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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特征分析

刘  洋1, 2
,李丽娟

1

( 1.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摘要: 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 研究三地的产业结构演进特征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采用三角形图表法描述 1978- 2016 年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总体趋势, 得到京津冀地区产业

结构高级化、空间发展差异化的特征; 通过计算相关指标,对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均衡性、产业结构趋同性、产业结

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产业结构转换速度及转换方向进行了比较和评价; 选取 1978- 1985 年、1986- 1995 年、

1996- 2005 年及 2006- 2016年四个时段,基于偏离2份额分析法对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演进过程进行了分析; 最

后提出产业结构演进机理,包括: 资源禀赋与发展定位、体制失衡与政策管控、行政分割与市场壁垒。

关键词: 产业结构演进; 京津冀地区;三角形图表法; 指标评价法;偏离2份额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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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in Beijing2Tianjin2Hebei Region
LIU Yang1, 2, L I L ijuan1

( 1. I nstitute of Geographic S ciences and N atural Resour ces Research, Beij 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 sity of Chinese A cademy of Sciences , Beij 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The evolution of reg ional industr ial structure is closely r elated to economic g rowth. Under the backg round o f coo rdina2

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 , T ianjin and Hebei, it is of g 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character istics of industrial struc2

tur e evolution in this reg ion. U sing ternar y plot to descr ibe the general t rend of industr ial structure evolut ion in the Beijing2

T ianjin2H ebei reg ion from 1978 to 2016, w e found t he industr ial structure in t he reg ion is upg rading and its development differ s

spatially. We compa red and evaluated the equilibr ium o 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conver gence o f industria l structure, the coo rdi2

nation betw een industr ial str uctur e and employment str ucture, the speed and direction o f industrial structure conversion by cal2

culating relevant indicat ors. Based on the Shift2Shar e M ethod, we selected four per iods of 197821985, 198621995, 199622005, and

200622016 to analyze t he pro cess o f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 lution in Beijing2T ianjin2Hebei Reg ion. Finally , w e proposed the

mechanism of indust rial st ruct ur e evolution, including : r esour ce endowments and development o rientation, inst itutional imbal2

ance and po licy management ,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nd market barr iers.

Key words: the evo lution o f industrial str ucture; Beijing2T ianjin2H ebei Reg ion; ternary plo t; ev aluation of indicator s; Shift2Shar e

Method

  产业结构是指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与联系方

式[ 1]。产业结构演进表现为产业结构不断地由低级

向高级变动, 向高度化、合理化发展 [ 2] , 这一变化过

程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 研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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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水资源需求与适水发展

域及国家的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对实现资源的合理

配置,制定区域产业发展规划,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国内外学者对产业结构已有广泛研究, 产业结

构理论体系得以日益完善。近年来, 国内在产业结

构变化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 1)产业结

构的演进规律及演进机理 [ 325] ; ( 2)产业结构演进的

影响因素, 如外资 [ 6]、金融[ 7]、技术创新[ 8] 、产业政

策[ 9]、消费结构[ 10] 等因素对产业结构演进的驱动作

用; ( 3)产业结构演进的后续效应,包括产业结构演

进对生态效应[ 11]、节能减排 [ 12]、城市化进程[ 13] 、经

济增长 [ 14 ]等产生的影响。其中, 对产业结构演进规

律的研究集中在国家 [ 15] 层面及河南[ 3] 、吉林[ 4] 、西

藏[ 5]等部分省级层面, 而对京津冀地区城市群的产

业结构演进规律及区域差异研究还有待完善。在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 正确认识其产业结构演

进特征是实现产业布局优化、互利共赢的基础。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 1  三角形图表法

三角形图表是一种特殊的三轴统计图,其原理为

等边三角形中任一点到三条边的垂直距离之和相等,

用于内部组成为三项结构的对象,反映对象的结构特

征和演变规律。将同一行政单元不同时期的三次产

业比重值用不同的点位标注其中,根据点位的移动可

以看出产业结构演变的特征和趋势[ 2] ;将同一时期不

同行政单元的三次产业比重值用不同的点位标注其

中,根据点位的分布可以看出地区间产业结构的差

异。由于三角形图表中的点位可以同时表达三次产业

的比重,相比于其他图表方式,具有直观明确的优点。

1. 2  产业结构演进评价指标

1. 2. 1  产业结构熵

熵是物理学概念, 后来在信息学中被借以衡量

组成要素之间的无序和离散程度等
[ 5]
。产业结构分

析中借用产业结构熵 H 来描述产业结构演进的均

衡、有序的状态。计算公式如下:

H = - E
n

i= 1
X i # lnX i ( 1)

