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集聚与城市群作用关系是经济地理学

的重要命题。 本文以关中城市群制造业产业 为 例， 采

用EG指数和区位熵法， 定量分析制造业产业的集聚水

平、 空间演变及其效应。 研究表明： 关中城 市 群 制 造

业空间集聚水平较高， 其中资源密集型产业 集 聚 程 度

最高， 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水平在降低， 资 金 技 术 密

集型产业虽较低但呈上升趋势； 关中城市群 从 中 心 城

市到外围区域依次形成了资金技术密集型制造 业 集 聚

区、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区和资源密集型 制 造 业 集

聚区， 呈现出产业空间集聚与城市群规模等 级 分 异 相

一致的空间效应。
产 业 集 聚 ； 城 市 群 ； 空 间 效 应 ； 关 中

地区

F119.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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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city-regions is a key
question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economic geography. An analysis of spatial evolution and effe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f city-regions is core research content, which help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ve rela-
tionships betwee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city-regions. Taking Guanzhong city-regions in middle region
of Shaanxi Province of China as a cas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agglomerative level, spatial evolution and ef-
fec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The result of the research indicates: (1)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of
Guanzhong city-regions are generally at high agglomerative level and are increasing upward, of which re-
source-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s at the highest agglomerative level ,capital & technology-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s at the lowest agglomerative level; (2)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of Guanzhong
city-regions exhibits a concentrated distribution, and the concentrated degree in 2008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2000; (3)spatial form of Guanzhong city-regions exhibits a spatial ring structure with three layers: the central
layer is Xi'an city where most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capital & technology-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re located, the outer layer is Baoji city and Weinan city where a few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capital & technology-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re located，and the
middle layer is Tongchuan city and a part of Weinan city where resource-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a few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re situ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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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 19 世纪末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马歇尔 （Alfred Mar-
shall） 提出英国菲尔德和兰开夏郡的小公司集聚现象，即

“产业区”，到意大利学者别卡提尼 （Giacomo Becsttini） 的

新产业区，再到波特 1990 年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的

“产业集群”[1,2]，产业集聚既是企业区位选择和规模经济的

表现，也是一组相关产业在特定区域内的集合，具有产业和

空间双重特性[3,4]。城市群由于具有明显的地域结构特征和资

金、技术、政策等外部环境优势，而成为产业集聚的重要空

间载体[5,6]。在产业集聚作用下，集聚经济导致城市规模不断

扩大，形成产业化分工，通过产业的空间联系使节点城市间

相互作用，从而城市群得以形成和发育[7,8]。因此，产业集聚

与城市群的关系不但引起了经济地理、产业经济学的广泛关

注，而且也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
国内学者对产业集聚的产业特性进行了大量研究 [9,10]；

而产业集聚空间特性方面的研究，多侧重于空间变化特征，

空间效应研究较少 [11]。实际上，在我国已形成网络化双中

心—外围的川渝城市群体系、辽中南城市群体系等[12,13]。因

此，分析产业集聚空间演变及其对城市群效应是揭示产业集

聚与城市群作用关系的重要研究内容。
关中城市群是典型的制造业聚集区域，又是关 （中）天

（水） 经济区发展的关键环节[14]。区域范围包括陕西省境内

的西安、咸阳、宝鸡、渭南和铜川五个地级市和杨凌国家级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共 5 个市辖区、38 个区县和 1
个示范区 （图 1）。该城市群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15]，但存在

着城镇化水平低、城镇规模小、空间结构不合理等问题[16]。
现阶段产业集聚是促进关中城市群各要素集聚、提高城镇化

水平，优化空间结构的重要措施。为此，本文首先衡量产业

集聚程度，然后分析不同类型产业集聚的空间演变特征，试

图揭示制造业产业集聚空间演变对关中城市群产生的效应，

为关中城市群发展与优化提供理论支撑。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 Ellison 和 Glaeser 指数 （EG 指数） 衡量产业

