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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定量测度方法轨迹分析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 产业集群现象日益

受到人们的关注 , 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已经成

为热点。特别是近 20 年来 , 在国际和国内重

要经济学期刊上 , 频频出现有关产业集群的

研究。我们将有关产业集群定量分析的代表

性观点进行如下概述。

1 产业集中度的测度分析

1.1 临界等运费曲线分析法

国 外 学 者 对 产 业 集 群 集 聚 程 度 的 定 量

研 究 可 以 追 溯 到 区 域 经 济 学 的 鼻 祖———韦

伯 , 韦 伯 在 1909 年 的《工 业 区 位 论 》中 对 产

业集聚作了定量研究 , 使用了确定产业集聚

程 度 的 一 种 方 法 , 即 临 界 等 运 费 曲 线 分 析

法。

假定有 P1、P2、P3 3 个工业区位 , 每个区

位上都有少量工厂 , 这些工厂为了追求集聚

的 好 处 , 都 希 望 进 行 迁 移 , 可 是 迁 到 什 么 地

方 为 好?换 句 话 说 , 新 的 工 业 集 聚 地 应 定 在

何处?

第 一 步 , 以 每 个 工 业 区 位 为 中 心 , 画 出

等高运费曲线。所谓等高运费曲线就是把到

达该区位所需运费相等的各个地点连接起来

的连线。第二步, 在 3 个工业区位的众多等高

运费曲线中, 分别找出各自的一条“临界等运

费曲线”。临界等运费曲线的特点是在这条曲

线上 , 工厂迁移所增加的运费与获得集聚好

处后所节省的成本正好相等, 在此曲线以外,

增加的运费大于节省的成本 , 在此曲线以内

则相反。第三步, 3 条临界等运费曲线相交的

公共部分就是工厂集聚的最佳选择地点 , 它

能使 3 个区位上的工厂同时满足迁移所增加

的运费小于集聚所节省的成本。

韦伯探讨了产生集聚优势的因素 , 量化

了集聚形成的规则 , 其研究成果具有相当的

价值。但是 , 韦伯对集聚的研究同其区位理

论 中 的 其 它 内 容 一 样 , 是 一 种 纯 理 论 , 脱 离

了一切制 度 、社 会 、文 化 、历 史 因 素 , 单 纯 从

资 源 、能 源 的 角 度 加 以 考 察 , 结 论 缺 乏 一 定

的现实性。在实际经济生活中 , 产业集聚的

形 成 相 当 程 度 上 决 定 于 地 区 的 社 会 文 化 因

素 , 韦 伯 却 将 其 抽 象 掉 了 , 不 能 不 说 是 一 大

缺憾。

1.2 就业集中度或区位熵法 ( LQ, Location

Quotient)

就 业 集 中 度 或 区 位 熵 就 是 某 一 地 区 某

一 产 业 的 就 业 在 这 个 地 区 总 就 业 中 的 百 分

比 占 整 个 国 家 范 围 内 这 一 产 业 的 就 业 在 整

个国家总就业的百分比的比重。用公式来表

示就是 :

就业集中度

或区位熵
=

地区某一产业就业量
整个地区就业量

国家某一产业就业量
整个国家就业量

就 业 集 中 度 或 区 位 熵 法 不 能 识 别 小 的

或新兴的产业集群。新兴的产业集群在经济

指 标 ( 包 括 雇 员 ) 上 的 集 中 度 相 对 低 于 全 国

水平 , 但它在未来有很强的增长潜力。新兴

产 业 集 群 可 以 通 过 分 析 就 业 集 中 度 或 区 位

熵法的变化趋势 , 或通过对区域产业的认识

及与专业人士进行访谈的方式加以判断。

由于这种方法的简单性 , 在欧美产业集

群的产业集中度的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但是 , 这种方法本身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

( 1) 假设每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在区域

和国家两个层面上是相同的。如果某一产业

在某区域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 那么它每生

产 单 位 产 品 所 需 雇 员 人 数 就 小 于 全 国 平 均

水平。在这种情况下 , 就业集中度将会低估

产 业 集 中 度 ; 反 之 , 如 果 某 区 域 某 产 业 的 劳

动生产率低 , 就业集中度系数则会高估该产

业的产业集中度。

( 2) 假定区域和国家在生产和消费模式

上是相似的。

1.3 区位基尼系数法 ( Spatial Gini Coeffi-

cient)

