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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互动与城市群产业结构分析
———基于珠三角城市群的实证研究

赵 祥
*

摘 要: 作者利用动态空间偏离 /份额模型对珠三角城市群的实证研究发现: 在 2001 － 2013 年

间，珠三角城市群城市间经济互动显著增强，但其空间格局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珠三角城市群大部分

城市都形成了正向的产业结构效应，除了广州和深圳以外，各市在第二产业发展上具有较大的优势，

弥补了第一、第三产业的劣势。珠三角城市群内多数城市未形成空间竞争力净效应和空间区位效应，

尚不能充分利用其他城市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城市群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水平有待提高，经济发展

的空间结构调整有待深化。基于上述发现的政策建议是推进珠三角城市群内部的专业化分工和产业

空间结构调整，构建错位发展、高效互动的产业协同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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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市群是特定区域内众多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形成的空间关联型态，城市群内广泛存

在的双向或多向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构成了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即城市

间的经济互动，这种经济互动对城市群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影响。城市群产业结构不是群内各

城市产业部门的简单加总，而是各城市在经济互动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区域专业化分工的结果，

各城市专业化于自身具有综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使得城市群的产业协作和结构优化效应得到充

分的发挥，从而提高城市群整体产业结构的效率。对此，城市经济学经典文献指出，外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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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是城市产业分工的原因。外部经济有两种: 一是源于行业内部的专业化经济，二是源于行

业间的多样化经济 ( Speciality Economicy ) ，不同类型外部经济对产业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并

导致了城市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大城市的多样化经济 ( Diversity Economics) 对于新产业孵化和

技术创新更有利，而当企业孵化成功后，中小城市专业化经济更有利于进行标准化的批量制造

和生产 ( Abdel － Ｒahman，1990; Eberts and McMillien，1999; Duranton and Puga，2000) 。上述

城市之间的产业分工和互动对实现城市体系的总体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各个城市

通过在某些产品和价值链环节上实现专业化，可以充分利用外部经济的好处，从而提高生产效

率; 另一方面，城市之间的产业分工也有助于维持城市体系的持续增长，这是因为无论是创新

和标准化制造之间的分工，还是企业总部与生产基地之间的分工，都使得大小城市各自的综合

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从而提高了城市体系的整体效率 ( Abdel － Ｒahman and Anas，

2004; Duranton and Puga，2005) 。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

中原经济区和成渝经济区等多个具有较大经济规模的城市群，并且伴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

速推进，城市群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城市群产业结构优化对区

域增长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正越来越多地引起理论界的研究关注。现有文献从产业空间分布、

产业分工、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演进等视角对此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李学鑫等 ( 2006) 、傅莹

等 ( 2009) 、方创琳等 ( 2008) 、刘振灵 ( 2009 ) 、何天祥等 ( 2012 ) 、万庆等 ( 2013 ) 、罗浩等

( 2015) 等人的研究，而从城市经济互动视角研究城市群产业结构的文献还比较少，特别是还没

有专门针对珠三角城市群的研究。鉴于此，本文从城市经济互动的视角出发，对传统的空间偏

离 /份额模型进行适当的调整，分析城市群内部空间与经济因素对各成员城市产业发展的影响，

探讨城市群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与路径。

二、研究方法、对象与数据来源

( 一) 研究方法

偏离 /份额分析法 ( Shift － share Analysis) 是常用的研究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评价的统

计方法，其基本思想是，以一定时期内全国或大区域国内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或工业总产