式中: X i 表示 i 产业部门在区域产业结构中所占的

比重; n表示产业部门数量。

1. 2. 2  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相似系数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出,并推荐用

于衡量地区产业结构的趋同化程度或差异程度。以

某一经济区域的产业结构作为标准, 通过计算相似系

数S ij ,将两地产业结构进行比较,相似系数越大, 表

明两地产业结构越相似,产业趋同现象越严重。

S ij = E
n

k= 1
X ik # X ik∕( E

n

k= 1
X

2
ik # E

n

k= 1
X

2
j k )

1
2 (2)

式中: X ik、X j k分别表示 k 产业部门在 i 区域和 j 区

域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

1. 2. 3  就业2产业结构偏离度和偏差系数
就业结构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劳动力

由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较高的部门转移。运用就

业2产业结构偏离度 U1 衡量区域三次产业的就业2

产业结构均衡程度,就业2产业结构偏差系数 U2 用

于衡量区域的整体偏离程度 [ 5]。

U1=
GDP i / GDP

Yi / Y
- 1 , U2= E

n

i= 1
|
GDP i

GDP
-
Y i

Y
| (3)

式中: GD P i / GDP 为 i 产业所占比重; Y i / Y 为区域

i 产业就业人员所占比重。

1. 2. 4  产业结构转换速度系数和方向系数

根据罗托斯提出的主导产业扩散效应论, 区域

内部各产业的增长速度差异越大, 产业结构转换越

快; 若各产业增加速度相当, 则转换速度较慢[ 16]。

用区域各产业增长速度的差异作为衡量区域产业结

构转换速度 V 的指标, 并用产业结构转换方向系数

Hi 确定产业结构的转换方向。

V= E
n

i= 1

( A i- A ) 2X i

A
, Hi=

1+ A i

1+ A
(4)

式中: A i、A 分别表示 i 产业和 GDP 的年均增速; X i

为 i 产业所占比重。

1. 3  偏离2份额分析法
偏离2份额分析法 ( Shif t2Shar e M ethod, SSM)

是一种被广泛应用于分析产业结构变化和区域经济

差距、确定未来发展主导方向的数学方法
[ 425]

,其基本

原理是:把区域经济的变化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以

其所在大区域或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参考系,将区

域自身经济总量在某一时期的变动分解为份额分量、

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以此确定区域具有

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 17]。具体模型如下[ 4] :

将产业结构演进过程划分为几个时段, [ 0, t]时

段的初期(基年)区域经济总规模表示为 b0 ,末期(截

止年 t)区域经济总规模为表示为 bt ,相应地以 B0、B t

分别表示全国在相应时期初期与末期的经济总规模。

j 表示产业部门,分别以 bj , 0、bj , t、B j , 0、Bj , t ( j= 1, 2, 3)

表示区域和全国三次产业在初期与末期的规模。则

全国和区域的第 j 产业在该时段的变化率为:

r j=
bj , t- bj , 0
bj , 0

, R j=
B j , t- B j , 0

B j , 0
 ( j = 1, 2, 3) (5)

以全国各产业部门所占的份额对区域各产业部

门规模进行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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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水资源需求与适水发展

bcj =
b0 # B j , 0
B0

 ( j= 1, 2, 3) ( 6)

在[ 0, t]时段内区域第 j 产业的增量 G j 可以分

解为份额分量N j、结构偏离分量 P j 以及区域竞争

力偏离分量 D j :

G j= N j+ P j + D j = bj , t- bj , 0 ( 7)

N j = bcj #R j ( 8)

P j = ( bj , 0 - bcj ) #R j ( 9)

D j= bj , 0 # ( r j - R j ) (10)

区域总的增长量可表示为:

G= N + P+ D= E
3

j= 1
bcj #R j+

E
3

j= 1
( bj , 0 - bcj ) # R j + E

3

j = 1
bj , 0 # ( r j - R j ) (11)

引入 K j , 0 =
bj , 0
B j , 0
和 K j , t =

bj , t
B j , t

作为区域第 j 产

业在初期与末期占同期全国相应产业的比重, 则区

域对于全国的相对增长率 L 可表示为:

L =
E
3

j= 1
bj , t

E
3

j = 1
bj , 0

E
3

j= 1
B j , t

E
3

j = 1
B j , 0

=
E
3

j = 1
K j , t #B j , t

E
3

j = 1
K j , 0 #B j , 0

E
3

j= 1
B j , t

E
3

j= 1
B j , 0

=

E
3

j= 1
K j , 0 #B j , t

E
3

j= 1
K j , 0 B j , 0

E
3

j= 1
B j , t

E
3

j= 1
# B j , 0

#
E
3

j= 1
K j , t #B j , t

E
3

j= 1
K j , 0 # B j , t

=

W # u (12)

