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制造业分工!地方专业化及其国际比较

梁 琦"

内容提要 本文计算了中国区域制造业分工指数及其变化率#并将其与美国!欧盟进行了比

较$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产业分工与地理距离有关#地理位置靠近#空间距离

较短的区域之间#其产业同构性较强&就环渤海和长三角两大沿海经济圈内部分工来看#环渤海互

补性更大#而长三角同构性更强&就制造业大类而言#中国产业分工程度 ’())*+高于美国产业分工

程度’(),-+#这与人们的想像完全相反&从 ())*./00(年#中国各大区域间的专业化分工在不断加

深#经济发展速度与分工指数的变化率呈正向变化#市场经济对中国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凸显$但

同时#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现象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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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制造业分工与地区经济增长

研究A资助’批准号%0B(CDE0-/+$本文涉及并处理了十几万个数

据#计算结果有 (0多张不同的图表#因篇幅有 限 而 未 一 一 列 出#
这些均是在夏正勇!彭志斌!马斌!王洪亮和吴瑕!蒋 国 前 的 协 助

下完成的$本文在第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001年 (/月于上海+
@宏观经济学 (A宣 读 后#与 会 学 者 提 出 了 有 益 的 建 议#三 位 匿 名

审稿专家也均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在关于中国分工指数为什么强

于美国的分析中#龚华平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F 转引自 G4H’())-+$
I根据J中国统计年鉴 /00/K相关数据整理$
L由于克鲁格曼计算的不是美国州的数据#所以本文也没有

以中国的省市自治区为单位来计算$

一 引言

产业地方化是工业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引人注

目的特征#经验方面的研究表明产业地方化!地方

专 业 化 是 一 个 趋 势 ’M;?NO#()P/&QRRS=T#
()P*+F$中国经济学界近年来对产业集聚的现象

比较关注#对于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江浙一带的

县市专业化研究的文献很多$但是#从总体上研究

中国地区间行业分工和地方专业化的文献还很少

见$本文在这方面做些工作#以求从宏观上了解和

把握中国区域间行业分工和专业化的现状$
本文所指的行业限于制造业$工业的核心是

制 造 业#在 中 国 ()))!/000!/00(年 的 工 业 产 值

中#制 造 业 所 占 比 例 分 别 高 达 ,B</*U!,1<)0U
和 ,B<1PUI$本 文 借 助 于 保 罗V克 鲁 格 曼 所 用

的 公 式 计 算 了 中 国 目 前 的 区 域 行 业 分 工 指 数

’GT;7H56#())(+#还 计 算 了 环 渤 海 和 长 三 角 两

大沿海经济圈内部分工的差异状况#并且利用地

方专业化指数做补充说明#所得的结果是一致的$

本文所用的原始数据#均来自第二次全国基

本单位普查数据库和近年来的J中国统计年鉴K#
以及长三角各市的统计年鉴$为了和美国数据比

较#我们完全同克鲁格曼使用的方法一样#在数据

上采用了两位数分类的制造行业的数据#在地理

上采取了大区域划分L$在计算地方专业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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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筛选出具有地方性比较优势的产业"#
区域分工指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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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下标 &和 ’表示区域!+表示产业!-+&和

-+’分别表示两地区的 +产业的产值!-&和 -’是两地

区各自的总的工业产值#如果区域 &和区域 ’有

完 全 相 同 的 产 业 结 构!也 就 是 说!对 所 有 的 +!产

值份额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指数当然为 /#如果

两个区域的产业结构毫不相关!这个 指 数 将 为 0
1因为每个地区所有产业的份额都加总了2#因此!
这 个 指 数 可 以 大 致 衡 量 区 域 分 工 的 程 度

13456789!,::,2!即 /;%&’;0!指数值越高!两

地区行业差异程度越高<指数值越低!两地区产业

同构性越大#
34567891,::,2计算了 ,0对地区=国家的该

指数$对美国的 >个地区以及欧洲的 >个大国进

行了比较#结果如表 ,和表 0#

表 , 美国和欧洲的区域分工指数

?@美国的地区!,:AA年

东北部 中西部 南部 西部

东北部 /@00> /@0>A /@0>0
中西部 /@BBC /@,D0
南部 /@0A,
E@欧盟国家!,:DF年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英国

