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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程度与城市化水平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以 1988 ～ 2003年的广东省为例

＊

○　罗薇 薇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不论是产业集聚还是城市化问题 ,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成果和结论 ,但是对于二者相关关系的实证研究

尚少。本文采用地理集中指数来衡量产业的集聚程度 ,并以广东省的城市化数据为例 , 对两者建立回归模型 ,发现

二者存在正的相关关系 ,由此得出 , 由产业集聚带动的人口 、资本 、技术的区域集中 , 是我国当前城市化过程中应遵

循的一个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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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xperimentalAnalysisofIndustrialAgglomerationDegreeandUrbanization
———TakingGuangdongProvincein1988 ～ 2003 asanExample

LUOWei-wei

(SchoolofEeonomics, XiamenUniversity, Xiamen361005, Chian)

Abstract:Boththeindustrialagglomerationandurbanizationhavebeendiscussedalot.Buttheattention

totherelativityofthemhasalittle, especiallyinexperimentalway.Thispaperadoptstheconcentration

degreeoftheregiontomeasuretheagglomerationdegree, andtaketheurbanizationindexofGuangdong

provinceasanexample.Andthenitdoesaregressionbetweenthem, andfindthepositiverelativityof

them.Sothepaperholdstheideathatconcentrationoflabor, capitalandtechnologycausedbyindustrial

agglomerationplaysanimportantrolein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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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一)关于产业集聚

提起产业集聚立刻让人想到的就是美国:微电

子 、生物技术 、风险资本在硅谷集聚;汽车设备与零

部件在底特律集聚;互惠基金 、生物技术 、软件与网

络 、风险资本在波士顿集聚;金融服务 、广告 、出版 、

多媒体在纽约集聚;飞机设备与设计 、软件 、金属加

工在西雅图集聚;房地产开发在达拉斯集聚;化工业

则在德克萨斯与路易斯安那两州南部交接处集聚;

还有著名的好莱坞集聚着影视娱乐业。

自马歇尔最早提出产业空间集聚概念以来 ,学

术界对产业集聚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涉及内容

众多 ,知识辐射范围较大。国内对产业集聚的研究

也很多 ,但从研究方法来看 ,较多的是运用定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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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特别是对集聚程度的度量甚少用定量分析 。

本文参考 Ellison和 Glaeser在 1997年发表的 “geo-

graphicconcentrationinU.S.manufacturingindustries”

中的集聚指数计算方法 ,对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进

行测定 。

(二)关于产业集聚与城市化

目前已经有部分国内学者对产业集聚和城市化

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如应焕红以浙江温岭为例对城

市化进程中的产业集聚效应进行讨论
①
,对该市产

业集聚现状 、集聚存在的问题及应对城市化的对策

作出了分析;葛立成对浙江省的产业集聚与城市化

地域模式进行了分析
②
,提出了产业集聚的空间指

向及城市化推进方式的建议;马春辉对长三角和珠

三角地区的产业集群发展与城市化关系进行了分

析
③
,认为这两个地区较快的城市化是由于产业集

群的发展。但是以上的研究方法大多采用规范分

析 ,实证分析少 ,因此本文拟通过方法上的改进来提

出新的理解 。

二 、产业集聚程度的衡量
目前对产业集聚程度的衡量主要有以下几个指

标:行业集中度指标(CR5、CR4、CR3、CR2、CR1)、洛

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 、空间基尼系数(G)、赫芬达尔

指数(HHI)及地理集中指数(γ)。

行业集中度是指行业内规模最大的几家企业其

产值占整个行业的份额。以五企业集中度为例:

CR5 =∑
5

i= 1

yi×100

其中 , yi表示规模列第 i位的企业产值所占份

额 。

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起先都源于对社会分配

平均程度的测定 , 1996年 , Keeble等人将二者用于测

量行业在地区间的分布均衡程度。洛伦兹与基尼系

数是两个对应的指标 ,其值在 0到 1之间变动 ,越接

近 1则说明集聚程度越强。

空间基尼系数(G)是以产业就业人数来衡量集

聚程度 ,即比较某个地区某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该

产业总的就业人数比重 ,和该地区全部就业人口占

总就业人口比重两个指标 。公式:

G=∑
i
(si-xi)

2

其中 , si为 i地区某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该产业

总就业人数的比重 , xi为该地区就业人数占全国总

就业人数的比重。该指标值越高 ,即越接近 1,表明

集聚程度越高 ,产业在地理上越集中。

赫芬达尔指数 (HHI)也是衡量市场结构的一

个主要指标 ,表示为某行业内所有企业的市场份额

的平方和 。公式为:

