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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投入产出关联的区域产业部门角色演化研究
———京津冀与东北地区的比较分析

龙 　 龙，　马 荣 康，　刘 凤 朝

（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部，辽宁 大连１１６０２４）

　　摘　要：文章利用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７年投入产出表，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比分析了京津冀和东北地区的产业部门

角色演化。结果表明：（１）京津冀产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少数几个资源输出部门，东北地区提供资源的部门变化较小，而

终端产业部门越来越多。对东北地区而言，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科技服务业的关联作用有待增强。（２）京津冀和东北地区

产业关联网络的分块趋势越来越明显。相比而言，东北地区逐步形成石油开采和加工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子群和金属机

械制造业子群，但子群间的联系较弱，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与其他产业子群间的联系有待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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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产业结构是产业经济系统的内部构成，是反映一

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１］。因此，经济转

型过程中不同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是学术界和管

理层广泛关注的热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把经

济体 看 作 复 杂 系 统，采 用 系 统 方 法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分析一个国 家 或 地 区 产 业 结 构 的 变 化［２］。为

了反映不同产业间的相互依存和制约关系，基于投入

产出表的投入产出关联分析被广泛用于考察产业结构

的变化［１］［３］。同时，诸 多 学 者 纷 纷 把 投 入 产 出 数 据 与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系统考察不同国家或地

区产业部门的构成及其互动关系［４］。
在国家层面，大量文献通过把投入产出表与产业

研发数据相结合，从国家创新体系视角考察不同产业

间创新扩散模式。Ｌｅｏｎｃｉｎｉ等最早运用社会网络分析

方法，考 察 了ＯＥＣＤ各 国 产 业 部 门 间 的 创 新 扩 散 现

象［４］［５］；Ｋｉｍ和Ｐａｒｋ以 韩 国 为 研 究 对 象，通 过 考 察 产

业间的技术扩 散 揭 示 了ＩＣＴ产 业 在 韩 国 经 济 转 型 中

的重要作用［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

国经 济 转 型 中 产 业 间 的 技 术 扩 散 模 式。Ｃｈａｎｇ和

Ｓｈｉｈ对比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创新体系中产业间创

新扩散的结构特征［７］，陈子凤和官建成、苏楠和吴贵生

考察了我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扩散模式［８］［９］。
考虑到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部分学者

研究了我国典型区域经济转型中产业结构的演变。吴

晓波和姜雁斌以北京为例，运用网络分析方法识别出

区域产业网络的演化、集群网络之间的互动及部门角

色的变动［１０］；万兴等将投入产出方法与网络分析方法

相结合考察 了 长 三 角 地 区 制 造 业 部 门 之 间 的 创 新 网

络［１１］；孙晓华和柴玲玲以统计数据为样本检验了产业

结构结构调整与城市化水平变动的互动关系［１２］。
综上可知，现有文献对不同国家经济系统的产业

结构演变进行了大量研究，而针对典型区域的研究还

有所欠缺。就我国而言，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

尽相同，因此有必要研究我国典型区域在经济转型中

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自２００３年国家实施振兴东北

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优化经济结构、建立现代

产业体 系 成 为 东 北 老 工 业 基 地 振 兴 的 重 要 目 标［１３］。
然而，研究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过程中产业部门构成

及其互动关系演变的成果较少，尤其是缺乏对东北地

区与其他地区的比较研究。因此，本文以京津冀作为

参照对象，利用２００２和２００７年投入产出表数据，运用

社会网络分析法考察京津冀和东北地区产业部门角色

的演化，从而为我国老工业基地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

政府振兴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二、样本数据和研究方法

１．样本数据及处理

本文以京津冀和东北地区为研究对象，借鉴现有

研究［８］［９］，利用各区 域 投 入 产 出 表 数 据 分 析 产 业 间 的

互动关系。由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从２００３年开始，
因此选取２００２年作为起始年，并以最新的２００７年投

入产出表作为最终年，从而对比老工业基地振兴前后

的产业结构变化。２００２和２００７年各区域投入产出表

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３和２００８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由于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７年的投入产出表中部门划分

存在差异，根据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解释分别对２００２
年和２００７年的投入产出表进行调整。在２００２年的数

据中，将旅游业合并到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当中，将综合

技术服务业和其他社会服务业合并为“综合技术及其

他社会服务业”。在２００７年的数据中，将水利、环境、
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与综合技术

