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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制造业区域集聚程度

决定因素的研究

路江涌"陶志刚!

摘!要"本文分析了 中 国 近 年 来 !<==>$#$$""制 造 业 行 业 集 聚 的 趋 势

以及影响行业集聚的微观基础%研 究 表 明 样 本 期 间 中 国 制 造 业 行 业 集 聚 呈 上 升

态势%我们利用面板数据和动 态 估 计 过 程 模 型#一 定 程 度 上 控 制 了 现 有 实 证 研

究文献中存在的一些可能造 成 结 果 偏 差 的 缺 陷%我 们 发 现&地 方 保 护 主 义 在 很

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制 造 业 的 区 域 集 聚%同 时#溢 出 效 应’运 输 成 本 和 自 然 禀

赋也是影响行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地方保护#产业集聚#微观经济基础

! 路江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战略与政策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陶志刚#香港

大学经济及工商管 理 学 院%通 讯 作 者 及 地 址&路 江 涌#清 华 大 学 经 济 管 理 学 院#<$$$>&(电 话&!$<$"
!#%=#%#!(,M/+)5&51B6"!C4/X3C)*L(1+X4H1X-*%作者感谢清华 大 学 中 国 与 世 界 经 济 研 究 中 心 研 究 基 金

的支持#感谢匿名评审人的审稿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 ?.C4*3(+5+*HD32+*L4!#$$&"以及U12+*3.*+*HV1L+!#$$&"分别对行业集聚微观基础的实证和理

论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文献综述%

一!引""言

行业集聚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经济学家对行业

集聚的分析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 !<%%!"关于劳动分工的阐述%之后#理

论经济学家对行业集聚微观经济基础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主要的发展轨迹包

括 +̂2C(+55!<=#$"将集聚产生的原因分为知识溢出效应 !Y*.a54HL4C;)55.M
b42"’劳动力市场 发 育 !5+E.2;..5)*L"和 投 入 共 享 !)*;13C(+2)*L"(G(5)*
!<="@"则着重强调自然资源禀赋的重要性(A21L/+*!<==<"从集聚可能带

来的规模经济角度来解释同行业集聚的现象%相对于行业集聚微观经济基础

的理论研究而言#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发展较为滞后%近期的重要文献包括&

,55)C.*+*HT5+4C42!<==="和 A)/ !<==="考察并发现了自然禀 赋 优 势 的 重

要作用(:1H243C(+*H\45H/+*!<==!"分析了行业集聚对创新的影响#并发

现集聚程度较高的行业的创新活动更多#从而支持了行业集聚的知识溢出效

果(I.5/4C!<==="发 现 了 投 入 共 享 和 行 业 集 聚 的 正 相 关 关 系(?.C4*3(+5
+*HD32+*L4!#$$<"则综合了现有理论和实证 研 究 的 主 要 方 面#对 行 业 集 聚

的微观经济基础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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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对行业集聚的其他微观基础方面进行分析$
例如#:H4C+*HT5+4C42!<==@"研 究 了 政 治 稳 定 和 集 聚 的 关 系%I.5/4C
!<==>"则按照是否有劳动法的标准把美国各州分成鼓励商业行为 !;2.ME1C)M
*4CC"和限制商业行为 !+*3)ME1C)*4CC"两类#并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即从

限制商业行为的州进入鼓励商业行为的州的情况下#制造业的活动显著增加$
关于中国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 地 方 保 护 的 程 度 和 对 行 业 集 聚 的 作 用$f.1*L
!#$$$"和V.*-43!#$$""分别利用经济部门的数据和省份间投入产出关系的

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各地区的地方保护程度在#$世纪=$年代有所增加$与

此相反#另一些研究表明地方保护程度在改革开放后整体上逐步下降$相关

研究包括&\+*+*H‘4)!#$$!"通过对<==$年初以来中国城市间物价趋同模

式的研究发现#在这一时期#中国 主 要 城 市 的 物 价 越 来 越 符 合 ’一 价 定 律(#
即相同商品的价格趋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方保护程度的下降$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在#$$"和#$$&年对中国地方保护程度进行了两次调 查$直 接

的证据表明#超过%$S的受访者认为所在地的地方保护程度较<$年或#$年

前明显下降 !李善同等##$$&%_+*+*Hg(+*L##$$@"$白重恩等 !#$$&"是

现有关于地方保护程度对行业集聚影响的最直接的研究$在这个研究中#行

业内国有企业比例 和 行 业 利 税 率 被 用 来 代 表 地 方 政 府 保 护 该 行 业 的 积 极 性$
研究发现那些国有企业比例较高的行业和平均利润率较高的行业发生行业集

