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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选取
[G

F

指数$

I

系数和
"

指数三项指标"测度
%""&*%"$"

年中国装备制造业集聚

特征#结果显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不仅集聚程度最高"而且一直处

于高度集聚状态%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上海等东部沿海省市为装备制造业主要集聚地#

关键词!装备制造业集聚%

[G

F

指数%

I

系数%

"

指数

一$问题的提出和文献回顾

(一)问题的提出

装备制造业享有&制造业之母'美称"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十二五'期间"东部$中部$西

比$东北地区不少省份相继颁布了装备制造业发展规划#由于装备制造业具有行业门类数多$产业关联

度大等特性"集聚发展是提升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在建设&工业强国'背景下"科学分析中国

装备制造业集聚水平$集聚区域与演变态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文献回顾

中外产业集聚测度研究文献采用的方法大体分为三类!一是产业地理集中测度方法"如产业集中度

指数(

[G

F

指数)$赫芬达尔指数(

V

指数)$空间基尼系数(

I

系数)$

V00>2<

地方化系数等#二是产业地

理集聚测度方法"如
NI

指数$

CM

指数和
82>2<2H_

指数#三是基于距离的产业集聚测度方法"如
^

(

Q

)

函数$

8

函数$

C

函数等#

[G

F

指数$

I

系数和
NI

指数使用频率最高#

[G

F

指数最简单$常用"最大优点

是数据容易获得"计算过程简单"可显示产业集中度指向的具体产业或地区#但是"因
F

取值不同"结果

也不同"需和其他方法配套使用#

I

系数以全部产业的地理分布为比较基准"不同产业的计算结果具有

可比性"但未考虑具体产业组织状况和区域企业规模差异#

NI

指数综合了空间基尼系数和赫芬达尔指

数"比基尼系数的地理意义更明确"但对企业微观数据要求极高"且该指数波动性较大"可能存在集聚变

量之间的虚假相关#李太平(

%""#

)基于
N99:10FfI9=212<

构建
NI

指数的思路提出测算产业区域集聚程

度的简便方法///

"

指数!"能利用现成的统计数据测度"计算结果与
NI

指数高度一致#

国内学术界有关装备制造业集聚测度主要采用产业集中度指数(

[G

F

指数)$赫芬达尔指数(

V

指

数)$产业空间集聚指数(

NI

指数)$空间基尼系数(

I

系数)和区位商等方法""研究文献分为全国尺度

的装备制造业集聚水平测度$省市尺度的装备制造业集聚水平测度两类#已有的研究成果多侧重中国装

备制造业集聚现状的静态分析"动态分析研究相对不足#本文在借鉴已有成果基础上采用三项测度指标

从行业$区域双重视角就
%""&*%"$"

年
&$

个省市区装备制造业集聚作进一步测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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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太平等!+衡量产业区域集聚程度的简便方法及其比较,"载+统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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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代表性文献有!高新才$王科!+中国装备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实证研究,"载+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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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测度方法的选择和数据来源

(一)测度方法

综合考量各种测度方法的使用频率和优缺点"本文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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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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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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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测度装备制造业集聚水平#

产业集中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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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指数)以产业内规模最大的若干家(通常选
'

家或
,

家)厂商的有关指标值
c

(产值$销售额$资

产额$从业人数等)占整个市场或行业的份额进行测算#该产业前
F

位企业的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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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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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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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企业
:

的产值(或销售额$资产额$从业人员人数等)在整个行业中所占的份额#类似地"把厂商的

指标值替换成区域的指标值"可用
[G

F

指数计算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

空间基尼系数(

I

系数)是通过某一产业在区域上的分布相对于整体经济活动的偏离程度测算该产业的区域集中程

度#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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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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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空间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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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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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区域份额的平均值"

F

为区域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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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产业
S

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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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D

的份额#基尼系数取值范围为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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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取值越大"说明产业在各区域的分布越不均衡"即空间集聚程度越高%反之"

则说明区域分布越均衡"集聚程度越低#

假设全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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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产业和
?

