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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在 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当中
,

经 济活动的空间结构通常会发生变化
。

与此同

时
,

地 区的经济结构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 “

克鲁格曼假说
”

认为经济一体化将导致地 区专业

化水平提高和经济活动更加集 中
,

但有研究认为专业化和地理集中并不 始终 同时出现
。

本

文采用偏移份额模型将中国地 区制造业增长分解为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
,

通过两 种非参

数方法对产业活动的空 间效应进行分解
,

试图阐述在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制造业 区位

变迁 的内在规律
,

进而检验
“

克鲁格曼假说
”

在中国的适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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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文献 回顾 : “克鲁格曼假说
”

的提出

近年来
,

经济一体化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问题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兴趣
,

各种贸易

理论
、

经济地理理论和增长理论模型纷纷被用来解释经济活动 的空间结构问题
。

欧洲经济一体化对

该地 区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效应成为分析该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
,

K r t l

gm an ( 19 9 1 )在此基础上提出

一个假说
: 地区专业化水平提高的同时

,

经济活动也将在地理上变得更加集 中
。

这个著名的假说成

为分析空间经济结构的出发点
。

从理论研究的发展来看
,

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非常接近
,

构成 了一个硬币的两面
,

但是
,

长期以

来
,

它们被看做经济学的两个分支
。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
,

经济学家才开始研究贸易理论的空间维

度
。

尤其是 K r u g m an ( 19 9 1 )的研究将国际经济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结合在一起
,

并形成了一个包含

贸易理论
、

经济地理理论和城市经济理论 的产业区位理论框架
。

从目前研究的发展来看
,

经济一体

化对地区专业化和产业活动区位的影响可以归结为三类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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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和国家 (或地区 )之间的要素察赋差异形成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来解释专业化的模式 ;新贸易

理论则强调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产品市场上形成递增收益
,

并用国家 (或地区 )商品市场的易接

近程度来解释专业化模式和产业活动的 区位 ( K r u g m a n ,

1 9 8 1 ; H e l p m a n a n d K ru g m a n ,

19 85 ) ; 而新

经济地理模型则认为
,

大市场的优势是内生 的
,

专业化模式是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结果 (K ru g m an
,

一9 9 1 ; K ru g m a n a n d v e n a b l e s ,

1 9 9 5 ; V e n a b l e S ,

19 9 6 )
。

在对产业空间结构 的不 同解释中
,

这三种理论

方法都将专业化水平的提高看做贸易 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的结果
。

不同的是
,

传统的贸易理论是基

于生产率和地区察赋差异来解释地区专业化 ; 而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模型强调生产的收益递

增
、

集聚经济和累积过程作为对经济活动在某一国家或地 区集中的解释
。

相对于理论研究的进展而 言
,

经验解 释非常有 限
。

现有的研究多 数集中于欧洲
: B ru lha rt

( 19 9 6 )
、

B ru lh a rt a n d To r s t e n s s o n ( 19 9 6 )对欧盟 1 1 国专业化模式演化的研究结果
,

支持在 区域一体

化和空间集聚之间的 U 型关系曲线
。

A m iti (19 99 )发现
,

比利时
、

丹麦
、

德国
、

希腊和新西兰等国的专

业化水平在 19 68 一 19 90 年间有明显的提高 ; 而法国
、

西班牙和英 国等国的专业化水平在 19 80 一

19 9 0 年间则出现明显的下降
。

另外
,

有一些研究认为
,

19 80 一19 90 年间欧洲专业化水平有所提高

(G r e e nw a y a n d H in e ,

1 9 9 1 ; M id e
lfa rt 一K n a rv ik e t al

. ,

2 00 0 )
。

然而
,

根据贸易数据的经验分析
,

欧盟

成员国具有一个多样化而非专业化的制造业 出口模式 ( s a p ir ,

19 9 6 )
。

A m i t i ( 19 9 9 )发现
,

有 17 个产

业地理集中程度提高
,

有 6 个产业地理集中程度下降
。

B ru l h a rt a n d T o r s t e n s s o n ( 19 9 6 )发现
,

19 80一

19 90 年欧盟产业规模经济和产业集 中与中心地区之间存在正 向关联
。

B ru lha rt( 19 98 )发现那些高度

集 中于欧洲 中心国家 的产业明显受到规模经济 的影响
。

Mi d el fa rt 一K na rv ik e t al
.

(2 00 0) 则发现
,

197 0一 19 97 年
,

欧盟产业 区位经历了明显的变化
,

增长缓慢和非熟练劳动密集 型产业变得更加集

中于外围低工资国家
,

而在同一时期
,

一些中高技术产业则变得更加扩散
。

欧盟国家间水平的经验证据倾向于认为欧盟处于一个更加集 中和专业化 的阶段
,

因而证明了

克鲁格曼假设 (Ai gi ng er an d Le it ne r ,

20 02 )
。

一些研究描述了欧盟 内部专业化与地理集中
,

但是
,

由

于数据的可得性和质量等问题
,

很多研究者采用 了国家层面的数据 (M ide lfa h rt 一Kna rv ik et al
. ,

2 00 0 ;A m iti
,

199 9 )
,

而对欧盟范 围内区域层面的研究非常少
。

现有关于欧盟的文献研究都支持一个

同样的结论
:
就是欧盟国家从 19 70 年后就变得更加专业化

。

然而
,

这些地区专业化和产业地理集中

现象都具有两面性
,

一方面是专业化水平和地理集中程度的提高
,

另一方面则 出现非专业化和产业

分散现象
。

如 Ai gi ng er a nd Le it ne r (2 0 02 )指出欧盟的区域经济活动处于一个非集 中的过程
。

因此
,

e o

rnb
e s a n d o v e

rm an (2 00 4 )和 K五e g e r 一B o d e n ( 2 0 0 0 )认为区域层面的研究必须谨慎
。

目前
,

国内的研究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
: 一是对地区专业化的研究

。

蔡防等 (2 0 02 )检验 了中

国经济整体
、

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地区专业化分工的趋势 ;樊福卓 (2 0 07 )发现
,

中国工业的地区专

业化水平 自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有 了较大程度的提高
。

二是对地理集 中的研究
。

高飞 (2 0 02 )

探讨了产业地理聚集的原因
,

并指出自然优势聚集力
、

外溢聚集力和人文凝聚力是产业地理集中的

基本动力 ;王业强
、

魏后凯 (20 07 )分析 了制造业地理集中的影响因素
。

三是将这两个方面综合考虑
。

范剑勇 (2 0 04 )认为中国仍处于
“

产业高集聚
、

地 区低专业化
”