聚的可能性较低#这支持了地方政府保护某些行业的积极性降低行业集聚程

度的假说$唐正清 !#$$@"采用中国产业#$$#年横截面数据#发现基于企业

创新的技术溢出并未起作用#相反阻碍了产业集聚趋势%同时政府对于产业

资本的直接投资不能促进产业集聚#而通过市场机制发生的科研投入与产业

集聚正相关$
以往对中国各行业集聚程度的研究所基于的数据大都是分类较粗的行业

和地区层次的数据#而这些数据限制了我们对更细分的行业和地区间差异性

的研究$,55)C.*+*HT5+4C42!<==%"对传统的)基于行业和地区层次数据的

行业集聚指标进行了改进 !后文简称,T系数"#利用企业层次的数据#考虑

了不同行业内结构的差异#从而增加了不同行业间的可比性$利用涵盖中国

大部分工业产值的企业层次数据#我们首先分析了基于中国不同细分程度行

业和区域组合计算的行业集聚程度从<==>年至#$$"年的趋势#发现 行 业 集

聚程度在此期间稳健增长$接下来#我们着重分析了影响中国行业集聚程度

的因素$具体来讲#我们在省)市和县三个区域层次用"位行业代码行业的

特征来解释这些行业集聚程度$在行业特征方面#我们依据现有理论和实证

文献#控制尽量多的因素 !包括知识外溢)劳动力市场发育)投入 共 享)地

方保护)自然禀赋优势)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等"$在计量模型方面#我们采

用动态T^^模型来控 制 回 归 分 析 中 可 能 存 在 的 不 可 测 度 变 量 !1*.EC42b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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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E54C#和内生性问题 $4*H.L4*4)36#%#我们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制造业

中&地方保护因素和外部性在各个区域层次回归中显示稳健的正向作用’我

们还发现自然禀赋优势和运输成本对行业集聚程度有增强作用’此外&结果

表明&使用,T系数表示行业集聚时&规模经济 的 因 素 不 再 显 著 影 响 行 业 集

聚程度%

# I+*C.*$#$$<#以及’./E4C+*HGb42/+*$#$$&#提出关于行业集聚和区域专业化分工影响因素的实

证研究中普遍存在三个主要的计量缺陷&即存在不可测度变量!内生性问题和缺失变量%根据我们 的 文

献搜索&现有文献中对这些计量缺陷进行有效控制的研究只有白重恩等$#$$&#%
" 通过这两个步骤&我们对样本中近<$$万个企业(年度中的<&X=万$或者说<&X#>S#个观测值的区域

代码做了调整%

本文以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考察<==>年 至#$$"年 间 行 业 集 聚 的

程度和趋势’第三部分分析影响行业集聚的因素%第四部分是全文的结论%

二!近年中国各制造业行业集聚程度和趋势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主要数据来 自 国 家 统 计 局 工 业 企 业 统 计 数 据 库&涵 盖<==>
年至#$$"年采掘业!制造业和电力!煤气 和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的 全 部 国 有 和

年销售收入@$$万人 民 币 以 上 的 非 国 有 企 业%数 据 库 包 括 分 析 行 业 集 聚 所

需的区域代码!行 业 代 码!产 值 等%我 们 在 本 文 中 集 中 分 析 制 造 业 的 行 业

集聚情况&而把采 掘 业 以 及 电 力!煤 气 和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排 除 在 外&主 要

是因为这些行业的 集 聚 程 度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依 赖 于 自 然 资 源 的 分 布&对 其 进

行分析的经济学 意 义 不 大%在 计 算 行 业 集 聚 程 度 时&我 们 主 要 依 据 产 值 数

据%其原因主要是中 国 不 同 所 有 制 企 业 存 在 不 同 程 度 的 冗 员 现 象&而 各 行

业企业的所有制 构 成 不 同&可 能 造 成 分 析 结 果 不 可 比%为 了 使 不 同 年 份 的

行业集聚可比&我们 使 用 了 以 不 变 价 格 表 示 的 企 业 产 值&而 对 于 那 些 没 有

报告不变价 格 产 值 的 企 业&我 们 计 算 其 所 在 的&位 代 码 行 业 的 价 格 指 数&
并对企业产值进行调整%

行业集聚研究中最重要的数据项是企业的行业和区域%我们在使用原始

数据中企业的行业和区域信息之前&对这些信息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具体

来讲&首先&我们将企业填报的区域代码和企业所在县区文字信息进行核对&
由于这些文字信息基于企业填报的详细地址&因此在准确性方面应该优于企

业的区域代码%其次&我们用<===行政区划代码体系 $T[(_##!$M<===#作

为基准&对样本年度内中国的行政区划代码进 行 了 统 一%"最 后&由 于 中 国 在

#$$"年实行了新的行业代码分类 $T[(_&%@&M#$$##&取 代 了 旧 的 行 业 代 码

分类 $T[(_&%@&M<==&#%为了使#$$"年的数据和以前年度统一&我们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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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代码对比表和企业的产品信息将#$$"年度企业数据中的行业代码转换为

旧的行业代码#

!二"区域和行业的选择

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现有关于行业集聚的研究通常局限于较大的区

域和较粗的行业分类$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更加细分的区域和行业之间的

异质性#例如$小 汽 车 制 造 业 和 自 行 车 制 造 业 同 属 交 通 工 具 制 造 业$但 是$
显然这两种行业的差异性很大$其区域集聚的状况%原因和影响都会有一定

