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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变异系数和 月收敛模型等经济敛散性度量工具
,

对 19 92 一 20 04 年期间我国省际经 济收

敛性的阶段性特征进行 了定量分析和检验 ;来用产业集聚度指标和聚类分析 方法对这段时期省 际经济的

产业集聚状况进行 了详细 分析 ;在此基础上
,

对产业集聚与经济收数的关 系
,

即产业集聚是否会影响到地

区间经济差距的扩 大与缩 小 以及影响程度如何进行 了实证检脸
。

结 果表明
,

在 19 92
一
20 04 年 间

,

我 国省

际之间经济存在先条件收敛
、

后 绝对发散
、

再到鼓散状况不 明显三个阶段
,

并且其鼓散性与产业集聚状况

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在不 同的 时期
,

产业集聚时区域经济敛散性的影响也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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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区域经济的收敛性一般是指在一体化的市场环境中
,

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
,

生产要素在区域

之间的 自由流动将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自我修正作用
,

从而导致区域间人均收人或产出水平呈

现差距缩小的趋势性特征
。

区域经济的敛散性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

还会 因为不均衡的 区域经济和收人

分配引发社会的动荡
,

从而可能演变为社会问题甚至国家安全问题
。

我国当前正在提倡建设 的和谐社会

目标的经济学意义
,

就是旨在通过缩小区域之间和群体之间的收人分配差异
,

实现国民经济的收敛性
,

进

而消除经济状况差异过大造成的不安定因素
,

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
。

我国 19 9 2 年开始正式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本质上就是希望通过一体化市场的建立
,

利用

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
,

实现国民经济的调控
,

而这种市场机制对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调控其直接结

果就应该是国民经济的整体收敛
。

但历史遗留下来的城乡之间和部分地 区之间政策性的差别待遇
,

以及

为了加快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步伐而实施的以沿海开放战略为代表的差别性区域经济发展政策
,

构建了一

系列在一定时期 内的区域间要素流动和产业发展的政策壁垒
,

使得我国经济呈现 出非均衡的高速发展特

征
。

近年来
,

国内很多学者都对我国区域经济之间是否存在收敛现象以及影响区域经济收敛的因素都有

哪些做出过分析和检验
。

比较早期的有魏后凯利用 尽收敛模型检验 了我国 19 52 一
19 95 年分 3 个时期的省

际经济敛散状况
,

得到的结果是不 同时间
、

期间敛散趋势和收敛速度各不相同
。 〔’ ]王小鲁

、

樊纲通过统计描

述的方法分别考察 了影响地区经济差距的各主要因素
,

包括资本
、

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在各地区间的流动和

配置状况
、

制度变革 (主要是市场化进程 ) 在各地区间的差异
、

结构变动 (城市化是最主要的因素 ) 对地区

经济差距 的影响
。

2[] 王远林
、

王竹萃对 19 9 2 一 2 001 年我 国区域经济敛散状况进行 阶段性分析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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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年以前我国区域经济存在收敛性
,

而 19 % 年以后趋于发散
。
〔’ 〕刘凤 良

、

高东明对趋同问题的研究方法

进行了细致的总结
,

[’] 这些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地区间经济敛散状况和影响因素做出了分析和检验
,

