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２－２３
作者简介：胡跃红（１９５９－），男，湖南长沙人，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经济统计分析研究；易莎（１９８６

－），女，湖南衡阳人，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统计分析研究。

第２７卷第１期

２　０　１　２年１月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６ Ｎｏ．１

Ｊａｎ．２　０　１　２

基于ＶＡＲ模型的长三角地区城市的产业结构分析

胡跃红，易　莎

（长沙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７６）

［摘要］针对上海和长三角其他城市的产业同构问题，以及上海的产业发展现状，根据近三年的统计数据，通过产业分析

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此外，ＶＡ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产业间的联动性比较强，第二产业较第三产业对变动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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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开发区数量最多、类型最齐

全、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其核心城市上海是最具

竞争优势，领先于长三角地区其他核心城市。

长期以来，以长三角地区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业

通过生产要素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加入国际分工，

并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但是随着全球金融危机

的爆发和蔓延，世界经济陷入衰退期，国外需求的下

降直接导致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低端产品出口

减少，外向型程度较高的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受到了

前所没有的打击，对长三角地区产业的持续发展产

生了不利的影响。引起了许多学者进行理论研究与

实证研究。马春辉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

为例分析了产业集群形成和城市化发展的关系。［１］

周彩红和李廉水考察分析长三角都市圈联动发展，

提出了降低长三角合作中的磨擦冲突，积极促进产

业分工和技术合作等建议。［２］李廉水和周勇以长三

角地 区 为 例 分 析 了 产 业 技 术 创 新 指 标 的 评 价 体

系。［３］陈建军通过计算得出２００２年上海与浙江、上

海与江苏、浙江与江苏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认为处

于相同或相近的系数的产业同构的经济相近。［４］靖

学青分析了制造业的产业同构问题。［５］李廉水和周

彩红基于长三角协整检验与脉冲响应函数的实证分

析，运用相似系数等方法分别对长三角制造业产业

层次、行业层次和产品层次的区际分工状况进行测

度计算。［６］周彩红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南京、上
海和杭州的制造业进行比较分析。［７］陈素青对长江

三角洲１５个主要城市的产业结构转换影响因素系

统分析。［８］

本文对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现状、潜在过度

竞争、产业协同发展的必要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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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用Ｅｖｉｅｗｓ［９－１０］统计软件

将两者联系起来做相关的分析，得出结论。为产业

协同发展与优化产业结构方面提供决策参考。

　　一、上海市与长三角地区城市产业结构现状

２０１０年 江 浙 沪 生 产 总 值 相 加 达８６３１３．７７亿

元，比 上 年 增 长２０．２２％，占 全 国 的 比 重 由２００９年

的２１．４％上升为２１．５１％。２０１０年 长 三 角 地 区１６
个城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６９８７１．９２亿元，占全国的