值的年增长率为基准，测算某一地区按照全国或大区域平均增长率可能形成的假定份额，并将

这一假定份额同地区实际增长额进行比较，分析该地区经济增长相对于全国或大区域平均水平

的偏离状态，并进而在此基础上对地区产业结构进行分析与评价 ( Dunn，1960 ) 。尽管偏离 /份

额分析方法提出的目的是要量化区域经济增长在地理上的变化，但它实际上并没有考虑区域之

间的空间相互作用 ( Hewings，1976) 。为此，Nazara and Hewings ( 2004) 将空间相互作用因素

纳入到偏离 /份额分析中，首次提出了空间偏离 /份额模型 ( Spatial Shift － share Model) 。此后，

Zaccomer ( 2006) ，Mayor and LóPez ( 2005; 2008) 对该空间偏离 /份额模型进行了拓展并用于

实证研究。在 Mayor and LóPez 所构建的空间偏离 /份额模型中，他们将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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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分量划分为结构偏离分量、空间竞争力净偏离分量和空间区位偏离分量。借鉴他们的做法，

我们还考虑城市间互动强度的动态变化，对他们的空间偏离 /份额模型进一步拓展，构建本文的

实证分析模型。具体如式 ( 1) － ( 5) :

Gi
t = NFi

t + SFi
t + SCFi

t + SLFi
t ( 1)

NFi
t = ∑

k

j = 1
Qi

j，t0gt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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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

k

j = 1
Qi

j，t0 ( gj，t － gt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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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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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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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0 ) ( gi

j，t － gj，t ) ( 5)

在式 ( 1) 中，Gi
t 表示城市 i 在 t 时期内的经济增长量; NFi

t 表示份额分量，是指城市 i 的所

有产业在 t 时期内均按照整个城市群的平均经济增长率 gt 计算所应增加的产值总和; SFi
t 表示产

业结构偏离分量，是指城市 i 的所有产业在 t 时期内均按照整个城市群相同产业增长率 gj，t 与城

市群平均经济增长率 gt 的差值发展所应增加的产值总和，若该值大于 0，则表明城市 i 的产业结

构优于城市群整体产业结构，从而具有产业结构效应; SCFi
t 表示空间竞争力净偏离分量，用以表

征城市群内其他城市对城市 i 所有产业发展的综合影响，若该值大于 0，则表明城市 i 能充分利

用其他城市对其产生的积极影响，具有空间竞争力效应; SLFi
t 表示空间区位偏离分量，用以表征

专业化分工给城市经济增长带来的实际效果，若该值大于 0，则表明城市群内专业化分工有利于

城市 i 比较优势的发挥，城市 i 具有空间区位效应。在式 ( 2) 中，Qi
j，t0 为城市 i 产业 j 在 t0 时期

的产值，gt 为城市群在 t 时期内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在式 ( 3) 中，gj，t 为整个城市群在 t 时期内 j

产业增长率，gi
j，t 为城市 i 产业 j 在 t 时期内的增长率。在式 ( 4) 和 ( 5) 中，Qi＊＊

j，t0 为城市 i 产业 j

的位似空间影响产值，是为修正空间影响产值加总后不等于总产值的缺陷而衍生出的替代变量，

其计算公式为: Qi＊＊
j，t0 = Qi

t0

Q*
j，t0

∑
k

j = 1
Q*

j，t0

，Qi
t0 表示城市 i 在 t0 时期的经济总量，Q*

j，t0 为城市群 j 产业的空

间影响产值，是城市群所有城市 j 产业空间影响产值 Qi*
j，t0 的加总，具体计算公式为: Q*

j. t0 =

∑
m

i = 1
Qi*

j，t0 ，其中，Qi*
j，t0 由下式计算获得: Qi*

j，t0 =∑
i≠n

wi，nQ
i
j，t0 其中，wi，n 为空间权重; Qi

j，t0 为城市 i，产

业 j 在 t0 时期的增加值。

空间权重 wi，n 通过以下计算方式获取: 首先，计算城市群内城市间两两经济联系强度

Ｒi，n = ( Pi槡 Ei × PnE槡 n ) /Dα
i，n ，其中，Pi 、Pn 城市 i、n 的总人口; Ei 、En 为城市 i、n 的

GDP; Di，n 为城市 i、n 的距离，α 为引力系数，取值一般在 0. 5 － 3 之间。为便于操作，本文对 α

的取值作如下规定: 若两城市相邻且有高速公路或铁路连接，则取为 1. 5; 若两城市相邻但无高

速公路或铁路连接，则取为 2. 0; 若两城市不相邻，但有高速公路或铁路连接，则取为 2. 5;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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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城市不相邻，且无高速公路或铁路连接，则取为 3. 0。其次，在获得城市 i、n 之间经济联系

