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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先进制造业集聚水平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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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区位熵和 ＥＧ 指数作为衡量产业集聚水平的主要指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珠三角先进制造业集聚

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实证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珠三角各市及先进制造业各分行业间的集聚水平存在差异，各行业的

集聚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珠三角先进制造业集聚主要受市场需求、对外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

和人力资本 ６ 个因素的影响，其中城镇化水平影响程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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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珠三角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先行地，先进制造业

是珠三角的重要发展领域，揭示其先进制造业各行

业的集聚发展规律和分析其集聚水平态势和影响因

素，对珠三角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和构建广东省产业

体系新支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　 文献综述

产业集聚是指属于某种特定产业及相关支撑产

业，或属于不同类型的产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地

理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 一百多

年前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提出了“集聚”概念，认为产业地区性

集聚的主要原因为：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产品投入

和技术外溢这三大因素［１］。 因产业集聚在全球范

围的成功实践及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逐渐成

为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课领域的热门话题。
国外对于产业集聚的研究已取得了大量的研究

成果。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１）认为经济活动的集聚与规模

经济是存在着紧密联系，从不完全竞争经济学、递增

收益等变量的角度来分析产业的空间集聚［２］。
Ｍａｒｉｕｓ 和 Ｆｅｄｅｒｉｃａ（２００９）利用截面数据和动态模型

分析产业的空间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３］。
Ｉｍｍｅｌｔ 和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Ｒ．（２０１２）通过对美国通用电气制

造公司向低成本国家转移的研究，得出影响制造业

空间转移的因素有交通成本、劳动力成本及材料成

本［４］。 Ａｒｔｈｕｅ 认为产业集聚是在递增收益、路径依

赖、历史积累和区位“锁定”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

的［５］。
国内的研究大多是在借鉴和运用国外的产业集

聚理论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的产业集聚现象。 在产

业集聚态势的研究上：文献［６］中，对中国 ２０ 个二

位数制造业行业的集聚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中

国部分制造业呈现出较强的集中性，且主要是在东



部沿海省市集中的结论。 文献［７］中，对 １９９３－２００３
年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集聚水平进行测度，发现

在此期间除医药行业外中国制造业整体呈上升趋

势，产业集聚和地方化不断增强。 文献［８］中指出，
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中国 ２ 位代码制

造业行业的集聚情况，制造业产业集聚程度已比较

高的且经济相对发达的省区，其集聚趋势会变得缓

慢，而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其产业集聚反而呈现

逐步增强的趋势。 文献［９］中对中国 １９９３—２００３
年间 ２０ 个制造业行业的集聚水平进行了测度，得出

以下结论：制造业在 １９９３－１９９７ 年间集聚度有所下

降，１９９７－２００３ 年集聚呈上升趋势；集聚程度由高到

低的行业分别为：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

业－劳动密集型行业。 文献［１０］利用分省分行业的

制造业数据，分析了中国市场一体化、集聚水平、专
业分工的演变情况，得出我国制造业整体具有较高

的集聚水平，且集聚区域主要在东部地区。 在产业

集聚影响因素的研究上：文献［１１］中运用中国宏观

时间序列，检验各因素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认为产

业集聚与经济开放度、平均企业规模、交通运输条

件、地方保护主义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并且平均企

业规模的扩张、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地方保护主义

的下降都有助于产业集聚。 文献［１２］中利用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因素，
发现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制造业集聚程度，固
定资产投资、交通运输、知识密集度、城镇规模对制

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依次增强。
从现有国内研究来看，有关制造业产业集聚的

研究主要是以国家层面或省际层面为主，对于各个

省级内部的研究较少，而且其研究主要是在制造业

整体或几大类型等方面研究制造业集聚问题，缺少

对某一个细分区域的产业集聚的研究。 梳理发现，
国内专注于研究珠三角产业集聚的文献不多，仅仅

是将广东省按地理位置分为四大区域（粤东、粤西、
粤北及珠三角），把珠三角作为其中一部分来分析

产业集聚问题。 文献［１３］中将制造业按要素密集

度进行分类，分为劳动、资本、技术、资源密集型四类

企业，研究得出珠三角地区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一

直处于集聚状态，而劳动、资本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

均在向周边地区转移。 文献［１４］中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广东省 ２１ 市 ３０ 个细分制造业数据研究广东省制

