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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效应研究 

吴宏伟  殷李松  刘咏梅 

【摘 要】本文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SDM ) ，分析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长

江经济带处于制造业拉动而农业与市场化抑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阶段；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效应的接收

与发射显示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合作广度大（伙伴林立），但合作深度小，内部制造业拉动强劲；接收的正向溢出表

现为下游来自上游、中游来自本区、上游来自下游；发散的正向溢出表现为下游发向上游、中游发向本区、上游发

向中游。因此，建议加强区域省际之间合作，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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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学术界普遍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互动发展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然选择。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的代

表性观点有需求主导论、供给主导论、互动论、融合论。
[1]
互动融合论得到学者的广泛认同，分工深化和价值链视角是两种比较

成熟和常用的分析视角。近年来，学者们尝试从产业共生视角来进行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共生机制、影响因素、演化

规律及行为模式。孔德洋等（2008 )
[2]
认为，制造业亚群落和生产性服务业亚群落之间是相互交融；胡晓鹏等（2009）

[3]
认为，

驱动产业共生关系的内因是产业链的连接，外因是产业链连接所带来的价值增殖，能增加制造业的绩效；徐学军等（2011）
[4]

运用 Logisti 。模型构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生关系模型；陈晓峰（2014)
[5]
指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是一种复杂

的生物群落藕合共生关系。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区位研究方面，刘志彪 (2006) 
[6]
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并不具

有地域上相互依赖； Macpherson (2005)
[7]
认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制造企业增大了异地服务采购，甚至扩大到国际范围；陈

建军等 (2011)
[8]
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无论在产业关联、互动以及空间协同定位等层面都具有密切的关系；陈娜等 (2013）

[9]
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空间分布协同效应，但城市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协同效应存在差异；

孙久文等（2010）
[10]
认为，主要运用投人产出法或计量模型研究全国或发达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共生关系；宣烨（2012)

[11]

和盛丰（2014）
[12]
也从空间角度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及其相互影响。 

综观文献，学者们已注意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不仅限于区内，还应重视区外，地区交互融合相比本地更为重要，

区位因素与地区交互是问题关键。因此，量化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日显重要。各地制造业对本地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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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向外地发射的影响去向如何？接收到的外地制造业的影响与来源如何？各地伙伴、对手及其位置、优劣势与交互路径如

何？这些对区域协作政策的制定、调整与实施意义重大，但学界缺乏量化研究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影响深入至生产性服务业

的系统性、区位性、交互性（如图 1 所示）。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系统性。系统有内外核，内核有活性／抑制节点，外核由所有遗漏因素（如文化、教育等）构成，

并渗透至内核节点起作用。节点决定治理关键（抑制节点）、刺激所在（靠市场或方位性弱的节点）和诱导环节（靠计划或方位

性强的节点）。将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纳入系统性范畴，可以避免先入为主的研究陷阱，客观确定优先秩序，并可以获

得除制造业以外其他活性／抑制节点。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性。主体异质、区位差异、关联特性引发直接效应、接收效应、发射效应三大空间效应。将

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纳人区位范畴，一是规避因忽略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来自外地而导致的紧盯本地造成严

重低／高估本地效应；二是解答“成就在此、功劳在谁”的现实问题，本地生产性服务业成就易于衡量，但本地、外地功劳各

占多少，来源如何？本地对外地又有多大影响，去向如何？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交互性：主体交互存在区内（支持／抑制）路径，区间（竞争／抢夺／共生／吸纳／单边／无关）

路径，路径图为各地联手共生路径、远离竞争路径，实施财富共创指明了方向。将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纳入交互性范

畴，关注交互效应可有效地实现地区协作。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为研究对象，从全方位视角架构生产性服务业系统模型，较为全面地揭示各地制造业对生产性

服务业的本地效应、发射效应及去向、接收效应及来源。虽为截面数据，但估计参数表示的是累积效应，解释力强，并给出路

径图示，操作性较强。 

二、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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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标说明及数据来原 

由于模型的构建过程已经将“庞杂”因素的影响“渗透”至内核节点，并得以显现。因此，只关注内核系统；严格按照模

型后验估计结果确定内核成员；检测指标多，严格按统计年鉴定义指标。 

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采用 《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 对服务业的分类，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J 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六大行业。

制造业所含行业则按照 《 行业分类标准 》 中有关规定进行统计。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的因素选取了制造业总产值，第一

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和地区人口总量，这些数据可以通过统计年鉴直接获得；影响供给的因素选取了地方公共财政支

出中生产性服务业支出所占比重（根据统计年鉴中“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统计表”数据计算可得）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生产

性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所占比重（根据统计年鉴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表”数据计算可得）；影响市场环境的因素包括对

外开放度（进出口总额厂 GDP ）、市场化率（非公有制经济在总产值中的比重）、城市化率和税收比例（地方税收收人厂 GDP ）。

本文数据来源于 《 中国统计年鉴 2014 》 和 2014 年相关省份的统计年鉴，由于部分数据 2014 年统计年鉴没有给出，参照 

2013 年统计年鉴予以计算。 

2 ．模型构建 

生产业性服务业复杂系统分为内、外核系统。（1）内核系统，包括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供给和市场环境。（2) 外核系