强度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考虑城市 n 与城市 i 之间的经济联系量占城市 i 与所有城市之间经济

联系量之和的比重，可以得到城市 n 对城市 i 的空间作用权重 wi，n ，具体计算公式为: wi，n =

Ｒi，n /∑
M－1

i = 1
Ｒi，n ，其中，M 为城市群内城市数量。

( 二)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珠三角城市群是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最早崛起、较为成熟的城市群，包含广

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珠海、惠州、江门和肇庆九个成员城市，土地面积约 5. 5 万平方

公里，是广东省最核心的经济和人口集聚区。经过多年的发展，珠三角城市群已发展成为以广

州为中心，沿珠江东西两岸分布，以不同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为构成单元，由现代化的交通

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络联接，经济活动高度关联，商品和要素高速流动，相对完整的圈层式城市

体系。2013 年珠三角城市群土地面积仅占广东省土地总面积的 30. 5%，却集聚了全省 54% 的总

人口、79%的经济总量、79% 的第二产业增加值、81% 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84% 的第三产

业增加值、70%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3% 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5% 的出口总额和 92%

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广东省乃至中南地区最具规模和活力的区域增长极，在广东省和我国中南

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数据来源方面，各市间公路里程数据来源于我国城市间公路交通里程表，其他数据均取

自 2001 － 2013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与 《广东统计年鉴》。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我们所

采用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均为不变价格表示的指标值。

三、实证分析结果

( 一) 珠三角城市群经济互动分析

表 1 计算了 2001 年和 2013 年珠三角城市群两两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从中可以看出珠

三角城市群经济互动的基本特点，具体如下: ( 1) 从静态的视角来看，广州在珠三角城市群中

的中心地位十分明显。广州与珠三角城市群其他各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值均相对较高，2013 年广

州与其余 8 个市的经济联系强度总值达到了 30282. 8 个单位，相当于处于第二位的佛山的 5. 63

倍。深圳与其他各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值位列第三，达到 3558. 19 个单位。

此外，珠三角城市群各市之间的经济互动水平差异巨大。广州与佛山的经济互动水平最高，

2013 年两市的经济联系强度达到 22131. 6 个单位; 广州与东莞的经济互动水平位列第二，2013

年两市的经济联系强度为 4269. 21 个单位; 佛山与江门的经济互动水平位列第三，2013 年两市

的经济联系强度为 2614. 61 个单位。珠海和惠州、珠海和肇庆、以及肇庆与惠州之间的经济互动

水平位列倒数前三位，2013 年珠海和惠州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为 0. 71 个单位，珠海和肇庆之间

为 0. 74 个单位，肇庆与惠州之间为 0. 91 个单位。 ( 2) 从动态的视角来看，2001 － 2013 年，珠

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互动明显增强。从两两城市之间经济联系强度来看，每一个方向上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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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强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广州与佛山二市的相互联系强度增长量最大，13 年间增

加了 18046. 02 个单位; 深圳与佛山二市的相互联系强度增速最快，年均增长 17. 22%。从单个

城市对外作用的总强度来看，9 个城市与其他城市间的相互作用总强度均有所增加。其中，广

州、佛山和中山三市对外作用总强度的增长量位列前三，2001 － 2013 年三市对外经济作用总强

度分别增长了 24711、4335 和 4257 个单位; 而东莞和肇庆二市对外作用总强度的增长量较小，

2001 － 2013 年二市对外经济作用总强度分别仅增长了 4. 14 和 3. 94 个单位。

表 1 珠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联系强度

表 2 为我们所计算的珠三角城市群城市空间作用矩阵，从中可以看出珠三角城市群内城市

间经济互动具有明显的空间指向性，城市经济作用通常集中指向距离较近且通达性较好的空间

单元，经济与人口规模、空间距离和交通条件是影响城市经济互动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根据

