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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比较研究*

刘军跃，王伟志，赵晓敏，王 敏

(重庆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重庆400054)

摘要：2013年9月国家发改委会同交通运输部启动《依托长江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指导意见》，提出

升级、再造长江经济带，将长江经济带升级为国家战略。长江经济带的崛起有必要依赖生产性服务业的

集聚化发展。以属于长江经济带的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九省市为研究对

象，选用变异系数、空间基尼系数和区位商测算2006年至2011年九省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差异程度

和集聚水平。测算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整体的集聚优势不明显，九省市存在差异且各个

行业集聚高低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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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9月国家发改委会同交通运输部启

动了《依托长江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指导意见》

的研究起草工作，此举旨在通过国家战略推进长

江流域开发开放，实现升级、再造长江经济带。长

江经济带东起上海，西至云南，涉及云南、四川、重

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七省两直辖

市。长江经济带不仅是长江流域经济最发达、最

繁华的地区，也是全国最重要的高密度经济走廊

和全国经济、科技、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长江经济带在交通、资源、产业、人力资源和

城市布局等方面在我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长

江经济带战略将是带动我国东、中、西部整盘复兴

的全局战略，在东部先发展、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

发等国家战略深入推进之际，长江经济带必将成

为有效集聚区域内资本、人才和技术等要素的战

略高地‘1|。

长江经济带的崛起有必要依赖服务业的发

展。20世纪中叶以来，服务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其中发展最为迅速的

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和竞争

力的提升体现了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化发展，集

聚水平高低直接影响着生产性服务业能否整体健

康和可持续发展，对加快地区乃至国家整体产业

结构优化及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因

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化发展对加速长江经济带

的升级再造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国外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研究，从20世纪

70年代至今持续不断。Goe等生产性服务业研

究学者指出，大型企业大都位于都市区，生产性服

务业也因利益驱动而多集聚于都市区[2]。Beyers

发现1985年美国83％的就业和90％的生产性服

务业产值都集中在大都市区[3]。Gillespie等[4]和

Coffey等[51分别对英国和加拿大进行研究，也得

出类似的结论。

国内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研究起步较晚，

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主要

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地理学角度，利用地理

信息系统软件对生产性服务业进行测度和可视化

展现[6。]。二是从经济学角度，利用计量学的原

理、方法和空间统计学来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的影

响因素和空间分布特征，如胡霞和魏作磊两人借

助空间经济计量模型在考虑了空间因素影响条件

下，对中国城市服务业空间的目前分布状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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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指出空间集聚化在中国城市服务业中呈逐

渐强化态势嘲。黄永兴就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地

区经济增长差异进行了探讨，对生产性服务业的

集聚程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

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与经济增长存

在一定的相关性[9]。

目前国内学者对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聚

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上海和江苏等生产性服务业

发达的省市，缺乏对长江经济带所涵盖的其他省

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而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

化程度、空间布局等在各省市中也有差别。因此

选取长江经济带九省市作为研究对象，在一定程

度上填补现有研究在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水平上的空缺，并据此提出推动长江经济带九

省市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二、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