法国 /@0 /@,:A /@/DB
德国 /@,AF /@,D>

意大利 /@,D>

资料来源$34567891,::,2#

从表 ,可知!欧洲国家之间的专业化程度弱

于美国各地区之间的专业化程度!或者说!美国各

地区之间的差异比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大#表

0则 比 较 了 美 国 ,:>A和 ,:DF年 的 区 域 差 异 指

数!美国制造业很久以前1可能是在 0/世纪 0/年

代2就达到了地方化的高潮!然后出现明显的下降

13456789!,::,2#

表 0 美国地区分工指数

?@,:>A 中西部 东北部 南部 西部

中西部 /@BC, /@C/C /@>>,
东北部 /@FC /@F/>

南部 /@>/B

E@,:DF 中西部 东北部 南部 西部

中西部 /@00> /@BBC /@,D0
东北部 /@0>A /@0>0

南部 /@0A,

资料来源$34567891,::,2#

二 中国区域分工指数及其变化G

本文根据区域分工指数计算了 ,::A和 0//,
年中国地区间分工差异!区域划分是根据H中国市

场年鉴I的标准而划分的J#
华北$北京K天津K河北K山西K内蒙古

东北$辽宁K吉林K黑龙江

华东$上海K江苏K浙江K安徽K福建K江西K山东

中南$河南K湖北K湖南K广东K广西K海南

西南$重庆K四川K贵州K云南K西藏

西北$陕西K甘肃K青海K宁夏K新疆

从表 B可以发现两点$
第一!地区间的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这表现

为 0//,年各地区间的分工指数均比 ,::A年的要

大!说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

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各地区

按照自身优势发展制造业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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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六大行政区划的划分也是不无道理的!至今中国资讯行

网站和H中国市场年鉴I对于地区间的划分均按此标准#再说!本

文主要考察产业的空间集聚!所以从地理角度来划分 是 适 当 的#
我们查阅了很多文献!发现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其他区 域 划 分 各

种各样!没有权威性意见!各行其是#本文的六大行政区划是依国

家统计局的分类而划分的#

本文作者同时 利 用 制 造 业 就 业 人 数 和 行 业 产 值 两 个 指

标计算了本文所有的分工指数!并与实际情况进行了 比 较 分 析!
最后作者以行业产值为准#这是因为中国地域广泛!经济发展非

均衡!技术装备和劳动力素质的区际差异巨大!用行业 就 业 人 数

计算的分工指数受各地区劳动生产率影响很大!难以反映行业分

工的真实状态#

限于文章篇幅没有列出表格!详见梁琦10//B82#



表 ! 中国制造业地区分工指数

"##$% 东北 华东 中南 西南 西北

华北 &’!(( &’!)$ &’!&" &’!#* &’!"+
东北 &’,!! &’,#+ &’,!" &’!)$
华东 &’(,( &’*$+ &’!#&
中南 &’,$) &’!##
西南 &’,$)

(&&"- 东北 华东 中南 西南 西北

华北 &’,+& &’*(* &’,&" &’*+# &’*(*
东北 &’)*) &’$"# &’,+* &’,$,
华东 &’!&, &’$(( &’)(,
中南 &’$"# &’)&&
西南 &’*#&