的状况 ;洗 国明
、

文东伟 (2 00 6) 研究发

现
,

19 8 5 年以来
,

中国产业地方化和地 区专业化程度都在加深 ; 陈良文
、

杨开忠 ( 20 0 6) 认为
,

1993 一

20 03 年间我 国各省份 的专业化水平呈显著上升趋势
,

制造业大部分行业集 中程度提高
,

整个制造

业集聚程度上升
。

在研究方法上
,

现有的研究都沿袭 K ru g m an (1 9 9 1 )的研究路径
。

但是
,

上述对地区

专业化和产业地理集中的各种研究都没有明确识别 出二者的差异
,

也没有将这二种影响明确加以

区分
。

本文试图从地理集中与地区专业化在统计方法上 的差异人手
,

分别赋予其不同的经济含义
,

并运用 中国工业经济数据来分析大国经济一体化对产业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不 同影响
,

从而解释制

造业区位变迁
。



二
、

分析方法与模型

某一个部门的地区专业化和某一产业集 中于某一个地 区是两个相互关联 的经济现象
。

一般来

说
,

地区产业结构专业 化是指少数产业贡献了该地 区总产值的大部分
,

表现 出较强的结构效应
,

由

此形成专业化水平高的地区和专业化水平低的地区
,

本文将地 区专业化定义为经济一体化的结构

效应 ;而产业的地理集中则是指产业的大部分产出活动集 中在少数几个地区
,

说明该产业在空间上

具有集聚效应
,

由此形成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
,

本文将地理集中定义为经济一体化的空间效应
。

估

算地区专业化和产业地理集中的计算公式很多
,

但在现有的经验文献中
,

实际上是对同一产业活动

矩阵的不同计算方法 (矩阵的行表示地区
,

列表示行业 )
。

从地区角度计算出的指数衡量 了专业化水

平
,

而从行业角度计算 的指数则表示了地理集 中程度 (K ru g m a n ,
19 9 1 ; M i d e l fa h rt 一K n a rV i k e t al

· ,

2 0 0 0 ; A m i t i
,

19 9 9 )
。

除了上述两种统计方法之外
,

一些学者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产业活动矩阵进行分解
,

并得出一

些新的结论 (D u n n ,

19 6 0 : H e w i n g S ,

1 9 7 6 ; N a z a ra a n d H e w i n g s ,

2 0 0 4 ; M叮o r a n d Lo p e z ,

2 0 0 8 )
。

偏离

份额分析作为一种统计分析工具被广泛运用于区域增长的分析
。

在偏离份额分析中
,

区域经济增长

可以分解为三个分量
:
第一个分量是指基期某产业按照国家所有产业的增长速度发展所增加的量

,

衡量了经济增长的共性部分
,

是所有地区所有产业发展的基础 ;第二个分量是指按照全国该产业的

实际增长与全国所有产业平均增长率的差值发展所增加的量
,

反映了地区产业结构不同所带来的

经济发展差异
,

即结构效应
,

如果全国某产业增长超过全国经济平均增长率
,

该分量就为正 ;第三个

分量是指按照特定区域该产业 的实际增长率与全国该产业 的实际增长率差值发展所增加 的量
,

这

个分量反映了区域整体经济之间的竞争
,

即空间效应
。

D un n( 19 60 )认为经典偏离份额分析法的主要 目标是用于地理空间变化的量化
,

而空间依赖和

空间差异却很少被考虑
。

经典的偏离份额分析方法只考虑了地区经济随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效应
,

而忽略了地区单元之间的联系
。

H e w ing s ( 197 6) 提 出一个包含空间相互作用 的偏离份额模型
。

如果

地区经济向国家经济收敛
,

与此同时
,

在一个不受外部影响的经济体 中
,

各地 区之间相同的产业部

门相互独立
,

那么在经典公式 中就可以分离出空间相互依赖的影响
。

在偏离份额分析模型中引人空间依赖因素通常有两种相互替代的方法
。

一是对经典分析模型

进行扩展
,

对空间权重矩阵进行定义并引人偏离份额模型 ;二是基于回归模型 (随机偏离份额分析 )

并引人空间独立和剩余依赖变量
,

对变量数据进行过滤
。

I s ar d ( 1% 0) 认为
,

任何空间单元都受到其

相邻单位 的影响
。

N az a ra 助d H e w ing S (20 04 )对空间结构赋予更大的权重
。

结果
,

由于相似结构的地

区也被看做相邻区域
,

并影响经济增长
,

因此识别的效应并不独立
。

1
.

经典偏离份额模型

用 X 。表示 j 地 区 i 部门经济活动的初始值
,

凡
’

表示 同一指标的最终值
,

那么两个时期该经济

活动的变化可用公式表示为
:

X
‘

厂X , = △X , ==X 。r + X 、( ri 一r ) + X 、(勺一几) ( l )

其中
r=

弩弩汁
; 几一茎

妞双护
r

. .

=

匹1二互
X 。

对式 ( 1 )两边同除 以△戈
,

可得
:

1二
J

一婆 = 一 +
牛坚井注一

△尤
.

从
_

_

△大
_

从
_ _

+ 一二丝生 -

一

△X 。众 ij
(2 )

上式右边第一项表示国家经济整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 第二项表示产业结构效应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 ;第三项则表示产业空 间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

但偏离份额分析法中的权重选择不能随生产结构变化而改变
,

分析的结果与产业部门的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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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有关
,

经济增长对部门结构效应没有从空 间效应 中分离 出来
,

造成部门和地 区之间相互依赖
。

因而

作用

,

E s t e b a n 一M ar q u i l l a s ( 19 7 2 )在模型中引入
“

同位变化
”

( H o m o t h e t i e Ch a n 罗
,

x ,
’

)
,

反 映空间相互

xj*
=

主
、。一

其黔
=

华典匕主
、。

’

工止二 ,

甄
二 1

戈 艺
‘二 ,

甄
二 1

戈
’“

那么经典的偏离份额模型就写成
:

△X 。= X o r

+X 。(。一r )+X , ’( r 厂ri ) + (X ij
一

。
‘

) (几一 ri ) ( 3 )

上式右边第三项表示净竞争效应 (N CE )
,

表示每一个地区相对于整体经济的优势或劣势
。

当

戈兴叮 时
,

第四项称为区位效应 (L E )
,

用于衡量产业在某地区的集中程度
。

2
.

