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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演变的集成化测度方法研究
———兼对辽宁省中部城市群产业集聚性的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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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以往研究中产业集聚测度多使用单个指标的不足 ,在归纳和梳理国内外产业集聚测度方法的

基础上 ,提出了使用主成分分析、集成产业集聚测度指标对产业集聚进行测度的方法。以我国辽宁中部城

市群为分析对象 ,使用标准差系数、绝对集中指数、相对集中指数、熵指数、H 指数和区位商指数 ,基于 2001

和 2004 年的统计资料 ,对其产业集聚变化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辽宁中部城市群多数产业

的集聚性呈动态演变 ;以产业链为纽带的产业集聚的分工体系在城市群已初步显现 ;抚顺等矿业城市的产

业集聚表现出很强的资源导向性。最后 ,给出了城市群发展产业集群的建议和矿业城市经济转型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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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集聚是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上所具有的相

互接近的一般趋势 ,表现为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

在发展中国家 ,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大多集中在某

些特定的地区。国内外大量文献研究表明 ,产业集

聚有利于提高生产率和加快经济增长 ,有助于提升

区域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 ,因此促进产业集聚和构

建产业集群成为近年来各地政府制定区域产业政策

的重点。根据产业经济理论 ,产业集聚是一个与产

业集群相区别的概念 ,即产业集聚不一定形成产业

集群 ,而产业集群一定是集聚的。因此 ,产业集聚是

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条件 ,测度产业集聚成为识

别产业集群的前提和研究产业集群的重要内容。

本文的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是对国内外学

者产业集聚测度研究的回顾和述评 ;第二部分介绍

产业集聚演变的集成化测度方法 ;第三部分是使用

集成化测度方法对辽宁中部城市群的产业集聚状况

进行的实证研究 ;最后是对辽宁中部城市群产业集

聚测度结果的讨论和政策建议。

1 　产业集聚测度的研究综述

111 　国外研究综述

产业集聚的研究起源于国外 ,现有文献表明 ,早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学者已经开始对产业集聚进行测

度研究。在 1976 年 ,Latham[1 ] 认识到产业集聚测

度的复杂性 ,对产业集聚体的识别和产业集聚测度

方法进行了研究。经济地理学者克鲁格曼在 1991

年计算了美国 3 位数行业的区位基尼系数[ 2 ] 。奥德

茨和菲尔德曼在 1996 年考察了美国食品加工、烟

草、纺织、服装、木材、造纸、印刷化工、石油、塑料橡

胶、皮革等 12 个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员工分布以及

创新活动的区位基尼系数 ,进一步证实了生产与研

发活动的地理集中[ 3 ] 。为了克服区位基尼系数和区

位商测度产业集聚的缺陷 ,埃利斯和格拉泽在 1999

年提出产业集聚的地理集中度指标[4 - 5 ] ,即 E2G 指

数 ,该指数后来被众多学者接受 ,成为测度产业集聚

的重要标准之一。

学者们对产业集聚的理解不尽相同。Han2
son[ 6 ]强调了地方化经济在集群形成中的作用 ,他将

产业集聚表述为 ,“由于地方化经济外部性的存在 ,

产业公司倾向于分布在本产业公司集聚或相关产业

集聚的地区”; Hill 和 Brennan[7 ] 认为 ,“产业集聚是

竞争性公司的集中或产业内公司的集中”。基于类

似的理解 ,Munnich[8 ] 、Rex[9 ] 和 Peters[10 ] 等利用区

位商测度了美国区域专业化和产业集聚情况。然

而 ,Rosenfeld[11 ]等认为 ,区位商不是测度产业集聚

的理想工具 ,因为它对产业的空间划分不合理 ,不能

解释产业之间供求关系等。

J un Koo [12 ] 采用城市面积对地点系数 (L Q) 加

以修正的方法 ,对美国主要大城市产业集聚外部性

进行了经验研究。艾辛格和戴维斯[13 ] 认为 ,产业集

聚的核心是产业的地理集中 ,具体到欧盟国家则是

指某一给定产业在特定国家的集中 ,即产业集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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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范围为国家层次。Rainer [ 14 ] 总结了国外产业