美国统计学家洛伦茨( M.Lorenz) 在研究

居民收入分配时 , 发现将居民家庭户数累计

百分比与居民收入累计百分比联系起来 , 可

以揭示社会收入分配的平均程度 , 后来人们

将 这 种 揭 示 社 会 收 入 分 配 平 均 程 度 的 曲 线

称之为洛伦茨曲线。虽然洛伦茨曲线利用图

高新技术产业化

64



2006·12 月号·科技进步与对策

示 方 法 直 观 形 象 地 反 映 了 收 入 分 配 的 均 衡

程度 , 但不能达到精确计算的要求。为此 , 意

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依据洛伦茨曲线 , 提出了

计 算 收 入 分 配 公 平 程 度 的 统 计 指 标———基

尼系数。

如附图所示 , 基尼系数 G=
SA

SA+SB
, SA、SB

分别表示 A 区域和 B 区域的面积。

欧 美 国 家 的 学 者 利 用 洛 伦 茨 曲 线 和 基

尼系数的原理和方法 , 对产业的集聚程度进

行了较多的实证研究。克伯 ( Keeble et al,

1986) 将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用于测量行

业 在 地 区 间 的 分 布 均 衡 程 度 。 克 鲁 格 曼

( Krugman, 1991) 用行业就业水平计算了美

国 3 位 数 行 业 的 空 间 基 尼 系 数 。 艾 米 提

( Amiti, 1998) 用产值计算了欧盟 10 国的 3

位数水平的 27 个行业的基尼系数及 5 国 65

个行业的基尼系数 , 其公式为 :

G=
i
!(si- mi)2

其中 , G 为基尼系数 , si 是地区某产业就

业人数占全国该产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 , mi

是 该 地 区 就 业 人 数 占 全 国 总 就 业 人 数 的 比

重。该方法的价值在于简便、直观 , 可以很方

便地把基尼系数转化成非常直观的图形 , 系

数越高( 最大值为 1) , 表明集聚值越大 , 即产

业在地理上愈加集中。

我 国 南 京 大 学 商 学 院 梁 琦 教 授 在 其 博

士论文《产业集聚论》( 2004 年) 中 , 选用产值

作为计算数据 , 采用工业区位基尼系数法 ,

做了以下几个计算 :

第一 , 计算了中国工业的 24 个行业 3

年的区位基尼系数值。涉及 30 个行政区划

单位( 各省和 3 个直辖市 , 不包括重庆) 。

第二 , 计算了中国工业的 24 个行业 3

年中产值排名前 4 位的省市及其百分比。

第三 , 计算了 2001 年中国制造业 3 位

数分类 171 个行业的区位基尼系数 , 以及 3

位数行业的主要分布地区。从这个计算中 ,

我 们 可 以 较 为 细 致 地 了 解 和 把 握 中 国 制 造

业的空间分布现状 , 如哪些行业空间集中度

高 , 主 要 集 中 在 哪 些 地 区 , 哪 些 行 业 分 布 比

较均匀等等。

这种方法虽然简便 , 但空间基尼系数没

有考虑到具体的产业组织状况及区域差异 ,

因 此 在 表 示 产 业 的 集 聚 程 度 时 往 往 含 有 虚

假的成分。为了解决基尼系数失真的问题 ,

艾利森( Ellison) 和格莱赛( Glaeser) ( 1997) 提

出 了 新 的 集 聚 指 数 ( index of industry con-

centration) 来测定产业的地理集中程度。

假 设 某 一 经 济 体 ( 国 家 或 地 区 ) 的 某 一

产业内有 N 个企业 , 且将该经济体划分为 M

个地理区域 , 这 N 个企业分布于 M 个区域

之中。艾利森和格莱赛建立的产业地理集中

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

!≡
G- 1-

i
!x2

i# $H
1-

i
!x2

i% &(1- H)

≡

M

i=1
!(si- xi)2- 1-

M

i=1
!x2

i% &N

j=1
!z2

j

1-
i
!x2

i% &1-
N

j=1
!z2

j% &
其 中 , si 表 示 i 区 域 某 产 业 就 业 人 数 占

该产业全部 就 业 人 数 的 比 重 , xi 表 示 i 区 域

全部就业人数占经济体就业总数的比重。赫

芬达尔指数 ( Herfindahl Index) H=
N

j=1! z2
j 表

示该产业中 , 以就业人数为标准计算的企业

规模分布。

艾 利 森 和 格 莱 赛 建 立 的 地 理 集 中 度 指

数 充 分 考 虑 了 企 业 规 模 及 区 域 差 异 带 来 的

影 响 , 弥 补 了 空 间 基 尼 系 数 的 缺 陷 , 使 我 们

能够进行跨产业、跨时间、甚至跨国的比较。

他 们 的 方 法 比 克 鲁 格 曼 等 人 的 方 法 有 了 改

进和完善。目前 , 更多的经济学家开始使用

艾 利 森 和 格 莱 赛 建 立 的 地 理 集 中 指 数 来 测

定产业的集聚程度 ( Strange, 2001) 。不管是

克鲁格曼还是艾利森 , 他们度量产业集聚程

度的方法都是通过建立指数 , 利用指数在上

下 限 区 间 的 相 对 位 置 来 判 断 集 聚 程 度 的 高

低。指数越大 , 表明产业集聚程度越高 , 反之

则越低。

另外 , Geis&Ord(1992, 1995)对克伯的区

位基尼系数进行了发展。Geis&Ord 发展的基

尼系数 G:

