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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产业结构，由于缺乏各城市分行业的总产值和增加值的数据，这里采用分行业的就业人员数量。

② 需要指出的是，下文在提到城市规模时如未特别指出均指其城镇人口规模。

③ 即表示 k 地区 i 行业在本地总就业中的份额与整个 i 行业占全国所有行业总就业的份额之比，其计算公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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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1，2，…，n; k = 1，2，…，N) ，其中，LQk
i 表示 k 地区 i 行业的区位商，Xk

i 表示 k 地区 i 行业的就业指标，n 为行业

数量，N 为地区数量。其含义是: 当LQk
i ＞ 1，意味着 k 地区在 i 行业具有比较优势，而且 LQk

i 越大，表明 k 地区 i 行业专业化程度越高。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比较中国不同规模城市产业发展之间的差异，研究中国城市规模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 采掘和电力行业的竞争力与城市规模之间表现出典型的专业化特征，但多数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城市

规模较小; 制造业整体的竞争力与城市规模之间表现出“倒 U 型”关系，500 万—1000 万人的城市比其他规模的城市

表现出更强的制造业竞争力; 制造业内部多数行业表现出专业化特征，以资源为基础的和中间投入品制造业在规模较

小的城市表现出更强的比较优势，消费品和资本品产业竞争力与城市规模呈“倒 U 型”关系; 服务业整体的竞争力与

城市规模之间表现出微弱的“U 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房地产和文化娱乐业表现出较强的直接层次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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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库森等人( Markusen et al．，2003) ［1］研究发现，对于城市规模与城市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不同的观

点: 一种认为生产力布局与城市体系存在明显的层次对应关系( Hierarchy) ，即城市的经济职能随着城市规模的增

长而增强，如诺耶勒和斯坦贝克( Noyelle ＆ Stanback，1984) 研究发现城市规模的差异决定着城市的产业结构的差

异［2］; 另一种则认为城市体系表现出专业分工的特征，由于比较优势的差异、规模经济、外部性等因素导致形成不

同专业化的城市，如亨德森( Henderson，1974) 研究发现，对于地理特征相同的城市，由于存在产业内部溢出效应

而产生的规模经济，城市产业发展呈现高度的专业化特征( specialization) ［3］。

为了找出中国城市规模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本文收集整理了 330 个地级以上城市常住总人口与产业结构①

的相关数据。通过比较中国不同规模城市产业发展之间的差异，探寻两者之间的一些典型特征，为今后城市化道路

选择和城市生产力的布局提供决策参考。本文首先根据人口规模对 330 个城市进行分类。具体根据其城镇人口规

模②划分成六组，即 50 万人以下、50 万—100 万人、100 万—300 万人、300 万—500 万人、500 万—1000 万人和 1000 万

人以上。区位商是反映某一产业专业化程度的指标，本文将采用区位商的方法来反映不同城市的产业结构特征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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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如果某一地区某一产业区位商大于 1，说明该地区该产业具有相当的比较优势，而且区位商越大，说明

优势越明显，专业化程度越高，反之亦然。在前面对城市规模进行分组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比较不同规模组的城

市的区位商差异来研究中国的城市规模与城市产业结构的关系。如果不同规模组之间城市产业区位商存在明显

差异，而组内差异程度较小，说明组间产业结构存在差异而组内城市间比较相似，即城市规模与产业结构存在稳定的

直接层次对应关系; 反之则说明在该规模组内城市规模与产业结构不存在稳定关系，而是表现出专业化特征。

一、以资源为基础的行业表现出典型的专业化特征，制造业则反映出一定的层次对应关系

表 1 给出了 2010 年不同规模城市非农业产业就业区位商数据。从表中的结果可以看出，不同的行业其发展

状况与城市规模表现出不同的关系特征。

表 1 不同规模城市非农业产业就业区位商( 2010 年)

小于 50 万 50 万 ～ 100 万 100 万 ～ 300 万 300 万 ～ 500 万 500 万 ～ 1 000 万 大于 1 000 万

采矿业 2． 051 2． 384 1． 331 0． 703 0． 243 0． 305

( 2． 230) ( 3． 020) ( 2． 150) ( 1． 020) ( 0． 480) ( 0． 520)

