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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首先将 域经济收敛性研究的(收敛检验方法，引入到区域产业结构的收敛性 

研究中，选取 29个省市 1993～2007年期间制造业 20个行业的数据，对我国制造业的地区性产业 

结构是否存在趋同的结构收敛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然后，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选择前一期产 

业相对集中度、行业平均规模 、区域性产业关联和交通运输条件等五个对区域性产业结构影响较 

大的因素，对20个制造业行业结构变动过程分别进行了计量检验。研究发现，近年来制造业各行 

业地区间结构演变趋势没有呈现出一致的收敛性趋势，各行业初始分布状况和交通运输条件在产 

业结构趋同过程中作片j 著，而产业关联效应和政策性合并重组则诱发了集聚化趋势，使得地区 

间产业结构差异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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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从理论上来讲，在完全竞争市场、同质产品和 

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如果地区之间没有要素禀 

赋的差异，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将呈现 均衡分布， 

那么，由此可以推断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应该趋同或 

者收敛。本文称之为产业结构趋同假说(或者产业 

结构收敛性假说)。但是，在实际经济生活巾，一方 

面，区域间确实存在着要素禀赋的差异；另一方面， 

也存在着其他影响区域产业结构趋同或异化的力 

量，比如区域交通运输条件差异导致的贸易成本、 

各个行业面临不同的市场需求状况和规模经济程 

度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区域产业结构趋同 

的范围和程度。 

在我国，产业结构趋同现象由来已久。早在改 

革开放以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均衡发展战略使得 

我国制造业的空间布局呈分散状态，各地 的专业 

化水平很低，结构趋同。20世纪 8O年代初开始的 

地方财政包干等体制的调整，极大地调动地方政府 

发展经济积极性。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地 

区间发展价高利大的加工业竞赛和地方保护主义 

干预市场的行为，地区之间产业结构趋同程度有所 

加剧，尤其是个别进入门槛较低的行业低水平重复 

建设，引起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如水泥、钢铁、煤炭 

等行业，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这种非市场自发行为 

造成的产业结构趋同难以在短期内消失，给中央政 

府的全国性产业结构调整目标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严重的结构性痼疾 

(张平等，2007)。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 

以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得以强化，各 

类资源要素纷纷向高效率和高回报的地区和产业 

流动，改变了原有的地区生产结构和分工局面，使 

得我国制造业在各个地区的分布和结构关系更具 

有复杂性。在现阶段，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恶性竞 

争、国际金融危机下外向型经济向内需型经济的转 

型、一系列惠农政策出台等导致产业结构趋同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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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的区域性差别待遇的 

