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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融合与产业集聚是现代产业发展的新特征和趋势，是影响产业竞争优势的重

要交量．研究湖北省产业发展所处的融合、集聚状态及其对产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对于制定适

应产业发展要求．提升产业竟争优势的有关政策，具有重要指导和借鉴价值。运用投入产出分

析方法对湖北省先进制造业与电子信息业、现代服务业的产业融合态势进行测算．采用区位熵

时湖北省先进制造业等产业集聚状态进行测度．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产业融合、产

业集聚时先进制造业竞争优势提升的贡献。结果表明．湖北省处于融合非集聚状态，产业触合

对提升产业竞争优势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产业集聚度低，不仅制约了湖北有产业竞争优势的提

升，还挤出了产业融合的竞争优势提升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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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产业融合与产业集聚是现代产业发展的新特征和趋势，对产业经济已经产生或即将产生深

刻影响，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学术界对产业融合的讨论最早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

数字技术出现而导致的产业间交叉．数字技术的出现，使计算、印刷、广播 3 个行业之间的技

术交叉领域产生了众多新兴产业方式，不同媒体之间的互联、互通在产业间形成了互相服务的

链接方式，为产业融合确立了技术支撑，从而开启了学术界对产业融合的研究。 

在产业融合发展的经济效益研究中，周振华认为，计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产业融合

提供了基础，通过产业融合促进了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新结构以及新产业的发展。胡汉

辉认为，信息产业融合有助于提高信息产业生产效率，改变信息产业管制方式，加速传统产业

升级，促进信息技术的扩散和渗透。朱瑞博认为，价值模块是产业融合的载体，模块化和产业

融合能够改变生产结构基础和竞争基础，从而促进企业行为和市场绩效的改变。徐盈之、孙剑

通过实证分析提出，信息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和极高的倍增效应，对制造业

产业绩效的提升有着明显促进作用。陆立军、于斌斌 12]对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合

阶段进行了分析，提出融合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必然选择。邓丽

妹认为，当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以服务业为主时，其产业升级动力绝大部分来自于服务业（通过

中间服务投人）与其它产业的融合。 

学术界对产业集聚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马歇尔的空间外部性。产业集聚通过共用基础设施

，共享劳动力池、知识溢出，使整个区域的竞争能力得到增强。近年来，产业集聚对产业竞争

优势的影响成为研究热点。傅十和根据面板模型检验结果得出，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几乎不受任

何集聚经济的影响，其发展并没有明显得益于集聚经济，而是更多得益于劳动力投人和地区经

济发展．而 Wen 囚提出，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中国工业集聚表现出的状态符合新经济地理

学的相关理论，产业集聚会对产业技术进步带来影响。Buihart 和 Sbergami 认为，空间上的

集聚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增长。陈建军川以长三角次区域为例，研究了中心一外围式产业集聚给

区域带来的集聚效应，认为产业集聚能够带来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市场扩大效应、价格指数

效应、产业关联以及竟争优势的提升。仇怡、吴建军从国际贸易、产业集聚方面检验了其对地

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认为产业集聚一方面促进了技术外溢效应，使地区技术水平得到提高



，另一方面加剧了区域不平等发展。周明、李宗植对知识生产函数进行了改进，通过空间面板

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集聚对产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并肯定了集聚区域内知识溢出的作用。陈劲

等运用开放式创新理论，测算出不同程度的集聚在专业化和多样化表现下对创新具有不同效应

，而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可以通过滋出效应及合作等提高创新绩效。 

产业集聚、产业融合及其对产业竞争优势的作用因区域、产业而异。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水

平的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而言，产业融合程度如何，产业集聚程度怎样，二者对产业竞

