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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工业经济时空差异演变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俞思静 徐维祥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 

摘要：利用 2002—2012 年相关数据，运用泰尔 T指数与β趋同检验对浙江省工业经济就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作

差异与趋同研究，并定量分析工业经济时空差异演变的成因。研究发现：浙江省工业经济行业总差异在不断扩大，

行业内差异有“强势行业差异越来越大，弱势行业差异越来越小”的变化特征；区域总差异不断缩小，且有“区域

内差异小的地区趋同快，区域内差异大的地区趋同慢”的特征。工业劳动力投入、工业效益变化是影响行业差异变

化的主要原因，而引起区域差异趋同的驱动因素有工业劳动力投入、产业结构变化、工业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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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浙江经济经历了持续高速的发展，在快速发展中工业经济起了主要作用，各地区经济发展趋势与格局在很大程度

上由工业经济结构所决定。由于资源禀赋、历史基础、市场导向等多方面原因，各工业行业发展存在不均衡性。同时，由于地

理位置、人才技术以及政策环境等的条件差异，工业经济规模、增长速度在空间上也存在着不平衡
[1]
。分析工业经济各行业、各

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阐明其时空分异规律，不仅能为浙江各工业行业如何均衡发展给予指导，也能为浙江各地区制定相关区

域发展政策提供依据。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20世纪 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颇为关注对区域经济差异与收敛方

面的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有β收敛、σ收敛、俱乐部收敛等
[2-4]

；研究方法包括新古典增长模型、计量经济学方法和空间计量经

济方法等。而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将一些传统测度方法直接应用到区域经济空间差异问题的研究中去，使其成为了主流研究方

法。贺灿飞等采用多层次分解的泰尔系数测量中国区域经济差异
[5]
，而曹建军等运用多阶段泰尔指数嵌套分解方法研究江苏省的

区域经济差异问题
[6]
。陈培阳等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等指标计算分析区域差异的时空演化

[8]
。蔡安宁等运用基尼系数分解的

方法测度江苏省县域经济的差异
[8]
。同时伴随着空间数据模型的应用及 GIS技术的不断发展，更多的学者将这两者结合运用到区

域经济差异的分析中来
[9-11]

。此外，也有学者开始使用空间马尔科夫链
[12-13]

的方法来探测区域经济的动态变化。本文单纯以工业

经济为重点、以浙江省为样本，研究工业经济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时空差异演变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单元与数据来源 

从分行业角度，本研究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2002)中工业这一门类，分为三个大类：采矿业、制造业及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下简称水电供产业)。由于个别中类行业数值很小，故将部分中类行业合并成一类，文中实

际上统计了 33 个工业中类行业数据，其中采矿业含 4 类，制造业含 26 类，水电供产业含 3 类。从分区域角度，本研究以浙江

省 69个县市为研究单位，将它们依据地理相邻以及经济发展状况分成 3个区域，区域 I(浙北地区)：杭州市、嘉兴市、湖州市；

区域Ⅱ(浙中西部地区)：绍兴市、金华市、丽水市、衢州市；区域Ⅲ(浙东沿海地区)：舟山市、宁波市、台州市、温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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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浙江省部分县市的行政区划在 2001 年有所变动，对于变动县市的数据难以归类处理，因此选择 2002—2012 年为研究

年段。文中所选取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 2002—2012年《浙江统计年鉴》及主要年份各县市《统计年鉴》。 

1.2  研究方法 

泰尔 T 指数具有分解成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的优点，常用于衡量区域经济差异，本研究创新性地将该指数同时运用于衡量

行业经济差异方面。综合测度浙江工业经济差异在行业之间、行业内部以及区域之间、区域内部的特征及变化。 

 

T、Tb、Tw分别表示工业经济行业总差异(区域总差异)、行业之间的差异(区域之间的差异)、行业内的差异(区域内的差异)；

Y、P分别表示全省工业总产值和从业人口，Yi、Pi分别表示行业 i的工业总产值和从业人口(区域 i的工业总产值和从业人口)，

Yij、Pij分别表示 i行业 j中类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和从业人口(i区域 j县市的工业总产值和从业人口)。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拥护者把趋同进一步细化为δ趋同、绝对β趋同和条件β趋同
[14]
。这里采用绝对β趋同。常用 Sala-I 

Martin经典趋同回归模型求得： 

 

