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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广东省的实证研究
 
王秀明 李 非

摘 要: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产业空间布局的

非均衡情况日益明显,影响着中国各区域的经济增长。通过对广东案例进行的实证研究

表明:工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积极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区域差异,
其中工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区域特征并不明显,而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系数区域特征较为显著。在服务业集聚影响程度较大的地区,服务业集聚影响系数普

遍大于工业集聚影响系数,而其他地区工业集聚影响系数大部分都大于服务业集聚影响

系数。因此,在发展区域经济时需实施差别化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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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产业空间布局来看,中国沿海多处地区形成了特色性产业集聚,例如广东省形

成了“专业镇”①这些特有的产业集聚发展模式,这些区域产业集聚的形成为各地区的经

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庞彩霞等,2011: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较快的经济增

长速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工业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沿海地区在许多行

业中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不仅如此,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还促使中国尤其是沿海

地区以更快的速度向第三产业发展为主的阶段过渡。以2011年为例,中国GDP达到了

472881.6亿元,其中第三产业产值为204982.5亿元,占全国GDP比重达到了43.35%,
已经超过工业占GDP的比重(39.8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2:13)。其中,广东

省GDP超过了全国其他省份,达到了53210.28亿元(广东省统计局,2012:20),2011年广东

省第三产业产值为24097.70亿元,占本省GDP比重为45.29%,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深化发展,中国产业空间布局存在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一方

面,产业集聚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相对较少,产业空间布局非均衡发展

现象日益明显,即使到区域层面也是如此,例如在GDP最高的广东省,产值较大的专业镇

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较少,广东省产业空间布局非均衡发展现象

日益明显(广东县域经济研究与发展促进会,2011:32)。另一方面,中国各区域的产业集聚主要

从区县和乡镇发展起来,主要以粗放型增长的传统产业为主,缺乏科技创新机构和人员。
而近年来土地、劳动力、环境、能源、原材料、生产资料成本上涨的压力、欧债和美债危机的

影响都使得中国传统产业发展模式受到严峻挑战。为了保持中国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新的产业发展模式和体系构建势在必行。有鉴于此,本文将从产业集聚的视角出发,通过

①专业镇指某个镇(区)主导产业相对集中、经济规模较大、专业化配套协作程度较高的集群经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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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实证分析,探索中国产业空间布局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相关研究进展

从经济活动集聚角度探讨产业空间布局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最早开始于 Marshall,他认为

大量企业集中在某一特定区域可以形成“产业区”,从而可以获取外部经济,促进该“产业区”的经济发展

(Marshall,1890:37)。之后,其他学者都陆续从产业集聚的角度考察了产业空间布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Perroux,1955:2;Myrdal,1957:57)。但是,尽管学者们很早就开始从经济活动集聚角度探讨产业空间布局

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真正引起重视还是有赖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新经济地理学将经

济的空间集聚与规模经济等因素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认为经济活动的聚集与规模经济之间存在着紧

密的联系(Krugman,1991:42)。由于新经济地理学为研究经济活动的集聚提供了新的视角,引发了学者

们对产业集聚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中有关产业集聚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例

如Qush以欧洲部分国家为例,探讨了这些国家产业空间布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在这些国家

内,产业集聚区域的经济增长相对较快(Qush,1996:40)。Geppertetal.利用德国1980年以来的数据对

区域产业集中、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区域产业集中越大,该区域经济增长

高于平均水平的概率越大,即产业集聚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Geppertetal.,2008:3)。Martin用

单位资本收益增长率来代表产业发展水平,也对欧盟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发现单位资本收益增长率较高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也较高(Martin,1999:73)。

从国内研究来看,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中国的视角。从第一产业来看,汪浩对林业产业集聚与经济

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投资、消费与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而林业产业集聚对消费的影响

最小,对贸易的影响居中,而对投资的影响最大(汪浩,2011:140)。徐晓丹和支大林利用吉林省2003-
2009年数据对农副食品加工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吉林省农副食品加工业产

