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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

产业专业化、多样化对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影响

邬 丽 萍
（广西大学 商学院，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４）＊

摘　要：产业专业化、多样化分工与分工交易经济是研究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路径。已有研究往往

忽略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功能定位，鉴此，构建专业化与多样化分工要素的城

市经济增长模型，结果表明，以广西北部湾城市群为研究进行实证对象能更好地解释产业专业化与多样化对

城市群及其内部各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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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专业化、多样化分工与分工交易经济是城

市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专业化还是多样性分

工更有利于 区 域 经 济 增 长 是 学 者 们 长 期 关 注 的 问

题。实证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因而对这一问题的

争论一直存在。本文拟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城市功能定位差异等因素加入对这一问题的分析，
以求得出有益的结论。

　　一、产业专业化、多样化分工与城市群形成发展

　　城市群是区域内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

空间上高度密集，经济社会紧密联系的复杂空间组

织形式，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集聚。从产业经济学

的视角看，城市群内各城市依据自身优势条件进行

产业分工与交易，形成由具有专业化或多样化特色

的城市组成的城市体系。与一般城市体系不同，城

市群的结构特征不表现为等级结构，而呈现为明显

的扁平化、网络化特征。各城市相互之间不仅纵向

联系，还有密切的横向联系。城市群内的城市是密

集而又相互 作 用 的 具 有 产 业 结 构 差 异 的 异 质 性 城

市，具有不同 的 产 业 专 业 化 与 多 样 性 特 征，彼 此 竞

争、分工与协作，为企业发展创造环境，并推动城市

群的创新、增长与发展演化。城市群是一种交易规

制结构，是介于市场交易与一体化组织之间的一种

中间性网 络 产 业 组 织。与 市 场 组 织 和 层 级 组 织 相

比，网络组织具有很强的合作性和较强的竞争性，它
比市场组织稳定，比层级组织灵活，相对有效克服市

场失灵和内部组织失灵，使城市群内的企业可以获

得群外企业所没有的竞争优势。
梳理各相关理论对产业分工与城市发展的研究

成果有如下主要观点：经济学认为，经济事物的演化

在于分工的深化，分工和专业化的增进是探讨近现

代经济发展原因的一条主线索；新古典经济学认为，
城市的形成演化是向心力与离心力长期均衡运动的

结果，向心力源于产业分工导致的地方化经济与城

市化经济；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经济与交易费

用的矛盾冲突是城市产生的根本原因（Ｙａｎｇ，１９９１；
杨小凯，１９９８）；新增长理论认为，长期来看城市群持

续发展的源泉在于知识技术等内生因素，而知识技

术的创新则内生化于产业专业化与多样性分工。多

样性对新的、创新的产业部门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具

有相似产业 专 业 化 积 累 对 成 熟 产 业 则 显 得 更 为 重

要；演化经济学认为，多样性推动着系统的演化，通

过演化、选择和创新，多样性成为系统长期稳定甚至

生存的关键 #$%；投资组合理论认为，多样性有助于减

少区域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衰退的风险［２］。
综上，产业专业化、多样化分工与分工交易经济

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城市群发展，产

业专业化、多样化分工与交易为当前经济学研究普

遍关注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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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产业 专 业 化、多 样 化 对 城 市 群 经 济 增 长 的

影响

　　区域产业专业化与多样化分工各有优劣，其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如何，专业化还是多样化更有

利于区域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专

业化和多样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争论聚焦于集聚经

济外部性的来源，即何种外部性占据主导地位。外

部性可以分为静态外部性和动态外部性。在静态外

部性方面，产业专业化可获取外部规模经济，处在同

一行业的企业可共享资源、信息和知识等来节约成

本，提高生产效率。同一行业的企业集聚在一起可

以专业化协作，共享专业化技术的劳动力市场，形成

一个专业化的中间产品供应市场，还可以共享某种

共同设施。产业多样化也可以获得静态外部经济，
多种产业和多样化要素的集聚可增加物质资本、人

力资本、技术等要素与企业配对的机会，从而减少要

素供求双方的搜寻成本（陆立军，２００９）。多种产业

集聚可以共享某些中间投入品，中间投入品的种类，
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在动态外部性（主要由企业之

间知识和技术溢出所带来外部性）方面，产业专业化

有利于形成 ＭＡＲ外 部 性，产 业 多 样 化 有 利 于 形 成

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如 果 ＭＡＲ外 部 性 占 主 导，那 么 区

域经济应该 专 业 化；反 之 若Ｊａｃｏｂｓ外 部 性 占 主 导，
那么区域经济应该多样化。

专业化的优势很早就被关注，其对生产效率的

提升作用也受到普遍的认同。然而理论界长期以来

对专业化分 工 的 收 益 过 分 强 调，而 淡 化 了 其 弊 端。
专业化的弊端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过度专业化可能

