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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本文通过产业集聚的指标体系$对重庆制造业的集聚程度作实证分析$并研究了

其与重庆经济发展的关系# 得出重庆制造业集聚规模较大但专业化优势不显著$主导产业的

集聚优势明显$总体来说$制造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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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重庆地处长江上游经济带核心地区!是中国

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

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开发地区" 直辖以来!重庆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M(Me!高于全国同

期平均水平近 ! 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成为全市

工业的主体!其产出贡献率在全市工业中的份额

为 M"e以上" 因此!研究重庆制造业集聚及其与

重庆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现

实意义" 一方面可以从理论上研究两者的相关关

系!定量分析对经济的贡献达到 $Le的工业制造

业的集聚程度!如此集聚程度究竟是否会对经济

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及会起到多大的促进作用!进

一步拓展重庆制造业集聚和重庆经济增长的研

究" 另一方面!可以为现阶段制造业发展提供相

应的理论支持并对今后重庆产业布局以及制造业

的发展方向提供建议"

一%重庆制造业集聚的现状分析

"一$指标体系选取

#(制造业分类与代码

本文采用最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

码,!其中制造业为1大类!包括 #$KN$ 大类"

!(产业集聚分析指标

随着产业集聚理论的发展!有关产业集聚水

平的测度方法也不断发展和完善!从最简单的区

域产业份额变化到地区集中度指标%到赫芬达尔

指数%到洛仑兹曲线%到空间基尼系数法%到动态

的集聚指数法!越来越多的新衡量指标被用于对

产业集聚的衡量" 为比较全面地反映重庆产业集

聚特征!本文根据产业集聚的基本涵义并选取产

业集聚的经典指标作为依据!从产业专业化程度%

产业规模%产业空间集中度三个角度来构建适合

本文研究重庆制造业产业集聚的指标体系"

-#.产业专业化程度指标)区位熵

区位熵的概念是由哈盖特-V(].33&>>.提出

的!用来衡量产业集群化程度" 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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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表示区

域>的行业'的集聚程度大于高层次区域行业的

集聚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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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表明区域 >的行业 '的集群程

度越高"

-! . 产业规模指标)制造业行业集中度

-!N$.

制造业行业集中度指制造业前 $个最大行业

所占市场份额-生产额%销售额%职工人数%资产

总额等.的总和占整个制造业的份额" 其计算公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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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其中!!N$代表 9产业中规模最大的前 $ 个

行业的市场集中度!E

'

代表 9产业中第 '个行业

的有关数值-如生产额%销售额%职工人数%资产

总额等.!=代表制造业的全部行业数"

-$.产业空间集中度指标)区域产业空间集

中度-?!N$.

区域产业空间集聚指标是在行业集中度指标

基础上拓展得到的!用来计算区域中规模做大的

几个行业的产值占全国相应地这几个行业的比

重" 比重较大说明本地最具规模的行业在全国具

备竞争优势" 区域产业空间集中度的具体公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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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其中!分子表示占该区域份额最大的 N 个行

业的产值之和!分母代表全国的相应的几个产业

的产值之和"

"二$重庆制造业的发展与集聚现状分析

#(重庆制造业的发展

重庆工业源于明末清初的手工业工场!#MF#

年重庆辟为通商口岸!孕育了近代机器大工业的

萌芽!近百年来几经兴衰" #FJM 年以来!重庆制

造业发展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FJM/#FFJ 年!直辖以前!重庆作为老工业基地!

主要发展国防科技!产业结构单一!基础比较薄

弱" 第二阶段是 #FFJ/!""$ 年!直辖以后!重庆

工业经济总量迅速发展!国防工业开始军转民的

战略性转移!带动了地方一大批配套企业的发展"

第三阶段是 !""$ 年至今!通过#抓大放小!扶优扶

强$!组建了中国嘉陵%长安汽车%庆铃汽车%太极

集团%重庆啤酒等一批大公司*形成了汽车摩托

车%冶金%化工医药三大支柱产业和一批优势传统

行业*开始强调创新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走新

型工业化道路" !""F 年!重庆有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 G N"" 多家!其中大中型企业 GGJ 家*职工总数

约#$J(!M万人*拥有固定资产总额$N #"F N!J(G万

元!固定资产净值 !! JLJ M#M 万元"

!(重庆制造业集聚发展概况

图 #C#FF!*!""F 年重庆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

CC由图 # 可以看到!重庆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

重处于平稳增长的水平" 直辖初期比例略有下

降!是因为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国企改

革和工业内部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突出!使全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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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连续四年亏损! #FFJ/#FFF 年年 均 增 长

##(#e" !""" 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随着西部

大开发政策的不断深化!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国

有企业改革和战略性重组取得重要突破!重庆工

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是全市工业扭亏为

盈!企业盈利水平和获利能力逐年提高" 二是工

业生产步入快车道" !"""/!""M 年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实现产值年均增速提高到 !L(#e!是重庆

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 以

上数据并不能说明重庆工业制造业的集聚程度!

