水平较低水平的城市与其邻接能够降低向更差状态转移的

几率、或者提高在原有状态维持的几率（陈志勇和韩韵格，2021）。然而，高水平地区没有

发挥更多的示范作用带动这些地区实现状态跃迁，表明该溢出效应较为有限。此外，城市与

同类型或更弱的城市邻接更可能实现状态跃迁，可能是因为信用体系建设需要一定的社会经

济基础，差距过大时低水平地区缺乏对溢出效应的承接能力，可以获得高水平组“辐射”的作

用有限，被沦为边缘地区，导致差距进一步扩大。 

3.3 关键驱动因素识别 

上一部分分析了城市信用水平在空间上的分异与演进趋势，本部分将利用地理探测器揭

示驱动空间分异形成的关键因素，回答“是什么造成了信用水平在空间上分布存在不均衡”

这一问题。在梳理相关文献后，研究以城市经济水平（市辖区人均 GDP）、政府干预（政

府财政支出占全市 GDP 的比重）、产业结构（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比）、科教支出（辖

区教育与科技投入与总财政投入比例）、人才储备（辖区从事信息数据和科研咨询行业人员

数量）作为信用体系建设的影响因素（郭熙保和徐淑芳，2005；梁榜和张建华，2020；郭文

波等，2021；张明龙，2005；范柏乃和张鸣，2012）。数据均取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

各省市统计年鉴。同时，近年来各地积极通过推动行政审批改革、创建“互联网+”应用示范

基地、优化高新技术人才引进政策，完善对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体系，创新对中小企业的金融

服务模式等手段推动“双创”政策落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地区具有相匹配和协调的信用

体系提供制度支撑和监管手段。因此，本文也将城市的创新指数纳入研究，数据来源于由北

京大学发布的“中国区域双创指数”。最后，上一部分的空间马尔可夫矩阵结果反映出信用建

设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本部分将进一步进行证实。取空间滞后因子 WY 作为空

间溢出效应的测度指标，W 为空间权重矩阵，Y 为观测值。由于上述研究变量均为连续变

量，采用自然断点法将其转换为离散变量。下表是各要素的 q 统计量测度结果。 

表 3 信用体系建设水平空间分异关键要素识别（基于 q 统计量） 

年份 空间溢出 创新指数 人才储备 产业结构 政府干预 经济水平 科教投入 

2011 0.18 0.41 0.45 0.12 0.05 0.24 0.28 

2012 0.16 0.41 0.49 0.15 0.07 0.23 0.18 

2013 0.12 0.42 0.55 0.16 0.08 0.32 0.17 

2014 0.07 0.40 0.61 0.19 0.06 0.22 0.25 

2015 0.09 0.46 0.64 0.15 0.10 0.28 0.13 

2016 0.13 0.51 0.56 0.11 0.12 0.25 0.26 

2017 0.23 0.53 0.58 0.13 0.34 0.37 0.18 

2018 0.23 0.54 0.59 0.07 0.08 0.40 0.10 

2019 0.26 0.55 0.49 0.09 0.02 0.46 0.11 

 

不难发现，空间溢出效应的解释能力从 18%下降至 7%，证实了信用体系建设水平高的

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有限。2014 年后空间溢出效应出现触底反弹，后呈现大幅度增长，本

文认为有可能与国家层面的一系列行为有关。 

一是与国务院持续出台信用相关的政策规划有关。与 2014 年，国务院印发了《社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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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为未来 5 年信用体系建设从顶层进行了全面设计；

2016 年颁布《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 守信联合

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 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截至 2022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一共发布

了 13 部国家顶层设计文件，为各省市、各行业纷纷加速开展信用建设工作提供了清晰明确

的指导。 

二是与城市信用监测排名、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名单的发布有关。2015 年 6 月，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管理部门通过“全国城市信用状况监测平台”，利用大数据技术，从政务诚信、

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四个方面，综合评价全国各城市的信用状况并对外公布排名

情况。2018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了首批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名单，2019 年公布

了第二批示范城市名单，2021 年底公布了第三批示范城市名单。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自

2016 年以来就在城市信用状况监测中排名位于全国前列，扎实推进国家部署的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各项工作，结合实际积极先行先试，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对推进全国城市信用体系建设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陈海盛等，2019）。因此，公布信用检

测排名与示范城市，有助于其他城市对标先进，学习或模仿临近高水平城市的经验举措，进

而提升本市信用体系建设水平。 

政府干预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表明其对信用水平的重要性在逐年下降。政府干

预的下降趋势也可以从国家层面的行动来解释。2014 年发布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

要(2014—2020 年)》指出要加快政务诚信建设。此后，各地展开对政府简政放权、商事制度

改革的探索工作，极大加快了政府职能的转化。政务信息公开透明、政府减少对市场的直接

干预，市场主体活力便得到进一步释放，对信用体系建设的各项需求也开始从市场出现，故

政府也从原先对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变身为引导者。 

产业结构从观测期初的 12%上升至 19%后回落至 8%，可能是因为近十年来全国加快推

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推进经济发展方式发生根本转变取得了明显

的成效，体现在我国在 5G、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厚成

果，某些领域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但随着各地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完成，原有的解释能力