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基础
。

在区域经济差距扩大问题被关注以后
,

为了缩小地区间差距
,

我国又先后实施 了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

北老工业基地战略
,

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措施
,

试图从宏观上引导各地区均衡发展
。

这些政策措施

实施以来
,

我国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是否有所缓解
,

目前还缺少经验研究 的证据
,

本文将对此

做出验证
。

经济收敛性问题的研究本质上是 由收人差距来刻画的
,

如果一段时期内
,

人均收人的分配表现为差距

缩小或者贫穷地区的人均收人增长率快于富裕地区
,

那么地区之间呈收敛趋势 ;反之则表现为发散
。

但收

人分配的差距归根结底是由区域间生产要素配置和利用水平的差距带来的
,

因此
,

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配

置状况的变化是缩小收人分配差距和实现经济收敛的一个重要条件
。

但是
,

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不仅

取决于要素市场的价格调节机制
,

还取决于特定产业内的产业组织方式及其特征
。

近年来
,

伴随国民经济

高速增长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大幅度调整
,

区域性布局也在发生剧烈变化
。

由于产业布局改变过程中
,

很多

行业由于规模收益递增和正的外部经济效益的存在
,

企业在区位选择过程中可能并不按照要素的价格作

用机制那样将资本投向落后国家或区域
,

而是转到经济发达地区
。

这是因为在发达地区企业可能会获得

更好的投资环境
、

上下游合作伙伴关系
、

配套设施建设等多种有利条件
,

所以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 的最优

区位选择行为就有可能导致在短期内产业集聚于特定地区
。

另一方面
,

由于我国一直实行差别性的区域

经济政策
,

一些地区因为具备较优越的条件而成为产业集聚
“

中心
” ,

而另一些地区则沦为
“

外围
” ,

地方政

府为了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
,

倾向于最大程度上吸引企业进人地方发展
,

使得产业集聚会在一定程度上

得到加强
, “

中心
”

和
“

外围
”

的差距会拉大
。

因此
,

产业集聚的形成和演化机制一定会对经济的收敛性产生

影响
,

甚至可能成为决定地区差距变化的决定因素
。

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关注产业结构特征对地区差距的影响
。

文玫认为由于区域国民生产总值与区域工

业总产值存在强相关性
,

所以制造业的区域化就伴随着普遍观察到的区域收人的不平等
。

5[] 范剑勇认为改

革以来中国整体上发生了产业在空间上的转移与集聚
,

而地区差距扩大与产业集聚有密切关系
。

地区差

距扩大的推动力在 19 95 年以前表现为以第二产业高份额为主的结构效应
,

而在 19 95 年以后转变为结构

效应与以产业集聚为主的集中效应并重
。

[̀ }上述国内产业集聚问题的研究成果
,

普遍关注产业集聚的产业

组织特征和空间配置特征
,

尚不能揭示产业集聚对地区收人水平差距和经济敛散性的作用机理及其趋势

特征
。

因此
,

本文将通过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省际之间产业集聚和经济敛散性的经验研究
,

揭示产业集聚

和经济收敛的区域性和阶段性分布与演化特征
,

以及地区间不平衡的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敛散性的影响
,

系统地探索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收敛性之间的关系
。

二
、

我国省际经济收敛性的阶段性特征分析

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在一个国家内部
,

如果区域之间是相互开放的
,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
,

受边

际收益递减规律的约束
,

要素在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将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生自我修正作用
,

从而导

致区域之间人均收人或产 出水平趋向均衡
。

因此
,

尽管区域之间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可能存在着差异
,

但如

果它们的经济增长条件相同或相似
,

那么
,

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将会快于发达区域
,

它们之间的经济差

异将随时间推移而逐渐缩小
。

首先引入 1992 一 2 00 4 年我国省际间真实人均 G D P 变异系数的时间序列图以描述省际间经济增长水

平的差异
,

同时检验我国地区经济增长是否存在
。 收敛

。

从图 1 中可以看 出
,

1992
一 19% 年

,

人均 GD P 的

变异系数在波动中略有下降 ; 19% 一 2 0 00 年间
,

变异系数在 19 98 年达到最低点
,

之后急剧上升
,

说明地 区

之间的差距在扩大
,

我国省际之间经济呈发散状况 ; 20 00 年以后 比较平稳
,

区域经济差距一直停留在 比较

高的水平
,

收敛和发散现象都不明显
。

。 收敛的检验方法只能大致上看出区域经济差距的总体变化趋势
,

不能表现出引起 区域收敛的原因

和东西部之间的差别
,

为了配合下文中检验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敛散趋势的影响
,

下面采用 俘收敛方法对

我国市场化改革以来不同时期我国地区经济敛散趋势进行检验
。

具体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
,

样

本期间为 19 92
一
20 04 年

,

所有数据都经过可比性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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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yl
。

为期初人均 GD P
,

y 。
.
:

为期末

人均 GD P
,

T 为时间跨度 ; .x’ 为稳态时的

人均产出增 长率 ; y厂为稳态 时的人 均产

出 ; p为收敛系数
,

.iy
.