集聚的研究方法 ,然后结合投入产出表和因子分析

法 ,对美国芝加哥市从市级和国家级两个层面测度

产业集聚 ,对产业集群进行了识别。

然而以上文献研究具有如下不足 :相关产业集

聚和产业集群的定量研究并没有将两者进行有效区

分 ,产业集聚的定量研究有时用作产业集群的定量

分析。就定量测度产业集聚而言 ,国外文献对产业

集聚 (群)的定量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

使用行业就业人数或产值设计相关指标测度产业集

聚 ,如区位商 ;另一类是基于投入产出表。

112 　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对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的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末 ,而对产业集聚进行定量研究则出现在近几

年的文献中。对全国产业集聚的测度多是以省级行

政单位为研究对象进行的。吴学花在 2004 年利用

集中度、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 (指数) 等指标 ,对

中国 20 个二位数制造业门类的集聚性进行了实证

研究 ,得出中国部分制造业已显现出较强的集中性 ,

即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省市 ,而一些规模经济和范

围经济性强、在国外具有显著集聚特征的行业在中

国的集聚性还比较低的结论[15 ] ,但其研究地域主要

限定在了省一级的行政单位 ,因此对于指导地方产

业政策的意义有限。区位商是测度地区专业化的重

要指标 ,也有学者用其来测度产业集聚。王今在

2004 年使用区位商 (行业就业人数) 研究省级地域

的汽车产业集聚变化的情况[16 ] ,但其没有区分产业

集聚与产业集群的关系 ,且未把产业集聚的变化作

为产业集群的成长和变化的依据。

王栋、魏后凯等学者对产业集聚的测度方法进

行了归纳 ,相关测度指标包括行业集中度、赫希曼 -

赫佛因德指数 ( H 指数) 、空间集聚指数 (concent ra2
tion index of indust rial space) 等 ,并使用 E2G 指数

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变化进行研究[17 - 18 ] 。

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中国学者基于投入产出

表对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进行研究的非常少。朱英

明在 2006 年首先使用了 1997 年中国的投入产出表

对产业集群进行测算和研究 ,并得出中国四大类产

业集群———轻型制造业产业集群、重型制造业产业

集群、建筑产业集群和服务业产业集群[ 19 - 20 ] ,但其

得到的产业集群分类难免嫌于过粗。而基于地区投

资份额差异、使用因子分析法对企业集群进行识别

的测度方法则有待于商榷[21 ] 。

针对区域产业集聚进行测度研究的文献中 :吴

立力等采用了区位商和产业集聚指数两个指标 ,对

长江上游各地区 36 个二位数工业门类的产业集聚

现状进行了测度 ,根据两个指标的大小将其划分为

产业集聚强化、形成、退化和劣势四个部分[22 ] ;胡健

和焦兵使用产业集中度指数、H 指数和 E2G指数等

指标 ,对我国西部地区石油天然气产业的产业集聚

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 ,并指出市场机制没有对西部

石油天然气产业发挥作用 ,由政府主导的产业布局

导致了产业集聚的畸形[23 ] ;施雯利用区位基尼系数

和区位商对广东省产业集聚进行研究 ,并指出了广

东具有集群优势的产业部门[24 ] 。

产业集聚分析的目的是为了识别产业集群。王

仲智等提出了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助的识别产业

集群的方法[25 ] ,即 ,首先使用因子分析法发现区域

具备优势的产业部门 ,然后在优势产业部门中进行

定性分析 ,并给出了产业集群的识别的流程。

总之 ,产业集聚测度的定量研究是产业经济学

和经济地理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在以上的研究

中 ,除了利用投入产出表进行的产业集群的识别外 ,

利用诸如 H 指数、区位商等指数测算都存在着一个

默认的假设 ,即产业集聚存在于一个既定的行政区

域 (省、市)内。这种假设没有考虑到产业集聚的真

正地域 ,割裂了区际之间的经济联系 ,暗含假设是产

业集聚的溢出效应存在于省级地域范围和两位数产

业之内 ,这两个暗含的边界假定明显偏大[ 26 ] ,因此 ,

依据单个指数测算产业集聚得出某些产业的集聚特

性的结论有失偏跛 ,这样的结论对于市级政府制定

产业集群政策的指导意义非常有限。

2 　产业集聚演变的集成化测度方法

211 　产业集聚测度指标

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聚测度所使用的指标有标

准差系数、集中率、集中指数、地理联系率、区位基尼

系数、绝对集中率和相对集中率、空间分散度指数、

熵指数、产业集聚指数等[27 ] 。考虑到测度指标的计

算方法与数据的可获得性 ,笔者将标准差系数、绝对

集中率、相对集中率、熵指数、H 指数和区位商指数

6 个指数作为测度产业集聚的指标 ,从不同角度对

产业集聚性进行反映。以上 6 个指标的含义如下 :