测算

(一)测算方法

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测度，国内外学者

基本上还是借鉴传统的测度方法，主要有变异系

数、空间基尼系数、行业集中度和区位商等。每种

测算方法都有各自的特点，如变异系数法作为统

计学中常用的方法，简单实用；空间基尼系数法所

需数据容易获取，且容易理解；地理集中指数的计

算虽然比较繁琐，期间还需要引用赫芬达尔系数，

但计算结果可以对集聚强度和集聚结构两方面进

行解释，实际应用较多E103；区位商法作为目前产

业集聚测度中广泛运用的一种主流方法，是从行

业的角度测量行业的区域集聚水平，方法简单易

行，数据易得。

基于以上各方法的特点及其研究对象的特

征，本文分别选用变异系数、空间基尼系数和区位

商来测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总体差异程度、行

业的集聚程度和行业的相对专业化程度。

1．变异系数是测度空间集聚的总体差异程

度。作为常用于统计学中的变异系数(V)法，其

计算是由数据标准差与均值的比值得出，其数据

大小不仅受变量值离散程度的影响，而且还受变

量值平均水平大小的影响。本文和用变异系数反

映九省市间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差异程度，

即这九省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离散程度。

其计算公式为：

J)(

式中：X。为地域单元某属性值，行为地域单元个

数，i为某个地域单元。V反映了各地域单元某属

性值相对于该指标平均值的整体离散程度，其数

值越大表明该区域差异程度越明显，反之亦

然‘11]。X。可以是行业总产值、总销售额以及就业

人员人数等。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国内外的可

比性，本文在计算变异系数时，选取各地的就业人

数作为X。值。

2．空间基尼系数(G)是测度行业的集聚程

度。空间基尼系数用以衡量产业空间分布的均衡

性，主要用于研究区域内的产业布局和考察产业

集聚的水平。通过对空间基尼系数的测度，可以

掌握各产业在不同区域内部分布的密度，因此空

间基尼系数可以测算行业的集聚程度，其计算公

式为：

G一∑(Si—X。)2 (2)

式中：X。为某一省市就业总人数除以整个区域

总就业人数的比值；S。是该省市某产业就业人数

除以整个区域该产业总就业人数的比值；空间基

尼系数(G)越大，代表该行业的集聚程度越高，其

中空间基尼系数(G)最大值为1[11]。

3．区位商(Q)是测度行业的相对专业化程

度。区位商主要用来判别产业集聚存在的可能

性。区位商又被称为地区专业化指数，它是将某

地区的某个产业专业化程度与全国进行比较，以

探究该地区所具有的相对优势产业，因此，可以用

区位商来测算生产性服务集聚的专业化程度。区

位商的计算公式为：

(3)

式中：ei为某地区某行业第i个细分行业的就业

人数；>：e。为该地区某行业总的就业人数；E。

为全国某行业第i个细分行业总的就业人数；

≥：E；为全国某行业的总的就业人数。区位熵

(Q)数值值越大，则专业化程度越高。一般来讲，

如若行业的区位商大于1，该行业在全国就具有

一定的专业化优势；如果行业的区位商大于1．5，

则具有明显的专业化优势[1“。

亟雠一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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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的界定

目前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的界定，

国内外研究者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意见，这为生

产性服务业的研究带来一定的不便。本文拟以全

国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关

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为标准，主要包括交

通运输及仓储业、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研究与试验

发展业，综合技术服务业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八个产业。同时，根据长江经济带九省市

的统计年鉴表，将邮政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并为

一个行业，即交通运输仓储业及邮政业。统计年

鉴表中只给出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的

数据，并没有给出研究与试验发展业和综合技术

服务业数据。因此，本文研究的生产性服务业细

分行业包括六个行业，即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零售贸

易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

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三、长江经济带九省市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的测算结果

(一)长江经济带九省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

差异

将相关基础数据代入式(1)，计算出2006年

至2011年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和各行业的变异系

数(V)值，见图1。图1显示出长江经济带2006

—2011年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差异性。

通运输、仓
、邮政业

通信息、计算
服务和软件

发零售业
融业

赁和商暇业
学研究、技术服
和地质勘探业
产性服务业

E。p

图1 长江经济带九省市生产性服务业

就业人数的变异系数

1．长江经济带九省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

存在差异。从长江经济带整个生产性服务业来

看，其变异系数在0．35～0．38之间波动，从2006

年到2008年呈减小趋势；2008年达到最小，数值

为o．35；而从2009年到2011年呈增长之势。

2．长江经济带九省市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集

聚水平差异明显，但差异逐渐减小。从九省市生

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

变异系数数值总体最大，但数值都保持在0．8以

下，且逐年下降，说明其区域差异不明显且差异逐

渐减小。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变异

系数最小但也波动上升。批发零售贸易业的变异

系数值呈现平稳增大趋势。科学研究、技术服务

和地质勘查业的变异系数值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

趋势，2006年至2008年逐年减小，2009年至

2011年逐年上升。值得一提的是金融业、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变异系数很小且总体平稳，说