2013 年的指标值，我们可以看出珠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互动的空间格局特征，具体如下: ( 1)

在其他城市对广州的经济作用总强度中有 73. 08% 来自于佛山，14. 10% 来自于东莞，来自于其

余 6 市的仅占 12. 82%，表明佛山和东莞二市对广州的经济影响较大，而其余 6 市的影响相对较

小。( 2) 在其他城市对深圳的经济作用总强度中有 48. 04% 来自于惠州，50. 60% 来自于东莞，

来自于其余 6 市的仅占 1. 36%，表明惠州和东莞二市对深圳的经济影响非常显著，而其余 6 市

的影响很弱。( 3) 在其他城市对珠海的经济作用总强度中有 42. 54% 来自于江门，55. 99% 来自

于中山，来自于其余 6 市的仅占 1. 47%，表明江门和中山二市对珠海的经济影响非常显著，而

其余 6 市的影响很弱。 ( 4 ) 在其他城市对佛山的经济作用总强度中有 80. 41% 来自于广州，

9. 50%来自于江门，来自于其余 6 市的仅占 10. 09%，表明广州和江门二市对佛山的经济影响较

大，而其余 6 市的影响相对较小。( 5) 在其他城市对江门的经济作用总强度中有 57. 94% 来自于

佛山，30. 69%来自于中山，来自于其余 6 市的仅占 11. 37%，表明佛山和中山二市对江门的经

济影响较大，而其余 6 市的影响相对较小。 ( 6 ) 在其他城市对肇庆的经济作用总强度中有

97. 43%来自于佛山，来自于其余 7 市的仅占 2. 57%，表明佛山对肇庆的经济影响十分巨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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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 7 市的影响则很弱。 ( 7 ) 在其他城市对惠州的经济作用总强度中有 41. 90% 来自于深圳，

40. 95%来自广州，16. 93% 来自于东莞，来自于其余 5 市的仅占 0. 22%，表明深圳、广州和东

莞市对惠州的经济影响较大，而其余 5 市的影响十分微弱。 ( 8) 在其他城市对东莞的经济作用

总强度中有 62. 76% 来自于广州，26. 64% 来自于深圳，来自于其余 6 市的仅占 10. 6%，表明广

州和深圳二市对东莞的经济影响较大，而其余 6 市的影响相对较小。 ( 9) 在其他城市对中山的

经济作用总强度中有 40. 37% 来自于广州，26. 51% 来自于江门，21. 30% 来自于佛山，11. 55%

来自于珠海，来自于其余 4 市的仅占 0. 27%，表明广州、江门、佛山和珠海对中山的经济影响

较大，而其余 4 市的影响则很轻微。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对比表 2 中 2001 年与 2013 年的指标值，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

时间截面的指标值只存在很小的差异，对城市两两之间的经济联系格局影响不大，这表明自

2001 年以来珠三角城市群城市间经济互动的空间格局特征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表 2 珠三角城市群城市空间作用矩阵

( 二) 空间份额 /偏离分析

1. 空间偏离 /份额的静态分析

表 3 是 2001 － 2013 年珠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空间偏离 /份额的计算结果，下面我们就根据表

3 的结果对珠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进行空间偏离 /份额的静态分析，具体如下: ( 1) 从总偏离量