争优势究竟有什么作用，应作具体分析。同时，产业融合与产业集聚有其内在联系，产业融合

通过不同产业间技术、产品、业务、市场的互相渗透和延伸形成新型竞争协同关系，产生更大

的复合经济效果，进而提升产业竞争优势；产业集聚则是通过相同产业或具有上下游产业关联

关系的企业向同一地区集中，节约交易费用、创新费用和运输费用，形成集聚规模经济，产生

空间外部性，进而提升产业竞争优势。既然二者都能提升产业竞争优势，那么，既集聚又融合

无疑会更有效。然而，以往研究只是分别分析产业集聚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或产业融合对产业发

展的影响，尚未将两种现代产业发展的特征和趋势结合起来分析其对产业竞争优势提升的作用

。本文将以湖北省先进制造业为例，结合产业融合、产业集聚这两个变量，实证分析湖北省先

进制造业处于非集聚非融合、集聚非融合或融合非集聚、既集聚又融合这 3 个阶段中的哪一阶

段；同时，实证分析产业融合与产业集聚对区域产业发展的影响，揭示产业从非集聚非融合，

到集聚非融合或融合非集聚，再到既集聚义融合，进而提升产业竞争优势的路径；最后，提出

相应对策建议。 

 

1 湖北省先进制造业产业融合及产业集聚程度测算 

1.1 先进制造业产业融合测度方法 

数据处理方法主要包括专利系数分析法、赫芬达尔系数、熵指数、集中度和剩余法。徐盈

之、孙剑用制造业各行业生产过程中信息技术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表示信息产业与制造业各行

业的融合度，计算出 OECD 28 国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信息融合度的平均水平和主要国家

制造业各行业的信息融合度，并利用最小二乘法（FGLS)回归分析了中国信息业和制造业融合

对制造业产业绩效的影响，最终得出中国信息业与制造业融合度较低，两大产业融合有助于制

造业发展的结论．谢康等对中国信息业与制造业融合进行了动态研究，采用主成份分析方法测

算了各省市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水平，并借鉴随机前沿分析方法，计算了信息化和工业化相互

促进的单系统融合系数，认为湖南省是两路径融合最好的省市，较发达省市并不一定融合程度

更好，最后采用协调发展系数判断方法，构建了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系数，发现融合对中国经

济增长方式转变、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单位 GRP 电力消费和能耗降低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由于各产业分类的差异性、往年统计数据口径的不同以及收集数据的实际困难性，本文采

用李美云对产业融合度测量的思路以及徐盈之的改良方法：近似认为信息技术投人将全部凝结

于最终产出中，把产业生产过程中的信息技术投人近似等同于最终产品的信息技术产出，以此

计算信息产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度；将现代服务业投人近似为最终产品中的现代服务产出，以

计算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度。即 j 产业与 i 产业的融合度采用 i 产业生产过程中 J 产

业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来衡量。考虑到处理方式的可行性及处理结果的合理性，选择测度产业

如表 1 所示，在投人产出表中运用 42 个产品部门的分类方式，将信息产业、先进制造业及现

代服务业细分为一系列子产业。 



其中，由于 2012 年投人产出表采用新的产业分类方法

务业和研究与试验发展业合并为新投人产出表中的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采用投入产出表

合程度，行业 i 生产过程中 j

合程度越深。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业 i 总产出。其取值范围为〔

，不发生关联；当取值等于 1

围一般在 0-1 之间。 

1.2 湖北省先进制造业与信息业触合度比较分析

经测算，2002 年、2007

由表 2 可以看出，湖北省先进制造业与信息业融合度呈波动上升趋势

幅下降，但在 2012 年强势反弹

先进制造业的融合程度不断提高

及器材制造业，特别是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与信息产业的融合度

。相较于徐盈之计算的 2006

融合度还有一定差距，但 2012

产业信息融合方面的重视和巨大提升

1.3 湖北省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细分产业融合度比较分析

测算湖北省 2002 年、2007

所示。 

 