明其分布相对较均衡且有集聚之势。

(二)长江经济带九省市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内

的空间差异

将相关基础数据代入式(2)，计算出2006年

至2011年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和各行业的空间基

尼系数(G)值，见表1。

表l 2006年--2011年长江经济带九省市

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基尼系数(G)

表中：A代表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B代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C代表批发零售业，D代表金融业，E代表租赁和商服业，F代表科

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G代表整个生产性服务业

1．整个生产性服务业集中度不高。2006—

2011年整个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基尼系数(G)值

均不大(<o．2)，不同年份差异不大，说明长江经

济带九省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中程度不高，

集聚趋势还不够明显。

2．分行业来看，不同行业的集聚度有差异。

综合各年平均值而言，集中度高(G>0．1)的有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

业，这两类行业都属于技术或资本密集型行业。

主要因为位于长江经济带东部的城市，经济起步

较早，产业发展升级较快，综合实力较强，从而对

资金和技术具有较强的依赖度，导致技术和资本

密集型行业大量集聚的结果。集中度居中(0．05

<G<0．1)的有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

业、批发零售贸易业、金融业。而集中度低(G<

o．05)的是属于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的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3．从时间趋势来看，行业变化各异。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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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批发零售贸易业的空间基尼系数(G)值在

2006年至2011年稳步上升，呈现良好的增长态

势。金融业的空间基尼系数(G)值大致呈“V”字

型变化，在2006年到2010年之间下降，在2010

年之后上升。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的空间基尼系数(G)值呈现先扬后抑趋势，说明

长江经济带九省市的科技投入还不够，高校的贡

献值有待提高。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空间基尼系

数(G)值逐年下降，但下降幅度不大。

(三)长江经济带九省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

专业化程度

将相关基础数据代入式(3)，计算出2006—

2011年长江经济带九省市整个生产性服务业、分

行业和分地区的区位商(Q)值，见表2。

表2 2006--2011年长江经济带九省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商(Q)

续表2

(表中A代表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B代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

和软件，C代表批发零售业，D代表金融业，E代表租赁和商服业，F代表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G代表整个生产性服务业)

1．整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优势不明显。从历

年区位商(Q)值看，整个生产性服务业的数值均

在o．95上下波动，但是数值均小于1，说明其在全

国专业化优势不明显，社会化和专业化程度不高。

2．分行业来看，不同行业的专业化程度不同。

从生产性服务业的行业内部来说，历年区位商

(Q)值存在差别，反映出长江经济带九省市生产

性服务业行业集聚发展不均衡，仅有交通运输、仓

储、邮政业和金融业的区位商(Q)值大于1，表明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和金融业在全国具有一定

的比较优势，是长江经济带九省市的优势行业。

其他各行业的区位商(Q)值较小。

3．各省市之间的集聚差异明显。就长江经济

带各省市层面而言，上海和重庆整个生产性服务

业的区位商(Q)值均大于l，说明其集聚度较大，

比较优势显著，其原因可能是上海和重庆中国直

辖城市，综合实力较强，服务型经济的结构框架基

本确立；而云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江

苏七省份整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商(Q)值均位

于1以下，且有一定程度的波动起伏，这与七省市

功能不甚完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够高有一定

的关系，这种上海和重庆发展迅速，云南、四川、湖

北、湖南、江西、安徽和江苏发展较慢的分异局面

也导致了整个长江经济带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尚

不具有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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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特征分析

(一)整体集聚程度中等。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生产性服务业在长江经济带九省市范围内的