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徐晓丹、支大林,2011:106)。从第二产业来看,张妍云将单位土地面

积的就业人数作为集聚的指标,利用最小二乘法对工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

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的结论(张妍云,2005:23)。薄文广对全国各地区制造业各个行业的产业专业化程度

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对于全国制造业各行业而言,产业竞争程度较高地区的产业发

展水平也较高(薄文广,2007:38)。姚寿福和张华利用1990-2010年数据对四川制造业集聚度与经济增

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仅有三个制造业子行业的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其他行

业都无显著影响(姚寿福、张华,2012:38)。罗勇和曹丽莉对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进行了研究,发现

产业内地理集聚指数和工业总产值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性(罗勇、曹丽莉,2005:112)。从第三产业来看,黄
永兴和刘莉利用2004年的全国各地区截面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
现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贸易业这四个生产性服务业与产业集聚联系紧

密,而金融业的发展与地区产业集聚对金融业发展并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黄永兴、刘莉,2007:57)。李杰

对1996-2009年间重庆金融业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重庆金融产业集聚不

仅促进了重庆市金融业的发展,还促进了整个重庆市的经济增长(李杰,2010:19)。
从国内外现有研究可知,当前对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很多,研究角度十分多样。而对于

中国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虽然也有相当数量,但研究偏重于工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近
几年来虽然对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开始出现,但主要集中在金融产业等单个产业方面,缺乏对

服务业整体集聚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因此,本文通过广东案例,对工业集聚、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

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二、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一)模型构建

通常研究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利用经济增长水平对产业集聚进行回归,本文计量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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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αit+βitXit+μit

  其中i表示广东省第i个市,t表示年份,从而Xit是解释变量,指在第t年度,广东省第i个市的工

业集聚度或服务业集聚度,Yit是被解释变量,表示广东省第i个市在第t年度的区域经济增长水平,Yit

是随机误差项。这里βit表示广东省第i个市产业集聚对第i个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采用广东省21个市1999-2010年工业和服务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所有数据都从《广东统

计年鉴》选取。其中,区域经济增长水平用实际地区生产总值(GDP)来衡量以剔除通货膨胀对区域经

济增长水平的作用。广东省工业或服务业集聚度用工业或服务业区位商指数LQ① 来表示。其中工业

区位商指数用广东省各市工业总产值占广东省各市GDP比重与全省工业总产值占全省GDP比重之间

的比值来计算,由于服务业总产值数据难以获取,而全省工业总产值用广东省21个市的工业总产值加

总得出以保持数据的匹配性。服务业集聚度用广东省各市服务业增加值(产值)占GDP比重与全省服

务业增加值(产值)占GDP比重之间的比值来计算,而全省服务业增加值也用广东省21个市的服务业

增加值(产值)加总得出。

三、产业空间布局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鉴于本文主要对产业空间布局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将采用变系数面板模

型,从而可以考察广东省产业空间布局的差异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本文先对工业和服务业集聚度

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分别进行实证检验,最后进行综合分析。
(一)工业集聚度与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Eviews软件首先对广东省工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估计,由表1可知,

表1 广东省工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统计值 相伴概率

广 州 64.91032 0.727855 89.18028 0.0000
深 圳 36.28148 0.427681 84.83297 0.0000
珠 海 3.696277 0.322796 11.45081 0.0000
汕 头 9.365351 0.850353 11.01348 0.0000
佛 山 7.040900 0.187641 37.52328 0.0000
韶 关 3.436806 0.583068 5.894348 0.0000
河 源 2.980359 0.807857 3.689214 0.0003
梅 州 10.19740 1.612025 6.325833 0.0000
惠 州 3.172942 0.241111 13.15965 0.0000
汕 尾 10.48595 2.043781 5.130663 0.0000
东 莞 11.60252 0.356150 32.57768 0.0000
中 山 6.037010 0.376620 16.02944 0.0000
江 门 8.321603 0.495906 16.78061 0.0000
阳 江 6.669869 1.221658 5.459687 0.0000
湛 江 11.63104 0.928233 12.53030 0.0000
茂 名 13.94404 1.017508 13.70411 0.0000
肇 庆 6.862945 0.722951 9.492956 0.0000
清 远 5.490736 0.806754 6.805957 0.0000
潮 州 3.476736 0.849544 4.092475 0.0001
揭 阳 10.39783 1.194008 8.708336 0.0000
云 浮 3.245348 0.826441 3.926894 0.0001