来看，在珠三角城市群中广州、深圳、珠海和江门四市的总偏离量为负值，这四个城市的经济

增长量低于按照群域 GDP 平均增长速度计算的份额分量，表明这四个城市在计算期内的经济增

长速度低于整个城市群的平均水平。 ( 2 ) 从产业结构偏离分量 ( SF) 来看，除了肇庆市以外，

珠三角城市群内其余八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均为正，这表明珠三角城市群绝大部分城市

都具有产业结构效应，产业结构基本处于合理水平。进一步分产业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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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城市群各市的第一和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均为负值，表明各市在第一和第三产业

发展上存在不足; 但是各市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偏离分量不仅均为正值，且明显较大，表明这

八个城市在第二产业发展上的形成了较大的优势，弥补了在第一和第三产业上的结构劣势，从

而保持了整体上的产业结构效应。这同时也说明，自 2001 年以来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主要依

赖高度工业化拉动，第二产业的高速发展推动了珠三角城市群经济的快速增长。但由于第一、

三产业的增长长期滞后于群域 GDP 的增长，服务业对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尚未显

现，未来经济转型的任务较重。 ( 3) 从空间竞争力净偏离分量 ( SCF) 来看，珠三角各市的指

标值存在较大的差异。广州、深圳、珠海、江门和东莞五市的空间竞争力净偏离分量为负值，

表明这五个城市尚不能充分利用其他城市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不具备空间竞争力净效应。相

反，佛山、肇庆、惠州和中山四市的空间竞争力净偏离分量为正值，表明这四个城市能够充分

利用与其他城市的经济互动来促进自身的发展，形成了正向的空间竞争力净效应。 ( 4) 从空间

区位偏离分量 ( SLF) 来看，广州、佛山、江门三市的空间区位偏离分量为正值，其他六个城市

均为负值，表明珠三角城市群大部分城市尚未能从群域专业化分工和空间结构转换中获取正向

的影响，各市之间还未能形成高效的产业功能分工。同时，从绝对量来看，各市空间区位偏离

分量要明显地低于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和空间竞争力净偏离分量，这也进一步说明了珠三角城市

群的空间区位效应不明显，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有待优化，各市之间的专业化分工还有待

深化。

表 3 2001 － 2013 年珠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空间偏离 /份额静态分析结果

2. 珠三角城市群空间偏离 /份额的动态分析

为了进一步揭示珠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结构演进、城市空间相互作用强度变化等因素对城市

产业发展的实际影响，我们对各城市偏离分量的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表 4 列举了珠三角城市

群各城市偏离 /份额的动态分析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珠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演进的动态特

征，具体如下:

第一、从总偏离量 ( AS) 的动态变化来看，深圳、佛山、东莞和中山四市均经历了明显的

由正转负的变化轨迹，深圳最早在 2005 年就发生了转变，中山的转变大约在 2006 年，佛山和东

莞的转折点则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 2009 和 2010 年。上述转变表明这四个市的经济增长率曾

在整个城市群中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近年来第一、二、三产业增长率落后于群域平均水平，

导致这四个城市丧失了在经济增长上的领先地位。与上述四市相反，肇庆、江门和惠州三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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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偏离量在 2001 － 2013 年间则经历了明显的由负转正的变化过程，肇庆发生变化的拐点为 2006

年，江门和惠州的变化拐点稍晚，分别为 2010 年和 2009 年，这表明虽然这三个城市的经济增长

速度曾长期落后于整个城市群的平均水平，但近年来三市的经济增长开始加快，经济增速已明

显快于群域的平均水平。广州和珠海二市总偏离量的正负变化则相对较为随机和稳定。广州市

经济增长速度曾连续 6 年落后于群域平均水平，在 2009 年时扭转了这种落后局面，但随后两年

其经济增长速度又处于落后水平，然而这种状况并未持续很长时间，自 2011 年以来其经济增长

速度由开始快于群域平均水平。珠海市在 2008 年以前经济增长速度与群域平均水平相比时高时

低，但自 2008 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稳定地落后于群域平均水平。

第二、从产业结构偏离分量 ( SF) 的变化来看，深圳市的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在所有年份均

