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的工业集聚水平测度1 

吴传清 龚晨 

【内容提要】选用空间基尼系数、θi指数、区位商三种衡量方法，测度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水平，结果显示：

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水平较高，沿线11 省市已基本形成产业优势互补发展格局。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分

析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工业空间布局呈不断扩散趋势；劳动生产率、资本、创新

能力是影响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本地市场和内需规模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力度不断增大。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战略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发展 

在新时期“四大板块”（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和“三个支撑带”（“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

经济带）区域发展战略组合中，长江经济带是推动经济增长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拓展的重要支撑带，是促进东中西互动合

作的协调发展带，是体现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的第一大内河经济带， 是探索大江大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长江经济

带历来都是我国重要的工业经济走廊。工业一直是长江经济带产业体系的核心和支柱，是长江经济带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是

增强长江经济带产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促进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升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水平的重要载体。长江

经济带肩负着打造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汽车、家电、纺织服装等世界级制造业集群以及推动石化、钢铁、有色金属、建材、

船舶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使命，是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主战场。因此，科学研判长江经

济带工业集聚水平， 分析影响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发展的主要因素， 探讨提升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发展水平的战略对策，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相关文献综述 

学术界关于长江经济带工业发展问题的整体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长江经济带工业发展水平评价。吴传清等通过对长江经济带沿江11 省市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提出科教因素、

产权结构和政治环境是影响长江经济带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1]
孙智君等关于长江经济带新型工业化水平的综合测评结

果显示，沿线11 省市新型工业化水平呈不断提升态势， 但区域差异显著。
[2]
何师元运用因子分析法测度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

业竞争力水平， 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竞争力整体水平领先全国，但发展规模平均水平低于全国平均值，且沿线11

省市之间竞争力水平差距较大。
[3]
 

二是长江经济带工业环境绩效评价。汪克亮等运用DEA 方法测度长江经济带工业生态效率， 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工业生态

效率整体水平较低，资源节约与污染减排空间巨大，且不同地区工业生态效率存在明显差异。
[4]
范纯增等运用DEA 方法， 引入

Malmquist 生产力指数构建动态环境经济绩效指数， 对长江流域2000～2011 年间环境绩效评测的结果显示，长江流域各省份

工业环境绩效的改善是相对生态效率改善和环境技术改善的共同作用结果， 各省份环境技术水平呈总体提高态势， 但工业环

境技术进步效应并不明显。
[5]
 

三是长江经济带工业发展路径讨论。洪昌仕较早提出长江产业带建设宜坚持工业和出口导向，促进沿江省市分工协作发展。
[6]
吴传清提出实施创新驱动、集聚发展、绿色发展、梯度转移与承接等战略， 提升长江经济带工业发展质量和效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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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实证分析了长江经济带要素异质性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提出相对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从短期而言，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制

约长江经济带总体发展，但从长期而言，劳动密集型产业是长江经济带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8]
 

学术界关于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问题研究的空间范围主要聚焦在长三角、泛长三角。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如下方面： 一是制

造业集聚水平测度。郑敏运用EG 指数测度1988~2009 年长三角制造业集聚水平的结果显示， 长三角制造业的平均集聚度呈上

升趋势， 增长速度呈U 型曲线，空间聚集分布不平衡。
[9]
靖学青（2009）构建产业静态集聚指数、动态集聚指数衡量长三角制

造业集聚水平的结果显示， 长三角制造业集聚态势、跨省转移态势并存。二是制造业集聚影响因素分析。郑敏等研究发现，要

素禀赋、产业关联效应、地方专业化水平、规模经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政策是影响长三角制造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10]
唐运

舒等指出，产业转移是影响泛长三角制造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承接产业转移是实现泛长三角制造业集聚发展的重要途径。
[11]
矫

萍等的研究成果表明，FDI 与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存在互动关系。
[12]
三是制造业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关系。高