只能对重庆工业制造业增长在全国的地位有一个

初步了解" 接下来将进一步分析重庆制造业集聚

现状"

图 !C#FFF*!""F 年重庆制造业区位熵

表 #C重庆制造业各行业区位熵

行业
区位熵

!""L !""G !""J !""M !""F

行业
区位熵

!""L !""G !""J !""M !""F

农副食品加工业 "(JJG "(J#J "(J$! "(JN# "(J"N 化学纤维制造业 "("LG "("LN "("G$ "(#"! "(##G

食品制造业 "(G$" "(LL! "(LMG "(GNG "(GL" 橡胶制品业 "(G"# "(LFL "(G"N "(G$ "(J$L

饮料制造业 "(FFJ #("GN "(F!# "(FN" "(F$N 塑料制品业 "($GJ "($NL "($GG "(NL! "(L"

纺织业 "($GN "($F$ "($ML "(N"" "(NJG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GN #(##J #(#$# #(#L$ #("!"

纺织服装%鞋%

帽制造业
"(#$" "(#!G "(#N! "(!!G "(!"!

黑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
"(GJM "(GJF "(G#! "(G#F "(LJ"

皮革%毛皮%羽毛

-绒.及其制品业
"(N!F "(NJF "(L"L "(LLL "(NF"

有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
#(GJ# #(J"N #(GN" #(NMJ #(!L!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

棕草制品业
"(!"L "(#GN "(#$$ "(#!F "(#NJ 金属制品业 "(L#$ "(L!" "(L"" "(L#$ "(L$!

家具制造业 "(N#F "(M$N "(JJJ "(J!J "(M$G 通用设备制造业 #(""M "(F$F "(MM$ "(MG "(FG$

造纸及纸制品业 "(NMN "(NF! "(NJ" "(G!$ "(M#G 专用设备制造业 #(#"L "(F"" "(JNN "(GFJ "(JLF

印刷业%记录

媒介的复制
"(M$F "(MM! #(#M# #(#"" #(#MG

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业
L(N"F L(NF! L(N#$ L(#$! N(L"J

文教体育用品

制造业
"(""M "(""N "(""$ "(""M "("!"

电气机械及器

材制造业
"(MN# "(MLN "(M!N "(MN" "(MN$

石油加工%炼焦及

核燃料加工业
"("MF "(#"! "(##L "(##M "(#NG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J "(##" "(#!M "(#LJ "(#F$

化学原料及化学

制品制造业
#("$N "(F#! "(MN$ "(F$F "(ML!

仪器仪表及文化%

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L#N #(N$L #(!FM #(#L$ #(#$G

医药制造业 #(J"N #(L$! #(L"# #(G#! #(N!L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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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由于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统

计年鉴,+重庆统计年鉴,!重庆方面的数据只能

找到 #FFF 年以后的!所以我们选取了 #FFF/!""F

年的相关数据对重庆制造业的区位熵进行分析"

由图 ! 可以看到!重庆制造业的整体区位熵徘徊

在 "(G 和 "(F 之间!制造业呈现一定的集聚状态!

但未超出全国平均水平!说明集聚效应还不是非

常明显" !""$ 年区位熵突高!这与全市工业经济

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扩张期!国企改革和

老工业基地振兴改造取得重大进展!园区建设加

快推进!结构调整成效显著有密切关系"

由表 # 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到!重庆市制造业

区位熵超过 # 的行业有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仪

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和医药制造业五

个行业!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区位熵基本

在 L 以上!表现出明显的集聚度" 这与重庆以汽

车摩托车%天然气化工%装备制造等为主导产业的

实际情况向符合"

在分析了重庆制造业区位熵之后!通过计算

重庆制造业产值前四位-1\

N

.和前八个-1\

M

.行

业占全部制造业产值的比重!并与全国的相关指

标进行对比!从另一个角度判断重庆制造业集

聚度"