制造业 0． 384 0． 607 0． 917 1． 140 1． 289 1． 024

( 0． 180) ( 0． 260) ( 0． 360) ( 0． 390) ( 0． 560) ( 0． 410)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 838 1． 489 1． 137 0． 862 0． 718 0． 693

( 1． 010) ( 0． 600) ( 0． 570) ( 0． 360) ( 0． 350) ( 0． 350)

建筑业 1． 164 1． 238 1． 172 0． 972 0． 708 0． 666

( 0． 460) ( 0． 510) ( 0． 430) ( 0． 290) ( 0． 300) ( 0． 390)

服务业 1． 283 1． 125 1． 000 0． 935 0． 918 1． 088

( 0． 200) ( 0． 170) ( 0． 180) ( 0． 230) ( 0． 290) ( 0． 210)

注: 括号内的数据为组内城市间区位商的标准差。

( 一) 以资源为基础的行业发展具备比较优势的城市规模普遍偏小，且只有少数城市具备较强的发展优势

从表 1 中不同规模组城市的区位商来看，城市规模越大，以资源为基础的采矿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这两个行业的区位商越小，而且 300 万人以上的地级市这两个行业的区位商都小于 1。50 万人以下地级

市采矿业平均区位商达到 2． 051，而 1 000 万人以上的城市只有 0． 305; 50 万人以下地级市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的平均区位商相当于 1 000 万人以上的城市的三倍。这说明资源型城市必须朝产业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才能发展壮大。另外，从表中各组城市内部区位商的标准差来看，规模较大的城市组内不同城市间区位商差异较

小，说明这些较大的城市在这两个行业普遍缺乏比较优势; 而规模较小的城市组虽然这两个行业的平均区位商较

高，但是组内不同城市间区位商差异很大，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规模较小的城市这两个行业都具有比较优势。这

正好说明了这两个行业具备典型的专业化特征。究其原因，则是由于这两个行业都是以资源为基础的行业，产业

的分布主要取决于各自的资源禀赋优势而非城市规模。

( 二) 制造业整体的竞争力与城市规模之间表现出“倒 U 型”关系

表 1 数据显示 1 000 万人以下的城市分组中，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制造业的优势越明显。其中 500 万 ～ 1 000

万人的城市制造业的区位商最大，接近 1． 3。而对于 1 000 万人以上的城市其区位商则低于 500 万 ～ 1 000 万人和

300 万 ～ 500 万人的城市。“倒 U 型”形态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之间博弈的结果: 一方

面，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本地市场效应等因素带来的规模经济促进制造业的集聚; 另一方面随着城市规模的扩

大，要素成本、环境成本等不断提高，导致制造业开始外迁和扩散。最终这两股力量在一定规模水平城市实现最

优集聚，从而形成了“倒 U 型”形态。另外，还可以发现各城市组内的区位商差异都很小，说明城市规模与区位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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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存在稳定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制造业整体呈现出层次体系的特征①，即城市规模越大，制造业优势越明显。

( 三) 建筑业竞争优势与城市规模呈反向关系

建筑业大致表现为城市规模越小，其竞争优势越大。其中 50 万 ～ 100 万人的城市组建筑业最具竞争优势。

而且可以发现各城市组内的区位商差异都较小，说明建筑业发展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稳定的反向关系。

( 四) 服务业整体竞争力与城市规模之间表现出微弱的“U 型”关系

与前面提到的几个行业不同，不同规模城市之间服务业竞争力差异不是太大，区位商基本都在 1 左右，而且

不同规模组内不同城市的区位商差异也非常小。这些都说明服务业整体发展与城市规模之间不存在非常强的趋

势性关系。不过仔细比较，服务业整体区位商与城市规模之间呈现出微弱的“U 型”形态。50 万人以下的城市服

务业区位商②最高，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大，逐步降低至 500 万 ～ 1 000 万人城市组 0． 92 的最低值，然而 1 000 万人

以上城市又有所提高。换句话说，服务业是这些大类行业中层次对应关系表现得最为稳健的部门。

二、制造业内部表现出专业化特征，500 万—1000 万人的城市表现出更强的竞争力

表 2 对制造业进行了细分，具体测算了不同规模城市 29 个制造业部门各自的区位商。从表 2 的数据可以看

出，不同制造业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差异。

表 2 不同规模城市制造业就业区位商( 2010 年)

