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1 

陈雁云 邓华强 

【摘 要】: 本文运用区位商指标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制造业30个行业的集聚度进行测算。结果显示，长江经

济各省市已形成了各自的优势产业，沿海地区形成了以资本密集型和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集聚，中西部

地区形成了以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集聚。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面板数据模型对各省市制造业产

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各产业集聚均对区域经济增长有一定作用，但作用效果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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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是我国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和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长江

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覆盖11个省市，面积占全国的21%，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具有独特的发展优势

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研究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制造业产业的集聚度，并探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相关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的研究。孙智君和戚大苗采用综合赋权法， 测度2003—2012年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总体及

分区域的新型工业化水平。结果表明，上海、江苏、浙江和重庆处于新型工业化高级阶段， 其他省市均处于新型工业化中级阶

段［1］。吴传清和龚晨采用空间基尼系数指数测度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水平， 继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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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水平较高， 且各地区基本形成产业优势互补发展格局［2］。彭智敏和

冷成英运用区位商和产业集聚指数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制造业进行了测度。研究发现，下游地区加工贸易类行业呈高集聚状态， 

而中上游地区资源禀赋类行业优势明显， 各区域均培育出一些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传统优势类行业［3］。 

二是关于制造业产业分工布局的研究。罗蓉根据长江经济带产业门类齐全和地区间产业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认为长江经济

带具有从整体上协调发展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提出了长江经济带产业协调发展的思路［4］。陈晓勇等采用区位商和SWOT分析

方法对长江中游四省的资源禀赋、产业发展现状以及政策机遇等要素进行评价, 从采矿业和制造业的细分行业角度对四省在长

江中游经济带中的分工与合作战略进行了分析［5］。石清华基于2013年的数据，运用产业专业化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各地制造业

产业的同质化现象。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产业同质化严重，产业布局优化十分必要
［6］

。 

三是关于制造业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关系的研究。翟星采用区位商和行业集中度等产业集聚的指标体系对上海制造业整体

的集聚程度分析，通过Spearman相关系数和产业集聚弹性指标得出， 上海制造业集聚程度同上海制造业发展以及上海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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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呈正相关性的结论
［7］

。雷鹏通过赫芬达尔指数对中国制造业分行业进行空间集聚测算，进而通过回归分析证实了电子及通信

设备制造业集聚与工业总产值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
［8］

。董立翠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对辽宁省装备制造业集聚水平进行了测度，

表明辽宁省装备制造业中的资本集聚与劳动力集聚都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9］

。 

综合来看， 尽管关于由于长江经济带的研究成果很多， 但大部分研究是关注区域经济差异、区域空间结构、区域协调与

合作等方面。关于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的研究还不多， 系统性探索制造业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还比较欠缺。

故本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制造业细分行业的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 

二、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测度及分析 

国内外关于产业集聚水平测度的方法大致有：区位商、E-G指数、赫芬达尔指数、空间基尼系数、行业集中度和Hoover指数

等。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制造业为研究对象, 由于统计口径的原因，本文选择了制造业领域的30个行业作为统计样本， 选

取区位商指数作为产业集聚指标。相关数据来自于2005—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及《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区位商指数是运用比较优势理论， 反映某个产业在某一地区专业化程度， 是分析产业集聚水平的重要指标。用公式表示

为: 

 

式中：θij 表示 j 地区行业 i 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θij 表示 j 地区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θij 则表示行

业 i全国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θij是全国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本文测度了2004、2009和2013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制造业分行业的区位商， 由测度结果可知，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基本形

成了各自的优势产业，各个优势产业具有较高水平，且其发展趋势在不断变化中。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具体见

表1。 

上海的产业集聚大都属于技术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江苏大都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

浙江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安徽大多属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江西在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方面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 在纺织服装和印刷业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方面同样也具有优势。湖北集聚主要

集中在以农副食品加工业等资源密集型产业， 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高新制造业也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湖南集聚主要以烟

草制品业和木材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和印刷制品业等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在技术密集型的专用设备制造业也具有

明显优势。贵州主要集聚在以烟草制品业等的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重庆主要集聚在以计算机通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技

术密集型产业。四川主要集聚在以酒、饮料和精制茶，医药制造业，食品制造业等自然资源依赖型产业。云南主要集中在以烟

草制品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加工等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 