造业区域集聚情况，发现珠三角一带主要以电子通

信设备、化学原料等新兴工业为主，且广东省大部分

制造业行业都集聚在珠三角地区。 文献［１５－１６］

中，将广东省分为珠三角、粤北、粤东粤西四大区域，
分析广东省三大类型制造业产业的集聚问题，发现

珠三角的制造业集聚水平较高，且技术密集型企业

在珠三角所占份额较大。 由此，因中国地区间和省

际间的产业结构具有很大的差异，各地区产业集聚

的影响因素是不同的，使得研究某一特定区域的产

业集聚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２　 珠三角先进制造业集聚水平测度

２．１　 测度方法

衡量区域产业集聚度的方法众多，如空间基尼

系数、区位熵、行业集中率 （ＣＲｎ）、 赫芬达尔指数、
空间集聚指数（ＥＧ 指数）等，各方法所采用的计算

指标和定义解释也不相同。 对比分析各方法的优缺

点、产业数据的可获得性及研究目的，本文选取区位

熵和 ＥＧ 指数测度珠三角先进制造业集聚水平。
（１）区位熵 （ＬＱ）。 区位熵常用来衡量产业在

地区间的分布状况，被称为地方专业化率，能够反映

珠三角各市产业的专业化发展趋势。 若 ＬＱ ≥ １，说
明该市的先进制造业相对珠三角其它城市而言有一

定的专业化比较优势；若 ＬＱ ≤ １，说明该市的先进

制造业不具有相对优势。 其具体公式如下：

ＬＱｉｊ ＝
ｑｉｊ ／ ｑｉ

Ｑ ｊ ／ Ｑ
，

　 　 其中， ｑｉｊ 表示 ｉ市先进制造业 ｊ的产值；ｑ ｊ 表示 ｉ
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生产总值；Ｑ ｊ 表示珠三角先

进制造业的产值；Ｑ 表示珠三角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的生产总值。
（２）地理集中指数 （ＥＧ指数）。 ＥＧ指数是在改

进空间基尼系数的基础上，结合赫芬达尔指数来测

算产业集聚程度，能更准确的测算出行业的集聚水

平。 但因为我国没有企业的详细统计数据，无法准

确地计算出赫芬达尔指数，因此本文借鉴杨洪鉴的

方法对 Ｈ 做近似计算。 ＥＧ 指数的具体公式如下：

ＥＧ ＝
Ｇ ｉ － （１ － ∑

ｒ

ｊ ＝ １
ｘ２
ｊ ）Ｈ

（１ － ∑
ｒ

ｊ
ｘ２
ｊ ）（１ － Ｈｉ）

．

　 　 其中， ｘ ｊ 为 ｉ 地区产值占全珠三角产值；Ｇ 为基

尼系数；Ｈ 为赫芬达尔指数。 ＥＧ 指数共有 ３ 个划分

标准，若 ０ ＜ ＥＧ ＜ ０．０２，说明该产业在区域内不存

在集聚现象，０．０２ ＜ ＥＧ ＜ ０．０５，说明区域内的各产

业分布较为均匀，０．０５ ＜ ＥＧ ＜ １，说明区域内存在

产业集聚现象。
２．２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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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

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设

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产业，珠三角地区九市

为研究区域，以珠三角 ９ 大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７ 年）中规模以上制造业行业统计数据资料为依

据。 因 ２０１１ 年国民经济行业的重新分类，为统一标

准，本文参照行业分类标准变更说明，以《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０２）为基础，将新标准分

类《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１》中的汽车制造业与铁路、船
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两个行业统一