的差别#从区域角度而言$一个重要问题是区域的选择问题 !̂ .H)J)+E54:2M
4+Z*)3V2.E54/$^:ZV"#图<列示某行业在两种区域定义下的不同情况&
如果我们定义第一种情况下的区域单位为县级$那么$在总计<!个单元格中

有<$个单元格存在该行业$各为该行业总体的<$S’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

把区域单位合并为市级区域#那么$该行业存在于"个单元格中的#个$而

且在其中一个单元格中达=$S#如果我们计算基于两种情况下区域划分的行

业集聚$显然第二种情况下行业的区域集聚情况更加明显$而这两者间的差

异是由人为划定区域造成的#

情况< 情况#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图2"区域单位选择对行业集聚计算结果的影响

解决或减少区域选择问题的影响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其一是利用企

业精确位置的信息$基于企业间准确的距离测算行业集聚$从而有效地去除

了区域边界的影响 !U12+*3.*+*HGb42/+*$#$$@"#但是$使用这种方法的

一个主要的困难是企业精确位置的信息往往很难获得#另一种常用的方法是

利用不同区域级别计算多组行业集聚指标$以观察基于不同区域级别结果的

稳 健 性 !?.C4*3(+5+*HD32+*L4$#$$<’U4b4241K$T2)JJ)3(+*HD)/;C.*$

#$$&"#在本文中$我们使用了后一种方法#

!三"行业集聚系数的选择

现有关于中国行业集聚的研究大都是基于基尼 !T)*)"系数或 I..b42系

数$而此类系数是基于行业层次数据来计算的$从而不能够反映行业内部结

构对行业 集 聚 程 度 的 影 响#为 了 解 决 这 个 问 题$,55)C.*+*HT5+4C42!<==%"
设计了’系数$调整了不同行业内部企业几种程度的差异$从而使得计算结

果在行业间%国家间和不同时 间 上 更 加 可 比#目 前$国 际 上 基 于’系 数 对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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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聚的研究很多#但是#对中国的相 关 研 究 还 很 少$&本 文 中#我 们 利 用 企

业层次产值数据计算了中国各制造业行业<==>%#$$"年以’系数表示的行业

集聚情况#并着重解释行业间集聚情况差异的原因$

& 国际上#:54-Y47’21*&#$$!’#U4b4241K7’21*&#$$&’#̂ +1245+*HD4H)55.3&<===’以及?.C4*3(+5+*H
D32+*L4&#$$<’分别对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行业集聚进行了’系数的测算$国内的一个 例 外 是#路

江涌!陶志刚&#$$!’利用企业层次 职 工 人 数 数 据 用’系 数 估 算 了 中 国<==>%#$$"年 的 行 业 集 聚 情 况$
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我国不同所有值企业中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冗员问题#从而造成所有制构

成比例不同的行业之间可比性下降$

’系数的计算公式是"’,2
P,# <#%

%
N#! "% U,

<#%
%
N#! "% &<#U,’

#其中P,是行业,在%个区

域内的基尼系数#P,2%
%

&N%#6%’##N% 是区域%所有行业产值占全国所有行业

产值的比例#6%是行业,在区域%的产值占该行业全国产值的比例(而U,是行业

,的赫芬达尔系数#U,2%
,
G#,#其中G, 是企业,的产值占行业,&包括<#)#,个

企业’产值的比例$

&四’中国制造业集聚趋势 &<==>%#$$"’

表<列示了基于#位!"位和&位代码行业以及省!市和县级区域计算的

’系数的加权平均值#这里的权重是各行业的产值$表<表明各个行业和区域

组合的’系数在<==>%#$$"年间呈稳健的上升趋势$此外#表<的最后两栏

列示的’系数最大和最小的行业表明了区域选择问题 &̂ :ZV’的存在$以

烟草加工业为例#在县和市级区域层次计算的结果表明该行业是’系数最小

的行业#但是#在省级区域层次计算的结果则表明该行业是’系数最大的行

业$这说明了烟草加工业主要集中于几个省份#但是在这些省份内却广泛分

布#造成了在市级和县级层次上的集聚程度较小$

表!!中国制造业的!系数!!""#"$%%&#

行业和

区域

<==> <=== #$$$ #$$< #$$# #$$"

加权平均值

#$$"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系数

最小的行业

’,系数

最大的行业

#位代码行业

县 $X$$#"$X$$#@$X$$"$$X$$"&$X$$"%$X$$&# $X$$$"$X$$=%$X$$#& 烟草加工业 电子及 通 信 设 备

制造业

市 $X$$!<$X$$!!$X$$%$$X$$>"$X$$>=$X$<$"O$X$$"!$X$#>=$X$$!% 烟草加工业 电子及 通 信 设 备

制造业

省 $X$#$!$X$#<"$X$##$$X$#&"$X$#!@$X$#=! $X$$#&$X$!>@$X$<>% 木材 加 工 及 竹

藤棕草制品业

烟草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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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行业和

区域

<==> <=== #$$$ #$$< #$$# #$$"

