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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息服务业空间集聚研究

惠 洁，李晓琳

（成都理工大学管理科学学院，成都 ６１００５９）

　　摘　要：通过产业集聚的ＥＧ指数对中国各省份信息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程度进行研究，得出集聚程

度比较显著。在此基础上，找到这一服务业的两个相关指标，利用产业集中度ＣＲｎ判断出信息服务业主

要集中于北京、广东等六个地区，然后对两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加权求和得到新的综合指标，最

后对这一新指标进行了系统聚类分析，得知这一产业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广东两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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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目前，由于科技创新和社会变革在空间上趋于集

中，我国各地区的产业发展差距在较长时间内呈扩

大趋势，学者们认为产业发展具有区域集中性的特

征，虽然近几年有所逆转但尚不稳定［１］。随着社会

的快速发展，各个产业领域的发展已成为我们关注

的焦点，近几年来人们也开始关注生活质量问题，随

之迎来了各种新兴产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空

间集聚特征也快速崛起，不断影响着城市的发展，人

们的需求，而信息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特征更是给高

速发展的社会带来了推动作用［２４］。因此研究信息

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可以更全面的促进社会的发

展，目前，研究这一产业的学者较少，本文在前人的

研究基础上，结合传统产业集聚理论、区域经济学和

产业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对我国各个省份的这一服务

业进行整体研究。

１ Ｅｌｌｉｓｏｎ－Ｇｌａｅｓｅｒ产业集聚指数

在求取产业集聚指数的时候，一般采用的传统方法

为ＥＧ指数法［５］，其数学模型为：

空间基尼系数：

Ｇ＝∑
ｉ
（ｘｉ－ｓｉ）

２ （１）

其中，Ｇ为空间基尼系数，是度量行业区域集聚程度的

常用系数；ｘｉ为ｉ地区全部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

的比例；ｓｉ为ｉ地区某产业就业人数占该产业全国就业

人数的比例。

由式（１）可以看出，用空间基尼系数考察产业集聚

程度时，由于没有考虑到具体的产业组织状况及区域差

异，从而不能区分是来自产业结构还是本身存在的地理

集中，最终导致结果失真。

赫芬达尔系数：

Ｈ ＝∑
ｎ

ｊ＝１
ｚ２ｊ （２）

其中，Ｈ为赫芬达尔系数，是衡量市场集中度的常用系

数；ｚｊ为ｊ企业就业规模占总企业就业规模的比例。

同样，用赫芬达尔系数进行衡量某产业的地理集中

程度上存在一定的难度，要求有每个企业就业规模数

据，而此数据不易得到。

综合以上方法的优缺点，得出了测量产业空间集聚

程度更合适的指数—γＥ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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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γＥＧ为地理集中指数。

用γＥＧ衡量产业空间集聚程度来研究产业集聚，既

考虑到了产业组织规模及区域差异，使得产业在不同区

域能够真实反映集中程度，又弥补了空间基尼系数的不

足。为解决Ｈ系数中数据不易得到的问题，对 γＥＧ指数

进行修正。修正后的γＥ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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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ｎ表示这一产业的企业个数，通过做差验证可以

知道Ｈ－１ｎ≥０，从而得到修正模型ＥＧ指数方差与原

模型ＥＧ指数方差之比小于１，也就是修正模型的ＥＧ指

数方差小于原模型ＥＧ指数方差。而当企业所有规模相

同时，两种模型ＥＧ指数就相同，但是事实不然，就统计

学方差检验而言，修正后的模型更优，因此，本文选用修

正后的ＥＧ模型来衡量产业的集聚程度。

本文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中国统计年鉴数

据，由产业集聚指数γＥＧ找到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信息服务业

就业人数和单位数及全部行业就业人数和单位数两类

指标，通过计算得到γＥＧ值（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信息服务业空间集聚值
Ｇ γＥＧ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００３４５０ ００３７１９ ００３９０１０ ００３７５２ ００４０５５ ００４２７０