导致区域经济不稳定，容易因支柱产业外迁或生产

周期进入衰退期而导致整个区域经济的严重波动甚

至衰退；二是过于单一的产业结构很有可能导致区

域经济被“锁定”，难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Ｍａｒｔｉｎ
ａｎｄ　Ｓｕｎｌｅｙ，２００６），也难以寻找到新的发展方向，因
此最 终 难 以 保 持 经 济 的 持 续 增 长。Ｅｓｓｌｅｔｚｂｉｃｈｌｅｒ
（２００４）认为缺乏产业多样性可能会降低区域经济转

型的能力。可见，虽然专业化可以使得区域在短期

内获益，但是却不利于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学

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多样性的收益，Ｓｉｍｔｈ（１９９０）的研

究表明产 业 多 样 性 与 经 济 增 长 率 正 相 关。Ｂｅｒｎａｒｄ
ａｎｄ　Ｇｉａｎｎａ（２００３）发 现 在 区 域 经 济 空 间 相 关 下，产

业多样性与经济稳定和增长显著正相关。Ｆｒｅｎｋ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认为产业多样性也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

重要源泉。

专业化和多样化在城市增长中作用的实证研究

表明，专业化和多样化对城市增长的作用并不相同，
有时甚 至 是 相 反 的 结 论。Ｍｏｏｍａｗ（１９８１）的 研 究

证实，多样化的效应比较低，人口每增加一倍时仅为

２．７％。Ｎａｋａｍｕｒａ（１９８５）通过对日本的研究发现，
专业化的效应比多样化大，人口每增加一倍时分别

增加４．５％和３．４％。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６）对美国和

巴西的研究也显示，专业化的效应比较显著，而多样

化不显著。Ｔａｂｕｃｈｉ（１９８６）对日本的研究与 Ｎａｋａ－
ｍｕｒａ（１９８５）的相反，没有明显的专业化效应，而多

样 化 则 较 明 显，为 人 口 每 增 加 一 倍 生 产 率 提 高

４．５％。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和Ｓｔｒａｎｇｅ（２００３）考虑到了集聚

经济的地理 范 围，发 现 了 专 业 化 效 应 的 强 烈 证 据。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３）也发现专业化效应最强。许多国

内学者也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薄文广（２００７）研究表

明多样化程度与产业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非线性关

系，当多样化程度较低时，多样化不利于产业增长，
而当多样化水平较高时，多样化则会促进产业增长。
石灵云和刘修岩（２００８）基于２００３年我国四位数行

业制造业数据，实证分析专业化和多样化对劳动生

产率的效率，结果表明专业化和多样化都能促进劳

动生 产 率 的 提 高。贺 灿 飞 和 潘 峰 华（２００９）利 用

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５年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两位数制造

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动态外部性和我国城市

产业增长存在非线性关系，产业专业化和本地竞争

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产业增长，但是当专业化和竞

争超过一定水平之后将不利于产业增长；相反，多样

化程度只有 达 到 较 高 水 平 之 后 才 会 显 著 促 进 产 业

增长。
总的来说，已有的实证研究偏重于从产业层面

研究产业专业化与多样化分工对产业增长的作用，
忽略了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与产业分工层次的

不同，往往力图得到专业化与多样化分工对产业增

长效应的统一结论，而最终又陷入争论。事实上，由
于各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各异，产业

专业化与多样性分工的实际效应并不一致。本文拟

从城市群区域与城市的层面，设计了一个加入产业

分工要素的区域经济增长函数，选择欠发达地区的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进行实证分析，分析产业

专业化与多样性分工对城市群及各城市经济增长的

效应，以求为城市群区域及其内部各城市产业发展

战略提供依据。

三、实证分析

１．研究对象、时间范围与产业选择。本文研究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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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是广西北部湾城市群，包括南宁、北海、钦州、防
城港、玉林和崇左六个城市。由于崇左市２００２年才

建市，考虑到其它城市产业分工的较快发展也是近

几年才开始，因而研究的时间为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
本文研究的产业选择是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２００２年以来的分类方法，包括农林牧渔业，采掘

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建筑业，交

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

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

业，租赁和商 业 服 务 业 科 研、技 术 服 务 和 地 质 勘 查

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它

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业，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１９个行业。