空间依赖模型

N a z a r a a n d H e w in gS ( 20 0 4 )采用空间权重对增长率进行了修正
。

在此基础上
,

M a y o r a n d 助p e z

(20 05 ) 提出一个替代的方法来测算一个地区 被相邻地 区影 响的程度
,

这 种方法类似于 Es t el) an -

M a r q u il l a s (‘9 7“)在模型中引人的
“

同位变化
”

(X ; )
,

不 同之处在于他将 区域环境影响纳人了模型
。

可用公式表示
:

艺兰
,

艺
‘ 一 ,

x
二

X
‘*

X
i *

诱
X

、

艺
闺

一一X

在这种情况下
,

经济规模被定义为相邻地 区经济活动的函数
,

因而
,

同位变化的概念被空间效

应值的概念所替代
,

根据空间结构 的权重可以有效地计算出地区和部 门相互作用的经济活动值
。

那

么偏离份额模型可写成
:

△ x 。=x 。r

、
。( ; ‘一: )、犷(、一。 ) + (x 、一x :

‘

) (、一; ‘

) ( 4 )

式中x;*
=

层、弋

V 表示地区 j 的临近区域集合 ;玛、则表示空间地理单元 j 和 k 之间的经济依赖程度
,

如果两个

地区相令卜
,

贝u、
= ‘;其他

J

清况下 、
= 0

。

但是
,

上式一个明显的缺
J

点是导致了艺
。、

x
了

, 艺
*了

x 。 ,

为了解

决这个问题
,

可以采用修正的部门权重概念

,

即花二

子鱼
皿

粤梦下
艺

‘二 , 艺二 , X 。

护*

X ~ 一~ 一
: ‘

一
, ~ ~

, 、
_

二 ,

一 一
二
恭

,

囚叨得到一乍至 l明叫仪双皿沮
:

X

*F‘

X

=X
?

*
户
�,

X

新的修正值满足乏
‘。
x
犷

’

, 艺
、J
x 。

,

因而
,

替代模型可表示为
:

X ij r + X 。(ri 一 r )+X ij ( rij 一 ri ) + (X。一
。 ) (几一ri ) (5 )

上式中第三项为空间净竞争效应 ( s C NE * * )
,

第四项则为空间区位效应 (SL E )
。

3
.

空间过滤模型

空间过滤模型是一种处理 回归过程中空间 自相关现象的替代方法
,

通过变量过滤消除空间相

互影响
。

对于一个具有
n
个子区域的地区

,

‘
,
(d) 表示在 i 地区距离为 d 的范围内子区域经济值之和

与除地 区 i 之外的所有区域经济值之和的比值
,

即 ‘
、

(d ) =
艺典

, w。(d )Xj

艺二
, Xj 有

为了消除空间依赖的影响
,

可以采用如下过滤变量
: x

nnn 一 l



最著名的过滤方法是由 G eti S ( 199 0) 提出来 的
。

M ay or (2 00 8 )则提出了三个模型来加 以分析
。

模型一
: 经过变量过滤

,

则能够得到综合考虑空间或非空间变量的传统偏离份额分析模型
。

过

滤变量 (X )的增长率分别表示如下
:

* =

共理
~ ,

、
i

里毛卫土
,

、。丛孕望
一

X
‘诱 X

、‘未 X犷硫

那么
,

对偏离份额进行如下分解可得到过滤的结构效应 (F s E )和过滤的竞争效应 (Fc E ) :

△X 。= X 。于+X 、(矛
‘一于) + X 、(于厂于

‘

) (6 )

模型二
:
在这个模型中可以得到两种新 的效应

: 过滤 的空间竞争效应 (FS CE) 和过滤的空间区

位效应 (Fs LE )
。

与 Es t eb an 一M ar q u ill as 的分解方法相似
,

在该模型中
,

同位变化被没有空间影响变量

的期望值所替代
,

并且期望值与真实值之间的偏差是由空间外溢效应所引起的
。

因此
,

过滤的空间

竞争效应和过滤的空间区位效应 由下式给出
:

Fs CE4 =X j(r 厂rt)

卢S乙E 。= L。( r 厂 ri ) = (X ,
一

, ) (勺一 r ‘) (7 )

由于上述分解是可叠加性的
,

且满足 声r 忍二Fs CE
+卢S乙E

,

因而过滤竞争的影响与传统模型是严

格可比的
。

模型三
:
为了定义一个替代的同位变化 (Es t eb an 一Marq ui l las

,

19 7 2) 概念和空间同位效应值

(May or an d Lo pe z ,

20 05 )
,

可使用由过滤变量修正的部门权重 (没有空间外溢 )
。

空间效应变量由过

“值‘无,”代
:

价
=

哥
。

因此
,

过滤后的同位活动值可以由凡
**

=xj

则有下列分解
:

△X 。=X 。r

+X 。(几一 r ) + X 。
’‘

(介一几) + (X。一
, ‘’) (几一几 ) ( 8 )

从上式可以得到两种不 同的效应
:
一是过滤后 的净竞争效应 (F N CE)

,

描述了在没有空间外溢

的情况下
,

由国家部门结构变量的预期变化 ;二是过滤的区位效应 (FL E )
,

表示由地 区部门专业化与

外溢效应所引起的变量期望值与实际变化之间的差异
。

三
、

中国制造业 区位变迁的统计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于 19 97 一 2 0 05 年 《工业统计年报》(地区册 )
、

19 8 5 年和 19 95 年工业普查数据
、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以及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

鉴于统计数据的局限
,

本文所考察的制造业区位

的地区维度采用行政区划
,

具体到省一级的产业地理分布情况
。

本文将全国 31 个省
、

直辖市
、

自治

区划分为四大 区域进行分析
,

其中
,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
、

吉林
、

黑龙江 3 省 ;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
、

天

津
、

河北
、

山东
、

上海
、

江苏
、

浙江
、

广东
、

福建
、

海南 10 个省市 ;中部地区包括湖北
、

湖南
、

安徽
、

江西
、

山西
、

河南 6 省 ;西部地区包括陕西
、

甘肃
、

宁夏
、

内蒙古
、

青海
、

新疆
、

重庆
、

四川
、

贵州
、

云南
、

广西
、

西藏 12 个省市区
。

通过对制造业总产值的分解分析
,

可以得到 以下结论
:

( 1) 中国四大区域制造业均有不同程度增长
,

区位变迁的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在时间上具有一

致性
。

19 8 5一2 0 05 年 间
,

东部地区制造业总产值增长 26
.

37 倍
,

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增长 n
.

72 倍

和 1 1
.

10 倍
,

而东北地区仅增长 8
.