表示 以怎样 的速度

接近稳态的人均产出 y厂
,

如果 p > o
,

地区

经济趋于收敛
,

如果 p < 0
,

地区经济趋于

发散
。

假定 .x’ 和 y : 不变
,

经过处理
,

则

收敛性趋势的度量模型转化为方程 ( 2) 的

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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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 9 2 一 20 0 4 年我国人均 GD P 变异系数

经济增长的差距
,

在模型中加人虚拟变量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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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方程 ( 2) 对我国省际经济的

p收敛进行检验
,

同时考虑到东西部之间

1
,

其余地区设为 O
,

如方程 ( 3 )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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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9 2 一 2
004 年我国省际经济 日收敢检验结果。

1111199 2 ~ ! 9 9 666 199 6
~ 2X( X))) 2X( X) ~ 2X( 抖抖

模模模型一一 模型二二 模型一一 模型二二 模型一一 模型二二

常常数项
QQQ

0
.

肠 888 0
.

3666 一 0
.

10555
一

0 07 333 0
.

以 3666 0
.

00 333

((((( 0
.

伪7 ))) ( 3
.

04 ))) (2
.

42 ))) (
一 1

.

11 8 ))) ( 1
.

57 ))) ( 0
.

以 7 )))

日日估 计计 一 0
.

仪巧999 0 03444
一 0

.

0 1333
一 0

.

以拍巧巧 0
.

仪刃888
一 0

.

仪抖444

(((((
一

0
.

54 ))) ( 2
.

19 ))) (
一

2
.

73 ))) (
一 1

.

2 1 ))) ( 0
.

2 4 2 )))
一

(0
.

535 )))

KKK
佑 计计计 0 05 66666 0

,

加 555555 一 0
.

印7777

(((((((3
.

4 3 ))))) ( 0
.

90 3 ))))) (
一 0

.

58 8 )))

柑柑柑 0
.

0 111 0
.

29999 0
.

19222 0
.

222 0
.

《冷的的 0
.

0222

FFF 位位 0
.

2777 5
.

7777 6
.

科科 3
.

4的的 0
.

02555 0
.

30222

具体检验结果如表 1所示
。

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省际之间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发散
,

20X() 年以后

发散状况有所缓和
,

但是还没有达到显著的绝对收敛趋势
。

从表 1 的检验结果看 出
,

1992
一 19% 年

,

p 符

号为负
,

但是不显著
,

加人地区虚拟变量以后
,

结果 p符号变为正
,

且拟合效果提高
,

所有变量 的系数都显

著
,

说明地区之间经济差距有所缩小
,

存在收敛趋势
,

其中虚拟变量前符号为正
,

说明东部地区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与西部地区是有差距的
,

大约 比中西部地区快 5%
,

结果与前面变异系数
。
收敛检验的变异系数呈

波动性减小是一致的
。

这段期间是我 国市场经济体制正式建立的初始阶段
,

短缺经济作为市场的基本特

征使得各地经济都呈现迅猛的发展
,

总体上呈收敛的趋势
。

199 6 一 2
000 年

,

p符号显著为负
,

这意味着原

有经济基础好的地区经济增长率更快
,

而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缓慢
,

我 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显著扩大
,

省际经济呈现绝对发散趋势
,

加人虚拟变量 以后
,

模型各变童 的显著性反而降低
。

199 6 年我 国开始实行

治理通货膨胀的举措
,

虽然预期是 以
“

软着陆
”

的方式进行调整
,

由于 199 2 一 19 % 年期间地 区之间的差别

性经济政策
,

使得各地区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力已经有了很大差距
,

从而导致经济差距逐步扩大
。

2《XX)