R-squared 0.981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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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所谓区位商指数是用来测度某一指定区域中某种产业占有的份额与所有区域中该产业占有的份额相比所具有的相对优势。计

算公式为LQi=(Xi/∑Xi)/(Yi/∑Yi),其中Xi为广东省第i个市的工业或服务业产值,∑Xi为广东省各市加总的工业或服

务业产值,Yi为广东省第i个市的国内生产总值,∑Yi为广东省各市加总的国内生产总值。LQ>1时,意味着该地区存在较强的

产业集聚现象;LQ<1时,意味着该地区产业集聚趋势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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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为98.1488%,说明模型拟合优度比较好,解释力度强。此外,所有解释变量的系数全部为正,且所有

解释变量系数的t统计值都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广东省所有市的工业集聚对集聚增长

都存在显著积极影响。从影响的具体程度来看,广州、深圳工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都超过了

30,表明这两个地区工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显著,尤其是广州回归系数高达64.91032,这表

明,广州市工业集聚对广州市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大。而河源排在最末,其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回

归系数为2.980359。
(二)服务业集聚度与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本文对广东省各市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估计(表2),结果表明,所有解释变量的回归

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且模型拟合优度R2为98.3455%,说明模型拟合程度较好,具有较强的解释

力度。此外,所有解释变量的系数全部为正,表明广东省各市的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积极

影响。从影响的具体程度来看,广州、深圳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最高,分别为41.80131和

43.97335,表明这两个地区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显著。东莞和中山仅次于前两市,服务

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也超过了10,而珠三角地区的回归系数全部超过了6,在广东省21市中

位于前列,河源也排在最末,其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2.413106。

表2 广东省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统计值 相伴概率

广 州 41.80131 0.409533 102.0707 0.0000
深 圳 43.97335 0.492550 89.27684 0.0000
珠 海 7.581066 0.603380 12.56433 0.0000
汕 头 7.286808 0.531924 13.69897 0.0000
佛 山 9.701576 0.255923 37.90812 0.0000
韶 关 3.064514 0.477454 6.418444 0.0000
河 源 2.413106 0.606852 3.976429 0.0001
梅 州 5.868593 0.917657 6.395192 0.0000
惠 州 7.393058 0.482658 15.31740 0.0000
汕 尾 3.921760 0.715032 5.484736 0.0000
东 莞 17.95317 0.622424 28.84394 0.0000
中 山 11.92346 0.668890 17.82575 0.0000
江 门 9.193909 0.501336 18.33882 0.0000
阳 江 4.029358 0.679998 5.925541 0.0000
湛 江 8.423114 0.587091 14.34719 0.0000
茂 名 9.288412 0.603895 15.38083 0.0000
肇 庆 6.127252 0.528047 11.60361 0.0000
清 远 4.933223 0.635948 7.757269 0.0000
潮 州 3.637839 0.668119 5.444896 0.0000
揭 阳 7.553149 0.719796 10.49345 0.0000
云 浮 3.593112 0.801413 4.483472 0.0000

R-squared 0.983455

(三)计量结果分析

第一,从总体来看,广东省工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积极影响,广东省21个市的

工业集聚影响系数和服务业集聚影响系数都超过了2。其中广州、深圳两市无论是工业集聚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系数,还是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都远远高于广东省其他城市。广州、深圳的工业

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系数分别是影响系数最低的河源的22倍和12倍左右,而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