说明.%按 "##$年制造业产值计算/-按 (&&"年 制

造业产值计算0

第二1地区间的专业化分工发展不平衡0区际

之间制造业结构差异最大的是华东与西南1最小

的是华东与中南0这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呢2就

此1我们对 (&&"年的统计数据进行了汇总计算1
将各行业产值在全国居前 ,位的地区及占全国的

百分比列于表 ,1以期对中国制造业 的 六 大 地 区

分布及地区分工有一个更深的了解1同时也为我

们计算的地区分工指数提供一个现实支持0
先看华东与中南地区1这是中国经济最发达

的两个地区1如表 ,所示1在所有 (#个两位数行

业中除了石油加工3黑色金属冶炼和烟草加工外1
华东和中南地区在其他 ()个行业所占的份额分

居冠亚军0就百分比而言1两地区将其他地区远远

地抛在后面1即使在石油加工3黑色金属冶炼和烟

草加工方面1两者也没有被排除在前 ,名之外0这

充 分 说 明 了 两 者 制 造 业 结 构 的 强 趋 同 性1&’(,(
和 &’!&,的最低值正好证明了这一点0

华北3东北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1由于自然资

源和历史原因1形成了以矿业3能源3黑色金属冶

炼3机械3交通运输设备3石油加工等采掘和重化

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1虽然近年来进行了产业结

构的调整1但其总体比重的变化还不明显0从表 ,
可以看出1在 (#个行业中两地区在 (&个行业分

居第 !3第 ,名1只有在 $个行业中两者没有同时

进入前 ,1在与自然资源有很大相关 关 系 的 黑 色

金属冶炼和石油加工方面1两者所占份额较高0综
合而言1两地区制造业结构有很强的相似性1这也

验 证 了 两 地 区 较 低 的 产 业 分 工 指 数4"##$年 为

&5!((1(&&"年为 &’,+&60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华北

7东北与华东7中南相比1在所有的行业中前两

者的份额远远低于后两者0
然后看看西南7华东及西南7中南的分工指

数很高的原因0西南是中国几个区域里最具特色

的1首先它具有非常丰富和独特的自然资源1在

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工业与其他区域相比有很大

的特殊性/其次由于地处内陆1技术3交通3信

息 和 人 才 的 相 对 匮 乏 使 得 西 南 在 更 高 层 次 的 产

业1即资源的深加工行业上处于明显的劣势0对

照表 ,1西南和华东在所有 (#个行业中只有 $个

行业两者都进入前 ,1除烟草加工比华东略高外1
其他行业均大大低于独占鳌头的华东地区0从上

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理解西南和华东分工指数之所

以这么高 4"##$年为 &’*$+1(&&"年为 &5$((61
它们的制造业结构和优势相差很大1西南和中南

的情况类似0
再来看看西北与其他几大区域的分工情况0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共一个8北9或共一个8西9字的

两区域分工指数都低一些1这说明分工与地理位

置有关0西北之所以与东北和华北的分工指数低1
是因为它们的自然禀赋优势相近0譬如在西北1石
油工业一直是新疆的第一大支柱产业1原油加工

业 和 人 造 原 油 生 产 业 一 直 是 陕 西 的 比 较 优 势 所

在1以兰州为基地的石化工业是甘肃的传统优势

产业0而在东北1原油加工业和人造原油加工业是

辽宁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1也是黑龙江在全国排

名靠前的比较优势产业0在华北1内蒙古自治区是

中国甜菜种植和食糖的重要产区1甜菜和糖的产

量居全国第三位/而前两位正是西北的新疆和东

北的黑龙江0内蒙古的有色金属矿产丰富1金属冶

炼业比较发达/而西北宁夏和青海的铁合金冶炼

业3轻有色金属冶炼业1东北辽宁的重有色金属冶

炼业也是竞争力很强的产业0西北甘肃装备工业

基础比较雄厚1建立了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省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具有较强的科技实力/而东

北也是中国装备老工业基地0西北和华东与中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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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工指数高也可以从表 !佐证"西北仅在烟草

加工行业紧接华东与中南之后"在其他行业华东

和中南总是排名数一数二"而西北却无法进入前

!#

表 ! $%个制造行业的产值份额居前 &位的地区 ’

食品加工 华东 !()*+ 纺织业 华东 ,-)!. 家具制造 华东 !/)01
中南 0,)-( 中南 /()(- 中南 *,)-+
华北 -)-, 华北 ()*+ 华北 /+).(
东北 -).( 东北 0)!( 东北 ,),.

食品制造 华东 !+)*! 服装制造 华东 ,0),0 造纸业 华东 !1),1
中南 0()/, 中南 0()+/ 中南 01),,
华北 /,)+( 华北 ,)*- 华北 -)11
东北 1),. 东北 0),1 东北 .)+-

饮料制造 华东 !/)+( 皮毛制品 华东 .-)-+ 印刷业 华东 !0)/1
中南 0/)+0 中南 01),* 中南 *+),(
西南 /.)!- 华北 ()!* 华北 /0)*1
华北 //)-- 东北 /)(- 西南 ()1-

烟草加工 西南 *!)++ 木材加工 华东 ./)!+ 文体用品 华东 .,)1.
华东 0-)!+ 中南 0().+ 中南 *.)(!
中南 0()10 东北 //)(. 华北 .)!-
西北 *),* 华北 .)!1 东北 /)0+

橡胶制品 华东 ,+)./ 有色金属 华东 *1),1 交通运输 华东 !0).-
中南 /,)(1 中南 0!)*! 中南 0+)1*
华北 1)-+ 华北 /+)0! 东北 /(),,
东北 ,)0, 西南 /+)+/ 西南 -)-(

塑料制品 华东 ./),! 金属制品 华东 !1)!1 电气机械 华东 .,)(!
中南 *0)!. 中南 01)*( 中南 0-),+
华北 ,)1* 华北 //)1. 华北 ,)!*
东北 !),- 东北 .)+! 东北 *)-+

非金属 华东 !+)-+ 普通机械 华东 ,0),* 电子通信 中南 *()(-
中南 *+)0( 中南 /*)/* 华东 *!),!
华北 //)0- 东北 1)!/ 华北 0+).!’
东北 ()-0 华北 -)-. 东北 *)00

黑色金属 华东 */)*, 专用设备 华东 .().- 仪器仪表 华东 !.)1+
华北 0*)/1 中南 /()-( 中南 *,)0-
东北 /,)1! 华北 /+)10 华北 -)-1
中南 /.),0 东北 ,)1! 西南 *),!