年以后
,

p符号为正
,

地 区之间经济又有收敛 的趋势
,

但是结果不显著
,

加人虚拟变量后结果仍不 显著
,

说

明可能 由于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降低地区差距战略举措的影响
,

我国地区之间的发散趋势得到了有效的

抑制
,

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保持较平稳的态势
。

上述 p收敛的检验结果与人均 GDP 变异系数的检验结

果基本一致
,

其 中 19 92
一 2 0X() 年的分阶段敛散性检验结果与王远林

、

王竹萃利用面板数据 的检验结果也

大体一致
。

三
、

我国省际产业集聚的特征分析

产业的空间集聚对产业创新和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我国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具有

① 所有检脸结果表格中小括号 内为参数枯计对应的 t 检脸位 ;模型 一为对方租 ( 2) 的检脸结果
,

模型二 为对方程 ( 3)

的检脸结果
。



改革开放带来的初始优势
,

并且这种初始领先地位可能会因为规模报酬递增的正反馈机制得到强化
,

沿海

和内地收人差距 日益扩大和这种产业集聚的状况密不可分
。

市场化改革以来
,

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

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

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加强
,

产业集聚程度在各个省份之间的差

别也发生了变化
,

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会形成新的省际经济均衡格局
。

下 面将选用适当的指标对我

国近年来产业集聚状况及其随时间的演化趋势做出刻画
。

(一 ) 产业集聚的统计数据和度量指标
。

国内关于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成果
,

大多数都把产业 的范围

定位在制造业内部
,

而实际上产业集聚不仅仅在制造业才发生
,

第三产业内也是广泛存在的
。

但是由于各

省分行业的统计数据难以获得
,

因此本文主要按照广义的产业划分法
,

考查我国各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中的部分产业近年来的集聚状况
。

产业集聚的度量方法多种多样
,

从总体上度量产业集聚状况的指标包括基尼系数
、

绝对集中度①
、

4G ②

等等
,

这三个指标主要都用来度量产业集聚随时间的演化趋势或者比较不同产业的集聚状况
,

由于基尼系

数在实际测算中有一定的复杂性
,

而实际含义与绝对集中度指标类似
,

所以国内外一些学者直接使用绝对

集中度指标来度量产业集聚程度
。

国内文献中还有直接使用地区产业指标占全国的 比重作为度量集聚度的指标的
,

比如使用地 区 i 的

工业总产值与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作为地区 i 工业集聚度的衡量指标
,

该指标表明地区 i 工业总产值占

全国的份额越大
,

说明生产要素在地区 i 分布越多
,

产业集聚在地 区 i 发生的强度越大
。

但本文认为这样

度 t 虽然有一定的道理
,

但是不够明确
,

因此
,

本文将此指标做一点改进
。

产业集聚度
: A

P i

P

/ 上

其中
,

iP 为地区 i 产业总产值
,

P 为全国产业总产值
, n
为省份个数

。

将指标做这样的处理
,

好处是可

以直接得到集聚发生与否的临界值 1
,

当 A
。 > 1时

,

表明地区 i 的生产要素分布大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

产业

集聚相对较多 ;当 A
.
< 1 时

,

表明地区 i 产业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

生产要素在其他地区分布较多 ; 当 A
。 二

1 时
,

表明地区 i 产业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
。

(二 ) 产业集聚特征分析
。

采用上述产业集聚度指标计算的结果如表 2 所示
。

首先
,

199 2 年市场化改

革以来
,

我国产业集聚在各个地区间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的态势
,

其主要表现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集聚程度

高
,

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程度很低
。

在改革开放后
,

受国家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引导
,

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

放城市特殊经济政策的吸引下
,

国外 的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
、

国内的出 口型企业向沿海的广东
、

福建等地

区集聚
,

同期国内资本也大 t 投人到沿海地区
,

使广东
、

江苏
、

山东等省形成了支撑区域经济增长的大规模

的产业集聚
。

具体而言
,

各地区产业集聚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 四点
: ( l)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各产业集聚