集聚程度，计算公式如 （1） [17]：

酌＝
G-(1-移

i

xii

2
)H

(1-移
i

xii

2
)(1-H)

=

M

i = 1
移(si-xi)

2
-(1-

M

i = 1
移xi

2
)

N

j = 1
移zj

2

(1-
M

i = 1
移xi

2
)(1-

N

j = 1
移zj

2
)

（1）

式中，si 表示 i 区域单元某产业就业人数占该产业全部就业

人数的比重，xi 表示 i 区域单元全部就业人数占国家或地区

就业总数的比重；G 表示空间基尼系数，H 表示赫芬达尔指

数 （公式 2）。

H=
N

j = 1
移zj

2
=

N

j = 1
移(Xj/X)

2
≌

M

i = 1
移

Ni

j = 1
移( xi/Ni

x )×Ni （2）

式中，X 代表市场总规模，Xj 代表 j 企业的规模，zj=Xj/X代

表 j 个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为避免该指数受到赫芬代尔系数

数据全面性不足的影响，公式 （2）对赫芬代尔系数进行估

算，即用产业平均比重代替企业实际比重，用 M 表示空间

单元数，N 表示区域 i 某产业企业单位数，Xi 表示区域某产

图 1 关中城市群区域范围及位置图

Fig.1 Location and Area Coverage of Guanzhong City-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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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从业人数或产值，X 表示某产业的总从业人数。这样处

理虽可能使 EG 指数比实际偏低，但不影响结论分析。
EG指数充分考虑了企业规模和区域差异的影响。有助

于不同产业跨时期、跨区域比较集聚水平比较。如果一个产

业的产业地理集中指数为正，说明该产业在空间上集聚，指

数越大集聚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如果指数为负，则表明

产业在空间上分散。且如果 酌≥0.05 表示某时期内产业 i 处

于高度集聚水平；0.02≤酌＜0.05 表示产业 i 处于中等空间

集聚水平；而 酌＜0.02，则为低水平集聚[18,19]。
为了进一步分析产业集聚的空间特征及演变，本文在

EG 指数基础上结合区位熵法进行分析。
首先，以就业人数为指标，依次测算各制造业产业在西

安、铜川、宝鸡、咸阳和渭南五市的区位熵值；然后，选取

各市区位熵值大于 1 的产业，作为有可能在该市形成集聚的

产业；最后，在上述产业中选取 酌 值大于 0.02 的产业，将

区位熵大于 1 且 酌 值大于 0.02 的产业作为对象，来分析关

中城市群产业集聚的空间演变特征。
2.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2000 年陕西省第五次人口普查》、
《2008 年 陕 西 省 第 二 次 经 济 普 查》、 《陕 西 省 统 计 年 鉴

2001—2009》。由于 2008 年采用的是 GB/T4754-2002 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体系，为保持统计标准一致以及数据可比性，根