其中: W 为结构效果指数; u 为区域竞争效果

系数。

1. 4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研究区涉及北京市、天津市及河北省所辖 11

个地级市共 13个市, 在阐述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

演进总体趋势时部门内容以市为单元展开, 其他

章节由于篇幅限制,将河北省作为一个单元研究。研

究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 1978- 2016年。1978- 2016

年全国和京津冀 13市的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5中国

统计年鉴65北京市统计年鉴65天津市统计年鉴65河

北省经济年鉴65新河北 60年统计资料汇编6。

2  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演进分析

2. 1  产业结构演进总体趋势
将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京津冀地区 1978-

2016年的产业结构比重数据, 标注在三角形图表

(图 1)中, 根据图表中的点位移动轨迹可以直观的

看出产业结构演变的特征和趋势。选择 1985 年、

1995年、2005 年、2015年京津冀地区 13 市的产业

结构比重数据,分别制作成三角形图表(图 2) ,结合

图表中点位分布及地图表达不同时期京津冀地区的

产业结构差异和发展变化。

图 1 1978- 2016 年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演变

Fig. 1  E volu tion of in du st rial s t ructure in Bei jing- Tianjin2H ebei region f rom 1978 to 2016

2. 1. 1  产业结构高级化
根据 1978- 2016 年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演变

(图 1) , 可以看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及京津冀

地区的产业结构皆不断优化, 向着高级化的方向发

展,但发展速度及发展过程存在明显不同。改革开

放以来,北京市产业结构保持平稳高速发展, 第一产

业比重较低,产业重心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

三次产业比重从 1978年的 5B 71 B 24转变到 2016

年的 1 B 19 B 80。总体趋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

段: ( 1) 1978- 1990年, 第一产业比重波动增长, 第

二产业比重快速降低, 第三产业比重逐渐增长; ( 2)

1991- 2016年,第一产业比重逐渐降低, 第二产业

比重逐渐降低,第三产业比重快速增长。天津市产

业结构总体发展趋势与北京市类似, 第一产业比重

较低,产业重心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但转移

速度明显慢于北京市, 2014年第三产业比重才超过

第二产业, 比北京市晚了 20 年, 三次产业比重由

1978年的 6B 70B 24转变到 2016年的 1B 42B 57,

第二产业仍占有相当的比重。总体趋势大致可分为

四个阶段: ( 1) 1978- 1988年, 第一产业比重逐渐增

长, 第二产业比重快速降低, 第三产业比重逐渐增

长; ( 2) 1989- 2002 年, 第一产业比重逐渐降低, 第

二产业比重逐渐降低,第三产业比重快速增长; ( 3)

2003- 2009年, 第一产业比重逐渐降低, 第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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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一反降低趋势逐渐增长, 第三产业比重相应降