归为交通运输行业，其它行业统计口径保持不变。

２．３　 实证结果分析

（１）基于区位熵测度的珠三角先进制造业集聚

现状。 根据区位熵公式，测算得出珠三角先进制造

在研究样本期间的区位熵，计算结果见表 １。 结果

显示区位熵平均数值＞１ 的地区有广州、珠海、深圳

及惠州共四个城市，说明这 ４ 个城市的先进制造业

在该地区具有较好的专业化发展。 其中深圳的数值

为 １．４４４，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及

发展优势。 而佛山、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区位熵

平均数值＜１，表明这 ５ 个城市的先进制造业仍需调

整优化。
表 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珠三角先进制造业区位熵

Ｔａｂ．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６ ｔｏ ２０１８

年份 广州 佛山 珠海 深圳 东莞 中山 惠州 江门 肇庆 均值

２００６ １．２８５ ０．４２８ １．１９２ １．６５６ ０．９０４ ０．６２４ １．７１２ ０．６０５ ０．６８３ ０．９１１
２００７ １．３７６ ０．４４５ １．２５０ １．６７２ ０．８９９ ０．５８４ １．７４７ ０．６５８ ０．６４９ ０．９２６
２００８ １．２１２ ０．４５２ １．１５１ １．４５２ ０．７４６ ０．４３８ １．５４７ ０．５８７ ０．５１６ ０．８０４
２００９ １．２２９ ０．４６０ ０．９６９ １．４６２ ０．７８９ ０．５２９ １．５６９ ０．５７１ ０．５０５ ０．８１１
２０１０ １．２５８ ０．４４５ １．０２１ １．４３６ ０．８４６ ０．５８６ １．５４９ ０．５４８ ０．５４６ ０．８３１
２０１１ １．２４５ ０．４５５ ０．９８６ １．３９８ ０．９２５ ０．５７３ １．５３３ ０．５２４ ０．４７９ ０．８１５
２０１２ １．０９３ ０．４５８ ０．９２７ １．３６２ ０．９６０ ０．５８２ １．５３２ ０．６１３ ０．４８７ ０．８１７
２０１３ １．２４６ ０．４８８ １．０４３ １．４４４ ０．２０６ １．３０５ １．６１２ ０．６１２ ０．５０７ ０．７９２
２０１４ １．１８７ ０．４４７ ０．９４５ １．３５４ １．０５２ ０．６８８ １．４０４ ０．６４２ ０．４７４ ０．８４１
２０１５ １．１７３ ０．４５６ ０．９６２ １．４０６ １．０３７ ０．６６４ １．２９３ ０．６５６ ０．４７３ ０．８３６
２０１６ １．１８１ ０．４９３ ０．９９３ １．４８６ １．１７７ ０．７１６ ０．４７６ ０．６５６ ０．５１１ ０．７８７
２０１７ ０．９８５ ０．４４３ ０．８９６ １．３５３ １．０７１ ０．６７６ １．２３６ ０．５２４ ０．４２４ ０．７７９
２０１８ ０．７９０ ０．４８１ １．１３８ １．３３３ １．１２１ ０．７０１ １．３９７ ０．６３６ ０．４２２ ０．８２１
均值 １．１６４ ０．４５７ １．０３１ １．４４４ ０．８４６ ０．６４５ １．３７６ ０．６０１ ０．５０９ ０．８２７

　 　 （２）基于 ＥＧ 指数测度的珠三角先进制造业集

聚现状。 运用 ＥＧ 指数的聚集指标测算珠三角先进

制造业各行业的 ＥＧ 指数，见表 ２。 并依据测算结果

绘制图 １，ＥＧ 表示珠三角先进制造业的 ＥＧ 指数平

均值； Ｈ 表示赫芬达尔指数平均值； Ｇ 表示空间基

尼系数平均值。
表 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珠三角先进制造业 ＥＧ 指数

Ｔａｂ． 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Ｇ ｉｎｄｅｘ

年份 Ｃ２５ Ｃ２６ Ｃ２７ Ｃ３５ Ｃ３６ Ｃ３７ Ｃ３９ 均值

２００６ ０．３３４ ０．１９６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０ ０．４２５ ０．１６２ ０．１０１
２００７ ０．３８０ ０．１７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８ ０．４２５ ０．１８１ ０．０９２
２００８ ０．３９７ ０．１６６ ０．０５８ ０．０６０ ０．０１０ ０．３９０ ０．１８４ ０．１０８
２００９ ０．１９１ ０．１４６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４ ０．３７９ ０．０９１ ０．０９３
２０１０ ０．２２６ ０．１３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１ ０．３６８ ０．１７２ ０．０９５
２０１１ ０．２１４ ０．１３６ ０．０４４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５ ０．３５８ ０．１５５ ０．０９８
２０１２ ０．２５０ ０．１２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２ ０．３３６ ０．１４３ ０．０８６
２０１３ ０．２２４ ０．１５１ ０．１６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７ ０．３６８ ０．１８８ ０．１１５
２０１４ ０．１８９ ０．１２４ ０．０６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２ ０．３２６ ０．１２８ ０．０８１
２０１５ ０．１５８ ０．１２８ ０．０５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０ ０．２９６ ０．１２９ ０．０７６
２０１６ ０．１５０ ０．１１４ ０．０６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８ ０．２８０ ０．１６４ ０．０７５
２０１７ ０．１７５ ０．１１２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９ ０．３０９ ０．１３４ ０．０７４
２０１８ ０．３７９ ０．０９９ ０．１３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７ ０．１４９ ０．１３３ ０．１００
均值 ０．２３８ ０．１３６ ０．０６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２ ０．３３０ ０．１４９ ０．０９１