个地理区域"第
:

个产业的区域集聚程度
"

+

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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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

+

T

表示
:

产业在
D

区域的从业人员人数(也选取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等其他经济指标"本文选取工业总产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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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

产业在每个区域的平均从业人员人数"

S

表示
:

产业中大于平均从业人员人数的区域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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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

产业的地域分布位于平均值以上的那部分不均匀程度占整个产业的比重#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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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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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分布系数"表示产业的不均匀程度在地理区域上的实际分布状况#

"

+

的取值范围为3

"

"

$

4"

"

+

取值越大"表示
:

产业集聚

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均采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考察时段为
%""&*%"$"

年#

[G

F

指数$

I

系数和
"

指数均以全国

&$

个省市区装备制造业
#

大细分行业总产值(当年价)为考察指标"#

三$测度结果分析

(一)基于行业视角的分析

从
%""&*%"$"

年中国装备制造业的
[G'

$

[G,

$

I

系数和
"

指数测算结果(见表
$

)$集聚水平变化趋势(见图
$

)来看"

装备制造业的
[G

'

$

[G

,

$

I

系数和
"

指数均值分别为
"e(!(

$

"e#!$

$

"e!(,

和
"e&,)

"表明近年来中国装备制造业集聚水

平较高%

[G

'

$

[G

,

$

I

系数分别由
%""&

年的
"e(!,

$

"e#!$

$

"e!!"

下降到
%"$"

年的
"e(&)

$

"e#%%

和
"e!%,

"且三个指标以

%""'

年或
%""(

年为界"呈现明显的先升后降趋势%虽然
"

指数值呈现逐年波动状态"但整体上呈下降趋势#这些指标值

的变化反映出近年来中国装备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正在不断下降#

*

$"$

*

!

"

在+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

$))%

年及以前装备制造业数据按照六大类(即金属制品业$机械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

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其他计量器具制造业)统计%

$))&*%""%

年$

%""&*%"$"

年数据分别按照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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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B'#('*$))'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I5

J

B'#('*%""%

)中的行业分类统计#

学术界关于装备制造业的细分行业类型尚未达成共识"流行&六分类法'和&七分类法'两种分类法#本文采用&七分类法'#即!

对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I5

J

B'#('*%""%

)"&装备制造业'涵盖&金属制品业'(

[&'

)"&通用设备制造业'(

[&(

)"&专用设备制造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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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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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装备制造业
"##%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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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79

0

$基尼系数和
"

指数

年份
[G

'

指数
[G

,

指数
I

系数
"

指数
%""& "7(!, "7#!$ "7!!" "7&()

%""' "7(,% "7#," "7!#& "7'"'

%""( "7(," "7#,& "7!#( "7'"#

%""! "7(#$ "7#,% "7!#$ "7&,)

%""# "7(!( "7##$ "7!!& "7&,$

%"", "7(!% "7#(! "7!(( "7'"&

%"") "7(($ "7#&' "7!&, "7&,)

%"$" "7(&) "7#%% "7!%, "7&#,

均值
"7(!( "7#!$ "7!(, "7&,)

图
$

!

"##%

和
"#$#

年装备制造业各细分行业集聚度

!!

根据装备制造业七类细分行业
%""&

年和
%"$"

年的
I

系数和
"

指数来看"&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

['"

)的集聚程度相对而言最高"居首位%&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

)的集聚程度次之"居第二位%&交通

运输设备制造业'(

[&#

)的集聚程度相对而言最低#仅有&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一直处于高度集聚

状态"其他六类细分行业的集聚程度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

装备制造业七类细分行业的集聚程度和演变趋势具有差异化特征#各细分行业
%""&*%"$"

年
[G

'

$

[G

,

$

I

系数和
"

指数的起始值$变动幅度及均值总体测算结果见表
%

所示#

表
"

!