低; ( 4) 2010- 2016年, 第一产业比重缓慢降低, 第

二产业比重快速降低,第三产业比重快速增长。河

北省产业结构呈优化趋势, 体现在第一产业向第三

产业的转移, 第二产业比重一直在 40% ~ 55%之间

波动,仍是河北省的产业重心,三次产业结构由 1978

年的 29 B 50 B 21 转变到 2016 年的 11 B 48 B 41。

尽管如此, 与北京市、天津市相比, 河北省仍显落后,

是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短板。

图 2 不同时期京津冀 13 市产业结构分类

Fig. 2  Classif ication of in du st rial s t ructure in

Bei jing2Tianjin2H ebei r egion in dif ferent periods

根据赛尔奎因2钱纳里的标准模式[ 18] 判断地区

发展阶段, 从三次产业结构角度出发, 2016年北京

市和天津市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河北省处于工业化

中期。从就业角度看产业结构高级化,京津冀地区

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不断降低,二三产业劳

动力稳步上升,符合配第2克拉克定理 [ 15]
。

2. 1. 2  空间发展差异化
根据不同时期京津冀 13 市产业结构分类(图

2) , 可以看出 1985年、1995年、2005年及 2015年四

个时期京津冀 13 市的产业结构差异及发展变化。

1985年, 13市中产业结构为/三二一0型的只有秦皇

岛, /二三一0型 3个(北京市、天津市、邯郸市) , /二

一三0型 5个(石家庄市、张家口市、唐山市、廊坊市、

沧州市) , /一二三0型 4个(承德市、保定市、衡水市、

邢台市) ,这一时期,第三产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三

角形图表中各市的第三产业比重集中于 20% ~

40% ,第一产业比重和第二产业比重的跨度较大,尤

其是北京市和天津市与其他市之间的差异较为

明显。

1995年,产业结构为/三二一0型的 2个(秦皇

岛市、北京市) , /二三一0型 6个(天津市、邯郸市、石

家庄市、张家口市、唐山市、沧州市) , /二一三0型 4

个(廊坊市、保定市、衡水市、邢台市) , /一二三0型只

有承德市。这一时期三角形图表中的点位更为集

中, 整体发生左移, 表明第一产业比重降低, 北京市

和天津市的第三产业得到发展。

2005年,产业结构只有/三二一0型和/二三一0

型, 除北京市和秦皇岛市为/三二一0型, 其余为/二

三一0型。这一时期北京市第三产业比重大幅增长,

与其他各市拉开差距, 天津市发展速度放慢,其余点

位向左上方移动, 表明第一产业比重降低, 第二产业

比重增加,第三产业没有明显变化。

2015年,产业结构为/三二一0型的增加到 5个

(北京市、秦皇岛市、天津市、石家庄市、廊坊市) , 其

余为/二三一0型。这一时期,点位整体向左下移动,

表明第三产业比重显著增长,第二产业比重降低。

多型并存体现出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存在明显

的空间差异, 各市向/三二一0型和/二三一0型演变

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体现。另外, 三角形

图表点位分布显现出, 作为经济增长极,北京市对周

边地区的经济拉动作用不足。由于京津冀地区内部

存在差异,后续内容将分成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

三个单元分别进行研究。

2. 2  产业结构演进的动态分析

2. 2. 1  产业结构均衡性
利用式( 1)计算得 1978- 2016年京津冀地区产

业结构熵(图 3)。北京市的产业结构熵整体呈现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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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水资源需求与适水发展

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在 1990达到峰值, 与三角形图

表中产业结构演进的 2个阶段相对应,表明 1978-

1990年北京市的产业结构向均衡的方向发展,

1992- 2016年产业结构有非均衡化的趋势, 这是

北京市第一产业占比较低, 第三产业高速发展的

必然结果。其中, 2002- 2004年产业结构熵小范

围浮动, 产业结构的非均衡化速度放缓。天津市

产业结构熵整体也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在

1990年达到峰值。1981- 1994 年天津市产业结

构均衡化低于北京, 1994 年以来天津市产业结构

相比北京更为均衡, 发展速度也更为平稳。河北

省的产业结构熵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 整体呈下降

趋势,产业结构发展比北京市和天津市更为均衡, 与

2. 1. 1中的结论相符合。

图 3  1978- 2016 年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熵

Fig. 3  Entropy of indust rial st ructu re in Beijing2T ianjin2H ebei

r region f rom 1978 to 2016

2. 2. 2  产业结构趋同性
根据式( 2)分别计算北京- 天津、北京- 河北、

天津- 河北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图 4) , 按照

国际惯例, 如果系数高于 01 9,说明地区间的产业结
构存在较严重的同构现象[ 4]。北京市和天津市之

间, 1978 - 2002 年相似系数在均 01 9 以上, 其中

1978- 1994年的相似系数高于 01 96,这一时期北京

市和天津市之间存在严重的产业趋同现象, 2003-

2008年相似系数有所下降, 2009年以来相似系数呈

上升趋势, 2016年相似系数再次达到 01 9,北京市和
天津市的产业趋同现象有再次加强的趋势。北京市

和河北省之间, 1985- 1995相似系数高于 01 9,存在

产业趋同现象, 1996- 2008 年相似系数持续下降,

2008年之后相似系数有上升趋势。天津市和河北

省之间, 1985- 2016 年相似系数高于 01 9, 1992 年
以后相似系数更是持续处于 01 96以上, 存在严重的

产业趋同现象。1995- 2016年,天津市和河北省的

相似系数最高, 北京市和天津市次之,北京市和河北

省最低。产业结构的高相似性会使得资源配置效率

低下,影响地区经济发展。

图 4  1978- 2016 年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Fig. 4  S imilarit y ind ex of indus trial st ructu re betw een Beijin g,

T ianjin an d H eb ei from 1978 to 2016

2. 2. 3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
根据式( 3)计算京津冀地区就业2产业结构偏离

度及偏离系数 (图 5)。从第一产业来看, 1996 -

2016年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的偏离度都为负值

且较为稳定, 反映出产业比重小于就业比重,第一产

业内部存在剩余劳动力。1996- 2003 年北京市第

二产业偏离度为负值, 第二产业存在剩余劳动力,

2004- 2016年为正值,反映出产业比重大于就业比

重, 这与技术创新水平提高、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有

关。北京市第三产业偏离度为正值且经历了先增大

后减小的变化, 2004年以来减小到 01 01以下,表明

产业就业结构达到了较为稳定的协调状态。天津市

第二产业偏离度呈增长趋势, 产业比重高于就业比

重的不均衡性程度越来越大。天津市第三产业偏离

度先增大后减小, 2005年减小为负值后较为稳定,

产业比重小于就业比重。河北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都呈现较高的偏离度,产业比重高于就业比重的