β为趋同速度，λi，t，t+T是指行业 i(区域 i)从时间 t 到 t+T 这 T 时段的年均工业经济增长率，yi，t和 yi，t+T分别是行业 i(区

域 i)在 t 和 t+T 这个时间点的人均工业总产值，εi，t，t+T为随机残差项，T 为间隔年份数。若回归结果得到 b＜0(即β＞0)，

则表明在 T时段内，存在绝对β趋同。 

2  工业经济时空差异分析 

2.1  分行业差异演变特征 

2012年浙江省工业经济在三大行业内分布很不均衡，采矿业总值仅占全省工业经济的 0.3%，水电供产业占 7.3%，而制造业

占比达到 92.4%。从泰尔 T 指数的结果(由于篇幅有限，具体数值略)中可见，浙江省工业行业总体差异在 2002—2012 年期间呈

波动上升趋势，且上升的速度加快。其中，行业间差异贡献率较小，行业内差异是造成行业总差异的主要原因。在行业内差异

中，制造业内部差异明显高于采矿业和水电供产业。从中可以得到：“强势行业制造业、水电供产业行业内差异越来越大，弱

势行业采矿业的行业内差异越来越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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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分地区差异演变特征 

2012年浙江省工业经济规模在三个区域内分布不均衡，区域Ⅲ工业总产值占全省 46%，区域 I 占 35%，而区域Ⅱ仅占 19%。

通过泰尔指数按区域分解(由于篇幅有限，具体数值略)可知：工业经济区域总差异在 2002—2012年期间呈总体下降趋势，区域

间差异占比小，区域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区域Ⅲ内部差异没有减小之势。区域Ⅱ与区域 I 都有“持续下降”的

特征走势，且区域 I的下降幅度比区域Ⅱ大。 

3  工业经济趋同特征分析 

3.1  以工业行业为单位的工业经济增长趋势分析 

以工业行业为单位的工业经济增长，通过β趋同检验，得到表 1的结果。全行业在 2002—2012年期间没有发生趋同现象(系

数 b 不显著)。为了了解不同时段有无发生趋同，选取了 2002—2007 年，2007—2012 年这两个时间段做趋同检验，结果显示都

没有发生趋同。这一结果与上文中泰尔指数按工业行业分解后得出的结论，即：“浙江省工业行业总体差异在 2002—2012年期

间呈波动上升趋势”是一致的。 

3.2  以县市为单位的工业经济增长趋势分析 

以县市为单位的β趋同检验中，得到 2002—2012 年期间全省人均工业增长率与人均工业总产值呈负相关关系(见表 1)，即

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趋同。为了观察区域内的工业经济趋同情况，分别测定了 2002—2012 年段内区域 I、区域Ⅱ、区域Ⅲ的趋

同速度。区域Ⅲ中系数 b 不显著，即没有发生趋同现象，这与前述“区域Ⅲ内部差异没有减小”相符合。区域 I 与区域Ⅱ都发

生了趋同，从结果看，区域 I 趋同快，区域Ⅱ趋同慢，这与上文中区域 I 比区域Ⅱ泰尔指数下降幅度大的结论是一致的。由此

得到“区域内差异大的区域趋同速度快，而区域内差异大的区域趋同速度慢”的结论。 

 

4  工业经济差异变化与增长趋同成因分析 

4.1  行业差异变化成因分析 

为了综合评估浙江省工业各行业差异演变成因，本文以 33 个工业中类行业为单元，以 2002—2012 年各行业工业总产值平

均增长率(Y)为因变量，相应的选取行业从业人口、规模以上工业利税总额、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行业经济占比 4个指标的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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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分别代表工业劳动力投入变化(X1)、工业效益变化(X2)、行业发展战略(X3)、行业结构变化(X4)进行逐步回归分析(见表

2)，得出劳动力投入变化、工业效益变化是浙江省工业各行业差异变化的主要原因 

 

4.2  区域差异变化成因分析 

为了综合评估浙江省工业经济区域差异演变过程中的成因，本文以浙江省 69 个县市为基本单元，以 2002—2012 年工业经

济平均增长率(Y)为因变量，选取工业从业人数、实际使用外资、工业经济产值占比、规模以上工业利税总额、科学研究和科技

服务人员、公路货运量、工业固定资产
[1]
合计 7个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代表工业劳动力投入变化(X1)、对外开放程度变化(X2)、

产业结构变化(X3)、工业效益变化(X4)、人才技术投入变化(X5)、交通运量变化(X6)、工业发展战略(X7)。通过线性回归模型(OLS)、

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AC)做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表 3。 

空间统计中得到 Moran's I(error)是显著的，验证了浙江省工业经济具有空间自相关性，因此采用空间回归模型更为合理。

根据 Anselin
[14]
提出的判别准则可以判定空间误差模型(SAC)是更适合的模型(由于篇幅有限，具体数值略)，基于此模型的回归

结果，可以得出近年来浙江工业经济时空演变主要受工业劳动力投入变化、产业结构变化、工业发展战略的显著影响。 

 