年投人产出表采用新的产业分类方法，在现代服务业中

务业和研究与试验发展业合并为新投人产出表中的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 

本文采用投入产出表（2002 年、 2007 年、2012 年）测度

j 类产业的总投人占该行业总产出的比重越大，则表明两大产业融

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i 产业与 j 产业的融合度=i 产业生产过程中

〔o,i〕，当取值等于 0 时，表示两产业没有任何融合

1 时，表示两产业完全融合，基本可合为同一个产业

湖北省先进制造业与信息业触合度比较分析 

2007 年、2012 年湖北省信息产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度如表

 

湖北省先进制造业与信息业融合度呈波动上升趋势，虽在

年强势反弹，且总融合度较 2002 年增长了 4 倍，说明湖北省信息产业与

先进制造业的融合程度不断提高。其中，融合程度较高的为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

特别是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与信息产业的融合度，较 2002 年上升了

2006 年世界制造业信息融合度平均值 1. 36%，湖北省先进制造业信息

2012 年有大幅增长，与法国 2006 年水平持平〔川，

产业信息融合方面的重视和巨大提升。 

湖北省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细分产业融合度比较分析 

2007 年、2012 年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细分产业融合度

 

在现代服务业中，将综合技术服

 

测度 3 类产业的融

则表明两大产业融

产业生产过程中 j 产业投入／产

表示两产业没有任何融合，相互独立

基本可合为同一个产业。正常取值范

年湖北省信息产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度如表 2 所示。 

 

虽在 2007 年有小

说明湖北省信息产业与

专用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

年上升了 10 倍左右

湖北省先进制造业信息

，反映出湖北省在

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细分产业融合度，如表 3



2002-2012 年，湖北省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度总体呈下降趋势

务业融合度持续上升外，其它产业融合度均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

业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融合度有小幅提升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融合程度较高

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融合度较高

，但数值逐年下降．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由图 1 可知，在先进制造业中

时间变化不大，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融合度最低

业则呈不断上升趋势。 

与全国的产业融合水平相比

材制造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于全国数据，但差别并不明显

。金融业与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融合度是全国水平的

合度是全国水平的 2 倍，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与通用

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融合度是全国的

和技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程度高于全国水平

北省高校资源丰富、投融资能力强是导致这种状态的重要因素

就信息业与现代服务业来看

2012 年的 2.43，而现代服务业则存在较明显的下降趋势

业与先进制造业方面的优势逐渐丧失

明湖北省在信息知识日益发达的全球化经济下开始重视信息产业的发展

在湖北省发展信息业的同时，

1.4 湖北省先进侧造业产业集聚度侧算

代表产业集聚度的主要指标有行业集中度

、空间基尼系数、熵指数等，

表示市场集中程度，以企业数据及规模为主要测算目标

湖北省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度总体呈下降趋势，

其它产业融合度均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金融业与通用专用设备制造

业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融合度有小幅提升，但总体仍呈下降趋势。其中，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融合程度较高；在先进制造业方面，通用专用设备制造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融合度较高，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虽在 2002 年融合度最高达

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在先进制造业中，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最好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融合度最低，且逐年下降；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与全国的产业融合水平相比，湖北省三大产业整体融合度中，现代服务业与电气机械及器

。在细分行业中，除金融业以及研究与试验发展业外

但差别并不明显，湖北省高于全国水平的主要为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与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融合度是全国水平的 3 倍，与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的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与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是全国的

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融合度是全国的 3 倍。这说明在湖北省生产性服务业中，金融业

和技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程度高于全国水平，在产业发展中起到了较明显的作用

投融资能力强是导致这种状态的重要因素。 

就信息业与现代服务业来看，信息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度从 2002 年的

而现代服务业则存在较明显的下降趋势。随着时间推移，湖北省在现代服务

业与先进制造业方面的优势逐渐丧失，反而在信息业方面表现出较大的融合态势

明湖北省在信息知识日益发达的全球化经济下开始重视信息产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也说明

