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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以 1995～2002 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 , 测度了长三角制造业高技术化水平 , 同时利用结构重合度指数计算

了长三角高技术产业的同构度。经过单位根检验后 , 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同归分析 , 结果表明 , 随着制造业的高技

术化 , 长三角内高技术产业的同构度在下降 , 表现出了结构上的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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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制造业高技术化与高技术

产业同构的关系探析

0 前言

近年来 , 长三角制造业的同构问题引起

了该区域内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少学者

对 同 构 产 生 的 原 因 、同 构 的 测 度 、同 构 带 来

的影响、同构与绩效的关系以及应对同构的

措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 逐步深化了人

们对该问题的认识。高技术产业是指那些知

识、技术密集度高 , 发展速度快 , 只有高附加

值和高效益 , 并具有一定市场规模和对相关

产业产生较大波及效果等特征的产业 [1]。高

技 术 产 业 自 身 的 结 构 与 发 展 状 况 会 直 接 影

响到当地制造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

就长三角而言 , 近年来制造业高技术化水平

逐步提高 , 高技术产业的结构也在发生着变

动 , 那么高技术产业的结构究竟是走向了趋

同还是趋异呢?现有研究并没有给予充分重

视。鉴于此 , 本文将联系长三角制造业的高

技术化 , 对长三角高技术产业的同构问题进

行研究。

1 制造业高技术化水平的测度方法

由结构主义增长理论我们知道 , 制造业

结 构 的 高 级 化 是 推 动 制 造 业 发 展 的 重 要 动

力。而制造业结构向高级方向演化的主要表

现之一就制造业的高技术化。制造业高技术

化 的 程 度 可 以 用 高 技 术 产 在 整 个 制 造 业 中

所占的份额大小来表征 :

HT=
y
Y

×100% ( 1)

其中 , HT 为高技 术 产 业 的 份 额 ; y 为 高

技术产业的产出 ; Y 为制造业的产出。

式 ( 1) 表 明 , 随 着 制 造 业 中 高 技 术 产 业

所占份额的增大 , 制造业的高技术化程度会

不断提高。

2 高技术产业同构测度方法

高 技 术 产 业 的 同 构 是 指 两 个 地 区 的 高

技术产业在结构上的相似或相同程度。从狭

义的角度讲 , 产业的结构是指整个产业的行

业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在实际研究中 , 这种

相 互 关 系 主 要 是 指 产 业 中 各 行 业 的 比 例 关

系。那么测度地区间高技术产业的同构度也

就 是 测 度 地 区 间 高 技 术 产 业 这 种 比 例 关 系

上的相近或相同程度。在现有文献中 , 多数

学 者 是 采 用 联 合 国 工 业 发 展 组 织 国 际 工 业

研 究 中 心 提 出 的 相 似 系 数 来 测 度 产 业 同 构

程度的 , 也有学者采用克鲁格曼提出的差异

度指数来间接反映产业结构的相似度。在本

文中 , 笔者将尝试引入另外一个测度产业同

构 程 度 的 指 数 。 该 指 数 是 通 过 对 Finger 和

Kreinin 出口产品相似度指 数 改 造 得 出 的 [2],

其表达式如下 :

SSIij=
n

k=1
!min(Xik, Xjk) ( 2)

其中 , SSIij 为结构重合度指数 , 用来衡

量高技术产业的同构程度 ; i、j 为两个比较的

地 区 ; n 为 高 技 术 产 业 所 包 含 的 行 业 数 , 且

k=1, 2, ⋯ , n; Xik 为 地 区 i 中 , 第 k 个 行 业 占

整个高技术产业的比重 ; Xjk 为地区 j 中 , 第 k

个行业占整个高技术产业的比重。

SSIij 介于 0 和 1 之间 , 如果其值为 0, 表

示 两 个 相 比 较 地 区 高 技 术 产 业 的 结 构 完 全

不同 ; 如果其值为 1, 则说明两个相比较地区

高 技 术 产 业 的 结 构 完 全 相 同 ; 而 且 , 如 果 它

的值愈大 , 说明两个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同构

程度也愈大。从数学含义上来看 , SSIij 首先

是 取 同 一 行 业 在 两 个 地 区 所 占 份 额 的 最 小

值 , 相当于把地区间同一行业的“共有份额”

提取出来了, 表达的是地区间单个行业的结

构重合度; 再经加总运算, 得出的就是地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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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产业整体的结构重合度。这也是本文