为正值，表明深圳的产业结构要优于群域平均水平，具有较好的产业结构效应。珠海和东莞二

市的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在近年出现明显的由正转负的趋势，表明虽然这二市的产业结构长期以

来优于群域平均水平，但这种态势正在发生逆向变化，二市的产业结构效应减弱。中山的产业

结构偏离分量发生逆转的态势虽不如珠海和东莞二市明显，但自 2009 年以来其产业结构偏离份

量的数值出现了较大的波动，改变了长期为正的局面，表明其产业结构优势不再稳定。肇庆市

的产业结构偏离分量于 2010 年开始由负转正，表明肇庆的产业结构开始优于群域平均水平，产

业结构效应正在逐步形成和积累。惠州的产业结构偏离分量由负转正的态势虽不如肇庆明显，

但自 2010 年开始扭转长期为负的局面，表明其产业结构正在向优于群域平均水平的方向发展。

广州、佛山和江门三市的产业结构偏离份量的变化则呈现出较大的随机性，表明 2001 － 2013 年

间这三个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存在相对于群域平均水平的正向或负向的产业结构效应。

第三、从空间竞争力净偏离分量 ( SCF) 的变化来看，深圳、珠海、佛山、东莞和中山五

市的空间竞争力净偏离分量均经历了明显的由正转负的逆向变化，表明这五个市曾经通过与群

内其他城市的经济互动促进了自身的发展，但后来由于其他城市的快速发展，导致它们在部分

产业上积累的空间竞争力优势逐步丧失。相比之下，肇庆和惠州二市的空间竞争力净偏离分量

则经历了明显的由负转正的正向变化，表明二市虽然在初期难以从与其他城市的经济互动中获

取发展所需的积极影响，但由于近年来交通、产业园区等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它们与其他城

市的经济互动逐步加强，群内其他城市所形成的外部积极影响正在逐步显现，二市的空间竞争

力净效应开始形成。广州和江门二市的空间竞争力净偏离分量曾经长期为负值，近年来有的年

份为正值但不稳定，表明二市长期未能充分利用其他城市的积极作用，尚未形成空间竞争力净

效应。

第四、从空间区位偏离分量 ( SLF) 的变化来看，广州和肇庆二市的空间区位偏离分量在

2001 － 2013 年间基本上稳定地保持为正值，表明这二个城市与城市群内部其他城市之间形成了

较好的产业分工，其综合比较优势也得了较好地发挥，从而形成了明显的空间区位效应。佛山

的空间区位偏离分量在除了 2002、2010 和 2011 年以外的其余年份均为正值，表明佛山与城市群

内部其他城市之间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专业化分工，自身发展的综合比较优势也得了较好地发

挥。深圳和中山二市的空间区位偏离分量曾经为正，但在 2004 前后均经历了由正转负的逆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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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表明近年来二市与群内其他城市之间的产业专业化分工水平有所下降，空间区位效应显著

地衰减。惠州的空间区位偏离分量在 2006 年则经历了明显的由负转正的正向变化，此后仅在

2011 年为负值，其他年份均为正值，表明近年来惠州与群内其他城市之间的专业化分工水平有

所提高，其产业发展的空间区位效应正在形成。与惠州类似，江门的空间区位偏离分量在 2004

年经历了明显的由负转正的正向变化，此后仅在 2010 和 2012 二年为负值，其他年份均为正值，

表明近年来江门与群内其他城市之间的专业化分工逐步深化，其产业发展的空间区位效应正在

加强。珠海和东莞的空间区位偏离分量取值的不确定性较大，表明二市与群内其他城市之间尚

未形成稳定的专业分工关系，其空间区位效应也变化较大。

表 4 珠三角城市群城市空间作用矩阵

注: 表中 AS 列的数值为各城市总偏离量，为 SF、SCF 和 SLF 列的数值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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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基于动态空间偏离 /份额模型，本文对珠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了以下