现象比较严重,这与河北省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较高

有关。第二产业偏离度 2000年后呈下降趋势, 产业

就业不均衡程度在降低。利用偏离系数从总体上看

三个产业的产业就业的协调程度, 河北的偏离系数

最高,天津次之,北京最低, 相应说明河北产业就业

不协调程度最高, 天津市产业就业较为协调,北京市

产业就业最为协调。调整京津冀地区的就业比重是

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工作。

2. 2. 4  产业结构转换速度及转换方向

将 1978 - 2016 年划分为四个时段, 分别为

1978- 1985 年、1986 - 1995 年、1996- 2005 年及

2006- 2016 年, 利用式( 4)计算京津冀地区的结构

转换速度系数和结构转换方向系数(表 1)。从结构

转换速度来看,北京市 1986- 1995年结构转换速度

最快,天津市 2006- 2016年结构转换速度最快, 河

北省 1986- 1995年结构转换速度最快。从产业结

构转换方向系数来看, 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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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水资源需求与适水发展

图 5  1996- 2016 年京津冀地区就业2产业结构偏离度及偏离系数
Fig. 5  Deviation degree and deviation coef ficient betw een employment st ructu re an d indu st rial st ru cture in

Beijing2Tianjin2H ebei region f rom 1996 to 2016

相似的规律,在 1978- 1985年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

大于 1, 说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速高于 GDP

增速; 1986- 2016年第三产业大于 1,第三产业的增

速持续高于 GDP 增速,发展势头迅猛。与北京不同

的是,天津市及河北省在 1996- 2005年第二产业的

方向系数大于 1, 表明第二产业增速高于 GDP 增

速。这一规律符合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

趋势。

表 1  1978- 2016 年京津冀地区不同时段产业结构转换速度系数和方向系数

Tab. 1  Conver sion coef fi cient of rate and direct ion of th e indust rial st ructu re in di fferent periods in

Beijing2Tianjin2H ebei region f rom 1978 to 2016

时段 1978- 1985 1986- 1995 1996- 2005 2006- 2016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结构转换速度系数

结构转换方向系数

结构转换速度系数

结构转换方向系数

结构转换速度系数

结构转换方向系数

V 0. 191 0. 296 0. 240 0. 180

H1 1. 095 0. 888 0. 771 0. 865

H2 0. 955 0. 894 0. 911 0. 927

H3 1. 112 1. 196 1. 080 1. 029

V 0. 075 0. 194 0. 074 0. 212

H1 1. 055 0. 914 0. 841 0. 856

H2 0. 984 0. 955 1. 002 0. 929

H3 1. 032 1. 128 1. 021 1. 100

V 0. 062 0. 180 0. 097 0. 111

H1 1. 017 0. 903 0. 917 0. 965

H2 0. 979 0. 990 1. 025 0. 975

H3 1. 028 1. 133 1. 016 1. 053

2. 3  基于偏离2份额分析法的产业结构演进
过程

选取 1978 - 1985 年、1986 - 1995 年、1996 -

2005年及 2006- 2016年四个时段,依据式( 5)至式

( 12)对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进行偏离2份额法分

析, 表中列出总增长 G j、全国份额分量 N j、结构偏

离分量 P j、竞争力偏离分量 D j、总偏离分量( PD) j。

其中,全国份额分量是利用全国三次产业结构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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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水资源需求与适水发展

长速度对地区生产总值进行的再分配, 结构偏离分

量是对全国和地区三次产业结构进行的比较, 竞争

力偏离分量是对全国和地区产业增长速度的衡量。

北京市偏离2份额分析结果见表 2。从全国份

额分量看, 北京市第一产业在四个时段的总增长量

均低于全国份额分量, 说明北京市第一产业的发展

低于全国水平; 第二产业除在第一时段高于全国份

额分量外, 其余三个时段均低于全国份额分量;第三

产业在四个时段均高于全国份额分量, 第三产业的

发展领先全国。从结构偏离分量看, 第一产业在四

个时段都为负值,表明第一产业在北京市经济增长

中的作用较小; 第二产业在一二时段为正值, 在三四

时段中变为负值,表明第二产业在北京市经济增长

中曾占有重要位置, 后期影响变低;第三产业在除在

第一时段为负值外, 其余时段为正值,表明第三产业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凸显。从竞争力偏离分