传胜等（2005）认为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制造业集聚。金飞等（2013）

指出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集聚趋势基本一致， 两者相互促进，但也存在时间滞后现象。 

综上所述， 目前学术界以长江经济带沿线11 省市为整体研究对象，较为系统地研究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水平及其影响因

素问题的专题成果尚处于空白。 

二、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水平的测度 

这里选取2001~2013 年工业细分行业官方统计数据，采用空间基尼系数、θi指数和区位商三种测度方法，从工业空间集聚

程度、工业区域专业化程度、工业比较优势等层面评价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水平。 

（一）测度方法 

现阶段学术界采用的产业集聚水平测度方法大致分为三类： 一是基于总量指标的产业集聚测度方法，如区位商、E-G 指数、

赫芬达尔指数、熵指数、空间基尼系数、行业集中度指数、θi指数、Hoover 指数等；二是基于地理距离的产业集聚测度方法， 

如K 函数、M 函数和SP 指数等；三是基于空间计量的产业集聚测度方法，如标准差椭圆（SDE）、G 系数和Moran’s I 指数。

综合比较各种测度方法的优缺点和适用性，选择空间基尼系数、θi指数和区位商，分别从工业空间集聚程度、工业区域专业化

程度、工业比较优势角度全面测度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水平。 

1.空间基尼系数 

克鲁格曼在《地理与贸易》（1991）一书中首创“区域基尼系数”概念，通过将区域某一产业的比重与均值比较， 形象地

对该区域内产业集聚程度予以刻画。空间基尼系数在区域专业化程度和产业结构差异程度分析方面均有较强的解释力度。其公

式如下： 

 

式中， G 为空间基尼系数，xj表示j 地区生产总值（或从业人员）占全国（区域）生产总值（或从业人员）的比值，sj表

示j 地区某产业生产总值（或从业人员）占全国（区域）该产业生产总值（或从业人员）的比值。G 的取值范围为[0，1]。G 越

小， 说明该产业在该区域的产业集聚程度越低，产业的空间布局越均衡。 



 

2.θi指数 

李太平等（2007）首创了θi指数，用以衡量产业区域集聚程度。θi指数借鉴了 E-G 指数的计算思路，并加以简化，使得

计算更加简便，可直接利用统计年鉴数据， 因而适用范围更加广泛。其公式如下： 

 

式中，m、n 分别代表全国的区域个数和产业个数，xij表示i 产业在j 区域的从业人数，k表示i 产业大于平均就业人数的

区域。 

3.区位商 

区位商是分析区域优势产业的基本分析方法，主要借鉴国际经济学的“比较优势”概念精髓， 用于衡量区域产业部门在上

级区域的相对优势状况。其公式如下： 

 

式中，xij表示j 地区i 产业产值、就业人数或者其他总量指标。一般认为，当LQ＞1 时，说明该产业在该区域具有比较优

势，而当LQ＞1.5时，则可认为该产业在该区域具有产业集聚。 

（二）数据来源 

研究时段选取2001~2013 年， 长江经济带11 省市的相关工业统计数据主要采自官方统计年鉴。其中，2001~2003 年、

2005~2011 年26个工业行业销售产值数据采自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2012 年出版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12 年、2013 

年37 个工业行业销售产值数据采自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2014 年出版的《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04 年工业行业销售产值数

据则采自各省市当年统计年鉴。 

（三）测度结果 

1.长江经济带工业空间集聚程度 

采用空间基尼系数测度长江经济带工业空间集聚水平，结果显示，2001-2013 年间长江经济带工业整体集聚水平较高（空

间基尼系数均位于0.4 以上），且集聚水平相对稳定（见图一，下页）。具体而言，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水平呈现出“先升后

降”的发展规律。空间基尼系数在2001~2004 年间缓慢上升， 随后趋于平缓，自2007 年后逐步下降，工业空间布局逐渐呈现

扩散趋势。 



 

 

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细分行业集聚水平测度的结果显示，2001~2013 年长江经济带矿产资源和原料导向型工业部门占据主导

