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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改进后的产业梯度系数和制造行业产值份额指标，对京津冀内部 30 个制造行业的梯度势差和空间布

局进行分析和测算，全面考察了京津冀内部制造业转移的基础与优势以及制造业转移的趋势与走向，以期为加

快京津冀区域制造业产业转移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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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improved industrial gradient coefficient and sharing index valu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the author
analyzes the gradient potential difference and space layout of 30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Jing － Jin － Ji region，compre-
hensively investigates the basis and advantages，as well as trend and direc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ransfer in Jing －
Jin － Ji region，in order to provide a decision － making basis and reference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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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产业转移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些产业向
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的现象或过程。区域间经济发
展水平、技术水平和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形成了
产业结构发展阶段上的相对差异，构成了产业转移
的基础。国外对产业转移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30 年
代，从不同领域对产业转移机制进行了分析，如
“雁行模式”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边际产业
扩张理论以及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等。国内
关于产业区域转移研究的时间较短。熊必琳等［1］改
进了现有产业梯度系数方法，并据此分析了我国产
业转移的阶段特征以及国内区域产业转移的构想。
徐谷波等［2］和李慧等［3］利用产业梯度系数研究了长
三角和泛长三角地区的工业产业发展取向差异，并
据此提出了该区域内部产业分工协调及与周边省市
产业承接的相关对策。贺清云等［4］、周五七［5］、贺

曲夫等［6］运用产业梯度系数分析得出中部和沿海地
区具有竞争优势的工业行业作为确定中部各省承接
东部产业转移重点行业的重要依据。杨杰［7］、龚晓
菊等［8］和詹新宇［9］通过计算产业梯度系数进而确定
西部地区承接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产业
转移的重点行业。戴宏伟等［10］、朱洪兴等［11］运用
梯度转移理论进行了京津冀地区经济梯度划分，并
据此提出产业转移发展的战略。全诗凡［12］以地区间
专业化指数和产业份额的结构变化来分析京津冀产
业分工的现状和演变过程。王建峰等［13］通过考察区
域产业承接能力、信息和交通便利性、产业距离、
产业梯度系数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分析京津冀产业
转移效应与各种因素的动态变化关系。刘安国等［14］

从不完全竞争视角出发，以全球化和产业扩散理论
为基础，结合使用规模和效率两个维度分析识别京
津冀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重点领域。徐
永利［15］选用产值比重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指标对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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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冀三次产业梯度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并据此提出
河北与京津产业“逆梯度”协作的建议。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对于指导我国区域产业转移
实践，加快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步伐，促
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运用产业梯度系数来分
析区域间产业梯度差异已经成为共识，但多数使用
的是传统的方法，利用改进产业梯度系数进行分析
研究的较少。其次，产业梯度系数更多地反映区域
间产业转移的基础和条件，而转移的方向和趋势并
不能确定。本文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改
进的产业梯度系数以及制造业产值份额等指标，对
京津冀区域内两市一省 30 个制造行业的产业梯度差
异进行分析和测算，并辅以制造业各行业空间布局
变动数据，考察了京津冀区域内部产业转移的趋势
与走向，以期为各区域进一步明确产业定位，加快
区域间制造业转移提供参考和借鉴。

2 从产业梯度势差看京津冀内部制造业转移的基础

产业梯度能够综合反映区域产业结构与产业分
工的阶梯层次差异，是区域产业转移的重要基础。
产业梯度的概念来源于区域经济学中的梯度概念，
是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在地图上的表示［16］。戴宏伟
等［17］最 先 用 区 位 商 ( LQ ) 和 比 较 劳 动 生 产 率
( CPOＲ) 的乘积来衡量区域产业梯度水平，并称之
为产业梯度系数 ( IGC) 。该方法弥补了区位商方法
无法准确表示区域间劳动生产率差异引起的偏差，
但却未能准确地反映资本与劳动力组合差异所引起
的偏差。为了综合考虑劳动力、技术和资本要素的
作用，对现有产业梯度系数进行改进，鉴于产业统
计数据的可得性，在实际应用中，用区域产业的比
较劳动生产率 ( CPOＲ) 反映区域产业技术的相对水
平，用比较资本产出率 ( CCOＲ) 反映区域产业的盈
利能力，以区位商、比较劳动生产率和比较资本产
出率三者乘积作为衡量产业梯度大小的取值。如此，
改进的产业梯度系数用公式表示如下:

IGC' = LQ × CPOＲ × CCOＲ ( 1)