Gi=
j!wij- Wix’

(nS1i- W2
i)/(n- 1)(

其中 , x’=(
j!xj)/(n- 1), S1i= j!w2

ij; x 指集

群的总就业 , wij 指邻近地区相对于地区 i 的

空间就业人数的权数( wij=1) , wi 指权数 wij 的

和。x’指一个国家各区域集群就业的均值。

国 内 从 量 化 角 度 研 究 产 业 集 群 的 文 献

尚不多见 , 对产业地理集中程度进行精确测

定的研究成果则更少。特别是利用多年的时

间 序 列 数 据 来 跟 踪 观 察 不 同 产 业 集 聚 程 度

的 发 展 变 化 , 因 其 专 业 性 强 、统 计 数 据 难 寻

且计算量巨大 , 较少有学者进行深入研究。

主 要 有 南 京 大 学 商 学 院 的 梁 琦 教 授 用 区 位

基 尼 系 数 法 对 中 国 产 业 集 聚 程 度 进 行 了 实

证研究 ( 前已述) ; 杭州工商大学的范剑勇博

士利 用 Bluhar 关 于 欧 盟 产 业 分 布 的 计 算 公

式 计 算 了 全 国 六 大 区 域 1980 年 和 2001 年

的地区产业集中率 , 并进行了比较分析。

东南大学的徐康宁教授 ( 2001 年 ) 提 出

了 可 以 近 似 地 用 产 业 的 地 区 集 中 度 来 考 察

中国的具有现代产业意义的集群现象 , 他综

合运用 CR 指标、标准差系数 V" 及自定义的

# 值 计 算 了 中 国 制 造 业 28 个 行 业 1997 年

的地区集中度。徐康宁教授以地区集中度 C5

( 即 5 省 市 制 造 业 占 全 国 同 类 制 造 业 的 比

值 , 以 销 售 收 入 指 标 衡 量 ) 作 为 产 业 地 区 性

集中的主要界定标准。在全国 28 个大类的

制造业中 , 有 15 个大类的制造业的 C5 集中

度超过 50%, 其中最高的是文教和体育用品

制造业 , C5 集中度达到 70.79%; C5 集中度在

60%以上的产业中 , 除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外 , 还 有 服 装 制 造 业 、电 子 及 通 信 设 备 制 造

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皮革羽绒制造业、电器

机械制造业、纺织业和塑料制品业。在 28 个

大类的制造业中 , 地区集中度最低的 3 个产

业分别是印刷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加工业和

医药制造业 , C5 指标均低于 40%。如果考虑

到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工业发展的历史差距 ,

C5 为 40%以下的集中度其实是相当低的。

2 产业关联度测度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在 《国家竞

争 优 势 》一 书 中 将 产 业 集 聚 定 义 为 : 在 某 一

特定区域下的特定领域 , 存在的一群相互关

联 的 公 司 、供 应 商 、关 联 产 业 和 专 业 化 的 制

度和协会。因此 , 区域内某些产业的集聚不

仅是规模上的集聚 , 更是一种相互关联产业

的集聚。区位熵数法和基尼系数法只能反映

集群的产业在区域集聚的结果 , 说明集群内

部 的 组 成 成 分 、产 业 集 群 的 集 聚 效 果 , 却 不

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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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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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Industry Cluster !s
Quantificational Estimate Methodological Track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industry cluster!s quantificational estimate methodological track, the paper cast back

the concentricity of the industry,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convergency index of the industry.