装备制造业各细分行业
"##%8"#$#

年集聚度起始值$增幅及均值

[&' [&( [&! [&# [&) ['" ['$

[G

'

指数

[G

,

指数

I

系数

"

指数

%""& "7!', "7!$! "7')$ "7'%' "7!#& "7#%& "7#$'

%"$" "7(#! "7((' "7'') "7&,, "7!%( "7#($ "7!(,

增幅
+"7$$$ +"7$"$ +"7",! +"7",( +"7"#$ "7"&) +"7"#,

均值
"7!%$ "7(,( "7'#$ "7&,' "7!() "7#'! "7!,,

%""& "7,'% "7#)) "7!)$ "7!#& "7,%! "7)$( "7,#"

%"$" "7##$ "7#!! "7#"$ "7!') "7#,! "7)"$ "7,$$

增幅
+"7",' +"7"'$ "7"$' +"7"&! +"7"', +"7"$( +"7"!,

均值
"7,$) "7#,# "7#"& "7!(' "7,$# "7)%' "7,')

%""& "7#%% "7!,& "7(,, "7(!% "7#%' "7,"$ "7#!&

%"$" "7!!# "7!(' "7(,& "7((" "7!,$ "7,"" "7#%(

增幅
+"7"#! +"7"'% +"7"") +"7"%$ +"7"() +"7""$ +"7"("

均值
"7#"& "7!#% "7()% "7(') "7#$% "7,", "7#')

%""& "7''$ "7'') "7&$% "7%)' "7("' "7')# "7(%%

%"$" "7'"& "7&!# "7&"# "7%#$ "7'$$ "7(%" "7'&)

增幅
+"7",! +"7$,& +"7"$! +"7"#, +"7$,( "7"'! +"7$()

均值
"7'&& "7'$$ "7&$# "7%,$ "7'#" "7($) "7')$

$e

金属制品业#

%""&*%"$"

年金属制品业的
[G

'

$

[G

,

$

I

系数和
"

指数均值分别为
"e!%$

$

"e,$)

$

"e#"&

和
"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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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程度较高"在整体装备制造业中居中等水平#但相比
%""&

年"四项集聚指标值均有下降"且前三项指标降幅在整体

装备制造业中最高"分别达到
$$e$̀

$

,e'̀

和
#e!̀

#总体而言"近年来金属制品业空间集聚程度不断降低#

%e

通用设备制造业#

%""&*%"$"

年通用设备制造业的
[G

'

$

[G

,

$

I

系数和
"

指数均值分别为
"e(,(

$

"e#,#

$

"e!#%

和

"e'$$

"集聚度在整体装备制造业中居中等偏下水平#与金属制品业相似"

%"$"

年四项集聚测度指标值均低于
%""&

年"

尽管某些年份集聚度略微波动"但整体而言空间集聚水平下降趋势明显#

&e

专用设备制造业#

%""&*%"$"

年专用设备制造业的
[G

'

$

[G

,

$

I

系数和
"

指数均值分别为
"e'#$

$

"e#"&

$

"e()%

和

"e&$#

"集聚程度在整体装备制造业中偏低#对比
%""&

年和
%"$"

年集聚水平"除
[G

,

指数略微上升
$e'̀

外"其余三项

指标值均小幅下降"其中
"

指数降幅为
$e!̀

"远低于其它六个细分行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集聚程度总体呈缓慢降低

趋势#

'e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年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
[G

'

$

[G

,

$基尼系数和
"

指数均值分别为
"e&,'

$

"e!('

$

"e(')

和
"e%,$

"集聚水平较低"在整体装备制造业中居末位#总体而言"近年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集聚水平越

来越低"

%"$"

年四项集聚指标测度值均低于
%""&

年#

(e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

年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
[G

'

$

[G

,

$

I

系数和
"

指数均值分别为
"e!()

$

"e,$#

$

"e#$%

和
"e'#"

"集聚水平较高"在整体装备制造业中居中等偏上水平#但其集聚水平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且降幅

较大"其中
%"$"

年的
"

指数相较于
%""&

年下降
$,e(̀

"高于其他六个细分行业#

!e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年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
[G

'

$

[G

,

$

I

系数和
"

指数均值分别为
"e#'!