1)标准差系数。

标准差系数 V CO k 反映了各地区某产业所占份

额对平均分布的偏离 ,即采用各地区产业份额 ( S k
i )

的标准差除以平均份额。公式表示如下 :

V CO k =
S T D k

1/ N
; (1)

S T D k =
N ∑( S k

i ) 2 - ( ∑S k
i ) 2

N ( N -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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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k
i =

x ik

∑
i

x ik

。 (3)

式 (1)至式 (3)中 : N 为地区数 (下同) ; V CO k 是

标准差系数 ; S T D k 是各地区产业份额的标准差 ; S k
i

是 i 地区的 k 产业在全国所占份额 (下同) ; x ik 为 i

地区中 k 产业的就业数或产值 (下同) ,该指标反映

了地区分布对平均分布的偏差 ,其值越大说明产业

分布越集中 ,反之说明产业分布越分散。

2)绝对集中指数。

绝对集中指数 ( CI PA
k ) 是修正的 Hoover2

Balassa 指数 ,它是对赫芬达尔指数 ( Herfindahl in2
dex)进行简单变换而来的 ,计算公式如下 :

CI PA
k = ∑

i

( S k
i ) 2 / N 。 (4)

3)相对集中指数。

相对集中指数 ( CI P R
k )建立在地区产业份额差

异的基础之上 ,它排除了地理单元大小的影响 ,因此

可以使用该指标来分析非规模因素对产业集聚的影

响。

CI P R
k = ∑

i

( S k
i - S i )

2 / N ; (5)

S i =
∑

k

k = 1
x ik

∑
N

i = 1
∑

k

k = 1
x ik

。 (6)

4)熵指数 (ent ropy index) 。

熵是物理学中测度系统有序程度的指数。在近

年来的文献中 ,有学者将其用于测度产业集聚 ,其计

算方法如下 :

E =
1
N ∑

N

i = 1

(
S k

i

S i

log
S k

i

S i

) 。 (7)

式 (7)中 ,珚S i 是所有地区在某行业人数的平均

值。

5) H 指数。

H 指数又称赫芬达尔指数 ,公式表示为 :

H = ∑
n

k = 1
S2

k 。 (8)

式 (8)中 , S k 是某地区产业就业份额。H 指数

的变动范围为 1/ n～1 ,其值越大表明某地区产业越

趋于集中。

6)区位商。

区位商亦称专业化率 ,是长期以来被广泛应用

的衡量地区专业化的重要指标。它是某地区某产业

部门占全国该工业部门比重与该地区全部产业占全

国总产业比重之比。用公式表示如下 :

LQ ij =
L ij

L i
/

L j

L
。 (9)

式 (9)中 : LQ ij 是区位商 ; L ij 为 i 地区中 j 产业

的就业人数 ; L i 为 i 地区的总就业人数 ; L j 为全国

j 部门的就业人数 ; L 为全国总就业人数。

212 　集成化测度方法

首先将待测度地区中各产业按照 211 节中的 6

个指标分别进行计算 ,得到每个产业在各个指标上

的集聚性度量值 ,即每一产业 Y i 均是一个六维向

量 : Y i ( y i1 , y i2 , ⋯, y i6 ) 。其中 , y i1 、y i2 、⋯、y i6 分别

表示 i 产业的标准差系数 (VCO) 、绝对集中率 ( CI2
Pa) 、相对集中率 (CIPr) 、熵指数、H 指数和区位商。

运用 6 个测度指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产

业的集聚性进行测度 ,然而 ,用它们进行测算得出的

结果不尽一致 ,即同一产业在各个指标上测算结果

及相对值存在差异 ,而且 6 个变量之间密切相关 ,反

映的信息有所重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对 6

个指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变量冗余处理 ,提取

6 个变量的主成分 ,将 6 变量集成为 2 个主成分 ,再

使用两个主成分对产业集聚进行测度和排序 ,得到

产业集聚的测度值。

3 　辽宁中部城市群产业集聚动态演变
分析
311 　实证研究对象

行业 (或产业)是指从事相同性质的经济活动的

所有单位的集合。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
(2002 年)中将经济活动划分为门类、大类、中类和