石油加工 华东 0-).( 化学原料 华东 !1)*( 医药制造 华东 *()//
东北 0!)(. 中南 0/)!. 中南 0+)-/
中南 /1).0 华北 /0)/+ 华北 /()!.
华北 /.).( 东北 -)/- 东北 /+),1

化学纤维 华东 (+)*1 其他制造业 华东 .(),,
中南 /,)/! 中南 *+)/0
东北 .)/- 华北 -)/0
西南 !)!+ 东北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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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环渤海与长三角区域

内部的分工及其比较

区域内部分工差异是否与全国情况吻合!为

了反映各地区内部的差异"我们选取了环渤海和

长三角这两个沿海发达地区进行比较#
$一%两大沿海经济圈的行业分工指数

环渤海经济圈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和

辽宁五省市#因此我们利用 ’(((和 )**’年两个

时期的五省市工业产值进行了计算#
与全国的分工专业化发展水平类似"从 ’((+

到 )**’年"环渤海区域内部分工指数的绝对数均

增大"变化率均为正"这说明环渤海区域内部专业

化分工也在不断深化#
在环渤海地区内部"北京与天津的结构最为

相似"河北与山东也很接近"这与实际相符#北京

和天津同属直辖市"拥有发展深度加工和高新技

术产业的便利条件"而且这两个城市在地理上也

相当接近"拥有相似的资源禀赋条件"因此制造业

结构最为接近也是顺理成章的#河北和山东拥有

丰富的煤铁&石油以及农产品等自然资源"发展资

源加工工业有先天的优势"在此基础上都建立了

较为发达的机械&金属&石油&化学&钢铁&食品工

业"具有一定的同构性#但是"近几年来"河北与山

东的产业分工程度加大"分工指数变化率较大#

表 , 环渤海地区分工指数

’((+- 天津 河北 山东 辽宁

北京 *./(/ *.012 *.+1, *.,)1
天津 *.011 *.0,/ *.,’(
河北 *./1+ *.20/
山东 *.,20

)**’3 天津 河北 山东 辽宁

北京 *.2/+ *.(*1 *.(/1 *.+,/
天津 *.0(’ *.+/1 *.0+1
河北 *.,’( *.,/*
山东 *.+)1

说明4-按 ’((+年制造业产值计算53按 )**’年 制

造业产值计算#

表 0 环渤海地区分工指数变化率

’((+6

)**’
天津 河北 山东 辽宁

北京 ’’.’( /).+2 ’(.2( 2).0’
天津 2.2 ’/.*/ /*.02
河北 /2.’’ ’2.2+
山东 //.//

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上海以及江苏和浙江的

部分市#各市 )**’年的数据难以获得"我们只有

’((+年的资料#根据长江三角洲的地理位置和经

济发展水平的相近性"长三角可以划分为4
上海及苏锡常4包括上海和苏州&无锡&常州5
杭嘉湖平原4包括杭州&嘉兴&湖州 /市5
杭州湾以南4包括宁波&绍兴&舟山 /市5
苏中南4包括南京&镇江&扬州&泰州&南通 ,市#

在长三角内部"各地区之间的差异相对环渤

海地区较小"纺织与服装&电气电子&机械仪表&食
品&日用品等轻工业普遍都是各个地区的强势产

业"同时由于该地区自然资源匮乏"缺乏发展特色

工业的禀赋基础"因此从整体上看它们较之环渤

海"其专业化程度较弱"产业结构较为相似#

表 + 长江三角洲地区分工指数

’((+ 上海及苏锡常 杭嘉湖平原 杭州湾以南

苏中南 *./,1 *.2(( *.,(/
上海及苏锡常 *.,’+ *.0’,

杭嘉湖平原 *.22(

说明4按 ’((+年制造业产值计算-#

$二%两大沿海经济圈的地方专业化指数

前面我们已从区域分工指数得到一个结论4
长三角内部的分工差异相对环渤海地区较小#为

了进一步检验这个结论是否成立"也就是检验区

域分工指数的说服力"我们计算了另一个指标"换
一个角度看同一个问题#

,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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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表计算所依据的原始产值数据来源于 ’,个城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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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表示地方专业化指数"#

!$%&
’$%(’%
’$(’

