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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首先通过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了京津冀三地的产业结构发展现状,发现

京津冀三地在产业结构发展上存在阶梯性差异,河北省第二、三产业发展状况与北京、天津存在较大

差异,且产业结构主要以第二产业为主;其次,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河北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

务业发展水平和阶段,发现十年来河北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从重度失调阶段历经轻度失

调阶段,逐步发展到初级协调阶段,现过渡到中级协调阶段;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推动河北省先

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建议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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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京津冀

地区在经济、产业、生态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

于长期以来河北与北京、天津在经济发展、产业布

局、动力增长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导致北京、天津

辐射带动河北协同发展的水平仍须大力提升。 河北

省是一个制造业大省,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依靠资

源禀赋和低成本优势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但随着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河北省核心竞争优势正

在逐渐减弱,通过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

度融合(以下简称“两业”融合)发展从而实现产业

转型升级是河北省重塑竞争优势、优化产业结构、实
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鉴于此,本文在科

学测度河北省近十年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耦合

协调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分析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

发展现状和“两业”融合发展水平,旨在通过促进河

北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实现河北

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一、文献回顾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

合发展是当前国家关注的重点领域也是国内众多学

者关注的重点研究内容,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以下

几方面。
一是关于“两业”融合的效应研究。 一方面,对

制造业来说,“两业”融合促使制造业生产方式向柔

性化、智能化、精细化转变,通过延伸制造业企业服

务链条,不断推动制造业朝着智能化、高端化、服务

化方向发展[1] 。 同时,“两业”融合在提升制造业价

值链方面也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2] 。 另一方面,对
服务业来说,“两业”融合加快了新产品、新服务的出

现,服务业的生产效率通过提高技术效率和扩大规

模得到了提升[3] ,制造业在助推服务业的升级和服

务业结构的优化方面不仅能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巨

大市场,还能保障服务业人力资源水平
 [4] 。 同时“两

业”融合还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价值链增

值提升全要素生产率[5] 。
二是“两业”融合对提升价值链、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形成创新生态系统等方面的作用机理研究。
“两业”融合通过研发创新、资本配置效率、人力资

本、需求能力等中介变量推动制造业价值链攀升[2] 。
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制造化是“两业”融合的显著

特征,制造要素和服务要素要深度融合才能与不断

高端化、智能化、个性化发展的制造业与服务业相匹

配,从而倒逼产业转型升级[6] 。 “两业”融合在制造

业服务化与服务业制造化融合过程中通过价值共创

形成创新生态系统,从而获取了较高的附加价值,最
终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7] 。

三是“两业”融合水平的测度,通过梳理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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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测度“两业”融合水平文献可以将测度方法归纳为

三类,分别是投入产出法、技术系数法、统计模型法。
投入产出法可以直观地揭示各产业之间的密切关

系,在行业 i 生产过程中 j 产业的总投入占该行业总

产出的比重越大,则说明两产业融合程度越深[8] 。
投入产出法是测算产业融合度较为普遍的一种方

法,但也有学者认为由于投入产出表每 5 年统计一

次,导致数据存在滞后性,不能充分地反映“两业”融

合的动态变化过程。 技术系数法包括赫芬达尔指数

法、熵指数、专利系数等方法,系数法是通过测算产

业间的技术融合程度来近似地描述产业间的融合

度,有学者[9]认为系数法不能全面测度产业融合深

度和水平,同时数据的可获得性也较差。 灰色关联

度模型、计量经济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是学者们常

用的测度统计模型,灰色关联模型首先需要确定各

个子系统间的拉动因子,接着度量各个子系统的实

际发展水平与理想发展水平间的距离,最后测度“两

业”融合水平[10] 。 通过空间计量模型除了可以测度

产业融合的水平外还可以确定影响“两业”融合的主

要因素。 耦合协调度模型是较为成熟的一种测度

“两业”融合度的评价方法,学者们一般从产业结构、
产业规模、产业发展等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两