小类四级。门类采用英文字母编码 ,大类采用阿拉

伯数字编码。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所有门类中的大类

产业 ,即两位数产业 ,研究区域是辽宁中部城市群七

城市 ,即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辽阳、营口和铁岭 ,

数据来源为《辽宁省第一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汇编》

和《辽宁经济普查年鉴》(2004) 。

312 　产业集聚的变化分析

31211 　初步分析

在辽宁中部城市群的 97 个产业部门之中 ,产业

集聚度较强的前 15 个产业分别是 :化学原料及化学

制品制造业 ( C26) 、医药制造业 ( C27) 、交通运输设

备制造业 (C37) 、造纸及纸制品业 ( C22) 、通用设备

制造业 (C35)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C23) 、建筑

安装业 ( E4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C31) 、废弃资源

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C43) 、社会福利业 (Q87) 、

研究与试验发展 (M75) 、农副食品加工业 (C13) 、商

务服务业 (L74) 、化学纤维制造业 ( C28) 、房屋和土

木工程建筑业 ( E47) 。这些产业的区位商、H 指数

和熵指数如表 1 所示。我们取其中产业集聚性最强

的 10 个部门在 6 个指标上的测度值做趋势图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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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示。
表 1 　产业集聚度最强的前 15 个产业的集聚测度值

产业 区位商 H 指数 熵指数 产业 区位商 H 指数 熵指数

C26 11 24 0151 01 86 C43 11 22 0136 01 52

C27 11 54 0147 01 98 Q87 11 12 0135 01 48

C37 11 08 0146 01 71 M75 11 00 0134 01 47

C22 11 03 0142 01 64 C13 11 03 0134 01 49

C35 11 09 0142 01 67 L74 11 09 0133 01 46

C23 11 18 0141 01 85 C28 11 26 0133 01 55

E48 11 08 0139 01 65 E47 11 11 0127 01 44

C31 11 64 0136 01 67

图 1 　集聚性较强的前 10 位产业测度值变化趋势

31212 　两位数产业集聚性的变化

测算步骤 :删除数据不全的产业 ,得到 69 个产

业的数据 ,这些数据构成 69 ×6 阶矩阵 ,将其标准化

去除量纲影响 ;在这个矩阵上进行主成分分析。运

算结果表明 , KMO 检验值为 01795 ,巴特莱特球体

检验通过 ,表明非常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在提取

出的 2 个主成分中 :第一主成分解释了总方差的

7013 % ,第二主成分解释了总方差的 1716 % ;第一

主成分在标准差系数、绝对集中率、熵指数、H 指数

具有较大载荷 ,第二主成分在相对集中率和区位商

上具有主要载荷。然后 ,按第一主成分对各产业集

聚性重新计算 ,进行排序。利用 2001 年基本单位普

查数据和 2004 年经济普查数据分别进行两次计算。

根据两次测度排序结果 ,将产业进行分类。分

类方法与标准是 :设 2001 年各产业测度值为基期

值 ,2004 年各产业测度值为当期值 ,分别按基期值

和当期值进行排序 ,取序列 1/ 3 和 2/ 3 处为分位点 ,

将产业分为高、中、低三类。根据以上度量标准 ,可

将产业划分为五种类型 : ①集中型产业 ,即基期处于

高集聚类 ,当期仍留在高集聚类的产业 ; ②集中 - 分

散型产业 ,即基期处于高集聚类 ,当期离开高集聚类

的产业 ; ③分散型产业 ,即基期处于低集聚类 ,当期

仍处于低集聚类的产业 ; ④分散 - 集中型产业 ,即基

期处于低集聚类 ,当期离开低集聚类的产业 ; ⑤其他

类 ,即不属于以上四种类型的情况。

表 2 显示了产业集聚变化的分类。从表 2 可以

看出 ,在 2001 —2004 年期间 ,城市群产业体系的集

聚性处于“分散 - 集聚 - 分散”或“集聚 - 分散 - 集

聚”的动态过程。如表 2 所示 ,属于单纯集中型的产

业和单纯分散型的产业在全部产业中属于少数 ,大

部分产业属于“集中 - 分散型”或“分散 - 集中型”。

属于集中型的产业是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B08)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C23) 、医药制造业
(C27)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C37) 、商务服务业
(L74) 、研究与试验发展 ( M75) 、体育 ( R91) 。这些