据 EG 指数的计算要求，选取 2000 年和 2008 年共有的 28
个制造业产业数据，其中企业单位数采用企业单位法人数。

3 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及演变

3.1 产业集聚总体水平及演变

关中城市群制造业产业总体上处于高集聚水平。通过测

算 2000、2008 年制造业的 酌 值 （表 1），期间关中城市群制

造业均有 50%以上行业的 酌 值大于等于 0.05，且烟草加工、
石油加工、橡胶制品、有色金属冶炼和仪器仪表 5 个产业的

酌值均在 0.2 以上；若以 酌 均值反映产业集聚的总体水平，

2000、2008 年关中城市群制造业 酌 均值分别为 0.203 和

0.122，也远高于 0.05。

关中城市群制造业集聚水平逐渐呈现均衡化演变特征。
2000 年处在高、中、低集聚水平的产业数量比为 8:1:19，绝

大部行业处于低水平集聚或高水平集聚，而中等水平集聚仅

有家具制造业，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特征，集聚水平差异

明显；相比之下，2008 年这种差异程度逐渐变小，位于中

等集聚水平的产业数量上升为 6 个，位于低集聚水平、高集

聚水平的产业数量降低为 7 个和 15 个。
3.2 不同类型产业集聚水平及演变

为进一步分析关中城市群制造业的集聚水平及演变特

征，本文分别测算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金技术密集

型三种制造业在 2000 年和 2008 年的 EG 指数均值 （图 2）。
从计算结果来看，资源密集型产业的集聚水平最高，酌 均值

接近于 0.4，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 酌 均值最低，约为 0.1。从

变化趋势来看，资源密集型产业集聚水平保持平稳，劳动密

集型产业集聚水平在降低，而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水平

则在上升。表明装备制造业、航空航天产业等四大基地建

设，有力地促进了关中城市群产业集聚水平提高和产业结构

优化。

图 2 不同类型制造业集聚水平及演变

Fig.2 The Agglomerative Level Evolution of Differ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Guanzhong City-regions

4 产业集聚的空间演变与效应

4.1 产业集聚空间演变的总体特征

依据 酌 大于 0.02 和区位熵值大于 1 的评判标准，2000
年制造业集聚于西安、宝鸡、咸阳和渭南 4 市，2008 年则

表 1 关中城市群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变化分析表

Tab.1 The Evolution of Agglomerative Level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Guanzhong City-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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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聚于西安、宝鸡和渭南 3 市，因此，关中城市群制造

业在空间上逐渐趋于集中化分布 （表 2）。

表 2 关中城市群产业空间集聚表

Tab.2 The Spatial Featur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Guanzhong City-regions

注：数据表示在某市集聚的产业数量。

4.2 不同类型产业集聚空间演变及效应

基于典型性考虑，资源密集型产业选取了黑色金属冶炼

及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4 种产业类型；劳动密集型产业选取

了食品加工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纺织业、服装及

其它纤维制品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

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 7 种产业类型；资金

技术密集型产业选取了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机械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

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6 种产业类型。分

别计算 2000、2008 年各类型产业在各市的产业集聚数量，

从而对比分析不同类型产业集聚的空间演变特征。

（1）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空间集聚特征。资源密集型产业

空间集聚格局变化明显，该类型产业受到资源禀赋条件约

束，使宝鸡和渭南成为了该类制造业空间集聚的重点区域，

尤其是渭南目前集聚了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全部类型。与上述

两个城市相比，西安 2008 年则没有资源密集型产业集聚于

此，而且作为传统重工业城市的铜川，资金密集型产业的集

聚格局也没有发生改变。所以，关中城市群资源密集型产业

正在形成以宝鸡、渭南为主要集聚空间的新格局 （图 3）。
（2）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空间集聚特征。劳动密集型产业

空间集聚格局变化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形成了以西安为中

心的消费性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区，集聚了全部劳动密集型

产业尤其是烟草加工、纺织、家具制造、文教体育用品等产

业；二是渭南、咸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趋势降低，渭南

仅有 3 个食品加工业和纺织业的产业集聚，仅 2000 年少了

4 种产业类型。因此，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关中城市群空间

更趋于集中分布 （图 4）。
（3）资金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空间集聚特征。资金技术密

集型产业空间集聚格局也呈现出了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相似的

演变特征；西安进一步成为了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绝对核

心集聚区， 6 种典型产业全部集聚于该市。宝鸡的资金技术

密集型制造业数量呈下降趋势，其它三市的没有发生变化。
因此，资金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在关中城市群空间也更趋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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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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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10 4 7 4 7 

 

图 3 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空间集聚演变图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of Resource-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Guanzhong City-regions

图 4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空间集聚演变图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of Labou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Guanzhong City-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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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布 （图 5）。
4.3 产业集聚对城市群的空间效应