$

"e)%'

$

"e,",

和
"e($)

(见表
%

)"四项集聚指标均高于装备制造业中其他六个细分行

业"属高集聚度行业#相比
%""&

年"

%"$"

年的
[G

,

指数和
I

系数分别下降
$e(̀

和
"e$̀

"

[G

'

指数和
"

指数增幅分别

为
&e)̀

和
'e!̀

"

[G

'

指数和
I

系数变动幅度是七类装备制造业行业中最小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自
%""&

年以来总体一直处于高度集聚的稳定状态#

#e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

年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的
[G

'

$

[G

,

$

I

系数和
"

指数均值分别为
"e!,,

$

"e,')

$

"e#')

和
"e')$

"集聚水平较高"仅次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但其集

聚度总体下降趋势明显"从
%""&

年到
%"$"

年"

[G

'

$

[G

,

$基尼系数和
"

指数分别下降
#e,̀

$

!e,̀

$

(e"̀

和
$(e)̀

#

(二)基于区域视角的分析

通常可用各年各地区某一行业总产值占当年全国该产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考察产业空间集聚状态#表
&*$"

描述了

%""&

年和
%"$"

年装备制造业整体及各细分行业总产值在
&$

个省区的比重分布情况#结合
[G

'

$

[G

,

指数和各省区总

产值所占比重"可对装备制造业整体及各细分行业集聚的地域分布格局作具体分析#

表
%

!

%$

个省市区
"##%

$

"#$#

年装备制造业产值份额

%""&

年
%"$"

年
份额

$"̀

以上 广东$江苏$上海 江苏$广东$山东

份额
(̀ +$"̀

浙江$山东 浙江$上海$辽宁

份额
$̀ +(̀

北京$天津$福建$辽宁$吉林$湖北$河南$四
川$重庆$河北$安徽$湖南$陕西

湖北$河南$北京$天津$四川$福建$安徽$河
北$吉林$湖南$重庆$陕西$江西$广西

份额
$̀

以下
黑龙江$广西$江西$山西$内蒙古$贵州$甘肃$

海南$云南$新疆$宁夏$青海$西藏
黑龙江$山西$内蒙古$甘肃$云南$贵州$新疆$

海南$宁夏$青海$西藏

份额最大的
,

省区 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北京$天津$福建 江苏$广东$山东$浙江$上海$辽宁$湖北$河南

[G

'

值
"7(!, "7(&)

[G

,

值
"7#!$ "7#%%

总体而言"装备制造业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等三大沿海地区"其次为中部地区#

%""&

年产

值份额排名前八位均为沿海省市(广东$江苏$上海均超过
$"̀

)"份额超过
$̀

的中部省份有
'

个$西部省区仅有
&

个$

东北省份
%

个#

%"$"

年产值份额排名前五位均为沿海省市"辽宁$湖北和河南后来居上"超越北京和天津"辽宁的份额

超过
(̀

"山东取代上海"成为份额超过
$"̀

的三个省份之一#对比
%""&

年和
%"$"

年各省区装备制造业的产值份额可

发现"虽然装备制造业主要集聚在沿海地区"但沿海省份份额下降$中西部省份份额上升揭示出装备制造业呈现从沿海

向内陆分散发展的趋势#

$7

金属制品业#

%""&

年金属制品业主要集聚地为东部沿海省市(广东$江苏$浙江所占份额超过
$"̀

以上"上海和

山东占
(̀ +$"̀

)#

%"$"

年金属制品业仍主要集聚在粤$苏$鲁$浙$冀等东部沿海省份#总体而言"东部沿海地区为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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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制品业主要集聚地"东北辽宁所占份额呈上升趋势#

%7

通用设备制造业#

%""&

年通用设备制造业主要集聚在苏$浙$鲁$沪$粤等东部沿海省市"东北辽宁所占份额超过

(̀

以上"排名广东之前"居全国第五位#中部地区豫$鄂二省名列全国前八位#

%"$"

年通用设备制造业产值份额超过

(̀

的省份依然是东部苏$鲁$浙$沪和粤等五省市"东北辽宁$中部河南$西部四川名列全国前八位#

表
1

!