　 　 注：Ｃ２５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Ｃ２６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Ｃ２７ 医药制造业、Ｃ３５ 通用设备制造业、Ｃ３６ 专用设备制造业、

Ｃ３７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Ｃ３９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１５２第 ８ 期 苟富华， 等： 珠三角先进制造业集聚水平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200520062007 200820092010 2011 20122013 2014201520162017 20182019
年份

0.20

0.15

0.10

0.05

0

G
H
EG

图 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珠三角先进制造业集聚态势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６ ｔｏ ２０１８

　 　 从各分行业层面看，Ｃ３７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的 ＥＧ 指数平均值为 ０．３３０，Ｃ３６ 专用设备制造业的

ＥＧ 平均值最小，仅为 ０．０２２。 七大行业中，Ｃ２５ 石油

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Ｃ２６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

品制造业、Ｃ２７ 医药制造业、Ｃ３７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Ｃ３９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 ５ 大

行业的 ＥＧ 指数均＞０．０５，说明各行业在珠三角的集

聚水平较高。 Ｃ３５ 通用设备制造业、Ｃ３６ 专用设备

制造业的 ＥＧ 指数在 ０．０２－０．０５ 之间，说明这两个行

业在珠三角分布均匀。
从先进制造业整体层面看，行业的空间基尼系

数、赫芬达尔指数和 ＥＧ 指数变化趋势一致，集聚态

势整体上呈下降趋势，除去个别年份的突增。 在样

本研究期间，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０．１０１ 下降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０．０７４，这与珠三角产业结构升级、产业转移政策有

关。 同时，ＥＧ 指数在 ２０１３ 年达到最大值 ０． １１５，
２０１７ 年为最小值 ０．０７４，但一直都＞０．０５，根据 ＥＧ 指

数的划分标准，说明先进制造业在珠三角具有较高

的集聚度。
３　 珠三角先进制造业集聚影响因素分析

３．１　 模型建立

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珠三角先进制造

业集聚的影响因素，以珠三角先进制造业集聚水平

的区位熵数值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先进制造业企业

规模、人力资本、市场需求、对外开放度、ＦＤＩ、城镇

规模、技术投入和资产投资作为影响产业集聚的解

释变量，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ＬＱｉｔ ＝ α０ ＋ α１ｌｎ ＧＤＰｉｔ ＋ α２ｌｎ Ｅｄｕｉｔ ＋
α３ｌｎ Ｄｅｍａｎｄｉｔ ＋ α４ Ｅｘｐｏｒｔｉｔ ＋ α５ｌｎ ＦＤＩｉｔ ＋ α６

Ｃｉｔｙｉｔ ＋ α７ Ｔｅｃｈｉｔ ＋ α８ｌｎ Ｃａｐｔｉａｌｉｔ ＋ μｉｔ ．
　 　 其中， ｔ 为时间，ｉ 为地区，ＬＱ 表示珠三角先进

制造业集聚水平的区位熵数值，ＧＤＰ 表示经济发展

水平，采用各市地区生产总值衡量；Ｅｄｕ 表示人力资

本，采用当地普通高校学校在校人数衡量；Ｄｅｍａｎｄ
表示地区的市场需求，采用当地人均 ＧＤＰ 与珠三角

人均 ＧＤＰ 的比值衡量；Ｅｘｐｏｒｔ 表示对外开放度，采
用进出口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衡量；ＦＤＩ 表示外商直接