地位， 除少部分细分行业空间集聚程度有所上升外， 大部分行业呈现逐步扩散的趋势。2001~2011 年，长江经济带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工业行业优势正逐步凸显， 能源导向型的重化工业、劳

动力密集型的工业行业比重不大，长江经济带工业内部结构逐渐优化（见表1）
①
。 

2012~2013 年长江经济带工业空间集聚水平略有优化， 但以矿产资源和工业原料为导向的初等工业集聚模式仍未改变（见

表2）。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等工业行业

的空间集聚程度进一步下降， 长江经济带工业行业的空间布局仍有待优化。 

 



 

 

2.长江经济带工业的区域专业化程度 

采用θi指数测度长江经济带工业专业化程度，结果显示（见图二），整体上看长江经济带11 省市工业专业化发展呈现稳

中有降趋势。以2007 年为拐点，2007 年以前11 省市专业化指数整体较为平稳，下降幅度不大；2007 年以后，下降趋势明显。

除湖北和贵州略有上升、江苏和浙江发展平缓外， 其余7 省市专业化分工水平基本呈下降趋势， 总体工业专业化程度逐渐趋

同，表明长江经济带11 省市工业集聚程度不断降低，11 省市产业部门逐步健全并日趋多样化，经济结构日趋均衡。 

 



 

从空间布局而言，长江经济带11 省市工业专业化指数总体与其工业销售产值呈反比关系（见表3）。其中，贵州、云南和

重庆三省市的工业专业化程度较高，一直处于11 省市中的第一梯队位置，表明这些省市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工业基础薄弱， 行

业发展不均衡；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工业的θi指数相对较低，表明其工业结构相对均衡，工业行业健全；四川、湖南、湖北、

江西四省的θi指数则介于二者之间，其工业发展速度较快， 内部竞争相对激烈。2009 年以来， 长江经济带11 省市专业化程

度聚类分析结果逐渐趋于稳定，θi指数由高到低形成 

了“ 上游—中游—下游” 梯度分布状态。 

 

3.长江经济带工业的比较优势 

采用区位商测度长江经济带工业比较优势，结果显示（见图三），整体上看长江经济带工业比较优势较强。优势工业行业

数量总体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2001~2013 年，长江经济带工业优势行业数量占行业总量的比重总体维持在 40%以上，2008 年

后这一比重更保持在 50%以上。同时，长江经济带优势产业总数高于沿线省市各自的优势产业数量，表明 11 省市产业部门优势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弥补， 从而形成相对全面的优势工业行业， 有利于长江经济带形成健全的产业体系和产业分工协作， 也

表明长江经济带具备产业链纵向延伸的空间基础。 

 

三、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3 年、2008 年和2012 年数据为截面，从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市场环境三个方面选取9 类可能的影响因素， 运

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探究这些因素对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水平的影响效果。 



 

（一）理论假设 

在借鉴现有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提出影响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的因素主要包括资源禀赋、技术水平

和市场环境三大方面。 

1.资源禀赋 

（1）资本水平。资本是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资本的充裕程度不仅影响产业集聚形成和发展水平， 而且还影响

产业集聚规模和发展前景。因此提出： 

假设1： 资本充裕度与区域工业集聚水平正相关。 

（2）劳动力数量。劳动力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劳动力的充裕程度，直接影响企业的集聚意愿，从而影响产业

集聚发展水平。因而提出： 

假设2： 劳动力充裕度与区域工业的集聚水平正相关。 

（3）人力资本。随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知识密集型的高技术制造业比重持续上升， 工业对于高端人才依赖程度也不断

提升。人力资本已成为影响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因此提出： 

假设3： 劳动者素质与区域工业的集聚水平正相关。 

2.技术水平 

（1）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衡量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显著提升区域整体工业发展水平。