%$

个省市区
"##%

$

"#$#

年金属制品业产值份额

%""&

年
%"$"

年
份额

$"̀

以上 广东$江苏$浙江 广东$江苏

份额
(̀ +$"̀

上海$山东 山东$浙江$辽宁$河北

份额
$̀ +(̀

天津$河北$辽宁$福建$湖北$北京$河南$四
川$湖南

上海$天津$河南$湖北$四川$安徽$福建$湖
南$江西$北京

份额
$̀

以下

安徽$山西$黑龙江$重庆$江西$贵州$广西$甘
肃$海南$陕西$吉林$云南$新疆$内蒙古$宁

夏$青海$西藏&

吉林$重庆$内蒙古$广西$陕西$甘肃$黑龙江$

山西$云南$新疆$贵州$海南$宁夏$青海$西

藏&

份额最大的
,

省区 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天津$河北$辽宁 广东$江苏$山东$浙江$辽宁$河北$上海$天津

[G

'

值
"7!', "7(#!

[G

,

值
"7,'% "7##$

!!

注!

&

表示数据缺失#

表
.

!

%$

省市区
"##%

$

"#$#

年通用设备制造业产值份额

%""&

年
%"$"

年
份额

$"̀

以上 江苏$浙江$山东$上海 江苏$山东$浙江$辽宁

份额
(̀ +$"̀

辽宁$广东 上海$广东

份额
$̀ +(̀

河南$湖北$四川$河北$天津$北京$福建$安
徽$黑龙江$湖南$陕西$重庆$山西

河南$四川$河北$安徽$湖南$湖北$天津$福
建$北京$黑龙江$重庆

份额
$̀

以下
广西$江西$吉林$甘肃$宁夏$云南$内蒙古$贵

州$新疆$青海$海南$西藏&

陕西$吉林$江西$山西$广西$内蒙古$云南$甘

肃$宁夏$贵州$青海$新疆$海南$西藏&

份额最大的
,

省区 江苏$浙江$山东$上海$辽宁$广东$河南$湖北 江苏$山东$浙江$辽宁$上海$广东$河南$四川

[G

'

值
"7!$! "7(('

[G

,

值
"7#)) "7#!!

!!

注!

&

表示数据缺失#

&7

专用设备制造业#

%""&

年专用设备制造业的主要集聚地为东部鲁$苏$浙$沪$粤等省市"其次为中部豫湘二省"

再次为东北辽宁#

%"$"

年专用设备制造业主要集聚地依然为东部沿海地区"豫湘辽三省所占份额大幅提升"均在
(̀ +

$"̀

"位居全国前五名#

表
!

!

%$

省市区
"##%

$

"#$#

年专用设备制造业产值份额

%""&

年
%"$"

年
份额

$"̀

以上 山东$江苏 江苏$山东

份额
(̀ +$"̀

浙江$上海$河南$广东 河南$湖南$辽宁$广东$浙江

份额
$̀ +(̀

辽宁$湖南$北京$河北$福建$四川$安徽$陕西$

山西$天津$湖北$黑龙江$内蒙古$重庆$广西
上海$四川$河北$安徽$天津$北京$福建$陕西$

山西$湖北$广西$黑龙江$吉林$内蒙古$重庆

份额
$̀

以下
甘肃$云南$吉林$江西$贵州$宁夏$新疆$海

南$青海$西藏&

江西$云南$甘肃$贵州$宁夏$新疆$青海$海

南$西藏&

份额最大的
,

省区 山东$江苏$浙江$上海$河南$广东$辽宁$湖南 江苏$山东$河南$湖南$辽宁$广东$浙江$上海

[G

'

值
"7')$ "7'')

[G

,

值
"7!)$ "7#"$

!!

注!