度大都大于 1
,

大部分产业集聚程度提高
,

比较典型的如山东省各个产业集聚程度全部提高 ; ( )z 东北三省

只有商业的集聚程度提高
,

其余三个产业集聚度都大幅降低 ; ( 3) 三个直辖市各产业集聚程度普遍降低
,

且

降低幅度比较大 ; ( 4) 中西部大部分地区产业集聚度小于 1
,

大多集聚程度也略微降低
,

变化 幅度轻微
。

其

次
,

我国各个产业绝对集中度随时间变化趋势也不同
,

产业综合集聚度的变动趋势先行于人均 G DP 变异

系数
。

如图 2 所示
,

工业领域要素集聚始终是上升趋势
,

随时间越来越集中分布
,

说明工业的发展较依赖

原有的基础
,

企业间的规模效益递增和外部性 比较明显
。

建筑业要素集聚稳中有降
,

尤其是 199 4 年以后

持续降低
,

说明各地区逐渐趋于均衡发展
,

这也是由建筑业的特点决定的
,

发达地区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已经比较完备
,

所 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

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 以来主要发生在中西部地区
。

交

运邮电通讯业要素集聚状态近些年起伏波动较大
,

在 2 00 1年不平衡状况达到一个顶点后开始逐步下滑
,

各地区产业集聚程度的差异 比较稳定
。

商业的产业集聚程度在 199 5 年以前先下降后上升
,

19 % 年以后产

业集聚状况保持平稳
。

以上四大产业绝对集中度各自的变动趋势不同
,

综合成
。 r
指标后

,

产业综合集聚

度
c r
的标准差在 199 2 一 2X( 抖年间变化幅度较小

。

将
c r
的标准差与图 1 中的人均 G DP 变异系数进行比较

时可发现
, 。 :
的标准差在 199 5 年以前曲线呈上升趋势

,

地区之间产业集聚状况差距扩大
,

而人均 GD P 变异

系数在 199 5 年以后才出现扩大的趋势 ; 19 95 一
19 99 年间

。 : 的标准差稳步下降
,

而 19 99 年后人均 GD P 变异

。 绝对集中 ,
。 。

侧票票
一 ,

其 , S。表 , 区城 j的产业 i 占全 。 该产业的份 。
, ·

表 , 区城个数
,

它 实际上

足 s 。分布的标准且
,

这个统计值越高
,

说明产业集中度赶禹
。

。 .C 表示地理集策度
,

即产 1 份倾最大 的 4 个省在某特定行业总值中的比重
。

4



系数趋于平稳
。

这两段时期
,

两者的变化趋势表明产业领域的变化先行于人均收人的变化
,

当一个地区的

产业集聚程度提高
,

由于人 口流动性等各方面的障碍
,

人均收人可能不会立 即随之发生变化
,

而是存在一

定 的滞后期
。

① 数据来源于 199 2 一 2
005 年《中国统计年鉴 》

,

各产业 集泉度指标采用 以上 A .
指 标计算得来

,

t 庆的数据并入 了四

川省
,

海南省 由于各产业集聚程度很低
,

所以 暂时归入 中西邵地 区 ; 表格中的分类主要未用 S只治 滚类分析 法
,

同时结合 一

些地 方集策状况 自身的特点
。

0 总体趋势采用 上文 中的绝对集中度 指标
, 。 :
指标为产业徐合集泉状 况

,

是产业蛛合集泉度的标准盆
。



四
、

我国省际经济收敛性与产业集聚关系的实证研究

从以上实证结果可以看出
,

我国省际之间经济在不同的时间区间敛散趋势不回
,

与此 同时
,

地 区之间

产业集聚状况也逐渐地演化变迁
。

东北三省和直辖市的产业集聚程度总体降低
,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大部

分产业集聚程度有所提高
。

随着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
,

地区之间收人差距扩大

的趋势有所缓解
,

但是各地区之间的产业集聚状况并不是与之同步的
,

不同时期产业集聚状况与区域经济

效散性的关系如何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检验
。

(一 )模型的设定
。

由于收敛发散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 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趋势
,

很难用一个具体的指

标来做描述
,

这给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敛散关系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

本文将在 p收敛模型的基础

上
,

在模型中加入集聚度因子
。

加人新的变量后
,

日收敛实际上衡量的是一种条件收敛
,

即收敛的速率同

时决定于其他参数的差异即不同时期集聚状况的差异
。

因此
,

首先我们要考查产业集聚是否与区域经济

敛散趋势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
,

其次由于地区之间经济敛散性存在着阶段性
,

我们要考查不同时期产业集聚

状况对我国省际经济敛散状况究竟有何种影响及影响的大小
。

省际经济收敛性与产业集聚关系的计量模型

如方程 ( 4 )所示
。

I n
( y

o
.
: / y o

.

