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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双重集聚效应研究
!

%%%基于政府行为差异的视角

祝
!

佳

摘
!

要!运用空间经济学方法对我国
/%0

个城市
/""$e/"!!

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

造业集聚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存在双重集聚&且

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双重集聚都存在显著的负

向空间效应&而政府行为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双重集聚具有正向差异化影响(因此&

政府应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进行适度干预&根据不同区域产业集聚特征制定差异化

政策(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政府行为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着金融危机后产业成本结构上升&投资边际产出

下降&制造业空间聚集非均衡性加剧的挑战&产业结构升级迫在眉睫(服务环节从制造业

环节中的分离以及服务业份额占比的提升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沈家文&

/"!/

+

&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效应逐渐显现&且已转变为促进制造业产出价值提升不可或

缺的间接投入条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聚集的空间优化不仅有利于自身产业效率的提

升&还能通过提升专业化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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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服务的中介成本与交易成本
*

T.,:9:)

S a86,:

&

/""/

!

/

+

等途径提升关联制造业效率(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仍然以生产性制造为

主&并未进入服务型制造阶段(因此&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不仅应重点发展高

新技术制造业&还应将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政府扶持的重点&因地制宜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在

高新技术制造业集中区域集聚&进而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鉴于此&基于政府行为差异

视角&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集聚的双向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对于改善制造业和生

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非均衡性&促进中国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具

有重要理论意义及现实价值(

一'文献综述

产业集聚一直是产业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热点&其理论源头可追溯至工业区位经

济理论和外部规模经济理论(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兴起&特别是在产业集聚空间多

样性领域的研究增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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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拓宽了对产业本质及聚集因素的研究视角(

与此同时&管理学'社会学多学科的交叉也加快了产业集聚研究的步伐&如社会经济网络'

新产业区'创新环境'产业集群等理论&分别从产业根植性'学习性'贸易依赖'政府行为和

区位机会等角度&详尽阐述了其对产业集聚影响及发展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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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内研究而言&大部分产业集聚文献都综合考虑了以上三类分析框架&

并结合中国现实情况验证了上述理论在中国的匹配性
*陈建军等&

/""2

!

$

)李强&

/"!3

!

!

)宣烨&



祝
!

佳!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双重集聚效应研究

/"!/

!

$

)马鹏'李文秀&

/"!$

!

$

+

(

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双重集聚的研究是国内外学界当前研究的热点(

W)?=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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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瑞

典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双重集聚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两种产业存在双重集聚效应&但两种产业在

地理位置上不能相距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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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郡级区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双重

集聚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利于促进制造业集聚&而且在双重集聚区域中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程度比制造业集聚程度要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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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国四位数制造业和服务业集聚进

行了分析&发现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存在着集聚的趋势&尤其是传统制造业集聚趋势尤为明显(顾乃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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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7Z@

模型对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

制造业空间集聚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现有的研究虽然从多种角度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和

制造业双重集聚的状况&但大都忽视了产业间'政府行为之间存在空间互动性(因此&笔者在分析中国

双重集聚特征的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政府行为及其他因素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双

重集聚的差异化影响&进而为加快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提出建议(

二'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双重集聚特征分析

从中国
/%0

个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分布情况来看&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中在京津冀'

长三角和珠三角一带城市*图
!

中圆圈较大区域+&而制造业集聚地区*图
!

中底色较深区域+相对较多&

除了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一带城市以外&四川重庆工业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也都存在制造业集聚&

这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倾向于在制造业较为发达的环境中发展&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发展是以制造业

集聚为基础的(但另一方面&有些制造业集聚区域中生产性服务业并不发达&说明制造业集聚并不一定

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的发展现状表明中国在城市层面存

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的挤出效应和互补效应(

图
&

!

中国
$"#

个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空间分布

注!底色代表制造业&圆圈代表服务业

资料来源!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省市地方统计年鉴绘制而得

根据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的空间分布情况&可以将中国产业集聚区域划分为两大类&第

一类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双重集聚区域&第二类是制造业集聚'但生产性服务业不集聚的区域(第

一类区域主要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和深圳等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一带城市(这些城市

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程度都在全国名列前茅&尤其是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的制造业从业人数和生产

性服务业从业人数都超过了
!""