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对工业企业的吸引力也较强。因此提出： 

假设4： 较高的区域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促进工业的空间集聚。 

（2）创新能力。创新是推动现代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创新活动将有效推动技术革新，提升生产效率，促进工业快速发展。

相关研究表明，创新与产业集聚存在协整和双向因果关系。因此提出： 

假设5：区域创新活动可以加速工业集聚。3.市场环境 

（1）本地市场。本地市场与区域工业发展水平直接相关。本地市场较大的区域，其内部企业的发展空间也相对较大， 易

于形成规模经济，从而形成空间集聚。因此提出： 

假设6：较大的区域市场会推动工业的空间集聚。 

（2）开放水平。开放的市场环境有利于市场机制的形成与完善，从而促进区域工业集聚发展。一方面，开放的市场环境将

加剧市场竞争，从而推动生产效率提高，增加产品种类，满足差异化的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和开放度的深化，外

资和国外先进技术进入更加容易，从而更易吸引工业企业在该区域集聚。因此提出： 



 

假设7： 区域开放水平可以提升区域内工业的集聚程度。 

（3）基础设施。公共基础设施是区域工业集聚的物质基础。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能有效降低区域内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

促使企业集聚。因而提出： 

假设8： 区域基础设施水平与区域工业集聚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 

（4）政府行为。政府行为对于地方工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政府通过规划、激励政策以及政府购买等行为，优化发展环

境，从而促进区域工业集聚发展。因此提出： 

假设9： 政府行为可以促进区域工业的空间集聚。 

（二）研究方法、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1.研究方法 

这里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分析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其步骤是：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考察经济现象的

空间关联，若经济现象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 则有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的必要； 然后根据空间相关性的大小，选择合适的计

量模型进行空间分析。 

首先采用全局Moran’s I 指数测评长江经济带沿线11 省市的空间自相关水平，确定是否需要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继而通

过最小二乘估计和空间计量统计分析确定2003 年、2008 年和2012 年三个截面年的空间模型，最后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在进行

空间分析时，均选用邻接矩阵作为空间权重矩阵。 

2.变量选择 

选择线性计量模型作为拟合模型， 具体选择如下变量代表相应的影响因素（见表4）。 

 

3.数据来源 

以2003 年、2008 年和2012年三个年份数据为截面，分析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影响因素。所需数据采自中国统计出版社于

2004 年、2009 年和2013 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区域创新能力数据采自科学出版社于2004 年、2009 年和2013 年

出版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 基础设施数据采自万得宏观经济数据库（wind）； 重庆市数据采自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年、

2009 年和2013 年出版的《重庆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1.空间自相关分析 

2003 年、2008 年和 2012 年长江经济带沿江 11 省市空间自相关度分析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沿江 11 省市工业集聚程度

在空间上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且呈现出相似相邻的集聚态势（见表 5）。进一步分析发现，长江经济带 Moran’s I 指数

值呈现出不断递减的趋势，表明长江经济带工业相似相邻的状态得到不断改善。由于长江经济带沿江 11 省市空间自相关性显著， 

需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测定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影响因素。 

 

2.空间计量模型选择 

为进行空间计量模型选择，首先对模型进行最小二乘估计，结果显示运用最小二乘估计的模型拟合效果较好，但 F 统计量

值和变量的显著性均未通过 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见表 6）。为此，需要进行空间计量统计分析，确定模型类型。根据空间计

量统计分析结果分析（见表 7），2003 年、2008 年和 2012 年应分别选用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 

 

 

3.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空间计量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8， 下页），2003 年、2008 年和 2012 年的空间滞后模型拟合效果十分理想，说明模型设



 

定较为合理。大多数影响因素作用方向与假设一致。其中，对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水平具有正向影响的因素从大到小依次为劳

动生产率（TFP）、资本（CAP）、创新能力（INNOV）、本地市场（GDP）、基础设施（TRAN）、政府支持（FIN）、人力资本（HUM），

与假设相一致； 对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水平具有负向影响的因素为经济开放度（OPEN）和劳动力数量（LAB），与假设相反。

