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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集聚中马歇尔外部性的识别
...基于中国制造业数据的研究

吴建峰
"

符育明!

摘
"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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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了识别经济集聚中马歇尔外部性的方法#并
将其应用于中国制造业数据%通过考察制造业集聚水平和产业间专
业化分工的协同演进过程#本文一方面发现两者具有替代关系#验
证了马歇尔外部性是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后果的理论假说+另一方面
证实了马歇尔外部性是推动中国制造业空间不断集聚的基本因素%

本文还发现市场化改革是实现马歇尔外部性的积极力量%本文的结
论为我国企业选址$产业布局和城市发展政策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
"

经济集聚#市场化改革#马歇尔外部性

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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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表现为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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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了企业基于外部性在同一区位上集中的现象#并指出了产生这一现象的三个
基本来源#包括劳动力市场共享$投入产出关联和知识外溢#称作,马歇尔
外部性-!

T(:%(22&('1D01/'(2&0&1:

"%自马歇尔外部性学说提出以后#经济学
者们十分关注马歇尔外部性和产业集聚的关系%一方面#他们认为马歇尔外
部性是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基本原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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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另一方面#一些研究发现马歇尔性外部性是产业集
聚的重要后果#即产业在地理上集中通过垂直化分工实现规模生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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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国内实证研究主要解释了上述第一方面的关系#即马歇尔外部性是
影响产业在地理上集中的重要因素%白重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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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动态面板数据研
究了中国产业地理集中度的决定因素和变动趋势%他们发现行业外部经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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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因素等是决定中国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从而验证了新贸易理论和新经
济地理关于产业集中的基本假设%他们还发现利税率比较高和国有化程度比
较高的产业的地区集中度相对较低#从而验证了地方保护阻碍跨地区贸易并
阻碍产业空间聚集的假设%金煜等!

"##J

"以及黄玖立和李坤望!

"##J

"等
沿用白重恩等!

"##?

"的研究框架探讨了中国工业地区分布不均衡的决定因
素#尤其是经济政策的作用%前者考察了

!QUV

.

"##!

年省级面板数据#发现
除传统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因素以外#经济政策如对外开放等是影响中国
产业空间集聚的重要力量%后者选用

!QU#

年以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来考察工
业企业地区分布的走势#结果发现

"#

世纪
U#

年代由于新旧工业基地交替#

我国产业空间份额趋于收敛#而
Q#

年代后产业空间分布不均衡程度加深%通
过考察区域特征和产业特征的交互作用来验证产业空间集聚的决定因素#他
们发现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和对外贸易以及地方保护等假设
基本都能得到文章实证结果的支持%但是#这些研究没有检验马歇尔外部性
是否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后果%为了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本文验证了在中国
产业空间集聚演变中马歇尔外部性是否存在#讨论市场化改革是否通过释放
马歇尔外部性从而加速了产业活动收敛于空间集聚水平%

本文的重要贡献在于提出了通过考察产业垂直化分工和地理集聚协同演
进的方法来识别马歇尔外部性的存在%利用

!QU#

年以来我国制造业的数据#

我们发现企业愿意通过空间集聚而不是扩大本身规模来获取生产上的规模优
势#从而证实了马歇尔外部性存在条件下产业垂直化分工和空间集聚具有替
代关系的理论假说%同时#我们的研究证实马歇尔外部性是影响产业空间集
聚演变的重要因素#并发现市场化改革能够促成马歇尔外部性出现并使产业
加快收敛于空间均衡水平%

本文对文献的发展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本文的方法有助于解释
市场化改革影响中国制造业空间分布的机制%很多研究都证实了制度性因素
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如地方保护阻碍产业地理集中!见白重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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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量分析中这些文献往往把市场化改革因素直接作为
外生变量#容易引发内生性问题%和这些研究不同#本文没有直接验证市场
化改革因素如何影响产业集聚#而是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来探讨市场化改革如
何释放马歇尔外部性来促进企业更快收敛于空间均衡集聚水平#从而避免了
内生性问题%二是我们考察了较长时段我国制造业产业空间布局特点及其演
进规律%文玫!

"##?

"利用经济普查数据#比较了
!QUK

年和
!QQK

年我国产
业空间集聚的变化%白重恩等!

"##?

"检验了
!QU?

.

!QQV

年我国制造业产业
的空间集聚%路江涌和陶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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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
研究了

!QQU

.