&

表示数据缺失#

'7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年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产值份额超过
$"̀

的有沪$吉二省市"

(̀ +$"̀

之间的有

苏$粤$浙$鄂$鲁$渝等东$中$西部省市#

%"$"

年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主要集聚地为苏$鲁$粤$沪$浙等东部沿海省市"

东北吉辽二省$中部湖北$西部重庆等省市也占据较高份额#

*

'"$

*



吴传清 等!中国装备制造业集聚测度!基于
"##%8"#$#

年
%$

个省市区统计数据

表
/

!

%$

省市区
"##%

$

"#$#

年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产值份额

%""&

年
%"$"

年
份额

$"̀

以上 上海$吉林 江苏

份额
(̀ +$"̀

江苏$广东$浙江$湖北$山东$重庆 山东$广东$上海$吉林$湖北$浙江$重庆$辽宁

份额
$̀ +(̀

辽宁$北京$天津$安徽$福建$河北$广西$四
川$陕西$湖南$河南$黑龙江$江西

北京$天津$安徽$河南$广西$河北$陕西$四
川$福建$湖南$江西

份额
$̀

以下
海南$贵州$山西$云南$内蒙古$新疆$甘肃$青
海$西藏$宁夏

黑龙江$内蒙古$山西$云南$贵州$海南$甘肃$

新疆$青海$宁夏$西藏

份额最大的
,

省区 上海$吉林$江苏$广东$浙江$湖北$山东$重庆 江苏$山东$广东$上海$吉林$湖北$浙江$重庆

[G

'

值
"7'%' "7&,,

[G

,

值
"7!#& "7!')

(7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

年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主要集聚区域为粤$苏$浙$鲁$沪等东部沿海省市#

%"$"

年除上海的产值份额下降到
(̀

以下外"其余四省依然稳定地占据前四名#中部安徽$东北辽宁所占份额呈上升

趋势#

表
0

!

%$

省市区
"##%

$

"#$#

年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产值份额

%""&

年
%"$"

年
份额

$"̀

以上 广东$江苏$浙江$山东 广东$江苏$浙江

份额
(̀ +$"̀

上海 山东

份额
$̀ +(̀

安徽$福建$天津$辽宁$河南$河北$北京$湖
北$四川$湖南

安徽$上海$辽宁$河北$河南$福建$江西$湖
北$四川$湖南$北京$天津$重庆

份额
$̀

以下

陕西$重庆$黑龙江$江西$广西$甘肃$新疆$贵
州$云南$山西$吉林$海南$内蒙古$宁夏$青

海$西藏&

陕西$广西$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吉林$

山西$云南$贵州$宁夏$海南$青海$西藏

份额最大的
,

省区 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上海$安徽$福建$天津 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安徽$上海$辽宁$河北

[G

'

值
"7!#& "7!%(

[G

,

值
"7,%! "7#,!

!!

注!

&

表示数据缺失#

!7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地域分布很集中"除了西部

四川$中部湖北$东部辽宁三省占少量份额外"其他均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广东$江苏$上海一直占有较高产值份额"山

东后来居上"成为重要的次集聚地#

表
2

!

%$

省市区
"##%

$

"#$#

年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产值份额

%""&

年
%"$"

年
份额

$"̀

以上 广东$江苏$上海 广东$江苏$上海

份额
(̀ +$"̀

北京$福建$天津 山东

份额
$̀ +(̀

浙江$山东$辽宁$四川 福建$北京$浙江$天津$四川$辽宁$湖北

份额
$̀

以下
湖北$陕西$湖南$河南$安徽$河北$内蒙古$江
西$贵州$重庆$黑龙江$甘肃$吉林$广西$山
西$云南$海南$宁夏$青海$新疆$西藏

&

江西$湖南$安徽$河北$广西$重庆$陕西$河
南$山西$吉林$内蒙古$贵州$甘肃$海南$黑龙
江$新疆$云南$青海$宁夏

&

$西藏
&

份额最大的
,

省区 广东$江苏$上海$北京$福建$天津$浙江$山东 广东$江苏$上海$山东$福建$北京$浙江$天津

[G

'

值
"7#%& "7#($

[G

,

值
"7)$( "7)"$

!!