Key words:industry cluster; the area Gini coefficient;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industry; the convergency index of

the industry

能体现集群中相关产业联系程度的大小。

里 昂 剔 夫 ( Lenontief) 的《美 国 经 济 制 度

中投入产出的数量关系》的发表 ( 1936) 标志

着投入产出法的诞生。投入产出模型是研究

近 代 经 济 生 产 体 系 复 杂 相 互 依 存 关 系 的 一

项重要分析工具 , 通常采用的指标有感应度

系数和影响力系数。

根 据 某 区 域 n 个 部 门 的 价 值 型 投 入 产

出表 , 可以得到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A=(aij)n×n,

以 X=(xi)n×1 和 Y=(yi)n×1 分别 表 示 n 个 部 门 的

总 产 出 列 向 量 和 最 终 产 品 列 向 量 , 则 有 等

式 : AX+Y=X, 进而可以推出 X=(I- A)- 1Y, (I-

A)- 1 称为列昂惕夫逆矩阵 , 又叫做完全需求

矩阵 , 记 B=(I- A)- 1=(dij)n×n。

如果用 Ei 表示产业 i 的感应度系数 , 用

Fj 表示产业 j 的影响力系数 , 则有下列公式 :

Fj=

n

i=1
!b"ij

1
n

n

j=1
!

n

i=1
!b"ij

( j=1, 2, ⋯ , n)

其 中 , bij 指 第 j 部 门 的 完 全 需 要 系 数 ;
n

i=1
!b"ij 指 完 全 需 要 系 数 矩 阵 B 中 第 j 列 之

和 ;
1
n

n

j=1
!

n

i=1
!b"ij 指完全需要系数矩阵 B 列

和之均值。0

Ei=

n

j=1
!b"ij

1
n

n

i=1
!

n

j=1
!b"ij

( j=1, 2, ⋯ , n)

其中 ,
n

j=1
!b"ij 指完全需要系数矩阵 B 中

第 i 行之和 ;
1
n

n

i=1
!

n

j=1
!b"ij 指安全需要系数矩

阵 B 行和之均值。

投 入 产 出 分 析 感 应 度 系 数 和 影 响 力 系

数有以下 3 个缺陷 , 即投入产出分析仅考察

了技术经济联系 , 而未考察部门间的财务收

支、资产负债关系以及其它方面的相互影响

和制约关系 ; 投入产出技术经济联系分析只

包 含 了 部 门 间 相 互 提 供 消 耗 中 间 产 品 的 交

易 , 而将相互间的消耗最终产品的交易排出

在外 ; 产业感应度和影响力系数仅从中间消

耗角度说明了部门间关联的相对强度 , 并未

考虑到产业规模的影响。

3 动态性指标: 产业集聚指数

产 业 集 聚 指 数 是 分 析 区 域 产 业 集 聚 的

动 态 指 标 , 假 定 考 察 周 期 为 [0, t], 有 n 个 产

业 m 个 地 区 , j 地 区 产 业 i 在 期 初 和 期 末 的

产值分别为 qij0 和 qijt, j 地区产业 i 的集聚指

数用 Aijt 表示 , 令:

Sijt= qijt/qij0
t
# - 1

则考察期内 j 地区产业 i 的产业集聚指

数为:

Aijt=
Sijt

Sit

其中 , Sijt 为考察期内 j 地 区 产 业 i 产 值

的平均增长速度 , Sit 为全国产业 i 产值的平

均增长速度。显然 , 当 Sit≥0 时 , 表明产业 i

在全国仍然处于成长阶段 , 如果 Aijt≥1, 则表

示产业 i 向 j 地区集聚 , 该产业的发展速度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 j 地区产业 i 在全国的比

较 优 势 显 著 ; 如 果 0≤Aijt≤1, 则 表 示 产 业 i

尽管在 j 地区也在增长 , 但增长速度低于全

国 水 平 ; 如 果 Aijt<0, 说 明 j 地 区 的 产 业 i 已

出现了萎缩。当 Sit<0 时 , 表明产业 i 在全国

出 现 衰 退 , 如 果 Aijt<0, 则 表 示 产 业 i 在 j 地

区仍然在增长 , 该产业在 j 地区存在比较优

势 ; 如果 Aijt>0, 即 Sijt 也小于 0, 表明产业 i 在

j 地区也出现了衰退。

4 结束语

韦 伯 的 临 界 等 运 费 曲 线 分 析 法 可 以 说

是产业集群定量分析的开始 , 但其研究属于

纯理论 , 脱离了实际。产业区位熵与产业基

尼系数反映了产业在区域或跨区域的集聚 ,

可以说明产业内部的组成部分、产业集聚的

效果 , 但不能体现集群中相关产业联系程度

的大小。投入产出分析法中的产业感应度系

数 和 产 业 影 响 力 系 数 虽 然 体 现 了 产 业 集 群

中产业与产业之间的联系和影响程度 , 但这

种方法是一种基于静态的分析。产业集群的

集聚指数考虑到了时间的跨度 , 即从动态的

角 度 对 产 业 集 群 是 增 长 还 是 萎 缩 进 行 了 分

析 , 但并没有探讨增长或萎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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