２．模型设计。亨德森将城市视为一个整体，以

Ｃ－Ｄ函数 为 基 础，加 入 产 业 专 业 化 与 多 样 化 因 素

得到城市产出函数：

Ｙｉ，ｔ ＝Ａｉ，ｔＫαｉ，ｔＬβｉ，ｔｆ（ＩＳｉ，ｔ）ｇ（ＩＤｉ，ｔ） （１）
式中，ｉ代表特定城市，ｔ为时间，Ｙ 为总产出，Ｌ

为劳动投入，Ｋ 为资本投入，α和β分别为资本和劳

动的产出弹性，ｆ（ＩＳｉ，ｔ）和ｇ（ＩＤｉ，ｔ）分别表示城市产

业专业化、多样化对产出的影响。
城市产业专业化、多样化的测度目前主要有三

种思路：一是用产业分类来衡量专业化、多样化。产

业专业化的研究指标主要有区位熵、赫尔芬达 — 赫

希 曼 指 数。产 业 多 样 化 的 衡 量 方 法 主 要 有：

Ｇｌａｅｓｅｒ（１９９２）使用地方就业量前五产业占总就业

量的比重，Ｆｅｌｄｍａｎ和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１９９９）［４］用最低数

值的区 位 熵，Ｖａｎ　Ｏｏｒｔ（２００２）、Ｐａｃｉ和 Ｕｓａｉ（１９９９）
运用基尼系数的倒数，Ｄｕｒａｎｔｏｎ和Ｐｕｇａ（２０００）［５］用

相对多样性指数；第二种思路是利用耗散结构理论

中的“熵”来构造衡量产业专业性和多样化的指标，
包括集中指数、熵多样化指数、Ｇｉｂｂｓ－Ｍａｒｔｉｎ多样化

指数、相对熵指数等（Ａｔｔａｒａｎ和Ｚｗｉｃｋ，１９８７）；第三

种思路是从经济活动的技术联系着手，依据国际专

利分类标准，用专利分类来衡量城市和区域的产业

专业性、多样化程度。
考虑到计算结果的可比性和现实解释能力，以

及资 料 的 可 得 性，本 文 采 用 相 对 专 业 化 指 数

ＲＳＩ（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和相对多样化指

数ＲＤＩ（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相对专业化

指数ＲＳＩ为特定城市各产业区位熵最大者；相对多

样化指数ＲＤＩ则 表 示 特 定 城 市 各 产 业 比 重 与 全 国

相应产业比重的差的绝对值之和的倒数。其计算公

式分别为：

ＲＳＩｉ＝Ｍａｘ
ｊ
（Ｓｉｊ
Ｓｊ
） （２）

ＲＤＩｉ＝ １

∑
ｊ
Ｓｉｊ－Ｓｊ

（３）

其中：Ｓｊ表示ｊ产业经济指标占全国的份额，Ｓｉｊ
表示城市ｉ产业ｊ经济指标所占份额。

为分析广西北部湾城市群及内部各城市具体专

业性产业，本文还通过计算区位熵对城市群和内部

各城市的专业性大类产业进行了测算分析。
本文以式（１）为 基 础 推 导 城 市 产 业 专 业 化、多

样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将式（１）两边取对数，
并以相对专业化指数与相对多样化指数作为反映城

市产业专业化、多样化影响的自变量，得：

ｌｎＹｉ，ｔ ＝ｌｎ　Ａｉ，ｔ＋αｌｎ　Ｋｉ，ｔ＋βｌｎ　Ｌｉ，ｔ＋
　ｃ１ＲＳＩｉ，ｔ＋ｃ２ＲＤＩｉ，ｔ＋εｉ，ｔ （４）
式中，ＲＳＩ和ＲＤＩ分别为相对产业专业化指数

与相对产业多样化指数。

３．数据来源。实证分析中，总产出Ｙ 用经可比

价调整的ＧＤＰ，劳动投入Ｌ用城镇从业人员数。资

本投入Ｋ 用资 本 存 量，其 估 算 方 法 为 永 续 盘 存 法，
估算公式为：

Ｋｔ＝Ｋｔ－１（１－δｔ）＋Ｉｔ （５）
式中：Ｋ 为 资 本 存 量；ｔ为 时 间；δ为 经 济 折 旧

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各
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估算，取６％较为合理；Ｉ为经固

定资产投资可比价格指数调整后的各年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额；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永续盘存的起始