空间分布较为分散，长江经济带九省市相互之间

存在差异，整体集中程度不高。生产性服务业在

全国的集聚程度中等，比较优势并不显著，但集聚

程度有增长趋势。较全国其他地区，长江经济带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还较落后，对就业的带动能

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

业的发展对长江经济带的综合优势的提升起到关

键性作用。

(二)地区分布差异明显，九省市生产性服务

业的集聚相差悬殊

从整体看，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水平存在“二高七低”的现象，即上海和重庆集中

优势最明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较高，与全国

相比竞争优势明显，并且呈上升态势；相比而言，

云南、四川I、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江苏七省份

行业集中度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不高，与全

国相比竞争优势不明显。这种上海和重庆发展迅

速，云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江苏七省

份发展较慢的分异局面导致整个长江经济带生产

性服务业的集聚度没有明显优势，同时也会拉低

整体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

(三)行业集聚存在明显差异，且呈波动变化

就生产性服务业各个细分行业而言，长江经

济带九省市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和金融业的集

聚水平最高，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租赁

和商服业集聚水平较低，其他行业集聚水平居中。

另外，大部分行业历年的集聚度表现为波动起伏，

增长趋势不明显。除了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和

金融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

都有待提升。因此，协调各行业生产性服务的发

展势在必行，这样有利于促进长江经济带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化发展，提升行业竞争优势，推动长江

经济带地区经济发展。

五、优化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的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化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

的作用极其重要，与全国相比，长江经济带的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化优势不明显，地区分布不够均衡，

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长江经济带九省市经济的

发展速度。为了提高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的

集聚优势，必须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大对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租

赁和商服业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支持

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应均衡地推动新型

信息化进程，以信息化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应加快建立租赁和商服业等商务机构全面均衡发

展、充分竞争、功能互补的区域金融组织体系。在

稳定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上，结合长江经济带

自身的发展情况，关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

件、租赁和商服业等传统服务业的发展，对生产性

服务业的集聚发展进行积极规划和适时调整。

(二)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应合理定位

上海是国际著名的金融、贸易、航运、信息和

旅游中心，是全国经济体系中最侧重服务行业的

地区。重庆市是西部发达城市，金融业、房地产业

等产业在全国有优势。上海和重庆应该扩大覆盖

半径，增强辐射带动长江经济带的其他省份。云

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江苏七省份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在全国均不占优势，在长江

经济带的九省市中也是处于下游，因此更应该学

习发达地区的政策和做法，努力减小差距。

长江经济带九省市因地制宜地采取集聚增长

策略，是实现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提

升长江经济带综合优势的有效途径。这就需要长

江经济的各省市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合理确定

自身重点发展的生产性服务行业，建立布局合理、

层次分明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增强长江经济带

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力[1 3|。

(三)加强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自主创

新机制的建设

建设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自主创新机

制，应该完善生产性服务业的扶持措施和优惠政

策，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同时，鼓励生产性服务业

各个企业之间的技术创新联盟，集聚技术资源，促

成以企业为主导的产业合作机制[1 3I。长江经济

带在交通、资源、产业、人力资源和城市布局等方

面在我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就要求建立合

理的自主创新机制，以达到长江经济带九省市综

合优势的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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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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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September 20 1 3，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j oined with the Min—

istry of Transport issued“The Guidance of New Support of China's Economy on the Yangtze River”．

which requires the upgrade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s a national strate—

gY．The rise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relies on the agglomer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devel—

opment．This paper cities nine provin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which include Yunnan，Si—

chuan，Chongqing，Hubei，Hunan，Jiangxi，Anhui，Jiangsu，Shanghai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by selec—

ting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spatial Gink coefficient and location quotient calculates the agglomera—

tion level of producer services and the degree of concentration difference from 2006 to 2011．The results

show that producer services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ave differences in the whole agglomera—

tion advantage，regional and industry．

Key words：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producer services；agglomera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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