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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内陆中的经济开放高地，对周边地区有较强辐射影响能力．产业
集聚在重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经济发展中都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以重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集聚为研究
对象，采用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区位商与计量经济模型测算产业集聚对重庆经济发展影响作用，
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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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是指产业呈现区域集聚发展的态势，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生产某
种产品的若干个同类企业，与之相关配套的上下游企业及相关服务业，高度地聚集在一起．重庆的制造业发

展对于经济增长与就业具有重要影响．其产业集聚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大战略调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
此，测度重庆交通运输设备的产业集聚能为重庆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关于产业集聚理论主要有３种，斯

密（１７７６）与李嘉图（１８１７）从区位生产优势理论与分工效率的视角来解释产业集聚效应；马歇尔（１８９０）、韦

伯、胡佛与克鲁格曼基于“产业区”或“核心－边缘”的概念，从产业组织模式及组织内部成本控制所带来的规
模报酬，解释集聚效应；熊彼特与波特将技术创新与竞争力内涵引入到经济问题的研究，通过地理集中来提

高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分析重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产业集聚不仅对重庆产业机构布局与升级具有重
要理论意义，而且可以进一步测算对重庆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１　相关研究概述

国内学者在国外理论基础之上，研究了产业聚集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与影响，分别从产业聚集对区

域创新、城镇化发展、区域发展竞争力的视角来阐释产业聚集的基本内涵、形成机制及对区域发展的促进．

黎金钊、张文方（２００３）认为通过提高产业聚集的关联性，促进对中心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影响［１］；谢作

渺、赵西亮（２００４）认为产业聚集是基于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学技术以及社会资本的综合作用，形

成经济增长的源泉［２］；刘军、李廉水（２０１０）通过对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认为产业集聚显著促进区域创新［３］；

包锦阔（２０１１）认为产业集聚就是上下游企业或相关服务业集聚在一起形成强劲发展持续竞争力，是一些关

联性企业由离散走向聚合的过程［４］．

以上相关文献主要从理论框架上分析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城镇化影响，基于全国省级面板数据来测



度产业集聚效益，较少有文献选取重庆制造业中的交通运输设备的产业集聚来分析经济发展．

２　产业聚集现状分析

２．１　产业集聚现状分析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经济带核心地区，中国东西结合部．其工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综合配套能力强．重

庆是中国老工业基地之一，汽车摩托车业、化工医药、建筑建材、食品、旅游是重庆五大支柱产业．而汽车摩托
车产业发展则居于支柱产业中的首位．

抗战时期，大批军工、装备制造业迁至重庆落户，成为制造业产业集聚的雏形．重庆直辖之后，交通运输
设备产业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政府产业政策的倾斜与扶持，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使得对轨道列车
需求增加，极大促进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发展．

根据年鉴的数据得出，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１１年期间，重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总产值逐年快速增长，２０１１
年与１９９９年相比，产值增加了大约１６倍．在这１２年里，产值以平均２７．８６％的速度增长，而同比全国平均年
增长率为２４．４７％，高于全国水平约３个百分点．重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
此期间，重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从业年平均数逐年递增，２０１１年与１９９９年从业人员年平均数翻了一番．重
庆地区从业人员以年均１０．６％增长，全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从业人员平均水平为７．２％．该产业对于带动
就业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重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快速发展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加入 ＷＴＯ之后，面对出口产品严峻考
验，而产业集聚可以提高经济效益与产品竞争力；二是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出台“四万亿”刺激
计划，重庆公交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供不应求，唯有产业聚集才能使得要素禀赋得

到最优配置，产生规模经济．

２．２　区位商测算

现在和将来较长时期内，重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对重庆经济的影响将较为显著．此处采用区位商 Ｌ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Ｑｕｏｔｉｅｎｔ）指数来分析重庆市制造业中产业集聚程度．
区位商是指一个地区特定部门的产值在地区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与全国该部门产值在全国工业

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之间的比值．区位商可以分析一个产业是否构成地区专业化部门或相对集中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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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１）中，ｉ为第ｉ个产业，指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产业；ｊ为第ｊ个地区，为重庆地区；Ｘｉｊ表示第 ｊ个地区的

第ｉ产业的产值指标，指重庆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产业．该指标在产业结构研究中，运用区位商指标可以分
析区域优势产业的状况，同时表示该地区该行业的规模在大区域的比重．其经济含义是：一个给定区域中产
业占有的份额与整个经济中该产业占有的份额相比的值．当ＬＱ＞１时，表明该地区该产业具有比较优势或显
示该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当ＬＱ≤１时，表明该地区该产业不具备优势或处于比较劣势．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的分类标准，在第三级分类中，基于对统计口径的一致
性，选取制造业中的２７类产业作为研究对象，并将统计口径稍微调整，如将汽车制造业与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合并成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产业．