"##G

年我国制造业产业地理集中的趋势%较之现有研究#本文
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公开出版的工业普查和工业统计等#收集了我国近三十年
的二位码制造业产业统计数据并探讨其产业集聚的演进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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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提出本文的基本假说#第三部分描述
数据和经济集聚#第四部分探讨马歇尔外部性如何影响经济集聚动态变化#

第五部分实证分析产业集聚和企业垂直化的动态演进#最后一部分为结论及
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和基本假说
经济学家们一直关注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及其形成机制%经济理论认为

马歇尔外部性是产业空间集聚的重要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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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K

"认为中间投入品使用较多的产业更愿意在空间上集聚来源于,成本关
联效应-#即厂商倾向于接近中间产品供应商集中的地方以获得大量且多样的
中间产品#这样一方面可以节省交通成本#另一方面可以享受到中间产品供
应商之间的竞争带来的较低价格#从而增加利润%第二个微观基础是劳动力
市场汇集%其引导产业集聚有两个机制%一个是分享风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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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厂商集聚在劳动市场汇集的地方可以降低市场经营不确定性带来
的工资成本负担#而大量劳动力汇集则保证工资不随市场景况而改变%另一
个是匹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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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劳动力汇集的地方#厂商
和工人之间寻找彼此所需对象的成本会降低#从而吸引更多厂商和劳动力集
聚%还有一个微观基础是知识外溢%

N2(1:1/

!

!QQQ

"建立了知识外溢的理论
模型%该模型认为知识密集型企业更愿意在空间集中享受人口密度比较高的
地方以获得知识外溢#从而提高生产率水平%由此我们得到假说

!

%

假说
S

"依赖马歇尔外部性的产业更容易在空间上形成集聚%

!

! 本文中我们使用中间品投入强度和技术投入强度表示马歇尔外部性%

就我国而言#马歇尔外部经济的实现与否与市场改革进程密切相关%经
济改革以前#我国政府全面参与经济活动%在这一体制下#政府计划决定了
企业选址及其资源配置方式#因而产业的专业化分工程度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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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工业企业的产出趋于分散%其他研
究也表明低专业化分工限制了我国省级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N(+

#

"##?

"%自
"#

世纪
U#

年代以后市场化和全球化改革使企业活动更大程度上响应市场机
制#经济要素自由流动#人口和产业在空间上形成集聚#产生劳动力市场汇
集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

Z1('F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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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了中国城
市产业数据#发现非国有资本比例比较高$出口程度比较高和受地方保护比
较多的产业更容易获得动态外部经济#从而表明了市场化改革更大程度上发
挥了动态外部经济对城市产业增长的作用%由此#我们得出假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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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M

"市场化程度高的产业更快收敛于空间均衡集聚水平%

经济理论还认为#马歇尔外部性是产业空间集聚的后果%

T(/:%(22

!

!Q"#

"指出,大规模生产的优势#可以借助为数众多的专精于某一过程且聚
集于某一区域的小企业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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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当市场足够大时#具有
规模经济的中间投入品生产可以独立于其他企业独立生产#因此使得原本垂
直整合的产业渐渐变为垂直分工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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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验证了
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企业可以通过产业内贸易产生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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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模型指出在集聚经济存在的前提下#最终产品生产者
利用合同不完整性和投入品专业性敲诈投入品供应商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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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容易促成企业之间的垂直分工%现有文献证实了
产业集聚和专业化分工替代关系的存在%

Z+2,1:

!

!QQQ

"利用美国的企业数据#

发现产业集聚和企业垂直化分工之间具有正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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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了葡萄牙的数据并发现了类似的结论%由此我们得到本文的第三个假说%

假说
O

"在马歇尔外部性的存在条件下#产业集聚和垂直化分工具有替
代性%

" 本文数据收集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该图书馆保存了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所有工业
统计年鉴和工业普查年鉴%

G 该数据来自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购买的&世界银行贸易和产业数据库'!

L0<$BP#?UN#"#F#4!0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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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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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没有公开出版
!QU!

.

!QU?

年$

!QUJ

.

!QUV

年和
!QQV

年的工业统计年鉴#所以数据库中不包含这
些年份的工业统计信息%我国公开出版的

"##J

年工业统计年鉴只提供
"##K

年部分二位码制造业数据%

数据库中
"##K

年的数据来自于各省$市和自治区年度统计年鉴%

三!数据!集聚指标和测度

!一"数据

""

利用&中国工业普查资料'!