万(该区域所发展的制造业以技术密集型为主&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和

制造业之间的集聚效应体现为互补效应&即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集聚相互促进(第二类区域主要包

括重庆'成都'哈尔滨和沈阳等四川重庆工业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些城市的制造业虽然形成了一定

的集聚&但与第一类区域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有一定差距&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区域制造业仍然以劳动密集

型和资本密集型为主&并未上升到技术密集型&是发展潜力不足所造成的(以哈尔滨为例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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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哈尔滨制造业从业人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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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而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数仅有
!1#&0

万人&生产性服务

业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制造业发展(这类区域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为主的低水平制造业集聚不

利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导致该地区尽管已形成了制造业集聚&但生产性服务业并未形成集聚(

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空间分布的演变趋势来看&

/""$

年到
/"!!

年间&中国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的空间分布区域并没有太大变化&但集聚程度却在不断增加(从第一类区

域来看&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一带城市制造业*底色加深+和生产性服务业*圆圈变大+的集聚趋势更

加明显&这说明第一类区域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并与生产性服务业一起以互补的方

式不断形成集聚优势(相反&第二类区域中的城市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四川重庆工业区的制造

业集聚趋势更为显著*底色加深+&生产性服务业变化不大*圆圈大小变化很小+)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制

造业却区域扩散*底色减弱+&生产性服务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圆圈变大+(四川重庆工业区产业集聚

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向西部转移所造成的&重庆和成都等地

承接了大量来自于东部城市的低水平制造业(而东北老工业基地所产生的变化却是因为其地方政府所

实施的经济转型政策&在减少向传统制造业投入的同时&将资源转向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三'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双重集聚的空间计量模型

产业集聚作为一种典型的经济活动空间现象&各种要素在不同地区之间相互集聚或扩散使得产业

集聚地区与周边地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中国各城市间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方面所

呈现出的差异化空间特征也证实了这点(因此&在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双重集聚及其影响

因素时必须将区域间要素和产业的互动性考虑进去(因此&传统计量模型并不适用于本文的分析(笔

者借鉴
W).=;+)

*

!2%%

+所提出的空间计量模型来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双重集聚及其影响因素(

*一+模型设定

!#

空间滞后模型*

RZ@

+

本文设定制造业集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滞后模型分别如式*

!

+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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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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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6-9=

表示制造业集聚情况&

R=9J+(=

表示服务业集聚情况&

BbU

表示政府行为&

aXb

表示知识丰裕程度&

PBEP

表示经济发展水平&

5XU

表示投资情况&

'

表示中国第
'

个城市&

,

表示时期&

B

为空间权重矩阵&

$

!

和
$

/

为空间相关系数&分别反映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的空间溢出效应&

!

"

和
"

"

为常数项)

!

!

'

!

/

'

!

3

和
!

$

分别为政府行为'知识丰裕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

投资情况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弹性系数)而
"

!

'

"

/

'

"

3

和
"

$

则反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政府行为'知识

丰裕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投资情况影响的反应程度)

%

!

为随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

/#

空间误差模型*

RT@

+

制造业集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滞后模型的具体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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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3

+为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滞后模型&式*

$

+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滞后模型&

)

!

和
)

/

为空间

相关系数&分别表示各解释变量的误差冲击对制造业集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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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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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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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项&其中
%

'

服从正态分布(其余解释变量和待估系数含义同式*

!

+和式*

/

+(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笔者选取中国
/%0

个城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地级市+

/""$e/"!!

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区间!

&

其中制造业集聚用制造业从业人数来表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用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数表示&政府行

为用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表示&知识丰裕程度用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
BEP

表示&投资情况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数据主要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和各省市地方统计年鉴&所有数据均为市辖区数据(统计年鉴中缺失的部分城市部分年度数据主要

以各城市数据为基础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

*三+空间权重矩阵
V

的设定

现有研究在进行空间分析时多采用二进制空间权重矩阵&这种矩阵只考虑空间单元的邻接性&却忽

略了距离因素(因此笔者将区域间的空间相邻性和距离因素纳入考量&构建权重矩阵
B

'

(

!

B

'

(

R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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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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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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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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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

+

!!

在*

0

+式中&

0

'

(

表示区域
'

和区域
(

之间的空间距离&是根据各城市的经纬度坐标计算出两两城市

之间的弧面距离而得&

&"""

是按照各城市间最远距离*黑龙江省的双鸭山市与新疆的克拉玛依市之间

距离为
0!0!#%

公里+取整而得(与传统二进制权重矩阵对相邻区域取权值
!