加权平均值

#$$"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系数

最小的行业

’,系数

最大的行业

"位代码行业

县 $X$$@>$X$$@%$X$$!!$X$$%#$X$$%%$X$$>!O$X$$%#$X<"@<$X$<%& 塑料 家 具 制 造

业""
电气机械修理业

市 $X$<#%$X$<"@$X$<&!$X$<!&$X$<%&$X$<=<O$X$"<#$X#$$@$X$#=! 其他 饮 料 制 造

业""
水产品加工业

省 $X$">!$X$"=<$X$&$$$X$&#!$X$&@"$X$&=<O$X<@"#$X&<<=$X$%"> 电子 设 备 及 通

信设备修理业

丝绢纺织业

&位代码行业

县 $X$$>%$X$$>$$X$$=#$X$<$$$X$<$=$X$<#<O$X$"<=$X"@<$$X$"!> 潜水 装 备 制 造

业""
锡冶炼业

市 $X$<%$$X$<>$$X$<=&$X$#<"$X$#""$X$#&>O$X<%%!$X&=#$$X$@!# 潜水 装 备 制 造

业""
航标器材制造业

省 $X$&>@$X$&>>$X$@$$$X$@<>$X$@%%$X$!<"O$X>==%<X<">#$X<#$% 潜水 装 备 制 造

业""
摩托车修理业

三!制造业区域集聚程度的决定因素

!一"行业集聚的微观基础

@ 新产品指采用新技术原理#新设计构思$生产的全新产品或在结构#材质#工艺等某一方面比老产品有

明显改进$从而显著提高了生产性能或扩大了使用功能的产品%包括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研制#生 产 的

国家级新产品和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范围内第一次研制#生产的地区级新产品%

我们主要 从 外 部 性#地 方 保 护 主 义#运 输 成 本#规 模 经 济 和 自 然 资 源

禀赋等几个方面 讨 论 行 业 集 聚 的 微 观 基 础%首 先$我 们 从 集 聚 所 产 生 的 外

部性入手% +̂2C(+55!<=#$"将集聚产生的 原 因 分 为 知 识 溢 出#劳 动 力 市 场

发育和投入共 享%知 识 溢 出 是 一 个 难 以 直 接 度 量 的 现 象$在 本 文 中$我 们

使用行业新产品占 总 产 出 的 比 例 度 量 可 能 的 知 识 溢 出%@和 通 常 使 用 的 研 发

投入占企业 收 入 比 例 相 比$新 产 品 占 总 产 出 的 比 例 和 企 业 专 利 指 标 类 似$
可能更好地 反 映 了 创 新 能 力 的 积 累 !\45H/+*7’21X$#$$#"%除 了 知 识 溢

出$溢出效应还 可 能 来 自 信 息 共 享%W.b4567’21*!#$$@"研 究 了 企 业 总 部

集聚和企业出口的关系$并发现&在行业 出 口 信 息 比 较 难 以 获 得 的 情 况 下$
企 业 的 总 部 呈 现 更 为 集 中 的 趋 势’而 相 对 于 出 口 比 例 较 小 的 行 业$那 些 出

口 比 例 较 大 的 行 业 总 部 更 为 集 中%本 文 中$我 们 使 用 行 业 出 口 占 行 业 总 产

出 的 比 例 来 度 量 可 能 来 自 出 口 方 面 信 息 共 享 的 重 要 性%劳 动 力 市 场 发 育 对

生 产 力 的 促 进 作 用 在 于 某 行 业 可 能 因 为 其 需 要 的 专 门 人 才 在 一 些 地 区 的 集

聚 更 容 易 找 到 合 适 的 人 才%通 常 情 况 下$专 业 人 才 和 需 要 这 些 人 才 的 行 业

的 相 互 作 用 会 提 高 行 业 的 集 聚 程 度%由 于 比 较 细 的 行 业 层 次 上 对 专 业 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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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数据在中国很难找到#!我们 利 用 工 资 数 据 计 算 了 行 业 相 对 工 资 水 平#
用来衡量行业对 专 业 人 才 的 需 求$在 计 算 行 业 相 对 工 资 水 平 时#我 们 对 地

区差异进行了调整#即首先计算某行业在某地区的相对工资水平#然后将各

地区该行业相对 工 资 水 平 进 行 加 权 平 均#得 出 全 国 该 行 业 的 相 对 工 资 水 平$

具体 计 算 公 式 如 下"‘+L4＿;24/)+,2
%
,

‘+L4,%
‘+L4%

V,/;,%

%
%
,/;,%

#其 中 ‘+L4, 和

‘+L4,%是全国和某地区的一个"位代码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而,/;,%是该地

区该行业职工人数$为了排除国有企业中可能存在的未在工资中反映的职工

福利的影响#我们在计算中未包括国有企业$为了检验投入共享对集聚的影

响#我们使用了行业中间投入中外购投入占企业总产出的比例作为测度指标$

I.5/4C%<===&用相同的指标研究发现#行业对外购投入依赖程度和该行业

的集聚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但是#由于只有面板数据#I.5/4C%<===&没有

