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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业集聚是产业优化配置的具体表现，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成渝双城经济圈是西部地区重要的

增长极，其产业集聚对我国西部地区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一直以来，制造业在我国产业体系中处于重要

地位，因此，本文以成渝双城经济圈制造业为研究对象，选取了行业集中度和区位熵两种方法来分别测

度成渝双城经济圈制造业的集聚水平。研究发现：横向来看，成渝双城经济圈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低于

全国水平；纵向来看，成渝双城经济圈制造业水平不断提升，集聚情况不断向好，并在此基础上对成渝

双城经济圈制造业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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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s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industrial optimal allocation and pl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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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portant role in economic growt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always been in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a’s industrial system. For a long time,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been in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ese industrial system, and the gathering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f 
th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is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 There-
fo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chooses the industry concentration and location entropy to measure the concentration level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con-
centration level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is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level but continues to improve. And then this paper makes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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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成渝地区的发展，2011 年打造“成渝经济区”、2016 年建设“成渝城

市群”，成渝地区的重要性不断凸显。2020 年 1 月 3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成渝双城

经济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产业集聚是产业优化配置的具体表现，是提升产业竞争力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在经济增

长中具有重要作用。一直以来，制造业在我国产业体系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是经济发展重要支撑，制造

业的集聚促进了产业内部要素的自由流动，进一步提升了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为经济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一直密切关注制造业产业的发展，发布推动和促进制造业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些了重

要决策和政策措施、签批了《中国制造 2025》文件，强调了制造业在我国产业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成渝

双城经济圈是西部地区重要的增长极，充分发挥其更需要加快制造业产业集聚，在《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

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在成渝双城经济圈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当前，关于成渝双

城经济圈产业集聚，尤其是制造业集聚的研究仍相对较少，对其集聚水平还缺乏充足的数据测度分析，因

此，本文对成渝双城经济圈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展开研究，分析其集聚现状，提出促进成渝双城经济圈制

造业集聚、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高质量制造业的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文献综述 

2.1. 关于产业集聚测度方法的研究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关于集聚水平的测度并没有统一的测算方法或指标，不同的测算方式各

有侧重也各有不同的约束条件。其中，运用较为广泛的方法主要包括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行业集中

度等。Haggett (1965)利用区位熵来衡量产业在某一特定地区的集聚程度[1]，这一方法简单易行，至今仍

然沿用。Krugman (1991)将空间概念引入到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中，建立新的测度指标——空间基尼系数，

并运用它测度美国的三位数行业集聚程度[2]，这一测算方法如今使用也较为广泛。Ellison 等(1997)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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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Krugman 所提出的空间基尼系数存在的局限性，并结合研究对其进一步探索、优化，构造了 E-G 指数

来测定产业集聚程度[3]。 

2.2. 关于制造业产业集聚的研究 

关于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测度的研究大多从国家层面展开。吴学花和杨蕙馨(2004)分析了中国 20 个

二位数制造业门类的集聚性[4]。王子龙等(2006)利用 1994~2003 年数据测度了中国部分制造产业集聚水

平[5]。马国霞等(2007)对我国制造业两个产业之间的空间集聚程度进行了研究[6]。文东伟和冼国明(2014)
测度了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水平[7]。张雷和郭欣欣(2018)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进行定量测度[8]。此

外，也有学者选取个别区域为研究对象。樊秀峰和康晓琴(2013)陕西省制造行业集聚度进行了测算[9]。
刘宏曼和郎郸妮(2016)从制造业整体及其具体行业分析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的现状[10]。 

2.3. 关于成渝地区产业集聚的研究 

随着党和国家对成渝地区发展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成渝地区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不断提上，

成渝地区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地区。李雷雷(2017)基于产业聚集理论，分析了成渝地区的产业结构，

并据此得出产业聚集区内不同的分工导致了产业难以协同发展[11]。张新帅和黄寰(2019)在分析成渝城市

群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产业集聚和城市群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12]。陈涛和唐教成(2020)从
高等教育集群角度出发，提出推动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方法和路径[13]。李标和李溪铭(2021)研究发现

成渝双城经济圈在 2010~2018 年产业集聚趋势加强[14]。此外，有部分学者对不同产业的集聚度进行了

测度，陈林会和刘青(2020)对成渝地区体育产业集聚程度进行研究[15]。倪光鲜等(2021)对成渝城市群高

新技术产业的集聚水平进行分析[16]。 

2.4. 小结 

根据上述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对于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的测度已经有较为丰富的研

