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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间溢出与
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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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

率之间的经济空间联系$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不同集聚模式对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

显示$在经济差距小的地区间更容易深化产业分工+发挥学习效应和建立信息网络%专业化集聚能够提升本地

区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并且对经济水平邻近地区具有积极的空间外溢效应*多样化集聚对经济水平邻近

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空间效应具有行业异质性和地理区位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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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
>#h

$服务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经济发展

正由*高速+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生产性服务业

作为向工业生产和技术进步提供配套服务的行业$有利于制造业突破现阶段发展困境$推进全产业链精

细化$

(

@

)实现产业协调发展与升级$

(

!

)

!#@E

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了加快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融合发展的重要性'研究如何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深化产业分工中的价值$以及对工业企业技术创

新效率的作用$对我国实现经济发展变革具有一定的价值'

随着生产,资本要素在区域范围内的加速流动与重组$生产性服务业呈现出明显的集聚发展特征$是

推进工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动力'

(

F

)从已有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来看$主

要关注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借助专业化分工(

"

)

@"

,协同集聚(

>

)和发挥空间外溢效应(

D

)等途径对工业企业

生产效率的影响$以及生产性服务业本身所具备的知识创新作用和知识溢出效应'

(

C

)尚没有文献从不同

地区间经济差距的视角来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外溢效应'因此$本文针对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经济空间联系$分析生产性服务业的不同集聚模式对

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并把握空间效应的行业异质性和地理区位异质性'

一%文献综述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

\'&

/

G)(

(

A

)肯定了产业集聚区内

企业间研发和专业人员的交流对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N%++3'

(

E

)提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推动生产专业

化,扩大产业资本等途径提高了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33K*3

(

@#

)

,

O4I)')(

和
\%5I)*

(

@@

)提出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带来人才,资金的集聚$集聚效应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可以作用于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活动'

L%%.

(

@!

)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通过改进工业企业的生产管理模式促进技术创新转型'刘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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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军(

@"

)指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跨越行业限制$通过加强关联企业间资金投入和管理模式

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盛丰(

@>

)提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规模经济,专业

化,竞争,学习等方式提升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余泳泽,刘大勇(

D

)

!F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充分发挥中

介作用促进知识溢出效应$为制造业后续产品的开发和创新消除单一的路径依赖'大量研究显示$专业

化分工(

"

)

@D

,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和交易成本(

@D

)

@E以及技术外溢效应(

@C

)

@@>等方面$构成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工

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产生积极作用的重要途径'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空间效应方面展开了研

究'

$)++3

(

@A

)

,

<&.'3547-

(

@E

)提出知识溢出效应随地理范围的扩大而减小'余泳泽等(

D

)

F@认为$省界作为空

间衰减边界$对于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工业生产效率的空间外溢效应具有阻碍作用'韩峰(

!#

)提出$生产性

服务业的两种集聚模式对本地区以及邻近地区工业能源利用结构的作用效果具有异质性'陈晓峰(

!@

)在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加入绿色属性$提出不同行业和不同城市规模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

色发展具有不同的空间溢出效应'

而有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作用效果的研究$由于不同学者所采用的变量和

样本数据不尽相同$研究结论尚未得到统一'杨仁发(

!!

)提出$生产性服务业的两种集聚模式对于不同地

区条件下的创新能力均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孙浦阳(

!F

)则提出$服务业的不同集聚模式对于区域创

新产出而言具有先下降后提升的*

0

+型作用曲线'刘乃全,吴友(

!"

)认为$专业化集聚对创新效率产生显

著的积极影响$而多样化聚集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则不显著'何守超(

!>

)

$高洋,宋宇(

!D

)指出$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对技术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种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

通过对已有文献梳理发现仍存在部分问题需要深入研究'第一$现有研究主要采用
UM,

回归,系统

ZQQ

估计方法等普通计量方法$聚焦于直接影响$忽略了可能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将空间效应纳入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研究稍显不足'第二$少有研究关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与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经济空间联系$采用偏微分方法对经济差距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其存

在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第三$鲜有文献基于生产性服务业不同细分行业和地理区

位的视角$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空间效应'鉴于此$本文尝试将经济空间

联系纳入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研究框架中$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揭示经济差距下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不同集聚模式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并深入探讨行

业异质性和地理区位异质性'