服务业合并为“综合技术及其他社会服务业”，从而得

到２００２和２００７年统一的４０个产业部门（见表１）。

２．研究方法

（１）产业关联网络构建

利用京津冀和东北地区的投入产出数据，可以构

建区域产业关联网络。其中，网络节点为４０个产业部

门，节点联系为产业间的直接消耗系数，联系方向表示

资源输出或资源吸纳。
直接消耗系数可以揭示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技

术经济联系，即部门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关系的

强弱。利用各区域投入产出表，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Ａ
计算公式如下：

Ａｉｊ＝
Ｘｉｊ
Ｘｊ
（ｉ，ｊ＝１，２，…，ｎ） （１）

其中，Ｘｉｊ为该部门生产经营中所直接耗的第ｉ产

品部门的产品或服务的数量，Ｘｊ是ｊ部门的总投入。

在构建区域产业关联网络的基础上，选取合理的

阈值有助于识别不同时间段内产业结构的变化。遵照

显著、合理的准则，即需要选取合理的阈值使得整个网

络的结构变化能够被清晰的识别，同时在时间序列上

能够看出 变 化，本 文 选 取ｋ＝０．０５作 为 阈 值 来 分 析。

如果两 个 产 业 部 门 间 的 直 接 消 耗 系 数 大 于 或 等 于

０．０５，那么在消耗系数矩阵中相应的位置上显示为１，
否则为０，从而得到二值化的产业关联网络。

（２）网络出度和入度分析

中心性是社会网络分析的重点，点的中心度是对个

体权力的量化分析，如果某点具有最高的度数，则称该

点居于中心，很可能拥有最大的权力［１４］（Ｐ９７）。本文运用

ＵＣＩＮＥＴ６．０软 件 中 的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进 行 中 心 度 分

析，由于产业部门关联网络是有向网络，节点度数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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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点入度和点出度。借鉴现有 研 究［１２］［１３］［１４］（Ｐ１７２），根