其分子是地区 %的产业 $占该地区全部产业

总值的份额)分母是产业 $占全国全部产业总值

的份额)所以 !指数也是测度该地区的产业结构

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异)借此评价一个地区

的专业化水平*显然)如果两个地区的分工指数比

较高)那么这两个地区的地方专业化指数也应该

比较高*
所以)为了从地方角度更清楚地认识产业地

方 性 和 地 方 专 业 化)本 文 对 +,个 制 造 业 行 业

-,,.年的数据计算了各省市的地方专业化指数)
并且)我们可以根据地方专业化指数筛选各地的

具有地方性比较优势的产业*所谓地方性比较优

势产业具有两个标准#
相对数标准#某省某行业的 !指数必须大于

-)即该行业在该省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必

须高于全国该行业在全国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的

比例*这说明该行业是该省的具有相对优势的产

业/*!指数越大0名次越高说明相对优势越强*
绝对数标准#该省该产业的总产值必须高于

某个绝对水平*
本文是这样设定绝对水平的#该产业的绝对

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例必须高于全国的平均水

平 12134*如果低于这个水平)即便某产业相对

于某地区来说是该地区具有5比较优势6的产业)
但可能该地区的工业水平太低)该产业的绝对产

值太低)就全国范围来说)谈不上什么5优势6*因

此)为 了 反 映 地 区 的 优 势 所 在)必 须 设 定 一 个 底

线7*
只有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标准)才能说该地区

该产业达到一定的集聚水平)全国该产业在该地

区形成集聚*满足这两个标准的产业)我们称它为

地方性优势产业*据此)我们找出了各省的地方性

比较优势产业)并按产业优势大小进行了排序8*
表 9显示了环渤海 :省市和长三角所在的 1省市

的地方专业化水平和比较优势产业*
;三<从地方专业化指数看两大经济圈内部分

工

我们比较了长三角 1省市和环渤海 :省市具

有优势的内部产业结构状况)也在表 9中显示*
从表 9知)以地方专业化指数标准为主筛选

出的比较优势产业中)江苏有 --个)浙江和上海

各有 -+个)1省市共有 1:个优势产业*然而)从
表 9可以看到)实际上只有 -,个不同的产业)其

中 --个都是相互共有的;或为 1地共有)或为两

地共有<*如 1省市都在化学纤维产业有很大的优

势)该产业是江苏第 -大优势产业)在全国排名第

1=是浙江第 >大优势产业)在全国排名第 +=是上

海第 :大优势产业)在全国排名第 :*1省市都具

有很大优势的产业一共有 :个)其他 >个是#电子

器械0服装制造0仪器仪表和文具用品*1省市的

这 >个产业在全国均处于前 9名)同时也都是各

省市自己优势产业的前 9名*两地共有的优势产

业 有 ?个#纺织业;江苏和浙江)都是 本 省 的 第 +
大 产业)分别处于全国的第 >和第 +<)普 机 制 造

;江苏和上海)分别处于全国的第 >和 第 :)是 本

地的第 1和第 ?大产业<)以及金属制品0塑料制

品0医药制造0橡胶制品*1省市的优势产业中只

是独家所有的产业有 9个*也就是说)相对于其他

两地)江苏只在专机制造0化工原料两个产业有独

特的优势=浙江在皮革制品0造纸0食品制造 1个

产 业 有 独 特 的 优 势)而 上 海 在 交 通 运 输0黑 金 冶

炼0电子通信 1个产业有独特的优势*

?

@世界经济A+BB>年第 -+
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

期

"