表 !C重庆制造业产值前四和前八个行业

占全部制造业的比值

重庆 全国

1\N 1\M 1\N 1\M

#FFF LNe JJe $$e LJe

!""" LJe JJe $!(M"e LGe

!""# LJe JLe $!(G"e LL(J"e

!""! LMe JLe $!e LLe

!""$ G!e JFe $#e L$(M"e

!""N LMe JGe $"(N"e LN(!"e

!""L LLe JLe $"(G"e LNe

!""G LLe JLe $"e LNe

!""J LJe JNe $"(M"e LN(N"e

!""M LLe JLe $Le LFe

!""F LLe J!e $Le LFe

重庆的1\N 和 1\M 指标明显地高于全国水

平" 其中!重庆 1\N 指标从总体上处于较高水

平!从 #FFF 年到 !""$ 年不断增长!尤其 !""$ 年

达到 G!e" 这是因为 !""$ 年重庆国企改革和老

工业基地振兴改造取得重大进展!并加快推进园

区建设" 重庆1\M 也一直保持了较高水平!同样

在 !""$ 年达到最高值 JFe!占到重庆制造业的

四分之三以上!1\M 指标一般都比全国高出 !" 个

百分点左右!而且除了近两年!全国的 1\M 指标

都呈下降趋势" 重庆制造业集中度指标反映出重

庆制造业有很高的集聚程度" 将重庆 1\N 指标

反映的重庆高集中度与区位熵反映的集聚程度进

行比较分析!则可以说明重庆的专业化部门数量

不多!但规模较大!因而集中度较高"

在重庆制造业产值最大的四个行业里!交通

运输设备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一直稳排在前四"

!""M 年以后通用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

制造业进入前四!取代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其中通用设备

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增长迅速!分别

从 #FFF 年的 F" LFJ 万元%N# NGN 万元增长到

!""F 年的 G!$ GF$ 万元%MG$ $MF 万元"

二%重庆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经济的

影响

"一$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产业集聚产生外部经济效应

外部经济效应是指生产者的一项经济活动给

社会上其他成员带来好处!但他自己却不能由此

得到补偿" 这种性质的外部影响被称为#外部经

济效应$!它是产业集聚最明显的特征"

产业集聚的外部经济效应可以分为货币外部

经济和技术外部经济" 货币外部性主要从三个方

面发生作用" 首先!集聚可以带来劳动市场共享"

可以使企业降低劳动力的搜寻时间和成本%培训

时间和成本以及节约劳动力要素成本" 其次!集

聚有助于产生专业化" 集聚的产生会带来分工的

细化和专业化!形成社会化分工网络" 最后!集聚

还会带来公共设施的共享!降低企业公共物品的

使用成本" 集聚的技术外部效应主要是指企业的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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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会加快企业间信息的传递速度!减少信息摩

擦!使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能迅速被其他企业模

仿和利用"

!(产业集聚带来规模经济效应

规模经济效应!即规模报酬递增是指企业生

产规模扩大所带来的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不断

降低!生产效率逐渐提高" 一方面!生产替代产品

的企业即同行企业集聚在一起!方便合作%联盟!

实现大规模采购!降低原材料价格!同时在流通环

节也可以节约运输成本" 另一方面!生产具有互

补性的企业即上下游企业集聚!企业间提供了相

互的市场!稳定了市场!同时降低了运输成本和交

易成本"

$(产业集聚促进分工与协作

产业集聚使专业分工得以发展!这能有效降

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斯密定理指出!分工受到市

场规模的限制!而市场规模的扩大会促进分工程

度的提高!提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产业集聚区!

实际上是一条条产业链集聚形成的!能够把大量

专业化生产企业集中在一起!企业与企业之间能

够形成密切而灵活的专业化分工协作"

N(产业集聚创造良好的竞争与创新环境

产业集聚为企业发展形成了良好的竞争与创

新环境" 集聚区内!企业受到同业竞争的压力!促

使企业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以适应

迅速变化的市场需要!保持在集聚区的相对位置"

同时!为了满足客户不断出现的新的需求!必须不

断进行创新" 创新是区域发展最根本的内在动

力!但是由于创新活动的复杂性!企业很难单独开

展创新活动!往往需要多个相关企业及科研部门

的共同参与!创新才可能获得成功!这一要求恰好

为产业集群特性所体现"