产业的经济活动一般都与特定的地域有特殊的联

系 ,如黑色金属采矿、医药制造等都是与资源分布密

切相关 ,因此 ,特定的地区从事该产业的就业人员变

动不大 ,保持高度集中 ,在两次测度中其都保持在高

集聚类中 ,这些产业集聚度的相对值变化不大。

属于集中 - 分散型的产业是家具制造业
(C21) 、橡胶制品业 (C29)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

加工业 ( C25) 、群众团体、社会团体和宗教组织
(S96)等。这些产业 (如家具制造业) 的集聚度由高

变低 ,产业集聚的变化度很大。可能是这些产业进

入容易 ,导致从事该相关产业的人员在城市群各城

市的集中度下降。以下产业值得注意 :食品制造业
(C14)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 C24) 、黑色金属冶炼

及压延加工业 ( C32)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D45) 、道

路运输业 ( F52) 、租赁业 (L73) 、文化艺术业 ( R90)

等。它们是由 2001 年的高集聚度型下降到 2004 年

中度集聚型的产业 ,其集聚趋势有待进一步判定。

属于分散型的产业是农林牧渔服务业 (A05) 、

纺织业 ( C17) 、皮革、毛皮、羽毛 (绒) 及其制品业
(C19) 、塑料制品业 (C30) 、政党机关 ( S93) 等。一般

认为 ,这些产业的市场结构属于垄断竞争 ,市场分

散 ,市场进入壁垒低 ,因此产业集聚性变化不大。

属于分散 - 集中型的产业是农副食品加工业
(C13) 、造纸及纸制品业 ( C22)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

品制造业 (C26)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C31) 、零售业
( H65)等。这些产业由低集聚度跨入高集聚度 ;以

下三个产业即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 ( F57) 、

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 (D44)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

供应业 ( E47) 实现了由低集聚度向中度集聚的转

变。笔者认为 ,这类产业提供基础设施服务 ,其产业

集聚的变动幅度不大 ,与实际相符。以下几个主要

制造业包括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 C18) 、建筑安

装业 (D48) 、化学纤维制造业 ( C28) 、金属制品业
(C34) 、专用设备制造业 (C36) 、居民服务业 (O82) 、

通用设备制造业 (C35) 分别从中度集聚跨入高度集

聚的行列 ,并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这些主要装备制

造业向中心城市沈阳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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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型的产业包括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 ( C33)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C41) 、公共设施管理业 (N81)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C40) 、卫生 ( Q85) 、娱乐业

(R92) 、教育 ( P84)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B09) 、仓储

业 ( F58)等的集聚度没有太大变化 ,其在两次测度

中都处于中度集聚。

表 2 　产业集聚变化的分类

集聚类型 产业代码

集中型 C23、L74、R91、C39、B08、C37、C27、M75、

集中 - 分散型 C21、L73、C14、D45、O83、C29、R90、C24、C25、C32、S96、F52、B09、Q85、R92、P84、F58

分散型 A05、C30、C17、C19、S93

分散 - 集中型 C26、C31、C22、F57、C13、E47、D44、H65、C18、E48、C28、C34、C36、O82、C35

其他 C33、C40、C41、N81

313 　产业集聚的城市分布特征

集聚的产业在城市群各城市的分布是不均衡

的。产业集聚的城市分布特征主要反映了集聚的产

业在城市群内部的分布状况 ,研究各个城市主要集

聚产业的特点 ,对于制定城市经济政策有重要意义。

区位商既是测度地区专业化的指标 ,也可以被用来

表示产业集聚 ,我们使用该项指标来研究产业集聚

在各个城市的分布。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辽宁省中部主要的城市主要集聚产业

城市 主要集聚产业

沈阳

59 (21 31) 、60 (11 96) 、36 (11 95) 、61 (119) 、39 (1185) 、26 (1176) 、37 (1165) 、68 (1164) 、91 (11 62) 、22 (11 59) 、82 (11 58) 、35 (1156) 、48