，忽视了其与现代服务业的共同发展。 

湖北省先进侧造业产业集聚度侧算 

代表产业集聚度的主要指标有行业集中度、区位熵、赫芬达尔系数、胡佛系数

，但行业集中度、赫芬达尔系数、空间基尼系数、

以企业数据及规模为主要测算目标；胡佛系数即区位基尼系数常用于度量

 

，除租赁和商务服

金融业与通用专用设备制造

，在服务业方面，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

年融合度最高达 7. 51

 

专用设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最好，融合度随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现代服务业与电气机械及器

除金融业以及研究与试验发展业外，平均值均低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的融

专用设备制造业是全国的 2 倍，与交

金融业、科学研究

在产业发展中起到了较明显的作用，湖

年的 0. 624，增长至

湖北省在现代服务

反而在信息业方面表现出较大的融合态势。这一方面说

而另一方面也说明，

胡佛系数、EG 指数

、熵指数主要用于

胡佛系数即区位基尼系数常用于度量



收人不平等及生产在地理上的集中程度

强调企业在不同区域的集聚度

示产业在某区域内与全国水平的比较

）首先提出并运用于区位分析中

部门的专业化程度，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

。在产业结构研究中，运用区位

某工业部门占全国该工业部门的比重与地区整个工

在细分产业背景下，区位摘为湖北省

GDP 与全国 GDP 的比例。湖北省先进制造业细分产业区位

由图 2 可知，湖北省 2002

设备制造业产业集聚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2 年仅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反弹上升为

。这说明．湖北省产业集聚状况不佳

 

2 湖北省产业融合集聚对先进制造业产业竞争优势影响程度检验

2. 1 面板数据模型设定与变

依据上文测算出的湖北省信息业

动趋势，本文将进一步考察湖北省先进制造业产业融合及产业集聚对其产业竞争优势的影响

本文以销售额作为湖北省先进制造业产业竞争优势主要评价指标

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工业销售额

产业融合与产业集聚是本文主要检测变量

型竞争协同关系，不同产业的企业异业

争优势．而产业集聚导致同一产业的企业向同一地区集中

输费用，形成集聚规模经济，

： 

假设：产业之间融合度越高

位熵越大，产业竞争优势越强

阶段的前提下，融合和集聚的不协同性会影响湖北省产业竞争优势的提升

收人不平等及生产在地理上的集中程度；EG 指数的测算则需要区域、产业、

强调企业在不同区域的集聚度，在获取数据方面不可得。而区位摘，也称为专门化率

示产业在某区域内与全国水平的比较。所谓熵，就是比率的比率，它由哈盖特

首先提出并运用于区位分析中．区位熵在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

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指标

运用区位熵指标主要是分析区域主导专业化部门的状况

某工业部门占全国该工业部门的比重与地区整个工业占全国工业比重之比。 

 

区位摘为湖北省 i 产业总产值与全国该产业总产值的比例

湖北省先进制造业细分产业区位熵如图 2 所示。 

2002 年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以及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产业集聚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区位熵

年仅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反弹上升为 1. 94，其它行业均在 1 以下，低于全国平

湖北省产业集聚状况不佳，产业专业化程度较低，产业发展处于融合非集聚阶段

湖北省产业融合集聚对先进制造业产业竞争优势影响程度检验

面板数据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依据上文测算出的湖北省信息业、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产业融合度

本文将进一步考察湖北省先进制造业产业融合及产业集聚对其产业竞争优势的影响

本文以销售额作为湖北省先进制造业产业竞争优势主要评价指标 Y，用先进制造业各细分

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工业销售额（当年价格单位：亿元）表示。 

产业融合与产业集聚是本文主要检测变量。产业融合能够形成可竞争性市场结构

不同产业的企业异业联手，能够产生更大的复合经济效果，

而产业集聚导致同一产业的企业向同一地区集中，能够节约交易费用

，产生空间外部性，从而提升产业竞争优势。因此

产业之间融合度越高，联系程度越深，产业竞争优势越强；产业集聚程度越高

产业竞争优势越强；反之，则会影响产业竞争优势提升。在湖北省处于融合非集聚

融合和集聚的不协同性会影响湖北省产业竞争优势的提升。 

、企业 3 种数据，

也称为专门化率，用于表

它由哈盖特（P. Haggett

在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反映某一产业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指标