二%机理分析

!一"在经济差距小的地域之间$更容易深化产业分工和融合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与制造业融合的过程中$通过专业化水平提升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推动工业企

业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等环节的运营效率$促进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增强工业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和颠

覆性技术创新$进而推进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

(

"

)

@D经济差距较小的地区之间具有相似的生产运营模

式和产业发展规模$能够实现更加专业化的分工和更加深入的产业融合$使工业企业的生产步骤更加细

化$分工细化和专业化程度加深促使工业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向工业企业提供更加

高端的服务$进一步推动企业产品创新和技术升级'

!二"在经济差距小的地域之间$更容易发挥学习效应$吸纳知识+技术+人才的溢出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集中企业间的知识,技术和高素质人才等要素资源$使企业间进行先进技术

和前沿知识的学习交流$加速知识和技术的扩散$通过知识溢出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

@C

)

@!#经济差距小的

地区间具有相似的产业结构和技术发展模式$创新水平更加接近$使得地区之间在知识,技术和人才等资

源的交流更加频繁$有利于企业间搭建技术合作交流平台$共享研发技术服务和科研设施设备$大大降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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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间溢出与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

创新成本$故而提高了工业企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知识外溢的吸收能力$缩短技术扩散时间$使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所产生的高级生产要素实现高效率的传递$促进技术革新'

!三"在经济差距小的地域之间$更容易实现工业企业信息网络的建立与对接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较强的顾客导向性$能够及时,准确地为客户提供所需信息'在市场经济以

及产业关联的共同影响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面对工业企业的不同需求$融入工业企业生产,技术研发等

各环节$促进集聚区内工业企业信息网络的建立和对接$实现信息共享以及产业之间高效合理的资源配

置'

(

@D

)

!!经济差距小的地区之间具有相似的市场主体和产业链结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改变了工业企业

间的互动方式$通过及时,迅速地建立与市场间的密切联系$实现工业企业市场信息对称$减少工业企业

生产,研发过程中的外部协调成本和信息障碍$更加高效地识别创新机会$使企业创新成果更加符合产品

市场的有效需求$最终在工业企业吸收能力提升基础上实现持续创新'

三%模型设定%变量测度和数据来源

!一"空间自相关检验

@:

全局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用来度量研究要素在空间分布中存在的相关关系和集聚特征(

!C

)

'全局
Q%')(e4T

指数通过比较空间分布中邻近地区要素数值的相关性来检验全局空间自相关性的$即/

H'$#/Q3O

R

/

&

/

*

R

@

&

/

P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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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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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P

S

I

#

&

/

*

R

@

&

/

P

R

@

L

*

P

&

/

*

R

@

!

I

*

S

I

#

!

' !

@

#

其中$

/

是样本数量$

L

*

P

是空间权重矩阵$

I

*

,

I

P

是区域
1

,区域
b

的技术创新效率'全局
H'$#/Q3O

指数取

值范围为(

g@

$

@

)$在
H'$#/Q3O

(

#

的情况下$数值越大则空间相关性越强.在
H'$#/Q3O

'

#

的情况下$

数值越小则空间差异性越明显.在
H'$#/Q3O #̀

的情况下$技术创新效率的空间分布状态具有随机性'

!:

局部空间自相关

通过采用全局
H'$#/Q3O

指数仅仅能够判断空间数据整体的关联程度$无法准确地反映各个区域之

间的局部关联性$这里引入局部
H'$#/Q3O

指数并进一步绘制
H'$#/Q3O

指数散点图$用于检验局部的空

间分布特征$以及反映省域与其邻近省域间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相关关系和扩散作用$即/

O

*

R

/

!

I

*

S

I

#

&

*

L

*

P

!

I

P

S

I

#

&

*

!

I

P

S

I

#

!

' !

!

#

其中$

O

*

(

#

$表示该省与相邻省份的属性相似$即表现为*高
B

高+或*低
B

低+集聚.

O

*

'

#

$表示该省与相邻

省份的属性具有较大的差异$存在空间异质性$即表现为*高
B

低+或*低
B

高+集聚'

!二"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在空间分布上可能具有明显的关联性$采用传统计量分析方法可能会造成估

计结果的偏差$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以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空间计量模型主要包括
,<P

,

,OQ

和

,SQ

三种模型$其中
,SQ

模型反映了某区域因变量不仅会受到本区域自变量所带来的直接影响$还会

受到邻近区域自变量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

!A

)

'

本文分别采用专业化集聚!

