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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产业结构趋同逐渐成

为我国学者关注的焦点[１].产业结构趋同是指具有不

同资源禀赋的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类似,
从而形成大体相同的产业结构布局[２].我国产业结构

趋同主要表现在５个方面:①区域产业的产品结构趋

同,即产业布局的集中度下降和分散度提高;②区域产

业部门的结构相似性提高;③各区域选择大致相同的

主导产业;④各区域产业结构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即以

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⑤区域间的分工协作度较小[３].
产业同构究竟是利是弊? 有些学者研究得出,区域产

业同构加剧了各区域产业结构的失衡与断层,致使国

家产业政策失灵等现象不断涌现,从而导致各地经济

以“大而全”与“小而全”的形式发展,形成市场竞争被

抑制、地方产业保护盛行的局面,成为长期影响我国经

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因素之一;有些学者研究得出,区域

产业同构使国内许多同类企业的生产能力被放空、出
口时互相压价、区域内城市基础设施重复建设;而有些

学者[４]则乐观地认为,区域产业同构不仅能促进区域

产业分工更加细化,进而推进区域间经济合作与交流,
而且可为不同区域的同质企业与产业发展带来更多的

协作机会,从而使企业与产业的分工及协作得到进一

步加强等.
刘小文[５]应用第一克拉定律、雁行发展理论等,以

汽车产业为例,对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同构问题进行研

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产业同构在一定程度上客

观存在,且大分类使产业结构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郭

斯顿[６]通过对中部五省产业同构化现状进行探讨,用
博弈模型分析了产业结构形成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的关

系以及它们的策略选择如何导致地区产业同构化现象

发生.张林鹏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和实

证研究相统一、动态与静态相配合的方法,由一般到具

体、从宏观到微观,系统研究了地区产业同构问题,并
为解决我国区域产业同构问题提出了诸多对策.总的

来说,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区域产业结构总体上并未

出现严重同构现象,只是经历了一个波动过程,特别是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地区分工

的发展,产业同构逐步得到缓解,适度同构对我国经济

发展是有裨益的[７].

１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区域产业同构问题是近年来我国学者比较关注的

新兴研究领域之一,对其进行统计、分析与研究,有助

于掌握该领域发展趋势.本文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为平台,以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收录的有关产业同构文献为

统计对象,对该领域１６年来的整体研究状况加以梳

理[１２].
具体方法为:以１９９４－２０１２年为时间段,以产业同

构为检索词,分别检索题名、主题、关键词、摘要、全文、
参考文献,检索出的期刊文献分别为８４篇、３３８篇、１９８
篇、２５３篇、５４７４篇、３５１篇.本文认为以题名为检索

项、产业同构为检索词的检索结果能反映１６年来我国

学者对区域产业同构问题的研究进展、方向和概貌,经
核查、挑选,去掉其中的简报(４篇)、文摘、会议纪要、重
复收录与一稿多投(２篇)等文献,最终以７８篇学术性

较强的区域产业同构研究文献作为统计对象[１２].

２　我国区域产业同构问题研究实证分析

２．１　论文时间分布

研究论文的年度分布可以反映某个领域一个时间

段内的研究进展和水平[１２].检索 结 果 显 示,１９９７－
２０１２年有关区域产业同构问题的研究论文总发文量为

７８篇.如图１所示,我国学者对产业同构问题的研究

始于１９９７年,虽有所波动,但发展势头良好,总体上呈

现增长趋势,其中尤以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１２年增幅

最大,同 比 增 长 分 别 达 到 １００．００％、２２５．００％ 和

１１６．６７％.从图１可以得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

中,产业同构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且研

究文献也呈现逐年丰富的态势.