能够考察两者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利用面板数据考察行业对外购投入依赖程

度对行业集聚程度的影响$

! ?.C4*3(+5+*HD32+*L4%#$$<&使用 了 具 有 本 科!硕 士 和 博 士 学 位 员 工 的 比 例 来 衡 量 行 业 对 专 业 人 才 的

需求$

近年来#地方保护主义在中国的学术界日益受到重视#这方面的 研 究 逐

渐涌现出来$周黎安 %#$$&&分析了 中 国 地 方 保 护 主 义 和 重 复 建 设 问 题 长 期

存在的原因’徐 现 祥!李 郇 %#$$&&以 长 三 角 城 市 群 为 样 本#发 现<==$(

#$$#年间地方市场分割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阻碍作用已经下降了近@$S’李善

同等 %#$$&&通过大范围的调查说明中国地方保护主义趋势逐渐下降的趋势’
白重恩等 %#$$&&以及胡向婷!张璐 %#$$@&分别分析了地方保护主义对行

业区域分布和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黄玖立!李坤望 %#$$!&则发现>$年代

由于新旧工业基地的轮替#地区专业化和分布的不平衡性稍有退化’而=$年

代地区专业化 则 显 著 加 深#分 布 的 不 平 衡 性 和 集 中 程 度 明 显 加 速$本 文 中#
我们把地方保护引入计量模型#考察地方保护对行业集聚的影响$我们沿用

与白重恩等 %#$$&&类似的指标 来 衡 量 地 方 政 府 对 行 业 保 护 的 积 极 性#但 与

白重恩等 %#$$&&不同的是#我们的指标更为细化#从而能更精确地衡量地

方政府通过保护某些行业可能获得的利益$我们使用两个指标#其一是某行

业地方税收占企业收入的比例#其二是某行业国有资本所拥有的产出占行业

总产出的比例$地方税收是地方税种税收和中央地方共享税种税收中归地方

所有部分之和$我们使用的数据中有四项指标和税收有关"应交增值税!应

交企业所得税!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以及管理费用中的税金$我们依据中国

税收制度中 的 相 关 规 定 计 算 各 个 行 业 对 地 方 税 收 的 贡 献$第 一#增 值 税 的

#@S为地方收入’第二#某些行业!所有制形式和隶属关系企业的企 业 所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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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属中央税种 !如中央企业缴纳的所得税和外资企业所得税等"的#我们予

以剔除$第三#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中的资源税比例较大#而我们没有单独

的资源税的数据#因此#我们把成为资源税课税对象的行业从计量分析中予

以剔除 !烟%酒及酒精%化 妆 品%护 肤 护 发 品%贵 重 首 饰%鞭 炮%焰 火%汽

油%柴油%汽车轮胎%摩托车%小汽车行业"$第四#管理费用中核算的税金

比例较小#且多为地方税种#对此不做进一步处理&由于地方政府从国有企

业中获得的收益不仅仅局限于国有企业的税收#我们用行业内国有资本所拥

有的产出占行业总产出的比例来衡量地方政府在某行业的其他收益&
运输成本通常被认为是影响行业集聚的重要因素#然而#没有关 于 行 业

运输成本的调 查#在 中 国 度 量 行 业 层 次 的 运 输 成 本 存 在 很 多 困 难&本 文 中#
我们首先利用?.C4*3(+5+*HD32+*L4!#$$<"中使用的存货占销售比例的指标

衡量行业产品的易腐败性&这个指标的合理性在于产品的易腐败性和产品单

位距离的运输成本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与?.C4*3(+5+*HD32+*L4
!#$$<"略有区别#我们使用完工产品占销售的比例#因为完工产品比存货更

加符合要测度的经济关系&%然而#我们也意识到产品的易 腐 败 性 只 是 影 响 产

品运输成本的一个侧面#因此#我 们 还 使 用 产 品 销 售 成 本 !不 含 广 告 费"来

度量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成本&产品销售成本 !不含广告费"包括销售人

员的工资%差旅费%运输费用等&

% 以食品制造业为例#完工产品占销售的比例与产品的易腐败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例如#在#$$"年#食
品制造业中!个"位 代 码 行 业 的 完 工 产 品 占 销 售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罐 头 食 品 制 造 业!$X<&@"%发 酵 制 品 业

!$X$@>"%其他食品制造业!$X$@&"%调味品制造业!$X$&="%糕点%糖果制造业!$X$&$"和乳制品制造业!$X$"&"&

实现规模经济是行业发生集聚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由于’系数 在 构

建时已经考虑了行业的结构特征 !赫芬达尔系数"#因此#一些相关文献在分

析行业集 聚 原 因 时 不 再 单 独 考 虑 规 模 经 济 的 作 用 !U1/+)C7’21X#<==%$

?.C4*3(+5+*HD32+*L4##$$<"&然而#由 于 赫 芬 达 尔 系 数 和 规 模 经 济 并 不 是

一个等价的概念#一些学者认为仍然应该控制规模经济因素 !:54-Y47’21*#

#$$!"&在本文中#我们用行业内企业平均产值作为行业规模的指标&
在现有的文献中#关于自然资源禀赋对行业集聚的影响存在着 争 论&有

研究表明自然 资 源 禀 赋 是 影 响 行 业 集 聚 最 重 要 的 因 素 !A)/#<===$,55)C.*
+*HT5+4C42#<==="&也有学者认为由于自然禀赋的重要性依赖于运输成本的