时间取１９９５年①，对 数 据 进 行 了 区 域 变 动 的 调 整。
本文研究没有考虑存货的资本形成，主要因为存货

在定义上很大部分并不属于投资的范畴，而且存货

数据波动较大，折旧率也难以确定，因而不将其纳入

当年投资。根据式（２）、式（３）得到广西北部湾城市

群及各城市相对产业专业化指数和多样化指数（见

表１）。所有数据来 源 于《中 国 统 计 年 鉴》、《中 国 城

市统计年 鉴》、《中 国 工 业 统 计 年 鉴》、《广 西 统 计 年

鉴》各年，以及北部湾各城市统计年鉴各年。

４．实证分析结果。（１）如表２所示，调整后的

Ｒ２ 数值均在０．９８以上，表明模型拟合优度很好，具

有很好的解释能力，能解释广西北部湾城市群及内

部各城市经 济 总 量 变 动 的９８％以 上。回 归 估 计 标

准误差、Ｆ统计量、ｔ统计量数值表现优异，表明模型

回归结果理想，可用于分析和预测。（２）从广西北部

湾城市群整体来看，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

正 效应，资本弹性系数为０．４５０９；城镇从业人员增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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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广西北部湾城市群相对产业专业化指数与多样化指数

地区

年份

相对产业专业化指数 相对产业多样化指数

北部湾 南宁 北海 钦州 防城港 玉林 崇左 北部湾 南宁 北海 钦州 防城港 玉林 崇左

２００３　 １．５５　 １．５４　 ２．３７　 ２．３６　 ２．２３　 １．５１　 ４．００　 ３．４６　 ５．４　 ５．２　 ３．４８　 １．９８　 ４．２１　 ３．１３
２００４　 １．５６　 １．５４　 ２．４５　 ２．８３　 ２．１０　 １．４０　 ３．２１　 ３．１７　 ６．５　 ５．０１　 ３．８９　 １．９８　 ４．０６　 ３．２５
２００５　 １．７４　 １．５４　 ２．２３　 ２．６２　 ２．３８　 １．４１　 ４．１２　 ２．９５　 ５．８５　 ５．８２　 ３．８５　 １．９６　 ４．２１　 ２．９８
２００６　 １．８６　 １．５４　 ２．４８　 ２．４９　 ２．１７　 １．４１　 ４．１１　 ２．８７　 ５．８１　 ６．２５　 ３．５１　 ２．１３　 ４．７３　 ３．０３
２００７　 １．９９　 １．５４　 ２．８５　 ２．３７　 ２．７８　 １．４０　 ３．９３　 ２．９１　 ５．８６　 ５．１３　 ３．７６　 １．９５　 ４．８２　 ３．１３
２００８　 １．８７　 １．５８　 ３．５７　 １．８８　 ２．８５　 １．４１　 ４．０７　 ２．９８　 ５．２８　 ４．８９　 ３．４２　 ２．１３　 ３．９５　 ２．８２
２００９　 １．５７　 １．５４　 ３．４６　 １．６２　 ３．１０　 １．４１　 ４．１３　 ３．３４　 ５．３１　 ５．２５　 ３．１４　 ２．０５　 ３．９７　 ２．７７

加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影 响 显 著 为 负，弹 性 系 数 为

－０．３８４。产业专业化与多样化对经济增长 的 影 响

均为正，但产业专业化的效应较微弱，回归系数仅为

０．０６１９，产业多样化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效应，回归

系数达０．３６８２。（３）从 城 市 群 内 部 各 城 市 来 看，所

有城市资本投入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的影响，表

明各城市不同程度资本短缺，加大资本投入对经济

增长有较大拉动作用。南宁和崇左的资本弹性系数

最高，分别达０．３４３０和０．４５８３，资本 投 入 对 经 济 增

长拉动作用最强；城镇从业人员增加对经济增长作

用相对较弱，防城港市劳动投入即城镇从业人员对

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最大，为０．２３８７，其次是北海、
南宁，弹性系数分别为０．１７４７和０．１１６４，城镇从业

人员增加对经济增长有较大推动作用。城镇从业人

员变动对玉林市经济增长仅有微弱的正向影响，钦

州和崇左城镇从业人员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显

著为负。（４）产业专业化与多样化分工对各城市经

济增长的影响为：南宁和玉林产业相对专业化指数

变量的回归系数较大，均大于１，表明这两个城市产

业专业化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效应。防城港和北

海产业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较为显著，
崇左市产业专业化对经济增长仅有微弱促进作用，
钦州产业专业化对经济增长则有较大的负效应；产