量来看,第一产业除第一时段为正值外, 其余时段为

负值,表明第一产业的竞争力逐渐降低; 第二产业除

在第三时段为正值具有一定竞争力外,其余时段均为

负值, 缺乏竞争力; 第三产业在前三时段为正值, 末

期为负值,源于北京市第三产业发展较早, 末期增长

率降低, 与全国第三产业发展速度相比竞争力不足。

天津市偏离2份额分析结果见表 3。从全国份

额分量看,天津市第一产业在四个时段的总增长量

均低于全国份额分量,说明天津市第一产业的发展

低于全国水平;二三产业在前两个时段低于全国份

额分量, 后两个时段高于全国份额分量,表明二三产

业发展超过全国水平。从结构偏离分量看, 第一产

业在四个时段都为负值,表明第一产业在天津市经

济增长中的作用较小; 第二产业在四个时段均正值,

表 2  1978- 2016 年北京市不同时段偏离2份额分析
Tab. 2  SSM analysis of dif f erent periods in Beijing f rom 1978 to 2016

时段 产业类型 Gj N j Pj D j ( PD) j

1978- 1985

1986- 1995

1996- 2005

2006- 2016

第一产业 12. 10 45. 05 - 36. 67 3. 73 - 32. 95

第二产业 76. 30 63. 03 30. 71 - 17. 44 13. 27

第三产业 59. 90 52. 22 - 1. 50 9. 18 7. 68

第一产业 53. 20 254. 15 - 190. 53 - 10. 43 - 200. 95

第二产业 478. 00 663. 43 222. 75 - 408. 18 - 185. 43

第三产业 691. 60 481. 73 86. 50 123. 37 209. 87

第一产业 12. 80 197. 53 - 155. 60 - 29. 13 - 184. 73

第二产业 1 304. 90 1 351. 77 - 209. 32 162. 45 - 46. 87

第三产业 3 862. 60 1 328. 46 891. 10 1 643. 05 2 534. 14

第一产业 44. 40 1 492. 82 - 1345. 03 - 103. 40 - 1448. 42

第二产业 2 766. 50 7 098. 10 - 3093. 93 - 1237. 67 - 4331. 60

第三产业 14 740. 40 10 819. 15 7 840. 58 - 3919. 34 3 921. 25

表 3  1978- 2016 年天津市不同时段偏离2份额分析
T ab . 3  SSM an alys is of diff erent periods in T ian jin f rom 1978 to 2016

时段 产业类型 Gj N j Pj D j PD

1978- 1985

1986- 1995

1996- 2005

2006- 2016

第一产业 7. 92 34. 22 - 26. 70 0. 40 - 26. 30

第二产业 57. 39 47. 88 21. 97 - 12. 47 9. 51

第三产业 27. 82 39. 67 - 0. 48 - 11. 37 - 11. 85

第一产业 44. 29 173. 72 - 118. 44 - 11. 00 - 129. 43

第二产业 395. 22 453. 48 206. 50 - 264. 76 - 58. 26

第三产业 297. 72 329. 28 - 18. 26 - 13. 31 - 31. 56

第一产业 44. 71 123. 86 - 85. 21 6. 05 - 79. 15

第二产业 1 525. 97 847. 64 129. 29 549. 05 678. 33

第三产业 1 213. 03 833. 02 151. 59 228. 42 380. 01

第一产业 116. 87 820. 68 - 641. 81 - 61. 99 - 703. 81

第二产业 5 114. 27 3 902. 16 615. 30 596. 81 1 212. 11

第三产业 8 191. 51 5 947. 80 115. 33 2 128. 38 2 243.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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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第二产业对天津市经济增长中占有重要位置;

第三产业在前两个时段为负值,后两个时段为正值,

表明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逐渐

上升。从竞争力偏离分量来看,第一产业一三时段

为正值,二四时段为负值,第一产业竞争力不足; 二

三产业在一二时段为负值,三四时段为正值, 竞争力

逐渐增强。

河北省偏离2份额分析结果见表 4。从全国份

额分量看, 河北省一二产业在一四时段的总增长量

低于全国份额分量, 二三时段总增长量高于全国

份额分量, 表明河北省一二的发展一度高于全国

水平,近年来有所下降; 第三产业除第二时段高于

全国份额分量,其余三个时段低于全国份额分量,

河北省第三产业发展低于全国水平。从结构偏离

分量看, 一二产业在四个时段均为正值, 表明一二

产业在河北省经济增长中占有重要位置; 相反, 第

三产业在四个时段均为负值, 表明第三产业对河

北省经济增长影响较低。从竞争力偏离分量来

看,一二产业二三时段为正值,一四时段为负值,河

北省一二产业一度具有竞争力,近年来竞争力不足;