高低#而在#$世 纪 以 来#实 际 运 输 成 本 的 下 降 幅 度 达 到=$S !T5+4C42+*H
A.(5(+C4##$$&"#因此#自然禀赋的重要性也可能有所下降&在实际操作中#
行业层次自然禀赋的重要性比较难以衡量&一个可行的方法是依赖于投入产

出表#但是#中国 目 前 公 开 的 比 较 详 细 的 最 新 投 入 产 出 表 是<==%年 的#这

样#我们就难以在面板数据的分析中考察自然禀赋的作用&因此#我们只是

在不控制行业固定效应的回归分析中考察了自然禀赋的作用&我们从投入产



第"期 路江涌!陶志刚"我国制造业区域集聚程度 >$=""

出表中计算了"个衡量行业对资源依赖程度的指标"农产品占行业投入的比

率!矿产品占行业投入的比率以及电!燃气和水占行业投入的比率#
在实证分析 中$我 们 使 用"位 代 码 的 行 业 进 行 分 析$其 原 因 是"首 先$

企业填报的行业代码在年度之间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发生变化#除了企业经营

范围变化方面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企业的经营范围覆盖多个行业代码$从

而造成各年度对主要行业代码的确定不一致#我们使用"位代码的行业可以

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因素的影响%其次$我们用来衡量企业对自然资源依赖

程度所使用的投入产出表中对行业的分类最接近于"位代码行业%最后$我

们测算行业对地方税收贡献时需要把一些是资源税课税对象的行业剔除$而

这些行业大都是"位代码的行业#我们在表#中列示了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定

义和统计值$在表"中列示了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表!!变量定义和统计值

变量 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系数&"位行业$县’ 基于"位 行 业 代 码 和 县 级

区域的’系数

<$#@ $X$$>& $X$<!@ O$X$<=# $X#@!%

’系数&"位行业$市’ 基于"位 行 业 代 码 和 市 级

区域的’系数

<$#@ $X$<%$ $X$#%< O$X$=<% $X"$">

’系数&"位行业$省’ 基于"位 行 业 代 码 和 省 级

区域的’系数

<$#@ $X$&&= $X$!%& O$X&&=> $X&<!=

国有产值比例 行业内企 业 国 有 资 本 相 应

产值之和(行业总产值

<$#@ $X#"$> $X#$!@ $ <

地方税收贡献率 行业 地 方 税 收(行 业 销 售

收入

<$#@ $X$#>< $X$#%> $X$$#< $X"=#=

行业相对工资
%
,

‘+L4,%
‘+L4% V

,/;,%

%
%
,/;,%

<$#& <X$@<> $X#!&< $X&@$$ "X&>&#

外购中间投入比例 行业 外 购 中 间 投 入(行 业

总产值

<$#@ $X%!"> $X$&!< $X"=%" $X>=!"

完工产品比例 行 业 完 工 产 品(行 业 总

产值

<$#@ $X$>=% $X$&!% $X$$=< $X&"!!

销售费用比例 行业 销 售 费 用&不 含 广 告

费’(行业总产值

<$#@ $X$&$< $X$#%@ $X$$$& $X#!$#

新产品比例 行业新产品(行业总产值 <$#@ $X$%#> $X$>=% $ $X!&"$
出口比例 行业 出 口 产 值(行 业 总 销

售产值

<$#@ $X##<% $X<="" $ $X>&$=

企业平均规模 行业总产值(行业内企业数 <$#@ !>X## <"!X@$ @X#%<&$%X@&
农产品投入的比率 某行业来 自 农 产 品 行 业 投

入系数之和

<$#@ $X$=!! $X<%&= $ $X>$>!

矿产品投入的比率 某行业来 自 矿 产 品 行 业 投

入系数之和

<$#@ $X$@&> $X<#@> $X$$$< $X%<>$

电!燃 气 和 水 投 入 的

比率

某行 业 来 自 电!燃 气 和 水

行业投入系数之和

<$#@ $X$#=@ $X$#!= $X$$#$ $X#$>=

注"行业变量在"位代码行业基础上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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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量方法和实证结果

<X计量方法

I+*C.* ##$$<$对区域集聚实证分析文献的评述中指出"现有研究中估

计方法的缺陷很大 程 度 上 限 制 了 人 们 对 集 聚 经 济 效 果 相 关 研 究 的 接 受 程 度%
而主要的缺陷是现有研究没能够较好地处理不可观测的特征!内生性问题和