指标主要是分析区域主导专业化部门的状况，定义为某地区

 

 

产业总产值与全国该产业总产值的比例／湖北省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

熵呈下降趋势，至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产业发展处于融合非集聚阶段。 

湖北省产业融合集聚对先进制造业产业竞争优势影响程度检验 

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产业融合度、产业集聚度变

本文将进一步考察湖北省先进制造业产业融合及产业集聚对其产业竞争优势的影响。 

用先进制造业各细分

产业融合能够形成可竞争性市场结构，形成新

，从而提升产业竞

能够节约交易费用、创新费用、运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产业集聚程度越高，区

在湖北省处于融合非集聚

 



普遍认为，资本、劳动投人对于产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且资产与劳动的投人比例会严重影响产业发展效率

到最大的产出。因此，本文将资本和劳动作为控制变量

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构建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

2. 2 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由于各变量数据存在较大量纲差距

首先应进行混合效应模型估计

根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问题，使用 Eviewss6.。对相应数据进行荃于可行广义

结果如表 4 所示．其中，模型

模型，模型 3 为剔除现代服务业产业融合及资本投人系数后的模型

产业融合、资本投人及集聚系数后的模型

动投人系数后的模型。回归结果显示

代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系数时发现，若保留资本投人系数

5)，而若侧除资本投人系数，

系数为负。 

劳动投人对于产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投入越多，越能获得

且资产与劳动的投人比例会严重影响产业发展效率，其比例达到最佳时便可通过最少的投人得

本文将资本和劳动作为控制变量。 

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构建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 

 

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由于各变量数据存在较大量纲差距，在进行面板模型检验前，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

首先应进行混合效应模型估计，F 值及豪斯受检验说明应采取固定效应模型。

根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为了消除面板数据分析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

对相应数据进行荃于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 (FGLS）的回归分析

模型 1 为全系数模型，模型 2 为剔除现代服务业产业融合系数后的

为剔除现代服务业产业融合及资本投人系数后的模型，模型 4 为剔除现代服务业

资本投人及集聚系数后的模型，模型 5 为剔除现代服务业产业融合系数

回归结果显示．各模型拟合效果较好，F 值检验通过。

代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逐步剔除不显著的回归

若保留资本投人系数．则信息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系数为负（

，则该系数为正（模型 3.4)。区位摘．即代表产业集聚的自变量

越能获得更高产出，

其比例达到最佳时便可通过最少的投人得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

。 

为了消除面板数据分析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

的回归分析，检验

为剔除现代服务业产业融合系数后的

为剔除现代服务业

为剔除现代服务业产业融合系数、集聚及劳

。 

而在逐步剔除不显著的回归

（如模型 1、2、

即代表产业集聚的自变量



(1)湖北省信息产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对产业竞争优势具有一定贡献性

右，即融合程度每提高 1%，

能够带来产业竞争优势的增强

争提升没有明显作用，说明湖北省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并未产生竞争优势提升效应

。劳动与融合有较好的相互关系

较小，而剔除投资后，劳动系数变为

信息产业融合并不和谐，固定资产投资会降低融合与劳动力投人对产业竞争优势的影响

北省固定资产投资较少流人先进制造业

工业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用融合、技术信息传递、电子信息与传统产业融合方面投人不足