5 3 倍
。

从 中期 ( 1 9 9 5一2 0 0 5 ) 和短期 (2 0 00 一2 005 )看
,

各地区制造

业总产值也有不 同程度增长 (见表 l )
。

按照前述公式进行分解
,

我们发现
,

制造业 区位变迁的结构



效应和空间效应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
。

从表中可以看到
,

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无论在短期还是在 中

期或长期 ( 19 8 5一2 0 05 )
,

始终具有正的结构效应 ;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始终具有负的结构效应
。

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明显
,

而中部地 区产业结构 日趋恶化
。

从空间效应上看
,

除了东部地区具有

正的空间效应外
,

其他三个地区均表现出空间负效应
。

西部地区产业在空间上具有明显弱势
。

对空

间效应的进一步分解可 以发现
,

净竞争效应变化趋势与空间效应保持一致 ;但产业 的区位效应则表

现 出不 同的变化趋势
,

东部地区 的区位效应在 中
、

短期为负
,

在长期也 只有微弱的正效应 ;东北
、

中

部和西部地区则具有正的区位效应
,

其 中
,

中部地区 区位效应优势明显
。

表 1 中国四大区域制造业产值增长效应分解

增增长额额 增长幅度度 对增长额的贡献 (% )))

(((亿元 ))) ( % )))))))))))))))))))))))))))))))))))))))))))))))))))

全全全全国分量量 结构效应应应应应应 空间效应 ( CE )))))))))

((((((( N E ))) ( SE )))

}
# 净竞
妙

应

卜
区位效应位效应应

}}}}}}}}}}} ( ) } (比 ))) ( L E )))

19 85一2 0 0 5

东北

东部

中部

西部

1 3 37 4
.

0

14 8 1 4 7
.

2

2 4 2 7 9
.

6

1 87 59
.

8

85 2
.

6

2 63 7 3

1 17 2
.

2

1 1 10
.

5

2 19
.

2

7 0
.

9

1 59
.

4

1 68
.

3

一 1 33
.

7

2 8
.

4

一5 1
.

0

一6 2
.

8

一1 34
.

8

2 8
.

4

一60 7

一64
.

5

0. 00 1

9
.

7

6
�O八4
一、�140--8--5

东北

东部

中部

西部

10科3
.

6

12 45 6 1
.

4

184 33
.

3

14 347
.

7

232
.

1

4 26
.

5

23 2 8

23 5
.

2

1 5 1
.

5

82
.

4

1 5 1
.

0

14 9
.

5

19 95一200 5

} 5
.

7 一5 7
.

1

15
.

8

一 3 8
.

5

一4 5
.

8

一67
一

8

15
.

8

一5 0
.

0

一5 2
.

6

10
.

6

一0
.

04
1 1

.

6

6
,

8

东北

东部

中部

西部

873 3
.

4

1 0 365 1
.

9

16 38 1
.

6

1 14 0 6
.

4

14 0
.

7

20 6
.

8

164 3

126
.

1

132 3

90
.

0

113
.

2

147
.

5

一3 2
.

6

9
.

2

7
.

5

一 1
.

3

日�.一�、�一曰�日
·

,且,‘八jl一01门U门引

J.1一一n一
一一,山一

一nU一一,白一

石U7
苦

:
�

60一0
.

2

一7
.

7

一 13
.

0

一3 9
.

8

礴0
.

1

1 0
.

4

一 19
.

6

一4 0. 5

注
:
增长额和增长 比例按现价计算

。

下表 同
。

资料来源
:
作者计算

。

(2) 各地区产业行业 同构¹现象突出
,

产业空间优势没有发挥出来
。

对 2 0 00一200 5 年中国制造

业总产值增长进行分解可以发现
,

各地区近年发展速度较快的制造业行业均集 中在黑色金属冶炼

及压延加工业
、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普通机械制造业和家具制造业等资源消耗型产业
,

高

新技术产业普遍增长缓慢
。

从增长份额分解来看
,

由于受进 口矿石等因素的影响
,

黑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这些资源消耗大
、

污染严重的产业在东部地区继续保持

较快的增长
,

而在资源丰富
、

环境压力小 的中西部地区则呈现 出负的空间效应
,

这必将进一步加大

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

200 0一2 005 年
,

东部地 区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有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表现出负的区位效应
,

正说明了这一点
。

但东部地区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
,

使

得东部地区产业净竞争效应的优势明显
,

抵消了产业本身的区位劣势
,
º 进而阻碍 了产业的空间转

移 (见表 2 )
。

¹ 魏后凯 (2 00 7) 认为
,

从某种程度上看
,

地区行业结构趋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

º 这里 的区位劣势是一种泛指
,

主要是指产业集聚带来的不经济性
。



表 2 2 0 00 一20 05 年中国各地区制造业增幅前 5 位行业

地地地 产业业 增长额额 增长长 对增长额的贡献 ( % )))

区区区区 (亿元 ))) 幅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 % ))) 全国分量量 结构效应应 空间效应 ( CE )))))))))))))))

((((((((((( NE ))) (S E ))) }
#

~ }
‘ 区位竟争 ”效效 # 区位效效

!!!!!!!!!!!!!!!应 (N C E ) }应 ( LE)) )应 ( LE )))

东东东 普通机械制造业业 67 7
.

333 2 6 7
.

333 69
.

666 2 3
.

333 7
.

111 7
.

111 0
.

111

jjj匕匕 食品加工业业 8 2 3
.

000 2 4 3
.

000 7 6
.

666 一0
.

444 2 3
.

888 2 1
.

666 2
.

222

黑黑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业 14 4 1
.

222 2 4 3
.

000 7 6
.

666 69
.

000 一 4 5
.

555 一 3 0
.

000 一 15
.

666

专专专用设备制造业业 3 19
.

888 2 3 9
.

333 7 7
.

888 一3
.

666 2 5
.

888 3 4
.

999 一9
.

111

家家家具制造业业 5 8
.

888 2 28
.

555 8 1 444 4 3
.

555 一2 5
.

000 一 2 9
.

666 4
,

666

东东东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业 102 9 9
.

222 4 04
.

333 4 6
.

000 4 1
.

444 1 2
.

555 15
,

555 一3
.

000

部部部 家具制造业业 9 1 8
.

888 3 19
.

888 58
.

222 3 1
.

111 1 0
.

777 9
.

222 1 555

有有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业 2 7 1 7
.

000 3 12
.

000 5 9
.

666 2 5
.

000 1 5
,

444 2 5
.

666 一 10 222

电电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业 1887 4
.

666 2 8 8
.

000 64 .666 2 4
.

888 1 0
.

666 8
.

111 2 555

普普普通机械制造业业 5 7 6 0
.

111 2 62
.

