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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城市化对产业集聚作用差异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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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集聚是地区经济规模形成与提升地区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动力，而城市的发展 

直接推动产业发展 与产业集聚的形成。通过计量模型测算和检验城市化对产业集聚贡献度 ，探 

析各地市城市化带动产业集聚形成中存在的差异，为各地市城市化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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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 ，河北省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 ，较 以往多年 

的缓慢发展河北省城市化以及各地市城市化都有了很 
大的提高，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仅仅体现在测算出的 

数据上，还体现在对城市经济的促进作用上。现代经 

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产业发展，产业的持续发展需 
要特有的地域给予支持，城市就是产业发展与产业集 

聚形成的重要基础，从城市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中都 
反映出了城市对产业集聚的作用以及产业对经济发展 
的作用。河北省各地市在城市化进程与产业集聚形成 

中受到传统发展模式、已有经济基础影响，其城市化水 
平与产业集聚水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确定各地市城 
市化与产业集聚之间差异，有利于河北省以及各地市 
确定城市化发展战略，为促进产业集聚形成作出贡献， 
并最终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 

一

、城市化带动产业聚集的作用机理 

城市化带动产业集聚是指城市在其不断拓展过程 
中对各种资源的汇聚，在此基础上对地区内产业产生 
促进作用并引导其不断汇聚最终集聚，同时提高 自身 
水平为产业集聚提供基础物质条件，通过两方面对产 
业集聚形成产生作用。将城市化带动产业集聚内容具 
体细化，主要体现在要素、规模、制度、市场、辐射等方 
面，城市化带动产业集聚作用机理具体化可以由图 l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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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市 带动产业聚集机理 

(1)城市化培育产业集聚发展需要的制度、文化环境 
区域内产业集聚的形成需要当地具有的文化、制 

度、习俗、风气等环境影响，并植根于这些制度、文化 
中。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制度、文化会不断的被创新 

和完善，产业集聚对物质的需求是其发展的基础，而引 
导产业集聚与提升产业竞争力需要更多的制度、文化。 

受到城市自身基础和发展趋势的影响，城市制度文化 

在不同城市之间存在着差异，对产业集聚形成的推动 
作用也存在差异。 

(2)城市集聚要素促进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需要人力、物质、资金、技术等要素，从城 

市的形成与发展历程来看，城市本身具有这种天然属 

性，城市对人力、物质、资金、技术等要素具有自发的集 
聚功能。同时，城市在形成后及发展过程中，城市中的 

各种主体，如政府、企业等也会在对各种要素表现出集 

聚行为。城市天然属性与城市主体作用使得城市吸引 
了产业发展与产业集聚形成需要的各种要素，最终促 
进产业的集聚。 

(3)城市规模影响着产业发展的结构及规模 
从现代产业集聚区形成规模经验看，产业集聚规 

模大小受到当地城市规模大小的限制，并影响着产业 
发展结构，深层的原因在于城市拥有的资源具有差异 
性且城市比较优势发生了作用。城市内现代生产与服 
务产业比较发达，这类产业的规模与结构与其需求市 
场呈正比，城市规模与特征直接决定着城市需求市场， 
也就直接影响着产业发展结构与规模。 

(4)城市具有技术辐射与扩散作用 
城市中汇集了大量的人口并集中着众多的生产、 

服务活动，同时城市内集聚着很多高校、科研机构，从 
而使得城市具有很强的技术创新能力与很高的科学研 
究水平，决定城市成为相对的技术中心，这种中心性质 
由城市最活跃的各类企业具体体现，大量相似企业的 
汇聚和向城市外扩升级会带动城市周边区域的各种要 

素汇集与企业进一步集聚和相关产业涌现，通过相似 
技术和技术优势辐射出大片产业集聚区，最终形成产 

业集聚。 

(5)城市基础设施是产业聚集的物质基础 

产业发展与集聚形成需要城市提供各方面的支 
持，其中不能忽视也是非常重要的城市功能需要注意， 
即城市物质基础。城市内与城市化过程中修建的基础 
设施是产业集聚形成的物质基础，这些物质基础主要 

有交通、供水、排水、供电、通讯、燃料、热力等。具有这 
些基础设施与条件后企业才能不断发展，才能在不断 

发展中不断汇集，在汇集中逐渐形成产业集聚。 

二、河北省各地市城市化对产业集聚贡献度测算 
分析 

河北省各地市城市化对产业集聚的贡献度，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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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市具体情况的影响，情况不 同，所表现出的结果也 