!QUK

年和
!QQK

年"$各年份&中国工业统计
年鉴'$相关年份的省级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贸易和产业数据库'

G

#我们编
制了中国制造业产业数据库!

!QU#

.

"##K

"%

?该数据库具有以下特点(!

!

"时
间跨度较长%该数据库涵盖了

!QU#

年以来近三十年的制造业数据+!

"

"统计
信息较为充分%该数据库提供了省级二位码制造业的总产出$增加值$就业
人数$总工资收入$销售收入$出口额$企业数目等数据+ !

G

"跨年度数据
具有可比性%

!QQ?

年和
"##"

年国家统计局先后修改了国民经济产业分类标准
!分别对应于

N=

)

Y?VK?H!QQ?

和
N=

)

Y?VK?H"##"

"%为此#我们采用
6&*&0(

('F]2(//1(

C

(

!

"##V

"中的标准对我国二位码制造业进行合并调整来保证跨年
产业数据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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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数据库包括
"G

个二位码制造业产业%这些产业包括食品业!由,食品
制造-和,食品加工-合并而成"$饮料业$烟草业$纺织业$服装及纤维制
品业!

!QQG

年前为,缝纫业-"$皮革毛皮及羽绒制品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
草业$家具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及记录媒体业$化学原料业!

!QQ#

年
前为,化学工业-"$医药制造业!

!QUK

年前为,医药工业-"$石油业!由
,石油加工-和,炼焦$煤气及煤制品业-合并而成"$橡胶制品业$塑料制
品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

!QUK

年前为,建筑材料及其非金属制品业-"$金
属冶炼及压延制造业!由,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业-合并而成"$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产业!

!QUK

年前为,机械工业-"$

电器和电子及通信业!由,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电子及通讯器材制造
业-合并而成"$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其他计量器具制造业和其他
产业!主要由,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和,工艺美术制品业-合并而成"%

该数据库涵盖
!QU#

.

"##K

年我国
"U

个省级区域%其中海南的数据合并
至广东省#重庆的数据归并到四川省%因为数据缺失较多#本文没有考虑西
藏的制造业数据%

!二"产业集聚指标和测度
本文改进了

Z++91/

指数并利用其来计算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程度%该指
数构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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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2

U'"

表示
"

期
'

地区
U

产业的产业增加值%

1

代表样本中所有地区的数目!

1

P!

#0#

"U

"#

&

是样本中所有产业的数目!

&P!

#0#

"G

"%相比于
Z++91/

系数
!见

\&,!QQK

"#该指数的好处是能够规避地区规模对产业集聚程度的影响%

K

K

Z++91/

系数测量产业不均衡程度有个缺陷#就是容易受到接近于全国平均份额的地区相对产业规模
变化的影响%具体来说#当规模不等的两个地区位于水平轴中间部分而不是两端时#从大地区向小地区
的位置转换将使得

Z++91/

系数被赋予更高的权重!见
L,&0&

#

!QQQ

"%

图
!

中列示了
!QU#

.

"##K

年我国
"G

个二位码制造业空间集聚水平及走
势%我们计算了两组数据%一组是各年度所有产业集聚水平的简单平均值#

另一组是各年度所有产业集聚水平的加权平均值!以各产业总产出的比例为
权重"%以加权平均值为例#

!QU#

年跨产业空间集聚指数值为
#5#"K

#

!QUK

年
下降到

#5#""

+然后该指数值一直上升#到
"##K

年达到
#5#G#

%图中数据说
明我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我们的发现与现有文献的判断
基本一致%例如白重恩等!

"##?

"计算了二位码制造业产业的
Z++91/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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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QU?

.

"##G

年间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程度不断增加%路江涌和陶志刚
!

"##J

"提供了
!QQU

.

"##G

年间中国制造业产业平均集聚程度稳健上升的证据%

图
!

"

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程度及走势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四!产业集聚动态变化决定因素

!一"估计方法

""

该部分验证上述假说
!

和假说
"

#即探讨市场化改革如何释放马歇尔外部
性并且使产业更快趋近均衡的集聚水平%我们引用了误差修正模型来刻画市
场化改革对产业集聚趋近市场均衡水平速度的影响%该模型的基本结构如下(

#

>$

U

#

"

,--

"

#

.

U

#

"

-(#

T

U

#

"

-'

Z

U

#

"

/

!

-,

!

)$T

U

#

"

/

!

-,

"

)$T

U

#

"

/

!

!

Z

U

#

"

/

!