/

4

7

8 为节 省 篇 幅)本 文 计 算 的 1-个 省 市 的 地 方 专 业 化 水 平

与地方化优势产业表没有全部列出)有兴趣者可向作者索取*

如果不 设 这 个 底 线)那 么 有 些 制 造 业 极 其 薄 弱 的 省 份)
也根据5比较优势6的概念可找出其优势产业)但该行业在全国并

无优势可言*比如西藏就有四个第一#木材加工)家具制造0印刷

业0非金属制品*但其实这四个行业的绝对产值)前两个为全国倒

数第二)后两个为全国倒数第一*不过我们同时也发现)有些省份

的某些产业的确非常有特色)也具有较强的优势)但因 为 不 满 足

第二个标准)即该行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小于我们的 底 线)因 此

只好忍痛舍弃)如海南的饮料0汽车)新疆的石油等*

1B个省市的全国平均数应为 -BB(1B*

这里的5比较6是5相对比较6的意思)某省的工业可能都

比 别 省 差)但 其 中 某 个 工 业 相 对 而 言 是 自 己 具 有 比 较 优 势 的 行

业*这与李嘉图的5比较成本理论6中的5比较6概念是一致的*

DEF;-,,:<利用这个公式计算)发现美国的地方专业化

程度从 -,:B年起稳步递减*



表 ! 长三角与环渤海两大经济圈地方专业化水平和地方性优势产业

优势产业

江苏 浙江 上海 山东 河北 辽宁 北京 天津

全
国
名
次

本
省
名
次

地方

专业化

指数

全
国
名
次

本
省
名
次

地方

专业化

指数

全
国
名
次

本
省
名
次

地方

专业化

指数

全
国
名
次

本
省
名
次

地方

专业化

指数

全
国
名
次

本
省
名
次

地方

专业化

指数

全
国
名
次

本
省
名
次

地方

专业化

指数

全
国
名
次

本
省
名
次

地方

专业化

指数

全
国
名
次

本
省
名
次

地方

专业化

指数

" 橡胶制品 "#"$$%&’( )! "%(#! (" $%&$* ’"&"%")!"&+ "%"*+
$ 造纸 "$’ "%&)" *$ "%+)! $" "%)$!
( 电子器械 ** "%$$! (# "%$+( $" "%$’+ +( "%&!(
* 纺织业 *$ "%)*& $$ "%&&" #* "%"!$ !) "%&!!
+ 皮革制品 $( "%!"’ #+ "%$(& +* "%$((
# 普机制造 *( "%+$$ +# "%$*# !# "%"($ (" "%#$+
) 食品加工 ’) "%#’+"&"$"%$(’
! 石油加工 "&! "%$$’ +( (%$*# #( $%(!! ’+ "%(’"
’ 食品制造 "*"""%&)& ""’ "%$$" $" $%&"$
"& 家具制造 "$"&"%"(& !! "%$#&
""非金属制品 "$"""%$!& ## "%+()"+"&"%&!!
"$ 饮料制造 "("$"%"(( !# "%(*$
"( 金属制品 +# "%")& )"&"%"&# $$ "%(*& *$ "%"))
"* 黑金冶炼 )’ "%!#) *( $%(*" +* $%$(& #* "%!!&
"+ 专机制造 !"&"%"!# ’"""%"$("&# "%&#(
"# 化工原料 "$"""%"#) !’ "%(*+"() "%""(
") 有金冶炼 "(! "%*++
"! 交通运输 ($ $%&"& "(’ "%&*$"") "%$+( #* "%##)
"’ 医药制造 "("&"%&+)"*"$"%&$( #+
$& 电子通信 )"""%$*# "" $%!## $$ $%$+#
$" 仪器仪表 +) "%""’ )! "%&"& (( "%)"& $$ "%)"(
$$ 印刷业 )+ "%+#&
$( 文教用品 #! "%$#& *) "%#*$ +* "%*&’ (( "%)$’
$* 化学纤维 (" "%)&+ $* "%’*( ++ "%*)(
$+ 服装制造 ++ "%$#! "" "%!"" #) "%"")
$# 塑料制品 #’ "%""+ (+ "%#$$

说明,全国名次是指该产业在全国 ("个省市 -自治区.的同类产业中所处的名次/本省名次是指该产业在 本 省 $’
个制造业行业中所处的名次/限于篇幅其他省市的地方专业化水平和地方性优势产业没有列出0

从 表 !知/长 三 角 所 在 地 的 (省 市 只 有 "’
个不同的优势产业0"’个产业中只有 !个是 (地

互不相同的/所占比例不足 $(12而 ))1的产业

优势是共有的优势0在共有的优势产业中/其中 (
地共有的有 +个/两地共有的有 #个0由此可见/
长三角所在地的 (省市/其产业结构趋同性较大0

从前面的表 )知/苏中南与上海及苏锡常的

分工指数只有 &%(+!/苏中南与杭嘉湖平原3上海

及苏锡常与杭嘉湖平原其分工指数都只有 &%+左

右/较低的分工指数说明了产业结构的趋同性0这

说明我们从表 !和表 )中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0
再看看环渤海0从表 !知/环渤海 +省市总计

有 $(个不同的优势产业0$(个优势产业中/+地

共有的优势产业没有 "个/*地共有 的 优 势 也 只

有石油加工产业这 "个资源导向型 的 产 业2(地

共有的优势产业有 *个/分别为橡胶制品3非金属

制品3黑金冶炼和交通运输0两地共有的优势产业

较多/有 "$个0一地独具优势的产业有 +个/分别

为电 子 器 械-山 东.3医 药 制 造-河 北.3仪 器 仪 表

-北京.3印刷业-北京.3文教用品-天津.0

)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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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结论比较明显!第一"与长三角的 #省市