,<

#和多样化集聚!

S<

#以判断不同集聚模式所产生的作用效果'为解决

变量遗漏问题$本文在构建的空间计量模型中还将外商直接投资!

WST

#,人力资本水平!

OS0

#,政府支持

程度!

ZU9

#,基础设施!

T;W

#作为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与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空间交互效应可能会

进一步影响到其他区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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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函数$构建模型为/

AO4

*%

R

;

*%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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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O

!

F

*%

4)6

!

"

*%

CMT

!

>

*%

OK-

!

D

*%

' !

F

#

其中$

AO4

*%

为
1

地区
5

年的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

;

*%

表示综合技术水平.

B;

*%

表示
1

地区
5

年的专业化

集聚水平.

);

*%

表示
1

地区
5

年的多样化集聚水平.

!

@

,

!

!

分别代表两种集聚模式作用效果的弹性系数$

!

F

3!

D

表示各个控制变量的弹性系数'

为了清除异方差$对式!

F

#采用对数处理$将基本计量回归模型定义为/

*(A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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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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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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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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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基本计量回归模型的基础上纳入空间地理维度$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故本文将设定为/

*(A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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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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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P

"

P

%

U

(

*%

'

其中$

#

是空间自回归系数.

'

是空间自相关系数.

L

*

P

为空间权重矩阵$在本文中主要是指经济距离权重

矩阵'

!

,

$

分别是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的系数.

%

*

,

9

%

分别为空间,时间固定效应$

"

*%

为随机误差项'

#

)

#

,

$

#̀

,

'

#̀

时$!

>

#式为
,<P

模型.

#

#̀

,

$

#̀

,

')

#

时$!

>

#式为
,OQ

模型.

#

)

#

,

$

)

#

,

'

#̀

时$!

>

#式

为
,SQ

模型'

(

@C

)

!@

考虑到不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差异而产生的关联作用不尽相同$本文采用实际人均
ZSR

构建经济

距离权重矩阵
L

$具体为/

L

R

@

E

*

S

E

P

$

*

)

P

#

$

*

R

P

*

+

,

' !

D

#

其中$

E

*

和
E

P

分别表示
!##E

"

!#@C

年内两个省份之间实际人均
ZSR

的均值'

!三"变量测度和数据说明

@: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用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

8TO

#为被解释变量'为克服传统
SO<

方法的不足$

8%(3

(

!E

)提出

了解决方向性距离函数松弛,角度问题的超效率
,JQ

模型'因此$本文采用该模型测算
8TO

'

鉴于本文测算的是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因此采用规模以上工业数据进行替代'本文采用

PXS

人员全时当量作为劳动力投入变量$采用
PXS

经费内部支出,新产品开发经费作为资本投入变量.

采用新产品销售收入,专利申请授权量作为创新产出'其中$新产品销售收入指标以
!##A

年为基期$采

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

F#

)

采用
<'7ZT,

软件绘制
!##E

年,

!#@F

年和
!#@C

年技术创新效率的空间五分位格局图$如图
@

所示

!白色区域为数据缺失区域#'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其分布基本

显示为东,西,中部地区逐渐递减的规律$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水平较高'从空

间分布来看$经济水平邻近的省份之间颜色较为接近$这说明了技术创新效率具有较为显著的空间关联

特征'从时间分布来看$三大地区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差距正逐年拉近'

!: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

,<

#和多样化集聚!

S<

#'

2

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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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WWK

年%

"W!#

年和
"W!$

年技术创新效率空间五分位格局图!

!

@

#专业化集聚!

,<

#'本文对于这一指标的设定主要借鉴的是
O_7&'')

等(

F@

)的分析方法$具体公式

为/

B;

*

R

&

3

4

*3

4

*

S

4Q

3

4Q

' !

C

#

其中$

4

*3

是
1

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
4

的就业人数.

4

*

是
1

地区就业总人数.

4Q

3

是除
1

地区外全国细

分行业
4

的就业人数.

4Q

是除
1

地区外全国就业总人数'

!

!

#多样化集聚!

S<

#'本文对于这一指标的设定主要借鉴的是韩峰等(

F!

)的分析方法$具体公式为/

);

*

R

&

3

4

*3

4

*

@

&

/

3Q

R

@

$

3Q

)

3

4

*3Q

4!