究成果，其测度方法也多种多样。但是，从已有研究来看，关于国内关于制造业产业集聚的研究大多针

对全国、某个省份或者是东部较为发达的地区，而对于西部地区的研究相对少一些。 
针对成渝地区的产业集聚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从经济区到城市群，学者们对多种产业集聚情

况进行了测度，根据研究内容来看，主要聚焦成渝地区的优势产业或主导产业，例如工业、电子信息产

业等等。但已有研究大多将研究重点放在集聚的经济效应上，对于产业集聚的测度相对简单。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运用行业集中度和区位熵两种方法，对成渝双城经济圈制造业的集聚水平进

行测度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首先，当前关于西部地区

产业集聚水平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针对成渝双城经济圈展开分析，是对制造业集聚水平研究的完善和

补充。其次，已有针对成渝地区产业集聚的研究大多将研究重点放在集聚的经济效应上，本文从产出和

就业两个维度选取指标测度了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拓展了研究视角。 

3. 测度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测度方法 

3.1.1. 行业集中度 
行业集中度(CR 指数)是产业经济学中衡量市场结构最常用的指标，指规模最大的几位企业的规模占

整个市场或行业的份额。本文中作为产业集聚指标，它代表的是某一产业中规模最大的几个地区在整个

区域所占的市场份额，通常使用生产总值、就业人数等指标进行测算，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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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CR n N
n i ii ix X

= =
= ∑ ∑                                 (1) 

CRn 即区域内前 n 个地区的行业集中度，在公式中 xi 表示 i 地区的生产总值、就业人数、销售额等数

值，Xi 表示区域所有地区的生产总值或就业人数等数值，n 表示前 n 个地区，N 为区域内所有地区。 
行业集中度数值介于 0 和 1 之间，其数值越接近 1，说明该产业集聚水平越高；反之，数值越接近 0，

则该产业集聚水平越低。 

3.1.2. 区位熵 
区位熵(LQ)又称地区专业化指数，通常依据某地区某产业的生产总值或就业人数等指标进行测算，

通过该地区产业的专业化程度来判别产业集聚存在的可能性。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 ) ( )i 1 1LQ n n
i i i ii ix x X X

= =
= ∑ ∑                             (2) 

LQi 表示该区域 i 行业某一年的区位熵，i 即表示 i 行业，xi 表示该区域 i 行业的生产总值或就业人数

等； 1
n

ii x
=∑ 表示该区域所有产业的生产总值或就业人数等；Xi 表示全国范围内 i 行业的生产总值或就业

人数等； 1
n

ii X
=∑ 表示全国范围内所有产业的生产总值或就业人数等。 

一般来说，LQ > 1 表面专业化程度高，即产业集聚水平高；LQ < 1 表面专业化程度低，产业集聚水

平较低。 

3.2. 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选取产出数据和就业数据来计算产业集聚水平指标，利用上述两种方法对成渝双城经济圈制造

业 2008~2020 年产业集聚程度进行测度和分析。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成渝双城经济圈范围已经涵盖

重庆市及四川省绝大部分地区，本文用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数据来代表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数据。 
产出数据用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代表，就业数据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代表，其中主营业务收

入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四川省统计年鉴》和《重庆市统计年鉴》，就

业人数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4. 成渝双城经济圈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测度 

4.1. 行业集中度 

通过对成渝双城经济圈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就业人数进行排序，分别得到各年份成渝双城经济圈

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就业人数排名前四和前八的行业，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得到 CR4 和 CR8，并同时计

算了全国的情况作为对比，计算结果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concentr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表 1. 成渝双城经济圈制造业行业集中度 

测度指标 产出 就业 

年份 
成渝双城经济圈 全国 成渝双城经济圈 全国 
CR4 CR8 CR4 CR8 CR4 CR8 CR4 CR8 

2008 0.4134 0.6831 0.3583 0.5880 0.3988 0.5499 0.4028 0.5971 

2013 0.4300 0.7126 0.3403 0.5824 0.3587 0.5101 0.4509 0.6376 

2018 0.4603 0.7104 0.3675 0.5971 0.3347 0.4818 0.4813 0.6606 

注：重庆各地区制造业就业数据来源于《重庆市经济普查年鉴》，但该年鉴只公布了 2008、2013、2018 年，因此本

文仅对这三个年份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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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以看出，使用产出数据计算的行业集中度整体上表现为不断增加，即成渝双城经济圈 CR4
和 CR8 整体成上升趋势，说明成渝双城经济圈产业集聚水平在不断提高。并且使用产出指标来测度时，