　　由已有的研究成果，知道如果当γＥＧ ＜０时，表示厂

商存在分散趋势；当γＥＧ ＝０时，不能说明厂商空间分布

是完全均匀的，而是在没有任何自然优势和外溢存在时

进行完全随机、独立的区域选择所呈现的一种分布状

态；当γＥＧ ＜００２，００２≤γＥＧ≤００５，γＥＧ ＞００５时分

别表示低、中、高三种集聚水平。

由表 １可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呈现出一种中等集聚水平，但是从 γＥＧ可

以看出２０１０年的集聚程度最低，并且集聚程度依次递

增，到２０１２年集聚程度在慢慢向高集聚靠近，如果全国

信息服务业发展模式保持稳步改革，在未来的几年里，

这一产业会呈现出一种高集聚状态。因此有必要对此

服务产业集聚状况进行研究，这样有助于国家对这一产

业进行更好的规划，使之发展的越来越好。集聚是体现

在某些地区性的一种发展状态，因此有必要对每个地区

的集聚水平做出一定判断，从而可以对此产业的集聚做

出综合分析，以便于未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

业产业有更好的发展。

２ 产业集中度

信息服务业虽然呈现的是一种中度集聚状态，但是

从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的集聚程度变化看，这一产业在未来

有变为高度集聚的趋势，因此，现在需要进一步对这一

产业每个地区的集聚水平［６８］进行判断，本文选用产业

集中度对每个地区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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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ＣＲｎ为业中规模前ｎ个地区所占的比重，ｘｉ为第ｉ

个地区产业指标值，Ｎ为地区总数，当所取 ｎ值相对地

区个数很小，但 ＣＲｎ值也很高时，说明这一产业主要集

中在某些地区，相应集聚水平就越高。

通过计算得到前６个地区的产业集中度值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信息服务业排名前６位集聚地区及比重

２０１０年集聚度 ２０１１年集聚度 ２０１２年集聚度

就业人数 单位数 就业人数 单位数 就业人数 单位数

ＣＲ６ ＝４９８％ ＣＲ６ ＝５０９％ ＣＲ６ ＝５０７％ ＣＲ６ ＝５２０％ ＣＲ６ ＝５１１％ ＣＲ６ ＝５００％

北京 ０２２４４３５ 北京 ０１０９２０５ 北京 ０２３０７０８ 广东 ０１０４６５７ 北京 ０２３６２０６ 广东 ０１０１９１８

广东 ００９４７２６ 广东 ００９７４０５ 广东 ００９２７７２ 北京 ０１０２１９６ 广东 ００８３４５４ 江苏 ００９３７０７

浙江 ００６０２８ 江苏 ００８３８４２ 浙江 ００５９０２８ 江苏 ００８８２９４ 浙江 ００６３１５２ 北京 ００９０１６６

江苏 ００４６８２５ 山东 ００７９１８１ 江苏 ００４６６２１ 浙江 ００８４０７３ 江苏 ００４８４１２ 浙江 ００８１２０３

上海 ００３６０６ 浙江 ００７８２８７ 山东 ００３９３３６ 山东 ００７９３８３ 山东 ００４０９７９ 山东 ００７５７９７

山东 ００３５５２２ 上海 ００６３０３４ 上海 ００３８５３７ 上海 ００６１１４４ 上海 ００３８３８８ 上海 ００５７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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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２可以看出，当选取 ｎ为６时，２０１０年得到两