(1)工业劳动力投入变化。劳动力是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因此工业劳动力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工业经济的发展。从各

县域的工业劳动力投入对比图中(图 1)，可以看出增长较快的主要集中在区域Ⅱ中工业落后地区；而发展较快的区域 I、区域Ⅲ

则增长慢。总的来说工业从业人数增长趋势与工业经济规模有相反的态势。一方面很多工业企业纷纷转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经

济欠发达地区，使得欠发达地区工业劳动力投入加大，由此带动了这些地区的工业经济。另一方面，发达地区的工业逐步由劳

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对中高端技术人员的需求加大，对数量庞大的低端劳动力需求减小，而欠发达地区的工业经济呈

跨越式发展，需要低端劳动力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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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业结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可以说是地区工业经济发展变化的内在推力。在经济发达地区，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

的比重越来越高，随之工业经济比重下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为了发展经济，工业经济进程加快，因此工业经济占了很大的

比重。本研究选取了 2012年对 2002年的工业增加值占总 GDP比重的增长率进行画图对比，结果显示(见图 2)增长率的高低与工

业经济规模分布也呈相反态势。这也是浙江工业经济发生趋同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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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业发展战略。浙江省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一直致力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尤其是在缩小地区间工业经济差异上，对

工业欠发达地区一直是实行鼓励政策。这些政策环境为缩小区域差异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通过对各个县域的工业固定资产总

额从 2002年到 2012年增长率的考察(见图 3)，可见增长较快的主要是区域Ⅱ中工业落后地区；而工业经济发展较快大部分县市

工业固定资产增长缓慢，总的来说工业固定资产增长趋势与工业经济规模有相反的态势，这对浙江工业经济总体差异减小有很

好的说明。 

 

5  结论与对策建议 

(1)工业各行业没有发生趋同现象，行业总差异扩大，其中行业内差异是总差异的主要来源。制造业内部差异显著高于采矿

业和水电供产业的内部差异，且呈现出“强势行业制造业内部差异越来越大，弱势行业采矿业与水电供产业内部差异越来越小”

的特征。可见浙江制造业的发展很不均衡，应引起重视。 

(2)工业经济区域总体差异收敛，但收敛速度放缓。其中区域内差异是总差异的主要来源，三个区域中浙东沿海地区(区域

Ⅲ)内部差异最大，且没有逐年缩小趋势；浙北地区(区域 I)与浙中西部地区(区域Ⅱ)的内部差异均缩小，但浙北地区的速度更

快。β趋同检验结果与泰尔指数变化一致，呈现出“区域内差异小的区域趋同速度快，区域内差异大的区域趋同速度慢”的特

征。可见浙江省工业经济呈现的空间分异现象会在长时间内存在，缩小浙东沿海地区的内部差异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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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致工业经济行业差异变化的因素主要是工业劳动力投入变化和工业效益变化，行业间趋同快慢现象与行业内劳动力、

盈利模式的频繁交流有关。而引致区域差异变化与增长趋同的因素主要集中于工业劳动力投入变化、产业结构变化、工业发展

战略等条件的变化上，可见区域间趋同快慢现象主要取决于区域内劳动力、产业结构与政府决策。 

结合以上结论，为尽快建立浙江省乃至中国较为均衡的工业经济发展秩序，打破不平衡的行业差异及空间差异，提出以下

三点政策建议： 

(1)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由于经济落后地区的产业链较短，产品深加工滞后，故应将落后产业向高附加值和高技术水

平的产业链升级，并大力发展关联产业，普遍延长产业链，实现工业纵向一体化发展；而经济发达地区虽然工业各部门发展齐

全，但没有利用产业链来合理安排上下游产业，企业之间集而不聚，因此这些地区可以加强关联产业发展，充分利用产业链来

调整产业布局。 

(2)明确不同地区工业经济发展差异的状况，针对不同的“域情”，在不违背共性制度的情况下下实施差异化的政策，即实

现政策创新。不同区域在不同的大环境下工业经济的发展潜力各不相同，因此要实施不同的优惠、扶持政策，在因地制宜的原

则下培育工业落后地区优势产业，例如推行“一县一品”、“一县多品”的区域特色经济战略，推进地区的产业集聚，加速工

业经济发展。 

(3)推动城市化发展，培育新的增长极，实现多极发展模式。城市是工业经济发展的载体，因此工业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很

大程度上反映了城镇化发展的差异，而培育新的中心城市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是均衡发展工业经济的重要手段。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73243)，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技术创新与企业国际化研究中心”资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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