经济发展政策、地域禀赋与经济发展基础的地区差 

异、产业集聚带来的经济发展梯度等引发地区产业 

结构异化的凶素同时并存，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给 

域间产业结构的趋同或异化程度带来很大的不 

确定性，l大1而也就成为各级政府部门和学术界非常 

关注 的重要课题。 

f__j前国内已有的学术成果对区域产业结构趋 

同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区域间制造业总体结 

构差异变动趋势的判断和原因的分析；在方法使用 

上都是通过构建指数进行统计描述，如反映区域总 

体结构变动趋势的结构相似系数，反映单个行业地 

理集中程度的区位基尼系数、Hoover系数、EG指数 

等。陈耀(1998)通过计算地区的结构相似系数，认 

为我国地区产业结构总体上并未出现严重的趋同 

化，主要产品和行业的集中度在不同程度地上升； 

胡向婷、张璐(2005)分析发现，1996～2002年间我 

同地区产业结构差异的全国平均水平在逐年增大。 

也有一些研究是从产业地理集中的角度展开的，王 

业强、魏后凯(2007)采用 位基尼系数、空间分散 

度 、绝对地理集中和相对地理集中指标来衡量中国 

产业地理集中的状况，发现 1992年以后制造业地理 

集中程度明 上升。得出类似结论的还有罗勇、曹 

丽莉(2005)，路江涌、陶志刚(2006)等。在对区域 

问产业结构差异变动原因的解释上，胡向婷、张璐 

(2005)在以地区为着眼点的计量回归分析则发现， 

在控制了运输条件、地区资源差异和产业结构等历 

史 素之后，政府变量对地区间产业结构差异变化 

有 著影响。政府设置贸易壁垒增加地区间贸易 

成本，会促进地Ⅸ间产业结构趋同。政府的投资行 

为!J!lJ在整体上促进了地区间产业结构的差异化；白 

重恩等(2004)强调，历史对中国产业地区专业化程 

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次是地方保护主义；李真 、 

范爱军(2008)的研究也认为，地方保护、市场分割 

阻碍了市场的空间集中，市场分割的阻碍作用非常 

显著；而王业强、魏后凯(2007)通过对 1995～2003 

年间中同28个两位数制造业的面板数据的计量检 

验，发现我国制造业地理集中主要由产业的技术偏 

好 、市场规模和产业关联等因素推动，而传统的劳 

动力等比较优势逐渐成为抑制中国制造业地理集 

巾的主要 素；梁琦(2003)通过对制造业行业基尼 

系数和外商投资额的相关分析发埘，外商直接投资 

地理分布的集中进一步导致了我国“一些资本或技 

术密集型的行业快速集聚，这些行业的 位基尼系 

数值明显变大。上述研究成果一方面从总体上得 

出了现阶段我国制造业地区间结构差异扩大的结 

论 ，揭示了地域禀赋、交通运输条件、地方政府行为 

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经济发展因素对区域产业结 

构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遗留给我们一系列非常值得 

关注的问题。由于我日产业结构趋同原因的复杂 

性和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制度不完善所导致的市 

场行为的扭曲等客观事实的存在，我国制造业各行 

业结构变动趋势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在趋同和 

趋异的结构演变过程中其行业特点上有哪些规律 

性，受哪些主要因素的影响，各L大1素对制造业各个 

行业影响效果如何等，本文将对这些遗留问题进行 

详细分析和验证。 

在区域产业结构收敛性问题的研究领域有一 

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通过结构相似系数指标去判 

断地区之间的总体产业结构相似程度，容易掩盖地 

区内行业之间份额差异的信息，从而得出不恰当的 

结论。而计算单个行业的区位基尼系数、EG指数 

等都是对行业水平分布状况的测量，不能反映出行 

业之间相对份额和结构比重方面的信息，而实际上 

地区间产业结构相对比重的差异性和变动状况恰 

恰是反映区域产业结构相似程度的直接刻画，目前 

在国内外文献中尚未见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究 

其原因，主要是这种产业结构相似程度的刻画需要 

大量的数据收集和整理，基础性工作需要耗费大量 

人力物力。本文选择 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个 

制造业的行业数据，借鉴区域经济收敛性研究中使 

用的收敛方法，将其引用到制造业产业结构趋同问 

题的检验，力求更真实准确地反映出我国制造业近 

年来的地域分布状况和结构变化趋势，在此基础 

上，对趋同或者异化现象是否存在，在哪些行业存 

在，有哪些主要闪素影响，不同的行业各变量的影 

响程度有何种差异等，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 

二 、制造业区域产业结构收敛性检验 

本文样本包括 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 

西藏数据缺失较多，没有列入研究范围，重庆并人 

四川省。数据来源于巾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1993 

～ 2008年和分省统计年鉴，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移动 

平均法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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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收敛检验 