333 7 0
.

999 2 3
.

777 5
.

333 4
.

999 0
.

444

中中中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业 2 939
.

999 33 8
.

000 55
.

111 4 9
.

666 一4
.

666 一3
.

333 一1 333

部部部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业 1 5 9 1
.

555 2 8 1
.

999 66
.

000 2 7
.

777 6
.

333 3
.

222 3
.

111

食食食品制造业业 4 6 0
.

666 222
.

111 8 3
.

888 一 10
.

888 2 7
.

000 2 4
.

999 2
.

222

木木木材加工及竹
、

藤
、

棕
、

草制品业业 1 80
.

222 2 10
.

222 88 555 一 3 777 1 5
.

222 1 5
.

444 一0
.

222

普普普通机械制造业业 6 9 3
.

222 2 0 0
.

444 92 999 3 1
.

000 一2 3
.

999 一2 7
.

888 4
.

000

西西西 食品制造业业 4 1 5
.

666 3 00
.

111 62
.

000 一8
.

000 4 6
.

000 5 7
.

555 一 1 1
.

555

部部部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业 2 0 5 7
.

888 2 84 刀刀 6 5
.

333 5 8
.

999 一24
.

222 一 1 9
.

000 一5
.

222

专专专用设备制造业业 科5
.

000 2 8 3
.

111 6 5
.

777 一3
.

000 3 7
.

333 6 2
.

555 一2 5
.

222

皮皮皮革
、

毛皮
、

羽绒及其制品业业 92
.

999 2 4 4
.

333 7 6 222 一1 1
.

777 3 5
.

666 巧 1
.

000 一 1 1 5
.

555

有有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业 1 2 6 4
.

888 2 13
.

999 87
.

000 3 6
.

555 一 2 3
.

555 一 1 0
.

444 一 1 3
.

111

资料来源
: 作者计算

(3) 不同制造业结构效应差异较大
,

空间效应则比较平均
。

对 19 8 5一2 0 05 年间不同制造业行业

总产值增长进行分析
,

我们发现
,

增幅较大 的制造业区位变迁 的结构效应也较大
,

负的结构效应往

往出现在增幅排名 20 位以后的制造业
。

例如
,

增幅排名前三位 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

石油加工

及炼焦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总产值增幅分别为 10 9 .7 倍
、

41
.

6 倍和 40
.

3 倍
,

其结构效应的贡献

率分别为 83
.

1 %
、

55
.

1% 和 53
.

7 %
,

但空间效应 比较平均
,

贡献率均在 。左右
,

这与我国制造业空间

分布不均衡的客观事实不符
。

对空间效应进行分解
,

部分增幅较大的制造业具有较强的净竞争效应

和负的区位效应
。

而增幅排名较后的制造业则相反
,

具有较强的结构负效应
,

如普通机械制造业
、

食

品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增幅排名靠后
,

三者结构效应的贡献率分别为
一3 29 .9 %

、
一2 75

.

9 % 和

一2 3 9
.

4 % (见表 3 )
。

(4 )各地区近期制造业变动幅度较大
,

产业 区位进入大幅调整时期
。

对 19 85
、

1995
、

1997 一2 0 05

年不同制造业总产值进行差分分解
,

分析结果显示
,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以来
,

中国制造业产业区

位进人大幅调整时期
,

在这一时期
,

制造业总产值增幅变化较大
,

产业 区位变迁的结构效应和空间

效应都具有较大的变化幅度
。

例如
,

长期增幅排名前三位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区位变动幅度较

大的时期在 2 00 0一2 0 05 年间
、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在 1998 一2 0 02 年间区位变化幅度较大
、

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业则在 20 01 一2 00 5 年间区位面临剧烈调整 ;排名最后三位的普通机械制造业
、

食品制造

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在 2 0 01 一2 00 5 年 间区位变迁 的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都面临比以前更大的调

整幅度
。

5 0



表 3 1 9 8 5一20 05 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增长效应分解

布布刊全全 行业名称称 增长额额 增幅幅 增幅幅 对增长额的贡献 (% )))

刁刁娜马马马 (亿元 ))) 幅度度 排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
(((((((((% ))))) 全国经济济 结构构 空间效应应

增增增增增增增长效应应 效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 N E ))) (SE ))) 净竞争效效 区位效效

应应应应应应应应应 (N CE ))) 应 ( LE )))

CCC 1 333 食品加工业业 9 62 9
.

999 9 7 7
.

666 2444 1 92
.

5 444 一 9 1
.

222 6
.

888 一6
.

888

CCC 1 444 食品制造业业 3 14 6
.

555 4 9 7
.

111 2 777 3 7 8
.

6 000 一2 7 5
.

999 3
.

999 一3
.

999

CCC 1 555 饮料制造业业 2 93 9
.

444 19 60
.

888 l 999 95
.

9 999 4
.

777 2
.

999 一2
.

999

CCC 1 666 烟草制 品业业 2 6 3 8
.

555 13 ()4
.

555 2 222 144
.

2 888 一4 3
.

222 一3
.

111 3
.

111

CCC 1 777 纺织业业 1 1 6 1 5
.

333 10 99
.

555 2 333 1 7 1
.

1999 一 7 0
.

000 一 1 4
.

111 ! 4
.

111

CCC 1 888 服装及其他纤维 制品制造业业 4 2 1 0
.

333 5 50
.

888 2 555 3 4 1
.

7 222 一 2 3 9
.

333 一1 3
.

555 1 3
.

555

CCC 1 999 皮革
、

毛皮
、

羽绒及其制品业业 3 3 7 8
.

777 40 1 8
.

111 444 4 6
.

1555 5 4
.

222 一 1
.

777 1
.

777

CCC 2 000 木材加工及竹
、

藤
、

棕
、

草制品业业 17 7 ]
.

000 3 1 2 1
.

555 1333 60
,

3 000 4 0
.

111 2 0
.

555 一 2 0
.

555

CCC Z III 家具制造业业 137 9
.

999 2 9 14
.

555 l 444 64
.

5 888 3 5
.

999 一3
.

333 3
.

333

CCC 2 222 造 纸及纸制 品业业 4 0 0 7
.

555 2 6 0 4
.

666 l 777 7 2
.

2 666 2 8
.

333 6
.

111 一6
.

111

CCC 2 333 印刷业
、

记录媒介的复制制 13 5 8
.

999 1 6 1 6
.

999 2 000 1 1 6 4 111 一1 5 666 一 1
.

666 ] 666

CCC 2 444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业 14 4 4
.

999 3 8 3 7
.

222 888 4 9
.

0 555 5 1
.