业”的融合程度和阶段进行测量。 耦合协调度模型

的优势在于将
 

“两业”的产业协调程度、产业发展水

平、产业间的关联水平、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同时体

现出来[11] 。
目前关于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

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现有研究的

研究对象多为特定经济区域或省份,缺乏定量的京

津冀三地产业结构现状之间的对比研究,无法直接

刻画京津冀三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耦合协

调的区域阶梯性差异,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视角,结合河北省产业结构

现状和区域发展特点,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科学

测算河北省“两业”融合水平和阶段,以期对未来

河北省 “ 两业” 深度融合发展起到一定的指导

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一)产业结构偏离度

　 　 产业结构是指一、二、三产业之间的构成及一、
二、三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产业结构偏离度

是指某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与产值比重之差。 产业结

构偏离度可以衡量区域产业结构合理性,产业结构

偏离度系数越大,说明产业结构越不对称[12] 。 通过

计算京津冀三地的产业结构偏离度,可以分析京津

冀三地产业结构发展现状,产业结构偏离度的计算

公式为:

P i = ∑
3

i = 1
Li - C

i
( i = 1,2,3) (1)

　 　 P i 为产业结构偏离度; Li 为
 

i 产业的从业人数

所占比重; C i 为 i 产业的产值所占比重。

(二)耦合协调度模型

　 　 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来测算“两业”之间的融合

发展水平。 耦合概念来源于物理学,用来表示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终

达到协调的过程[13] 。

Cn = n{(u1·u2…um) / [∏ui + u j]}
1
n

ui = ∑
m

j = 1
λ ijuij,∑

m

j = 1
λ ij = 1

(2)

　 　 其中, ui( i = 1,2,…m) 表示子系统的综合发展

程度; uij 是系统 i 中第 j 个指标的标准值; λ ij 为各级

指标的权重。 由于本文只研究先进制造业 u1 与现代

服务业 u2 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可将式(2)简

化为:

C = 2 u1·u2 / (u1 + u2) 2 (3)
　 　 其中, C 为耦合度,取值范围为(0,1)。 当 C = 1
时,表明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度达到最大,系统之间达

到良性耦合状态;当 C = 0 时,表明两个子系统的耦

合度最小,系统之间不存在相互关联性。 设先进制

造业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为 f(x) ,现代服务业子

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为 f(y) ,则“两业”的耦合度函

数 C 公式可以表示如下:

C = 2 f(x)·f(y)
( f(x) + f(y)) 2 (4)

　 　 通过在式 ( 3 ) 的基础上计算耦合协调函数

D ,可以体现两子系统相互耦合程度和真实发展

水平。

D = C × T ,其中 T = αf(x) + βf(y) (5)
　 　 D 的取值范围为(0,1), D 值越大,表示“两业”
融合程度越高,关联性越紧密。 公式中 T 代表了“两

业”之间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根据现有文

献[13] ,取值系数 α = 0. 4,β = 0. 6,两业融合发展综合

评价标准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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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综合评价标准

耦合协调函数值(D) 融合发展阶段 类型 类型说明

0≤D<0. 3 重度失调
f(x) >f(y)
f(x)= f(y)
f(x) <f(y)

现代服务业滞后于先进制造业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同步
先进制造业滞后于现代服务业

0. 3≤D<0. 5 轻度失调
f(x) >f(y)
f(x)= f(y)
f(x) <f(y)

现代服务业滞后于先进制造业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同步
先进制造业滞后于现代服务业

0. 5≤D<0. 7 初级协调
f(x) >f(y)
f(x)= f(y)
f(x) <f(y)

现代服务业滞后于先进制造业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同步
先进制造业滞后于现代服务业

0. 7≤D<0. 8 中级协调
f(x) >f(y)
f(x)= f(y)
f(x) <f(y)

现代服务业滞后于先进制造业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同步
先进制造业滞后于现代服务业

0. 8≤D<0. 9 良好协调
f(x) >f(y)
f(x)= f(y)
f(x) <f(y)