成渝双城经济圈制造业 CR4 和 CR8 都高于全国水平的，说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制造业行业规模高于全国

水平，龙头行业相对规模较大。而当使用就业指标来测度时，成渝双城经济圈制造业 CR4 和 CR8 呈下降

趋势并且始终低于全国水平，说明从就业数据来看，成渝双城经济圈制造业的行业集聚程度低于全国集

聚水平，产业集聚程度较低。 

4.2. 区位熵 

在使用行业集中度方法进行测算之后，本文又使用区位熵方法对成渝双城经济圈制造业产业集聚水

平进行了测算，具体测算结果如下表 2 所示。 
 
Table 2. Location entropy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rom 2008 to 2020 in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表 2. 成渝双城经济圈 2008~2020 年制造业区位熵 

年份 
指标 

产出 就业 

2008 0.9769 0.8059 

2009 0.9762 0.7992 

2010 0.9763 0.8005 

2011 0.9847 0.8199 

2012 0.9866 0.8156 

2013 0.9945 0.8029 

2014 0.9931 0.7544 

2015 0.9793 0.7352 

2016 0.9918 0.7235 

2017 1.0003 0.7340 

2018 1.0104 0.7304 

2019 1.0087 0.7250 

2020 1.0121 0.7503 
 
由表 2 可以看出，当使用产出指标来测算时，2008~2020 年成渝双城经济圈制造业区位熵主要处于

0.97~1 之间，并在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说明成渝双城经济圈制造业集聚水平逐渐上升。从具体数值上

看，2017 年以前，成渝双城经济圈制造业区位熵小于 1，即成渝双城经济圈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低于全

国水平；2017 年及以后，成渝双城经济圈制造业区位熵大于 1，说明，近几年成渝地区产业集聚测度提

升成效显著，产业集聚水平在全国中不再处于比较劣势。原因可能在于：党和国家对成渝地区重视程度

不断提高，成渝地区的发展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成渝城市群发展规

划》《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为成渝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策支持和发

展背景。 
当使用就业指标进行测算时，2008~2020 年成渝双城经济圈制造业区位熵主要处于 0.72~0.82 之间，

相对于产出指标测算结果来说，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且区位熵波动幅度相关较大，整体呈现先上升

后下降趋势，说明从就业指标来看，与全国相比，成渝双城经济圈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处于较低水平，

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且从变化趋势来看，产业集聚效果差强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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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通过使用行业度和区位熵两种方法对成渝双城经济圈制造业产业集聚情况进行测算，发现：(1) 成渝

双城经济圈制造业但产业规模较大，但产业集聚水平较低。根据行业集中度测算结果可以看出，根据产

出数据计算得到的 CR4 和 CR8 都远高于全国水平说明行业规模较大。根据就业数据计算的得到的 CR4
和 CR8 都始终低于全国水平，该地区成渝双城经济圈制造业集聚水平低于全国水平。(2) 从整体上看，

成渝双城经济圈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不断提升。从 2008~2020 年，行业集中度是在不断上升，且根据产

出指标计算的区位熵不断提高，说明成渝双城经济圈制造业集聚情况不断向好。 

5.2. 政策建议 

本文对成渝双城经济圈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进行了测度，得出了上述结论，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

几点政策建议。 
根据测度结果显示，成渝双城经济圈在制造业龙头行业相对规模和制造业集聚水平上都具有一定的

优势。为了促进成渝地区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不断提高，应继续促进优势产业的发展，促进龙头企业的

带动作用，发挥集聚的正向效应，进一步拉动就业、实现经济增长。 
从就业指标来看，成渝双城经济圈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较低，需要进一步提升。为此，需要提升成

渝地区就业吸引力，引进和培育优秀人才，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更多优秀人才。 
近几年，成渝地区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为促进成渝地区发展，党和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我们要充分发挥政策优势，为制造业集聚及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着力打造中国制造“第四极”，

不断增强成渝双城经济圈服务国家战略大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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