小于 50 万 50 万 ～100 万 100 万 ～300 万 300 万 ～500 万 500 万 ～1 000 万 大于 1 000 万 标准差平均值

农副食品加工业 1． 098 1． 479 1． 180 1． 183 0． 604 0． 342 ( 0． 953)

食品制造业 0． 605 0． 813 1． 072 0． 962 0． 854 1． 160 ( 0． 767)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 410 1． 290 1． 229 0． 859 0． 660 0． 630 ( 1． 150)

烟草制品业 0． 139 1． 512 0． 661 1． 510 1． 368 0． 765 ( 2． 488)

纺织业 0． 123 0． 398 1． 062 1． 522 1． 138 0． 352 ( 0． 717)

纺织服装、服饰业 0． 044 0． 240 0． 954 1． 321 1． 225 0． 992 ( 0． 790)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0． 126 0． 123 0． 726 1． 350 2． 176 0． 554 ( 1． 378)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 846 1． 154 1． 420 1． 105 0． 340 0． 204 ( 1． 623)

家具制造业 0． 236 0． 240 0． 824 0． 882 1． 908 1． 136 ( 1． 067)

造纸和纸制品业 0． 340 0． 744 1． 029 1． 064 1． 242 0． 733 ( 0． 805)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0． 272 0． 592 0． 736 1． 052 1． 503 1． 512 ( 0． 887)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0． 000 0． 144 0． 679 1． 107 1． 910 1． 403 ( 1． 382)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1． 594 1． 359 1． 385 0． 702 0． 322 0． 692 ( 2． 08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 000 1． 206 1． 165 1． 005 0． 689 0． 711 ( 0． 807)

医药制造业 0． 364 0． 690 1． 060 1． 101 0． 956 0． 976 ( 0． 828)

化学纤维制造业 0． 037 0． 301 1． 007 1． 302 1． 738 0． 134 ( 1． 215)

橡胶制品业 0． 014 0． 223 0． 877 1． 234 1． 467 1． 076 ( 0． 877)

塑料制品业 0． 091 0． 281 0． 781 1． 154 1． 666 1． 211 ( 0． 84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 030 1． 180 1． 200 1． 025 0． 743 0． 505 ( 0． 825)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 046 1． 656 1． 076 1． 252 0． 640 0． 456 ( 1． 913)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 844 1． 825 1． 107 1． 043 0． 702 0． 359 ( 1． 767)

金属制品业 0． 115 0． 284 0． 924 1． 126 1． 382 1． 125 ( 0． 810)

通用设备制造业 0． 053 0． 381 0． 838 1． 432 1． 365 0． 964 ( 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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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只是一个结果特征，并不能说明城市规模和产业发展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里的区位商只计算了非农业就业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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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小于 50 万 50 万 ～ 100 万 100 万 ～ 300 万300 万 ～ 500 万500 万 ～ 1 000 万大于 1 000 万 标准差平均值

专用设备制造业 0． 127 0． 291 0． 880 1． 275 1． 295 1． 179 ( 0． 528)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 065 0． 449 0． 759 1． 314 1． 136 1． 658 ( 0． 84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0． 029 0． 224 0． 759 0． 896 2． 028 1． 217 ( 0． 787)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 008 0． 147 0． 492 0． 728 2． 083 2． 343 ( 1． 187)

仪器仪表制造业 0． 015 0． 147 0． 604 1． 006 2． 040 1． 627 ( 0． 855)

其他制造业 0． 168 0． 393 0． 939 1． 625 0． 886 0． 955 ( 0． 988)

注: 括号内的数据为组内城市间区位商的标准差平均值。

( 一) 在以资源为基础的和中间投入品制造业方面表现出比较优势的城市规模相对较小

从表 2 的测算结果来看，规模较小的城市在许多以资源为基础的和中间投入品制造业方面区位商大幅高于

规模较大的城市。其中，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这 3 个行业中，50 万人以下的城市平均区位商最高; 农副食品加工业、烟草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4 个行业，50 万 ～ 100 万人的城市组拥有最高的平均区位商。这一类制造业由于受