通过测算区位商指标可以发现：各省市已经根据自身相对优势培育出了优势产业并形成了产业集聚。从整体上看，一是沿

海发达地区形成了以计算机通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集聚，而中西部地区在农副产品加工业和有色

金属等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具有相对优势； 二是产业分工上，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根据相对优势自发形成了优势

产业，整体上看各省市产业呈现一定程度的错位发展，但产业协调性仍有待增强。 



 

 

三、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 

根据2013年各省市制造业分行业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数据可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

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的总产值占各地区工业总产值比重较大，因此选择这三个行业分别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分析。 

（一）模型选择 

根据实证要求和本文的研究目的， 我们构造了回归模型如下。 

GDPit=α+β1Yit+β2Investit+εit 

其中： 模型中GDP是i省市人均GDP与全国人均GDP的比值，代表区域经济增长水平，Yit是i省市t年某一产业区位商， 代表

该产业集聚水平，Investit表示i省市t年的固定资产投资， 在模型中作为控制变量， 其值等于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值

除以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与全国GDP比值。 

（二）数据准备 

本文采用的相关数据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根据数据可得性原则和实证要求，数据样本时间段为

2004—2013年，每年均有11个省市数据， 总共有110个数据样本。根据上文定义对数据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到结果表2

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2004—2013年，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三个产业的区位商、人均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差距较大。各地产业结构

和经济增长水平都存在较大差异。 

 

（三）模型结果 

由于长江经济带空间跨度较大， 分析的数据样本是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4—2013年的面板数据，该样本数据的差异较大，

采用统一的截面系数模型分析容易产生异方差， 而运用变截面系数固定效应模型既可以提高模型质量，又可以更好地分析各行

业对不同省市经济的作用效果。所以本文采用变截面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利用Eviews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三个分行业的面板模型结果见表3。其中，Y1表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的区位商，Y2表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区位

商，Y3表示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的区位商。从模型结果看，模型拟合度很好，通过F检验等统计检验。 

从总体上看， 制造业各行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较大的差异： 

固定资产投资对区域经济的作用明显。三个模型中固定资产投资系数分别为1.122、0.799和1.536，这三个模型均证实了固

定资产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呈正向作用。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产业集聚对各省市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差异较大， 东部地区上海和江苏的系数分别为-4.289、

1.61。表明该产业集聚与江苏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关系， 而与上海经济增长呈负向关系； 中部的江西和湖北系数分别为0.014和

0.74， 说明该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呈正向关系； 西部的重庆和四川系数分别为-1.42和-0.54，两者呈负向关系。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产业集聚对各省市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不同， 其中东部的上海和江苏的系数分别为-1.43和0.85；

中部的湖北、江西和西部的重庆、四川系数均为负数，这是因为这些地方尽管GDP指标呈上升趋势， 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区

位商呈下降趋势， 所以系数为负也是合理的。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产业集聚对各省市经济增长较多呈现正向作用。其中东部上海和江苏系数分别为-0.12和0.90， 与

前两个产业的相关结果相同； 中部江西和湖北的系数分别为0.16和1.46，表明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

呈正向关系； 而西部重庆和四川的系数分别为1.75和-1.65， 说明两个相邻地区也呈现一定的差异。 

四、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区位商指标从产业层面分析长江经济各省市制造业各行业集聚度， 通过面板模型分析得知制造业各行业的集聚对

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较大差异。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 尽快建立长江经济带内部协调联动机制。从产业布局角度看，目前长江经济11个省市之间存在分工不合理的问题。

要打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各自为政的局面， 建立内部协调联动机制。 

第二， 实施创新战略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要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大

力推进供给侧改革， 利用产业政策和税收政策等调控手段优化资源配置， 调整产业结构， 及时升级落后产业，逐步推动产业

结构迈向中高端。 

第三，培育优势或特色产业集群。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要根据自身优势或特色，引导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集聚， 形

成有巨大影响力和广泛带动力的产业集群。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除了继续发展以计算机通信等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 更应考虑

将一些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腾出要素资源转向金融服务业、航运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中西部

地区要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有选择的承接东部地区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移， 比如江西和湖北大力承

接发展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产业，贵州和四川加大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等产业的集聚力度， 通

过产业集聚提升地区经济增长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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