-

%

U

-#

U

#

"

# !

"

"

其中
.

U

#

"

表示
"

期产业
U

的马歇尔外部性特征#

T

U

#

"

表示
"

期产业
U

的其他特征#

Z

U

#

"

表示
"

期产业
U

的市场化程度#

#

U

#

"

是随机扰动项#

-

$

"

$

(

和
'

分别表示估计
系数%

)$T

U

#

"

表示长期均衡偏差项%

,

!

是短期调整参数#

,

"

描述市场化改革因
素对长期均衡偏差项的影响%该模型表明产业集聚的变化取决于其决定因素!

.

和
T

"的变化以及前一期的非均衡程度#而产业的市场化程度会影响产业集聚
由短期非均衡状态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该修正模型成立的基本前提是被解释
变量

>$

和其解释变量!

.

和
T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为此我们采用的估计方法
是(首先我们确定

>$

和其影响因素之间长期均衡关系存在%方程表述为
>$

U"

,)-

2

.

U

#

"

-

+

T

U

#

"

-

%

U

-7

U

#

"

# !

G

"

其中
%

U

表示产业固定效应#

+

U

#

"

表示随机扰动项%根据估计结果#我们计算
>$

"

m

U

#

"

P

V

)

_V

2

.

U

#

"

_V

+

T

U

#

"

#其中V
)

为常数#

V

2

和
V

+

分别是相关解释变量的估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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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用!

>$

U

#

"̀ !

`>$

"

m

U

#

"̀ !

"替换!

"

"式中的
)$T

#方程式!

"

"改
写成(

#

>$

U

#

"

,--'

Z

U

#

"

/

!

-,

!

!

>$

U

#

"

/

!

/

>$

"

m

U

#

"

/

!

"

-,

"

!

>$

U

#

"

/

!

/

>$

"

m

U

#

"

/

!

"

!

Z

U

#

"

/

!

-

%

U

-#

U

#

"

# !

?

"

其中#!

>$

U

#

"̀ !

`>$

"

m

U

#

"̀ !

"表示长期均衡偏差项%我们利用其与市场化水平的
交互来考察产业如何调整其区位以趋近集聚的市场均衡水平%

!二"变量选择
在实证研究中#我们首先考虑表示马歇尔外部性的产业特征变量#包括

产业技术投入强度和产业中间产品投入强度%除了这些变量#我们还考虑产
业空间集聚的其他微观基础%传统区位理论认为#产业愿意集聚于接近市场
中心$港口或者交通中心的地方!

X1E1/

#

!QGG

"%为此#我们引入产业出口
程度这一变量%另外我们还控制了资本性产业特征#即产业的资本使用强度%

最后#我们考虑产业的市场化水平%本文中用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比例来表
示产业的市场化程度%

!%

产业技术投入强度!

Y)$Z

"

技术投入强度高的企业更愿意在空间集中以获得马歇尔外部性%为了验
证产业技术投入强度对产业集聚和企业规模的影响#我们引入产业相对工资
水平来衡量产业技术投入强度#表示为

Y)$Z

U"

,

A(

C

1

U"

#

&

U

,

!

A(

C

1

U"

(

)

*

+

&

# !

K

"

其中
A(

C

1

U"

表示
"

期产业
U

的工资水平#

&

表示所有产业数目%图
"

显示了
!QU#

.

"##K

年中国制造业平均技术投入强度没有明显变化#但是技术投入强
度的产业间差异呈扩大趋势%

J 该计算公式依据工业统计标准中定义的工业总产出$增加值和工业中间投入关系%部分学者也采用过
类似方法来计算产业的中间产品依赖程度#如

L,&0&

!

!QQQ

"%

"%

产业中间产品投入强度!

S6Y)>

"

根据理论分析#产业内联系会影响产业的分布#即中间品投入比较强的
产业更愿意在地理上集中%本文中#中间产品投入强度表示为J

S6Y)>

U"

,

!

/

N<O

].0

@

.0

U"

# !

J

"

其中
N<O

U"

和
].0

@

.0

U"

分别是
"

期产业
U

的增加值和总产出%图
G

显示#自
!QU#

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中间产品投入平均强度呈倒
8

形变化趋势#中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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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投入强度的产业间差异变化不明显%

G%

产业出口程度!

)dO]

"

出口强度比较高的企业在空间上更倾向于集中以分享信息和相关基础设
施#降低成本和风险!

L&0I1'!"#$%

#

!QQV

"%本文用出口收入占销售收入的
比重来测算产业出口程度%图

?