相 比"环 渤 海 内 部 产 业 分 工 程 度 更 高"互 补 性 更

强$譬如长三角 #省市共有的优势产业有 %个"占

#省市 &’个优势产业的 ()*#+,而环渤海 %省市

共有的这个比例为 -".省市共有的比例为&/(#"#
省市共有的比例为 (&*0+$第二"产业结构相似

程度与地理位置相近1空间距离较短有关$譬如山

东和河北共有 0个相同的优势产业"和辽宁共有

.个相同的优势产业"和北京1天津各只有两个相

同$河北与辽宁有 %个相同的优势产业$北京有

0个优势产业"天津有 %个"但这两地却有 #个优

势产业是相同的$
这两个结论与前面表 %的计算结果也是一致

的"在表 %中"&’’0年 北 京 与 天 津 的 分 工 指 数 只

有 -*#’#"河北与山东的分工指数为 -*#20"是环

渤海内部分工程度最低的$现在我们从表 2得知"
北京与天津的确在产业结构上相近"而山东与河

北相同的优势产业最多"两省的优势产业分别为

&(个"其中有 0个完全相同"占 %2+以上$
我们以区域分工指数和地方专业化指数两种

方法"分别验证了环渤海和长江三角洲两大区域

产业结构的趋同性与差异性问题"得到的结论相

同"这说明区域分工指数和地方专业化指数的计

算都是正确的"能说明现实问题$推而广之"用区

域分工指数计算中国六大行政区划的产业结构与

分工"也能有效说明问题$
四 结论

&*中国两大沿海经济圈内部分工现状是!长

三角同构性更大"而环渤海互补性更强$
(*不论是环渤海还是长三角"不论是区域内

部比较还是全中国范围内比较"一个明显的特点

是地理位置靠近1空间距离短的两地区"或者在行

政区划上相近的两地区"其产业结构较为相似$在
表 #可以看到"东北和华北1东北和西北1华东和

中南分工指数较小$在环渤海内部"北京和天津的

分工指数最小$就长三角内部比较而言"杭州湾以

南 #市3宁波1绍兴1舟山4与其他各地区的专业化

分工明显"其中与上海及苏锡常地区的差异最大"
与苏中南地区的差异次之"而与同处一省的杭嘉

湖平原的分工程度弱之$对苏中南地区来说"也是

与同处一省的苏锡常地区的分工程度最弱$这也

许是同处一省"其资源要素禀赋和产业成长的市

场环境类似的缘故$在空间距离近的地区之间"产
业的前后向联系1需求成本联系要强得多"产业集

聚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产业集聚并不受行政区

域划分的影响"所以地理位置近的地区之间的产

业结构相近一些$这说明"在一定的空间里"产业

同构性与地理位置相关$
#*总 体 来 说"&’’05(--&年"中 国 各 地 区 间

的 专 业 化 分 工 在 不 断 加 深"而 且"数 据3表 04显

示"经济发展速度与分工指数的变化率呈正向变

化$这都充分说明市场经济对中国资源优化配置

的作用凸显$
.*与 &’2%年美国各地区之间的区域分工指

数 及 欧 盟 内 部 国 家 之 间 的 区 域 分 工 指 数 相 比

36789:9;<=>8?@"&’’.,678@8"&’’24"无 论 是

中国六大行政区划之间"还是各大经济圈内3如环

渤海和长三角4"中国的行业分工程度均强于美国

和欧盟$中国 #&个省市之间的分工指数有 .)%个

之多"与克鲁格曼计算的十几个数据不具有可比

性"但 这 .)%个 数 据 的 下 界 是 -*."比 &’’0年 中

国六大行政区域的分工程度要高"也可以作为一

个佐证$这似乎与人们的常识相悖!在人们以往的

感觉中"美国的市场经济发达"分工程度比中国高

得多$在克鲁格曼的计算中"美国的分工程度强于

欧盟$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对欧盟的分析是四个

独立国家之间的比较"而对美国的分析是一国内

部区域间的比较"欧盟虽然实现了经济一体化"但
四个国家之间的独立性毕竟要比一国内部区域之

间的独立性更强"当然欧盟的产业结构趋同性要

大"即欧盟的分工弱于美国$
为什么中国的行业分工程度强于美国呢A我

们认为可从下面几个角度来解释!
首先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分工格局的形

成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前面我们分

析中国得到的结论是"经济发达的区际制造业分

工程度较弱,生产力处于同一水平的地区"与其他

地区间分工程度也处于同一水准$这一规律同样

适用于世界经济$美国和欧盟各国间的生产力差

距比较小"而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很大$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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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部及欧盟之间的分工水平弱于中国!
然后从资源要素禀赋来看!显然要素禀赋的