个指标的集中度值为４９８％和５０９％；２０１１年分别为

５０７％和５２０％；２０１２年分别为５１１％和５００％。从

这些集聚度知这６个地区占了３１个地区信息服务业的

一半，由此，可以得出这一产业主要集中在这６个地区，

而且集中程度较高。就业人数的集聚度是不断增大，也

就是从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２年就业人数是不断趋于集中，而

单位数集聚度无明显变化趋势。

３ 系统聚类

为了进一步确定这一产业在各地区的发展情况，将

这一产业的单位数和就业人数作为判断指标［９］，并用 Ｒ

软件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得出城市发展相似的类，并结

合相应结论情况判断出集聚情况。

聚类步骤：

（１）将该产业单位数和就业人数进行无量纲化处

理，这里采用的是对数归一化：

ｘ ＝
ｌｏｇ１０（ｘ）
ｌｏｇ１０（ｍａｘ）

（６）

其中，ｘ为指标值，ｍａｘ为ｘ中的最大值，ｘ ∈［０，１］。

经过变换后的数据便于不同量级指标之间加权比较。

（２）由于两个指标对这一产业研究的影响都非常重

要，因此，分别对两个指标赋予０５的权重，然后得到一

个综合性指标ｙ＝０５ｘ１＋０５ｘ２，结果见表３，其中，ｘ１，

ｘ２为标准化后的两指标值。

表３ 各省份综合指标值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地区 ｙ值 地区名 ｙ值 地区名 ｙ值 地区名 ｙ值 地区名 ｙ值 地区 ｙ值