现代服务业滞后于先进制造业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同步
先进制造业滞后于现代服务业

0. 9≤D≤1 优质协调
f(x) >f(y)
f(x)= f(y)
f(x) <f(y)

现代服务业滞后于先进制造业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同步
先进制造业滞后于现代服务业

三、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发展现状分析

　 　 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合
理的产业结构在于各产业的均衡发展和合理的产业

比例关系,以“两业”深度融合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已

经是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实现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经
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手段。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实施以来,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及空间布局呈现明

显的阶梯性变化,因此采用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京

津冀三地产业结构发展现状。
数据分别来源于 2010—2020

 

年京津冀三地统

计年鉴,计算相关数据得出京津冀三地 2010—2020
年产业结构偏离度如表 2—表 4 所示。

产业结构偏离度的一般规律为偏离度系数越

　 　

大,说明产业结构越不对称。 结合表 2—表 4 可以看

出,首先,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总偏离度均处于下降

的趋势,表明三地的产业结构在不断优化。 其次,三
地的第一产业偏离度都处于正偏离,说明第一产业

的劳动生产率较低,农业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三地

第二、三产业的偏离度均为负偏离,说明第二、三产

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存在较大的人员吸纳能力。
最后,可以看出,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

梯度层次,河北省与北京、天津在产业结构方面存在

很大差距,北京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发展水平较高;
相较于河北省,天津第二、三产业均有比较优势,但
天津服务业的发展与北京存在较大差距;河北省第

二、三产业发展相较于北京、天津均较滞后,且产业

结构主要以第二产业为主。 因此,在京津冀协同发

表 2　 2010—2020 年北京产业结构偏离度

年份
三次产业产值比重(%) 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比重(%) 三次产业间结构偏离度(%)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10 0. 9
 

23. 5
 

75. 7
 

6. 0
 

19. 6
 

74. 4
 

5. 1
 

-3. 9
 

-1. 3
 

2011 0. 8
 

22. 6
 

76. 0
 

5. 5
 

20. 5
 

74. 0
 

4. 7
 

-2. 1
 

-2. 0
 

2012 0. 8
 

22. 1
 

77. 1
 

5. 2
 

19. 2
 

75. 6
 

4. 4
 

-2. 9
 

-1. 5
 

2013 0. 8
 

21. 6
 

77. 6
 

4. 8
 

18. 5
 

76. 7
 

4. 0
 

-3. 1
 

-0. 9
 

2014 0. 7
 

21. 3
 

78. 0
 

4. 5
 

18. 2
 

77. 3
 

3. 8
 

-3. 1
 

-0. 7
 

2015 0. 6
 

19. 7
 

79. 7
 

4. 2
 

17. 0
 

78. 8
 

3. 6
 

-2. 7
 

-0. 9
 

2016 0. 5
 

19. 3
 

80. 2
 

4. 1
 

15. 8
 

80. 1
 

3. 6
 

-3. 5
 

-0. 1
 

2017 0. 4
 

19. 0
 

80. 6
 

3. 9
 

15. 5
 

80. 6
 

3. 5
 

-3. 5
 

0. 0
 

2018 0. 4
 

18. 6
 

81. 0
 

3. 7
 

14. 7
 

81. 6
 

3. 3
 

-3. 9
 

0. 6
 

2019 0. 3
 

16. 2
 

83. 5
 

3. 3
 

13. 6
 

83. 1
 

3. 0
 

-2. 6
 

-0. 4
 

2020 0. 4
 

15. 8
 

83. 8
 

3. 3
 

13. 6
 

83. 1
 

2. 9
 

-2. 2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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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0—2020 年天津产业结构偏离度