统，包括法律规章、文化道德、国防外交、以及财政货币政策、外贸外汇政策等所有“庞杂”因素。（3）复杂性。复杂系统的

内核、外核、以及内外核间的各个节点均存在空间异质、空间自相关、空间外部性、空间交互性等等。模型的构建主要借助于

开放式空间计量建模技术，过程如下： 

第一步：提出概念模型。考虑地区的异质、内核的重要性、地区的交互性、外核的全面性，将生产性服务业 y 解构为：地

区异质 a 、本地效应 xp ，、外部效应 Wxp ：、“庞杂”效应 ze ，亦即： 

 

式 ① 中， x 为内核系统中的规模、结构变量矩阵（具体成员要通过后验概率法确定） ; W 代表标准化的空间权重矩阵

（地区经纬度坐标表示）、 Z 为所有“庞杂”因素。 

第二步：基准模型构建。很明显，大量“庞杂”因素会导致无法估计式 ① ，不过，遵循客观现实，运用科学方法是可以

做到隔离“庞杂”因素、突出内核节点、导出可估计的模型。对“庞杂”因素，从常识可知，各地的规章制度、科技发明等均

存在外部性，亦即： 

 

对式 ③ ，根据实践与常识，内核与外核不可能无关，比如政策会影响工业发展等，假定这种关联为线性关系，用公式表

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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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④ 与式 ⑤ 显示：通过对“庞杂”因素的外部性及其与内核关联的处理，已“渗透”至内核节点，并通过节点显现发

挥作用，此时，假设剩余的 s 是均值为 O 、方差固定的正态冲击常常很接近现实，但也不否认会出现微弱的规律性；相北似

然估计法而言，若采用贝叶斯估计方法，就能较好地解决微弱规律性对参数估计的干扰。那么，针对式 ⑥ 就有： 

 

则式 ⑦ 变为： 

 

显然，式 ⑧ 就是空间杜宾模型 SDM 。由于现在模型中参数带有量纲，无法直接比较变量的影响，实践中通常采用双对数

形式。鉴于此，笔者遵循传统采用双对数基准模型，即： 

 

第三步：准备备选模型。式 ⑨ 中参数的显著性还可演化出回归模型 OLS 、空间滞后模型 SLX 、空间自回归模型 SAR 。 

第四步：模型的空间累积效应 

虽说实证常采用截面数据，但应注意：参数代表的是时间上从空间依赖形成的长期均衡，按传统“偏导法”解释参数含义

并不科学。
[13]

这是因为对式 ⑨ 整理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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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⑩ 中 r 代表自变量的个数， ( In + pw + p , WZ + ．二）为长期均衡。 S , ( W ）中有四大效应：一是接收效应：

横行为各地接收到的来自于自身（过去惯性）和其他地区的溢出的影响；二是发射效应：纵列为各地的 x 发射作用于自身或其

他他区的影响；三是本地效应：主对角线元素为各地区自身的接收效应与发射效应；四是交互效应：主对角线对称位置的元素

对代表了两地间的复杂的空间双边效应。 

三、实证结果 

实证研究分两步：一是确定生产性服务业类型；二是计算工业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效应。  

1 ．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类型 

采用贝叶斯概率法获得空间权重矩阵合适阶数为 3 ，随后确定生产性服务业类型为复杂型格局类型：工业拉动一农业与市

场化抑制（见表 1）。 

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类型显示：  

(1）农业发展没有带来生产性服务业的成长。农业发展主要以小农为主，遍地开花、无处不在的竞争交互溢出，结果抑制

生产性服务业功能释放，即仍整体停留在传统农业模式水平。依赖于农业化工与良种技术支撑的中国农业，在没有形成统一的

农业大市场下，需求方位的正向诱导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效应，抵补不了为支撑农业化工与良种技术所耗资金引起的对生产性服

务业的抑制效应。 

 

注：表 1 显示，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类型为复杂型格局类型：工业拉动一农业与市场化抑制， LMSDM 为最优拟合模

型。原因有 3 点： ① OLS , SLX 不考虑各地生产性服务业（因变量）的空间依赖，违背常理； ② SAR 不考虑各节点（自变

量）的空间依赖，也与现实不符； ③ LMSDM 考虑了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空间依赖，调整后的拟合优度达 0 . 9723 ，变量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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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发育不利于生产性服务业成长。因为自由贸易区建设近年来才刚刚起步，在没有形成“互联网＋”为内核的统一

大市场前，遍地开花、无处不在的过度市场化与惰性市场化并存。前者为政府或行业监管缺位或不力的行业和领域，后者为政

府过多界入可以市场化的行业或领域、监管同样表现为缺位或不力的行业或领域。这两种完全相反的非良性市场化殊途同归，

成为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抑制节点，而非活性节点。 

(3）工业化是生产性服务的拉手。 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跨国公司将产业链上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污染密集型

环节业务，大规模在全球通过离岸业务形式外包，由此引发长江经济带与国际社会在制造业领域接轨；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