北京 １ 湖北 ０６４７１６６ 北京 ０９９８８０８ 湖北 ０６６７９３６ 北京 ０９９３９５２ 湖北 ０６６８２３７

天津 ０４９５０９９ 湖南 ０６８７３９３ 天津 ０４８９１５５ 湖南 ０７０２６１８ 天津 ０５５１５７ 湖南 ０７０３６４６

河北 ０６７３５６９ 广东 ０８７８６３７ 河北 ０６５０５５２ 广东 ０８８３０１４ 河北 ０６５７６９ 广东 ０８６８７４２

山西 ０５８７５７９ 广西 ０６０８９７６ 山西 ０５９９３３ 广西 ０６２４４ 山西 ０６１５２７６ 广西 ０６２４４７３

内蒙 ０５６４７２９ 海南 ０２９４８６７ 内蒙 ０５６６９８６ 海南 ０３４６０７６ 内蒙 ０５６６９４３ 海南 ０３５４２８２

辽宁 ０７１６９２８ 重庆 ０５６０２７５ 辽宁 ０７３１７２７ 重庆 ０６０４７９５ 辽宁 ０７４１４６９ 重庆 ０６０８１５５

吉林 ０５９４４１６ 四川 ０７０５２８６ 吉林 ０６００３３１ 四川 ０６９７９２３ 吉林 ０５７６２４８ 四川 ０６９０２９５

黑龙江 ０６３３４９４ 贵州 ０５１６４８３ 黑龙江 ０６３７７０６ 贵州 ０５１０６ 黑龙江 ０６２９５９４ 贵州 ０４９８５１８

上海 ０７２７３１５ 云南 ０５８１１８２ 上海 ０７４３２８ 云南 ０５９９５３２ 上海 ０７４２１７５ 云南 ０６０４９１７

江苏 ０７７６６６５ 西藏 ０１３１６８２ 江苏 ０７８６１３７ 西藏 ００５９４５５ 江苏 ０７９５８９６ 西藏 ０１０４８２１

浙江 ０８０７０７４ 陕西 ０６６９４２５ 浙江 ０８１３９８４ 陕西 ０６７８８５２ 浙江 ０８２２３５７ 陕西 ０６８０６８４

安徽 ０６１１８６５ 甘肃 ０４２７７５８ 安徽 ０６２６３４８ 甘肃 ０４２７１５ 安徽 ０６３２０５５ 甘肃 ０４５４８８６

福建 ０６４６１６４ 青海 ０２７１６５４ 福建 ０６６６２９６ 青海 ０２８６４８４ 福建 ０６５９９１ 青海 ０２９５３９１

江西 ０５３９１０９ 宁夏 ０２６０６３５ 江西 ０５３４７５５ 宁夏 ０２６５３１５ 江西 ０５８３４７８ 宁夏 ０２７２４６６

山东 ０７３６７６３ 新疆 ０４６１５９６ 山东 ０７５８９９１ 新疆 ０１４７１０５ 山东 ０７６４３９６ 新疆 ０５０２６３７

河南 ０６４３７６４ 河南 ０６５８３０８ 河南 ０６６５８３８

　　（３）计算样品两两间的距离 ｄｉｊ，本文选用欧氏距离

进行计算，记Ｄ（０） ＝（ｄｉｊ）其中，ｉ，ｊ为样本序号。

（４）将距离最近的两类合并为一个新类，本文选择

系统聚类法中最远距离法进行聚类，最远距离克服了链

接聚合的缺陷，两类合并后加大了其它类的距离，更容

易进行分类。

用Ｒ软件对这一产业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综合指标值进

行系统聚类，结果如图１－图３所示。

由２０１０年聚类图（图１）可知，中国各省份根据其发

展情况从上至下依次定义为４类，结合标准化后的综合

指标值及两指标的集中程度值（表２，表３），由于，北京

和广东信息服务业标准化后的综合值为１和０８７８６３７

位于３１个地区的前两个地区，且就业人数的比重分别

为０２２４４３５和 ００９４７２６，单位数的比重值为 ０１０９

２０５和００９７４０５，这三种衡量值都位于第一和第二，因

此，信息服务业这一产业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广东两个地

区。同样，结合２０１１年聚类图（图２）及表２、表３，将各

地区也依次分为了４类，且每项值第一和第二都是北京

或广东，因此，２０１１年的信息服务业也主要是集中在北

京和广东两个地区。而２０１２年聚类图（图３），北京、广

东、江苏和浙江归为一类，从表２和表３可知这４个地区

的各项集聚值相对其它地区高，因此，结合这几种结果，

可以知道２０１２年信息服务业也主要集中在北京、广东、

江苏和浙江这４个地区。

由表２、表３值及聚类结果，可以看出信息服务业主

要是集中在北京和广东两个地区，沿海地区发展仅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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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０年各省份综合值聚类图

图２ ２０１１年各省份综合值聚类图

北京和广东，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迟缓。２０１２年集聚情

势有了江苏和浙江的步入，可以知道这一产业在不断地

扩大市场，从而带动更多地区这一产业的发展，总体看

来是是非常好的发展趋势。

４ 结 论

在研究了中国各省份的信息服务业的 ＥＧ指数值

后，分析出这一服务产业在产业间和地理上都呈现出显

图３ ２０１２年各省份综合值聚类图

著的集聚状态，在这一产业呈现集聚显著的基础下，通

过这一产业单位数和就业人数两个指标得到新的综合

测量值，并对此进行聚类得出这一产业主要集中在北京

和广东这两个省份，从而得出以下结论：

（１）在服务产业间，信息服务业这一产业首先属于

行业区域集聚。

（２）从ＥＧ指数可以判断出信息服务业在地理上也

处于高度集聚状态。

通过聚类分析可以知道哪些省份的发展类似，便于

得出这一产业主要集中在哪些省份。

基于以上结论，针对不同区域，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加快中部地区发展，因为中部地区毗邻沿海地区，有较

好的资源和市场，如果发挥这部分地区的优势，加强与

东部、国际合作，不断加快城市发展进而辐射农村发展，

此外，中部地区有辐射面积很广的优势，在中部地区信

息服务业发展加快的情况下，辐射到周围也相对会比较

容易。因此，有必要加强中部地区信息服务业的发展。

再则，要不断加强北京，广东等地区的高集聚优势，可以

巩固加强沿海地区，不断推动新型服务产业的发展，进

而不断扩大这些地区经济圈的辐射作用和范围，以正向

影响周边地区的信息服务业发展。最后，不能放松西部

大开发政策，政府要不断加强落实实施情况，全面推进

发展机遇，积极同东部地区建立长期合作，还要不断引

进国际投资，进而发挥自身优势，以促进西部地区信息

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服务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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