有所下降。 

其他要素均呈现了不同幅度的增长，科教投入波动最为频繁，有可能是因为从教育研究

的投入回报周期长，需 3~4 年才能将投入转化为经济产出；经济水平增长幅度最大，大约为

20%，从观测期初的第四大重要因素变为期末的第三大重要因素；创新指数与人才储备的解

释能力较为稳定，基本在 40%~60%左右，可以说是造成信用水平出现地区分异的最主要的

驱动因素。 

为探究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本部分进行交互项检验。由于篇幅限制，仅展示创新水平

的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创新水平不但有最强的单因子解释能力，还能与其他因子产生双

因子加强的效果，且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表 4 城市创新水平与其他变量对信用体系建设的交互效应检验 

年份 空间溢出 人才储备 经济水平 产业结构 政府干预 科教投入 

 X1∩X2 X1+X2 X1∩X2 X1+X2 X1∩X2 X1+X2 X1∩X2 X1+X2 X1∩X2 X1+X2 X1∩X2 X1+X2 

2011 0.54 0.59 0.55 0.86 0.47 0.65 0.54 0.53 0.49 0.46 0.78 0.69 

2012 0.47 0.57 0.56 0.90 0.49 0.64 0.50 0.56 0.45 0.48 0.71 0.59 

2013 0.52 0.54 0.60 0.97 0.53 0.74 0.56 0.58 0.59 0.5 0.67 0.59 

2014 0.53 0.47 0.64 1.01 0.45 0.62 0.56 0.59 0.59 0.46 0.71 0.65 

2015 0.57 0.55 0.70 1.10 0.53 0.74 0.62 0.61 0.63 0.56 0.58 0.59 

2016 0.45 0.64 0.65 1.07 0.50 0.76 0.42 0.62 0.52 0.63 0.52 0.77 

2017 0.59 0.76 0.70 1.11 0.63 0.9 0.59 0.66 0.63 0.87 0.73 0.71 

2018 0.62 0.77 0.73 1.13 0.62 0.94 0.57 0.61 0.70 0.62 0.60 0.64 

2019 0.63 0.81 0.65 1.04 0.66 1.01 0.63 0.64 0.64 0.57 0.56 0.66 

 
创新被视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劲驱动力，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与一般的工业生产技

术不同，虽然信用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可以通过技术引进以及在此进行模仿，体系建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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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举措能否最终落地还需要考虑城市在社会经济各方面的承接能力。因此，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较高的城市，通过完备的人才引进制度、产权保障体系、科研经费等方面孕育创新的

土壤（林德昌等，2010；何海燕等，2014）。创新能力强的城市能够在信用体制机制建设、

信用数据业务平台优化，创新信用评级评价和应用上取得较好的成效，如近年来兴起的创新

中小企业融资贷款渠道、政务诚信建设、大数据智能化监管等，又对这些社会经济因素起“反

哺”作用，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政府“放管服”改革激活市场主体活力，便又催生了创新，

形成良性循环。 

综合来看，造成全国范围内的信用体系建设水平空间上不均衡的主要因素在于城市间的

经济、人才和创新（具有最强的解释能力）差异。高水平城市发挥了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

尤其是在国家出台文件明确信用建设方向和公布城市信用监测排名、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

名单后，溢出效应显著提高。但是总体来说，溢出效应较为有限，仅是加强了城市保持原有

信用水平，不太可能帮助其实现跃迁。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和政府简政放权工作逐步走向完善，

而科教投入的回报周期又较长，且远远不及经济、人才和创新的解释能力涨幅，建设水平落

后的地区因此处于十分被动的状态，容易陷入“弱者恒弱”的困境。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 277 个地级市为样本，基于趋势分析、Dagum 基尼系数分解等方法考察了其信

用体系的空间分布格局，利用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解释了空间分异的动态演进趋势，通过

地理探测器的方法揭示了造成分异的因素。主要结论如下：①目前全国各地的信用体系建设

水平呈现非均衡特征；②与高信用水平城市邻接的地区，其信用建设水平基本上能维持原有

状态，但很难实现往更高状态的跃迁，因此高水平地区发挥的“溢出效应”较为有限。相比之

下，与较低或同等水平的地区接邻，则可在一定程度上加大跃迁的概率；③创新、人才和经

济是解释空间分异的最重要因素，但随着国家层面相关规划文件、考评文件的出台和信用体

系建设示范城市的公布，高信用水平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提高。 

上述研究结论提供的启示在于：①各城市应以《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

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为依据，建立健全区域间的统筹和联动机制，探索“强强联

合”“强弱互补”的区域信用合作模式，以提升区域总体信用水平；②信用水平较高的城市应

及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加强信用宣传力度，进一步发挥其对周边城市的示范和引导作

用；③信用水平较低的城市应建立健全相关信用管理制度，积极培育自身经济、人才和创新

增长新动能，主动承接领先地区的信用建设经验，同时在与同类型城市的资源竞争中抢占先

机；④国家应加快出台信用体系建设指导规划文件，加强顶层设计，引导信用资源向东北地

区、中西部地区以及广大农村地区倾斜，不但要实现区域信用的均衡发展，更要以此为引擎

持续推动城市和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稳定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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