通常，绝对／3收敛指每一个经济体的收入都会 

达到完全相同的稳态增长速度和增长水平。绝对 

收敛的计量检验方程是通过增长率对常数项和初 

始收入水平进行回归，初始收入水平的回归系数 

(通常用 表示)显著为负就表明存在地区之间收 

入水平存在绝对／3收敛。同理，如果把这种方法用 

在地区之间产业结构趋同的检验中，我们也可以看 

到，制造业各行业的水平分布和结构份额在地区间 

是否也存在这种收敛的趋势。这里我们具体选用 

的衡量指标是制造业各行业固定资产存量绝对值 

和各行业固定资产存量在地区整个制造业中的份 

额r 计量模型为： 
， 、 

logI l=c+卢llog(Y 1)+ (1) 
＼Yn一1I 

， r 、 

logf l=c+卢2l0g(r 1)+ (2) 、F
it一1， 

为了消除商业周期变化和经济波动带来的影 

响，估计面板模型时，我们把整个样本时间段细分 

为几个较短的时间段，用每个时间段的平均值作为 

变量值。时间段的划分主要依据样本数据时间跨 

度的大小，没有固定的标准，如 Islam(1995)等划分 

为5年一段，Rivera&Currais(2004)等划分为4年 
一 段。根据我们使用数据的时间跨度，考虑到不至 

于使划分后时间段过少，我们将样本平均划分为 4 

个时间段，即每一时间段长度为4年。具体是 1992 
～ 1995年、1996～1999年、2000～2003年、2004～ 

2007年，这里 i=1，2，⋯，29，t=1，2，⋯，4，例如 Y 

的取值是 i省区固定资产存量和各行业固定资产存 

量在地区整个制造业中的份额 1992～1995年的平 

均值。趋同或发散速度 根据 Mankiw等(1992)可 

以用如下等式计算 
= 一 (1一e ) 

所以有 ：A=一ln(1+|B)／t，t=4 

2、检验结果分析 

区域问各行业的水平分布是否呈现绝对趋同 

的状况由估计系数 。的正负方向决定，从表 1的检 

验结果来看，电气机械制造业、电子通信制造业、通 

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的趋同系数／3 显著 

为正，表明这些行业呈明显的异化趋势，即地区之 

间分布差异扩大，个别地区成为集聚中心。以通用 

设备制造业为例，1993年固定资产存量最大的江苏 

省为 67．45亿元，占全国的 12．1％，而海南省为 

O．52亿 元。2007年，江苏 省 固定 资产存 量 为 

553．87亿元，占全国比重上升为 16．7％，而海南仅 

为0．22亿元。可见，江苏省逐步成为通用设备制造 

业的集聚中心，而海南等地区的同行业发展速度则 

与集聚中心的差距 日益扩大。从 显示的差异扩 

大的速度来看，通用设备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 

的发散速度最快，分别达到2．03％和2．06％。也有 

部分行业如纺织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趋同系 

数 。为正，但是检验结果不十分显著，说明该行业 

在地区间的水平分布差异也在逐渐扩大，但是扩大的 

趋势不是十分明显。 ，符号为负的主要有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化学原料及化 

学制品业、石油加工和炼焦业、医药制造业、饮料制造 

业等，这些行业在地区间的分布呈现趋同的趋势，趋 

同速度最快的是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石油加工及 

炼焦业，速度分别达到4．72％和4．3％。 

表1 制造业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检验结果 

模型一 模型二 

行 业 
卢1 Al R 卢2 A2 R 

农副食品加工业 C13 -00
． 2

．

6

04

99

6 o．o 9 。
．o2，6 麓‘ o-o o．o 

食品制造业 C14 ，0～095
、  

一 0．0024 0．0013 -

(。

0

．

．

00

060

)

3 0
． 0155 0．0227 (0

． 7627) ‘ ‘ 

饮料制造业 C15 。0
．

．

。

0

。

98) 0．0258 0．5330 -00．01

。

18 0
．
0s 6 0．29∞  

烟草加工业 C16 -0
删

． 08

2

5 0
．
0224 。 o．o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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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一 模型二 
行 业 

卢。 Al R 卢2 A2 R 

纺织业 C17 
． 

-o． s o-o76s ，0— 007
、 一 0．0240 0．1712 f0

．
0004) 一 · 

造纸及纸制品业C22 O·039l、 一0．0096 0．0216 ，0·o 一0．0030 0．0009 (0
． 248) ‘ ‘ (0．559) ‘ 

石油加7-_及炼焦业 C25 0O
．

．

0

1

0

58) o．0430 0．2861 。O

．

．

0

1

0

47

)

。 0
． 0397 o．2177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 C26 00
．

．

0

1

0

72

)