依据以上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劳动生产率、资本充裕度和创新能力等是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的重要驱动因素。 

 

四、结论与建议 

综合上述研究，得到如下结论：第一，长江经济带就整体而言已形成一定的空间集聚发展格局。长江经济带工业整体集聚

水平较高，且集聚水平相对稳定， 已呈现出相似相邻的集聚态势，并正处于不断优化改善的态势。第二，长江经济带工业已初

步形成优势互补发展格局。长江经济带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工业

行业集聚优势正在逐步凸显， 能源导向型的重化工业、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行业集聚度不断下降， 长江经济带工业内部结构

不断调整优化。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已形成“上游—中游—下游”的阶梯分布状态。下游省市工业发展相对均衡，工业行业优

势突出；上游省市工业结构相对单一， 比较优势仍然集中在以原料加工为主的工业行业； 中游省市发展较快且竞争激烈。第

三，资源、技术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对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的影响程度较大。劳动生产率、资本充裕度、创新能力是长江经济带

工业集聚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而本地市场容量、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政府支持力度、人力资本等对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发展

也具有正向影响作用。经济开放度、劳动力数量与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水平呈反向关系。 

基于以下结论，提出如下五条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特色工业集聚区建设，促进长江经济带工业合理布局。长江经济带沿线11 省市宜依托现有产业发展基础，充分

发挥各自的产业比较优势，通过产业发展规划、产业发展政策等制度安排，发挥国家级、省级开发区的引领作用，引导优势产

业集聚发展、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和循环发展，形成一批主导产业鲜明、相关配套产业相支撑的特色工业集聚区，促进企业集

中、产业集聚和土地节约， 努力把依托开发区形成的工业集聚区建成创新驱动和绿色集约发展的示范区。发挥特色工业集聚区

的增长极作用， 增强工业集聚区的集聚能力和扩散能力， 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协同发展。 

第二，实施工业创新能力提升工程，提高长江经济带工业竞争力。就企业层面而言，长江经济带沿线11 省市应进一步完善

和实施企业创新激励政策，支持工业企业建设技术中心、工程中心、工程实验室，鼓励工业企业创建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支



 

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科技型企业以创新驱动为动力源不断发展壮大。就产业层面而言，长江经济带沿线11 省市应突

破行政区划的藩篱， 大力支持跨地区的产学研合作联盟、产业共性技术创新联盟、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协同创新平台建设，促进

企业、高校和研究院所联合攻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工业创新能力，提高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发展壮大高技术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就空间层面而言，应建设好武汉东湖、上海张江、安徽合芜蚌、江苏苏南、湖南环长株潭、浙江杭州、四川

成都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由点到面，构筑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体系。 

第三，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促进长江经济带工业结构优化调整。坚持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加大节能减

排工作力度，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淘汰落后产能，推动长江经济带沿线石化、钢铁、有色金属、建材、船舶等产业转型升

级。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加强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的战略互动，鼓励和支持长江经济带沿线工业企业“走出去”，

推动铁路、电力、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产业产品及相关装备出口，通过国际产能和装

备制造合作， 在开放型经济的国际大循环中化解产能过剩。 

第四，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提高长江经济带人力资本质量。一是通过校企联合、人力资源再开发等多种手段，培养技

术水平高、实践能力强、创新意识好的高技术人才队伍。二是加强人才引进通道、人才交流通道等制度建设，在全球、全国范

围内吸聚具有开阔视野、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产业领军人才。三是通过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提升人才吸引力，减少

高端人才流失。 

第五，引导有序转移和分工协作，促进长江经济带工业协同发展。一是着力推动下游地区工业转型升级发展，推动技术密

集型、资本密集型工业集聚发展。二是积极推动中上游地区以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各类开发区为重要载体，完善基础

设施，增强产业配套能力，有序承接下游地区资源加工型、劳动密集型工业转移，促进上中下游地区工业联动发展。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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