据各产业部门的入度和出度将其在网络中的角色分为

５类：出度高，入度低，将其定义为“源”；入度和出度都

高，将其定义为“核心”；入度和出度都比较低，将其定义

为“普通”；出度几乎为零，将其定义为“终端”。入度和

出度都为零，将其定义为“无关联”。
（３）网络块模型分析

块模型分析法（ｂｌｏｃｋｍｏｄ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常 被 用 来 识

别网络 中 不 同 的 角 色 及 其 之 间 的 互 动 模 式［１４］（Ｐ１２１）。
本文运用ＵＣＩＮＥＴ６．０软件中的ＣＯＮＣＯＲ（迭代相关

收敛法）进行块模型分析，分析结果表现为块密度矩阵

表，分为块内密度（矩阵对角线上的密度值）和块间密

度（非对角线上的值）。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基于出度和入度的产业部门角色分析

运用ＵＣＩＮＥＴ　６．０软 件 测 算 了 京 津 冀 和 东 北 地

区２００２和２００７年的产业关联网络出度和入度，并识

别各个部门的角色，如表１所示。

表１　京津冀和东北地区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７年产业部门角色

部门
京津冀（２００２） 京津冀（２００７） 东北地区（２００２） 东北地区（２００７）

出度 入度 角色 出度 入度 角色 出度 入度 角色 出度 入度 角色

农林牧渔业（１） ４　 ２ 普通 ４　 ２ 普通 ４　 ２ 普通 ６　 ２ 普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２） ４　 ０ 源 ４　 １ 普通 ５　 ３ 普通 ３　 １ 普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３） ２　 ０ 源 ２　 １ 普通 ３　 １ 普通 ２　 ０ 普通
金属矿采选业（４） １　 ４ 普通 １　 ２ 普通 １　 ３ 普通 １　 ２ 普通
非金属矿采选业（５） １　 １ 普通 １　 ２ 普通 １　 ４ 普通 １　 ３ 普通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６） ２　 ２ 普通 ２　 １ 普通 ３　 ２ 普通 ２　 １ 普通
纺织业（７） ２　 ３ 普通 ２　 ２ 普通 １　 ２ 普通 ２　 ２ 普通
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８） ０　 ３ 终端 ０　 ２ 终端 ０　 １ 终端 ０　 ２ 终端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９） ０　 ３ 终端 ０　 １ 终端 ０　 ２ 终端 ０　 ２ 终端
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１０） ２　 ２ 普通 １　 １ 普通 ３　 ２ 普通 １　 ２ 普通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１１） ４　 ２ 普通 ２　 ４ 普通 ５　 １ 源 ５　 １ 源
化学工业（１２） １０　 １ 源 １０　 １ 源 １３　 １ 源 １５　 １ 源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１３） １　 ５ 终端 ２　 ５ 普通 １　 ７ 终端 １　 ４ 普通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１４） ８　 ４ 核心 ７　 ３ 核心 ９　 ５ 核心 ６　 １ 源
金属制品业（１５） ４　 １ 普通 ４　 １ 普通 １　 ３ 普通 ０　 １ 终端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１６） ２　 ２ 普通 ５　 ２ 普通 ５　 ２ 普通 ５　 １ 源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１７） ２　 ３ 普通 ０　 ２ 终端 ２　 ２ 普通 ０　 ３ 终端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１８） ０　 ３ 终端 ０　 ４ 终端 ０　 ３ 终端 １　 ３ 普通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１９） ３　 ０ 源 ４　 ２ 普通 ２　 ２ 普通 ２　 ２ 普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和制造业（２０） ０　 ３ 终端 ０　 ３ 终端 ０　 ４ 终端 ０　 ４ 终端
其他制造业（２１） ０　 ３ 终端 ０　 ３ 终端 ０　 ４ 终端 ０　 ４ 终端
废品废料（２２） ０ ０ 无关联 ０ ０ 无关联 ０ ０ 无关联 ０ ０ 无关联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２３） ３　 １ 普通 ５　 １ 源 ７　 １ 源 ９　 １ 源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２４） ０　 ３ 终端 ０　 ２ 终端 ０　 ３ 终端 ０　 ３ 终端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２５） ０　 １ 终端 ０　 ４ 终端 ０　 ２ 终端 ０　 ２ 终端
建筑业（２６） １　 ３ 普通 ０　 ２ 终端 ０　 ３ 终端 １　 ４ 终端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２７） ６　 ３ 核心 ９　 ２ 源 ８　 ２ 源 ５　 １ 源
邮政业（２８） ０　 ２ 终端 ０　 １ 终端 ０　 ２ 终端 ０　 ４ 终端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２９） １　 １ 普通 ０　 １ 终端 ２　 ２ 普通 ０　 １ 终端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３０） ８　 ６ 核心 ３　 ２ 普通 １６　 ２ 源 ４　 ２ 普通
住宿和餐饮业（３１） ２　 １ 普通 ２　 ３ 普通 ４　 ３ 普通 ３　 ２ 普通
金融保险业（３２） ３　 ２ 普通 ２　 １ 普通 ０　 ６ 终端 ０　 ２ 终端
房地产业（３３） ２　 ３ 普通 ０ ０ 无关联 １　 １ 普通 ０ ０ 无关联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３４） ３　 １ 普通 ３　 ３ 普通 ０　 ２ 终端 ２　 ３ 普通
科学研究事业（３５） １　 ０ 源 ０　 ２ 终端 １　 ３ 普通 ０　 ２ 终端
综合技术及其他社会服务业（３６） １　 ３ 普通 １　 ２ 普通 ０　 ２ 终端 ０　 ２ 终端
教育事业（３７） ０　 １ 终端 ０　 １ 终端 ０　 ２ 终端 ０　 １ 终端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３８） ０　 ２ 终端 ０　 ２ 终端 ０　 ３ 终端 ０　 ２ 终端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３９） １　 ２ 普通 １　 １ 普通 １　 ２ 普通 ０　 ２ 终端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４０） ０　 ２ 终端 ０　 ２ 终端 ０　 ２ 终端 ０　 １ 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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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１可知，就京津冀而言，２００２年 核 心 参 与 者

为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批发和

零售贸易业，２００７年 仅 有 金 属 冶 炼 及 压 延 加 工 业，说

明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始终充当着产业关联网络中

的集线器。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大幅

增加，转变为 源；批 发 和 零 售 贸 易 业 转 变 为 普 通 参 与

者，作用不断下降。源角色由５个变为３个，化学工业

在两个时点都拥有最大的出度和最小的入度，是京津

冀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源泉。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