年份
三次产业产值比重(%) 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比重(%) 三次产业间结构偏离度(%)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10 1. 9 47. 7 50. 4 10. 0 41. 5 48. 4 8. 1 -6. 2 -2. 0
2011 1. 7 46. 3 52. 0 9. 6 41. 4 49. 0 7. 9 -4. 9 -3. 0
2012 1. 6 45. 7 52. 7 8. 9 41. 2 49. 9 7. 3 -4. 5 -2. 8
2013 1. 6 44. 3 54. 1 8. 1 41. 8 50. 1 6. 5 -2. 5 -4. 0
2014 1. 5 43. 4 55. 1 7. 7 38. 9 53. 4 6. 2 -4. 5 -1. 7
2015 1. 5 41. 3 57. 2 7. 4 35. 7 56. 9 5. 9 -5. 6 -0. 3
2016 1. 5 38. 0 60. 5 7. 2 34. 0 58. 8 5. 7 -4. 0 -1. 7
2017 1. 3 36. 7 62. 0 7. 0 32. 5 60. 5 5. 7 -4. 2 -1. 5
2018 1. 3 36. 2 62. 5 6. 7 31. 8 61. 5 5. 4 -4. 4 -1. 0
2019 1. 3 32. 2 63. 5 6. 5 30. 4 63. 1 5. 2 -1. 8 -0. 4
2020 1. 5 34. 1 64. 4 5. 6 34. 2 60. 3 4. 1 0. 1 -4. 1

表 4　 2010—2020 年河北省产业结构偏离度

年份
三次产业产值比重(%) 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比重(%) 三次产业间结构偏离度(%)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10 13. 7 47. 0 39. 2 37. 9 32. 4 29. 8 24. 2 -14. 6 -9. 4
2011 12. 6 48. 1 39. 3 36. 3 33. 3 30. 4 23. 7 -14. 8 -8. 9
2012 12. 6 47. 3 40. 1 34. 9 34. 3 30. 8 22. 3 -13. 0 -9. 3
2013 13. 0 46. 0 41. 0 34. 1 34. 4 31. 5 21. 1 -11. 6 -9. 5
2014 12. 6 45. 5 41. 9 33. 6 34. 2 32. 2 21. 0 -11. 3 -9. 8
2015 11. 7 43. 7 44. 6 32. 9 33. 9 33. 2 21. 2 -9. 8 -11. 4
2016 10. 8 43. 3 45. 9 30. 6 32. 0 37. 4 19. 8 -11. 3 -8. 5
2017 10. 2 41. 7 48. 1 28. 6 29. 3 42. 1 18. 4 -12. 4 -6. 0
2018 10. 1 38. 3 51. 6 26. 3 27. 0 46. 7 16. 2 -11. 3 -4. 9
2019 10. 1 38. 3 51. 6 25. 3 26. 3 48. 4 15. 2 -12. 0 -3. 2
2020 10. 7 37. 6 51. 7 22. 2 31. 9 45. 9 11. 5 -5. 7 -5. 8

展背景下,要促进河北省产业结构均衡、协调发展,
就必须通过促进第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来协调

第二、三产业关系。

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数据处理

　 　 综合国家科技部第 70 号文件中对先进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的定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现有文献

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划分内容,将先进制造

业和现代服务业行业分类做如下分类,如表 5 所示。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现有文献一般从产业的规模、效益、结构、潜力、
速度[15] 、环境约束[16] 、技术创新[17] 等方面建立“两

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遵循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

原则以及结合京津冀三地“两业”融合发展的实际情

况,尤其是首钢搬迁和雄安新区建立后产业集聚对

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从产业规

模、产业结构、产业集聚及产业发展速度 4 个方面构

建河北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评价指

标体系,具体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6 所示。
表 5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分类

先进制造业分类[14] 现代服务业分类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制造业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
政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

医药制造业 金融业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房地产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租赁业和商务服务业
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表 6 中,区位熵通常用来判断一个产业是否构

成地区专业化部门,可以识别区域产业集群和专业

化发展程度。 区位熵越大,说明产业专业化水平越

高。 区位熵大于 1,可认为该产业是该地区的专业化

部门;如果区位熵≤1,则认为该产业是自给性部

门[16] 。 区位熵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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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评价体系