数据选取了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１１年重庆市和全国２７个产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和各年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总产值，按照区位商的计算公式，计算结果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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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重庆制造业区位商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９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０．７５５ ０．７６９ ０．７０４ ０．７２１ ０．７３２ ０．７１７ ０．７７６ ０．６５３ ０．５３４ ０．４９２ ０．４５７ ０．４４１ ０．４３３

食品制造业 ０．６４２ ０．６８４ ０．６５ ０．６２８ ０．５８６ ０．５５２ ０．６３ ０．６８４ ０．６７７ ０．６８３ ０．５８７ ０．６１ ０．６８３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０．７４３ ０．９２ ０．９３４ ０．９１４ ０．９２１ １．０６４ ０．９９７ ０．８４８ ０．９２３ ０．９３６ ０．９３６ ０．８４２ ０．９５２

烟草制品业 １．２５６ １．３３１ １．４０６ １．４７３ １．５４３ １．６１２ １．６２９ １．５７ １．５３５ １．４５８ １．５６ １．８７ ２．０７２

纺织业 ０．３８４ ０．４５２ ０．４７６ ０．３８９ ０．３８５ ０．３９３ ０．３６４ ０．３６２ ０．３７ ０．３４６ ０．３８１ ０．４２１ ０．３５４

纺织服装、服饰业 ０．３４１ ０．２４４ ０．２０２ ０．２２ ０．１４２ ０．１２６ ０．１３ ０．１３１ ０．０８３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５ ０．０８１ ０．０６２

毛皮鞣制及制品加工 ０．７１９ ０．５３８ ０．４９ ０．５４ ０．５０５ ０．４７９ ０．４２９ ０．４５６ ０．２４３ ０．２６３ ０．３ ０．１５７ ０．１７３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

棕、草制品业
０．２０２ ０．１７９ ０．１４７ ０．１２５ ０．１３３ ０．１６４ ０．２０５ ０．２０４ ０．２０９ ０．２２ ０．１７３ ０．１４３ ０．１２５

家具制造业 ０．８４２ ０．７５５ ０．８３６ ０．７０７ ０．７７７ ０．８３４ ０．４１９ ０．８１２ ０．２２４ ０．３５８ ０．３９４ ０．７４ ０．４４１

造纸和纸制品业 ０．７７５ ０．９９４ ０．８１６ ０．６０６ ０．４７ ０．４９２ ０．４８４ ０．５５３ ０．４４５ ０．４０９ ０．４４９ ０．４２３ ０．４４８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１．１７６ １．２１９ １．１８６ １．０６９ １．１８１ ０．８８２ ０．８３９ ０．７２６ ０．７４７ ０．９６７ ０．８７３ ０．８９ ０．８２７

文教、工美、体育和

娱乐用品制造业
０．３４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６

石油加工、炼焦和

核燃料加工业
０．０９１ ０．１０６ ０．１４６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５ ０．１０２ ０．０８９ ０．０７６ ０．０４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９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０．８６２ ０．８５２ ０．８５２ ０．９１３ ０．８４３ ０．９１２ １．０３４ １．０１２ １．０９５ １．０９８ １．１２ １．１５４ １．１９６

医药制造业 １．０４８ １．１７４ １．４２５ １．５６７ １．５０１ １．５３２ １．７０４ １．４１１ １．４７２ １．６１６ １．７１３ １．７２３ １．７２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０．０７６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６ ０．０９９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６ 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９５７ １．２３２ ０．９５ ０．８８３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０．７６８ ０．６２６ ０．２５１ ０．４９２ ０．４３７ ０．４２ ０．４３８ ０．３８ ０．３３４ ０．３２３ ０．３４１ ０．３１１ ０．４４３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１．０７８ １．０９５ １．０２ １．１２１ １．１３１ １．１１７ １．３６４ １．２２９ １．３５９ １．２４６ １．２１３ １．２５７ １．１８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０．８１６ ０．７１１ ０．５７ ０．６０２ ０．６１２ ０．６７９ ０．６７８ ０．８２１ ０．７９１ ０．８７３ ０．８９７ １．０５ １．１７５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０．９９４ １．０８４ １．２５２ １．４４６ １．６４ １．７０４ １．６７１ １．４７６ １．４８９ １．４２６ １．３８２ １．２５８ １．１９９