集聚效应的多重来源问题%无独有偶&’./E4C+*HGb42/+* ##$$&$也强调

了类似问题的普遍性%造成这类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现有研究使用的多是截面

数据&例如&?.C4*3(+5+*HD32+*L4##$$<$虽然对美国各制造业集聚的原因

做了细致的实证分析&但是&他们同时指出"由于使用的是截面数 据&他 们

的计量结果中除了自然资源和运输成本等相对外生的变量外&其他变量只是

描述了行业其他特性和集聚之间的一个均衡状态%
接下来我们分别对 I+*C.* ##$$<$提出的不可观测的特征!内生性和集

聚效应的多重来源等三个问题进行讨论%对于不可观测的特征&通常的做法

是基于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这样可以把各时间点间不变的不可观测

特征去除%我们首先给出一个基本的固定效应模型"’,’N(’,&’O<Q)M,’Q&,Q%’
Q*,’&其中’,’和’,&’O<分别是行业,在’年和’O<年的集聚程度&M,’是行业,
在’年的一组特征变量&&, 是行业,的固定效应&%’ 是’年的固定效应&而*,’
是扰动项%在上式中&由于行业的集聚是一个缓慢的调整过程&所以我们使

用了:2455+*.+*H[.*H #<==<$建 立 的 动 态 估 计 过 程%在 这 个 估 算 过 程 中&
行业特殊系数在上述方程式的一阶差分中被消去&得到的方程中使用因变量

和事先给定变量的各阶滞后值&用外生变量的差值作为工具变量&从而在一

定程度上减轻了内生性问题%在M,’中&我们尽量控制现有理论中影响行业集

聚的因素&包 括 外 部 性!地 方 保 护 主 义!运 输 成 本 和 规 模 经 济 等 各 个 方 面%
这些变量帮助我们控制集聚效应的多重来源问题%

由于我们只有<年的自然资源禀赋的数据&我们把自然资源禀赋要素引

入随机效应模型"’,’N(’,&’O<Q)M,’Q+O,Q%’Q*,’&这里的O, 代表着农产品

投入的比率!矿产品投入的比率和电!燃气和水投入的比率%

#X实证结果

我们在表&中报告了基于动态估计过程模型的县级!市级和省级行政区

域三种情况下的实证结果%结果显示国有产值比例和地方税收贡献率对行业

集聚有负的影响&说明国有产值比例高和对地方税收贡献率大的行业更倾向

于分散而不是集聚&这个结果和白重恩等 ##$$&$的发现相一致%关于潜在

外部性对集聚的促进作用&我们的结果和理论预期也大体一致%具体表现为"
虽然只是在省级区域层次上显著&但在各个区域层次上相对工资水平对行业

集聚均有正向影响&从而支持了劳动力市场发育会提高行业集聚程度的假说%
关于投入要素共享的假说&我们发现外购中间投入比例的系数为正&并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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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和市级区域层次上分别在<@S和@S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在一定程度

上证实了 I.5/4C!<==="的发现$并且进一步说明存在投入要素共享到行业

集聚的因果关系#回归结果表明关于技术溢出的新产品比例的系数虽然为正$
但只是在省级区域层次上显著#而出口比例的系数则在所有区域层次上都显

著为正$这和W.b456等 !#$$@"所 发 现 的 有 关 出 口 信 息 共 享 的 结 果 相 一 致#
我们在分析中预期商品的易腐败程度会使得企业更倾向于接近消费者$从而

降低企业集聚的程度#虽然在前文中我们在食品制造业中发现了与理论预期

相一致的证据$但是表&的回归结果表明完工产品比例的系数在三组回归中

符号不一致$并且都不显著#这也许说明完工产品比例并不能很好地代表运

输成本和适用 于 所 有 行 业#相 反 地$销 售 费 用 比 例 较 好 地 符 合 了 理 论 预 期$
其在三组回归中符号均为负$并且在统计上显 著#>此 外$表&中 企 业 平 均 规

模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说明在 我 们 的 研 究 中$由 于 使 用 了’系 数$规 模 经 济

的作用已经被比较充分地考虑#关于:2455+*.+*H[.*H !<==<"动态估计过

程结果的一致性和其中使用的工具变量的合理性$我们分别通过二次自相关

的检验和D+2L+*检验来确定#二次自相关的检验表明不存在回归方程参差项

间的二次自相关$而D+2L+*检验则表明回归中使用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 !)
值在$8<!<和$8#&@之间"#

表!!基于动态估计过程模型的县级!市级和省级区域回归结果

> 完工产品比例和销售费用比例的相关系数为$X$%#

自变量 县级 市级 省级

滞后一期的’系数
O$X#!<"!!!

!$X$&!&"
O$X#">$!!!

!$X$&%="
$X$&%=
!$X$&%#"

国有产值比例
O$X$"%@!!!

!$X$<<&"
O$X$!&#!!!

!$X$<&%"
O$X#<@%!!!

!$X$##<"

地方税收贡献率
O$X&>&=!!!

!$X<%!@"
O$X@@!<!!

!$X##@#"
O<X@#=@!!!

!$X""#@"

行业相对工资
$X$$=@!!

!$X$$">"
$X$<&$!!!

!$X$$&="
$X$$%>
!$X$$%&"

外购中间投入比例
$X$"&%Q

!$X$#"$"
$X$@%>!!