显示了
!QU#

.

"##K

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出口程
度的走势和分布情况%数据显示#自

!QU#

.

!QQK

年中国制造业出口程度呈上
升趋势#

!QQK

.

"##K

年间略有下降%就产业间出口程度差异来说#

!QU#

年以
来产业间出口程度差异呈上升趋势%

?%

产业资本使用强度!

$LO

"

$LO

表示产业的资本使用密集程度%引用该变量的原因是#一些研究中
国数据的文献发现#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容易在空间上形成集聚!如文玫#

"##?

"%本文中产业的资本使用强度!

$LO

"定义为产业增加值与总工资收入
之比%图

K

显示了中国制造业资本使用强度的趋势和分散情况%数据显示#

!QU#

.

"##K

年间制造业资本使用强度变化表现出
8

形趋势#且产业间的差异
程度随着时间变化也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

图
"

"

行业技术投入强度
"

图
G

"

行业中间品投入强度

图
?

"

行业出口程度
"

图
K

"

行业资本使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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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产业市场化程度!

6]6M])

"

我们用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比重代表该制造业的市场化程度%过去三十多
年来中国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非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重
要力量%

"###

年以后#非国有部门的工业产出已经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出的
K#W

以上!

<+.

C

%1/0

3

!"#$%

#

"##V

"%非国有经济的快速成长说明经济活动中市场力
量在加强(一方面非国有经济对市场环境质量的要求比较高+另一方面政府对
市场管理的行为也会趋于规范%研究证明#当非国有经济比重比较高时#地方
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就比较少#其利用各种补贴来帮助当地企业在市
场进行不正当竞争#或者通过行政手段等限制或者打击当地企业的竞争对手的
可能性比较少!周业安#

"##?

"%图
J

显示了我国
!QU#

.

"##K

年来中国制造业非
国有企业就业人数比例的趋势和分布情况%数据显示#各制造业非国有企业就
业人数比例呈上升趋势#且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比重的产业间差异呈减少趋势%

图
J

"

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比例

!三"估计结果

!%

产业集聚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我们首先使用

!QU#

.

"##K

年
"G

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来估计产业集聚水
平!

>$

"与产业特征的均衡关系#即方程!

"

"%为了准确得到
>$

和
.

及
T

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我们考虑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是内生性问题%被解释
变量可能影响解释变量#例如集聚程度比较高的产业可能更加愿意接近中间
产品提供商#这两个变量也可能同时由其他因素决定%内生性问题会导致
][M

估计的结果缺乏可靠性%为此#我们引入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
法!

YM[M

"估计%具体的#我们引入滞后一期的产业特征变量$滞后一期的
产业集聚水平和时间固定效应作为工具变量%我们认为企业选择区位时#这
些变量是预先给定的#且不受当期集聚水平的影响%第二是随机扰动项自相
关问题%估计中可能存在一些影响产业集聚的因素没有被考虑%这些因素可
能与其他变量自相关#从而导致当期随机扰动项与滞后一期随机扰动项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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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考虑随机扰动项服从
L>

!

!

"过程%第三是面
板数据的异方差问题%在估计中#我们使用横截面加权系数回归!

*/+::H:1*H

0&+'(2A1&

C

%01F/1

C

/1::&+'

"方法来解决面板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第
四#在估计中我们还引入产业固定效应#解决无法观测的且不随时间变化的
产业特征遗漏带来的估计偏差问题%我们同时还考虑了时间走势的影响%

表
!

中列出了估计结果%第!

!

"列和第!

"

"列我们使用
][M

估计方
法#其中第!

"

"列中我们同时考虑了随机扰动项
L>

!

!

"过程和横截面加权
系数回归方法%我们发现除了产业中间产品投入强度外#产业技术投入强度$

产业资本使用程度和产业出口程度对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影响系数为正且显著#

符合基本假设%第!

"

"列中估计结果显示
L>

!

!

"为正且显著%我们接着引
入了工具变量并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YM[M

"估计%在估计中我们考虑随机
扰动项

L>

!

!

"和横截面加权系数回归方法#第!

G

"列和第!

?

"列报告了
估计结果#其中第!

?

"列只考虑第!

G

"列中影响系数显著的变量%我们发
现产业技术投入强度$资本使用程度和出口程度的系数为正且显著#但产业
中间产品投入强度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与第!