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变量 方向

先进制造业

产业规模
先进制造业增加值

先进制造业就业人数
先进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万人
亿元

x1

x2

x3

正向
正向
正向

产业结构
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

先进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制造业总就业人数比重
%
%

x4

x5

正向
正向

产业集聚 区位熵 % x6 正向

产业发展
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率

先进制造业就业人数增长率
%
%

x7

x8

正向
正向

现代服务业

产业规模
现代服务业增加值

现代服务业就业人数
现代服务业固定投资额

亿元
万人
亿元

y1

y2

y3

正向
正向
正向

产业结构
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现代服务业从业人数占第三产业从业人数比重
%
%

y4

y5

正向
正向

产业集聚 区位熵 % y6 正向

发展速度
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增长率

现代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率
%
%

y7

y8

正向
正向

LQij =
qij / q j

qi / q
(6)

　 　 LQij 是 j 地区的 i 产业在全国的区位熵, qij 为 j
地区的 i 产业的产值, q j 为

 

j 地区所有产业的总产

值, qi 为在全国中 i 产业的总产值, q 为全国所有产

业的总产值。

(二)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10—2020 年间《中国统计年

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

鉴》、《河北省统计年鉴》、国泰安数据库、中国经济

大数据平台、EPS 数据库,采用插值法对计算过程中

可能缺失的部分数据进行补齐。
为了消除量纲与数量级不同所带来的影响,对

指标原始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指标矩阵为: X =
(xij)m×n, 设有 m 个评价对象, n 项评价指标,其中

i = 1,2,3,…,m;j = 1,2,3…,n, 将矩阵进行标准化

处理得到 Vij 。

vij =

xij - min(x j)
max(x j) - min(x j)

,当 xij 为正指标时

max(x j) - xij

max(x j) - min(x j)
,当 xij 为负指标时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7)

　 　 本文研究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指标体

系中所有原始数据均为正向指标,因此选取标准化

处理公式为:

vij =
xij - min(x j)

max(x j) - min(x j)
(8)

　 　 式中原始值为 xij ,标准化处理后为 vij 。 设 X =

(xij)m×n 是先进制造业序参量, xij 表示制造业子系统

第 j 项指标第 i 个评价对象的值 ( i = 1,2,3,···,m;
j = 1,2,3,···,n) ,则 X j 为标准化处理后的值。

X ij =
xij - min(x j)

max(x j) - min(x j)
(9)

　 　 设 Y j = (yij)m×n 是现代服务业序参量, yij 表示服

务业子系统中第 j 项指标第 i 个评价对象的值 ( i =
1,2,3,···,m;j = 1,2,3,···,n) ,则 Y j 为标准化处

理后的值。

Yij =
yij - min(y j)

max(y j) - min(y j)
(10)

(三)基于熵值法的指标权数确定

　 　 本文用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计算过程

如下:
1. 记第 j 项指标,第 i 个评价对象的特征比重为

pij ,则:

pij =
vij

∑
m

i = 1
vij

(11)

　 　 其中, 0 ≤ pij ≤ 1。
2.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ej :

ej = - 1
ln(m)∑

m

i = 1
(pij lnpij) (12)

　 　 3. 计算各指标的熵值权重:

w j =
(1 - ej)

∑
n

j = 1
1 - ej

(13)

　 　 计算得到各项指标权重如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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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权重

系统 变量 权重 方向 系统 变量 权重 方向

先进

制造业

x1
 0. 1045 正向

x2 0. 0825 正向
x3 0. 2343 正向
x4 0. 1327 正向
x5 0. 0726 正向
x6 0. 2016 正向
x7 0. 1051 正向
x8 0. 0667 正向

现代

服务业

y1 0. 1863 正向
y2 0. 0941 正向
y3 0. 1552 正向
y4 0. 1348 正向
y5 0. 1271 正向
y6 0. 0921 正向
y7 0. 1078 正向
y8 0. 1025 正向