图１　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产业同构研究论文发文量分布

２．２　论文空间分布

通过统计同构论文的空间分布,可以了解产业同

构现象在各地区的发展情况.由图２可知,７８篇论文

中,东部地区的论文有４５篇(其中长三角地区２４篇,占
总量的３０．７７％),占总量的５７．６９％;中部地区的论文

有１０篇,占总量的１２．８２％;西部地区的论文有４篇,占
总量的５．１３％;涉 及 全 国 的 论 文 有 １６ 篇,占 总 量 的

２０．５１％;不涉及地区的论文有３篇,占总量的３．８５％.
可见,产业同构研究在我国各地区有明显差异,这与地

区经济发展有关,如长三角地区研究产业同构的论文

较多,与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

之一有关.但是,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受到

诸多因素影响,其中尤以区域产业同构问题最为突

出[１４].总的来说,对发达地区产业同构现象研究较多,
对欠发达与不发达地区,如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同构现

象研究较少.

图２　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产业同构论文的空间分布

２．３　论文主题分布

根据产业同构文献研究内容,本文将其大致划分

为产业同构利弊分析、产业同构调整策略、产业同构形

成原因、产业同构表现形式及各地区产业同构的异同

点５个方面(如图３所示).在７８篇论文中,研究产业

同构利弊的２３篇,占论文总量的２９．４９％;涉及产业形

成原因的１４篇,占总量的１８．３３％;涉及产业同构测度

的１３篇,占总量的１６．６７％;涉及产业同构调整策略的

８篇,占总量的１０．２６％;涉及产业定位的６篇,占总量

的７．６９％;主题不明显的１４篇,占总量的１７．９５％.由

此可见,１６年来我国学者对产业同构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产业同构利弊分析、产业同构形成原因以及测度３
个方面,关于产业定位与产业同构调整策略的共１４
篇,不到总量的１/５.

图３　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产业同构论文主题内容分布

２．４　论文作者情况

(１)核心作者分布.所谓核心作者,是指在某一领

域发表论文较多、影响较大的作者集合.在７８篇论文

中,个人发文量最多的为２篇.由普赖斯定律,核心作

者人数N ＝０．７４９×ηmax×
１
２ ＝N ＝０．７４９×３×

１
２ ＝

１．２９７(注:ηmax表示单人作者所发最多论文数量).
取它的上限值２,则发表２篇及以上论文的作者即

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统计得出有３人(如表１所示),
共发文６篇,占总量的９．２３％.该比例远低于文献计量

学中核 心 作 者 发 文 量 的 下 限,即 应 占 总 发 文 量 的

２０％[１２],这说明该领域还没有形成一支稳定的核心作

者群.
表１　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产业同构研究论文的核心作者分布

序号 作者 篇数 所占比例(％) 单位名称

１ 李庆华 ２ ２．５７ 东南大学　　　　
２ 李金英 ２ ２．５７ 西安工程科技学院

３ 郑恒 ２ ２．５７ 浙江财经学院　　

　　(２)作者所在地区分布.通过统计研究者所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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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可以了解各地区研究现状和水平.如图４所示,来
自东部地区的作者发表论文５８篇,占总量的７４．３６％;
中部地区的作者发文１４篇,占总量的１７．９５％;西部地

区的作者发文６篇,占总量的７．６９％.由此可见,我国

研究产业同构问题的作者分布存在明显地区差异,这
不仅与各地区设置经济学专业的高校数量及科学研究

实力有关,而且与各地的文化理念以及人们对产业同

构的认识等因素密切相关.

图４　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产业同构研究论文作者地区分布

(３)作者所在单位分布 .如图５所示,作者单位

是高等学校的６８篇,占总量的８７．１８％;作者单位是政

府部门的４篇,占总量的５．１３％;作者单位是事业机构

的５篇,占总量的６．４１％;作者单位不详的为１篇,占总

量的１．５４％.由此可见,我国产业同构研究主要来自

高校学校,还没有引起其它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图５　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产业同构研究论文作者单位分布

表２　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产业同构论文作者合著情况

时间
１人

作者

２人

作者

３人

作者

４人及以

上作者

合作

度

合著率

(％)

１９９７ ２ ０ ０ ０ １ ０．００
１９９８ ３ １ ０ ０ １．２０ ２５．００
１９９９ ０ ０ ０ ０ ０ －－
２００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０ １ ０ ０ 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１ ０ ０ ０ １ 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２ ０ ０ ０ １ 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 ２ ０ ０ １．５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６ ６ ０ １ １．５４ ５３．８５
２００７ ３ ４ ０ ０ １．５７ ５７．１４
２００８ ３ ３ ０ ０ １．５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４ ４ １ ０ １．６７ ５５．５６
２０１０ ３ ２ ３ ０ ２．００ ６２．５０
２０１１ ２ ２ ２ ０ ２．００ ６６．６７
２０１２ ５ ７ １ ０ １．６９ ６１．５４
合计篇 ３８ ３２ ７ １ １．６４ ５１．２８