中把 SSIij 称作“结构重合度指数”的原因。以

上是从静态的角度来考查产业的结构问题 ,

如果从动态的视角来看 , 我们可以对一定时

期内 , 每个时点上地区间高技术产业同构度

的变化情况进行观察 ; 如果结构重合度的值

趋于上升 , 说明地区间高技术产业的结构正

在走向“趋同”; 如果结构重合度的值趋于下

降 , 则可认为地区间高技术产业的结构正在

走向“趋异”。这也从一定程度上阐明了区域

间高技术产业“同构”与“结构趋同”的关系。

3 测度结果

依据上面给出的方法 , 我们可以很方便

地计算得到长三角制造业的高级化水平。对

于长三角高技术产业结构重合度 , 其计算过

程 是 : 首 先 依 据 前 面 的 公 式 计 算 江 苏 与 浙

江 、江 苏 与 上 海 、浙 江 与 上 海 高 技 术 产 业 的

结 构 重 合 度 , 然 后 再 求 这 3 个 结 果 的 平 均

值 , 并以这个平均值来表征长三角制造业的

同构度。需要说明的是 , 本文所称的高技术

产业主要包括 5 大类产业 : 医药制造业、航

空航天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

算 机 与 办 公 自 动 设 备 制 造 业 以 及 医 疗 设 备

制造业 [3]。计算中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各相关

年度的 《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

《上海统计年鉴》以及《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

年 鉴 ( 2003) 》, 计 算 时 使 用 的 是 各 产 业 的 产

值 指 标 , 考 查 的 时 段 是 1995～2002 年 , 最 终

计算结果如表 1 所示。

4 对测度结果的分析

由表 1 的数据 可 以 看 出 , 1995～2002 年

长三角制造业中高技术产业的份额由 8.96%

逐步增长到 18.32%, 表明制造业的高技术化

水平正在逐步提高。而高技术产业的同构度

呈现出的是逐年下降的趋势 , 由 1995 年的

0.892 下降到 2002 年的 0.764, 表现出了明显

的结构趋异。由此我们可以推断, 二者之间很

可能存在负相关关系。为从数量上考查他们

的具体联系, 我们对两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由于本文所用到的均是时间序列数据 ,

为避免谬误回归的产生 , 首先对两组数据的

平稳性进行检验。判断某一时间序列是否平

稳可用单位根检验(unit root test)[4]。若一个时

间序列是平稳的 , 那么该序列将围绕一个均

值 波 动 , 并 有 向 其 靠 拢 的 趋 势 , 而 对 于 非 平

稳序列来说则不具有这样的性质。比较常用

的 单 位 根 检 验 方 法 是 增 广 迪 基·富 勒 检 验

( ADF,Augented Dickey-Fuller Test)法 , 该 检

验 法 的 基 本 原 理 是 通 过 n 次 差 分 的 办 法 将

非平稳序列转化为平稳序列 , 具体方法是估

计回归方程式 :

!yt="0+"1t+"2Yt- 1+
k

i=1
!#t- i!Yt- i+$i ( 3)

其中 "0 为常数 , t 为时间趋势项 , k 为滞

后阶数 ( 最优滞后项 ) , $i 为残差项。该检验

的零假设 H0: "0=0; 备选假设 H1: "0≠0。"2 的

ADF 值大于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 H0, 接受

H0, 说明 Yt 不存在单位根 , 是平稳序列。否则

存 在 单 位 根 , 即 它 是 非 平 稳 序 列 , 需 要 进 一

步检验。加入 k 个滞后项是为了使残差项 $i

为白噪音。

如果以 HTt 代表第 t 年长三角制造业的

高技术化水平 , 以 SSIt 表示第 t 年长三角制

造业的结构重合度, 则可利用模型( 3) 分别对

SSIt 和 LQt 作单位根检验, 结果如表 2 所示。

由检验结果来看 , 两个序列的 ADF 值

均大于 5%水平的临界值 , 说明这两个序列

是平稳的 , 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为 考 查 长 三 角 制 造 业 高 技 术 化 水 平 的

相 对 变 化 所 引 起 的 高 技 术 产 业 同 构 度 相 对

变 化 的 大 小 , 我 们 采 用 的 是 双 对 数 回 归 模

型 , 依据表 1 中的数据 , 利用 Eviess3.01 得到

回归结果如下 :

lnSS
^

It=0.419- 0.241lnHTt

t=(5.562) (- 8.325)

F =69.306 R2 =0.920 R2 =0.907 D-

W=1.356 ( 4)

由 ( 4) 式 看 出 , 该 模 型 F 检 验 值 为

69.306, 整个方程的显著性水平远远超过了

1%; 常数项 lnHTt 回归参数的 t 检验值分别

为 5.562 和- 8.325, 在 1%的 水 平 都 是 显 著

的 ; 判定系数 R2、R2 的值分别达到 了 0.920

和 0.907; 德宾·沃森统计量 D- W=1.356, 大

于本模型在 5%、1%显著水平上自相关检验

的上临界值 , 可以断定不存在自相关问题。

这些都说明 , 该模型具有很高的显著性和很

强的解释能力。由模型估计得到的参数可以

有这样的结论 : 长三角制造业高级化水平与

该 地 区 高 技 术 产 业 的 同 构 度 之 间 存 在 着 明

显的负相关关系 , 长三角制造业高级化水平

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 该区域内高技术产业的

同构度就会下降 0.241 个百分点。

5 结语

高 技 术 产 业 是 决 定 未 来 经 济 发 展 的 先

导产业 , 它具有调整或改变传统产业结构、

促进经济增长的功效 , 一般都具有较强的经

济波及效果 , 并且具有战略重要性。因此 , 该

产业对于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表明 , 近年来长三角高技

术产业的比重逐步增长 , 制造业高技术化的

水平逐步提高 , 长三角制造业结构的高级化

势头发展良好。更重要的是 , 长三角各地高

技 术 产 业 并 没 有 因 自 身 份 额 的 增 长 而 产 生

结 构 上 的 趋 同 , 恰 恰 相 反 是 逐 步 走 向 了 趋

异。这主要是因为长三角各地在发展高技术

产业的优势行业选择上逐步形成了差异 : 除

电 子 及 通 讯 设 备 制 造 业 在 两 省 一 市 中 都 占

有相当比重外 , 浙江在医药制造和医疗设备

制造行业已经确立了优势地位 , 而航空航天

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则是江苏

和上海侧重发展的行业。长三角高技术产业

的这种差异化发展态势 , 对于推进该地区的

经济一体化将是十分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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