HHI=∑
j
zj
2

zj表示为以就业人数计算的第 j个企业的规模 ,

即该企业就业人数占该行业总就业人数的比例 。该

值越大 ,表明产业集聚程度越大 ,反之越小。

地理集中指数是 Ellison和 Glaeser于 1997年在

《Journalofpoliticaleconomics》发表的题为 “美国制

造业的地理集中”一文中提出的 。该指数综合了空

间基尼系数和赫芬达尔指数 ,不仅考虑了由空间基

尼系数反映出的区域差异 ,也考虑了 HHI反映的企

业规模影响 。它假设某一经济体的某一产业内有 N

个企业 ,并且该 N个企业分布于该经济体内的 M个

区域中 ,具体公式如下:

γ=
G-(1 -∑

i
xi

2
)H

(1-∑
i
xi

2
)H

=

∑
M

i
(si-xi)

2
-(1 -∑

M

i
xi

2
)∑

N

j
Zj

2

(1 -∑
M

i
xi

2
)(1 -∑

N

j
Zj

2
)

其中 ,各字母所代表的含义同上。该指标的贡献

在于:一是弥补了空间基尼系数的缺陷 ,因为 G指数

忽略了对企业规模的要求。Ellison和 Glaeser举美国

的真空吸尘器产业为例 ,大约 75%的雇员受雇于四

个最大公司中 ,此时 ,这些公司所在地区会有较高的

基尼系数 ,但我们并不能简单认为这些地区存在集

聚现象;二是该指数可以方便地进行跨产业 、跨国

家 ,甚至跨时间的比较 。在运用到比较分析时 ,该指

数不受产业大小 、工厂地理分布区域大小 ,或者是地

理数据精确程度的影响。该指数同样也是用较大的

数值来表示较高的产业集聚程度 ,反之则说明集聚

程度越低 。

基于地理集中指数具有的优良品质 ,本文以其

作为衡量产业集中程度的指标。同时 ,也选取行业集

中度 CR5的计算方法 ,计算在某制造业上产值列于

全国前五位的省市所占总产值的份额 ,即 CR5可以

认为是五省集中度 。我们将比较地理集中指数与

CR5,着重对广东省的产业集聚作简略分析。

三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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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将集中对中国制造业集聚现象进行衡量 ,

虽然产业集聚现象不再局限于工业 ,有向第三产业

扩展的趋势 ,但由于我国目前制造业集聚特征最为

明显 ,而且制造业仍是吸纳劳动力较多的行业 ,对分

析城市化水平相关关系存在现实的合理性 ,因此我

们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

(一)制造业数据

本文的数据均来自 1989 ～ 2004年的 《中国工

业经济统计年鉴 》和 《中国统计年鉴 》。根据 2002年

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体系 ,挑选出与 1994年行业

分类体系基本保持统一口径的制造业 20个分类行

业作为研究对象 ,这些行业都属于比较典型的制造

业 。

根据地理集中指数和五省集中度的计算公式 ,

我们收集了相关的历年数据 ,对所有的 20个行业做

了两年的地理集中程度和 CR5(2001、2003年)的计

算 。

(二)城市化水平

根据一般的城市化水平公式

Ut =
xt
yt

xt表示为非农业人口 , yt表示为地区总人口 。本

文查阅了 1989 ～ 2004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

对广东省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和整理。

(三)赫芬达尔指数的计算说明

根据 HHI的公式说明 ,该指数的计算需要某行

业中每一个企业的就业人数 ,但由于我国没有以企

业为口径的统计数据 ,因此无法找到企业员工人数

的数据 。在计算 HHI时 ,本文将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

年鉴》中按地区划分的 20个制造业的经济指标:企

业单位数和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进行整理 , 将后

者除以前者 ,得到该地区该行业单位企业的平均从

业人数 ,用该平均数据近似代替各企业员工人数。虽

然数据不是很精确 ,但对产业集聚程度的测定应该

不存在很大问题 。

四 、指标计算结果
根据产业地理集中指数的计算公式 ,计算得到

的我国 20个制造业在 2001和 2003年的指数见表

1。

从表中可看出 ,除了 C14、C16、C27、C32、C33、

C36、C37以外 ,其他制造业的集聚程度都有所增加 ,

集聚程度最高的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在 2001

和 2002年都处于集聚的首位 ,是惟一地理集中指数

超过 0.1的行业 。
　表 1 中国 20个制造业的地理集中指数

行业 2001年 2003年变化率(%)