制于资源的约束，大多分布在资源富集地区或者是更容易获取这些资源的地区①。同时由于这些制成品大多属于

初级制成品，因而上下游产业联系较弱，往往很难发挥制造业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作用，带动上下游产业

的发展，进而很难推动城市整体产业发展和城市的成长。

( 二) 消费品和资本品产业竞争优势大多与城市规模呈“倒 U 型”关系

从表 2 的数据来看，大多数消费品和资本品产业部门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其平均区位商不断提高，但是当

城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区位商又出现了降低的态势。不过有 3 个行业的区位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不断

提高，这 3 个行业分别是食品制造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和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其中食品制

造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则可能是由于城市规模越大，越容易形成“本地市场效应”，另外两个行业大多要求较短

的运输时间和交易时间，这也决定着其必须与需求市场联系更加紧密。而对于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可能的原

因是由于其属于高技术产业，因而对高素质的劳动力需求较多，而这些劳动力更趋向于生活在规模较大的城市。

( 三) 制造业内部多数行业表现出随机的专业化特征

表 2 中还给出了各行业不同规模城市组标准差的平均值。从表 2 的数据来看，标准差平均值最低的也达到

了 0． 528，最高则已超过 2． 0。相对较高的标准差说明制造业分行业的区位商与城市人口规模之间关系并不稳

健，并非具有同样规模的城市会表现出同样的制造业分行业结构特征，也就是说制造业内部多数行业表现出随机

专业化的特征。

( 四) 500 万 ～ 1000 万人的城市比其他规模的城市表现出更强的制造业竞争力

计算不同规模城市组拥有最高区位商的行业数量。可以发现，与其他规模的城市组相比，500 万 ～ 1 000 万人

的城市组拥有最高区位商的行业数量最多。全部 29 个行业中，500 万 ～ 1 000 万人的城市组有 11 个行业拥有最

高的区位商。这说明 500 万 ～ 1 000 万人的城市比其他规模的城市表现出更强的制造业竞争力，城市的发展也更

有活力。另外也可以看出，100 万 ～ 300 万人的城市在制造业的发展方面专业化程度较低，只有 2 个行业拥有最

高的区位商。仔细比较还可以发现，这两个行业的区位商虽然高于其他城市组，但是差异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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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如沿海的港口城市，其获取进口矿石的成本明显低于内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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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业内不同行业与城市规模表现出差异化的特征

表 3 给出了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不同规模城市组的区位商。从各行业区位商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来看，

不同服务业的发展与城市规模也表现出差异化的特征。

表 3 不同规模城市服务业就业区位商( 2010 年)

小于 50 万 50 万 ～100 万 100 万 ～300 万 300 万 ～500 万 500 万 ～1 000 万 大于 1 000 万 标准差平均值

仓储和邮政业 1． 323 1． 216 1． 072 0． 925 0． 777 0． 978 ( 0． 333)

交通运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0． 933 0． 872 0． 767 0． 901 1． 092 1． 901 ( 0． 455)

信息传输、批发和零售业 0． 928 0． 980 1． 007 0． 992 0． 993 1． 019 ( 0． 210)

住宿和餐饮业 1． 525 1． 191 1． 042 0． 839 0． 899 1． 033 ( 0． 352)

金融业 1． 048 0． 978 0． 892 0． 961 1． 042 1． 375 ( 0． 345)

房地产业 0． 741 0． 592 0． 684 0． 887 1． 285 2． 147 ( 0． 52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 049 0． 757 0． 712 0． 826 1． 091 2． 252 ( 0． 587)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 0． 971 0． 666 0． 609 0． 893 1． 292 2． 312 ( 0． 835)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 811 1． 156 0． 880 0． 897 1． 012 1． 344 ( 0． 503)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1． 004 1． 166 1． 054 0． 956 0． 871 0． 944 ( 0． 310)

教育 1． 647 1． 434 1． 059 0． 929 0． 798 0． 820 ( 0． 425)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 464 1． 267 1． 062 0． 947 0． 793 0． 914 ( 0． 365)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 276 0． 872 0． 803 0． 950 1． 088 1． 672 ( 0． 522)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2． 391 1． 538 1． 059 0． 876 0． 749 0． 802 ( 0． 693)