第三产业除在第二时段为正值,其余时段为负值,第

三产业竞争力不足。

表 4  1978- 2016 年河北省不同时段偏离2份额分析
T ab . 4  SSM an alys is of diff erent periods in H ebei f rom 1978 to 2016

时段 产业类型 Gj N j Pj D j PD

1978- 1985

1986- 1995

1996- 2005

2006- 2016

第一产业 68. 14 75. 80 2. 27 - 9. 93 - 7. 66

第二产业 91. 88 106. 06 6. 12 - 20. 29 - 14. 18

第三产业 53. 67 87. 86 - 12. 80 - 21. 39 - 34. 19

第一产业 507. 89 389. 53 23. 88 94. 48 118. 36

第二产业 1 115. 49 1 016. 80 92. 43 6. 27 98. 69

第三产业 789. 49 738. 33 - 138. 25 189. 42 51. 16

第一产业 699. 06 381. 22 19. 22 298. 63 317. 84

第二产业 3 606. 96 2 608. 77 61. 07 937. 12 998. 19

第三产业 2 253. 12 2 563. 78 - 158. 61 - 152. 05 - 310. 66

第一产业 2 031. 00 2 108. 84 421. 05 - 498. 89 - 77. 84

第二产业 9 146. 50 10 027. 12 1 207. 20 - 2087. 82 - 880. 62

第三产业 9 425. 35 15 283. 66 - 2868. 19 - 2990. 12 - 5858. 31

  通过表 5综合来看, 2006- 2016年北京市相对

增长率为 01 93, 经济增长低于全国, 结构效果指数

大于 1, 证明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区域竞争效果指数

小于 1, 结合前文结论,这一时段北京市三次产业均

竞争力不足。天津市相对增长率为 11 18,经济增长
高于全国, 结构效果指数和区域竞争效果指数均大

于 1,表明天津市产业结构较为合理, 竞争力较强,

表现为二三产业竞争力较强。河北省相对增长率为

01 82,经济增长低于全国,结构效果指数和区域竞争

效果指数均小于 1,这与河北省产业结构不合理, 且

三次产业竞争力不足有关。以上说明京津冀地区未

来产业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 地区产业竞争力也需

进一步提高。

3  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演进机理分析

根据京津冀三地的发展模式, 结合上述分析, 京

津冀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驱动力及造成三地产业结

构发展差异的原因较为复杂,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 1)资源禀赋与发展定位。

表 5 1978- 2016 年京津冀地区不同时段相对增长率 L、

结构效果指数 W、区域竞争效果系数 u

Tab. 5  Values of relat ive grow th, st ructu ral effect,

and r egional compet it ion of indus try in

Beijing2Tianjin2H ebei region fr om 1978 to 2016

地区 时段 L W u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1978- 1985 0. 96 0. 97 0. 98

1986- 1995 0. 90 1. 07 0. 84

1996- 2005 1. 49 1. 11 1. 34

2006- 2016 0. 93 1. 12 0. 83

1978- 1985 0. 86 0. 97 0. 88

1986- 1995 0. 81 1. 06 0. 76

1996- 2005 1. 33 1. 07 1. 25

2006- 2016 1. 18 1. 01 1. 17

1978- 1985 0. 88 0. 99 0. 88

1986- 1995 1. 10 0. 99 1. 11

1996- 2005 1. 11 0. 99 1. 12

2006- 2016 0. 82 0. 97 0. 85

  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汇集了其他地区无法比

肩的人才资本、科技支撑、经济实力及政策优势,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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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条件得天独厚, 经济发展远超其他地区。相比于

社会资源, 北京的自然资源条件并不优越,山区面积

较大,不适合发展农业和重工业,可用于城镇开发的

土地也越来越紧张。因此,北京适合发展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有绝对优势。北京的首都