几点基本结论: ( 1) 在 2001 － 2013 年间，珠三角城市群城市间经济互动显著增强，但其空间格

局特征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珠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互动具有明显的空间指向性，城市对外经

济作用通常指向距离较近、通达性较好的城市。 ( 2) 珠三角城市群绝大部分城市都具有正向的

产业结构效应，产业结构基本处于合理水平。各市在第二产业发展上具有较大的优势，弥补了

在第一和第三产业上的结构劣势，导致整体上产业结构效应的形成。这表明自 2001 年以来珠三

角城市群经济发展主要依赖高度工业化拉动，农业和服务业的增长滞后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促

进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 3) 大部分城市形成空间竞争力净效应和空间区位效应，珠三角城

市群内多数城市尚不能充分利用其他城市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还未能从群域专业化分工和经

济空间结构调整中获取足够的收益。 ( 4) 深圳、佛山、东莞和中山四市总偏离量在计算期内均

发生了明显的由正转负的变化，这四个市的经济增长率近年来开始慢于城市群的平均水平，而

作为珠三角的后发地区，肇庆、江门和惠州三市的总偏离量则实现了明显的由负转正的转变，

三市的经济增长近年来明显加快。

本文的发现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其核心在于推进珠三角城市群内部的专业化分工和产业

空间结构调整，构建错位发展、高效互动的产业协同发展格局。为此，要统筹跨行政区的产业

发展规划，加强地方政府间经济合作，通过整合区域内产业资源，激发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潜能，

从而提高城市群产业发展的整体效率，具体政策建议有四: 第一、强调 “经济区”的发展的重

要性，实现地方政府行为目标从促进行政区经济发展向促进经济区发展的转变。地方政府的政

绩考核、经济部门的目标管理，都要统筹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整合区内各种资源，打破行政地

域界限，清除行政辖区的体制障碍，构建区域内统一的共同市场。第二、在地区国企产权主体

的确定、行政关系和地方权力结构等方面进行改革，建立区域性的金融体系、财税体系、资本

市场、信用体系和法律体系，形成区域经济合作的利益协同系统，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

环境，通过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第三、设立跨地区的协调

治理机构。区域内地方政府合作的实现不但需要适宜的制度环境，也需要相应的组织载体。各

地方政府必须将一部分公共权力让渡给这一区域协调治理机构，才能将地方政府经济合作落到

实处。因此，可以在省级政府层面设立单一的跨地区机构，负责跨行政区的经济协调治理活动。

第四、大力推进珠三角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为促进城市群内经济互动创造坚实的

支撑。要加快建设珠三角城际快速轨道交通系统，推进高速公路电子联网收费，建立统一的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特别是要加强珠江东西两岸过江通道建设，提高城市之间的通达性水平，促

进珠江两岸城市之间的经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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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Economic Interac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Data of Pearl Ｒ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Zhao Xia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dynamic spatial shift － share model，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Pearl Ｒiver

Delta city group ge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rom2001 to 2013，the economic interaction within the

Pearl Ｒiver Delta city group has been significantly enhanced，but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economic

interaction has not changed significantly. Most cities of Pearl Ｒiver Delta city group has formed a

positive industrial structural effect，every city except Guangzhou and Shenzhen has greater advan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cond industry，making up for the structural weaknesses in the first and third

industry，but the growth lagging of service industry has also restricted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most of cities in the Pearl Ｒiver Delta haven't formed the net spatial competition effect and spatial

location effect，these cities can't make full use of the positive impact of other cities’development，

which means the level of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eds to be further optimized within Pearl Ｒiver Delta city group. 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the above findings is to promote regional industrial division and industrial spat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in the Pearl Ｒiver Delta city group，resul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ordinat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ifferent cities interactive.

Keywords: Economic Interac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Spatial Shift － share Model; Urban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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