0 o
．
o472 0．3092 -

。

0

． 。

．

。

1

7

4

4

0 0
． 0379 。．。9s2 

医药制造业 C27 0．00．0
o

75) 0_0l96 O．2440 0．()O．1

。

08
) 0．0286 o．0452 

化学纤维制造业 C28 -(00
．

．

5

0

3

72

)

。 0
．0187 0．0118 菡’ s ⋯03 7 

非金属矿物制品 C31 -00．。07 3 。
．
019 0． 。66 -

(。

0

．

．

。

0

。

83

)

l 。
． 02l7 0．1332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T业 C32 0．0
。

53
) 0．0138 0．1324 ‘ ()-0129 o．1048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丁业C33 _0·0o2 —0．0007 0．0001 ?‘057 一0．0139 0．1482 (0
． 925) ‘ 。 f0．00) ‘ ‘ 

金属制品业C34 ，o-0421 0103 0．0193 0～682、 一0．0165 0．0272 f0
．

2187) -0． 0‘ (0
． 1952) ‘ ‘ 

通用设备制造业 C35 ，0·0 8 4 4 
、 

一 0．0203 0．1431 ?一700、 -0．0393 0．2115 (0
． 0025) ‘ 。 f0．O0) ‘ 

专用设备制造业 C36 ，0-、，859
、 

一

0．0206 0．1435 ， 8
⋯

77
、 一 0．0210 0．0658 (0

． 0028) ’ ‘ (0．oo84) ‘ ’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C37 (00
．

．

7

0

2

2

3

3

2

3) 一0．0057 。．。068 ，0— 176
、  一 0．0278 0．0941 f0

． 0083) ’ ‘ 

电气机械设备制造业 C40 ·050 
一

0．0122 0．0638 ·1626
、 一 0．0377 0．4646 (0

．

088) ’ ’ (0．001) 一 ’I．J5 ‘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C41 ，0‘ 一0．0126 0．0550 (。0．
．4

0

8

6

3

8
) -0．0164 。．。2 (0

． 035) ‘ ‘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C42 ， ·0022
、  

一

0．0005 0．0001 0～ 362
、  

一 0．0089 0．0179 (0
．
8235) 一 · ‘ (0

． 1676) 。 ’ 

注：(1)模型一 、二分分别为方程(1)、(2)的估计结果 ，常数项估计结果未列在表中；(2)括号内为统计量 P值。 

各行业在地区整个制造业中的比重的趋同状 

况可以从 所显示的正负方向看到。其中电气机 

械制造业、纺织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 

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专用设备制造 

业在地区间结构比重的差异显著扩大，尤其以通用 

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制造业的结构比重差异扩 

大速度最快，分别是 3．93％和 3．77％。2007年上 

海、江苏、浙江三个地区的通用设备制造业固定资 

产存量比重占到全国的42％ ，占三个地区整个制造 

业的比重也达到7．6％，可见通用设备制造业已成 

为我国集聚化发展的典型代表性行业。与此相反，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化 

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石油加工 

及炼焦业、食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饮料制造业 

结构比重的趋同系数 ：显著为负，这些行业在各个 

地区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具有一致倾向，结构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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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以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和石油加工及炼焦 

业为最快，分别为 3．79％和3．97％。 

综上，现阶段我国制造业各行业在地区之间无 

论是水平分布还是结构份额的变动趋势都表现出 

很大的差异性。有些行业的产品具有易腐、运输成 

本高等特点如饮料制造业，适宜空问分散发展，这 

类行业的区域结构趋同有利于满足本地市场发展 

的需要；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工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等属于资源密集型行业， 

理想情况下应该按照地域禀赋建立生产基地，实现 

规模化生产，这些行业在现阶段呈现地区问结构趋 

同的状态说明，在这些领域存在重复建设、地区分 

工不合理的问题，这也是水泥、钢铁、焦炭等行业产 

能过剩的重要原因。医药制造业属于适宜集中化 

规模化发展的行业，在我国各个省区间呈现出明显 

的结构趋同状况非常值得关注，虽然目前没有出现 

严重的产能过剩，但是，这种分散的、小规模生产的 

格局十分不利于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和制造业整 

体的结构升级，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合理调整。与 

之相反，以通用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地 

区之间结构差异扩大，在一些地区实现规模化生 

产，尤其是长三角地区已经形成了集聚中心，生产 

正朝专业化方向发展。 

三、决定区域产业结构差异变动过程的因素分 

析 

传统的赫科歇尔——俄林贸易理论认为，地区 

的要素禀赋特征如果没有差异，在固定规模收益和 

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厂商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 