( 一) 规模较大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和部分生活类服务业竞争力普遍较高

从表 3 的结果来看，交通运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信息传输、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等生产型服务业最高的区位商都出现在人口规模最高的 1000 万人以上城市

组，而且大多呈现出随城市规模递增的趋势。表 3 还给出了不同行业不同城市组内区位商的标准差平均值，可以

看出除了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的标准差较高外，其他生产性服务业的标准差较小。这意味着生产性

服务业的布局与城市规模之间表现出很强的对应关系，规模较大的城市服务更大的市场。这一结论与埃斯帕扎

和坎门坷( Esparza ＆ Krmenec，1996) ［4］的研究结论非常吻合。另外，生活类服务业中房地产业，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两大行业也表现出较强的层次对应关系，规模较大的城市拥有较高的竞争力。

( 二) 与其他城市组相比，50 万人以下的城市组主要发展生活类和公共服务类服务业

表 3 中的数据还显示 50 万人以下的城市组在住宿和餐饮业，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公共服务业方面拥有高于其他规模城市组的平均区位商。之所

以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这些生活类和公共服务类行业大多不可贸易，只能由本地市场提供; 另一方面由

于这些城市规模较小，在发展其他可贸易程度较高的服务业方面难以形成本地市场效应( 规模效应) 。换句话说，

这些城市其他服务业产业发展较为不足，而这些生活和公共服务类服务业占据了城市经济的主体。

四、结论及启示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发现: ( 1) 从大的行业来看，采掘和电力行业的竞争力与城市规模之间表现出典型的专

业化特征，且多数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城市规模较小; ( 2 ) 制造业整体竞争力与城市规模之间呈现“倒 U 型”关

系，表现出一定的层次对应关系，500 万 ～ 1000 万人的城市比其他规模的城市表现出更强的制造业竞争力; ( 3)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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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内部多数行业表现出专业化特征，以资源为基础的和中间投入品制造业在规模较小的城市表现出更强的比

较优势，消费品和资本品产业竞争力大多与城市规模呈“倒 U 型”关系; ( 4) 服务业整体的竞争力与城市规模之间

表现出微弱的“U 型”形态，生产性服务业、房地产和文化娱乐业表现出较强的层次对应关系，规模较小的城市则

主要发展生活类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中国产业发展与城市规模之间关系的这些典型特征与国际经验比较吻合，这说明城市产

业发展与城市规模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共同的规律。今后中国城市生产力布局应该顺应这一规律。对于那些与城

市规模存在层次对应关系的产业，则需要通过消除市场壁垒，引导要素特别是人口的自由流动来促进这些产业的

合理布局; 对于那些具备专业化特征的产业，需要顺应当地的比较优势，改善当地的市场环境来促进产业的专业

化集聚。对于资源型城市来说，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更应注重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及早培育非资源类产业发展的

基础条件; 对于超大城市来说，应该利用好自身信息、人才的集聚优势，着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而不是过多地强

调制造业的发展; 对中等城市来说，应该注重改善市场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吸引制造业的集聚和发展; 对于较小

的城市来说，则应该发展具备自身特色优势的产业和具有本地化特征的服务业和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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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Industrial Composition and Sizes of Cities
HE Jianwu

( Development Ｒ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Beijing 100010)

Abstract: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 of industrial composition between cities of China with different sizes，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zes of city and industrial composi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 1) some of small cities

reveal highly specialization on industries of mining and power generation; ( 2) there exists“inverted U-shaped”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of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the city size and the cities with 500 － 1，000 million

population have higher competitiveness than other cities; ( 3 ) specialization can be found for mos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small cities have higher competitiveness of resource-based and intermediate industries than big cities; ( 4)

however，there is an“inverted U-shaped”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ze of cities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manufacturing

of consumer goods and capital goods; ( 5) there is a weak“U-type”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ze of cities and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of service sector，while producer services，real estate and entertainment service reveal apparent hierarchy

by urban size．

Keywords: size of city; industrial composition; hierarchy spec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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