"

"列的结果相比#我们发
现(产业技术强度和产业出口程度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大小差异不大#但是显
著性明显提高+产业资本强度的影响系数减小#仍具有统计上的高度显著性%

这说明
][M

的估计结果中产业资本使用强度的作用估计过高%依据第!

?

"

列的结果(在其他因素不变情况下#产业技术强度每增加
!W

#产业集聚水平
提高

#5#"#

个百分点+产业资本使用强度增加
!W

#产业集聚水平提高
#5#!K

个百分点+而产业出口程度每高出
!W

#产业集聚水平增加
#5!""

个百分点%我
们的结果证明了产业技术投入强度$产业资本使用强度和产业出口程度是影响
中国制造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表
!

"

产业集聚影响因素分析
被解释变量(

>$

][M

回归
YM[M

回归!

$/+::H:1*0&+'A1&

C

%0:

"

!

!

" !

"

"

!

$/+::H:1*0&+'A1&

C

%0:

"

!

G

" !

?

"

常数
#B!#J

!!!

!

?BGVK

"

#B!##

!!!

!

JB##J

"

#B#JG

!!!

!

!#BGVK

"

#B#KG

!!!

!

GB!KU

"

2'

!

Y)$Z

"

#B#J#

!!!

!

?BV"V

"

#B#!V

!!

!

"B?K"

"

#B#!V

!!!

!

?B#JQ

"

#B#"#

!!!

!

GBVU?

"

S6Y)> #̀B#"J

!

#BU!"

"

#B###"

!

#B#!K

"

#̀B#!#

!

#BJ"#

"

2'

!

$LO

"

#B#"K

!!!

!

KB#VJ

"

#B#"G

!!!

!

!GBG?G

"

#B#!G

!!!

!

?B?GJ

"

#B#!K

!!!

!

KB"KJ

"

)dO]

#B#UJ

!!!

!

GBV!V

"

#B#VV

!!

!

"B#"K

"

#B!##

!!!

!

GBKU"

"

#B!""

!!!

!

KBJK?

"

时间趋势
#B#!"

!!!

!

?B"U?

"

#B#!"

!!!

!

?B!V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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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

>$

][M

回归
YM[M

回归!

$/+::H:1*0&+'A1&

C

%0:

"

!

!

" !

"

"

!

$/+::H:1*0&+'A1&

C

%0:

"

!

G

" !

?

"

L>

!

!

"

#B?GV

!!!

!

KBG!?

"

#B?U!

!!!

!

?B!U!

"

#B?V?

!!!

!

?B#?U

"

产业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调整

C

"系数
#BUJV #BQGJ #BQ"Q #BQG?

NHL !BK?" "B#UQ "B?## "B?"?

注(

YM[M

回归中#我们使用了
X%&01

!

F&(2+

C

.1

"的协方差系数调整结果%

YM[M

中工具变量包括
)dH

O]

!

!̀

"$

2+

C

!

Y)$Z

!

!̀

""$

2+

C

!

$LO

!

!̀

""$

S6Y)>

!

!̀

"$时间固定效应以及滞后被解释变量%样本
中包括

"G

个产业#

J

个时期#共
!GU

个观测值%括号里是标准差%

!

$

!!

$和!!!分别表示
!#W

$

KW

和
!W

水平下显著%

"%

产业集聚的动态演变和市场化改革
利用表

!

中第!

?

"列的估计系数#我们计算
>$

"

m

U

#

"

#然后估计动态面板方
程!

G

"%我们考虑市场化改革因素对产业集聚变动的影响%这里#产业市场
化程度的变量包括两个(一是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比例#二是非国有企业就
业人数比例的变动%估计中#我们让这两个变量与长期均衡偏离项交互#同
时控制产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我们
利用横截面加权!

$/+::H:1*0&+'A1&

C

%0:

"的广义最小二乘法!

N[M

"估计%

表
"

中显示了回归的基本结果#其中第!

!

"列中没有考虑交互项的影
响#第!

"

"列我们考虑了包括交互项在内的所有变量%我们发现#!

>$

!

!̀

"

`>$

"

m

!

!̀

""对产业集聚的变动为负且统计上显著#表明产业区位能够实现从
非均衡状态到均衡状态的调整%回归结果显示#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比例和
其变动均对产业集聚变动具有显著性正影响#这说明市场化改革有利于企业
相应市场机制进行选址和生产活动组织并使其获取集聚经济%从交互项的估
计结果来看#!

>$

!

!̀

"

`>$

"

m

!

