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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甘肃作为西部的欠发达省份之一�如何通过产业集聚�形成具有持续竞争力的特色产业群落�推动地区经济的又好又
快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文章试用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模型和时间序列分段回归的方法分析甘肃省的产业集聚效
应�并从内部集聚经济、布局集聚经济和城市集聚经济三方面对集聚效应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因素分析�最后针对现状�提出了具体对
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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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产业集聚 （包含工业集聚 ）作为一种空间组织形式�主要表现

为要素、资源和分工在不同层次上迅速地变化�并日益集中于某
一地区。这种在地域上相对集中、专业分工高度细密的产业集聚
所具有的产业竞争力是 “大而全 ”、“小而全 ”的生产方式以及在地
域上相对分散的生产方式都无法比拟的。工业集聚是产业集聚
的形式之一�由于对自然条件的依赖程度低�工业生产往往容易
向一些具有某方面优势条件的地区集中；同时�加上规模报酬递
增和外部经济的正效应�工业集聚会导致工业在该地区的进一步
集中�促使集聚效应在该地区循环累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各
地区均实现了快速的发展�但发展速度不一�地区间的差距呈现
出不断扩大的趋势。甘肃作为西部的省区之一�在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积累的深层次体制
性、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国有经济比重偏高�亏损企业多�市场
化程度低�产业竞争力较弱�这些问题都严重束缚了甘肃省的工
业发展。那么甘肃省在 “工业强省 ”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如何通过
产业集聚�形成具有产业竞争力的特色产业群�优化产业结构�推
动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乃至对整个区域经济的增长都起到
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文章首先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的产
业集聚效应�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产业集聚发展策略。

二、甘肃省产业集聚效应分析
（一 ）分析模型及计量结果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用于测算产业集聚的指标和方法较多�

主要可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测算企业市场集中状况；另一类指
标是衡量企业集中带来的效率提高、成本节约的程度�即集聚经
济效果 （集聚效应 ）的大小。我国学者唐杰根据可用于规模经济
度量的ＣＥＳ形式函数 （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 ）推导出其变式 Ｐ
＝ＡＱβＫγ和ｈ＝（γ＋1）／（1－β）�为我国集聚效应的测量提供了
合理的依据。其中�Ｐ表示某工业部门实现的利润�Ｑ表示工业

总产值�Ｋ表示固定资产净值�Ａ为系数�β为产出利润弹性�γ
为固定资产的利润弹性。在此�拟采用唐杰的这一模型对甘肃
省的产业集聚效应进行分析。

利用1981－2006年的《甘肃统计年鉴》（1994年后改称为 《甘
肃年鉴》）�选取1980－2005年甘肃省国有工业及规模以上非国
有工业数据 （1997年以前为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 ）。为了遵循集
聚经济效应理论中价格不变的假定�需要在计算过程中对三个变
量 （Ｐ、Ｑ、Ｋ）的时间序列样本数据进行转换�调整为1980年的不变
价格。对上述的利润总额、工业总产值和固定资产净值取对数�
得历年ｌｎＰ、ｌｎＱ和ｌｎＫ的数据�以ｌｎＰ被解释变量�ｌｎＱ和ｌｎＫ为解
释变量�得到 ｌｎＰ＝ｌｎ（Ａ）＋βｌｎＱ＋γｌｎＫ�利用 Ｅｖｉｅｗｓ3．1对甘肃
1980－2005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时段回归�可求得 β、γ值�进而
代入公式ｈ＝（γ＋1）／（1－β）�计算出各时段的ｈ值。

表1　1980－2005年分时段回归的结果及ｈ值计算结果
时间段 ｌｎＡ β γ ｈ

1980－1989 －92．909 1．830 5．724 －8．104
1981－1990 －93．176 2．044 5．518 －6．244
1982－1991 －70．157 －1．602 7．519 3．274
1983－1992 11．810 －0．766 0．752 0．992
1984－1993 16．020 －1．137 0．817 0．850
1985－1994 18．786 －1．768 1．248 0．812
1986－1995 50．587 －1．638 －1．172 －0．065
1987－2000 39．846 －1．642 －0．393 0．230
1988－2001 －19．206 1．128 0．460 －11．385
1989－2002 32．865 －1．395 －0．146 0．357
1990－2003 19．720 －1．546 0．940 0．762
1991－2004 －60．488 5．517 －0．835 －0．037
1992－2005 －121．458 4．997 2．213 －0．804

　　分段的时间跨度应根据计量分析中样本数一般为方程中解

释变量数5－10倍的要求�而集聚经济效应ｈ的计量方程中有2
个解释变量�故取10年可达到要求�即每10年构成一组进行线
性回归�逐次向后移动�得到一系列回归方程。由于甘肃省
1996－1999年实际利润为负值�在线性回归前这几年的数据删
除。最后的回归及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1988－2001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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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值�需剔除；而1987－2000年、1989－2002年和1990－2003
年中固定资产的利润弹性γ未能通过ｔ检验�故舍去。将其余的
集聚效应ｈ值绘成如下趋势图1。