影响系数分别是影响系数最低的河源的17倍和18倍左右。而广州和深圳两市无论在工业产值还是在

服务业产值一直都位居广东省前三位,而且占全省比重都超过了1/3,广州和深圳高度发展的工业和服

务业促使了广州和深圳的经济水平一直处于广东省的最高水平。
第二,从工业来看,广东省工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系数最大是广州和深圳市,较大的是梅州、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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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汕尾、湛江、茂名和揭阳,其工业集聚影响系数都超过了10;汕头、佛山、中山、江门、阳江、肇庆和清

远次之,都超过了5;珠海、韶关、河源、惠州、潮州和云浮较差,都在5以下。这表明广东省各市可以根

据地方特点选择发展不同的工业子行业,从而通过工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来促进经济发展。
例如佛山2010年电气机械行业占全省电气机械行业比重高达34.48%,因此佛山在发展工业时可以大

力发展该行业,从而促进该产业集聚以带动经济发展。
第三,从服务业来看,除了广州与深圳外,广东省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系数较大的是东莞和

中山,服务业集聚影响系数超过了10;珠海、汕头、佛山、惠州、江门、湛江、茂名、肇庆、揭阳各市服务业

集聚影响系数也超过了6,而韶关、河源、汕尾、阳江、清远、潮州、云浮的服务业集聚影响系数较差,都在

5以下。这表明与工业相比,广东省服务业集聚影响系数呈现出较强的区域性,服务业集聚影响系数较

大地区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而除湛江、茂名和揭阳以外的广东省其他地区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

促进作用都明显小于珠三角地区。
第四,从区域来看,珠三角大部分地区(除了广州和肇庆之外)服务业集聚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

数都大于工业集聚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而广东省其他大部分地区(除了潮州和云浮)工业集聚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都大于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这表明尽管广东省各市工业和服务

业集聚对经济都有促进作用,但由于珠三角地区工业发展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因此,珠三角在发展工业

集聚时应有重点的选择新兴潜力工业进行发展,并在发展工业集聚的同时应更注重服务业集聚,同时根

据各地特点不同将传统工业和资源密集型工业转移至广东省东西两翼进行发展,进而充分发挥工业集

聚和服务业集聚对广东省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综上所述,针对广东案例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产业空间布局呈现出较明显的非均衡分布特征,例
如广东省工业和服务业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从各个产业来看,工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

都有显著积极影响,而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同。广东案例表明,广州和

深圳的工业和服务业产值占广东省总体工业和服务业产值的比重都超过了1/3,而这两市的工业集聚

影响系数和服务业集聚影响系数也都最大,这表明产业集聚对广州市和深圳市的带动作用远远大于广

东省其他城市。高产值比重和高影响系数使得广州和深圳经济发展程度一直位于广东省前列。从广东

省不同地区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广东省工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区域特征并不明

显,但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区域特征较为显著,服务业集聚影响系数较大地区主要集中在

珠三角地区。从不同地区服务业集聚和工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来看,珠三角大部分地区服务

业集聚影响系数大于工业集聚影响系数,而广东省粤东粤西和山区大部分城市工业集聚影响系数都大

于服务业集聚影响系数,这表明中国各区域在发展区域经济时需实施差别发展策略。
基于上述结论,中国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时应从促进产业集聚的角度出发,促进各地区的工业集聚

以及服务业集聚,发挥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针对各地区产业集聚水平和经济发展

水平不一致的情况,各地区产业集聚的发展重心也应有所不同。对于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水平都较高、但
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更大的地区,因此应重点发展服务业,同时考虑发展一部分新兴潜力

工业。而对于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而工业集聚影响系数更大的地区,因此应以工业发展为主,在发展

传统工业和资源密集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新兴工业,根据地方特点的不同发展不同的工业,从而充分发

挥产业集聚对集聚增长的促进作用。中国应通过差别性政府政策引导资金、技术、人才流入所需要的区

域,进而形成有层次的产业空间布局,促进中国区域的经济增长。例如通过提高对东部沿海产业集聚地

区企业研发的财政投入、提供低息贷款、优惠性税收政策等来促进产业集聚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

的发展;而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对外来务工人员提高优惠些政策等方式来促进中西部地区工业集聚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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