。
) IT

= a 一 ( l 一 e 一
盯 ) I n ( y

o
.

。 ) IT + 知 ir + ` D + v 。二

( 4 )

在方程 ( 4) 中
,

D 为地区虚拟变量
,

取东部地区为 1
,

中西部地区为 o0

(二 )变童的选取
。

为了综合反映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敛散状况之间的关系
,

将上述四种产业结合在

一起构建产业综合集聚指标
。

设 。 。

表示 i 省工业 占全 国工业总产值的份额
,

b
。
表示 i 省建筑业占全国建

筑业总产值的份额
, 。 、 和 d

。

分别表示 i 省交运邮电通讯业和商业占全国的份额
,

叭 表示 i 省工业占 i 省上

述四种产业中的比重
,

同理有 q b
; 、

qc
。 、

qd
; ,

则产业综合集聚度如方程 ( 5) 所示
。

e石 = q氏
·

氏 + q b
` ·

b
。 + q e ` · e 。

+ qd
、 ·

d
。

( 5 )

(三 ) 模型估计结果
。

199 2 一 19% 年
、

199 6 、 20( 刃年以及 2 0( 刃 ~ 2 0( 抖 年三个阶段产业集聚与经济收敛

性之间关系的计量结果分别见表 3
、

表 4 和表 5
。 199 2 一 199 6 年间

,

模型中加人产业集聚度指标后
,

各变量

由原来不显著变为显著
,

模型总体拟合状况也有了改善
,

参数 7 估计的 t 统计量大于 5% 显著水平的临界

值
,

下显著不为 。
,

说明产业集聚状况与经济收敛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

在当期产业集聚状况影响下
,

该期

间区域间经济收敛速度为 1
.

6%
。 7 的符号为正

,

说明我国当期的非均衡产业集聚状况与经济增长率之间

呈正相关关系
,

产业集聚程度高的地 区经济增长率也越快
。

同时
,

虚拟变量前符号为正
,

说明东西部之间

地域性差异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影响
,

东部地区有较好的经济基础
,

所以经济增长也较快
。

衰 3 199 2 一 199 6 年产业集架 199 6 一 2仪刃 年间
,

我 国省际之间经济存在显著的绝对发

与区域经济效散性关系的检验结果。

模模模型一一 模 型二二 模型三三

常常数项
aaa

0
.

肠888 0
.

3222 0
.

4 111

((((( 0
.

肠 7 ))) ( 6
.

76 ))) ( 5
.

2 1 )))

ppp估计计
~

0
.

以拓999 0
.

0 1666 0
.

0333

(((((
一

0
.

54 ))) ( 2
.

87 ))) (2
.

79 )))
yyy 佑计计计 0

.

0222 0
.

0222

((((((( 5
.

93 ))) (6
.

52 )))
`̀
佑 计计计计 0

.

0222

((((((((( 1
.

8 8 )))

fffff 0
.

0 111 0
.

3111 0
.

5222

FFF 位位 0
.

2777 5
.

8 777 8
.

9333

散趋势
,

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以 1
.

3% 的速度在扩大 ;第二个

模型中加人集聚度因子以后
,

产业集聚度前的符号为负
,

说明

产业集聚程度高的地区
,

经济增长速度反而慢
,

但是 7 估计的
t统计量结果不显著

,

说明我国省际之间经济的发散状况不

能单纯地依靠产业集聚状况来解释
。

模型中加人虚拟变量

后
,

产业集聚度和虚拟变量都在 or % 水平下显著
,

说明在当

前的产业集聚状况和东西部地区差异状况影响下
,

原有的发

散速度降低到 0
.