中，产业的经济活动会在各个地区均匀分布。然 

而，现实经济中，地区之间确实存在着历史发展状 

况和要素禀赋的差异，还由于存在新经济地理学研 

究所强调的集聚效益所形成劳动成本节约、规模经 

济性和知识溢出等外部性因素，使得产业会趋于集 

聚化发展。另外，对于不同的行业而言，其本身的 

技术特征因素和贸易成本也会在生产布局的决定 

中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考虑到我国上个世纪末进行了大规模的 

国有企业改革，抓大放小的同时，企业在地区之间 

和行业之间都进行了广泛的合并和重组，各行业的 

企业总数和企业平均规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93～2007年间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专用设 

50 

备制造业等 10个代表性行业的平均规模和企业总 

数的变动趋势如图 1、图2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的平均规模本身较大， 

1993～2007年间扩大了5倍，食品制造业的平均规 

模在 1993～2007年间扩大了2l倍，造纸及纸制品 

业扩大了18倍，而化学纤维制造业只扩大了4倍。 

从图2所展示的企业数量上更能看到明显的变化，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993年有 5万余家企业，而在 

1999年数量减少到 1．4万家，到 2007年也只增加 

到2．4万家；专用设备制造业 1993年全国有近2万 

家企业，1999年减少到6400家，2007年也只增加到 

1．4万家。这种政策性因素的作用，改变了代表着 

行业重要技术技术特征之一的平均规模，也在一定 

程度上改变了各行业的地区分布状况和结构比例 

关系。同时，也使得国有企业改革前后其他各经济 

因素对区域产业结构差异变动过程的影响产生一 

定的不确定性和变化，因而，本文将样本期间分为 

1992～1999年和 2000～2007年两个时间段，分别 

进行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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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t~i ÷a5(1sm+s H 03) 