全力配合跨国企业、本国企业为源源不断的制造业产品生产、外输提供配套服务，告别了传统的“马车式运送”服务体系，形

成了全区范围内的人才组织、资源聚集、产品生产、产品外运、资金收汇兑付等一条龙式生产性服务业服务网络。因而工业成

为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的强悍拉力。  

2 ．长江经济带工业化对生产性服务的空间效应 

按式 11用 Madab2014 运行相关程序可得工业化节点的接收／发射／交互效应（见表 2 ）。 

 

表 2 显示，长江经济带：各地工业化拉动强劲；上、中、下游总体运行良好（三大阴影块）；下、中、下间基本连成大量

共生区，当然也存在空间带与竞争区，下述详细分析。 

四、长江经济带工业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效应分析  

1 ．长江经济带接收的工业化所在地的发出效应  

(l）接收状况。按表 2 计算各地接收的工业化溢出的分区效应（见表 3 、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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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收结论。表 3 及表 4 显示： ① 各地内部工业化拉动强劲，均值为 1 . 42 ，平均占效应合计为 74 % ，幅度为 68 % 

- 79 % ，相对地，下、中、上游不断提升，相对应为 72 ％、 73 ％、 77 % ，绝对效应为 1 . 42 、 1 . 43 、 1 . 43 ； 

② 各地接收的外部溢出通常为本地的 1 乃，主要为正向效应，幅度为 19 ％一 24 % ，负向效应微弱，幅度为一 2 ％一 9 % , ； 

③ 就区位来源，各地接收的正向溢出方面：下游来自上游（ 50 % ）、中游来自上游 ( 40 % ）、上游来自下游（ 52 % ) ；负

向溢出方面：下游来自上游（ 34 % ）、中游来自上游（ 53 % ）、上游来自下游（ 56 % ）。 

2 ．长江经济带工业化发射的分区效应 

(1）发射状况。为定位潜在伙伴（发射正向效应，获得表 2 计算各省（市）工业化发射的分区效应（见表 5、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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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射结论。表 5 及表 6 表明，长江经济带工业化合作广度大（伙伴林立），但合作深度小（外部效应小于本地效应，

合作不深入）。① 工业化内部合作紧密（本地效应），效应平均为 1.42 ，幅度为 65 一 100 % ；② 工业化外部伙伴多，但幅

度从 0 - 31 ％差异巨大；③ 发射去向方面：就正向而言，下游发向本地、中、上游依次为 31 %，15％ , 54 % ；中游发向

本区、上、下游为 57 % , 28 % ，15％；上游发向本区、中、下游为 20 % , 41 % , 39 % ; 就负向而言，下游发向本地、中、

上游依次为 25 % , 49 % , 26 % ; 中游发向本区、上、下游为 58 % , 2 % , 40 % ；上游发向本区、中、下游为 33 % , 26 % , 

40 ％。 3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间工业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交互效应 ( l ）交互效应路径图。做法是： ① 对表 2 数据

抽去对角线元素，按正负号分类并计算类别均值，再减去 2 倍标准差作为临界阀值，将小于阀值的元素赋值为 0 ； ② 根据

交互效应内涵、机理标示交互效应； ③ 对表 2 纵列、横行按长江下、中、上游汇总，得到地区交互效应； ④ 按对角线元素

判断内部状况。交互效应路径（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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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带“一单”字符，表明是双向中的单边效应，横轴所对的省份 “Y” ，字符）接收到了负效应。“一单”之后标有“X”

字符），或纵轴所对省份（“一单”之后标有“Y”，字符）接收到了负效应。 

( 2）交互效应路径图结论。总体为共生与支持，不过共生、竞争、抢夺、单边、空白路径纵横交错。 ① 省内与区内均为

支持； ② 省际共生 17 对、竞争 9 对，抢夺 10 对，单边 18 对，空白 1 对，区际共生 3 对； ③ 上、中、下游间整体形

成了共生区。 

五、政策启示  

1 ．生产性服务业类型政策启示：(l）保持工业拉动的良好态势，继续加强合作深度与广度；(2）推进小农模式向现代农

业模式转型，规避农业遍地开花、无处不在的竞争交互负向溢出；通过“互联网＋”构建长江经济带网上农产品统一自由贸易

网，并为之提供相应的实体物流服务平台；(3) 治理碎片化的过度市场化与惰性市场化，通过“互联网＋ " 构建长江经济带金

融、物流、财政、信息自由交流平台，并为之提供相应的统一自由贸易区，合作开发科研区、创新区、金融合作区。  

2 ．接收、发射政策启示：合作深度主要限于本地合作，省际间合作深度欠缺。对此，长江经济带应在工业化进程中建立

协同合作交流平台，将合作向纵深方向推进，以此拉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升级。  

3 ．交互效应路径图启示：长江经济带应“联手工业化”, 共生推进“工业深度合作”将有助于生产性服务业的更快发展。

参照图 3 , “联手工业化深度合作”，激活残留的空白路径、善待共生路径、远离竞争路径，加大单边路径的合作广度与深度，

共同激发正外部性，遏制负外部性，协同发展才有强大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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