4

*

S

4

*3

#

( )

!

@

&

/

3Q

R

@

$

3

)

3

4

3Q

4!

4

S

4

3

#

( )

!

-

.

/

0

' !

A

#

其中$

4

3

是全国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
4

的就业人数$

4

是全国就业总人数'

F:

控制变量

为了使本文的研究估计结果更加客观,准确$本文的控制变量设定为$!

@

#外商直接投资!

WST

#$采用实

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在地区
ZSR

的占比来表示.!

!

#人力资本水平!

OS0

#$主要采用的是各个地区的平

均受教育年限来反映实际的就业人员素质水平.!

F

#政府支持程度!

ZU9

#$采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科

学技术支出所占的比重来衡量.!

"

#基础设施!

T;W

#$采用各地区邮电业务总量在
ZSR

的占比来表示'

":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为保证数据资料的连贯性和完整性$本文基于
!##E

"

!#@C

年
F#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深入探索我国

生产性服务业的不同集聚模式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其中$为了保证样

本数据的可获取性$未对西藏,港,澳,台地区进行统计'由于技术创新效率的创新产出往往在时间上与

研发投入存在时间滞后性$在参照相关研究处理方法的基础上$本文将创新研发活动过程中投入到产出

的滞后期设置成
@

年$即本文采用
!##A

"

!#@D

年的投入变量数据和
!##E

"

!#@C

年的产出变量数据$对

!##E

"

!#@C

年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算'有关生产性服务业的界定$本文在参照顾乃华等(

FF

)

,宣烨

等(

F"

)的基础上$将生产性服务业定义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为避免异方差出现$本文对所有研究变量的数据取自然对数进行

实证分析和研究'本文所有数据资料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本文各变量的描

述性统计如表
@

所示'

2

CE

2

!

地图来源/标准地图服务网站/

-55

=

/44

K_.5:7-:G(':

/

%2:7(

4$最后访问日期/

!#!@

年
F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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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技术创新效率
8TO #:DCC" !:A!> #:!@D@ #:"!"C

专业化集聚
,< #:#F@> #:@EDC #:##FD #:#F#D

多样化集聚
S< #:@!"F #:@E>D #:#"C! #:#!EC

外商直接投资
WST !:@>EA A:@E@" #:#FAD @:DC>F

人力资本水平
OS0 E:#"@C @F:!!DA D:CDFE #:EAFA

政府支持程度
ZU9 @:E>!C C:!#@A #:FAAD @:FE@@

基础设施
T;W ":F@EF @@:AEE @:"F"A !:F!F!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空间自相关检验

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
8TO

的全局
Q%')(e4T

指数如表
!

所示'

!##E

"

!#@!

年间莫兰指数不显著$说

明当时技术创新效率并不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布关系.而
!#@F

"

!#@C

年间莫兰指数显著为正$这说明了技

术创新效率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关联现象$即经济差距小的地区具有相似的技术创新水平$省际间的经

济差距显著影响了技术创新水平的分布'莫兰指数基本呈逐年增长趋势$反映了我国技术创新效率的空

间集聚程度不断提高$研究应采用空间计量方法'

表
"

!

%J:

的全局
C)+/.X6J

指数表

年份
!##E !#@# !#@@ !#@! !#@F !#@" !#@> !#@D !#@C

Q%')(e4T

指数
g#:#EA g#:#C@ g#:#CE #:#>@ #:@"C

$

#:@D

$

#:!!F

$$

#:@C>

$$

#:@A>

$$

!

g#:C>@

# !

g#:"!F

# !

g#:"A>

# !

#:A"F

# !

@:CE@

# !

@:E!C

# !

!:>>@

# !

!:@>!

# !

#:#!C

#

注/

$$$

,

$$

,

$分别表示在
@h

,

>h

,

@#h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_

值

图
"

!

"W!$

年
#W

个省市自治区的技术

创新效率#

%J:

$

C)+/.

散点图

本文以
!#@C

年为例$绘制局部
Q%')(

散点

图!见图
!

#'我国
F#

个省市自治区主要分布在

第一,三象限$这说明我国绝大多数省份技术创

新效率主要呈现*高
B

高+集聚和*低
B

低+集聚$即

存在较小经济差距的省份$其技术创新效率水

平也较为接近'只有少数省份存在*高
B

低+集聚

或*低
B

高+集聚的情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我国技术创新效率在整体上具有明显的空间

正相关性$但是在我国的局部省份分布中也具

有一定的空间差异性'

!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技术创新效率

的空间估计结果

为了确定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本文借鉴
O*-%'45

(

F>

)的方法'首先$拉格朗日乘数!