333 一3 0
.

444 3 0
.

444

CCC 2 555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业 1 17 19
.

111 4 1 6 4
.

333 222 4 5
.

2 000 5 5
.

111 17
.

999 一 17
.

999

CCC 2666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业 1 5 7 94
.

888 2 7 9 6
.

333 l 555 6 7
.

3 111 3 3
.

222 0
.

333 一 0
.

333

CCC 2 777 医药制造业业 4 12 3
.

222 3 2 3 9
.

555 l 111 5 8
.

1 000 4 2
.

333 0
.

333 一0
.

333

CCC 2 888 化学纤维制造业业 2 5 2 9
.

111 3 1 8 9
.

444 1 222 5 9
.

0 111 4 1
.

444 一 10
.

999 1 0
.

999

CCC 2999 橡胶制品业业 2 0 58
.

666 1 4 9 0
.

333 2 111 1 2 6
.

2 999 一2 5
.

444 一2
.

111 2
.

111

CCC 3000 塑料制 品业业 4 9 2 6
.

777 3 4 8 9
.

444 l 000 5 3
.

9 444 4 6
.

444 一1 1
.

444 1 1
.

444

CCC 3 11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业 8 7 7 2
.

555 2 0 7 5
.

444 l 888 9 0
.

6 999 10
.

000 1
.

888 一 1
.

888

CCC 3222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业 2 09 2 8
.

444 385 7
.

444 777 4 8
.

8000 5 1
.

666 1 1
.

333 一 1 1
.

333

CCC 3333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业 7 7 4 1
.

333 3 9 3 7
.

000 555 4 7
.

8 111 5 2
.

555 4
.

777 一4
.

777

CCC3 444 金属制品业业 6 3 2 3
.

111 2 7 0 6
.

555 l 666 6 9
.

3000 3 1
.

222 一6
.

333 6
.

333

CCC 3 555 普通机械制造业业 8 62 6
.

333 4 3 4
.

888 2 888 4 3 3
.

0 111 一3 2 9 999 一1
.

222 1
.

222

CCC 3 666 专用设备制造业业 5 1 5 0
.

222 5 5 0
.

777 2 666 3 4 1
,

8000 一2 3 9 444 1
.

333 一1
.

333

CCC 3777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业 15 334
.

888 4 03 4
.

333 333 4 6
.

6555 5 3
.

777 1 1
.

222 一 1 1
.

222

CCC3999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业 13 5 4 6
.

000 3 8 1 2
.

888 999 4 9
.

3777 5 1
.

000 一7
.

555 7
.

555

CCC4 000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业 2 67 5 0
.

555 1 0 9 6 7
.

444 lll 1 7
.

0 000 83
.

111 一2 1
.

111 2 1
.

111

CCC4 111 仪器仪表及文化
、

办公用机械制造造 2 7 1 1
.

555 3 89 8
.

111 666 4 8
.

2999 5 2
.

111 一7
.

999 7
.

999

资料来源
:
作者计算

。

四
、

对空间效应的进一 步分解

在前面的分析中
,

对 于较长时期制造业增长额 的分解
,

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

即所有制造

业的空间效应都接近于零
,

这说明我国制造业空间效应 比较平均
,

这明显与制造业过度向东部地区

集 中的事实相悖 (王业强
,

魏后凯
,

2 0 07 )
。

采用同位变化变量剔除产业与空间相互作用后
,

则可以得

到一个反映空间效应的变量
。

空间依赖模型和空间过滤模型则是通过引人新的变量将空间效应分

解为两个部分
,

反映了新经济地理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 中日益重要的空间外部性的作用
,

从而进一

步解释 了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空间外溢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

根据不同的模型分解公式
,

本文

对 19 97 一2 0 05 年间 28 个制造业工业总产值的增长进行分解得到以下结果 (见表 4 )
。

( 1) 根据空间依赖模型
,

在地 区之间相互影响的条件下
,

制造业整体结构效应较强
。

在 28 个制

5 l



表 4 空间过滤模型的进一步分解

行行业业 增长额额 空间依赖模型型 空间过滤模型型

代代码码 (亿元 )))))))))))))))))))))))))))))))))))))))))))))))))))))))))))))))))))))))))))))))))))

模模模模模型一一 模型二二 模型三三

结结结结构效应应 空 间区位位 结构 /// 过滤的结结 过滤的的 过滤 的空空 结构/// 过滤的区区 结构///

(((((((S E )贡贡 蜘立(S L E))) 空间间 构效应应 空间效应应 间区位效效 空间间 位效应应 空间间

献献献献率 ( % ))) 贡献率率率 ( FS E )贡贡 (F C E )贡贡 应(F S LE ))))) 伊LE质质质

(((((((((% ))))) 献率 ( % ))) 献率 ( % ))) 贡献二辆厌))))) 献率 (% )))))

CCC 1 333 6 82 2
.

4 555 一4 8
.

1 333 7
.

1000 一6
.

7 888 一2 85
.

5 999 0
.

0() 0 19 555 2 0
.

7 333 一1 3
.

7 888 5
.

5 333 一8
.

7 000

CCC 1444 2 4 7 6
.

8 555 一4 0
.

1 444 1
.

4 333 一2 8
.

1000 一 19 5
.

0000 一0
.

(X) 0 5 777 13
.

2555 一 1 4
.

7 222 1
.

0 111 一3 9
,

6888

CCC 1555 14 6 9
.

6 555 一 19 3
,

6 777 一2
.

1 000 9 2
.

0888 一9 5 2
.

9 444 一0
.

00 07 333 一 17
.

2333 5 5
.

2 999 一 1
.

3 111 1 4 7
.

8222

CCC 1666 15 44
.

6 999 一 12 3
.

5 888 一6 3
.

7 000 1
.

9444 一1 24 3
.

8000 0
.

00 07 1 777 68
.

1444 一1 8
.

2555 一 54 7 000 2 2 666

CCC 1777 7 9 1 1
.

3 222 一6 0
.

3 444 2 0
.

4 666 一2
.

9 555 一4 2 6000 1
.

0 5 E一0 555 1 1
.

8222 一3
.

6000 2 4
.

1555 一2
.

5000

CCC 1888 3 1 2 9
.

3 666 一5 7
.

1 333 18
.

0666 一3
.

1666 2 7
.

1888 一0
.

0() 0 6 666 1 1
.

0777 2
.

4 666 4 2
.

1555 一 l
,

3666

CCC 1999 2 2 7 6
.

4 555 一3 8
.

8777 2 4
.

4 777 一1
.

5 999 一3 5
.

8 111 0
.