LQ = 地区某制造业产值 /地区制造业总产值
京津冀某制造行业产值 /京津冀制造业总产值

( 2)

CPOＲ = 地区某制造业产值 /京津冀该制造行业产值
地区某制造行业从业人员数 /京津冀该制造行业从业人员数

( 3)

CCOＲ = 地区某制造行业产值 /京津冀该制造行业产值
地区某制造行业平均资本 /京津冀该制造行业平均资本

( 4)

其 中， IGC' 为 改 进 的 产 业 梯 度 系 数， LQ、
CPOＲ、CCOＲ 的计算如公式 ( 2) ～ ( 4) 所示。当
下列条件中有一不等号成立时，即 IGC'

i≥IGC'
j ，其

中，i，j = 1，2，……，N，且 i≠j，即表示地区 i 的
某产业具备一定的梯度比较优势，具有向其他区域
转移的必要条件。

为了更清晰地观察各指标变化情况，也综合考
虑各区域各行业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北京、天津

和河北两市一省 2011 年 30 个 C 门类两位数制造业
大类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从业人员数
和资产总额等指标数据进行研究和探讨。原始分析
数据 主 要 来 源 于 2012 年 各 省 市 统 计 ( 或 经 济 )
年鉴。

表 1 2011 年京津冀内部制造行业梯度系数及所属梯级情况

序号 行业
IGC'B IGC'T IGC'H

数值 梯级 数值 梯级 数值 梯级

1 农副食品加工业 0. 400 7 X 0. 668 2 X 2. 208 7 ★

2 食品制造业 0. 290 0 X 0. 474 9 X 1. 096 2 ▲

3 饮料制造业 0. 608 5 X 0. 380 1 X 1. 232 6 ▲

4 烟草制品业 － X － X 3. 675 9 ★

5 纺织业 0. 060 3 X 0. 031 8 X 1. 002 3 ▲

6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0. 185 9 X 0. 153 2 X 0. 787 2 X

7 皮革、毛皮、羽毛( 绒) 及其制品业 0. 008 0 X 0. 008 3 X 0. 725 8 X

8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0. 062 5 X 0. 112 0 X 1. 507 6 ▲

9 家具制造业 0. 262 3 X 0. 203 2 X 0. 792 8 X

10 造纸及纸制品业 0. 378 6 X 0. 234 9 X 1. 644 7 ▲

11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0. 509 9 X 0. 157 4 X 0. 943 4 X

12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0. 072 2 X 0. 743 6 X 0. 413 1 X

13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10. 015 9 ★ 5. 115 6 ★ 2. 485 8 ★

14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0. 409 0 X 1. 284 3 ▲ 1. 288 3 ▲

15 医药制造业 1. 464 1 ▲ 0. 511 1 X 0. 489 7 X

16 化学纤维制造业 － X 0. 219 9 X 0. 800 2 X

17 橡胶制品业 0. 070 0 X 0. 395 3 X 0. 996 3 X

18 塑料制品业 0. 164 5 X 0. 610 9 X 1. 313 8 ▲

1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 546 7 X 0. 302 8 X 0. 882 2 X

20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 029 9 X 1. 442 3 ▲ 2. 888 1 ★

21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 580 8 X 7. 447 1 ★ 1. 126 0 ▲

22 金属制品业 0. 175 8 X 0. 655 0 X 1. 420 6 ▲

23 通用设备制造业 0. 674 0 X 0. 526 3 X 1. 118 6 ▲

24 专用设备制造业 0. 728 4 X 0. 644 3 X 0. 791 3 X

25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3. 799 8 ★ 1. 445 2 ▲ 0. 363 2 X

26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 334 3 ▲ 0. 826 3 X 0. 936 5 X

27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2. 807 5 ★ 2. 761 0 ★ 0. 053 6 X

28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

造业
1. 424 8 ▲ 1. 612 9 ▲ 0. 175 0 X

29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1. 492 8 ▲ 0. 545 1 X 0. 386 5 X

30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0. 195 5 X 1. 653 3 ▲ 2. 285 0 ★

注: IGC'B、IGC'T、IGC'H 分别代表北京、天津和河北的产业梯度系数

根据产业梯度系数的大小，将京津冀内部制造
行业梯度系数划分为 3 个梯级 ( 如表 1) : ( 1) 第一
梯级为 IGC'

i≥2，用★表示; ( 2 ) 第二梯级为 1≤
IGC'

i ＜ 2，用▲表示; ( 3) 第三梯级为 IGC'
i ＜ 1，用

X 表示。其中，第一、第二梯级所在区域为产业发
展相对优势地区，梯度值越高，表明产业发展优势
越大; 第三梯级所在区域为产业发展相对劣势地区，
表明目前不具备产业发展优势。