&不相邻区域取权值
"

相

比&

+

e

0

'

(

&"""这种与距离成反比的加权方法更能够反映区域之间的互相影响程度会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而

减弱的现实情况(在用初始值构建权重矩阵后&为了便于进行统计处理&还应进一步标准化初始权重矩

阵&即使得标准化后的权重矩阵每行的元素之和为
!

(

四'计量检验与实证结果分析

笔者首先采用相关性检验判断各变量的空间相关性并选择适合的空间计量模型&在此基础上针对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空间计量模型分别进行回归&从而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双重集聚

的现象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所有计量分析都采用
@:6;:O

软件完成(

*一+空间相关性检验与空间计量模型选择

!#@89:)

2

.5

检验

从
@89:)

2

.5

检验结果来看*参见表
!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的
@89:)

2

.5

统计值分别

为
e//#2!%&

和
e2#!0"3

&其绝对值都超过了
!d

水平下的临界值
!#2&

*

P

值都为
"

+&表明所有检验都

通过了
!d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制造业集聚与其影响因素之间

都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的
@89:)

2

.5

指数分别为
e"#"$$1

和

表
&

!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的
F)B>9

2

84

检验结果

@89:)

2

.5

指数 统计值
P

值 中值 标准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e"#"$$1 e//#2!%& " e"#"""0 "#""!2

制造业集聚
e"#"!%/ e2#!0"3 " e"#"""0 "#""!2

-

00

-

!

#

根据,

/"!!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城市划分标准将
/"!"

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划分为
/%&

个&由于
/"!!

年安徽省巢湖市取

消&因此&笔者采用
/%0

个城市作为样本区间(其中
/""1

年思茅市买断普洱县的地名后正式改名为普洱市的&原普洱县改名为宁

洱县&

/"!"

年湖北省襄樊市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后更名为襄阳市&因此这两个城市由于城市名改变所导致的中经网缺失数据从历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进行补充(

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界定并不存在统一标准&有些学者将房地产业也计入生产性服务业&但从生产性服务业的定义来看生产性

服务业是指为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服务的服务行业&是与制造业

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而就功能性而言&中国房地产业并不具备支撑制造业的中介特性&属于消费性服务业(因此&这里生产

性服务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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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表明这种空间相关性体现为负的自相关关系&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对周边地区

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存在负面溢出效应(

/#Z@

检验

从表
/

可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Z@4;:

A

的
Q

统计值为
!302#"&3%

&大于
Z@4=9989

的
Q

统计值

$&&#!"$0

&而
Y8O-.6Z@4;:

A

的
Q

统计值为
!"/"#"&02

&远远大于
Y8O-.6Z@4=9989

的
Q

统计值

!/1g!"&1

&这表明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时&

RWY

模型要更为适合(而从制

造业集聚来看&

Z@4;:

A

和
Y8O-.6Z@4;:

A

的
Q

统计值分别大于
Z@4=9989

和
Y8O-.6Z@4=9989

的
Q

统

计值&表明
RWY

模型对于分析制造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也更为恰当(

表
$

!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的
WF

检验结果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制造业集聚

Q

统计值 概率
Q

统计值 概率

Z@4;:

A

!302#"&3% " $11#13%2 "

Y8O-.6Z@4;:

A

!"/"#"&02 " 03%#///1 "

Z@4=9989 $&&#!"$0 " 1&#2%"3 "

Y8O-.6Z@4=9989 !/1#!"&1 " !31#$&$! "

3#7:-.L:)

检验

从样本选取来看&本文选取了中国
/%&

个地级市*按照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标准划分+中的
/%0

个地

级市&样本间差异基本固定&因此固定效应模型更为适合(而从表
3

中
7:-.L:)

检验结果显示&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空间面板模型的
7:-.L:)

检验统计量为
/$&#%%3%

&通过了
!d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即拒

绝原假设&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而从制造业集聚空间面板模型的
7:-.L:)

检验结果来看&其
7:-.