食品加工业 C13 0.0226 0.0379 67.78

食品制造业 C14 0.0157 0.0136 -13.52

饮料制造业 C15 0.0086 0.0093 9.12

烟草加工业 C16 0.0166 0.0165 -0.95

纺织业 C17 0.0351 0.454 29.36

造纸及纸制品业 C22 0.0207 0.0249 20.34

石油化工及炼焦业 C25 0.0433 0.0593 36.75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C26 0.0112 0.0114 1.04

医药制造业 C27 0.0094 0.0086 -8.46

化学纤维制造业 C28 0.0452 0.0665 47.1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C31 0.0059 0.0076 28.86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C32 0.0266 0.0256 -3.82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C33 0.0141 0.0126 -10.26

金属制品业 C34 0.0481 0.0648 34.81

通用设备机械制造业 C35 0.0288 0.0365 26.64

专用设备制造业 C36 0.0209 0.0136 -34.78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C37 0.0191 0.0189 -1.28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C39 0.0556 0.0887 59.66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C40 0.1335 0.1692 26.73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业 C41 0.0445 0.0925 107.86

　　利用 CR5计算出的中国 20个制造业五省集中

度(2001、2003)结果见表 2:
　表 2 五省市集中度

行业 2001年 2003年

食品加工业 C13 0.5496 0.5164

食品制造工 C14 0.5080 0.4738

饮料制造业 C15 0.4903 0.5020

烟草加工业 C16 0.4703 0.4381

纺织业 C17 0.7221 0.7335

造纸及纸制品业 C22 0.6178 0.6520

石油化工及炼焦业 C25 0.5157 0.5103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C26 0.5401 0.5676

医药制造业 C27 0.4568 0.4574

化学纤维制造业 C28 0.7259 0.788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C31 0.5267 0.5201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C32 0.4944 0.5005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C33 0.4038 0.4231

金属制品业 C34 0.6923 0.7197

通用设备机械制造业 C35 0.6542 0.6724

专用设备制造业 C36 0.6006 0.5391

交通运输设备机械制造业 C37 0.5052 0.5023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C39 0.7312 0.7349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C40 0.7260 0.7364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业 C41 0.7494 0.7634

　　五省集中度排位 ,列于前三位的行业是:2001

年的仪器仪表 、电气机械和电子通信制造 , 2003年

的化纤 、仪器仪表和电子通信制造 。总体上看 ,表 1

和表 2反映的各行业集聚程度高低基本一致 ,特别

是在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上 ,两个指标都显示了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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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值 ,因此在下文的分析中 ,将以电子通信设备制

造为典型行业 ,来考虑集聚程度与城市化指标的相

关关系 。

五 、制造业集聚程度与城市化水平

的关系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城市化

进程的速度达到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速度的两倍 ,

我国的城市化率由 1995年不到 30%,提高到 2000

年 37%左右 , 2004年达到 41%,平均每年增加一个

百分点 。但应该看到 ,我国目前的城市化存在一定

的问题 。一些地方政府急功近利 ,把城市化看作为

一种出政绩的 “造城”运动 ,盲目搞城市扩建 ,宽马

路 、大广场 ,资源过多的用于城市建设而忽略了对本

地产业的投入。其结果就是城市造起来了 ,产业垮

掉了。另外 ,有些地方为了加快城市化进度 ,人为地

推进城市化 ,盲目的调整行政区范围 ,把郊区并入城

市 ,而城市产业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产业本身并没

有转型 ,从而产生了 “城市的乡村化 ”和 “城市产业

的空心化”。

下文将通过实证的方法来考察制造业集聚程度

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 。

(一)拟和模型

前文说到将选择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研究

对象 ,那么 ,这就要提到该行业在哪一个地区显示出

最强的集聚程度。通过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

2002年 、2004年两年的数据来看 ,广东省在该行业

上的产值一直列于全国的首位 ,而且也包含了最多

的就业人数 。表 3概括了广东省在全国 20个制造

业中 ,生产产值列于全国首位的行业:
　表 3 广东省主要集聚产业

2001年 2003年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食品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金属制品业

饮料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表 3中列出了广东省的主要集聚产业 ,除了电

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以外还有其他的几个行业 ,两

年的比较可看出集聚的产业保持着连贯性 。结合表

1,电子通信设备的地理集中指数最高 ,是集聚程度

最高的制造业 ,因此 ,本文选择计算历年的该行业集

聚程度 γ与广东省城镇非农人口比重 ,来分析集聚

程度与城市化水平的相关性 。

在收集过程中 ,我们尽了最大可能寻找数据 ,但

是由于可以查到的统计数据非常有限 ,因而样本并

不够多 ,从 1988年到 2003年 ,除 1995、1996、1998

年未找到数据以外 ,总的样本数为 13,属于小样本 ,

具体数据见表 4:
　　表 4　　广东省城市化及集聚程度样本数据(1988～ 2003)