(四)综合发展水平的计算

　 　 采用综合评价加权求和法来求各个子系统综合

评价指数,得到各个子系统的整体评价结果如表 8
所示。 根据表 8 绘制河北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综合指数折线图如图 1 所示。 f(x) 为先进制造业

综合评价指数, f(x) 值越高,表明先进制造业发展

水平越高,其中 λ j 是先进制造业各个指标的权重, x j

是先进制造业中第 j 项指标值标准化后的值。 f(y)
为现代服务业综合评价指数, f(y) 值越高,表明现

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其中 γ j 是现代服务业各个

指标的权重, y j 是现代服务业中第 j 项指标值标准化

后的值。 其计算公式如下:

f(x) = ∑
n

j = 1
λ jx j,∑

n

j = 1
λ j = 1 (14)

f(y) = ∑
n

j = 1
γ jy j,∑

n

j = 1
γ j = 1 (15)

表 8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综合评价指数

年份
先进制造业

综合评价指数 f(x)
现代服务业

综合评价指数 f(y)
2010 0. 1063 0. 0485
2011 0. 1289 0. 0647
2012 0. 1863 0. 0753
2013 0. 2134 0. 1945
2014 0. 2861 0. 2423
2015 0. 3721 0. 3453
2016 0. 3942 0. 3623
2017 0. 4954 0. 4873
2018 0. 5663 0. 4676
2019 0. 5776 0. 5293
2020 0. 5964 0. 4466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评价指标权重分析

　 　 从历年数据的指标权重来看,对先进制造业发

展影响较大的指标是先进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

先进制造业区位熵,权重分别为 0. 2343 和 0. 2016,

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权重比较大说明了政府和企业一

直致力于促进“两业”深度融合,区位熵权重较大说

明了产业集聚可对
 

“两业”融合产生重要影响,影响

较小的指标为先进制造业就业人数增长率,权重为

0. 0667。 对现代服务业来说影响较大的指标是现代

服务业增加值,权重为 0. 1863,说明要促进“两业”
深度融合,仍应加大现代服务业发展规模,对现代服

务业影响较小的指标为区位熵,说明现代服务业还

没有形成一定的产业集聚效应,下一阶段促进“两

业”深度融合可以致力于充分发挥现代服务业的集

聚效应,同时可以看出现代服务业各项指标的权重

分配差异不大。

(二)综合发展指数分析

　 　 从河北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综合评价指

数分析图可以看出,整体来看,2010—2020 年间,河
北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综合评价指数都呈上

升趋势,分析其原因,大多由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

速发展带来的新的生产力赋能制造业和服务业飞速

发展,10 年间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仍滞后于先进

制造业;分阶段来看,2010—2012 年间,现代服务业

与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差距是最大的,而后二者差距

逐步缩小,2017 年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趋近于先进

制造业,2020 年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发展水平

重新拉大。

(三)“两业”融合耦合协调性分析

　 　 根据河北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综合评

价指数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河北省 2010—
2020 年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耦合协调情况,
如表 9 所示。

从整体上看,河北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融合情况逐步由失调阶段过渡到协调阶段,2010
年仍然处于重度失调阶段,经过 4 年的快速,2014
年发展到初级协调阶段,说明“两业” 融合发展处

于不断上升趋势,融合程度在不断加深,联系越来

越紧密。 但是整体耦合度值依然偏低,说明 “ 两

业”的紧密程度仍需加强。 2017 年开始进入中级

协调阶段,“两业” 的融合程度已经由初步融合向

深度融合转变,但也可以发现,目前“两业”融合的

程度还没有达到良好协调和优质阶段,深度融合的

水平依然不够,通过提高“两业”的关联性与协调性

促进“两业”深度融合发展仍然是河北省下一阶段缩

小京津冀区域产业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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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河北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综合评价指数分析图