被解释变量AR为反映行业在地区相对集中程 

度的指标，这里采用描述各行业固定资产存量的固 

定资产年平均余额在地 分布的份额除以其均值 

计算得到。AR>1，表明该地区该行业的分布高于 

全国的平均水平，AR越大，表明该地区该行业的分 

布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越多，生产在该地相对越集 

中；AR越接近于 1，则表明和全国平均水平越接近， 

则比较分散。这里之所以选择同定资产年平均余 

额指标，主要是希望从要素投入角度看到区域产业 

结构差异变动过程，而同定资产在我国一直是作为 

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就业人数指标相比，其更具 

有可靠性和稳定性。 

各个解释变量分别为行业前一期的相对集中 

度、行业平均规模 、产业关联(用地区制造业企业总 

数作为间接的衡量指标)、地区市场规模(用地区消 

费品零售总额作为代理变量)、交通运输状况(地区 

铁路公路运营里程之和作为代理变量)。具体在模 

型估计过程中，各个解释变量指标均做 了和 AR一 

样的相对处理，使得无论是各个变量之间，还是不 

同行业之间，参数估计结果都有一致 的可 比性。 

Hanson(1998)曾用此方法估计了墨西哥贸易改革 

前后区域产业劳动需求变化的影响【大]素。 

从表2的检验结果来看，总体上各个行业相对 

集中程度主要受前期历史影响最大，其次是产业关 

联 ，越多的企业集聚在地 内，会形成劳动力共享 、 

知识技术溢出等外部性效应，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进 

入，对行业相对集中度的提高有显著的影响，对有 

些行业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其前期历史的影响水平， 

如金属制品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而且对大多数行 

业而言，产业关联所形成的集聚效应在2000年以后 

的时期内，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本地市场规模对 

行业相对集中程度的影响，无论是作用方向还是作 

用程度大小在不同的行业中都存在较大差异。交 

通运输状况对于各行业相对集巾度的影响程度较 

小，但是，随着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其 

作用程度也在逐步提高。考察的两个时期内，大多 

数行业平均规模对相对集中度的影响系数逐步扩 

大，甚至由原来的负向影响转变为正向。一个地区 

的平均规模越大，规模经济性越强，越可能实现规 

模报酬递增 ，进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进入，促进行业 

在本地集聚。 

表2 区域产业结构差异变动过程影响因素检验结果 

1992～l999 2000～2007 

行业 
0 1 Ⅱ 2 a 3 a 4 a5 Ⅱ I Ⅱ2 a 3 n4 a5 

— 0．164 0．197 0．281 0．087 —0．053 0．851 0．065 0．449 —0．03 0．097 
Cl3 

(0．O0) (0．002) (0．067) (0．505) (0．365) (0．O0) (0．133) (0．O0) (0．001) (0．O0) 

0．475 0．147 0．526 —0．O98 —0．012 0．79 0．148 0．585 0．182 n 243 
C14 

(0．O0) (0．O0) (0．O0) (0．009) (0．034) (0．O0) (0．O0) (0．(30) (0．O0) (0．092) 

0．522 0．138 —0．027 —0．026 0．11l 0．716 —0．138 0．208 0．11l 0．057 
C15 

(0．O0) (0．o0) (0．442) (0．385) (0．O0) (0．O0) (n O0) (0．O0) (0．O0) (0．O0) 

O．639 0．(x】7 0．585 0．O2 O．O68 0．812 —0．11 0．631 —0．085 0．18 
C16 

(0．O0) (0．009) (0．oo) (0．626) (0．00) (0．O0) (0．O0) (0．O0) (0．O0) (0．O0) 

0．733 0．129 —0．128 0．023 —0．036 O．632 0．539 ()．419 —0．0()3 0．013 
Cl7 

(0．00) (0．O0) (0．O0) (0．O0) (0．O0) (0．O0) (0．oo) (0．O0) (0．436) (n 008) 

0．61 0．355 0．393 —0．088 —0．012 0．511 0．559 —0．309 0．047 0．()22 
C22 

(0．oo) (0．oo) (0．009) (0．009) (0．733) (0．oo) (0．O0) (0．O0) (n O0) (0．O0) 

0．613 n 399 —0．329 一O 199 —0．013 O 677 一O 】73 一O()95 n 272 n 268 
C25 

(0．O0) (0．O0) (0．O0) (0．O0) (0．O0) (0．O0) (0．O01) (n O0) (0．O0) (0．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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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1999 2000～2007 

行业 
0 l Ⅱ 2 Ⅱ3 CL4 a 5 0 I a 2 a3 a4 a5 

0．56 0|ar7l 一0．056 0．009 oJ038 n 621 n 699 —0．1 0．179 0．164 

e26 
(n O0) (0．O0) (0．018) (0．431) (0．O0) (0．O0) (0．O0) (n091) (0．O0) (0．O0) 

0．68 0．00【2 —0．036 0．063 0．063 0．689 0．054 0．27 0．032 n174 

C27 
(noo) ((1 966) (n 392) ((1oo) (n oo) (0．oo) (0J006) (n oo) (Ooo) (Qoo) 

0．687 —0．401 0．305 0．008 0．217 0．739 0．824 —0．302 —0．336 n099 

C28 
(0．O0) (0．O0) (0．O0) (0．149) (0．003) (0．(30) (n O0) (0．O0) (n O0) (QO0) 

0．449 n 129 0．169 —0．071 0．02l n 675 0．345 0．285 n036 Q l67 

C31 
(0．066) (0．O0) (0．O0) (n O0) (0．O0) (0．O0) (n O0) (n O0) (0．0o) (0．O0) 

n 613 n 1l9 0．339 —0．139 —0．112 0．809 0．439 0．128 一 268 0．146 
C32 

(n0o) (0．O0) (0．oo) (0．O0) (0．O0) (0．O0) (0．O0) (n O0) (0．O0) (0．O0) 