是不同的。城市化对产业集聚的作用而言，城市化对 

产业集聚作用一般分为推动和阻碍。测算河北省各地 

市城市化对产业集聚贡献度首先要确定整体带 动作 

用，然后再是各地市城市化对产业集聚贡献度测算。 

为了使取得 的数据在测算时 口径一致 ，河北省城市化 

水平使用非农人口比总人口，产业集聚水平使用二三 

产业之和比总值。河北省城市化水平测算指标： 
CSH = FN |T 

其中，CSH表示城市化水平，FN代表非农人 口 
数，T 是指总人r_=I。河北省产业集聚水平测算指标： 

CYJ= ES／ 

其中，CYJ表示产业集聚水平，Es代表第二、三产 
业之和，T 是指总产值。测算涉及到的原始数据均来 
自2003—2010年河北省统计年鉴，数据经以上指标公 

式测算变为2002—2009年河北省城市化水平与产业 

集聚水平，如表 1所示。 

表 1 河北省城市化与产业集聚水平 

堡丝 坚 !兰 ! ! ! ! 坐 翌 
城 市佗水平 0 2(14 0 21 3 0 269 f J_265 0 266 0．304 0．305 0 3 J2 

产t『 集聚水 ll_839 0 846 【l_846 0．848 0 854 0．861 0 8e,2 o．872 

表 1中河北省城市化与产业集聚水平均呈上升趋 
势，从两组数据可以看出，城市化水平与产业集聚水平 
具有正相关关系，即证实河北省城市化带动产业集聚 
已经具有相关基础。同时，城市化对产业集聚作用具 
有滞后性，这受到城市化建设需要时间的特性影响，但 

城市化一旦完成，产业集聚水平就会表现上升的趋势。 

针对数据性质与论文研究 目的，选择使用回归模型对 
以上表象进行实证，设置城市化水平是自变量，用 CSH 

表示，产业集聚水平是因变量，用 CYJ表示，假设城市 
化对产业集聚作用模型为： 

C =c+DCSH 

运用 Evews5．0对原始数据处理得表2， 

表 2 模型拟合相关统计量 

从表2中的城市化系(0．234156)数看，河北省城 

市化对产业集聚具有推动作用，河北省城市化水平每 
提高 1个单位量时，产业集聚水平就会提高 0．234156 

个单位。模型拟合程度是否很好决定其实际意义，表2 
中各项统计量均满足统计量参考标准要求，说明模型 
拟合效果很好。 

河北省各地市城市对产业集聚作用与整体情况存 
在着一定差异 ，这种差异对城市制定发展战略具有参 

考意义，对产业集聚发展规划制定、调整都有积极的实 
际意义。河北省各地市城市化对产业集聚贡献度测算 
使用的指标公式、模型假设与以上同理。经对原始数 
据整理得河北省各地市城市化与产业集聚水平，见表 3 
与表 4 

2002—2009年河北省各地市城市化率 

地 市 

石 家庄 

唐 山 

秦皇岛 

邯 郸 

邢 台 

保 定 

张家口 

承 德 

沧 州 

席 坊 

衡 水 

2003 2004 2005 2OO6 2007 20O8 2∞ 9 

0．41 0．43 

0．33 0．34 

0．42 0．43 

0．32 0．34 

O．23 0．26 

0．26 0．27 

0．32 0．34 

O．26 0．27 

0．30 0．3l 

0．29 O．3l 

0．22 0．24 

0．29 0．36 

0．28 O．3 J 

O．30 0．4l 

0．18 0．19 

O．16 0．22 

0．16 0．23 

O．25 O．3O 

0．19 0．24 

0．17 0．22 

0．19 O．29 

0．17 0．19 

2002—2009年河北省各地市产业聚集水平 
地 市 

石隶庄 

唐 山 

秦皇岛 

邯 郸 

邢 台 

保 定 

张家 口 

承 德 

沧 州 

腐 坊 

衡 水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O．86 o．86 

0 g5 0．87 

O．89 0 9 

O．85 o．85 

O．8I o．82 

o．84 o．84 

0．85 0．85 

O．8l o．82 

O 85 0．84 

O．85 0．84 

O．8I O．82 

O 88 o．89 

0．89 0．90 

0．88 0．88 

0．87 o．88 

o．83 o．84 

o．84 o．84 

0．85 0．83 

o．83 o．85 

o．88 O．88 

0．87 0．87 

0．82 o．82 

表5 河北省各地市城市化对产业集聚贡献度测算结果 
、 、自 量 C

oefficient-X R~a：luared Durbin—Wat~on F-statistic t-Statistic 
地市＼  
石察庄 0．142989 0．750l53 0．60757l 3．232942 1．798038 

