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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对区域产业竞争力提升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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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重庆市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分行业２７类制造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业集聚对区域产业竞争力
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对区域产业竞争力有着显著的提升效应，除此之外，产业规模、产
业效益、科技创新均对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有着正向促进作用．但目前重庆市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还主要是靠产业
规模的扩大和产业效益的提升，科技创新的作用还较弱，这是因为重庆市产业集聚还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只有量

的取胜，缺乏质的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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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中，产业模式的优化与调

整已成为中国区域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方向，产业集

聚日渐成为各地区经济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

如何充分发挥区域产业规模优势和产业链优势成

为各地区增强自身产业竞争力的首要问题．促进产
业集聚、加强产业集群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成本，提

高知识传播，细化专业分工，增强整体优势，进而推

动区域经济增长．但在提升产业竞争力的过程中，
要吸取经验教训，注重高端要素的培养及利用，不

断提高发展层次，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产业集聚是经济组织为获

得特定区域的自然禀赋或社会效益，在地理空间上

的迁移过程．产业集聚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源泉，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Ｍａｒｔｉｎ等［１］综合Ｋｒｕｇｒａｍ的新经济地理学

观点和Ｒｏｍｅｒ的内生增长理论，建立计量模型，指
出产业的空间集聚会降低创新成本、推动经济增

长；Ｆｕｊｉｔａ等［２］在假定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条件下，

研究发现集聚带来的外部效应会带来生产效率、要

素优化的结果，得出了产业集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的结论；Ｈｉｒｏｓｅ等［３］研究发现区域产业活动集聚可

以降低产业的创新成本，在产业集聚过程中，运输

成本的高低和国际知识溢出程度会导致产业部门

的再布局．
有关产业集聚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我国学者

也进行了相关研究，金碚［４］通过研究产业集群和

竞争力的关系，指出产业集群可以从提高生产率、

刺激企业进行创新、形成区域品牌等方面来提升市

场竞争力；聂献忠［５］指出各具特色的特色产业集

聚，为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发展环境

和强劲动力，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化进程和社

会进步；范剑勇［６］通过计算我国制造业在１９８０—

２００１年间全部两位数行业的空间集中指数，并利
用转移份额法对各地区典型行业的增长进行地区

性差异分解，发现沿海地区制造业地理集中促进了

产业竞争力的提高进而推动了这一地区的制造业

中心地位的形成；邹鲜红等［７］运用双层环式模型

分析得出产业集聚效应条件下的高新技术产业存

在着持续的知识溢出效应，而知识溢出能够有效影

响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徐光瑞［８］利用灰色关联分

析法计算了产业集聚指数、Ｒ＆Ｄ人员、资本存量、
科技经费中政府资金与产业竞争力指数的灰色关

联度，结果表明产业集聚是影响我国高技术产业竞

争力的重要因素；高伟凯等［９］提出区域产业竞争

力提升必须强调产业链条上各链环产业的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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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合适、发展协调，不能推动单个产业的所谓的

跨越式发展；陈莲芳等［１０］通过实证得出西部矿产

资源产业集聚度与产业竞争力正相关，且经济集聚

对产业竞争力的推动作用更强；谢子远等［１１］从产

业集聚水平、产业竞争程度、产业关联度、产业多样

化等４个方面刻画样本产业的同质与异质集聚特
征，利用中国１５个制造行业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的面板
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产业集聚程度越高、与

其他产业的关联度越强，越有利于增强样本产业的

国际竞争力，而产业竞争强度越高、产业多样化水

平越高，越不利于增强样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学者对于产业集聚对产业竞争力影响的

研究起步较晚，大部分是研究产业集聚的成因及对

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产业集聚如何提升产业竞争

力的很少，同时实证研究的对象大多是经济发达的

东部沿海地区，缺乏对中、西部省份的研究，而且分

析大多停留在某些特殊行业，缺乏对制造业整体的

综合分析．故本文以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重庆市２７类制
造业为样本，探讨产业集聚对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影