MQ

#检验显示$经

济距离矩阵下
MQB*)

/

通过检验而
MQB3''%'

未通过检验$故选择
,<P

模型'其次$豪斯曼检验拒绝原假

设$选择固定效应
,SQ

模型'再次$采用似然比检验判断空间,时间固定效应是否联合显著$检验均拒绝

原假设$故存在时空双固定效应'最后$本文通过
MP

检验法判断
,SQ

模型是否可以简化为
,<P

模型或

2

A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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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Q

模型$结果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故选用
,SQ

模型'因此$本文采用时空双重固定效应的
,SQ

模型'

为了保证研究分析的准确性和稳健性$本文也将展示经济距离矩阵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技术创新效率

影响的空间面板估计结果'

表
#

!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空间面板估计结果

变量
RUM, ,<P ,OQ ,SQ

*(,<

#:#F>!

!

#:!@

#

#:@@!!

$$

!

!:!"

#

#:@!A"

$$

!

!:>#

#

#:@C!D

$$$

!

F:FF

#

*(S<

g#:!EE"

!

g@:#A

#

#:#"@#

!

#:!F

#

g#:#>AC

!

g#:F!

#

g#:!!!A

!

g@:@E

#

*(WST

g#:#""F

!

g#:"C

#

g#:#D@#

$

!

g@:DE

#

g#:#D">

$

!

g@:CD

#

g#:#E""

$$

!

g!:>"

#

*(OS0

g#:@>EC

!

g#:@F

#

#:>C>!

!

#:CA

#

@:#!!!

!

@:""

#

#:!@AF

!

#:F#

#

*(ZU9

#:"!"!

$

!

!:##

#

g#:#@@A

!

g#:@>

#

g#:###F

!

g#:##

#

#:#D@@

!

#:CD

#

*(T;W

#:@@D>

!

#:C!

#

g#:@#E#

!

g#:C"

#

g#:#FDA

!

g#:!>

#

#:#@"@

!

#:@#

#

%

g#:F@##

$$$

!

gF:F!

#

g#:F@D>

$$$

!

gF:F!

#

2

g#:FDCA

$$$

!

gF:CD

#

Lj*(,<

#:F#>>

$$

!

!:@C

#

Lj*(S<

g#:E!E@

$$

!

g!:FC

#

Lj*(WST

g#:@FED

!

g@:#F

#

Lj*(OS0

>:D>A!

$$$

!

F:D"

#

Lj*(ZU9

#:!CDD

!

@:!F

#

Lj*(T;W

#:>A!>

$

!

@:E@

#

P

!

#:!@"E #:##!A #:#D## #:@FDE

M%

/

B*1]3*1-%%. "":CD"> ">:ECE# >E:@ADD

!!!!!!!

注/

$$$

,

$$

,

$分别表示在
@h

,

>h

,

@#h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5

值或
_

值

表
F

同时展示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技术创新效率的
RUM,

以及空间计量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综

合反映数据拟合效果优良的
M%

/

B*1]3*1-%%.

值和
P

!值$可以看出
,SQ

模型是本文进行实证分析的最优模

型$也进一步肯定了上述检验结果'专业化集聚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正值$这表明了专业化集聚水平的

提高能够使技术创新效率取得进步和发展.而多样化集聚则不显著$这反映了多样化集聚对于工业企业

2

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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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创新效率而言$其水平的提高并不具有明显的影响效应'但是$由于空间效应的存在$解释变量的

参数估计并不能够准确地反映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边际效应$故本文采用
M3,)

/

3

和
R)73

(

FD

)提出的偏微

分方法$进一步对两种集聚模式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Q

!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系数
5

值 系数
5

值 系数
5

值

*(,< #:@D#!

$$$

F:#E #:!#FA

$

@:A@ #:FD"@

$$$

!:AF

*(S< g#:@A"C g@:#F g#:C@"@

$$

g!:!! g#:AEAA

$$

g!:"!