00 15 1 444 2 2
.

8888 一 1
.

5 777 35
.

5666 一 1
.

0999

CCC2000 1 2 0 1
.

3 666 一3 8
.

9444 一2 7
.

8777 1
.

4 000 22
.

4 888 一0
.

0() 3 3666 2 0. 0000 1
.

1222 一4 1
.

6 888 0
.

9333

CCCZ III 1 10 7
.

0 888 2 2
.

9 333 一 0
.

7 222 一3 1
.

6 555 7 3
.

9666 0
.

0() l 3 9555 7
.

7 000 9
.

6 111 一0
.

6333 一36
.

1222

CCC2 222 2 9 1 6
.

8 888 一1 3
.

6 999 1
.

6 777 一8
.

1 999 一3 6
.

1999 一0
.

0 0 0 1 111 2 6
.

3555 一 1
.

3777 1
.

4 888 一9
.

2 444

CCC2 333 8 6 8 5 555 一7 6
.

2 333 0
.

7 666 一9 9 7 999 一 1 5 0
.

1888 一0
.

0() 0 3 666 32
.

6 444 一 4
.

6000 0
.

5 444 一 14 0
.

3000

CCC2 444 99 2 2 999 一3 1
.

6 555 2 4
.

4 555 一 1
.

2 999 6 5
.

7 888 0
.

0 0() 8 7 222 10
.

5 000 6
.

2 777 1 07
.

0 555 一0
.

3 000

CCC2 555 9 4 3 1
.

4 999 2 7
.

4 111 一 2 9
.

1 111 一0
.

9 444 一 25 1
.

4 333 0
.

0 0 16 9 888 一6 06
.

9 222 0
.

4 111 一24
.

6 777 一1
.

1 111

CCC 2 666 1 1 6 3 7
.

3 111 一8
.

1444 一5
.

4 666 1
.

4 999 一 1 0 8
.

0333 0
.

0() 0 7 3 222 2
.

7 777 一 3 9
.

0333 一3
.

0 111 2
.

7 000

CCC2 777 2 9 8 8
.

2 555 一1 2
.

5666 一4
.

3 111 2
.

9 222 一269
.

7 333 0
.

0() 2 80 555 一1 05
.

9 888 2
.

5555 一2
.

8 222 4
.

4 666

CCC2 888 17 4 6
.

钊钊 一3 ]
.

5 333 2 0
.

4 777 一 1
.

5 444 一 1 4 0
.

2 000 0
.

0 0 1 8 3555 2 6
.

9 333 一5
.

2 111 39
.

3 444 一0
.

8000

CCC2 999 1 4 1 5
.

0 000 一4 7
.

2 222 7
.

0777 一6
.

6 888 6 6
.

2 666 一0 0 0 10 888 8 5 444 7
.

7 666 10
.

6 111 一4
.

4 555

CCC3000 362 5
.

4 222 一6
.

0 333 8
.

1222 一0
.

7 444 一64
.

1 111 0
.

0 004 2 999 29
.

9 111 一2
.

1444 9
.

2 888 一0
.

6 555

CCC3 111 5 36 7
.

7 222 一9 0
.

0222 一8
.

0 222 1 1
.

2 333 一 27 2
.

2 999 一0
.

0 0 09 111 1 1
.

3666 一2 3
.

9 888 一5
.

0 777 17
.

7 444

CCC3222 1 7 6 1 4
.

6777 4 1
.

6 666 一 2 0
.

6 000 一 2
.

0 222 一5 7
.

6 222 0
.

《犯0 2 1 666 14
.

5 111 一3
.

9 777 一 14
.

0 222 一2
.

9 777

CCC3 333 6 4 8 8
.

0 000 4 0
.

4 555 一 10
.

0 333 一4
.

0 333 一 4 6
.

3 888 一0
.

0 (〕10 888 12
.

9000 一3
.

6000 一3
.

5 999 一1 1
.

2 888

CCC3444 4 4 7 8
.

6 777 一2 3
.

6555 6
.

7 111 一3
.

5 333 一 19
.

3 222 0
.

0 0 14 3 111 1 7
.

2 333 一 1
.

1222 5
.

8 111 一4
.

0 777

CCC3555 7 7 9 7
.

0 222 3 8 555 一0
.

6 666 一5
.

8555 一5 7
.

3 333 一0
.

以〕0 7 666 3 1
.

6 333 一1
.

8 111 一0
.

5 777 一6
.

7 444

CCC3666 4 0 1 4
.

4 333 一37
.

4 888 一 20
.

9999 1
.

7 999 一 3 1 0
.

5555 0
.

0 0 14 8777 14
.

6 555 一2 1
.

2000 一 15
.

9 888 2
.

3 444

CCC3 777 1 1 59 1
.

888 5 2 222 一9
.

1 333 一0
.

5777 一3 8
.

0 888 0
.

O0() 37 999 30
.

2666 一1
.

2 666 一 13
.

3444 一0
.

3999

CCC3999 10 5 3 5
.

1 777 14
.

8666 1 1
.

3 888 1
.

3 111 一57
.

6444 一0
.

(叉) 02 333 19
.

9999 一2
.

8888 1 0
.

8 888 1
.

3777

CCC4000 2 30 7 3
.

3999 5 4
.

7 111 10
.

0 222 5
.

4 666 7 1
.

0 000 一0
.

0 0 21 777 18
.

0 666 3
.

9333 1 4
.

6 111 3
.

7 555

CCC4 111 2 1 8 1
.

1 000 2 6
.

7 000 8
.

9 555 2
.

9 888 8
.

3000 0
.

以)12 3 111 2 0
.

3222 0
.

4 111 1 0
.

9 111 2
.

4555

资料来源
:
根据 19 97

、

2 00 5 年《工业统计年报》计算
。

造业 中
,

有 25 个产业 的结构与空间效应 比大于 1
,

结构效应具有明显优势
。

但结构与空间效应同向

变化的只有 10 个行业
,

而同时具有正的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 的行业只有 3 个
,

分别是电气机械及

器材制造业 C 39
、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C 4 0 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C41
,

其结构与

空间效应 比分别为 1
.

3
、

5
.

5 和 3
.

0
,

这说明
“

克鲁格曼假说
”

在中国不具有普遍性
。

表中只有 9 个行业

表现出正的结构效应
,

而有 巧 个行业的空间区位效应为正
,

说明大部分制造业增长是由空间区位

效应带动的
,

产业结构层次低明显制约了制造业增长
。

整体结构效应和空间区位效应均为负值
,

进

一步说明我国制造业结构和空间分布均不合理
。

在除结构与空间效应同时为正的 3 个行业外
,

其他

25 个行业中
,

具有正 的结构效应的行业 有 6 个
,

如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C32 和有色金属冶

5 2



炼及压延加工业 c 33
,

其结构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41
.