响，并从产业效益、产业规模、科技创新３个方面分
析其对重庆市产业竞争力的影响作用，为有效提高

区域产业竞争力提供新思路．

１　重庆市产业集聚现状分析

１．１　分析指标

为准确衡量重庆市产业集聚情况，采用区位熵

系数法（ＬＱ系数法），通过计算重庆市制造业２７类
产业的区位熵系数来衡量其集聚程度，计算公式为：

ＬＱ＝
Ｅｉｊ
Ｅ( )
ｉ

Ｅｃｊ
Ｅ( )
ｃ
． （１）

式中，Ｅｉｊ指ｉ地区ｊ产业的资产总额，Ｅｉ指ｉ地区的

资产总额，Ｅｃｊ指ｃ国 ｊ产业的资产总额，Ｅｃ指 ｃ国

总的资产总额．若区位熵系数ＬＱ大于１，则表明在

ｉ地区存在着很强的产业集聚．在本文中Ｅｉ指重庆

市制造业２７类产业资产总额，Ｅｉｊ指重庆市制造业ｊ

产业资产总额，Ｅｃ指中国制造业２７类产业资产总

额，Ｅｃｊ指中国制造业ｊ产业资产总额．

１．２　现状分析
重庆市自２００２年起正式开展产业集聚园区建

设工作，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并继续保持着良好发展态势，形成了以两江新区、

西永微电子产业园、两路寸滩保税区、茶园新区等

为代表的一系列产业聚集园区，基于国家发展战略

及自身传统产业优势，打造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

业、天然气石油化工、材料工业、电子信息业、轻纺

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能源工业７大主导产业．

２０１７年，重庆市工业园区（含开发区中的工业

集聚区）的规模工业总产值达到１．７８万亿，增长

１５％，占全市规模工业总产值的８０％，已集聚形成

千亿元级园区４个，五百亿元级园区９个，并依托

园区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１１个、国家低

碳园区２个、市级特色产业基地５０个，特色产业不

断向园区集聚发展，这不仅是发展方式的转变，更

是发展理念的转变，产业园区已经成为重庆市工业

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和脊梁．

利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重庆市分行业２７类制造

业规模以上企业相关数据计算重庆市制造业各产

业的区位熵系数如表１所示．

第一类是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业，医药制

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

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

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这６类产业近６年的

区位熵系数都大于１或接近１，表明这６大产业在

重庆市存在着明显的产业集聚现象，延续着良好发

展态势．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作为重庆市的支柱产

业更是保持着一个高度的产业集聚状况，专业化水

平高，行业优势突出，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区位熵系数近年来一直显著增加，展

现出产业集聚加快发展的趋势，有着强烈的产业集

聚现象，一跃成为重庆市支柱产业．

第二类是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

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

品业，家具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橡

胶和塑料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

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

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这１２类产业在近６年间

区位熵系数虽小于１但都大于０．４５，有些产业区

位熵系数甚至高达０．９０，表明这１２类产业在重庆

市都存在着一定的产业集聚现象．其中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区位

熵系数不断减小，向着产业离散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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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重庆市制造业各行业区位熵系数

行业
时间／年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０．７５５ ０．７４３ ０．７１９ ０．７１８ ０．７２３ ０．７６３

食品制造业 ０．６４２ ０．５７３ ０．６０３ ０．５７５ ０．５５６ ０．５３４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０．７４３ ０．７０８ ０．７０８ ０．６１３ ０．５８１ ０．５８８

烟草制品业 １．２５６ １．２４９ １．１５１ １．０３８ ０．８５２ ０．７３５

纺织业 ０．３８４ ０．３７１ ０．３３５ ０．２８３ ０．２５１ ０．２３５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０．３４１ ０．３４４ ０．３３９ ０．３３７ ０．２９１ ０．２５４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０．７１９ ０．７３２ ０．７４６ ０．７０１ ０．６４７ ０．６７６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０．２０２ ０．１８２ ０．１９３ ０．２５８ ０．３２０ ０．３３１