`!

""与非国有企业就业比例的交互影响系数
为正但不显著#而!

>$

!

!̀

"

`>$

"

m

!

`!

""与非国有企业就业比例变动的交互
对产业集聚变动产生正且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市场化程度高的产业更容易达
到空间均衡水平%我们的估计结果说明中国市场化改革释放了马歇尔外部性#

推动制造业企业通过地理集中获得规模经济%

表
"

"

产业集聚演进的决定因素分析
被解释变量(

#

>$

N[M

回归!

$/+::H:1*0&+'A1&

C

%0:

"

!

!

" !

"

"

常数
#B#"Q

!!!

!

GB#!U

"

#B#GV

!!

!

"B?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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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

#

>$

N[M

回归!

$/+::H:1*0&+'A1&

C

%0:

"

!

!

" !

"

"

>$

!

!̀

"

`>$

"

m

!

!̀

"

#̀B?Q?

!!!

!

?BVK!

"

#̀B?#!

!!

!

"B#U"

"

6]6M])

!

!̀

"

#B#U"

!!!

!

GBVJJ

"

#B#Q"

!!!

!

GB!VV

"

N

!

6]6M])

"

#B#J!

!!

!

"B!!V

"

#B!G?

!!

!

"B"!#

"

!

>$

!

!̀

"

`>$

"

m

!

!̀

""

!

6]6M])

!

!̀

"

#̀B#!U

!

#B#U?

"

!

>$

!

!̀

"

`>$

"

m

!

!̀

""

!

N

!

6]6M])

!

!̀

""

!̀BG"#

!!!

!

"BQG"

"

产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调整

C

"系数
#BK"? #BK#G

NHL "B""? "B"?!

注(在
N[M

回归中#我们使用了
X%&01

!

*/+::H:1*0&+'

"的协方差系数调整结果%样本中包括
"G

个产
业#

K

个时段#共
!!K

个观测值%括号里是标准差%

!

$

!!

$和!!!分别表示
!#W

$

KW

和
!W

水平下显著%

五!企业垂直化分工动态变化与产业集聚

!一"估计方法和变量选择

""

这一节#我们通过考察企业规模和产业集聚的协同演进来识别马歇尔外
部性%具体来说#我们验证产业垂直化分工程度是否内生于空间集聚的变化#

即假说
G

%为了验证该假说#我们使用动态面板数据结构%估计方程如下(

#

2'

!

MSe)

"

U

#

"

,

#

#

-

#

!

2'

!

MSe)

"

U

#

"

/

!

-

#

"

>$

U

#

"

/

!

-

#

G

^

U

#

"

/

!

-

;

U

-7

"

-1

U

#

"

# !

V

"

其中
MSe)

U

#

"

表示
"

期产业
U

的企业垂直化程度#

^

U

#

"

表示影响企业垂直化程度
的控制变量#

%

U

和
7

"

分别是产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1

U

#

"

表示扰动项#

#

'

表示参数#

'P!

#

"

#

G

%

#

!

的估计系数一般为负#表明长期均衡状态下企业
垂直化程度趋于收敛%在估计中#我们使用产业的资本使用度作为控制变量%

一般来说#资本使用度较高企业的生产量比较大#其产品的市场范围也会比
较大#因而其会增加企业内部规模经济!

f+.'

C

#

!Q"U

"%另外#在估计中我
们还控制市场化程度对企业垂直化程度演进的影响%

借鉴
Z+2,1:

!

!QQQ

"#本文中我们使用单个企业平均就业人数来表示不
同产业垂直化分工程度#表示为产业的总就业人数除以该产业的所有企业总
数目%单个企业平均就业人数越少#表示企业越依赖于产业间的垂直化分工%

图
V

显示#

!QU#

.

"##K

年间中国制造业的垂直化分工程度变动走向不明显#

但是产业间的差异呈现缩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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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V

"

行业的企业平均规模

!二"估计结果
表

G

中列出了回归结果#其中第!

!

"列不考虑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比例
及其变化#第!

"

"列则考虑所有解释变量%从结果来看#单个企业平均就业
人数滞后一期的影响为负且显著#这表明该动态模型可以有效估计产业垂直
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长期均衡关系%回归结果显示#资本使用程度对产业
垂直化程度的变动具有正且显著的影响#符合

f+.'

C

!