从数据结果可见: ( 1 ) 大多数制造行业梯度势
差较小或不存在梯度势差。在京津冀 30 个制造行业
中，除了农副产品加工、烟草制品业、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废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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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等 8 个行业处于第一梯级，
梯度势差较大、梯度优势比较突出，食品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纺织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等 13 个行业处于
第二梯级，具有一定的梯度势差外，其余 9 个行业
梯度分布相对均匀，梯度势差较小，没有表现出特
别明显的发展优势。京津冀两市一省地理位置相邻，
资源禀赋相当，产业定位相似，产业发展存在一定
程度的趋同现象等，可能成为导致京津冀大部分制
造行业未形成显著的梯度势差、未发生大规模区际
产业转移的重要原因。 ( 2 ) 北京、天津和河北在较
少的制造行业上具备作为产业转入地的基础。北京
在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通信设备、计
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方面处于较高梯度; 天津在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
料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方面处于较高梯度;
而河北在农副食品加工业、烟草制品业、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处于较高梯度，具
备了作为这几个行业转入地的较好基础。 ( 3 ) 与北
京、天津相比，河北在制造业发展方面处于较高梯
度，但尚未形成较大优势，很难成为京、津制造行
业的首选承接地。从表 1 可见，在 21 个具有优势的
制造行业中，河北占了 15 个，但其中 10 个都处于
第二梯级，具有一定的发展优势，但未必成为产业
转入地的首选。以上几方面综合起来看，京津冀大
部分制造行业转移的基础还不够坚实，转移的潜力
和空间还很大。

3 从制造行业空间布局变动看京津冀内部制造业转
移的趋势与走向

为了全面考察京津冀内部制造业转移的趋势和
走向，从而分析京津冀制造业转移的实际情况，本
节选择 2003 年和 2012 年两个截面，以京津冀 30 个
制造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作为原始数
据对其内部制造业转移的趋势进行分析和研究。研
究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4 年和 2013 年 《北京统计年
鉴》、《天津统计年鉴》以及《河北经济年鉴》。

通过对 2003—2012 年间京津冀内部各省市制造
行业产值变动情况进行观察发现，京津冀内部 30 个
制造行业总产值基本呈增长之势，仅有极少数行业
出现下降趋势，而各行业在京津冀区域中的产值份
额变化趋势有所不同。借鉴范剑勇、冯福根等人采
用的方法，即运用各区域相应行业增加值占全国该
行业增加值比例的变动趋势对区际产业转移状况进
行衡量，选择京津冀两市一省 30 个制造行业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占该行业京津冀区域比重变
动趋势作为指标，来分析京津冀内部制造业转移的

趋势与特征。计算公式如下:

eij =
Xij

∑3
j = 1Xij

( 5)

其中，xij表示 j 地区的 i 行业工业总产值，∑3
j = 1Xij

表示京津冀区域 i 行业的总产值，eij表示 i 行业总产
值占京津冀区域行业总产值的份额。利用该公式对
京津冀内部 2003 年、2012 年制造业产值份额变动情
况进行分析和测算，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2003 年、2012 年京津冀内部制造业空间布局变动情况
%