家具制造业 ０．８４２ ０．７８６ ０．８３３ ０．６９１ ０．４５５ ０．４８３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０．７７５ ０．９８４ １．０５８ １．０４７ １．００６ ０．９８３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业 １．１７６ １．１１４ １．１２３ １．１９０ １．２０１ １．０３３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０．３４２ ０．１８５ ０．２８４ ０．３３０ ０．３２７ ０．３６８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０．０９１ ０．０９８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９ ０．１０１ ０．０８９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０．８６２ ０．７４６ ０．６４８ ０．５９０ ０．５７２ ０．５３０

医药制造业 １．０４８ １．０５５ １．０３６ ０．９９４ １．１２５ １．０９０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０．０７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８ ０．０９４ ０．１３５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０．７６８ ０．８９０ ０．９３７ ０．８９６ ０．８０３ ０．８５０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１．０７８ １．０７５ １．０３２ １．０１５ ０．９８４ ０．９６８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０．８１６ ０．６６８ ０．６６１ ０．６２１ ０．５９０ ０．４７９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０．９９４ ０．８８８ ０．８３９ ０．８３８ ０．８４１ ０．８０４

金属制品业 ０．８５８ ０．７５３ ０．７３７ ０．７４７ ０．８０８ ０．８０６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０．７７４ ０．７５３ ０．７３９ ０．７４９ ０．７５４ ０．８０４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０．５３１ ０．４６３ ０．５５３ ０．５５９ ０．５８０ ０．６５６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３．９０５ ３．８０２ ３．７２４ ３．５９１ ３．４６９ ３．３０８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０．９５７ １．０１７ ０．９０７ ０．８４１ ０．８２８ ０．７７４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０．９１１ １．４８７ １．７５５ １．９６９ １．８７７ １．９６９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１．０７４ １．４０３ １．２００ １．１２０ ０．９７６ ０．８９２

　　第三类是烟草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电气

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这３类产业近６年间区位熵系

数有的大于１，有的小于１，区位熵系数的波动幅度

均较大．其中烟草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区位熵系数近年来不断下降，虽仍有着较为明显的

产业集聚状态，却向着产业离散方向发展；而造纸

及纸制品业区位熵系数近年来一直不断增加，展现

出产业集聚加快发展的趋势，有着强烈的产业集聚

现象．

第四类是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木

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

乐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

学纤维制造业．这６类产业在近６年中的区位熵系

数均低于０．５，表明这６类产业在重庆市产业发展

过程中一直处于劣势，且目前只有木材加工及木竹

藤棕草制品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呈现出产业集聚加快发展的趋势．

１．３　存在问题

作为西部大开发战略重要支点和长江经济带

重要联结点，重庆市善于抓住机遇，不断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但从目前产业集聚情况来看，仍存在以

下问题：１）整体产业集聚水平不高，制造业集聚水

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缺乏突出的行业优势；２）

各产业集聚水平相差较大，只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少

数产业有着较高的集聚水平，其他大部分产业集聚

水平还较低；３）产业关联性弱，没有建立完善的上

下游产业链，产业分工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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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计量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２．１　模型设定