唐 山 1．【l25000 0．957835 2．247635 l36 2973 1 1．67464 

察皇岛 0．016602 0．5l1320 1．109684 0．068695 0．262098 

邯 郸 0．1700l3 0．696506 1．93l74l l3．76978 3．710765 

邢 台 0 308840 0．74845l 2 066174 l7 85222 4．225189 

保 定 0．168549 0．602764 1．735270 2．605409 1．614l28 

张家口 -0．I68470 0．593297 2．284810 1．437682 -1．199034 

承 巷 0 446970 0．737656 1．308366 16．87076 4．107403 

沧 州 0．236l81 0．48263I 1．904372 5．597128 2．365825 

磨 坊 0．1ll940 0．6322l3 0．735463 0．914J39 0 956l06 

暂 承 -0．0703I2 0．I10054 2．439719 0．741985 一O．86I385 

表5中的河北省各地市城市化对产业集聚贡献度 
(Coefficient)显示地市间存在着差异，贡献度最高的是 

唐山市，城市化每增加一个单位时产业集聚增加 1．025 
个单位，即近十年来的唐山市城市发展过程中对区域 

内产业集聚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表 3与表4 
中也可以看出，唐山市城市化进程的同时是产业集聚 
的形成，表明作用程度很强。贡献度最低是张家口，城 
市化发展过程中对产业集聚的形成没有较大推动力， 
从历年来数据看，城市化过程中产业集聚形成较缓慢， 
就城市化而言其没有对产业集聚形成达到积极的正面 
效果，而是出现了阻碍作用，这种现象出现与张家LI市 
城市地理位置和气候有着极大的关系，张家口市地理 
位置较偏，气候冬季严寒，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拥有量 
一 般，这使得城市在政府推动下不断发展，而产业发展 

相对落后，外资进入相对较少，当地资金较多使用在非 
产业发展中，最终导致产业集聚发展缓慢。其他地市 
的城市化对产业集聚贡献度各自不同，其中邯郸、保 
定、廊坊、石家庄相似度较高，这类城市在提高城市化 

水平带动产业集聚形成战略制定时可以互相借鉴，衡 
水市城市化对产业集聚起到阻碍作用，主要是因为衡 
水市历年来城市化水平一直处于发展缓慢的状态，没 

有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故而对产业集聚形成没有达到 
相应的效果。邢台、承德、沧州城市化对产业集聚作用 
较强，三地市情况相似，在制定城市发展战略与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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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Renren Network iS a self—organizing system that can get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ucture of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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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战略时可以相互借鉴。秦皇岛城市化对产业集聚作 
用较低，但城市化进程相对较快且城市化水平较高，那 
么作用较小原因可能因为产业发展情况决定了，秦皇 
岛市是旅游城市，工业发展较谨慎，第三产业产值与第 
二产业相比较小，故而产业集聚形成不是很明显。总 
之，在确定城市化带动产业集聚形成的战略时要注意 
不同地市的具体情况。 

三、结论 

河北省城市化对产业集聚具有带动作用，从实证 
结果看其产生的作用较大。针对不同城市的具体情 
况，各地市城市化对产业集聚的贡献度具有很大差异， 
在差异间也有一些类似，这些作用特征表明，河北省各 
地市在制定城市化发展战略时要根据自身特色作出决 

定，同时考虑到本地产业发展情况，并将城市化与产业 
集聚发展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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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dustry cluster iS the key driving force of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scale and enhance of regional e． 

conomic competitives．The development of a city direc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the formation of in— 

dustry cluster．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contribution degree of urbanization to the industry cluster and tests the results 

by econometric models．The paper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role of nrbannization on the formation of industry clus— 

ter，which provides references to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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