比重 由２００９年 的１７．５２％降 为１７．４２％。２０１０年

上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１６８７２．４２亿元，稳居榜首，

占长三角的比重为２４．１５％。以下是上海市近四年

的产值表。

表１　长三角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各产业生产总值（单位：亿元）

城市 年份 ＧＤＰ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上海

江苏

浙江

２００７　 １２１８８．８５　 １０１．８４　 ５６７８．５１　 ６４０８．５

２００８　 １３６９８．１５　 １１１．８　 ６２３５．９２　 ７３５０．４３

２００９　 １５０４６．４５　 １１３．８２　 ６００１．７８　 ８９３０．８５

２０１０　 １７１６５．９８　 １１４．１５　 ７２１８．３２　 ９８３３．５１

２００７　 ２５７４１．１５　 １８１６．２４　 １４３０６．４　 ９６１８．５２

２００８　 ３０３１２．６１　 ２１００　 １６６６３．８１　 １１５４８．８

２００９　 ３４４５７．３　 ２２６１．８６　 １８５６６．３７　 １３６２９．０７

２０１０　 ４１４２５．４８　 ２５４０．１　 ２１７５３．９３　 １７１３１．４５

２００７　 １８７８０．４４　 ９８６．０２　 １０１４８．４５　 ７６４５．９６

２００８　 ２１４８６．９２　 １０９５．４３　 １１５８０．３３　 ８８１１．１７

２００９　 ２２９９０．３５　 １１６３．０８　 １１９０８．４９　 ９９１８．７８

２０１０　 ２７７２２．３１　 １３６０．５６　 １４２９７．９３　 １２０６３．８２

　　数据来自江苏统 计 局、浙 江 统 计 局、上 海 统 计 局、《２０１０江 苏 统

计年鉴》、《２００９上海统计年鉴》等等

　　二、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的计算

长三角地 区 经 济 现 状 分 布 呈 现 出 以 上 海 为 中

心，沿着沪宁线和沪杭线向南北梯度递减的分布特

征。中心城市上海辐射，其他城市与上海接轨有利

于长三角的整合和协调发展，但是容易引起产业同

构，加大地区的产业竞争。

产业同构是指在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地区间不

断出现和增强的结构高度相似趋势。产业结构相似

系数是一种度量产业同构程度的计算方法。产业结

构相似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ρｉｊ ＝ ∑（ｘｉｎ·ｙｊｎ）
（∑ｘ２ｉｎ）（∑ｙ２ｊｎ槡 ）

式 中，ｘｉｎ 和ｙｊｎ 分别表示产业ｎ在区域ｉ和区域

ｊ的产值比重；ρｉｊ为两区域间产业结构相似系数，ρｉｊ
越大，表示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差异性越小。其中０≤

ρｉｊ ≤１。表２对上海市三次产业与其他长三角地区

的城市的结构相似系数进行计算。

由表２可知上海与长三角地区城市在产业结构

的差异方面具有高度的相似度，产业同构现象突出。

　　三、基于ＶＡＲ模型的上海市产业结构分析

本文选取上海市２００６年第一季度到２０１１年第

三季度的全市生产总值和各产业生产总值数据对产

业结构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局网站。记

ＧＤＰ为上海市生产总值，ＦＩ为第一 产 业 增 加 值，ＳＩ
为第二产业增加值，ＴＩ为第三产业增加值。（单位：

亿元）

表２　上海市与其他城市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表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苏州 ０．９３９９　 ０．９４３７　 ０．９２５４

无锡 ０．９７０１　 ０．９１９５　 ０．９３９０

南京 ０．９９７４　 ０．９９８０　 ０．９９０３

宁波 ０．９７５４　 ０．９７０６　 ０．９４４０

杭州 ０．９９３３　 ０．９９１８　 ０．９８４８

台州 ０．９７３６　 ０．９７３１　 ０．９５１２

南通 ０．９７３１　 ０．９４５１　 ０．９１１３

常州 ０．９５７５　 ０．９５６３　 ０．９３１７

绍兴 ０．９４１９　 ０．９４１４　 ０．９１９１

嘉兴 ０．９４３４　 ０．９３８４　 ０．９１１３

镇江 ０．９５４８　 ０．９４８３　 ０．９１６２

湖州 ０．９３０６　 ０．９４２７　 ０．９２１２

扬州 ０．９５２８　 ０．９４７２　 ０．９１３０

泰山 ０．９３９９　 ０．９３９３　 ０．９０６０

舟山 ０．９８６０　 ０．９８３６　 ０．９７０７

图１　上海市各产业总值趋势

如图１所示原始数据具有明显的季节波动，进

行季节调整后看到更好的数据演变规律，为了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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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数据的异方差和剧烈波动，首先对各序列首先