0．152 0．139 —0．042 0．044 0．12 0．647 —0．017 0．479 0．096 n03 

C33 

(n O0) (0．OO4) (0．289) (0．O75) (n 066) (0．O0) (0．854) (0．O0) (n O0) (Q009) 

O．451 0．743 0．176 —0．059 n 19 0．238 0．616 0．395 n213 n 155 
C34 

(n O0) (0．oo) (0．O0) (0．305) (O．O0) (0．O0) (0．O0) (0．O0) (n O0) (nO0) 

0．248 0．332 0．376 0．098 —0．003 0．479 0．751 0．045 0．O1 0．104 
C35 

(0．O0) (0．O0) (0．O0) (0．O0) (0．738) (0．O0) (0．O0) (0．004) (0．003) (0．O0) 

0．207 0．143 0．048 0．028 —0．006 0．339 0．753 0．256 —0．Oo9 0．127 
C36 

(0．O0) (0．O0) (0．31) (0．168) (0．388) (0．O0) (0．O0) (0．O0) (0．447) (O．0o) 

0．477 0．058 0．181 —0．004 —0．054 0．637 0．473 0．077 —0．1l7 0．085 
C37 

(0．O0) (0．O0) (0．O0) (0．674) (0．O0) (0．O0) (0．O0) (0．O0) (0．O0) (0．O0) 

n 527 0．196 0．0o2 —0．125 n 02l 0．697 0．309 0．()98 0．046 Q015 
C40 

(a00) (0．oo) (O 948) (O008) (a014) (n O0) (O O0) (n O0) (Q O0) (Q 001) 

O 512 n l69 n】04 一n 006 一n 047 n 7()3 n 279 n ll9 Q415 Q 034 
C4l 

(0．O0) (0．O0) (0．013) (0．513) (0．O0) (0．oo) (0．oo) (0．oo) (n oo) ( O0) 

0．438 0．425 —0．035 —0．107 0．208 0．591 0．777 0．313 —0．066 0．129 
C42 

(0．00) (0．00) (0．635) (0．O0) (0．00) (0．00) (0．00) (0．O0) (0．O0) (0．oo) 

注：(1)模型采用 GMM(2一step)方法进行估计 ；(2)括号内为统计检验P值 ；(3)各行业模型总体拟合效果都不错 ，R 未在 

表格中列出。 

对于几个地区间结构趋同的典型行业而言，如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化 

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等，当期 

的相对集中度主要是由前期历史决定的，前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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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系数基本都在 o．6以上，这些行业有些具有 

运输成本大、退出壁垒高的特点，当前的产业结构 

趋同状况和所引起的产能过剩相对于其他行业而 

言更依赖于原有的发展路径，即使在国家大规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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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重组的产业政策的影响下，其固有的生产格局也 