产业的经济创造能力是衡量区域产业竞争力

的重要指标，经济效益更是企业乃至整个行业关注

的焦点．在现实经济中，产业集聚水平只是影响区

域产业竞争力的一个因素，除此之外，区域产业竞

争力还受到诸多因素影响，例如产业规模、产业效

益、科技创新能力等，本文重点从这３个方面分析

其影响作用，为了较为准确的进行测度，需借助计

量经济学模型分析和阐述产业集聚效应对区域产

业竞争力的影响效果．在测度产业集聚对重庆市产

业竞争力的提升效应时，特将产业规模、产业效益

和科技创新能力作为控制变量［１２］３９，将计量模型设

定为如下形式：

ｌｎＩＣｉｔ＝α＋β１ｌｎＩＡｉｔ＋β２ｌｎＩＳｉｔ＋β３ｌｎＩＢｉｔ＋β４ｌｎＩＩｉｔ＋εｉｔ．

式中，ＩＣｉｔ为被解释变量产业竞争力；ＩＡｉｔ为解释变

量产业集聚水平；ＩＳｉｔ、ＩＢｉｔ和ＩＩｉｔ为控制变量，分别表

示产业规模、产业效益、科技创新能力；α、β和 εｉｔ
分别表示常数项、变量的系数和残差．

面板数据模型通常分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

效应模型，形式如下：

固定效应模型：Ｙｉｔ＝α０＋∑βｋＸｋｉｔ＋εｉｔ，

随机效应模型：Ｙｉｔ＝α０＋∑βｋＸｋｉｔ＋ｖ＋εｉｔ，ｖｉ～

Ｎ（０，δ２）．

在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之前，为了提高参

数估计的有效性、避免模型假设误设，采用 Ｈａｕｓ

ｍａｎ统计量检验判别面板数据模型的形式，其原假

设（Ｈ０）为：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不存在

系统性差异．如果接受原假设，则应选择随机效应

模型；反之，则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２．２　变量选取

产业竞争力（ＩＣ）：产业竞争力表示的是一个

综合性的经济概念，在学术界通常都采用单一的实

际经济指标来替代产业竞争力．由于在产业发展过

程中，利润一直是最为重要的考虑因素，所以本文

采用重庆市制造业各产业的利润总额来代表产业

竞争力水平．

产业集聚水平（ＩＡ）：在对重庆市制造业各产

业集聚水平进行衡量时，我们选取重庆市制造业各

产业的区位熵系数来衡量重庆市制造业各产业集

聚水平．

产业规模（ＩＳ）：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产业规模的

增长，产业规模的优化升级，将带动整个地区产业

竞争力的提升，企业的发展状况作为衡量产业发展

规模的重要指标，能够动态地反映产业规模的发展

变化，所以本文选取重庆市制造业各行业规模以上

企业的单位数来衡量重庆市制造业各行业的产业

规模．

产业效益（ＩＢ）：产业效益水平的高低是影响

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方面，总资产贡献率表明企业运

用全部资产的收益能力，集中体现了企业的经营业

绩与管理水平，是评价和考核企业盈利能力的核心

指标［１２］２５，所以在影响产业效益的各因素中，本文

选取总资产贡献率这一指标来衡量重庆市制造业

各产业的效益水平．

科技创新能力（ＩＩ）：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

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提升产业竞争力

的有效途径，规模以上企业在新产品、新技术、新工

艺的研发能力代表了区域产业和产业结构的发展

能力，科研经费投入是企业进行科技创新活动的强

力支撑，所以本文选用 Ｒ＆Ｄ经费投入这一指标来

衡量重庆市制造业各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２．３　数据说明

由于２０１１年以前重庆市并未统计制造业分行

业Ｒ＆Ｄ科研经费投入情况，所以使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重庆市分行业２７类制造业面板数据，数据来自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重庆统计年鉴》，对数据进行简单

描述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ＩＣ １６２ １２．００８ １．３２６ ７．３９７ １６．７７２

ｌｎＩＡ １６２ －０．４６４ ０．８２９ －３．６５０ １．３６２

ｌｎＩＳ １６２ ４．６２８ １．２９５ ０．６９３ ７．２６２

ｌｎＩＢ １６２ ２．９２８ ０．５６３ １．２００ ４．７４１

ｌｎＩＩ １６２ ９．３２３ ２．１３３ １．５６９ １３．８６２

３　产业集聚对重庆市产业竞争力提升效应实证
分析

３．１　变量相关性检验
在对重庆市产业集聚程度和产业竞争力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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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之前，先进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采