对各序 列 取 对 数。新 序 列 记 为 ＬＧＤＰ、ＬＦＩ、ＬＳＩ、

ＬＴＩ。接着对各 序 列 进 行 单 位 根 检 验，以 验 证 数 据

序列的平稳性，ＡＤＦ检验结果如表３所示。

图２　Ｘ１２季节调整后产业趋势

表３　各变量的ＡＤＦ检验

变量 ＡＤＦ检验值 ５％临界值 结论

ＬＧＤＰ －０．４１６１ －３．０４０４ 不平稳

ＬＦＩ －１．６５３９ －３．０２９９ 不平稳

ＬＳＩ －０．９７８２ －３．００４９ 不平稳

ＬＴＩ －１．３２１９ －３．０４０４ 不平稳

ＤＬＧＤＰ －４．８３７１ －３．０４０４ 平稳

ＤＦＩ －６．１２６４ －３．０２９９ 平稳

ＤＬＳＩ －５．９２６４ －３．０１２４ 平稳

ＤＬＴＩ －３．５４１２ －３．０４０４ 平稳

在５％的 显 著 性 水 平 下，一 阶 差 分 ＤＬＧＤＰ、

ＤＦＩ、ＤＬＳＩ和ＤＬＴＩ是平稳序列。通过对各序列进

行ＶＡＲ估计，确定最大滞后阶数。表４中给出了０

～３ＶＡＲ模 型 的 ＬＲ、ＦＰＥ、ＡＩＣ、ＳＣ、ＨＱ 值，并 以

“＊”标出了根据准则选择出来的滞后阶数。所以，

本文建立滞后阶数为３的ＶＡＲ模型，即ＶＡＲ（３）。

表４　ＶＡＲ模型滞后阶数检验结果

Ｌａｇ　 ＬｏｇＬ　 ＬＲ　 ＦＰＥ　 ＡＩＣ　 ＳＣ　 ＨＱ

０　 ９８．０４１ ＮＡ　 ５．９０Ｅ－１０ －９．９０ －９．７０ －９．８７

１　１１６．００　２６．４７　５．０５Ｅ－１０ －１０．１１ －９．１１ －９．９４

２　１３１．９３　１６．７６　６．７３Ｅ－１０ －１０．１０ －８．３１ －９．７９

３　１７９．０８　２９．７８　６．１９ｅ－１１＊ －１３．３８ －１０．７９＊－１２．９４

用Ｅｖｉｅｗｓ６．０模型ＶＡＲ（３）进行参 数 估 计，得

到的联立方程组为：

Ｙｔ＝

－０．１２ －０．１４　 ０．４１　 ０．０６

１．３９ －０．６３ －０．６０ －０．１９

０．７２ －０．３１ －０．２２ －０．１５

１．２７ －０．０７ －０．１０ －１．

烄

烆

烌

烎２６

表５　各变量的方差分解结果

Ｐｅｒｉｏｄ　 Ｓ．Ｅ　 ＤＬＧＤＰ　 ＤＬＦＩ　 ＤＬＳＩ　 ＤＬＴＩ

ＤＬＧＤＰ

ＤＬＦＩ

ＤＬＳＩ

ＤＬＴＩ

１　 ０．０５４４５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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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０．１０５５４３　５６．５４１３８　 １８．３８１６２　 １９．０７９６　 ５．９９７３９６

