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产业集聚与生产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产业集聚与生产率>>

13位ISBN编号：9787509610688

10位ISBN编号：7509610680

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时间：经济管理出版社

作者：刘长全

页数：22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产业集聚与生产率>>

内容概要

产业集聚是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一般：规律，具有广泛的经济影响，其中对生产率的影响最直接，也
最重要。
集聚经济是产业集聚的结果，也是产业集聚的动因，目前已成为空间经济研究的核心概念与热点问题
。
产业集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和劳动者通过区位选择实现利润或收入最大化的结果，但对其形成
机制仍有不同的解释。
区域经济理论从外部性出发，强调外在于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新经济地理理论则强调企业层面报
酬递增与运输成本之间的相互作用，两个理论框架下的集聚经济在内涵上存在明显差异。
即使在区域经济理论框架下，由于对外部性所儆假设的不同，集聚经济也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另外，不同机制下产生的集聚经济存在的范围也有很大差异，体现在产业、空间与时间三个维度上。
从不同的形成机制与存在范围出发，将具有不同的政策取向。
    本书围绕产业集聚对生产率的影响这一主线，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对集聚经济进行了系统研究，
进而提出一些与产业布局相关的政策建议。
理论研究主要是在区域经济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的框架下，对两者的假设条件、集聚机制及对生产
率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两者在市场范围与集聚形式方面也有不同的理论内涵。
另外，从微观出发对外部性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主要强调了不可分性、市场摩擦与知识溢出等在
集聚经济形成中的基础作用。
    实证研究主要使用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50多万个企业的系统数据及近年中国工业经济信息快
报数据，涉及电子、纺织、机械、轻工四个行业112个三位数产业，深入考察了中国制造业的集聚现状
与变动趋势，集聚经济的存在性、存在范围及№赁等问题，并分析了产业集聚的最佳绝对规模和最佳
相对水平等问题。
通过研究，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也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观点，主要包括：    第一，分析了制
造业集聚的现状与变动趋势。
发现工业就业密度按东部一中部一东北一西部次序呈明显梯度分布，但各产业用指数测度的集聚水平
仍普遍较低，相当一部分产业存在过度分散问题。
近年来产业集聚水平有不断上升趋势，过度分散产业明显减少，而高度集聚产业有一定增加。
    第二，提出产业集聚测度应以外部性存在的边界为基础选择产业加总水平和地理单元，并分析了超
出边界测度时结果存在的偏差。
理论分析表明，超出空间边界或产业边界测度结果都会低于实际集聚水平。
实证检验表明，按省测度的集聚水平比按市测度平均低了40％多，其中偏差最大的产业低了60％多，
最小的也在20％以上，两位数产业的集聚水平普遍低于相应三位数产业集聚水平的均值，甚至最低值
。
    第三，在分析集聚经济存在性与存在形式的同时，检验了集聚经济的来源与性质。
分析表明企业层面规模报酬普遍递减，与新经济地理的理论前提不符，因此说明中国制造业集聚对生
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外部性。
从集聚经济的作用范围来看，其主要表现为市级范围的本地化经济与省级范围的城市化经济，市级范
围工业规模、省级范围三位数产业规模、省市两级的两位数产业规模与企业生产率之间都没有明确关
系。
从作用大小来看，市级范围的本地化经济较强，三位数产业就业规模每增加1千人，企业生产率上升
幅度在0.8％～1.5％。
在所分析的四个行业中轻工业作用最强，电子其次，机械与纺织较低。
省级范围的城市化经济虽然存在，但实际影响却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第四，分析了集聚经济大小与集聚规模之间存在的“倒U形”关系，提出产业集聚的最佳规模与集
聚规模的内生性问题。
分析表明，随着集聚规模的上升，市级范围本地化经济的作用先升后降，表现出“倒U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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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存在一个使集聚经济最大化的最佳集聚规模。
比较发现，各三位数产业的实际集聚规模普遍小于最佳集聚规模。
产业的集聚经济特征主要由其生产活动的性质决定，因此产业最佳集聚规模具有内生性，存在明显的
产业间差异。
     第五，提出产业集聚水平的内生性假说。
产业总规模与最佳集聚规模之间的比值决定产业的最佳集聚点数量，因此存在一个相应的最佳集聚水
平。
实际集聚水平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但有向最佳集聚水平接近的趋势，因此产业集聚水平也具有内生性
，与集聚经济特征一起构成产业空间分布的基本特征。
实证分析表明最佳集聚点数量与产业实际集聚水平显著负相关，这与理论预测相一致。
     第六，从利用集聚经济或发挥集聚经济引导作用的角度出发，提出产业布局相关的政策建议，包括
促进产业集聚，合理控制集聚规模；以专业化集聚为主，兼顾多样化集聚与产业间差异；加强城市基
础设施供给，缓解集聚的负面影响；加强交通运输网络与物流体系建设，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中介组织，减少摩擦与搜寻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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