(2)产业集聚程度未对产业竞争优势产生正向支持作用

关，导致其对产业竞争优势贡献为负

对整体竞争优势提升并无明显贡献

集聚不佳会影响区域产业发展

基本均小于 1，即区位熵小于全国平均水平

势的影响为负，且其系数值大于融合系数值

就湖北省内部分布而言，先进制造业主要集聚于武汉地区

出、集聚规模等效应无法拉动全省经济增长

抵消，导致两者对产业竞争优势的贡献度下降

(3）湖北省劳动力投人与产业融合能够较好地匹配

力资源方面，对复合型人才、

合提供人力资源保障．不同于投资的挤出效应

业竞争能力的影响程度，通过人才在不同产业间流动

，促进技术开发与知识积累，

(4)湖北省处于融合非集聚状态

的资本与劳动力投人。湖北省这两者的发展水平与东南沿海等地区差距较大

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非集聚状态

赖于投资与劳动力投人。各企业

资源分配不均，无法实现优化配置

 

 

 

湖北省信息产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对产业竞争优势具有一定贡献性，

，先进制造业销售收人将增长 0.3%，表示信息产业融合程度的提高

能够带来产业竞争优势的增强，符合假设设定；但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对其产业竞

说明湖北省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并未产生竞争优势提升效应

劳动与融合有较好的相互关系，投资对融合、劳动有较大挤出效应，模型

劳动系数变为 1. 858。这说明，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与劳动力投人及

固定资产投资会降低融合与劳动力投人对产业竞争优势的影响

北省固定资产投资较少流人先进制造业，缺乏支撑新兴产业发展的资本投人，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如扩大生产线、重复性传统加工制造等设施建设

电子信息与传统产业融合方面投人不足。 

产业集聚程度未对产业竞争优势产生正向支持作用，这与湖北省产业集聚程度低下有

导致其对产业竞争优势贡献为负，不仅制约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也说明融合非集聚状态

对整体竞争优势提升并无明显贡献，甚至因为集聚不足导致融合作用降低，符合假设

集聚不佳会影响区域产业发展。如前所述，湖北省产业集聚随着时间的推移趋于下降

小于全国平均水平。集聚程度不足且呈下降趋势导致其对产业竞争优

且其系数值大于融合系数值，在模型中剔除集聚后，融合的贡献度反而更大

先进制造业主要集聚于武汉地区，但武汉范围内集聚而产生的技术溢

集聚规模等效应无法拉动全省经济增长。虽然融合在全省已有一定基础，

导致两者对产业竞争优势的贡献度下降。 

湖北省劳动力投人与产业融合能够较好地匹配，共同提升产业竞争优势

、技术型人才的吸纳与投入较多，能够为先进制造业及其它产业融

不同于投资的挤出效应，劳动力投人水平的提高，加深了产业融合对产

通过人才在不同产业间流动，使资源在产业间的转换与吸收更加容易

，从而进一步提高产业竞争优势。 

湖北省处于融合非集聚状态，这种现状对产业竞争力提升的贡献远不及传统经济发展

湖北省这两者的发展水平与东南沿海等地区差距较大，

特别是非集聚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湖北省经济增长、

各企业、产业无法良性、完整地共享技术、设备、物流等资源

无法实现优化配置。 

 

，其系数为 0. 3 左

表示信息产业融合程度的提高

但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对其产业竞

说明湖北省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并未产生竞争优势提升效应

模型 1、2 中劳动系数

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与劳动力投人及

固定资产投资会降低融合与劳动力投人对产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即湖

，更多的是大规模

重复性传统加工制造等设施建设，在技术应

这与湖北省产业集聚程度低下有

也说明融合非集聚状态

符合假设，即产业

湖北省产业集聚随着时间的推移趋于下降，且数值

集聚程度不足且呈下降趋势导致其对产业竞争优

融合的贡献度反而更大。

但武汉范围内集聚而产生的技术溢

，却会被集聚不足

共同提升产业竞争优势。湖北省在人

能够为先进制造业及其它产业融

加深了产业融合对产

使资源在产业间的转换与吸收更加容易

的贡献远不及传统经济发展

，甚至在某些产业

、产业竞争依旧依

物流等资源，造成



3 结论与建议 

3. 1 结论 

本文分别测算了湖北省先进制造业与信息产业融合度、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度以及产业集聚