用ＳＴＡＴＡ软件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检验，结果如表 ３所
示，各主要变量与产业竞争力均呈现显著相关，其

中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展现出正向相关关系

（β＝０．７８２），表明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对区
域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效应也越明显．

表３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检验结果

ｌｎＩＣ ｌｎＩＡ ｌｎＩＳ ｌｎＩＢ ｌｎＩＩ

ｌｎＩＣ １

ｌｎＩＡ ０．７８２ １

（０．０００）

ｌｎＩＳ ０．８３６ ０．６２２ 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ｌｎＩＢ ０．６３６ ０．４５４ ０．３１６ 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ｌｎＩＩ ０．７３７ ０．５５５ ０．６９４ －０．３６４ 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表示变量系数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
检验．

３．２　变量平稳性检验
由于面板数据大多是非平稳的，很可能存在着

单位根，为了有效避免“伪”回归现象出现，在对面

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需对模型中的相关变量

进行单位根检验，采用 ＳＴＡＴＡ软件对其进行 ＡＤＦ
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４所示．在各变量 ＡＤＦ单位
根检验中ｔ统计量的值均小于１％显著性水平下的
临界值（－３．４９０）且 Ｐ值均为０，因此拒绝存在单
位根的原假设，我们有理由相信各变量不存在单位

根，即面板模型是平稳的．
表４　变量平稳性ＡＤＦ检验结果

变量 ｔ－统计量
１％显著
性水平

临界值

５％显著
性水平

临界值

１０％显著
性水平

临界值

Ｐ值

ｌｎＩＣ －１３．３１０ －３．４９０ －２．８８６ －２．５７６ ０．０００

ｌｎＩＡ －１３．３２６ －３．４９０ －２．８８６ －２．５７６ ０．０００

ｌｎＩＳ －１３．７９３ －３．４９０ －２．８８６ －２．５７６ ０．０００

ｌｎＩＢ －１１．３３２ －３．４９０ －２．８８６ －２．５７６ ０．０００

ｌｎＩＩ －１３．４６６ －３．４９０ －２．８８６ －２．５７６ ０．０００

３．３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采用 ＳＴＡＴＡ软件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如

表５所示，其中方程１（ＦＥ）为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
果，方程２（ＲＥ）为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Ｈａｕｓ
ｍａｎ检验 Ｐ值为０．００２，远小于１％显著性水平的

临界值０．０１，因此有理由拒绝原假设，从而建立固
定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方程１的估计结果要优
于随机效应模型方程２的估计结果，回归模型的可
决系数Ｒ２达到０．８９１，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
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表５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方程１（ＦＥ） 方程２（Ｒ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ｌｎＩＣ ｌｎＩＣ

ｌｎＩＡ ０．５３７ ０．４９５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９）

ｌｎＩＳ ０．５１８ ０．５２８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３）

ｌｎＩＢ ０．５６０ ０．５９６

（０．０７０） （０．０７１）

ｌｎＩＩ ０．１６４ ０．１８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６．６９０ ６．３１５

（０．３８４） （０．３８６）

ＯＢＳ １６２ １６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ｙｅａｒ ６ ６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８９１

ｃｈｉ２（４） １６．９３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ｐ值 ０．００２

　　注：表示变量系数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
检验．

３．４　计量模型结果分析
通过对计量模型的检验及选择结果，选择固定

效应模型的方程１来考察产业集聚效应对重庆市
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观察方程１中解释变量系
数的回归估计值，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产业集聚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结果为

正，并且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产业的集聚水
平每提高１％，产业竞争力将提升０．５３７％，充分说
明在重庆市产业集聚对产业竞争力有显著提升作

用，通过提高产业集聚水平来提升重庆市产业竞争

力是完全有效的．
第二，各个解释变量虽然都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但产业效益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力度是最大