4

L:)

统计量为
/$2#0$11

&也在
22d

的水平下显著&因此&也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表
N

!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的
<>=8O>9

检验结果

7:-.L:)

统计量
?=

A

9==.8CC9==?8L

M

98O:O+;+6

F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3% 2 "

制造业集聚
/$2#0$11 2 "

*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

从模型的适用性来看&

H:-.L:)

检验结果已表明固定效应模型对于分析制造业集聚和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都更恰当(而固定效应究竟表现为哪一种0 从表
$

和表
0

的估计结果可发现&无论是在面板

RWY

模型还是
RT@

模型中&拟合优度
Y

/最高的模型都为空间时间双固定效应模型(从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空间双固定模型来看&其
RWY

模型和
RT@

模型拟合优度分别达到了
20#13d

和
20#&1d

&都高于

随机效应模型*分别为
2$#2&d

和
2$#2%d

+(从制造业集聚空间双固定模型来看也是如此(此外&面板

RWY

模型和
RT@

模型中&

.+

A

L:

/最小和
;8

A

4

Z

最大的也是双固定模型(这不仅进一步证实了
H:-.L:)

检验的结果&而且还表明空间时间双固定效应模型更适合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

进一步比较面板
RWY

和
RT@

双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发现&面板
RWY

双固定效应模型对于分析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制造业集聚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更为适合(从表
$

可知&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面板
RWY

双固定效应模型的拟合优度和
;8

A

4

Z

都高于面板
RT@

双固定效应模型的拟

合优度和
;8

A

4

Z

&而面板
RWY

双固定效应模型的
.+

A

L:

/为
"#"%%0

&小于面板
RT@

双固定效应模型*其

.+

A

L:

/为
"#"%%%

+(从表
0

关于制造业集聚面板
RWY

和
RT@

双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来看&制造业集

聚面板
RWY

双固定效应模型的
Y

/和
;8

A

4

Z

为最大'

.+

A

L:

/为最小&说明分析制造业集聚也应该采用面

板
RWY

双固定效应模型&这也进一步验证了
Z@

检验认为
RWY

模型更为恰当的检验结果(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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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面板

RWY

模型 面板
RT@

模型
固定效应

空间固定 时间固定 双固定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空间固定 时间固定 双固定

随机效应

常数
"#"0$/

((

e"#"/1$ e"#"/% "#"//& "#"0/1

((

e"#"3"2 e"#"/11 "#"//&

BbU "#"&%!

(

"#&$!/

(

"#"300 "#!!/!

(

"#"&10

(

"#&01&

(

"#"3%0 "#!!$2

(

aXb

"#"33!

(((

"#/$2!

(

"#"/&2

"#"2$/

(

"#"33

(((

"#/$!$

(

"#"/1/

"#"%0!

(

PBEP "#"$2% "#&%1&

(

"#"!$0 "#"231

((

"#"0$$ "#1""!

(

"#"!2/ "#"0%2

(((

5XU e"#!!&!

(

e"#!$&!

(

e"#!!&&

(

e"#!&21

(

e"#!!%0

(

e"#!/%3

(

e"#!!0

(

e"#!031

(

1

"

2

e"#!0% e"#$$1

(

e"#222

(

e"#3!2

(((

e"#/!0 e"#2%0

(

e"#211

(

"#"/1!

Y

/

"#20&0 "#1!"$ "#2013 "#2$2& "#20&0 "#1"&1 "#20&1 "#2$2%

.+

A

L:

/

"#"2"! "#&""3 "#"%%0 "#!"$0 "#"2"! "#022/ "#"%%% "#!"$!

;8

A

4

Z e$2!#101 e/&&"#!12 e$1%#!!00 e!3$!#32! e$2!#0//1 e/&00#!%0 e$1%#0$21 e!3$"#$0$

!!

注!

(

'

((

'

(((分别表示在
22d

'

20d

和
2"d

的水平下显著(

表
#

!

制造业集聚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面板

RWY

模型 面板
RT@

模型
固定效应

空间固定 时间固定 双固定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空间固定 时间固定 双固定

随机效应

常数
"#"1

(

e"#"/% "#""%0 e"#"/&& "#"1"0

(

e"#"/2% "#""%% e"#"/&%

BbU "#"2$&

(

"#&3"/

(

"#"0"0 "#!2//

(

"#!!%

(

"#&3/!

(

"#"0!3 "#!12

(

aXb

"#"&//

(

"#/&0!

(

"#"022

(

"#!"31

(

"#"&3!