*(WST g#:#AD@

$$

g!:"A g#:#A#A g#:C> g#:@DDE g@:""

*(OS0 g#:@#D@ g#:@" ":D#>!

$$$

F:"@ ":"EE@

$$$

F:CA

*(ZU9 #:#"DA #:>E #:!#CF @:@C #:!>"@ @:">

*(T;W g#:##EC g#:#C #:"ACF

$

@:A! #:"CCD

$

@:DA

!!!!!!

注/

$$$

,

$$

,

$分别表示在
@h

,

>h

,

@#h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5

值或
_

值

专业化集聚!

,<

#对技术创新效率的两种影响效应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专业化的集聚模式

对于技术创新效率而言$具有非常显著的外溢作用$即专业化的集聚模式不仅能够有效地推动本地区技

术创新效率水平的提升$还对经济水平邻近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主要是由于专

业化集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及时,快速为工业企业匹配所需信息$并通过知识溢

出效应和要素扩散效应$为工业发展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从而有利于本地区和经济水平邻近地区工业

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

多样化集聚!

S<

#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而言$其直接效应不显著$间接效应存在显著的负向影

响'这反映了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水平的增加会对与其经济差距较小地区工业企业的技术

创新效率产生负面影响'这可能是由于现阶段部分地区多样化集聚模式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

滞后$造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的互动不足$很难发挥对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多样化集聚产生

的重复建设和资源错配等问题$阻碍了经济水平邻近地区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发展'

控制变量方面$

WST

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间接效应未通过检验'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本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发展$这可能是由于跨国企业的涌入造成市场缩减$影响了本地区工业企

业的创新投入产出'

OS0

的直接效应不显著$间接效应显著为正$反映了人力资本水平能够促进经济水

平邻近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这主要是因为经济水平邻近地区间人才,技术交流所产生的知识溢出

效应$能够更快地实现企业研发活动'

ZU9

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参数虽不显著$但均为正

值$显示了政府支持程度对本地区和经济水平邻近地区的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均有正向影响'

T;W

的

直接效应未通过检验$但间接效应的回归系数是显著正值$这说明了基础设施对经济水平邻近地区的技

术创新效率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对经济差距较大的地区影响较弱$这主要是由于具有相似经济发展水平

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地区间技术交流可能更加频繁$因此企业之间的技术创新效率水平也会更加接近'

!三"细分行业集聚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的不同细分行业具有彼此各异的空间集聚分布特征$故本文采用经济距离矩阵下的时

空双重固定效应
,SQ

模型$深入研究不同细分行业下的两种集聚模式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

结果如表
>

所示'其中$细分行业的专业化集聚表示区域内细分行业自身的专业化程度$多样化集聚则

表示细分行业在区域内所面临的行业多样化程度'

!

@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专业化集聚模式并没有对地区内和经济水平邻近地区间的技术创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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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产生明显的作用$多样化集聚模式对本地区影响较小$但对经济水平邻近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具有

显著的负面影响'该行业作为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其服务范围相对狭窄$能够加快传统制造业生产$但

转型升级的难度较大$因此对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程度不高$并且不利于经济水平邻近地区技术创新效率

的发展'

!

!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水平对本地区和经济水平邻近地区的工业企业

技术创新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多样化集聚模式的发展限制了本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能够提升经

济水平邻近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这主要是由于该行业具有知识密集度高,辐射带动力强等特点$对本

地区和经济水平邻近地区间制造业的高端化,智能化发展均具有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多样化集聚模式

使该行业所面临的行业多样化水平提高$导致本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之间没有实现有效的融合$但与经

济水平邻近地区的合作形成信息技术网络$提高了地区间的创新水平'

!

F

#金融业的专业化集聚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作用不大$多样化的集聚模式对于本地区和经济水

平邻近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能够起到显著的提高效果'金融业发展对于区域内各细分行业企业融资具

有重要意义$多样化集聚为工业企业创新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金融业更适合选择与其他生产性服务

业互补共生的多样化集聚'

!

"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在两种集聚模式下的影响效应均不显著$专业化集聚的影响系数为正'

这说明由于我国科学研究和工业化的融合水平相对较低$依托科学研究带动工业化技术进步还尚显不

足$从而使该行业未能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产生明显影响'

表
S

!

细分行业集聚对技术创新效率的空间面板估计结果

变量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

直接效应

*(,<

#:##CD

!

#:"F

#

#:#FD@

$

!

@:C#

#

#:###D

!