和天然气开采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对其他产业资源的利用逐步增多，转变为普通参

与者。终端角色由１２个变为１５个，２００２年集中在农

业、纺织、电 子 产 品 以 及 部 分 公 共 基 础 设 施 服 务 业，

２００７年增加了电 气、机 械 及 器 材 制 造 业，以 及 信 息 传

输等产业。普通参与者变化较小。
与京津冀相比，东北地区的核心角色２００２年是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２００７年缺失。２００２年源角色为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电力、热力

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批发和零售贸易

业，主要是石油化工业以及部分服务业；２００７年，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由核心转变为源，通用、专用设备制

造业入度降低，由普通转变为源。终端角色由１６个变

为１８个，２００２年主要是服装、木材、电子产品制造、服

务业；２００７年，金 属 制 品 业、交 通 运 输 设 备 制 造 业、电

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

业、科学研究事业均转变为终端角色，说明这些产业部

门作为资源提供者的角色在减弱甚至消失。
综上可知，京津冀的产业发展依赖于少数部门，而

东北地区的产业部门作用越来越均衡。化学工业在京

津冀和东北地区均充当源角色，对产业整体发展至关

重要。京津冀的服务业越来越多地充当资源提供者的

角色，而东北地区的服务业尤其是科技服务业并未对

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撑。

２．基于块模型的产业部门角色分析

出度和入度仅能从总体上反映各产业部门的中心

程度，而块模型分析可以揭示各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

程度。本文运用ＵＣＩＮＥＴ　６．０软件进行块模型分析，
把京津冀和东北地区产业关联网络分为８个区块，结

果如表２所示，并得到相应的块密度矩阵，结果如表３
所示。

表２　京津冀和东北地区产业关联网络分块结果

区块 京津冀（２００２） 京津冀（２００７） 东北地区（２００２） 东北地区（２００７）

１　 １、９、１３、１７、２１、３８　 １、７、９、１０、１３、１９、２５、３５、３８　 １、７、９、２５　 １、６、７、８、９、２１

２　 ６、７、８、１０、２０、２８　 １８、２０、２９、３６
１０、１３、１５、１７、１８、１９、２０、

２１、２６、３８

１０、１５、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９、

３６、３８
３　 ４、１６、１８、２６　 ６、８、３１、３９　 ６、２９、３１　 ２、４、２４、３７、３９
４　 １２、１４、１５　 １２、２３、３７　 １４、１６、２８、３２、３９　 ５、１３、２５、３５
５　 ２、３、１１、１９、２３、２４、２５、３１　 ２、４、５、１４、１７、２８、３０　 ２、４、５、３４、３５　 ３、２２、２３、３３
６　 ２２、２９、３５、３７、３９、４０　 ３、１５、１６、２１、２６　 ３、１１、２３　 １２、１４、１６
７　 ５、２７、３０　 １１、２２、２４、２７、３３　 ８、２２、３３、３６、３７　 １１、２６、２７、２８、３０
８　 ３２、３３、３４、３６　 ３２、３４、４０　 １２、２４、２７、３０、４０　 ３１、３２、３４、４０

　　注：表中序号对应部门见表１。

　　就京津冀而言，２００２年产业关联网络中表现最突

出的区块是第４区块，包括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和金属制品业，主要带动了第１、２、３区块的发

展，是网络中的核心区块。其次是第７区块，主要是交

通运输及仓储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带动了第１、２、

３、４区块的 发 展，是 网 络 主 要 的 资 源 输 出 区 块。２００７
年，产业关联网络的分块性明显增强，部门产业凝聚子

群开始显现，其中，第２区块形成电子信息产业凝聚子

群，第５区块形成以金属开采冶炼及制造为链条的凝

聚子群，第６区块形成金属机械制造业凝聚子群，而第

７和第８区块形成传统服务业子群。此时，区块间 的

关联主要表现为凝聚子群间的联系。第４区块仍以化

学工业为核心，主要向第１、２、３区块输出资源；第５区

块主要对第１、第２、第４、第６和第７区块输出资源，带
动化工、电子、金属机械等制造业以及传统服务业的发

展。第６区块作为金属机械制造业子群，主要向第１、
第２、第７输 出 资 源，共 同 构 成 金 属 机 械 制 造 产 业

集群。
与京津冀相比，２００２年东北地区表现最突出的是

第８区块，也就是以化学工业为核心的源部门，主要向

第１、２、３、４、５区块输出资源，是网络的核心区块。第

１、２、４区块包 括 农 业 纺 织、装 备 制 造 业 以 及 金 属 机 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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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大多 是 终 端 部 门。２００７年，东 北 地 区 产 业 关