(

"#/&3/

(

"#"&"/

(

"#!/0&

(

PBEP e"#"333 e"#"/20 e"#"&!! e"#/%

(

e"#"!$0 e"#"/12 e"#"02% e"#//1/

(

5XU "#"/$ e"#""!$ "#""0$ "#"/3$ "#"33% e"#""!1 "#""0/ e"#"!"2

1

"

2

"#3!!

((

"#!$3

(((

e"#22$

(

"#30

(

"#"%1 e"#%0

(

e"#%"!

(

"#&0%!

(

Y

/

"#2!$3 "#13& "#2!0$ "#%22& "#2!$ "#1301 "#2!$1 "#%221

.+

A

L:

/

"#!""% "#3!"$ "#"22$ "#!!%! "#!"!! "#3"%% "#"221 "#!!%

;8

A

4

Z e&/"#/!"2 e!2"!#2& e&"2#!1&1 e!3&!#1/2 e&//#3/$% e!%2%#$ e&"2#/!!2 e!30"#3/$

!!

注!

(

'

((

'

(((分别表示在
22d

'

20d

和
2"d

的水平下显著(

从表
$

和表
0

面板双固定
RWY

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空间自相关系数
$

都在
22d

的水平下显著为

负&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之间和制造业集聚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这说明某地区的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会对周边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有负面影响(究其原因却各有

不同!一方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致力于制造业发展&但早期的主要以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集

聚为特征&近年来开始从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集聚向高附加值的新兴制造业集聚转变&这使得集聚对

周边地区的正向和负面溢出效应并存&而当前中国高水平制造业集聚的发展速度虽然较快&但仍无法替

代低水平制造业集聚的主导地位&最终导致制造业集聚在整体上呈现出负的空间性(另一方面&中国生

产性服务业处于新兴阶段&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整体水平较低&各区域间争夺资源&从而表现出负的空间

相关性(

政府行为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系数都为正&表明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的扶持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其中政府行为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

系数为
"#"300

&略小于政府行为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系数
"#"0"0

&这表明许多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资源

投入促进制造业集聚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投入的资源较少(从政府行为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

制造业集聚影响的显著程度来看&两个影响系数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中国地方政府对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的政策并未达到应有效果(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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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的其他影响因素来看&知识丰裕程度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

响系数为
"#"/&2

&且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当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仍然处于低水平集聚阶段&知识密集

程度相对较低&尤其是知识含量较低的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在生产性服务业中占据较大比重&导致知识

丰裕程度对中国各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并没有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相反&知识丰裕程度对制

造业集聚的影响较为显著&其影响系数为
"#"022

&这说明中国制造业集聚正处于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

密集型转型的过程中&知识丰裕程度的增加对中国制造业集聚程度和水平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经济发展水平与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的回归系数正好相反(其中

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却不利于制造业集聚&这可能是因为当前中国部分地区的

制造业集聚正在向技术密集型发展&而原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聚正在消失或向其他地区转移&技术密

集型集聚的发展速度赶不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聚消失和转移的速度&从而导致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在现阶段不利于制造业集聚&这种情况在制造业集聚转型完成后会得到改善(此外&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则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状况&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有利于制造业发展&却不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这主要

是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固定资产要求较低的特性所决定的(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上述计量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存在双重集聚(双重集聚区域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南

京'广州和深圳等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这类区域注重发展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其生产性服务业和

制造业双重集聚的效应体现为互补效应(此外&中国还存在制造业集聚'但生产性服务业不集聚的区

域&主要包括重庆'成都'哈尔滨和沈阳等四川重庆工业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这类区域以发展劳动密集

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其集聚效应体现为挤出效应(

第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双重集聚都存在显著负向空间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之间和制造

业集聚的空间自相关系数
$

分别为
e"#222

和
e"#22$

&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周边地区存在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则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就不存在集聚&反之亦然(

第三&政府行为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双重集聚具有正向差异化影响(其中政府行为对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系数为
"#"300

&略小于政府行为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系数
"#"0"0

&这表明当前中国

地方政府行为对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都有积极作用&而从其扶持力度来看更为偏向

于发展制造业&使得政府行为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程度高于其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程度(此外&

两个影响系数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中国地方政府行为存在干预不适度的状况(

第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双重集聚还受到知识丰裕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投资情况等因素的

影响(其中知识丰裕程度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系数为
"#"/&2

&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对制造

业集聚的影响系数为
"#"022

&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知识丰裕程度对中国各区域制造业集聚升

级虽有较显著的影响&但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并没有起到显著促进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对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

和
e"#"&!!