(1146) 、43 (1142) 、66 (1142) 、65 (1141) 、20 (11 4) 、87 (11 4) 、75 (11 38) 、34 (1136) 、13 (11 36) 、18 (1135) 、74 (11 35) 、76 (1129) 、63

(1128) 、71 (1128) 、62 (1128) 、72 (1128) 、73 (1127) 、81 (11 26) 、40 (11 26) 、28 (11 22) 、44 (11 21)

鞍山
31 (31 08) 、08 (21 3) 、30 (1183) 、47 (1182) 、16 (1166) 、28 (1164) 、70 (1154) 、09 (1138) 、11 (11 26) 、33 (11 24) 、85 (11 23) 、69 (1122) 、07

(1121)

抚顺
24 (41 7) 、27 (2198) 、41 (2147) 、32 (21 25) 、05 (21 01) 、19 (119) 、48 (118) 、77 (1176) 、47 (1174) 、81 (11 53) 、08 (11 51) 、25 (0149) 、69

(1145) 、42 (1141) 、57 (114) 、80 (11 38) 、85 (11 32) 、79 (11 26) 、78 (11 23) 、45 (11 22)

本溪
42 (71 84) 、31 (31 53) 、56 (31 49) 、07 (3139) 、19 (21 37) 、49 (21 02) 、52 (11 42) 、85 (11 41) 、05 (1139) 、26 (1138) 、09 (1134) 、90 (11 33) 、

14 (11 28) 、44 (11 24)

营口
23 (51 79) 、17 (31 9) 、57 (3173) 、08 (3149) 、16 (3118) 、18 (2166) 、49 (21 57) 、21 (21 49) 、50 (21 39) 、09 (21 3) 、33 (21 16) 、56 (1198) 、85

(1178) 、29 (1157) 、30 (1155) 、69 (1154) 、32 (1149) 、45 (11 3) 、95 (11 29) 、25 (11 24)

辽阳
27 (81 03) 、07 (41 58) 、41 (31 33) 、09 (2183) 、25 (21 76) 、29 (11 61) 、21 (11 5) 、96 (11 46) 、32 (11 46) 、05 (11 42) 、46 (114) 、30 (1135) 、69

(1135) 、40 (1131) 、20 (1125)

铁岭
95 (31 57) 、05 (31 06) 、76 (21 27) 、77 (2108) 、92 (11 83) 、58 (11 79) 、90 (11 74) 、96 (11 73) 、93 (1161) 、86 (1156) 、83 (1145) 、88 (11 44) 、

21 (11 43) 、13 (11 42) 、69 (11 42) 、35 (1135) 、19 (1131) 、94 (1129) 、14 (1129) 、28 (1128)

　　注 :括号外两位数字为产业代码 ,括号内数值为该产业的区位商。

资源来源 :笔者依据《辽宁省第一次经济普查年鉴》(2004)计算。

　　辽宁中部 7 个城市的产业集聚特征表现如下 :

1)沈阳。沈阳是多个产业综合性集聚的城市。

沈阳地处城市群中部 ,是城市群的首位城市 ,城市经

济总量巨大 ,在产业集聚上则表现为多个产业的区

位商大于 112 (如表 3 所示) ,删除残缺数据后的 85

个产业中 ,区位商大于 1 的产业部门达 46 个。在沈

阳集聚的产业中 ,装备制造业表现出较强的集聚性 :

专用设备制造 ( C36) 、电气机械及器材 ( C39) 、交通

运输设备制造 ( C37) 、通用设备制造 ( C35) 、通信设

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40) 等产业表现出

较强的集聚性 ,这是沈阳作为老工业基地的特征之

一 ,也是沈阳发展装备制造业的依据。与装备制造

业联系紧密的其他产业 ,如金融、科研、交通等产业 ,

在沈阳也表现出较强的集聚性 ,根据产业集群理论 ,

它们是沈阳发展装备制造业集群的支撑产业。装备

制造业属于资本 - 技术密集型产业 ,因此资本和科

研投入成为它的发展要件。沈阳拥有包括东北大

学、中科院生态、金属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在内的 38

所大学和科研机构 ,这为其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教育

基础。除此之外 ,服务业 ,如商务服务、计算机服务、

居民服务、专业技术服务、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等产

业 ,也表现出集聚的特征 ,这些产业的发展和壮大也

是构建各类产业集群的必要条件。

2)鞍山。鞍山是一座以钢铁为特色的矿业城

市 ,钢铁相关产业集聚性特征明显。鞍山是辽宁中

部城市群中第二大城市 ,素有“铁都”之称。从表 3

可看出 ,钢铁及相关产业已成为鞍山城市经济的主

体。以采矿业 (黑色、有色金属)为上游产业 ,以非金

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为中游

产业 ,以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产业为下游产业的

产业链的雏形初现。在城市经济体系中 ,银行、运

输、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卫生等基础设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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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集聚性也较强。从城市群角度考虑 ,鞍山的钢