"二$重庆制造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

证分析

由图 $ 可以看出!重庆市制造业增加值与重

庆市 ÒV有相同的增长趋势" 他们之间是否存

在着正相关关系!我们利用函数进行计算" 由表

一可以得出重庆制造业中!交通运输装备制造业

的集聚程度最明显!因此以交通运输装备业代表

制造业集聚与当地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科

学性" 经济增长指标!我们选取 \̀ OV即重庆市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考虑到交通运输设备

制造业的情况!我们选取重庆市交通运输设备制

造业企业数%固定资产净值%工业总产值%税前利

润与全国的比!分别用 Pia%P̀ O%P̀ Z%P?i表

示" #FFF/!""F 年数据如表 $"

图 $C#FFF*!""F 年重庆市制造业增加值与 ÒV趋势图

CC对 \̀ OV取对数!利用 @=5&X;L 进行回归运

算!得到模型 #)

SD- \̀ OV. b

"(LLPia

-N3$N.

g

"("LP̀ Z

-!(!G.

Q

"($GP̀ O

- Q$($#.

g

"("NP?i

-"(!F.

g

M($G

-M(GL.

其中!\K;4+.,&9为 "(M$!调整的\K;4+.,&9为

"(J! 说明模型的拟合度比较高!Of值为 #(F!!接

近于 !!说明变量之间无自相关现象!但是P?i指

标不显著!去掉这个指标重新回归!得到模型 !)

SD- \̀ OV. b

"(LJPia

-$(F!.

Q

"(N$P̀ O

- Q$(MN.

g

"(#GP̀ Z

-$(NF.

g

M(!$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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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4+.,&9为 "(F!!调整的\K;4+.,&9为

"(M$!说明模型的拟合度比较高!Of值为 #(MJ!

接近于 !!说明变量之间无自相关现象!重庆经济

增长与各集聚指标之间的关系都显著"

表 $

年份
\̀ OV

-元.

Pia

-e .

P̀ Z

-e .

P̀ )

-e .

P?i

-e.

#FFF L M"N N($G N(#N N(LN L($!

!""" G !JN N(F# L(M! N(J# G(#F

!""# G FG$ L(GM L(FJ L(GJ $(#$

!""! J F#! L(JJ L(NJ L(LN $($L

!""$ F "FM G(!$ L(GJ L(MN F(JF

!""N #" MNL G(G" L(FL L(MN L(N!

!""L #! N"N G($# L(N$ L(JF N(""

!""G #$ F$F G(#L L(LM L(!F N(F!

!""J #G G!F G(M# L(M$ L(LJ N("G

!""M !" NF" L(JM L(GG N(GL !(GF

!""F !! F!" J("" L(LJ N(!L $(NF

CC

三%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重庆制造业集聚规模较大!专业化优势不

显著

将重庆1\N%1\M 指标反映的重庆高集中度

与区位熵反映的集聚程度并不非常明显进行比较

分析!则可以说明重庆的专业化部门数量不多!但

规模较大!因而集中度较高" 区位熵主要通过专

业化度来反映集聚程度!重庆各年平均区位熵在

# 之下!说明其专业化程度并不非常具有优势"

而重庆各年的1\N%1\M 指标都高于全国近 !" 个

百分点又说明重庆制造业集中度高!规模大"

!(重庆主导产业集聚优势明显

重庆以汽车摩托车%天然气化工%装备制造等

为主导产业" 无论从区位熵还是 1\N 和 1\M 指

标都可以得到!重庆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

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和有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的专业化度和集中度都很高"

$(重庆制造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正相

关关系

经济增长与产业集聚之间存在长期正相关关

系" 可见!重庆市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具

有推动作用" 可以通过提升产业的集聚度来提升

重庆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发挥其集聚力量对经

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二$对策建议

#(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微观管理职能!提升

产业集聚效应" 产业集聚本身就是一个区域经济

的概念!其发展必然与所在地的政府行为密切相

关" 经验表明!产业集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

持" 地方政府应该为产业集聚的萌芽和成长提供

良好环境"

!(大力培育集聚产业的优势品牌!发展龙头

企业" 在提高区域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基础上!整

合优势资源!发挥产业优势!培育地区龙头企业!

打造名牌产品!进一步提高区域企业向心力和知

名度"

$(利用产业集聚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重

庆可以通过实施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并重的战

略!优化组合%优先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形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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