!Q"U

"的假说%根据
表

G

的结果#我们发现空间集聚对产业垂直化分工变动的影响系数为负且统
计上十分显著%这说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产业垂直化分工程度和
经济集聚具有替代关系%该结果验证了假设

G

#即在马歇尔外部性条件下#企
业更愿意通过企业外分工而不是企业内分工来获取规模经济%估计中我们还
发现了市场化程度影响产业垂直化程度变动的证据#即在其他变量控制的情
况下#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比例和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比例的变动对产业垂
直化分工的变动具有负影响#且后者的影响系数在统计上显著%这证明了市
场化改革鼓励企业通过空间集聚而非扩大规模来获取外部经济%

表
G

"

企业规模变动及其决定因素
被解释变量(

#

[+

C

!

MSe)

"

N[M

回归!

$/+::H:1*0&+'A1&

C

%0:

"

!

!

" !

"

"

常数
GB#JU

!!!

!

!"B#V#

"

GB?Q#

!!!

!

QBUV?

"

[]N

!

MSe)

!

!̀

""

#̀BJG"

!!!

!

!GBVU?

"

#̀BJK#

!!!

!

!GB!QJ

"

[]N

!

$LO

!

!̀

""

#B!U?

!!!

!

GBGJ#

"

#B!??

!!!

!

"BJKV

"

>$

!

!̀

"

#̀BUQ#

!!

!

"B##V

"

!̀B#"V

!!

!

"B!V?

"

6]6M])

!

!̀

"

#̀BK!#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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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释变量(

G

[+

C

!

MSe)

"

N[M

回归!

$/+::H:1*0&+'A1&

C

%0:

"

!

!

" !

"

"

<

!

6]6M])

"

#̀BV#!

!!!

!

GB!GG

"

产业固定效应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调整

C

"系数
#BUV# #BUJ?

NHL !BVKJ !BV##

注(

N[M

回归中#我们使用了
X%&01

!

F&(2+

C

.1

"的协方差系数调整结果%样本中包括
"G

个产业#

K

个
时段#共

!!K

个观测值%括号里是标准差%

!

$

!!

$和!!!分别表示
!#W

$

KW

和
!W

水平下显著%

六!结
""

论
本文通过考察

!QU#

.

"##K

年中国省级制造产业数据来识别马歇尔外部
性%我们的数据证实了马歇尔外部性是中国制造业地理上集聚的决定因素%

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考察经济集聚和产业垂直化分工程度的协同演进#发
现集聚程度高的产业其垂直化分工程度也高#从而验证了理论上关于马歇尔
外部性是产业集聚的后果的理论假设%产业内部存在的垂直化分工是规模报
酬递增的媒介#同时也是经济进步的重要来源!

f+.'

C

#

!Q"U

"%这种高度垂
直化的分工提高了产业空间分布的合理性%譬如说#产业内部资源组织的重
要部分就是接近原料$中间商或者接近市场%所以#具有较高专业化的产业
能够将区位优势和这些因素很好地结合起来#推动进一步的产业间分工%本
文还揭示了我国市场化改革对资源空间合理分布的重要性(一方面#市场化
改革能够加速产业活动收敛于空间均衡集聚水平#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使得
单个企业更愿意通过空间集聚而不是扩大自身企业规模获取规模经济%本文
的结论说明市场化改革有利于空间资源分配效率的提高%

本文的结论为我国企业$产业和城市发展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首先#

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愿意通过空间集聚来实现产业间的分工%因此#地方发展
要重视产业间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的意义%个别企业的经济规模对推动产业发
展固然重要#但其只有在与产业内其他企业通过空间集聚构成合理的分工网
络并衍生较强的外部经济时#才能形成一个新的地方化产业%其次#本文发
现市场化机制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就是释放马歇尔外部经济%亚当4斯
密!

!QV"

"提出产业间分工程度的大小取决于市场范围的大小%

\&,

!

"##J

"

的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区域经济增长和工业进步很大程度上和其国内市场一体
化程度提高有很大关系%就我国而言#积极推动市场化改革和国内市场一体
化是实现地区经济进步的重要政策取向%譬如#我们推动跨地区基础设施一
体化#能够减少区际交通成本#提高地区间产业合作和产业结构优化程度#

最终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区域城市群#让不同层次的地区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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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要重视内需市场的开拓%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对地区经济发展来说
同样重要#其扩大都是产业内分工和规模报酬递增的重要来源%

LF1:('FN2(1:H

1/

!

!QQJ

"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推动内需增长和提高国
内市场的潜能可以提升产业分工的精细度#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更大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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