图1　甘肃省产业集聚效益趋势
如果ｈ值大于1�则说明该地区的规模报酬递增；如果 ｈ＝

1�则规模报酬不变；如果 ｈ值小于1�则规模报酬递减。从图1
可以看出�甘肃产业集聚效应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曾经出
现过一次高峰�之后一直处于下降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后甘
肃省的工业发展基本不具备集聚效应�规模报酬不是递增而是
递减�这不利于甘肃省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二 ）集聚效应的因素分析
集聚效应作为一个积累的总体概念�是一系列集聚经济因

素的综合反映。只有各个因素的共同作用才能导致集聚效应的
提高或降低。一般地�集聚效应 ｈ可分解为内部集聚经济
（ＩＳＥ）、布局集聚经济 （ＬＯＣ）、城市集聚经济 （ＵＢＥ）。因此�可以
再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甘肃省产业集聚效应的变化情况。

内部集聚经济 （ＩＳＥ）是指某一部门内部企业规模扩大所引
起的企业和整个部门长期平均成本的下降。在实际测算中�一
般可以用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和企业数的对比�即某一行业的
平均固定资产净值来反映内部集聚经济。2001－2005年�虽然
在九五期间甘肃省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出现了亏

损�但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甘肃省抢抓发展机遇�
不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使其工业内部集聚经济有所提高
（见图2）。

图2　2002－2005年内部集聚经济变化的情况
从整体工业集聚效应的计算来看�甘肃似乎还没有获得由

于工业部门内部规模扩大所带来的收益�一方面说明甘肃省除
石油化工、有色冶金的大型企业、特大型外�其他工业行业企业

规模普遍偏小�可能还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另一方面也说明其他
两个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

布局集聚经济 （ＬＯＣ）是指受当地自然因素 （气候、矿产资
源、水资源等 ）、经济因素 （生产的发展水平、生产能力和技术
等 ）、社会因素 （人口的数量和密度、消费市场的容量和性质等 ）
的综合影响�某一工业部门在某一特定地区布局有可能获得较
之在其他地区布局更大的集聚效应�在实际测算中可以选取区
位熵指标表示�即某地区工业占本地区 ＧＤＰ的比重与全国范围
工业占全国ＧＤＰ的比重相比来反映。当区位熵大于1时�说明
该部门是该地区的比较优势部门�否则就为非比较优势部门。
根据历年甘肃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出甘肃 1978－
2005年的区位熵�并将其绘成趋势图�由图 3可以看出�甘肃
1978－1986年的区位熵均大于1�说明甘肃省工业具有一定的

图3　1978－2005年布局集聚经济变化的情况
地区比较优势。从 “一五 ”到 “三线建设 ”时期�在计划经济体制
下�由于地处内陆、能源充裕等原因�国家在兰州、金昌、玉门等
地建立了石油化工、有色冶金和机械制造等行业�从而奠定了甘
肃省的工业区位优势。但进入20世纪 90年代以来�甘肃省的
区位熵一直低于 1�并有不断下降趋势�直到 2003年才有所回
升�但始终低于1。可见�甘肃省工业原有的区位比较优势主要
是由传统的区位因素形成的。

城市集聚经济 （ＵＢＥ）�一般是指各产业部门在一定的城市
内集中所带来的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收益�用来估计某一行业
的企业之间能否充分利用同类工业企业集中布局所形成的专业

化分工协作的集聚效应�一般可用一定时期内某一行业企业数
的变化来表示。根据2006年 《甘肃年鉴》的统计结果�甘肃省国
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已由2001年的3154个减少为
2005年的1733个�尤其支柱工业企业数已由2004年的2304个
减少至 2005年的 1446个�降幅为 37．24％�其中涉及石化、有
色、机械、食品和建材等支柱工业的企业数均有不同程度的缩
减�只有电力和冶金有一定的增加�增幅分别为 44．63％和 13．
82％。可见�甘肃省的城市集聚经济发展不足�效益不显著�工
业企业之间专业化分工协作的水平较低。主要原因可能是长期
以来�以能源原材料生产为主的大中型企业对地方经济的辐射
力和扩散效应较弱�产业关联度不高�区域内资源未能优化配
置�致使城市集聚经济因素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三、结论及对策建议
从甘肃省产业集聚效应的计算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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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工业发展整体基本不具备产业集聚所能带来的外部规模经

济、高度分工协作和知识溢出等特征�但是其内部集聚经济还在
不断提高�有些行业还有集聚的趋势�因此�立足现实�利用 “十
一五 ”期间西部继续深度开发的机遇�促进产业集聚�形成甘肃
省的优势产业群�将对 “工业强省 ”战略的实施以及区域经济的
又好又快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促进产业集聚�培育产业群落
目前我国大多数产业群落主要集中在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