差异对于分工状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要素禀赋

差异较大的地区"其分工程度一般比较高#而要素

结构相似的国家和地区"其分工程度相对较低"这
是符合贸易和分工理论的!中国西北和西南地区

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而华东地区和中南地区的

自然资源则十分贫乏#同时"西部地区比较稀缺的

资本和技术"在华东和中南地区则非常充裕!在前

面我们着重分析的新疆$黑龙江$贵州$云南$青海

和西藏等案例"充分说明要素禀赋的差异对中国

制造业分工格局的影响!美国虽然也是幅员辽阔

的国度"但是各地区自然资源的丰裕度和差别度

小于中国!另外"其科技资源和资本的分布"也不

像中国那样集中!欧盟这几个国家的自然资源禀

赋也很相近!
继而从人力资本分布情况来看!人力资本是

现代工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中国教育发展严重

不均衡"东中西部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呈很大的

梯级差异!而在美国和欧盟国家"没有中国这种教

育和人才的巨大地区差异!具体来说"一个国家和

地区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镇劳动力的供

给!中国的城镇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很低"
西 部 地 区 这 一 比 重 较 之 东 部 则 更 低#美 国 自 从

%&’(年开始"城 镇 人 口 就 远 远 超 过 了 农 村 人 口"
而且东西部的差距不大!

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南北战争结

束后"南部的农业发展受到严重的创伤"而北部的

农业却蓬勃发展起来"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的分

布状态!随着奴隶的解放"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使得

南部的制造业日益发展壮大!这就使得南北的经

济水平越来越接近"专业化的程度也没有战争前

那么明显!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实行高度集

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中央战略决策对

各地区的产业分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数十

年的计划经济仍然留下深深的烙印"这也是中国

产业分工从全局角度来看具有更强的互补性的重

要原因!
最后从分工形式本身来看!中国目前的分工

体系"仍然处于一种类似于国际贸易中的)垂直分

工*阶 段"而 美 国 各 州 和 地 区 间 是 一 种)水 平 分

工*!我们据此可以推论"虽然美国的两位数分工

程度低于中国"但是其三位数或者更细致的分工

程度"反而是高于中国的!这一推论在作者进一步

的研究中已经被证实+梁琦"’((,-$’((,./!
本文最后想强调这样的观点0区域分工与经

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越是生产力水平接近"制
造业大类分工程度越低!这一点也可以从本文和

克鲁格曼计算的不同历史时期看出!克鲁格曼计

算的结果是"美国在 %&12年的地区分工指数高于

%&34年"美国制 造 业 的 地 方 专 业 化 有 下 降 趋 势!
而本文计算的中国 %&&2年的地方专业化不如美

国 %&12年的情况"’((%年的情况与美国 %&12年

的情况相比差不多!这种比较说明的问题值得人

们注意0从 %&125%&34年"美国各大区域之间的

发展水平越来越相近"所以制造业大类分工程度

下降#中国目前的产业分工可与美国 4(多年前的

工 业 发 展 水 平 相 比#特 别 是 中 国 从 %&325’((%
年"制造业大类分工水平提高"这一方面说明市场

经济的作用凸显"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各大区

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更加凸显!
参考文献0

梁琦+’((,-/06产业集聚论7"商务印书馆!
梁琦+’((,./06中国工业的区位基尼系数7"6统计研究7第&期!
国家统计局+%&&3$’((’/06中国统计年鉴7"中国统计出版社!

89:;"8<-;=>?@:AB"C<)>?DEFG-H:;B?DIHF.-H*":;

89:;"8<-;=>?@:AB"C<D=J<"KLMNOLPQORPMS"TSURPRVRPMSUOSW

XYZPMSOL[Y\YLM]̂ YSRPS _V‘M]Y" abAF@= c;:dD@J:Be f@DJJ"

abAF@="%&&1"gg<%h’’<

89:B:"i<)CDj>@-=D>?DF@:DJ-;=k;=lJB@:-HEFG-B:F;:;

B?Dmc08 nl@dDeFAmd:=D;GD*<opqM‘WXY\PYr Mq_sMSM̂ Ps

tMLPsu"%&&3"%1+’/"gg<14h4,<

v:9"n<)mbg-;J:F; FA i-@wDBJ -;= B?D IDFx@-g?:G

y:JB@:.lB:F; FAmGF;F9:G8GB:d:B:DJ0 B?D >@D;=J :; c<n<

zDx:F;-Hi-;lA-GBl@:;xnB@lGBl@D"%3{(h %&32<*|VO‘RY‘Lu

}MV‘SOLMq_sMSM̂ PsU"%&&4"%%(+1/"gg<33%h&(3<

v@lx9-;"f<KYMZ‘O]~uOSW!‘OWY"%&&%"ik> f@DJJ"

"-9.@:=xDi8<

+截稿0’((1年 ’月 责任编辑0李元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站 ?BBg0##jjj<:jDg<F@x<G;#制作

&

$$$$$$$$$$$$$$$$$$$$$$$$$$$$$$$$$$$$$$$$$$$$$$$$$$$$$$$$$$$$$$$$
梁 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