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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测度分析①

刘军跃，李军锋，王敏
（重庆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重庆４０００５４）

摘　要：对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现状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研究发现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既表现出行

业队伍壮大、吸纳劳动力多、吸引外资贡献大等特点，也存在对国民经济贡献度偏低、内部行业发展不均衡等不足。采用

区位熵方法的定量测度显示，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及其６个代表行业呈现主城区集聚态势、整体集聚水平较高，但

内部各行业集聚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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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及

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产生着巨大影响。国内外一些发达地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成功经验已充分证

明：生产性服务业的区域性集聚发展是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模式［１］［２］［３］［４］。我国关于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的研究，大多选择北京、上海、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研究较少。由于区域差

别，这些研究对全国其他地区提供的借鉴作用有限。近年来，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但

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因此，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现状以及如何依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

来推进重庆乃至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目前国内外尚未提出专门用于测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方法，而是借用其它产业集聚的测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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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和模型，用于对区域内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度和区域集聚差异度的测量。（１）对行业集聚度的测量。主
流方法包括两类：一是基于行业角度的区位熵法和空间基尼系数法。其中，区位熵法运用最为广泛，采用

的数据大致包括行业就业人数和行业产业增加值两类。如刘湘妃（２０１１）、陈英姿（２０１２）、刘辉煌和雷艳
（２０１２）、田家林和韩锋（２０１２）等，分别采用行业就业人数测量了浙江省、东北三省、中部地区８１个地级以
上城市以及长三角地区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生产性服务行业的集聚度［５］［６］［７］［８］。浙江省地方统计调查局

课题组（２０１２）、邓桂芝（２０１２）、董昕灵（２００９）、刘周洋（２０１１）等采用产业增加值分别测量了浙江省、全国
２２个省市、东中西三区、广州生产性服务行业的集聚度［９］［１０］［１１］［１２］。相较于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虽然简

便直观，但由于计算中需要对下级城市相关数据进行加总，而目前国内的统计年鉴中并未公布这些数据，

所以运用不如区位熵广泛。李文秀（２００８）采用空间基尼系数对美国服务业的区域集聚程度进行了研究，
得出集聚度最高的行业是证券、保险和铁路，集聚度最低的是医疗卫生业［１３］。陈建军等（２００９）采用空间
基尼系数对１４个服务业的集聚度进行研究，排在前５位的均为生产性服务业［１４］。张波（２０１２）对辽宁省８
类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度进行测量，发现集聚度最高的为金融业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１５］。二是基于企业

角度的赫芬达尔系数和行业集中度等方法。从企业角度计算行业集聚是根据少数企业在业内的经济优势

判断行业集聚度。由于需要使用企业的具体数据，对数据的要求较高，所以较少被运用。李文秀（２００８）、
周蕾（２００７）、贺天龙（２０１０）、雷蕾（２０１２）等采用赫芬达尔系数分别对浙江省１１个行业、美国１２个服务行
业，珠三角９个城市以及全国７个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集中度进行了计算［１３］［１６］［１７］［１８］。（２）对区域集聚差
异度的测量。主要方法有锡尔指数模型和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１０］［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外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理论及测度方法缺乏专门针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系

统理论及研究方法；对集聚水平的测度，大多选择北京、上海、珠三角等发达地区，提出的政策建议对全

国其他地区的借鉴有限。本文以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为研究对象，基于产业集聚视角，定性与定量分析

相结合，全面研究评价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现状及主要特点，以期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相关

理论进行有益探讨的同时，为制定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１　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１．１　已取得的行业优势
１．１．１　行业队伍不断壮大，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渐重要

近年来，随着重庆市经济的不断发展，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取得了快速发展。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

的行业规模从２００４年的１２７４７家法人单位上升为２０１２年的４９７０６家，８年内增长了４倍。２００４年重
庆市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数占重庆市第三产业法人单位总数的只有２０％，２０１２年已增加到２７．２％，
超过了全国２５％的平均水平，在全国３１省市中排名１１位。

伴随着行业规模的不断壮大，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增加值从２００５年不到６００亿元水平，增
加到２０１２年的２５６５．１２亿元，不到８年的时间增长了近２０００多亿，年均增长率达２３．５５％，增速较快。
１．１．２　是吸纳劳动力的重要行业

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是吸纳劳动力的重要行业，为解决全市就业压力做出了较大贡献。１９９９至
２００６年，在重庆市总就业人数不断下滑的大环境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却稳步攀长，２０００至
２００６年，年均增长２％；２００７至２０１２年，重庆市整体就业率出现回升，而重庆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人数
平均增长率达到了６％，高于重庆市就业率的增长水平。
１．１．３　是吸引外资的重要行业