!$X$#=""
$X$<#!
!$X$&#$"

新产品比例
$X$<"&
!$X$<%""

$X$<#$
!$X$###"

$X$!$#!

!$X$""@"

出口比例
$X$"="!!

!$X$<>#"
$X$@@$!!

!$X$#"!"
$X$!>#!

!$X$"!$"

完工产品比例
O$X$$""
!$X$#%>"

$X$"$>
!$X$"@%"

O$X$#%!
!$X$@"%"

销售费用比例
O$X<<=>Q

!$X$>$#"
O$X<>@@!

!$X<$&<"
O$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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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变量 县级 市级 省级

企业平均规模
O<X&#,M$@
#<X@>,M$@$

O&X=<,M$!
##X$",M$@$

O"X>=,M$!
#"X$>,M$@$

常数项
O$X$$$"
#$X$$$@$

O$X$$$"
#$X$$$!$

O$X$$&!!!!

#$X$$<$$
年份哑变量 f4C f4C f4C
样本量 !"% !"% !"%
D+2L+*_4C3#V2(,#$ $X#!<" $X@<# $X<@&!
:?#<$#V2(G$ $X#@$= $X<=<< $X$""%
:?##$#V2(G$ $X<!$! $X<%" $X#&@"

注"!!!%!!%!和Q分别表示在<S%@S%<$S和<@S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我们在表@中报告 了 考 虑 了 自 然 禀 赋 优 势 的 随 机 回 归 模 型 的 结 果&表@
中关于溢出效应!地方保护主义!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的结果和基于动态估

计过程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关于自然禀赋优势%我们发现"农产品投

入的比率和矿产品投入的比率显著地正向影响行业集聚%而电!燃气和水投

入的比率的影响为负%并只在县级区域层次上显著&这里%如何解 释 电!燃

气和水投入的比率的负向影响比较困难%可能的解释是电!燃气和水的比较

容易实现区域间的运输%农产品和矿产品的运输成本较高&

表!!基于随机效应模型的计量结果

自变量 县级 市级 省级

国有产值比例
O$X$<<&!!

#$X$$@<$
O$X$<@$!!

#$X$$%&$
O$X$@&"!!!

#$X$<&>$

地方税收贡献率
O$X<!&>!

#$X$=&!$
O$X#$>&Q

#$X<"#"$
O$X$!&%
#$X#@&<$

行业相对工资
$X$$!&!!!

#$X$$##$
$X$$=!!!!

#$X$$"$$
$X$<@!!!!

#$X$$@&$

外购中间投入比例
$X$@<=!!!

#$X$<&%$
$X$=!>!!!

#$X$<=!$
$X<&""!!!

#$X$"!<$

新产品比例
$X$$@<
#$X$$=$$

$X$<<<
#$X$<#>$

$X$%$&!!!

#$X$#&%$

出口比例
$X$<@&!!!

#$X$$@&$
$X$#@%!!!

#$X$$><$
$X$&@"!!!

#$X$<!!$

完工产品比例
O$X$$"%
#$X$<!&$

$X$"%=!

#$X$#""$
O$X$<=<
#$X$&&>$

销售费用比例
O$X$$!$
#$X$"$!$

O$X$<@&
#$X$&&@$

O$X$@=>
#$X$>>"$

企业平均规模
O<X<&,M$@
#=X$#,M$!$

O>X=>,M$!
#<X"<,M$@$

$X$><<!!!

#$X$#@>$

农产品投入的比率
$X$$>&
#$X$$!"$

$X$"$>!!!

#$X$<$%$
$X<<@!!!!

#$X$&"#$

矿产品投入的比率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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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变量 县级 市级 省级

电#燃气和水投入的比率
O$X$>&@!!

!$X$&%#"
O$X$!=>
!$X$>$""

O$X$$"#
!$X$$"&"

常数项
O$X$$#>!!

!$X$$<@"
O$X$$%&!!!

!$X$$#<"
O$X$$<%
!$X$$"#"

年份哑变量 f4C f4C f4C
样本量 =@= =@= =@=
$# $X<#$< $X<&>= $X<$>"

注$!!!%!!%!和Q分别表示在<S%@S%<$S和<@S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四!结""论

本文从实证的角度检验了中国近年来制造业行业集聚的趋势和影响集聚

的微观基础&通过使用企业层次的数据%我们借鉴了国际上近期关于行业集

聚指标的发展%首先发现与现有大多数研究相一致的结论%即中国近年来行

业集聚程度呈上升趋势&在此基础上%我们基于相关理论和现有的实证研究%
利用动态估计过程模型对可能影响中国行业集聚的要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由

于使用了面板数据#动态估计方面和尽可能全面的变量%我们比较有效地控

制了相关实证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不可观测的行业特征#内生性和集聚效应的

多重来源等问题&从实证结果方面%分析证实了地方保护主义因素对行业集

聚的影响&此外%我们的结果稳健地支持了知识外溢#信息外溢#劳 动 力 市

场发育和投入要素共享对行业集聚的影响&最后%我们发现对自然要素的依

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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