通过上文对制造业产业集聚的空间演变特征分析发现，

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形态与关中城市群空间形态表现出了一致

性。在产业集聚作用下，关中城市群的空间形态以产业集聚

区为基础，形成了圈层式的城市空间结构 （图 6）：第一层

以西安为核心的制造业产业集聚区，以聚集消费性劳动密集

型制造业和资金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如烟草加工、纺

织、家具制造、文教体育用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通用设

备、专用设备电气机械、仪器仪表等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

第二层以宝鸡、咸阳和渭南为中心的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和生

产性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区，如石油加工、黑色金属冶

炼、有色金属冶炼、食品制造、食品加工、木材加工、通用

设备等；第三层是由铜川构成的过渡性产业集聚区，除了资

源密集型制造业外，铜川逐渐成为了食品制造、饮料制造等

产业的集聚区。由此表明，制造业集聚与关中城市群存在着

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作用关系。

图 6 产业集聚空间结构示意图

Fig.6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Industries in Guanzhong
City-regions

5 研究结论

（1）采用 EG 指数分析了关中城市群内制造业的集聚水

平，结果表明制造业总体集聚水平高，但不同类型产业集聚

水平差异明显：资源密集型产业水平最高且保持平稳，劳动

密集型产业集聚水平在降低，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虽较低但

呈上升趋势。
（2）从产业集聚的空间演变与效应看，关中城市群内制

造业总体趋于集中，且在空间上形成了圈层式产业集聚区结

构：以西安为核心的消费性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金技术密

集型制造业集聚区，以宝鸡、渭南和咸阳为中心的资源密集

型制造业和生产性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区，铜川则构成了

过渡性产业集聚区。因此，呈现出产业空间集聚与城市群规

模等级分布相一致的空间效应。
（3）探讨了城市群内产业集聚的空间特征及效应，初步

揭示了产业空间集聚与城市群空间结构相一致的分布规律，

对关中城市群空间优化以及关天经济区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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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资金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空间集聚演变图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of Capital & Technology-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Guanzhong City-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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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吸引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到西部、到基层就业。为此，政府

必须继续加快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合作，打破区域间的政

策壁垒，实现资源互补，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

就业待遇；推进西部大开发和新农村建设，鼓励大学生到西

部、基层创业，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2）健全就业激励和保障机制。鼓励大学毕业生到特定

的地区就业或从事特定的职业，实施高校毕业生人力资本投

资收益的补偿机制是国际惯例。对制约大学生合理流动的户

籍制度、档案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彻底改革，按照充分

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制定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到经济欠发达地

区就业的政策和制度。同时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来调控不

同地区大学生就业的工资水平及社会保障,以维护大学毕业

生的合法权益。
（3）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就业导向的实习指导和服

务。就业服务期限要向入校前和毕业后两端延伸。对于毕业

后未就业的大学生，更要做好就业信息和求职辅导等服务工

作。结合理论教学内容，加强就业导向实习基地的建设和完

善工作。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实习导师制度，指导解决实际

问题，以此提升就业能力并促进就业[14]。此外，各级政府要

进一步完善集教育、管理、指导为一体的大学生就业服务体

系，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就业机会、优化就业环境，建立健

全引导、鼓励毕业生到经济欠发达地区就业的有效机制。
（4）营造公平的就业竞争环境。在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

策选择中，政府作为公共治理的主体， 从社会公正的角度

应该营造公平的就业竞争环境，这就要求政府通过立法与行

政的手段来完善劳动力市场，将就业机会获得的竞争从社会

资本的竞争引导到人力资本的竞争。要加快就业市场化进

程，打破就业中的地域、行业分割，消除就业壁垒，完善开

放灵活的人才市场配置机制，完善社会流动机制， 实现资

源共享和机会公平[15]。
（5） 大学生自身要做出积极调整和努力。转变就业观

念，抛弃“社会精英”的情结，树立新时期的就业观。应树

立基层意识、事业意识和奋斗意识，到基层锻炼自己，挖掘

潜能。大学生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掌握过硬的本领，才

能在就业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谋取自己理想的职位。此

外，自主创业，依靠自身实力解决就业问题也是不错的选

择。可以在解决自己就业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新的就业

渠道，缓解了就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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