业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普遍较弱，南宁、北海和

玉林产业多 样 化 对 经 济 增 长 均 表 现 为 微 弱 的 副 效

应，钦州、崇左表现为弱的正效应。防城港市的产业

多样化对经济增长则表现出强的正效应。

表２　北部湾城市群产业专业化、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指标 广西北部湾
城市群 南宁 北海 钦州 防城港 玉林 崇左

Ｌｎ（Ｋ） ０．４５０９
（１０．１１９５）

０．３４３０
（１０．４３５７）

０．１８９０
（４．２１６１）

０．２４１３
（１３．０９１５）

０．１７７６
（２．８５２７）

０．２７９０
（１１．８９０４）

０．４５８３
（１１．２３７３）

Ｌｎ（Ｌ） －０．３８４０
（－２．８９１８）

０．１１６４
（２．７１６８）

０．１７４７
（２．５３６１）

－０．１２４４
（－２．２６８７）

０．２３８７
（２．０３４９）

０．０７８６
（１．８９３９）

－０．１４６０
（－２．３０４１）

ＲＳＩ　 ０．０６１９
（２．４５７４）

１．１４３２
（２．８３８３）

０．１４０３
（２．８３７６）

－０．２６８７
（－３．９００１）

０．４０７２
（３．４４７９）

１．０１６５
（２．２６３７）

０．０７８８
（２．１９７７）

ＲＤＩ　 ０．３６８２
（５．０７６７）

－０．０９３６
（－２．１４６７）

－０．０１２４
（－２．２７８１）

０．０６９５
（２．７９１１）

０．８３０３
（２．６４３６）

－０．０３３４
（－２．８７００）

０．１０８９
（２．５７６６）

常数项 ８．１２４４
（５．１７０８）

１．４２２５
（２．５１４９）

１．８２９６
（２．４９２９）

５．８３６３
（８．００４）

－１．５８２０
（－２．１５９５）

１．９２０９
（１．８３４５）

３．６２９２
（２．１９８１）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９９５７　 ０．９８７７　 ０．９８０４　 ０．９９３３　 ０．９９００　 ０．９８８７　 ０．９８５９
回归估计标准误差 ０．０１９２　 ０．０３４７　 ０．０３１１　 ０．０２２０　 ０．０３７６　 ０．０２８８　 ０．０３４８

Ｆ统计量 ３４４．６４８　 １２１．０７１９　 ７５．９９８　 ２２２．５７８７　 １５０．２１６９　 １３２．６０３７　 １０５．８６６４

四、结论与启示

加入产业 分 工 因 素 的Ｃ－Ｄ函 数 能 较 好 地 解 释

地区经济增长中产业分工的影响。相对产业专业化

与多样化指数对于地区产业分工的专业化与多样化

特征的测度是有效的。

城市群是专业化与多样化城市组成的网络化城

市体系，是介于市场交易与一体化组织之间的中间

性网络产业组织，具有较强的合作性、竞争性，为群

内企业提供独有的竞争优势。产业分工是城市群形

成演化的主导力量，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实质就是一

个由产业间水平分工到产业间垂直分工再到产业内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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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分工的不断深化的过程。欠发达地区城市群处

于形成初期，产业分工还停留在产业间水平分工阶

段，城市间产业联动较弱。
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因而产业分工特点

不同。通常在城市发展的初级阶段，专业化与多样

化产业均处于较低的层次，总体呈现出专业化水平

较低，多样化水平相对较高的情形。随着城市经济

发展水平的提升，专业化水平逐步提高而多样化水

平相对下降；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多样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最终实现更高层次的专业化

与多样化产业分工。区域产业分工初级阶段相对较

高的多样化水平是由于专业化的缺乏，而高级阶段

相对较高的 多 样 化 水 平 则 是 由 于 多 种 专 业 化 的 并

存。城市发展过程中产业分工遵循“低层次多样化、
专业化 缺 乏———专 业 化 水 平 上 升———高 层 次 多 样

化、多种高水平专业化并存”的发展路径。
欠发达地区产业分工处于较低层次，基于自身

禀赋优势发展具有特色和竞争力的专业化产业并向

优势产业转变显得尤为重要，低层次的多样化分工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微弱，不少地区甚至是负效应。
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专业化与多样化分工特点与

城市经济规模及其在城市群中的地位有关。城市群

内部呈现出ＧＤＰ越大，产业专业化水平越低而多样

化程度相对较高的特点，城市群中心城市通常具有

最高多样化和相对较低的专业化水平。

注释：
① 由于广西 北 部 湾 各 城 市 发 展 起 步 较 晚，永 续 盘 存 起 始 时 间 取

１９９５年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崇左市２００２年才建市，起始时间为

２００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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