金属制品业 ０．８５８ ０．６１ ０．５３２ ０．４９９ ０．５ ０．５２ ０．５１３ ０．４６８ ０．４８ ０．５８２ ０．４７７ ０．３３３ ０．３９２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０．７７４ ０．９５６ ０．９６３ ０．８３７ ０．８８３ ０．９３９ １．００８ １．００５ ０．９２２ ０．８９６ ０．８９８ １．２２６ ０．９７５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０．５３１ ０．７８ ０．７５９ ０．６７８ ０．７４４ ０．９ １．１０５ １．０６５ １．３０２ ０．１９５ ０．１８５ ０．１７３ ０．１２６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３．９０５ ４．００１ ４．５０７ ４．９９ ５．４１３ ５．４９２ ５．４０９ ５．５１４ ５．０７７ ４．９３６ ５．３１ ５．１８２ ３．５０７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０．９５７ ０．８８６ ０．８４３ ０．８１７ ０．８２４ ０．８５４ ０．８４１ ０．６５ ０．５６７ ０．５４２ ０．４７７ ０．４４５ ０．４３５

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０．９１１ ０．３１３ ０．１９３ ０．１５２ ０．１２８ ０．１１ ０．１０７ ０．１６５ ０．１１２ ０．１ ０．１６１ ０．１９５ ０．１８１

仪器仪表制造业 １．０７４ １．３５４ １．１３６ １．１２１ １．２９８ １．４３５ １．５１４ １．５８ １．７１３ １．９３４ ２．１６ ２．０２６ １．７７６

数据来源：根据《重庆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有关资料数据整理．由于２００６年全国２７个产业规
模以上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数据缺失，采取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７年的平均值．

静态角度分析．观察表１，可以看出２０１１年重庆市２７个制造产业中区位商大于１的有印刷和记录媒介
复制业、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这５个行业．说明这５个行
业可能有集聚效应存在，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区位商为３．９０５，排在第一位，说明重庆交通运输设备
制造业在这２７个行业中集聚程度较高．

动态角度观察．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１１年，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区位商一直保持在３．５至５．５之间，且这１３
年间纺织业区位商均值为４．８６，在这１３年的计算中，每年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区位商为最高，并且是远远
大于其他行业．在１９９９到２０００年有一个快速增长，２００１年我国加入 ＷＴＯ后，区位商一直保持在５以上，直
到２００７年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４左右，远远高于其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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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

３．１　模型假设

在经典经济增长分析模型中，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反映的是在既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投入和产出之
间的数量关系．其一般形式为

Ｙ＝ＡＫαＬβ （２）
　　式（２）中，Ｙ是工业总产值，Ａ是综合技术水平，Ｋ是投入的资本，一般指固定资产净值，Ｌ是投入的劳动
力数，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为了直观地表现产业集聚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
的关系，将产业集聚水平作为变量引入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新模型表示为

Ｙ＝ＡＫαＬβＬＱγ （３）
　　α，β，γ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和产业集聚程度对产出Ｙ的影响．对式（３）两端同时取对数，可以得到计量经
济模型如式（４）

ＬｎＹ＝μ＋αＬｎＫ＋βＬｎＫ＋γＬｎＬＱ （４）
　　其中γ＝０，说明产业集聚未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任何影响；γ＞０，则表示在资本与劳动投入一定情况下，
产业集聚程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正的促进作用，且集聚越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强；γ＜０，则表示产业集聚
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面效应．

３．２　数据说明与数据来源

采用的Ｙ是重庆工业总产值，Ｋ、Ｌ、ＬＱ则采用重庆交通运输装备制造业的固定资产净值、从业总人数及
区位商．此处是以重庆为研究对象，基于数据的可获得与延续性，样本时间设定为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１１年．数据来
源于历年《重庆统计年鉴》和计算整理所得．

３．３　实证分析

３．３．１　平稳性检验
时间序列进行计量经济分析之前，若不进行平稳性检验，可能出现伪回归（ｓｐｕｒｉｏｕｓ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即没有

任何经济关系的两列时间序列数据表现出一致变化趋势（非平稳）和较高的可决系数．大多数实证研究发
现，时间序列通常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即时间序列数据是非平稳的，只有通过平稳性检验的时间序列数

据方可进行回归分析．此处所采用的平稳性检验方法为ＡＤＦ检验．
表２　ＡＤＦ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类型（ｃ，ｔ，ｋ） ＡＤＦ统计量 １％临界值 ５％临界值 １０％临界值 结果