&表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虽然

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但却会导致当前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集聚水平下降(从投

资情况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来看&其影响系数分别为
e"#!!&&

和
"#""0$

&这表明当前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有利于制造业发展&却不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这说明当前中国正处于从劳

动密集型制造业向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型的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仍处于较低水平(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存在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双重集聚区域以及制造业集聚'但生产性服务业不

集聚的区域这两大类集聚区域(那么这些集聚区域内城市究竟具有哪些特征呢0 从上述结论可知&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受到政府行为'知识丰裕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投资情况等因素的影

响(因此&一方面&在政府干预适度'知识较为丰裕'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固定资产投资相对适中的城市&

会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双重集聚的现象&即产生互补性集聚效应&这些城市在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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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也带动了制造业向高技术方向发展&例如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一带城市(另一方面&在政府

干预较多'知识丰裕程度较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固定资产投资相对较多的城市&会出现制造业集聚'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情形&即集聚效应体现为挤出效应(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城市中&政府注重发

展技术'减少固定资产投资的城市中&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程度较好&集聚挤出效应也相应减小&例如东

北老工业基地(相反&政府如果一直加强固定资产投资&不注重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则集聚挤出效应

不仅不会减少&还会增加&例如四川重庆工业区(因此&针对不同集聚区域城市的不同特征&政府应根据

不同区域产业集聚特征制定差异化政策&进行适度干预(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根据上述结论&可得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传统制造业产业集聚升级改造&确保绿色增长(政府应减少对传统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

资&尤其是减少对四川重庆工业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传统制造业集聚地区能耗较大和污染性较大产

业或环节的投资&将重心转移至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改造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以及航天航空装备

等高新技术制造业的研发投资&从而在加强高技术制造业集聚的同时减少低水平制造业集聚(这不仅

有利于发挥高技术产业集聚的正向空间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等+&还有利于减少传统制造业所带来的负

向空间效应*争夺资源'环境污染等+&利于实现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

第二&加强科技创新&重点支持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为进一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政府

应注重加强对具有#服务生产$'#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和#知识密集度高$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支

持力度&尽早进入集聚区域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良性互动阶段&进一步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正向空间效

应(同时&为了充分发挥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促进作用&政府应加强科技创新和新型智库建

设&不仅应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度较高的服务行业&例如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信息传输计算

机服务和软件业&还应将制造业产业链中的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市场营销和公关策划等服务环节分离

出来&从而提高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产业集聚水平以实现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

第三&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采取差异化政策(政府扶持应与区域产业集聚特色相结合&因地制

宜地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在高新技术制造业集中区域集聚&进而发挥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新技术制造业之

间的互补效应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在只存在制造业集聚但生产性服务业不集聚的地区&政府应减

少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支持力度&降低其集聚程度&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技术密集

型制造业发展&从而减少集聚的挤出效应(为了更好地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双重集聚的互补效

应&减少挤出效应&各地方政府应该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扶持力度&同时减少对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投入&通过制定合理的制造业转移政策&引导集聚区域中低水平制造业向非集聚地

区转移&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第四&以自贸区建设为契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当前政府对市场干预力度较大&导致市场经济运行效率不高&各种生产要素并未得到优化配置&这也是

我国传统制造业过度集聚'高技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较低的原因所在(因此&中国应以上

海'广东'天津和福建自贸区建设为契机&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改革&加强贸易投资市场化和便利

化&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与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机

制的作用&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的宏观经济环境&从而促进中国经济贸易发展(

第五&简化行政审批程序&促进财税体制法制化(当前中国处于改革攻坚阶段&科学立法对适应经

济新常态'顺利实现经济改革和转型升级有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各地方政府对将大量财政资金投入传

统制造业密集型的国有企业&忽视了从事生产性服务业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导致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

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因此&需加强对政府公共财政的监督机制&促进财

税体制法制化&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公布省级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政府行为'改革决策与相

关法律法规相衔接&促使政府政策向发展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方向倾斜&同时引导民间

资金进入这些行业&充分发挥政府行为对市场机制的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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