表 9　 2010—2020 年河北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耦合协调度

年份 耦合度(C) 两系统综合评价指数(T) 协调度(D) 融合发展阶段

2010 0. 9277
 

0. 0716
 

0. 2578
 

重度失调阶段

2011 0. 9434
 

0. 0904
 

0. 2920
 

轻度失调阶段

2012 0. 9055
 

0. 1197
 

0. 3292
 

轻度失调阶段

2013 0. 9989
 

0. 2021
 

0. 4493
 

轻度失调阶段

2014 0. 9966
 

0. 2598
 

0. 5088
 

初级协调阶段

2015 0. 9993
 

0. 3560
 

0. 5965
 

初级协调阶段

2016 0. 9991
 

0. 3751
 

0. 6121
 

初级协调阶段

2017 1. 0000
 

0. 4905
 

0. 7004
 

中级协调阶段

2018 0. 9954
 

0. 5071
 

0. 7105
 

中级协调阶段

2019 0. 9990
 

0. 5486
 

0. 7403
 

中级协调阶段

2020 0. 9896
 

0. 5065
 

0. 7080
 

中级协调阶段

六、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首先基于产业结构偏离度,定量分析了京

津冀三地在产业结构布局上的差异,对比分析了京

津冀三地产业发展状况;其次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
测算了近 10 年来河北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融合水平和融合阶段,研究结果表明:(1)河北省产

业结构偏离度明显高于北京、天津两地,在产业结构

布局和产业发展状况方面与北京、天津存在阶梯性

差异,河北省产业结构仍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发展

仍大幅落后于北京、天津两地,仍然存在较大的进步

空间,河北省优化产业结构,仍要以促进制造业和服

务业融合为主要方向。 (2)耦合协调度测算发现,河
北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水平总体呈现上

升趋势,“两业”关联性越来越紧密,融合程度不断加

深,但耦合协调阶段仍处于中级协调阶段,距离良好

协调和优质协调阶段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通过“两
业”深度融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缩小与京津区域

差距仍然是河北省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任务。

(二)对策建议

　 　 基于耦合协调实证分析,并结合京津冀协同发

展现状和河北省的区域发展特点,提出以下对策建

议:(1)完善制造业服务化的全产业链条,向前延伸

制造业上游产业链条,以创新驱动技术研发、创意开

发、成果转化等环节发展,向后延伸制造业下游产业

链条,以提高产品附加值为目的优化营销、物流、服
务、废旧产品回收利用等环节,将现代服务业不断融

入先进制造业产品设计、定制、生产、物流、销售全过

程,形成制造+服务全产业链条。 (2)打造先进制造

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平台,依托现有产业集

群和工业园区,提高集群内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相互

协同、配套服务水平,使之成为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

发展的平台载体。 (3)树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融合发展的典型模式,进一步发挥“两业融合”试

点的引领示范作用,总结全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

务业融合发展典型模式的成功经验,破解“两业”融

合发展瓶颈问题,探索“两业”融合发展新业态、新模

式、新路径, 引领带动行业转型升级和当地经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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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realizes
 

region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improve
 

its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firstly
 

and
 

analy-
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three
 

areas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through
 

the
 

devia-
tion

 

degre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finds
 

that
 

there
 

is
 

a
 

huge
 

differ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three
 

areas. 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
 

Hebei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in
 

Beijing
 

and
 

Tianjin,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mainly
 

dominated
 

by
 

the
 

secondary
 

industry.
 

Secondly,
 

the
 

coupled
 

coor-
dination

 

degree
 

model
 

is
 

used
 

to
 

estimat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modern
 

serv-
ice

 

industry
 

in
 

Hebei.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n
 

Hebei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from
 

the
 

severe
 

imbalance
 

stage
 

to
 

the
 

mild
 

imbalance
 

stage,
 

then
 

to
 

the
 

primary
 

coordination
 

stage,
 

and
 

now
 

it
 

evolves
 

to
 

the
 

intermediate
 

coordination
 

stage.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em-
pirical

 

results,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d-
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n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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