联网络的分块更为明显，产业凝聚子群逐步形成，而区

块联系更多地表现为内部产业部门间的联系。第１区

块形成部门齐全的农业、纺织子群，第２区块主要是以

高新技术为核心的装备制造业，以及信息传输、计算机

服务和软件业、综合技术及其他社会服务业等科技服

务业，逐步形成高端装备制造业子群，第３、４、６区块分

别形成煤炭金属开采、非金属矿制品以及化工、金属机

械制造业子群，第５、７、８区块则以传统和现代服务业

为主。此时，仅有第６区块和第７区块与其他区块之

间保持着较紧密的联系，成为促进其他区块发展的重

要源泉。

表３　京津冀和东北地区产业关联网络区块密度矩阵（２００２和２００７年）

京津冀

（２００２）

区块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１　 ０．００
２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３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６
４　 ０．５　 ０．１７　 ０．７５　 ０．１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１３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９
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４
７　 ０．１７　 ０．３３　 ０．１７　 ０．２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３３　 ０．００
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４２　 ０．３３

京津冀

（２００７）

１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１４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２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２５
４　 ０．３７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３３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１４　 ０．０９　 ０．００
６　 ０．０９　 ０．１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８　 ０．００
７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２３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０
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７　 ０．５０

东北地区

（２００２）

１　 ０．１７　 ０．００　 ０．１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０
２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４
３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１７　 ０．１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２７　 ０．０７
４　 ０．００　 ０．１４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２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０４
６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７　 ０．２０　 ０．３３　 ０．００　 ０．４０
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８　 ０．２０　 ０．３６　 ０．２０　 ０．３２　 ０．１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东北地区

（２００７）

１　 ０．２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８
２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３　 ０．２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０
６　 ０．２８　 ０．４８　 ０．０７　 ０．３３　 ０．００　 ０．１７　 ０．１３　 ０．００
７　 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７　 ０．３５　 ０．１０
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３３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７年投入 产 出 数 据，运 用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了京津冀和东北地区中的产

业部门角色演化，得到以下结论：

（１）从各产业部门的角色看，京津冀产业发展越来

越依赖于少数几个资源输出部门，而东北地区提供资

源的部门变化较小。京津冀和东北地区作为终端的产

业部门越来越多，更多的部门开始吸收资源用于自身

产业的市场化。无论京津冀，还是东北地区，传统工业

如化学工业以及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仍是区域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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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主要资源提供部门。但相比而言，东北地区的通

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高端装备制

造业尚未成为创新的主要提供部门，服务业尤其是科

技服务 业 也 未 对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的 发 展 提 供 足 够 的

支持。
总体来看，京津冀核心角色和源角色变少，而终端

角色变多，说明产业应用部门更加广泛；东北地区核心

角色和普通角色变少，而源角色和终端角色增多且均

高于京津冀，说明提供资源和市场应用的产业部门均

不断增多，产业结构有所优化。
（２）从产业部门的区块角色看，京津冀和东北地区

产业关联网络的分块趋势越来越明显，各产业部门逐

步形成功能各异的凝聚子群。京津冀表现突出的是化

学工业子群、以金属开采冶炼及制造为链条的凝聚子

群、金属机械制造业子群以及服务业交互子群；而东北

地区除了化学工业外，表现突出的是石油开采和加工

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子群和金属机械制造业子群。京

津冀各凝聚子群的联系强度较高，分散度较低，而东北

地区各凝聚子群内部的联系紧密，子群间的联系较弱，
逐步形成相互独立、功能各异的区块。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在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升级过程中，做优做强高端

装备制造业的同时，也要依托装备制造业整机制造能

力强的优势，加强其与上下游产业的联系。第二，东北

老工业基地振兴除了要加强装备制造业、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等传统产业的战略升级，更要重视信息传

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事业等科技服务产

业的发展，尤其是通过产业升级促进科技服务业从当

资源提供的角色，转变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

支撑。第三，对东北地区而言，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

程中，既要利用区域资源优势，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

传统产业基地，同时也要注意不同产业集群间的联系，
尤其是要积极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使传统产

业与高新技术产业之间形成良好互动的局面，进而推

动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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