66 %和 4 0. 45 %
。

具有正的空间效

应的行业有 12 个
,

如皮革
、

毛皮
、

羽绒及其制 品业 C 19 和文教体育用 品制造业 C24
,

其空间效应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2 4. 47 %和 2 4. 45 % (见表 4 )
。

(2) 在对经济变量进行空间过滤后
,

制造业结构效应进一步增强
,

而空间效应明显降低 (见表 4

空间过滤模型中的模型一 )
。

在 28 个行业 中
,

结构效应为正 的仅 7 个
,

但所有制造业的空间效应进

一步弱化
,

表现出较强的结构效应
。

结构与空间效应 同向变化的行业有 n 个
,

其中同时为正的只有

3 个
。

因此
, “

克鲁格曼假说
”

的适用性没有明显变化
。

结构正效应较强的制造业主要有电子及通信

设备制造业 c 40
、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c 24
、

橡胶制造业 c 29 和家具制造业 C 2 1
,

其结构效应贡献率

分别为 71
.

0 0 %
、

65
.

78 %
、

66
.

26 %和 73
.

% % ;而结构负效应更为明显
,

其中较大的有饮料制造业 c 15
、

专用设备制造业 c 36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c 3 1
,

其结构效应贡献率分别为
一9 52 .9 4 %

、一3 10 .5 5 %和

一27 2. 29 %
。

但过滤前的空间效应贡献率普遍较低
,

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
,

需要进一步

分解
。

(3 )在表 4 空间过滤模型中的模型二中
,

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同向变化的行业有 ro 个
,

同时为

正的行业有 7 个
,

相对于模型一来讲
, “

克鲁格曼假说
”

的适用性有明显改善
。

模型二对空间效应进

一步分解
,

发现过滤后的空间竞争效应有 25 个行业为正效应
,

但结构与空间效应 比的绝对值小于

1 的只有 2 个行业
,

空间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普遍性
,

但数值不是很大
。

而在过滤的空间竞

争效应明显的行业 中
,

正效应最大的行业是烟草业 C 16
,

贡献率为 68
.

14 %
,

但其结构负效应也是最

大 的
,

为
一124 3

.

8 0 %
,

说明该行业虽然结构层次较低
,

但在空间布局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负效应最

大的行业是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C25
,

为一6 0 6. 92 %
,

但其结构效应贡献率也明显为负
,

为
一25 1

.

科%
,

说

明该行业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空间上竞争力都不强
。

(4) 空间过滤模型中的模型三中
,

空间区位效应明显减弱
,

结构效应明显增强
。

在 28 个制造行

业 中
,

有 巧 个行业具有正的空间区位效应
,

但这些行业 的空间效应值相对于结构效应来讲都明显

较弱
,

只有 5 个行业 的结构与空间效应 比的绝对值小于 1
。

结构与空间效应同向变化的行业有 ro

个
,

而其中同时为正的行业只有 3 个
,

仍无法说明
“

克鲁格曼假说
”

在 中国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

空间

正效应最大的行业是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C24
,

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107
.

05 %
,

而其结构效应

贡献率为负
,

说明该行业需要增加科技投人
,

提升产业层次 ;而空间负效应最大的却是烟草业
,

与模

型二明显相悖
,

需进一步分析
,

但其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却是不争的事实
。

五
、

结论

改革开放 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市场的主导地位逐步确立的过程
。

市场机制对产业 区位变迁的影

响越来越大
,

尤其是 19 92 年以后
,

市场地位的进一步确立
,

我国制造业表现 出明显的集聚趋势
。

集

聚对经济的巨大影响往往使我们忽视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性
。

我们习惯认为
,

集聚经济 自身会带来

产业结构的升级
,

也就是
“

克鲁格曼假说
’,

所描述的结构与空间同时优化的局面
。

事实并非如此
,

一

方面
,

在制造业 向沿海地区高度集中的同时
, “

产业同构
”

现象 日趋严重
,

附加值较低的加工制造业

的高度集聚
,

往往造成恶性的市场竞争
,

资源的粗放使用生产方式进一步制约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

级
。

另一方面
,

集聚不经济实际上就是一种空间负效应
,

它将导致产业在空间上扩散
,

去寻找更为有

利的空间区位
。

这实际上也就是产业结构的一种优化方式
。

也就是说
,

产业的空间效应与结构效应

的非同步性
。

因此
, “

克鲁格曼假说
”

的成立是具有阶段性条件的
,

即在集聚经济的上升期
,

二者才有

可能同时发生
,

但并非绝对如此
。

本 文所描述 的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
,

在本质上与产业集聚和地区

专业化问题一样
,

二者相辅相成
,

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

我们不能仅看到产业在空间上集聚带来

的好处
,

也要看到集聚的不经济性
,

只有在产业集聚的同时带来结构的优化升级
,

这才是产业长期

利益的根本所在
。

本文通过偏离份额模型对我国制造业总产值增长进行分解
,

考察了我国制造业区



位变迁过程中的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变化
,

并采用中国制造业数据检验 了
“

克鲁格曼假说
”

在中国

的适用性
。

通过分析
,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

( l) 制造业区位变迁在结构和空间上具有一致性
。

从制造业整体看
,

结构效应与空间效应同时

存在
,

但结构效应要大于空间效应
。

从分地区的分解结果可以看出
,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

在

结构和空间上都具有正的效应
,

而中西部地区则同时具有负的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
。

这在某种程度

上说明
“

克鲁格曼假说
”

在中国具有适用性
。

(2) 制造业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
“

过度错配
”

的现象
。

部分高耗能的资源性产业过度集中于东

部地区
,

使得这些产业在具有较大 的结构效应的同时
,

也形成了较大的空间负效应
,

结果部分抵消

了结构效应的优势
。

而一些轻加工业在东部沿海地区则具有较大的空间效应
,

但与此同时则存在着

较强的负的结构效应
。

(3 )我国制造业结构效应较强
,

空间效应则具有普遍性
。

在模型中引人空间外部性的作用后
,

我

们可以观察到制造业存在较强的结构效应
,

且普遍具有空间正效应
。 “

克鲁格曼假说
”

仅在部分产业

成立
。

这说明
,

改革开放以来
,

我 国制造业的增长效应主要来 自于空间上重新配置
,

大多数制造业在

区域经济整体增长之外表现出明显的结构负效应
,

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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