６　 ０．１１１８９　 ６０．２９５１７　 １６．３５８６６　 １７．９０３０４　 ５．４４３１３１

７　 ０．１１３５４１　６０．８７０４１　 １５．９０２２９　 １７．９２７４８　 ５．２９９８３２

８　 ０．１１６５７１　５８．４４２９８　 １５．５８３５７　 １９．６５９３２　 ６．３１４１３３

９　 ０．１２５９３１　５８．３９４７４　 １６．４６８１７　 １９．５５０８　 ５．５８６２８５

１０　 ０．１２７５３６　５６．９３８６５　 １８．３５９５５　 １９．２０４３２　 ５．４９７４７９

１　 ０．０８０５１７　７９．８９７４　 ５．１９２３９６　 １１．１５０９７　 ３．７５９２３３

２　 ０．０９３０６　 ６７．７４６９９　 ６．２１００９８　 １８．７５７９　 ７．２８５００９

３　 ０．０９６８０８　６３．４６０７２　 ６．９４２２３３　 ２０．６３９５７　 ８．９５７４７５

４　 ０．１０６３０３　５８．００４３２　 ７．０８８３５６　 ２６．０３００８　 ８．８７７２４１

５　 ０．１２６２５４　５７．５１４９８　 １０．６２２７１　 ２２．７５５９６　 ９．１０６３４４

６　 ０．１３９３３３　４７．６７００７　 １５．７２４６３　 ２８．４６０３６　 ８．１４４９３８

７　 ０．１５７４９８　５５．６２９１１　 １３．４７２６７　 ２３．３３０７９　 ７．５６７４２４

８　 ０．１６３３２４　５２．１４９４６　 １３．４２９８９　 ２７．０９４１５　 ７．３２６４９５

９　 ０．１８０１３１　５３．５２３３３　 １４．３４２０２　 ２５．９０５０３　 ６．２２９６１９

１０　 ０．１８１２６４　５３．３３３６３　 １４．６５８３９　 ２５．８１９３６　 ６．１８８６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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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Ｙｔ－１＋

－１．０４ －０．０４　 ０．３１　 ０．４８

２．７０ －０．４４ －１．８７ －１．１２

－０．１０　 ０．２１　 ０．２３　 ０．１９

０．７１　 ０．０２ －０．５３ －０．

烄

烆

烌

烎７６

Ｙｔ－２＋

－２．１４　 ０．０８　 ０．２７　 １．３４

－０．５１ －０．５２　 ０．８０　 ０．７６

－１．３１ －０．０１　 ０．４０　 ０．８２

－０．４０　 ０．１１ －０．７８　０　．

烄

烆

烌

烎４５

Ｙｔ－３＋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１

０．

烄

烆

烌

烎０８

ＧＤＰ滞后一期 对 自 身 的 影 响 由 其 参 数 估 计 值

－０．１２所表示，ｔ－统计量为－０．１６，不显著；ＧＤＰ
滞后二期 的 影 响 系 数 是－１．０４，ｔ－统 计 量 为－０．

９３，显著；ＧＤＰ滞后三 期 的 影 响 系 数 是－２．１４，ｔ－
统计量为－２．１８，显著性水平比较大。说明上海市

的ＧＤＰ对 自 身 的 影 响 存 在 二 期 滞 后。若 上 海 市

ＧＤＰ增加一个百分点，则会使第三季度显著减少１．

０４个百分点。例如：根据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 度 的 ＧＤＰ值，ＧＤＰ增 加 了３．０７个 百 分

点，我们可据此预测，第三季度的ＧＤＰ会受此影响

而减少。基于此分析，我们要想有效地控制ＧＤＰ的

下降，尽量出台有效的措施。

考虑到上海市第一产业占比小，相比较全市生

产总值 数 值 偏 小，几 乎 与 横 轴 重 合。主 要 看 变 量

ＤＬＧＤＰ，ＤＬＳＩ和ＤＬＴＩ各 项 数 据。表５方 程 分 解

结果表明变量ＤＬＧＤＰ对变量ＤＬＳＩ和ＤＬＴＩ预测

误差贡献率比较高。第一个方程的信息对于四个内

生变量都很重要。

　　四、结论

长三角地区总体上呈现出“二、三、一”的结构，

近三年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相似度很高，但是产业

的同构化趋势正在减弱，但还不能完全得出长三角

地区的结构相似性程度在整体上趋于弱化的结论。

虽然存在产业同构，但是不等于产品同构。长三角

地区虽然在行业大类上差异不大，但是产品具有一

定差异性，所以有待进一步从产品层次的结构相似

系数的变动趋势进行研究。另外，ＶＡＲ模型实证结

果表明产业间的联动性比较强，第二产业较第三产

业对变动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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