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２００５至２０１２年，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利用
外资占全市利用外资总额的５０％ ～６０％。２００４年，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为１７５１１万
美元，２０１１年，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了５０６７８９万美元，是２００４年的２８倍。在整个重庆第三产业中，生
产性服务业一直是利用外资的重要部门。２００４年，重庆第三产业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为１８０１７万美元，
生产性服务业占其中的９７．２％，２０１２年虽然生产性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占第三产业的比例有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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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但也达到８４％。由此可见，重庆生产性服务业对重庆市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１．２　存在的不足
１．２．１　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偏低

近几年，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占ＧＤＰ的比重一直徘徊在２０％左右，与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相比存
在较大差距。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占 ＧＤＰ的比重在２００５年就已达到４０％ ～５０％，上海也已达到３０％。
这说明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占ＧＤＰ的比重较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较弱，行业竞争能力不强，在地区
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１．２．２　内部各行业发展不均衡
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严重不均衡，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的发展相对

比较迅速，而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发

展则比较缓慢，近几年未取得较大发展（如图１所示）。

图１　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产业增加值

２　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测度
２．１　测度方法———区位熵法

由于重庆统计年鉴没有发布各区县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关数据，所以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方法的可

行性，选择采用区位熵法，运用行业的相关数据测量重庆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

区位熵是指区域某产业的业务产值（或就业人数）占该区域总产值或就业人数的比重与全国该产

业的业务产值（或就业人数）占全国总产值（或就业人数）的比值。计算公式如下：

ＬＱ＝

ｅｉ
∑ｅｉ
Ｅｉ
∑Ｅｉ

其中ｅｉ为区域某行业ｉ业务产值（或就业人数）；∑ｅｉ为该区域某行业总产值或就业总人数）；Ｅｉ
为全国某行业ｉ业务总产值（或就业人数）；∑Ｅｉ为全国某行业的总产值（或总就业人数）。

采用区位熵法，集聚水平的判断标准是：若区位熵 ＬＱ小于１，说明某行业在某区域的集聚度不显
著；若区位熵ＬＱ大于１，说明某行业在某区域集聚度显著；若某行业的区位熵ＬＱ高于１．５，则表明该行
业在该区域集聚度很高。

２．２　测度结果
本文采用区位熵法，收集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中国统计年鉴》和《重庆市统计年鉴》的就业人数，对重庆

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从整体和分行业两个角度进行测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２００２年我国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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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对第三产业的分类进行了重新调整，２００３年以前《中国统计
年鉴》中公布的各行业的就业人数是“分行业年底就业人员数”，而２００３年后公布的是“各地区按行业
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底数”。所以在进行测算时，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区位熵的计算和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区位
熵的计算口径不同，但此差异对分析结果影响不大。

２．２．１　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整体集聚水平
运用区位熵计算公式，计算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整体的区位熵，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区位熵

年份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区位熵 ０．７６９８０ ０．７７４５２ ０．７９２４０ ０．８１８２９ ０．８５２４６ ０．８８３４９ １．１８３２６ １．１７５８１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区位熵 １．１５０７５ １．０９７８０ １．１１１２８ １．１２２１１ １．０９４３７ １．１０１８６ ０．９７２３９ １．０１４０３

２．２．２　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６个代表性行业的集聚水平
本文将生产性服务业划分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

地产开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堪查业等６个行业。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
６个代表性行业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的区位熵计算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６个代表行业区位熵