优势使其资源配置及收入增长的机会并不被公平和

效率的原则所支配, 出现生产要素只进不出或者只

输出低级要素而留住高级要素的局面[ 19]。

天津是环渤海地区的重要城市,矿产资源丰富,

由此石油化工产业成为天津经济最有力的支撑之

一,地理位置优越,拥有华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贸易

港口天津港、最大的货运中心天津滨海机场。天津

在发展中形成了二三产业并重的发展格局, 但是存

在传统工业行业占比过大, 产业结构固化的问题。

天津和北京在竞争北方经济中心职能的过程中矛盾

突出,利益冲突无法避免。

河北是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在土地资源、矿产资

源和劳动力资源上占据优势。地势平坦, 矿产资源

丰富,成为河北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基础。

但河北对传统产业路径的过度依赖阻碍了经济的发

展,以矿产采掘、金属冶炼及化学工业为主的重工业

生产中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 农业生产存在生产技

术落后、产业化经营水平低、农业用水超采严重等问

题,高新制造业发展滞后,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河北

的发展定位是依托京津发展自身,围绕京津形成的

/环首都贫困带0肩负着保护首都生态环境和水资源

的特殊使命, 此外, 北京不断从河北吸引人才等资

源,导致河北的发展更加困难。

( 2)体制失衡与政策管控。

京津冀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过高, 民营经济活力

不足,地区政府对资源控制能力强,市场配置资源的

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造成经济发展滞缓。2014

年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私企占全国私企百分比分别

为 41 27%、21 25%和 31 18% ,合计 91 70% ; 而上海、

江苏、浙江分别占 51 7%、131 81%和 101 34% , 合计

291 85%;广东私企占全国的 101 25% [ 19]。由于市场

经济发展不成熟,北京先进的技术、产业和人才无法

通过市场顺利向河北扩散, 这也是北京对周边地区

的经济辐射作用不足的重要原因。

政府宏观政策在京津冀地区产业升级过程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以北京为例, 2004年国务院批复的

5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05- 2020年) 6,明确指出北

京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 要调整

现有产业结构, 适度发展现代制造业0; 2010 年5中

共北京市委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6提出/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作为推动现代制造业发展的重中之重0; 从 2014

年起率先制定5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

录6,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推动疏解产

业和人口,产业格局呈现/三升三降0变化: 新增的金

融业、文化体育、科技服务业不断上升,制造业、农林

牧业、批发和零售业开始下降。

( 3)行政分割与市场壁垒。

长久以来, GDP 及其增速成为地方政府政绩考

核的核心内容。各地政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在大力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 还动用政府权利干预

本地区的经济活动, 防治本区域产业、科技、人才等

资源外流。1994 年重塑央地关系的分税制改革使

得地区发展就必须依靠自身。由于行政体制的分割

以及各自追求经济增长,京津冀地区各个城市之间

形成竞争关系,产业发展类型及路径相似, 导致产业

结构趋同,产业集群度低, 缺乏合理的分工与协作,

造成资源和效率的巨大浪费。改革开放以来至

2015年,京津冀合作、协调发展和一体化发展相关

的概念不断出现, 但京津冀协同发展始终没有权威

性的协调机构,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合作发展。

京津冀三地之间产业结构差异大,产业的相互

依赖性和关联性较弱,以物资协作和浅层次的垂直

分工居多,深层次的产业合作较少。京津两地与河

北之间的合作主要围绕农产品的供应,对河北的经

济发展无法产生显著的拉动作用。北京、天津的第

三产业发展具有优势,但尚未形成跨区域的产业链

条, 存在市场壁垒, 加之生产要素流动受到制约, 影

响协同发展。

4  结论

本文借助三角形图表法、指标评价法及偏离2份
额分析法,对 1978- 2016年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演

进特征与机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 1)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皆向着高级化的方

向发展, 从三次产业结构角度来看, 2016 年北京市

和天津市处于后工业化阶段, 河北省处于工业化中

期。京津冀内部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 2015年产

业结构为/三二一0型的市有 5 个(北京市、秦皇岛

市、天津市、石家庄市、廊坊市) ,其余为/二三一0型,

北京市的辐射能力不足。

( 2)近年来,河北省的产业结构发展处于较为稳

定的状态,比北京市及天津市更为均衡。天津市与

河北省之间的产业趋同现象需要引起关注。河北省

就业2产业不协调程度最高, 天津市和北京市就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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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较为协调, 调整就业比重是一体化进程中的重

要工作。北京市 1986- 1995年结构转换速度最快,

天津市 2006- 2016 年结构转换速度最快, 河北省

1986- 1995年结构转换速度最快, 三地的结构转换

速度和方向存在差异。

( 3)通过偏离2份额法对京津冀地区进行了产业
结构演进的分析, 总体来看, 2006- 2016年北京市

经济增长低于全国, 产业结构较为合理, 但这一时段

北京市三次产业均竞争力不足;天津市经济增长高

于全国,产业结构较为合理,竞争力较强, 表现为二

三产业竞争力较强; 河北省经济增长低于全国,产业

结构不合理,且三次产业竞争力不足。京津冀地区

未来产业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地区产业竞争力也

需进一步提高。

( 4)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驱动力及造成

空间差异的原因较为复杂,其中三个主要方面是: 资

源禀赋与发展定位、体制失衡与政策管控、行政分割

与市场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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