的，当总资产贡献率每增加１％，产业的竞争力将
提高０．５６０％，高于其他的解释变量，表明产业效
益的提升对产业竞争力提高有极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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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规模每提升１％，产业竞争力提高
０．５１８％，表明重庆市产业规模的提升对产业竞争
力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可以通过提升重庆市各产

业的产业规模来有效提升重庆市产业竞争力．产业
效益和产业规模对产业竞争力的显著影响作用表

明重庆市目前的产业竞争力主要还是靠产业规模

的扩大和产业效益的提升来拉动的．
第四，科技创新能力对产业竞争力提升有着正

向的作用，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Ｒ＆Ｄ经费投
入每增加１％，产业竞争力仅提高０．１６４％，明显低
于其他解释变量，更加印证了重庆市目前的产业竞

争力主要还是靠产业规模和产业效益拉动，科技创

新能力对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作用有限，未来仍然需

要加大科研投资力度，加强科技创新对产业竞争力

的提升作用．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结论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重庆市的产业集聚现

状做出分析，然后建立重庆市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

力关系的实证分析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
明：产业集聚对区域产业竞争力有着显著提升效

应，除此之外，产业规模、产业效益、科技创新均对

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有着正向促进作用．但重庆市目
前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还主要是靠产业规模的扩大

和产业效益的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作用还较

弱，产生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重庆市的产

业集聚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只注重量的取

胜，而缺乏质的集聚．
４．２　建议

结合对重庆市产业集聚和产业竞争力定量与

定性分析的结果，针对目前在产业集聚发展中出现

的问题，为了更好地促进重庆市产业集聚的快速发

展，提升重庆市产业竞争力，更好地利用重庆市产

业集聚的综合效应，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４．２．１　加快形成产业链发展，形成高效的分工协
作网络

面对重庆市产业关联性弱，没有建立完善的

上下游产业链现状，应当加强上下游产业联系，

围绕产品链配置资源链，提升服务链，设计创新

链，创新价值链，推动产业创造向全球产业链、价

值链中高端跃进，不断升级产业结构，形成高效

的分工协作网络，从而提升产业竞争力．但在促
进产业链发展的过程中，要把握好产业集聚规模

和城市自身的承受能力，避免集聚后期带来的一

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１３］９９．

４．２．２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为企业发展清障搭台
积极发挥政府“清障搭台”作用可以有效促进

集聚区域内知识与信息的流动与共享，降低集聚企

业间的技术学习成本［１３］９９．针对重庆市产业发展不

均衡的现象，政府要优化资源配置，因地制宜地制

定产业发展规划，助力产业腾飞．一方面，政府需加
大财政投入力度，为企业提供配套设施建设，降低

区域内企业负担的成本；另一方面，政府应着力营

造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制定科学的产

业发展规划，降低集聚的负外部性，提高集聚企业

之间的信任与合作程度，为集聚区企业的技术学习

活动提供良好氛围［１３］９９．

４．２．３　找准产业定位，加快发展地区优势产业
积极培育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对整个经济发

展的推动和引导作用．针对目前优势产业较少的现
状，重庆市须找准自身产业定位，大力培育地区优

势产业，通过发展效应明显、配套齐全、产业链完整

的龙头型产业，进一步强化产业链式、配套、融合

的发展能力，充分发挥集聚效应和自身区位优势降

低企业各项成本，加速由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传统模

式向以高科技技术为导向的产业新模式转型［１４］．

通过发展地区优势产业，缔造知名品牌和产品，带

动整个地区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竞争力的

提升．
４．２．４　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培育产业核心竞争力

在全球经济互联网模式及信息数据化模式背

景下，创新和人力资源是产业发展的必备条件［１５］，

也是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创新作为引

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有效途

径，针对目前科技创新对于产业竞争力影响作用还

较弱的现象，重庆市需完善企业科技创新体系，充

分调动企业内部科技创新积极性，发挥产业集聚优

势进行协同创新，加快形成创新网络，加强核心领

域技术开发，促进技术外溢与转移，在提升产业技

术水平的同时，增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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