铁产业与沈阳的装备制造业是产业链的上下游关

系 ,二者相得益彰 ,是培育城市群制造业产业集群的

根本条件。

3)抚顺。抚顺与沈阳距离最近 ,城际经济联系

紧密 ,产业集聚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抚顺是中国最

早进行煤炭开采的城市 ,近年来 ,其资源逐步枯竭 ,

煤炭开采进入衰退期 ,城市经济正在进行转型。从

当前的情形看 ,其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状况良好 ,这

一方面得益于地处城市群深部的区位优势 ,另一方

面得益于城市经济政策和发展定位。从产业集聚角

度考察 ,其集聚产业的数量仅次于沈阳 ,其典型的集

聚产业有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 C24) 、医药制造业
(C27)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C41) 、

皮革、毛皮、羽毛 (绒) 及其制品业 ( C19) 、建筑安装

业 (C48)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C42) 等。这些产业

与中心城市沈阳具有互补性 ,其在抚顺集聚 ,使抚顺

市经济体系抵消了由煤炭资源枯竭而导致的经济下

滑、结构危机。另一方面 ,通过考察其经济发展历

程 ,抚顺与城市群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表明 ,二者之

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28 ] 。作为矿业城市 ,

抚顺经济中的其他资源产业 ,如金属矿产业 ,也是其

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是煤炭产业的接替产

业。测度结果表明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B08) 、黑色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C32)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

燃料加工业 (C25)三产业是城市经济的重要集聚的

产业。

4)本溪。本溪也是一座矿业城市 ,其产业集聚

特征与鞍山类似。该市矿产业中的石油和天然气开

采业 (B07)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B09) 、黑色金属矿

采选业 (B08) 、其他矿采选业 (B11) 的区位商均大于

1 ,表明其产业集聚强于其他产业。矿产资源的下游

产业即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C31) 、化学原料及化学

制品制造业 (C26) 是本溪的重要集聚产业。其他相

关产业即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 C42) 、文化艺术业
( R90) 、烟草加工 (C16)等也是本溪的集聚产业。这

些产业是城市群集聚产业的一部分 ,与其他城市之

间存在互补性 ,是发掘和培育产业集群的首选对象 ,

是城市经济政策的支持产业。

5)营口。营口作为城市群的出海口 ,独特的地

理位置是其发展港口经济的优势 ,并且其产业集聚

已呈现出相关特征。具备高度集聚的产业也较多 ,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C23) 、纺织业 (C17) 、装卸

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 ( F57) 、纺织服装、鞋、帽制

造业 (C18) 、装修装饰业 ( E49) 、家具制造业 (C21) 等

产业的区位商均大于 2 ,这些产业中与矿产相关的

产业高度集聚的原因在于鞍山、本溪钢铁产业的铁

矿石等原材料和产品的进出口是通过营口进行的。

橡胶、塑料制品业也具有较高的集聚性 ,除矿产业

外 ,从广义上讲 ,这些产业属于轻纺工业的范畴 ,利

用其地理位置优势 ,发挥港口经济优势 ,集聚于营

口 ,使得营口呈现港口经济和轻纺工业的产业集聚

的特征。

6)辽阳。辽阳的经济以石油、化纤产业为核心 ,

表现为石油经济集聚的特征。多数产业围绕石油而

集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7 ,4158) ,石油加工、炼

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 C25 ,2176) ,橡胶制品业 ( C29 ,

1161) 、塑料制品业 ( C30 ,1135) 等表现出很强的集

聚性。医药制造业 (C27)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

机械制造业 (C41) 、家具制造业 (C21) 、通信设备、计

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C40) 、木材加工及木、

竹、藤、棕、草制品业 ( C20) 等制造业的集聚性也较

强 ,其中的医药制造、木材加工业的集聚与辽阳的资

源密切相关。

7)铁岭。按三次产业划分标准 ,铁岭的产业集

聚表现为“两头大、中间小”的特征。第一产业中的

农业、农林牧渔服务业是集聚性强的产业 ,其下游的

农副产品加工、食品制造业也为集聚性产业 ;第二产

业中的煤炭采掘业、家具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毛 (绒) 及其制品业表现出集聚特征 ;