所占比例(％)４８．７２ ４１．０３ ８．９７ １．２８ －－ －－

　　(４)产业同构论文合著情况.论文合著情况可以

通过论文合作率和合作度两个指标反映.所谓合作

率,是指在某个领域内两个及以上作者合著的文章占

该领域所发表论文总量的百分比,它是反映科研合作

程度的重要量化指标之一 [１５].从表２可以看出:７８篇

论文中,仅一个作者的３８篇,占总量的４８．７２％;两个作

者的３２篇,占总量的４１．０３％;三人作者的７篇,占总量

的８．９７％;四人及四人以上作者的０篇;课题组的１篇,
占总量的１．２８％.合作度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某种

或某类期刊每篇论文的平均作者数[１６].７８篇论文里

署名作者共计１０７人(课题组以４人计),论文总体合作

度为１．６４.其中,１９９７－２００４年的合作度不大,２００４－
２０１２年的合作度呈逐年上升趋势.由此可见,合作研

究我国区域产业同构现象的比例较低,今后有待进一

步加强.
从合著情况来看,研究者的合作意识日益增强.

合作研究不仅能够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个体单打独

斗难以完成的复杂课题,而且更有利于提高研究成果

的学术影响力.这一点对于刚刚从事科研工作的“新
手”显得尤其重要,他们更需要与他人合作研究.近年

来我国产业同构研究领域的合作团队愈来愈多、愈来

愈强大.团队大都以该领域几位杰出的专家为核心,
周围聚集着这些专家的学生与同事,形成了比较稳定

的合作同盟.这种聚集了老、中、青三代的研究网络同

盟,既拥有丰富的研究和实践经验,又具有较强的合作

与创新意识,有利于实现群体利益最大化与最优化.

３　结语

根据以上研究分析得出:从当前我国区域产业同

构的研究状况看,区域产业同构问题已成为学术研究

的热点问题;从时间分布上看,我国对产业同构的研究

发展势头良好,有关产业同构的文献数量总体呈现增

长趋势,意味着我国学者对区域产业同构的研究逐渐

重视,理论上的定性分析和案例研究已大量普及,对于

区域产业同构描述性问题的研究已较为全面、透彻.
在区域产业同构问题研究中大量运用了区域经济论、
自然禀赋论、资源依赖论等经济学理论与数理统计理

论、计量经济学等数字统计理论,体现了很强的学科交

叉性.
虽然区域产业同构研究获得了一定成果,但仍然

存在不足之处:①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是区域产

业同构研究的关键点和难点,然而目前学者对评价指

标体系的设计以及权重赋值还偏于主观判断和定性分

析,这对客观评价区域产业同构是不利的,并且对于在

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应用也是不利的;②对区域产业同

构的系统性、理论性研究不多,比较分散,有必要进行

理论提升,形成系统的、更具普适性的区域产业同构理

论;③提出评价体系内容和要素的多,设计具体评价指

标和权重的少,建立简单同构利弊评价模型的多,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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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价模型的少;④区域产业同构研究中定量分析

很多,但是大多停留在单个案例的分析中,或者是算例

应用中,由于数据较难获取,实证研究非常少;⑤专门

针对区域产业同构研究的系统性评述文章较少.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统计数据仅来源于国内

中文期刊数据库,而未涉及外文期刊以及国内有关专

著、论文集以及课题等方面的数据,因此无法全面而有

效地反映近１６年来全世界在该领域的整体研究情况,
但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大体把握国内产业同构问题的

研究现状,从而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随着我国经

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产业同构现象的不断演进,产业

同构问题将会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有关研究成

果也将不断丰富.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产业同构的研

究绝不是暂时性、零散性、枝节性的,而是长远的、整体

性的以及根本性的,需要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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