9 %
。

这是由于该期间
,

产业并没有按照原

来的集中趋势发展
,

地 区之间产业集聚度的差距存在如图 2

所示的下降趋势 ;也就是说
,

落后地区的产业集聚度相对而言

有所提高
,

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 区差距扩大的趋势
。

虚

拟变量前的符号依然为正
,

说明东西部之间经济增长依然存在明显的差异
。

20( X】年以后
,

由于我国省际经济不存在显著的收敛 和发散趋势
,

所以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敛散之间

的关系难以准确判断
,

检验结果见表 5
。

进人 21 世纪以后
,

我国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

业基地战略
,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落后地区发展
,

模型中的经验检验结果显示地区之间原有的经济

差距扩大的趋势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

以后可能会朝着收敛的方向发展
。

① 模型 中使用的
。 r
指标为考查期间各省产业蛛合集莱度均值的 自然对毅

。



表 4 19 9 6 ~2 000年产业集聚

与区域经济敢散关系的检验结果

表 2 5以 ) X一 2 ( ) X4年产业集聚

与区域经济敢散关系的检验结果

模模模型 一一 模型二二 模型三三

常常数项
QQQ一 0 10 555

一
0

.

1 888
一 0

.

1000

((((( 2
.

4 2 ( )))
一 4

.

9 1 )))(
一 2

.

99 )))

ppp佑计计
一

0
.

0 1 333
一

0
.

2220
一

0
.

(洲拍拍

(((((
一 2

.

7 3( )))
一 6

.

62 )))(
一 1

.

9 5 )))

下下佑计计计
一

0
.

以场场 一 0
.

00 888

(((((((
一 1

.

44 ( )))
一 1

.

7 3 )))
KKK

估计计计计 0
.

0 1777

(((((((((2
.

1 5 )))

RRR
222 0

.

!9 222 0
.

3111 0
.

888 3

FFF值值 6
、

444 6 5
.

444 7 5
.

1777

模模模型一一 模型二二 模型三三

常常数 项
QQQ

0
.

以以 0
.

mmm 0
.

0 333

((((( 1
.

7 5( )))1
.

9 5 )))( 0
.

55 )))

ppp佑计计 0
.

《义刃 8880
.

00 333
一 0

.

00 333

(((((
一

0
.

4 2 ( )))0
.

67 )))(
一

0
.

9 3 )))

YYY佑计计计 0
.

加 3330
.

阅 333

((((((( 0
.

9 7 ( )))0
.

9 1 )))
`̀
佑计计计计

一 0
.

《兀旧旧

(((((((((
一

0
.

7 1 )))

RRR 222 0
.

0以珍珍 0
.

2220 0 0 555

FFF值值 0
.

似 0 555
.

444 0 3
.

4 888

五
、

结 论
1

.

199 2一 9 19 6年间
,

我 国省际之间经济总体上呈现收敛趋势 ; 19% 年以后由于经济体制的变化
,

各地

区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力开始有了比较大差距
,

从而导致经济差距逐步扩大
,

地区经济趋于发散 ; 2 0以) 年

以后
,

由于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协调地区发展政策的出台
,

省际之间经济敛散状况不明显
,

经济差距扩大

的趋势得到缓解
。

2
.

市场化改革以来
,

我国产业集聚在地区之间分布是不平衡的
,

东部地 区产业集聚程度较高
,

而中西

部地区沦为产业发展 中的
“

外围
”

地 区 ;所考查的几个产业由于其 自身的特点
,

在各地区之间集聚程度的差

距随时间变化趋势不同
,

总体而言
,

19 95 以前地区之间产业集聚度差距扩大
,

之后略有缩小
。

3
.

地区的产业集聚状况对经济敛散趋势存在显著的影响
。

在 19 92
一 19% 年间

,

我国省际经济在当期

产业总体集聚程度影响下
,

实现短期条件收敛 ; 19 %
一 2 0以」年间

,

产业集聚使得原有的发散速度降低
,

该时

期落后地区的产业集聚度相对而言有所提高
,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 区差距扩大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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