第三产业中多个产业 ,如专业技术服务、科技交流和

推广服务、娱乐、仓储、群众团体、社会团体和宗教组

织、政党机关、新闻出版、教育、证券业、商务服务业

等产业的集聚特征显著。从结构上说 ,在多个集聚

的产业中 ,属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居多 ,而第二

产业的集聚产业较少。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1 　主要结论

第一 ,辽宁中部城市群产业集聚程度处于动态

演变之中 ,但产业集聚的变化有一定规律可寻。具

有资源导向的产业在产业集聚的演化之中集聚性变

化小 ,并保持高集聚性 ;具有垄断 - 竞争市场结构的

产业部门的产业集聚性处于“分散 - 集聚 - 分散”或

“集聚 - 分散 - 集聚”的动态变化中 ;具有提供基础

设施服务性质的产业的集聚性变化不大 ,其产业集

聚程度小幅变化。

第二 ,以产业链为联系纽带的产业集聚的分工

体系在城市群已具规模。以高集中型的黑色金属采

选业为例 ,从产业集聚在各个城市的分布上看 :黑色

金属采选业处于产业链的上游 ,主要集中于鞍山、本

溪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是产业链的下游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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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抚顺、营口、辽阳三市表现为集聚性产业。最终 ,

这些分布于各个城市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与沈

阳的装备制造业相联系 ,共同构成了城市群的制造

业的产业集聚。同时 ,在单个城市的经济体系中 ,产

业链的各个环节也有集聚的取向。

第三 ,城市群中矿产城市产业集聚特征表现出

很强的资源导向性 ,科学地选择产业进行集聚式发

展成为矿业城市经济转型的关键。鞍山、抚顺、本溪

三座矿业城市的集聚产业中的黑色金属、有色金属

矿产采掘业等均表现出高度集聚性 ,并且它们构成

城市经济的主体。这种资源型产业的集聚固化了矿

业城市的经济结构 ,“软化”这些产业成为矿业城市

转型的关键。例如 ,抚顺市的集聚产业中的文教体

育用品制造、仪器仪表办公用机械制造、建筑安装、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等产业集聚化发展 ,其与沈阳的

制造业互补和错位发展 ,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源泉。

因此 ,矿产城市的非资源型产业及相关产业的集聚

性发展水平越高 ,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程

度越高。

412 　政策建议

第一 ,分析产业集聚变化规律 ,培育相关产业集

群。产业集聚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基础 ,产业集群已经

被证实是影响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现象 ,

因此 ,应从集聚的产业中选择具备竞争优势和发展潜

力的产业 ,制定适合这些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 ,培育

具有地方化特色的产业集群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辽

中城市群地区是国家重工业基地 ,制造业比较发达 ,

应将高度集聚的产业和动态变化中表现为集聚的产

业 ,如装备制造业 ,作为城市群培育产业集群的优选

对象 ,研究制定促进产业集聚式发展的产业政策。

第二 ,研究城市群产业链 ,培育矿业城市的产业

集群。以产业链分工体系为依据 ,研究上下游产业

分工在城市群经济体系的布局 ,结合矿业城市产业

集聚特征 ,制定矿业城市发展的产业规划 ,发展城市

群产业链分工中的某个环节 ,以此作为矿业城市经

济转型的发展战略。借助于城市群产业体系的优

势 ,发展和壮大矿业城市的非资源型产业 ,以此转变

经济结构 ,实现矿业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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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ased on t he survey for tourist s visiting Dalinor National Nat ure Reserve (DNNR)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 IMAR)

during 200422007 ,t his paper uses t ravel cost met hod( TCM) to evaluate t he recreation value of DNNR in IMAR in continuous four years ,which

aim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policy2making and compens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of DNN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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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 his paper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es on integrated measuring met hod for indust rial agglomeration are summarized1 Then ,an

integrated met hod to measure indust rial agglomeration is put forward ,which is t hat six indust ry concent ration indexes are integrated into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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