ｌｎＹ （ｃ，ｔ，１） －３．３９３２２２ －５．１２４８７５ －３．９３３３６４ －３．４２００３ 非平稳

ΔｌｎＹ （ｃ，ｔ，１） －５．３８０４６７ －５．２９５３８４ －４．００８１５７ －３．４６０７９１ 平稳

ｌｎＫ （ｃ，ｔ，２） －４．３３５１４１ －４．９９２２７９ －３．８７５３０２ －３．３８８３３ 非平稳

ΔｌｎＫ （ｃ，０，１） －５．５８９６１３ －４．２９７０７３ －３．２１２６９６ －２．７４７６７６ 平稳

ｌｎＬ （ｃ，ｔ，０） －２．０２７０１１ －４．９９２２７９ －３．８７５３０２ －３．３８８３３ 非平稳

ΔｌｎＬ （ｃ，ｔ，１） －９．１１９１１１ －５．２９５３８４ －４．００８１５７ －３．４６０７９１ 平稳

ｌｎＬＱ （０，ｔ，１） －１．５１３７６１ －２．７９２１５４ －１．９７７７３８ －１．６０２０７４ 非平稳

ΔｌｎＬＱ （ｃ，ｔ，２） －５．４６９１７６ －５．１２４８７５ －３．９３３３６４ －３．４２００３ 平稳

注：ΔｌｎＹ、ΔｌｎＫ、ΔｌｎＬ、ΔｌｎＬＱ均为一阶差分，检验类型（ｃ，ｔ，ｋ）中的ｃ，ｔ，ｋ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括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

滞后阶数．

根据表２单位根检验结果，在１％，５％和１０％的置信水平下，ｌｎＹ，ｌｎＫ，ｌｎＬ，ｌｎＬＱ的零假设（即时间序列
是非平稳的）不能被拒绝，说明原始数据为非平稳序列．在显著水平为１％的时，ｌｎＹ，ｌｎＫ，ｌｎＬ，ｌｎＬＱ在一阶
差分之后，拒绝零假设，所以均为平稳序列，已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因此对其进行协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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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协整检验
经典模型是基于平稳数据之上的假设前提，当数据为非平稳序列，模型很可能出现伪（虚假）回归．协整

检验是用以检验非平稳时间序列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协整关系．当数据通过平稳性检验之后，对变量进行协整
检验，看他们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此处采用“ＥＧ两步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先估计方程

ＬｎＹ＝μ＋αＬｎＫ＋βＬｎＫ＋γＬｎＬＱ （５）
　　再对估计得到的残差序列进行ＡＤＦ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表３　　残差ＡＤＦ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类型（ｃ，ｔ，ｋ） ＡＤＦ统计量 １％临界值 ５％临界值 １０％临界值 结果

残差 ｃ，ｔ，１ －４．３６５６２８ －５．１２４８７５ －３．９３３３６４ －３．４２００３ 平稳

ＡＤＦ统计量的值为－４．３６５６２８，小于５％显著水平下临界值－３．９３３３６４，这说明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进而
说明ｌｎＹ，ｌｎＫ，ｌｎＬ，ｌｎＬＱ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３．３．３　误差修正模型

在ｌｎＹ，ｌｎＫ，ｌｎＬ，ｌｎＬＱ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这说明他们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从短期来看，可能
会出现误差，为了增强模型的精度，将协整回归中的误差项μ看做均衡误差，通过建立短期动态模型来弥补
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

获取了方程（３）的残差，构建误差修正模型，将其作为误差修正项，通过ｅｖｉｅｗｓ得出结果

ΔｌｎＹｔ＝０．６２ΔｌｎＫｔ＋０．３６０２ΔｌｎＬｔ＋０．４１３６ΔｌｎＬＱｔ－０．７６８１ＥＣＭ（－１）＋０．１１０６ （６）
误差修正项系数是衡量变量与长期均衡状态时的偏离程度，是短期变量调整到长期均衡状态的速度，反映

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从方程（６）的结果可以得出，短期波动一旦偏离长期均衡时，误差修正项将以
０．７６１８的力度作方向调整，直至调整到均衡状态．
３．３．４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图１　产业集聚对工业产值的脉冲响应函数

为了进一步分析ｌｎＬＱ对ｌｎＹ的影响程度，基于协整系统的脉冲响应函数来考察二者的关系．图１表示
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冲击的响应．产业集聚在前７期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冲击响应为负，且在第２期达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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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之后，负冲击效应逐年减弱，从第８期开始影响程度逐步上升，且区域经济增长的冲击响应为正．这说明产
业集聚对重庆经济发展的进程以及市场化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而区域经济发展对重庆产业集聚需要大约

７年相应调整时间，且促进作用呈现逐年递增趋势．

４　结　语

研究重庆交通运输设备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采用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数据，运用区位商和计量模
型测算产业集聚对于经济发展的定量分析．研究表明，重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产业集聚直接促进重庆经济发
展，但仍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缺少自主研发与创新，研发投入还不足；二是物流配送发展滞后；三是产业政

策不合理，忽视产业集聚长期效益．
为了更好促进重庆经济增长，重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产业聚集还应采取如下措施：一是提高自主研发

能力，加大运输设备制造产业经费投入；二是大力发展物流配送，促进区域内要素、资源、产业快速高效流动

与成本控制；三是进一步优化产业政策，注重区域之间的产业聚集所带来的相互影响，提高产业聚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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