#:#F

#

#:#!!>

!

@:!A

#

*(S<

g#:#E!E

!

g@:#D

#

g#:@A#!

$$$

!

g!:D"

#

#:F@D>

$$$

!

F:!@

#

g#:#DF#

!

g#:DE

#

间接效应

*(,<

g#:#!!E

!

g#:C!

#

#:@"@D

$$

!

!:FA

#

#:#""A

!

@:#E

#

#:##DA

!

#:!#

#

*(S<

g#:">!>

$$$

!

gF:!A

#

#:F@"F

$

!

@:E"

#

#:>!C!

$$$

!

!:C>

#

#:#CAD

!

#:>#

#

!!

注/

$$$

,

$$

,

$分别表示在
@h

,

>h

,

@#h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_

值

!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不同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分析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都具有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征$故本文采用经济距

离矩阵下的时空双重固定效应
,SQ

模型$了解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地理

区位差异$结果如表
D

所示'

东部地区省份专业化集聚能显著促进本地区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但并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多样化集聚模式对本地区和经济水平邻近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并未产生显著影响'究其原因可能是由

于东部地区工业企业规模较大$而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精密的分工和完善的产业链$其专业化集聚模式为

本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中部地区省份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水平的提高$对本地区和经济水平邻近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

具有推动作用$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这是因为中部地区省份集聚规模正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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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的发展环境可以使本地区的工业企业获取更多的知识和技术$通过产品创新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当

本省份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无法满足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需要时$经济水平邻近省份的专业化集聚

可以对技术创新效率产生明显的促进效应'

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两种集聚模式下的两种影响效应均不显著$说明西部地区省份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对技术创新效率并未产生明显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省份工业规模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

展规模较小且不相匹配$生产性服务业多表现为中低端特征$其服务范围相对单一$工业企业转型升级的

难度较大$因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区和经济水平邻近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影响作用不大'

总的来说$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能够在东,中部地区范围内提高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水平$在

中部地区也可以推动经济水平邻近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而多样化集聚模式对东,中,西部三大地区

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均未产生显著影响'

表
T

!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不同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空间面板估计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直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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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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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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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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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分别表示在
@h

,

>h

,

@#h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_

值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E

"

!#@C

年
F#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

间的经济空间联系$深入探索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不同集聚模式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

及空间溢出效应$把握空间效应的行业异质性和地理区位异质性'研究显示$!

@

#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

聚能够提升本地区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并且对经济水平邻近地区具有积极的空间外溢效应.多样

化集聚对经济水平邻近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集聚对技

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多样化集聚对经济水平邻近地区的技术创

新效率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水平对本地区和经济

水平邻近地区的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多样化集聚模式的发展限制了本地区技术创新

效率的提升$能够提升经济水平邻近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金融业多样化集聚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和经

济水平邻近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在两种集聚模式下的影响效应均不显著'!

F

#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不同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具有地理区位异质性$专业化集聚能够在东,中部地

区范围内提高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水平$仅在中部地区可以推动经济水平邻近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提

升$而多样化集聚模式对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均未产生显著影响'

根据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

#由于在经济社会中$生产性服务业的两种集聚模式对工

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产生不同的作用效果$各地区应鼓励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式发展$充分发挥产业专业

化集聚模式的积极作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工业企业的有机融合'鼓励经济水平邻近区域间工业企业

知识,技术的交流和创新资源的流通$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边际贡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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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瓶颈$以达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利益共享模式'!

!

#由于生产

性服务业各个细分行业的不同集聚模式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应充分发挥各个细分行业的不

同集聚模式对技术创新效率的积极作用效果$更加准确地制定各地区细分行业集聚发展模式以充分发挥

其集聚效应$使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能够有效地融入到技术创新活动的价值链中'!

F

#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对不同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不同$各地区应综合考察自身要素禀赋和区位优势选择匹配的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方式'东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应合理调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发展规模$降低东部

地区省份内的拥挤效应$充分发挥集聚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带动作用.中部地区应充分发挥专业化集聚的

辐射效应$促进本地区与经济水平邻近地区新技术和新产品的高效率研发.西部地区应合理调整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模式$进而克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外部性发挥的种种局限'!

"

#提高外商投资质量$加快地区

基础设施建设$对人力资本投入进行合理配置$在政府财政支出中进一步加强对科学技术研发的支持$最

终实现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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