年份 城市化水平U 电子及通信设备的集聚程度 γ

.1988 0.2 456 0.0 396

1989 0.2 508 0.0 393

1990 0.2 506 0.0 395

1991 0.2 578 0.0 444

1992 0.2 681 0.0 435

1993 0.2 794 0.0 559

1994 0.2 954 0.0 482

1997 0.3 114 0.0 580

1999 0.3 124 0.1 040

2000 0.3 123 0.1 251

2001 0.3 165 0.1 335

2002 0.3 617 0.1 489

2003 0.4 768 0.1 692

　　先对样本数据 U和 γ作 Granger因果检验 ,置

信度为 95%,见表 5:
　表 5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NullHypothesis: Obs F—StatisticProbability

UdoesnotGrangerCauseγ 11 4.01988 0.07805

γdoesnotGrangerCauseU 13.3757 0.00615

　　原假设(1)U不是 γ的原因没有通过检验 ,被

接受;原假设(2)γ不是 U的原因通过检验 ,拒绝原

假设 。因此 ,通过 Granger因果检验 ,也证明了 γ是

U的原因 ,说明我们认为的制造业集聚程度对城市

化的影响是合理的 。

因果检验通过后 ,我们用统计软件 E-views对

样本作拟和 ,多次试验后 ,得到最佳回归方程为:

U=0.21294+1.11575＊γ

(11.48429)　(5.59613)

拟和程度 R
2
=0.740055,调整后的拟和程度 R

2

=0.716424, F=31.31665, 通过 F检验。系数

1.11575说明了 ,电子设备制造业集聚程度每增加 1

个单位 ,广东省的城市化水平也将提高 1.12个单

位 ,二者同步增长说明了存在强的正相关关系。

(二)对策建议

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比较典型 ,行业上选择电

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区域上选择广东省 ,对二者的

拟和得到了理想的结果。这并不完全是偶然的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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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文章要说明的 ,也并不仅限于此。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代表了新型工业 ,其突

出特点是产业的技术含量高 ,易于产业结构的升级 ,

低耗能 、少污染。一方面 ,新型工业更容易形成产业

的集聚效应:在一个集聚的经济区域内 ,同行业企业

通过产业链的上下游扩张和专业化分工 ,增加各环

节产品的品种 ,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产品会逐渐占

领市场 ,从而提高产业链的整体技术含量;另一方

面 ,新型工业通过集聚效应 ,对劳动力人口的吸纳呈

强的正相关关系 ,这就可能改变农村人口在城乡间

的定期往返流动的状况。换句话说 ,城市如果缺少

真正留住农村人口的经济基础 ,将不可能真正实现

城市化 。

结合产业集聚效应 ,本文对加快我国的城市化

水平有以下建议:

(1)以各地区工业园区为载体 ,吸引新型工业

企业入驻。积极探索促使企业集聚的政策措施 ,以

此作为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手段。

(2)政府应重视加快工业园区周边城镇发展 。

如加强公路 、电网 、通讯设施的建设 ,在吸纳劳动力

就业的同时 ,发展卫星城镇 。

(3)失地农民要加紧掌握基本技能。政府也有

义务对有劳动力的失地农民提供定期的免费技术培

训 ,使其适应新型工业就业的基本技能要求。

(4)地方政府要加强吸引人才 、资本的相关外

部环境建设 。人才 、资本与技术是产业集聚的必要

因素 ,同样对城市化的发展也有重要推动作用 。

六 、小结
本文通过实证的方法对 1988年到 2003年的广

东省城市化水平与制造业地理集中度两个指标进行

了回归分析 ,得出了以下结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

业为典型的新型工业 ,其产业集聚程度能有效地推

动城市化进程 ,可以有效解决农村人口在城市化过

程中的充分就业问题。我国一直存在着一些长期依

赖本地区自然资源 、能源优势的重工业城镇 ,目前资

源的枯竭让他们已逐渐认识到单纯依赖资源的弊

端 ,已经到了需要做出调整战略的时候 ,例如重点产

业 、产业结构 、本地区的经济集聚中心 ,以及城市化

的进程的调整等等。本文的结论或许对中西部地

区 、东北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有一定的启发。

注　　释:
①应焕红 .城市化进程中的产业集聚效应 [ J] .企业改

革与管理 , 2003, (11):26-27.

②葛立成 .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的地域模式 [ J] .中国工

业经济 , 2004, (1):56-62.

③马春辉 .产业集群的发展与城市化 [ J] .经济问题 ,

2004, (3):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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