年份
交通运输仓储

邮电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与商

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

与地质勘查业

信息传输、计算

机服务和软件业

１９９７ ０．７６６９９２ ０．６５５２３０ ０．６６２７６１  １．０４０７１８ 

１９９８ ０．７５９０６２ ０．７０４２２７ ０．６３３３４３  １．１４６７２７ 

１９９９ ０．７６４４４６ ０．７７４４８３ ０．６７２７５  １．２１９５０５ 

２０００ ０．７７１３９９ ０．８２４３３３ ０．７８２５８５  １．３７４２７１ 

２００１ ０．８１２３４８ ０．８２２３８９ １．００４５６３  １．２８８３５５ 

２００２ ０．８４１３４３ ０．８４６２６７ １．３４３５７  １．２０８５４７ 

２００３ １．１９７０２８ ０．９７４８０８ １．３４５５９２ ０．５１１９４８ １．３８７７３９ ０．８４８７８７

２００４ １．２００６５３ １．０２１６３７ １．１２９３４５ ０．４００８８ １．３８０１６６ ０．９６６０３９

２００５ １．１９８２４９ １．０６０４８５ １．１１９６８７ ０．４３５８７２ １．１８５１１１ ０．９７６２１９

２００６ １．１４８５４０ ０．９８６７８９ １．１０８２２７ ０．４２７８７２ １．１３２１５７ ０．９２５９２３

２００７ １．０６７１１０ １．０７４６０５ １．３５２２２３ ０．７６２２６６ １．１１８４３３ ０．８７１１５１

２００８ １．０７８１４３ １．０９９３８４ １．３４３８１ ０．７７１２９１ １．０４０１２１ ０．８５３９３４

２００９ １．０７５４２７ １．０９１６１３ １．２９６９６９ ０．７４８０３１ １．００１０９７ ０．７２６８５９

２０１０ １．１１００８５ １．１１５１６０ １．２９６３９３ ０．８３７４３２ ０．９２１８７７ ０．７６４７９８

２０１１ ０．９７７０２７ ０．９７２６１８ １．２４７４３２ ０．８５０９３２ ０．７３２６４７ ０．７９１４３９

２０１２ １．０１８２９７ １．０６４７７７ １．２３２４７３ ０．９０３８４０ ０．７４３６１８ ０．７６３４４６

　　附注：表中部分表示数据缺失

３　分析与讨论
３．１　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整体集聚水平较高

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好的区域有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湖南等省市。由图２可以
看到，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超越了江苏、浙江、广东、湖南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好的地区，

但低于北京、上海，排列第三，说明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整体的集聚程度较高，集聚化发展较好。

３．２　呈主城区集聚态势
由表１可知，２００３年之前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熵均值为０．８，小于１，没有达到集聚水平。从

２００３年开始区位熵值明显上升，均值为１．１，达到了集聚水平。两阶段的均值相差０．３，由不集聚到集
聚，发生了质的变化。这说明近年来，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行业集聚水平有了明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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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且由于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分布于主城区，因此，这种集聚呈现出主城区集聚的态势，与重庆市

“一圈两翼”的发展布局相符。

３．３　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集聚水平不一
由表２可知，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各行业中集聚水平最高的为房地产业，其次为金融业，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而租赁与商务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集聚发展比较缓慢，科

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集聚水平在近几年不断下滑。

图２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七省市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熵变动趋势

６个代表行业中集聚水平最高的为房地产业，从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３年间，其集聚水平迅猛攀升，并且
在２００１年已形成集聚，说明重庆市非城镇地区房地产业发展较好。但在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期间，房地产业
的集聚出现短期下滑，区位熵值由２００３年的１．３５降到２０１６年的１．１０。其后２００７年又出现反弹趋势，
达到２００３年的集聚水平，近几年重庆市房地产行业的集聚水平依旧不稳定，仍有下滑趋势。

金融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发展比较稳定。二者在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采用“分行业年底就
业人员数”区位熵值小于１，没有形成集聚，而２００３年开始采用“各地区按行业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
底数”后就形成了集聚，说明金融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两个行业主要是集聚于主城区。

租赁与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在重庆属于新兴行业，统计年鉴从２００３年才公
布数据，目前两个行业都还没有形成集聚。尽管租赁与商务服务业起步比较低，但是从２００７年开始迅
猛发展，区位熵值由２００６年的０．４６上升到２０１２年的０．９０，即将达到集聚水平；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
务和软件业则发展较缓慢，区位熵值一直在０．８４左右徘徊。

重庆市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在２００３年之前就形成了集聚，区位熵值达到１．３左右，
但是从２００４年开始，该行业的集聚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到２０１２年跌至０．７４，说明可能存在某些因素严
重地抑制了近几年重庆市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的集聚发展。

４　结论与建议
本文借助区位熵法对重庆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现状进行了定性分析与定量测度。主要结论

如下：

第一，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特点与不足。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的行业队伍不断

壮大，成为吸纳劳动力和吸引外资的主要行业，但是对国民经济贡献度偏低、内部各行业发展尚不均衡。

第二，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主城区集聚态势、整体集聚水平较高。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发展状况具有向主城区集聚的明显特点，整体集聚水平超越了江苏、浙江、广东等部分发达地区。

第三，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各行业集聚水平不一。房地产业集聚水平最高，金融业以及交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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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仓储和邮政业次之，租赁与商务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集聚发展比较缓慢，而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集聚呈现波动状态。同时，需特别重视的是，最近几年，除租赁与商

务服务业外，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和各代表行业的集聚水平均略有下降。

为提升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化水平，建议重庆市政府各级部门应大力促进重庆市制造业的

集聚发展，通过财政扶持鼓励制造业创新，提高重庆市制造业集聚区域的整体技术水平，打造制造业集

聚区域知名品牌；进一步加强光缆、电缆、微波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的

信息化改造，重视非主城区的信息化建设，提高重庆市整体信息化水平；加强交通、环境等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质量的建设，吸引更多的、优秀的生产性服务企业向重庆聚集；着手推进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

向非主城区的“两翼”区域的流动，推动区县城市的城市化进程；本着优先发展落后行业的原则，在融

资、税收、政府咨询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大力扶持和助推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的集聚发展；尽快成立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协会，发挥协会职能，为各细分行业，特别是发展较差的生产性

服务业提供信息、技术等方面的资源共享，依靠发展较好的行业带动相对落后行业的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模式，但国内相关方面的研究偏重于经济发达

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讨论较少。本文通过先定性描述再定量分析的方法对重庆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

聚发展现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但如何更好地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则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定

量分析，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因素的讨论应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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