行业

序号

北京 天津 河北

2003 2012 变化 2003 2012 变化 2003 2012 变化

1 18. 32 11. 37 － 6. 95 22. 75 26. 69 + 3. 94 58. 93 61. 94 + 3. 01

2 26. 64 12. 94 － 13. 7 20. 86 50. 24 + 29. 38 52. 50 36. 81 － 15. 69

3 33. 38 28. 77 － 4. 61 20. 78 19. 04 － 1. 74 45. 84 52. 20 + 6. 36

4 21. 40 0. 00 － 21. 4 13. 55 0. 00 － 13. 55 65. 05 100. 00 + 34. 95

5 13. 94 2. 40 － 11. 54 18. 16 5. 37 － 12. 79 67. 89 92. 24 + 24. 35

6 27. 76 19. 09 － 8. 67 37. 43 34. 81 － 2. 62 34. 81 46. 10 + 11. 29

7 2. 94 1. 15 － 1. 79 19. 61 4. 73 － 14. 88 77. 46 94. 12 + 16. 66

8 15. 18 5. 47 － 9. 71 24. 17 8. 35 － 15. 82 60. 66 86. 18 + 25. 52

9 21. 51 20. 72 － 0. 79 46. 87 22. 91 － 23. 96 31. 62 56. 37 + 24. 75

10 15. 80 8. 11 － 7. 69 21. 74 24. 47 + 2. 73 62. 46 67. 43 + 4. 97

11 59. 14 32. 83 － 26. 31 18. 73 11. 44 － 7. 29 22. 12 55. 73 + 33. 61

12 24. 61 17. 50 － 7. 11 61. 78 42. 03 － 19. 75 13. 61 40. 47 + 26. 86

13 33. 10 26. 37 － 6. 73 31. 94 4. 61 － 27. 33 34. 96 69. 02 + 34. 06

14 28. 80 9. 60 － 19. 2 33. 48 33. 05 － 0. 43 37. 71 57. 35 + 19. 64

15 26. 95 34. 47 + 7. 52 27. 15 25. 59 － 1. 56 45. 90 39. 94 － 5. 96

16 2. 65 0. 00 － 2. 65 22. 86 15. 13 － 7. 73 74. 49 84. 87 + 10. 38

17 8. 91 7. 18 － 1. 73 46. 73 27. 09 － 19. 64 44. 36 65. 73 + 21. 37

18 17. 38 17. 99 + 0. 61 37. 12 12. 15 － 24. 97 45. 50 69. 86 + 24. 36

19 25. 28 1. 03 － 24. 25 13. 13 23. 89 + 10. 76 61. 60 75. 08 + 13. 48

20 16. 63 6. 55 － 10. 08 19. 01 51. 96 + 32. 95 64. 36 41. 50 － 22. 86

21 15. 92 8. 83 － 7. 09 30. 38 30. 37 － 0. 01 53. 70 60. 80 + 7. 1

22 18. 61 21. 57 + 2. 96 41. 59 33. 74 － 7. 85 39. 79 44. 70 + 4. 91

23 29. 50 20. 18 － 9. 32 34. 68 33. 09 － 1. 59 35. 82 46. 73 + 10. 91

24 41. 59 44. 13 + 2. 54 21. 87 30. 26 + 8. 39 36. 54 25. 61 － 10. 93

25 45. 66 17. 97 － 27. 69 31. 49 45. 70 + 14. 21 22. 85 36. 33 + 13. 48

26 29. 18 22. 46 － 6. 72 39. 11 26. 96 － 12. 15 31. 71 50. 59 + 18. 88

27 50. 15 41. 37 － 8. 78 47. 15 51. 46 + 4. 31 2. 69 7. 17 + 4. 48

28 62. 25 61. 76 － 0. 49 29. 43 18. 58 － 10. 85 8. 32 19. 67 + 11. 35

29 13. 05 38. 90 + 25. 85 51. 81 38. 19 － 13. 62 35. 14 22. 92 － 12. 22

30 0. 00 2. 80 + 2. 8 94. 77 70. 07 － 24. 7 5. 23 27. 12 + 21. 89

表 2 和图 1 大致反映了京津冀内部制造行业转
移的趋势与特征: ( 1) 京津两地多数制造行业产值
份额下降，转出迹象明显。在京津冀区域 30 个制造
业行业中，北京有 24 个制造行业产值份额呈下降趋
势，仅有医药制造业、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以及废弃资
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等 6 个行业产值比重有所
增加; 天津除了农副产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造
纸及纸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
及压延加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
造业，还有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等 8 个行业产值比
重略有增加之外，其余 22 个行业产值比重均呈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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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势。( 2) 河北可能成为京津冀内部多个制造行业
的主要转入地。河北的制造行业产值份额变动态势
与京、津两地大有不同，除了食品制造业、医药制
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专用设备制造
业，还有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等行业产值比重略有
下降之外，其他行业产值份额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由表 2 可见，很多制造行业呈现京津份额减少而河
北份额增加的情况，如饮料制造业 ( + 6. 36) 、烟草
制造业 ( + 34. 95 ) 、纺 织 业 ( + 24. 35 ) 、纺 织 服
装、鞋、帽制造业 ( + 11. 29 ) 、皮革、毛坯、羽毛
( 绒) 及其制品业 ( + 16. 66) 、木材加工及竹、藤、
棕、草 制 品 业 ( + 25. 52 ) 、家 具 制 造 业 ( +
24. 75)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 + 33. 61 ) 、文
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 + 26. 86 ) 、石油加工、炼焦及
核燃料加工业 ( + 34. 06)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
造业 ( + 19. 64) 、化学纤维制造业 ( + 10. 38 ) 、橡
胶制品业 ( + 21. 37)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 7. 1 ) 、通用设备制造业 ( + 10. 91 ) 、电气机械
及器材制造业 ( + 18. 88) 以及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
回收加工业 ( + 21. 89) 。 ( 3) 京津冀内部制造业存
在一定的逆梯度转移的趋势。2003—2012 年，河北
食品制造业 ( － 15. 69 ) 、医 药 制 造 业 ( － 5. 96 ) 、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 22. 86) 、专用设备
制造 业 ( － 10. 93 ) 、工 艺 品 及 其 他 制 造 业 ( －
12. 22) 等制造行业份额减少，而对应的，北京的医
药制造业份额增加了 7. 52%，专用设备制造业份额
增加了 2. 54%，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份额增加了
25. 85% ; 天津食品制造业份额增加了 29. 38%，黑
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份额增加了 32. 95%，专用
设备制造业份额增加了 8. 39%。