注!

&

表示数据缺失#

#7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

年$

%"$"

年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主要集聚地均为东部沿海

省市#对比
%""&

年和
%"$"

年可发现"

%""&

年份额超过
$̀

的省份有
$%

个"

%"$"

年已增至
$!

个"中部湘豫皖鄂四省$西

部渝陕二省市名列其中"显示出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逐渐从沿海向内陆分散发展态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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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省市区
"##%

$

"#$#

年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产值份额

%""&

年
%"$"

年
份额

$"̀

以上 广东$江苏$浙江$上海 江苏$广东$浙江

份额
(̀ +$"̀

北京 上海$山东

份额
$̀ +(̀

福建$山东$天津$辽宁$重庆$湖北$四川
北京$福建$湖南$辽宁$河南$天津$重庆$安
徽$陕西$河北$湖北

份额
$̀

以下

陕西$安徽$河北$湖南$河南$江西$广西$吉
林$云南$宁夏$黑龙江$甘肃$山西$贵州$青

海$海南$新疆$内蒙古&

$西藏&

四川$江西$吉林$广西$黑龙江$山西$云南$宁
夏$贵州$内蒙古$甘肃$新疆$青海$海南$西

藏&

份额最大的
,

省区 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北京$福建$山东$天津 江苏$广东$浙江$上海$山东$北京$福建$湖南

[G

'

值
"7#$' "7!(,

[G

,

值
"7,#" "7,$$

!!

注!

&

表示数据缺失#

总之"从装备制造业各细分行业产值份额前八名中各省区的上榜次数(见表
$$

)来看"中国装备制造业主要集中在

粤$苏$浙$鲁$沪等东部沿海五省市"上榜次数均为
#

次"

%""&

年和
%"$"

年五省市所占产值份额均居全国前八位#

表
$$

!

各省区装备制造业
"##%

年$

"#$#

年工业总产值份额前
0

名上榜次数

%""&

年
%"$"

年
区域

%""&

年
%"$"

年

东部地区
广东(

#

)$江苏(

#

)$浙江(

#

)$上海(

#

)$山东
(

#

)$天津(

'

)$福建(

&

)$北京(

%

)$河北(

$

)

广东(

#

)$江苏(

#

)$浙江(

#

)$上海(

#

)$山东
(

#

)$天津(

%

)$福建(

%

)$北京(

%

)$河北(

%

)

中部地区 河南(

%

)$湖北(

%

)$湖南(

$

)$安徽(

$

) 河南(

%

)$湖南(

%

)$湖北(

$

)$安徽(

$

)

西部地区 重庆(

$

) 重庆(

$

)$四川(

$

)

东北地区 辽宁(

&

)$吉林(

$

) 辽宁(

'

)$吉林(

$

)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可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7

集聚水平#在装备制造业的七类细分行业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集聚程度最高"&交通运

输设备制造业'集聚程度最低#

%7

集聚趋势#&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一直处于高度集聚状态"其他装备制造业细分行业集聚程

度呈不断下降趋势"&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降幅最大#

&7

集聚地域#装备制造业总体上主要集中在粤$苏$浙$鲁$沪等东部沿海五省市#就各省市区变化态势而言"东部

京$津$沪$浙$闽$粤呈下降趋势"鲁$冀$苏呈上升趋势%中部豫$皖$湘$赣$鄂呈上升趋势%西部川$渝$蒙呈上升趋势"贵

州呈下降趋势%东北辽$吉呈上升趋势"黑龙江呈下降趋势#

(二)政策建议

从国家总体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而言"支撑未来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重点区域仍然是东部沿海地区"同时也应重视

东北老工业基地装备制造业振兴发展以及中部豫皖湘鄂赣$西部川渝等省市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特色发展$创新发展

(技术创新)$融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融合发展)$集聚发展$开放发展(&引进来'与&走出来')是促进中国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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