区、浙江的环杭州湾及温台沿海地区、江苏环长江三角洲南部平
原地带�以及闽南沿海、京津唐和山东东南沿海地区。作为一个
西部欠发达省份�甘肃如何利用资源吸引各种生产要素在本地
区不断集中�需要政府在产业集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采取主
动的政策措施。首先�政府应充分了解本地区的产业基础、企业
状况和集聚现状�带动并引导支柱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挖掘
甘肃自身的竞争优势。其次�产业集聚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前提
条件�如果没有产业集聚这样一个生产要素向特定地域大量集
聚的动态过程�就不可能形成具有持续竞争力的产业群落。所
以�政府还应利用优惠的产业政策激励各种优势产业进入本地�
诱导产业集聚的发生�创造有利的区域环境。最后�政府应根据
甘肃的具体情况�制定具有特色的优势产业集聚发展规划。在
刺激自发性产业群落不断出现的同时�采取 “自上而下 ”的方式
大力培育具有产业竞争力的战略性产业群落�如汽车、通信设备
等制造工业。

（二 ）发展特色产业�优化产业结构
由于甘肃省的工业区位优势不显著�所以应当根据区域经

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实行优势突出、重点集中的倾斜式发展�在
产业集聚发展规划的指导下重点发展特色产业。一方面�要在
已经形成的资源型原材料主导产业中�加大资金与科技投入�逐
步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有计划地利用先进的高新技术改造传
统工业�不断延长加工链条�对初级产品进行深度加工�提高产
品的附加值；另一方面�还应该认识到现代区域经济发展已经不
仅是如何利用自然资源条件来选择那些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密

切的支柱产业�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还可以考虑如何在
区域的历史和社会文化的基础上�以有意或无意的方式�形成某
个专业化的特色产业�然后通过企业集聚构筑价值链�发展增值
活动�构建地方生产系统。这种特色产业可以是农业�也可以是
服务业�只要能够创造财富�都可以发展。尤其是服务业�为保
障和带动第一、二产业的顺利发展�需要不断提高服务业在三大

产业中所占的比重�在继续发展商贸的同时�从吸引先进生产要
素角度考虑�可以大力发展金融保险业、交通运输业、旅游业和
信息服务业。

（三 ）发挥中介组织作用�加强主体间分工协作
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的优势在于能够制定行业发展

规划、收集行业信息�加速行业内部技术、知识交流等�有利于运
用市场的力量培育和强化产业集聚效应。从产业集聚角度来
看�甘肃省需要加强企业间、产业间的交流合作�提高中央、省属
企业与地方工业的融合程度�而行业协会、商会之间的协作可以
有效地打破行业壁垒�促成这种融合�加强企业间、产业间的合
理分工与协作。因此�在甘肃省建立、健全行业协会、商会就显
得十分重要。

（四 ）推进城市化进程�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影响某一地区产业集聚效应大小的重

要因素。一般地�城市的规模越大、功能越完善�交通、运输网络
会更健全�为产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的外部环境就越好�对周
围地区的产业和人口的向心力越强�相关的产业更愿意集中到
城市中�更多的劳动者和消费者也愿意随之而来�从而形成更大
规模的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甘肃省的城市化水平较低�与东
部沿海地区有着极大的差距�所以只有不断地推进城市化进程�
积极发展能够吸纳大量转移劳动力的第三产业�使城市化与产
业集聚相互促进�才能加速甘肃经济的发展。

［收稿日期 ］　2008－04－03
［基金项目 ］本文受到兰州理工大学校基金项目 “甘肃省产业集聚效

应分析及发展对策研究 ”的资助。
参考文献

［1］唐杰．城市产业经济分析－－－一项经济案例研究 ［Ｍ ］．北京：北京经
济学院出版社�1989．
［2］朱英明．产业集聚论 ［Ｍ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3］梁琦．产业集聚论 ［Ｍ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王子龙等．产业集聚水平测度的实证研究 ［Ｊ］．中国软科学�2006�
（3）．
［5］张研云．我国的工业集聚及其效应分析 ［Ｊ］．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5�（4）．
［6］吕晓英．产业集聚效应测算的独立混合横截面数据模型 ［Ｊ］．甘肃社
会科学�2004�（5）．
［7］张秀峰．甘肃产业集群的发展与对策研究 ［Ｊ］．兰州商学院学报�
2005�（6）．

〔责任编辑：郭洪〕
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Ｇ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ｍ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Ｇａｎｓｕ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ｕ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ＩｔｉｓｔｈｅｋｅｙｉｓｓｕｅｔｈａｔＧａｎｓｕｆｏｒｍｓｉｔ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ｓｔｅａｄ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ｔｒｉｅｓｔｏａｐｐｌｙｔｈｅＣＥＳ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ｇｒｏｕｐｔｏ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Ｇａｎｓｕ�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
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ｕｔ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ｓｏｍ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