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 、石油 

加工及炼焦业 ，在 1992～1999年期间，交通运输条 

件指标的估计系数都为负数或不显著，说明其分散 

格局的形成在一定程度可以由交通运输条件限制 

来解释，这几个行业本身都具有原材料和产成品运 

输成本较高、对资源依赖性较强的特点，在运输条 

件没有达到理想程度以前，只能更多地在本地建立 

生产基地，服务本地市场；2000年以后，影响系数多 

变为正向，运输条件逐步改善，不再成为行业集中 

的障碍。比较而言，产业关联所形成的集聚效应对 

区域结构趋同的行业影响作用较小，如医药制造 

业，在 1999年 以前，产业关联 的影响系数 只有 

0．002，而且还不显著，2000年以后也只有 0．054；饮 

料制造业 1999年以前影响系数为 0．139，到 2000 

年以后的期问，影响甚至变为负向。而对比同期的 

区域结构差异变大的行业，如专用设备制造业，产 

业关联在两段 时期的影响系数从 0．143增加到 

0．753，说明医药和饮料两个行业在投资和生产能 

力建立的过程中，厂商并没有把能否从地区企业的 

集聚中获得外部性利益作为考虑内容，这很可能和 

两个行业的盈利水平有关。医药制造业和饮料制 

造业的平均利润率水平在 20个行业中分别排在第 
一 位和第三位。加上两个行业对资金和技术方面 

的进入门槛要求不高，成为我国各级地方政府招商 

引资竞争的重点，进而形成了当前区域结构趋同的 

生产布局。本地市场规模对这类行业的影响较小， 

甚至是负向影响，如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 、石油 

加工及炼焦业，说明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 

入，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行业对本地市场的依赖 

程度逐步降低。 

对于地区问结构差异扩大的行业而言，代表性 

的主要有电气机械制造业、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相对于前面 

地区间结构趋同的行业，这类行业比较重要的特征 

就是相对集中度的前期历史影响系数大多较小，而 

更多的是受产业关联的影响，如通用设备制造业和 

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在所考察的两 

段时期内，前期历史的影响分别为0．248和 0．479， 

同期产业关联的影响系数为 0．332和 0．751；专用 

设备制造业在所考察的两段时间内，前期历史的影 

响分别为 0．207和 0．339，同期产业关联的影响系 

数为0．143和 0．753。本地市场规模对纺织业、食 

品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等轻工业的相对集中度影响 

较大，作为消费品供给类行业 ，投癸的进入和生产 

规模的扩张更倾向于选择在有更多消费需求的地 

点，这样可以以相对较低的交易成本获得更高的利 

润空间。在我国，纺织业主要集中在浙江、山东和 

江苏，2007年三个地区固定资产存量之和比重占全 

国的62％，三个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占全国 

的25％。相对于地区间结构趋同布局分散的行业 

而言，显著朝集聚化发展的行业一般具有相对密集 

地使用可转移生产要素、流动性强的特点，所以，交 

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对该类行业相对集中度的提高 

影响不大，只有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在2000年以后 

的影响系数达到0．4。平均规模的扩大对通用设备 

制造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 

相对集中度的提高作用显著，并且作用方向在 2000 

年以后发生了改变 ，从另一个角度说 明了上个世纪 

90年代末实施的大规模合并重组的产业政策，在制 

造业生产布局的形成和转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影响我国地区间产业结构差异的变动。 

四、结论 

(1) 收敛模型的检验表明，我国制造业各行 

业地区问水平分布和结构份额没有呈现出一致的 

收敛性趋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工业等资源密集型行业存在显著的趋同倾向； 

而电气机械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 

备制造业等装备制造业行业逐渐实现结构差异化 

的产业集聚趋势。 

(2)产业结构趋同多发生在运输成本较高、对 

原材料依赖较强的行业。由于我围各省区资源禀 

赋和需求结构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当前产业 

结构趋同状况比较依赖原有的发展路径，要实现地 

区间产业结构差异化和合理分工有待于运输条件 

的进一步改善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 

(3)地区间结构差异扩大，主要发生在电气机 

械和通用设备等装备制造业领域。由于存在较高 

的生产技术和规模壁垒，尽管有地方政府竞争等非 

市场行为存在，但在地区产业关联所形成的集聚效 

应的巨大影响和大规模合并重组的产业政策的带 

动下，这类行业逐渐朝集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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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upon The Structural Convergence of China’S M anufacturing Industries 

SUN Wei ，LI Jing 

(1．Center for Quantitative Economics of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 300 1 2，China； 

2．Business School，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 300 1 2，China) 

Abstract：By utilizing the(convergence methods in the field of regional economics and 20 manufacturing in— 

dustfies data in 29 provinces during 1 993—2007，this paper investigates weather the structural convergence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ists．Through setting up dynamic panel—data model，choosing 5 important factors 

including previous relative concentration，the average size of industry，regional industrial associations and transpor· 

tation conditions，etc，we test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20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The 

estimating result shows there is no consistent structural convergence of all industries in recent years．The initial in- 

dustry distribution and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convergence process．While the industri- 

al associ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policy lead to industry agglomeration tendency，making the industry structure 

differences to expand． 

KeyWords：industrial structural convergence； 一convergence methods；dynamic panel—data model；geo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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