图 1 2003 年、2012 年京津冀内部制造业

空间布局变动情况

当然，仅仅凭借京津冀内部制造业空间布局变
动情况并不能全面反映制造业转移的方向和趋势，

因此，本文选取 2003 年、2011 年京津冀区域制造行
业在全国制造行业中的产值份额指标来反映京津冀
区域制造行业转移的大致走向，即哪些行业在内部
发生了转移，哪些行业向区域外部进行了转移等。
事实上，一个产业产值份额的降低不止与产业转移

有关，还受投入不足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这里仅仅
用这个指标反映一个大致趋势。

从 2003 年到 2011 年，京津冀区域 30 个制造行
业中，有 22 个行业在全国制造行业的产值份额呈减
少之势 ( 见图 2) 。结合图 1 以作如下判断: ( 1) 30
个制造行业中，极小部分制造行业在京津冀内部发
生转移，如: 行业 7、13、23 由北京、天津转入河
北; 行业 18、22、30 由天津转入北京和河北; 行业
20 由北京、河北转入天津; 行业 25 由北京转入天
津和河北; 行业 29 由天津、河北转入北京。( 2) 30
个行业中有 22 个行业发生了向京津冀区域外的转
移，如 3、4、5、6、8、9、11、12、14、16、17、
21、26、28 等 14 个行业由北京、天津转出，部分转
入河北，部分转入其他区域; 1、10、19、27 等行
业由北京转出，部分转入天津、河北，部分转入其
他区域; 行业 24 由河北转出，部分转入北京、天
津，部分转出; 行业 2 由北京、河北转出，部分转
入天津，部分转出; 行业 15 由天津、河北转出，部
分转入北京，部分转出; 行业 18 由天津转出，部分
转入河北和北京，部分转出。分析这些现象存在的
主要原因: 其一，虽然河北的制造业增速较快，但
产业发展的软硬环境等方面与京津仍存在较大的差
距，致使部分京津制造行业流向京津冀区域外。其
二，各地均在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优势不断调
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因此，部分制造行业出现了由
河北、天津流向北京的逆梯度转移现象。

图 2 2003 年、2011 年京津冀区域制造业

在全国的产值份额变动情况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改进后的产业梯度系数和制造行业产
值份额指标对京津冀两市一省 30 个制造行业的梯度
势差和空间布局进行了分析和测算，全面考察了京
津冀内部制造业转移的基础与优势，以及制造行业
转移的趋势与走向，主要结论如下: ( 1 ) 将产业梯
度系数按其数值大小划分为 3 个梯级发现，京津冀
区域大多数制造行业梯度势差较小或不存在梯度势
差，各区域制造行业发展平平，优势不显著，尤其
( 下转第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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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河北，虽然在制造业发展方面处于较高梯度，但
因发展优势有限，作为转入地的基础还不够坚实。
( 2) 从京津冀各区域制造行业产值份额变动情况来
看，京津两地多数制造行业产值份额下降，转出迹
象明显，而河北可能成为京津冀内部多个制造行业
的主要转入地，并且京津冀内部还出现了制造行业
逆梯度转移的现象。 ( 3) 从京津冀制造业在全国的
产值份额变动情况来看，30 个制造行业中仅有极少
部分的转移是发生在京津冀内部，而多数行业都是
部分在区域内部转移，部分转入区域外的其他地区。

从前面的分析和判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
京津冀区域制造业的转移规模和范围都还很有限，
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和潜力较大。未来，京津冀各区
域应根据其在制造业各行业中所处的不同梯级，结
合自身发展定位和比较优势，通过产业转移联合和
分工合作方式，不断优化发展环境，提升产品技术
含量和管理水平，进而提升京津冀区域产业层级，
带动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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