度，运用实证分析方法考察了湖北省产业融合和产业集聚等因素对产业竞争优势提升的影响。

研究表明，湖北省先进制造业与信息产业的融合呈显著上升态势，且对先进制造业竟争优势提

升具有显著正效应；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度偏低，且表现出下降趋势，对先进制造业

竞争优势提升具有正效应，但这种正效应被融合度下降及低集聚度所抵消。先进制造业集聚度

呈下降趋势，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最为明显，其区位熵从 2002 年的 2. 6

下降到 2007 年的 0. 3., 2012 年虽略有上升，但仍只有 0. 5，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只有交

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区位熵在 2012 年反弹到 1. 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也从 2002 年的 2. 6

下降到 2007 年的全国平均水平之下；其它产业始终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这种非集聚状态不

仅制约了产业竞争优势的提升，还极大地制约了产业融合对产业发展的贡献。因此，湖北省要

大力提高先进制造业产业集聚度和集聚效应，以提升其产业竞争优势。 

3.2 政策建议 

(1）加强产业规划的引导，提高湖北省产业集聚度和集聚效应。支持产业集聚在全省良性

发展，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提高全省专业化水平，形成全省各地区分工协作的

产业发展格局，加快形成湖北省先进制造业既集聚又融合的态势，从而提升产业竞争优势。 

(2）加强信息产业技术创新和扩散，促进信息产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大力提升

先进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信息产业频繁更新换代及强大的外部性，使其技术更迭周期短，

对经济领域渗透力强，能够不断为先进制造业提供新型技术和知识资源。促进信息产业与先进

制造业的融合发展，不仅符合当今全球经济信息化的趋势，也是我国参与世界产业竟争，提高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先进制造业作为新兴制造业形式，应更多依靠知识、技术和信息

密集进行发展，而信息产业作为“第四产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能够为其高技术密集、

低能源消耗、灵活生产等方面提供技术和智能支持。湖北省在进行产业规划或扶持应时强调信

息产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作用，为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融合提供基础。 

(3)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带动先进制造业国际竞争

优势大幅提升。现代服务业在研发设计、中介服务，运输物流等产业链上中下游均对先进制造

业产业发展存在必不可少的作用；其智力要素密集度高、产出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

染少等特点能够为先进制造业提供产品研发、市场研究、管理咨询等服务性支持，提高先进制

造业的产品质量，减少试错成本，降低环境负担；在对消费者服务方面，能够提供全面的解决

方案，使先进制造业的产品更具竞争力和服务性，满足国际化产品要求。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

造业的融合，对于先进制造业发现新商机，实现产品差异化，提高技术与创新成功率以及利润

率等具有重要带动作用。 

(4）加强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培育，大力提高其区域专业化程度，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和

支柱产业对整个经济发展具有较强推动和引导作用，并影响经济结构转变。应重点培育新兴主

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引进高效节能、以先进技术为支撑的设施

设备，为其提供产业发展的配套设施，规划科技发展园、先进制造业产业园等区域专业化园区

，从而共享资源、能源、基础设施、市场渠道等；注重全省协同发展，将不同细分产业按照其

产业特性及优势寻找优先发展及集聚的区域，将市场选择和政府规划相结合，提高地域、产业

、规模选择的科学性，发挥区域专业化在技术扩散、设备合作、资源分享等方面，以及规模效

应在利润率提升、产业竞争优势提升方面的促进作用。 

(5）加强先进制造业的创新投人和人力资本投资。在全球经济互联网模式及信息数据化模

式背景下，创新和人力资源是产业发展的必备条件。计算机互联网发展验证了摩尔定律，创新

周期越短，频率越高，越需要先进制造业在这方面给予重视，而高技术人才及研究型人才是创

新发展的基础。湖北省应依托其高校人才资源，开发省内高技术型、复合型人才，并减少人才

机制的排外性，促进人才在先进制造业及其它产业、企业间流动、互通，加强不同产业间人才

资源共享与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