投资水平，采用各地区各年实际使用外商投资的金

额衡量；Ｃｉｔｙ 表示城镇规模，采用地区城镇化率与珠

三角城镇化率的比值衡量；Ｔｅｃｈ 表示地区技术投

入，采用 Ｒ＆Ｄ 活动人员与珠三角 Ｒ＆Ｄ 活动人员的

比重衡量；Ｃａｐｔｉａｌ 表示地区资本投入，采用固定资

产与珠三角固定资产的比值衡量。 为消除数据间的

异方差，经济发展水平（ＧＤＰ）、人力资本（Ｅｄｕ）和外

商直接投资（ＦＤＩ）在模型中取对数。
３．２　 数据来源

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广东省统计

年鉴》及珠三角 ９ 市统计年鉴。 鉴于 ２０１１ 年我国采

用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体系（ＧＢ ／ 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
对原有的交通运输行业分为了汽车制造业和铁路、
船舶、航空航天与其它运输设备制造业。 因此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的交通运输行业的相关数据为两个行

业的数据加总。 实证分析由 Ｅｖｉｅｗｓ１０．０ 软件完成，
表 ３ 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２５２ 智　 能　 计　 算　 机　 与　 应　 用　 　 　 　 　 　 　 　 　 　 　 　 　 　 第 １０ 卷　



表 ３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Ｔａｂ． ３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ＬＱ ｌｎＧＤＰ ｌｎＥｄｕ ｌｎＤｅｍ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ｌｎＦＤＩ Ｃｉｔｙ Ｔｅｃｈ ｌｎＣａｐｔｉａｌ

均　 值 ０．９１５ ８．１７０ １１．１１４ －０．１９７ １．２３９ １２．０７３ ０．９５１ ０．１１１ －２．３７９

最大值 １．７４７ １０．０９５ １３．８９８ ０．４０８ ３．４７１ １３．６１７ １．２５６ ０．５１４ －１．２４７

最小值 ０．２０６ ６．２２９ ８．９９７ －１．２４１ ０．１７０ ９．８０６ ０．５０８ ０．０１５ －３．３１４

标准差 ０．３９６ ０．９４１ １．１０３ ０．４３４ ０．７８５ ０．８１３ ０．２１０ ０．１１６ ０．５８８

对　 象 １１７ １１７ １１７ １１７ １１７ １１７ １１７ １１７ １１７

３．３　 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验证数据是

否具有平稳性，以避免出现伪回归的实证结果。 单

位根检验结果发现各变量为非同阶单整。 对非平稳

的变量进行对数处理，结果显示为同阶单整。 利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方法，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各变量

对集聚水平影响得显著性及程度，随后用向后逐步

分析法，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并对存在显著性的变量

逐一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４。
　 　 在单独回归中，除人力资本的显著水平较低以

外，其余变量均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在整体回归

中，如固定效应（７）所示，除技术投入和资本投入不

显著外，其余变量均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

在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市场需求、对外开放度、外商

直接投资和城镇化水平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１）技术投入和资

本投入对产业聚集的影响不显著，部分原因是珠三

角各市的技术与资本投入差距太大，如广州、珠海和

深圳的技术投入和资本投入一直具有较高水平，但
江门、肇庆等城市相对其他城市而言一直较低，影响

了珠三角的整体技术投入和资本投资水平对产业的

影响。 （２）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的加大、
市场需求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及对外开放度和城

镇化水平的提升，都会促进地区的产业集聚。 其中

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作用最大，高水平的城镇化表明

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文化程度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

水平，能吸引企业在地区间的集聚。

表 ４ 珠三角先进制造业集聚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Ｔａｂ． 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Ｃ ０．０９４（０．３０３） ０．２２１（０．５９９） ０．９８３∗∗∗（２６．２６９） ０．６３２∗∗∗（１０．２７４） １．９３９∗∗∗（４．０３１） ０．４２３∗∗（２．５７０）
０．８５９

（１．４４４）
１３．２８３∗∗

（２．２９６）

ｌｎＧＤＰ ０．１２３∗∗∗（３．２８５） ０．０９６∗（１．９０７） １．２８３∗∗

（２．０２４）

ｌｎＥｄｕ ０．０６２∗（１．８９０） ０．０４９∗

（１．８７２）
０．０７１

（０．７４２）

ｌｎＤｅｍａｎｄ ０．３４７∗∗∗（４．４０４） ０．６６７∗∗∗（５．０７８）
０．７６５

（１．１７５）

Ｅｘｐｏｒｔ ０．２２８∗∗∗（５．４２９） ０．２７１∗∗∗（８．３２８）
０．０４３

（０．６９３）

ｌｎＦＤＩ ０．２３６∗∗∗（５．９４６） ０．１０７∗∗∗（２．９０１）
０．０２３

（０．４０９）

Ｃｉｔｙ ０．５１７∗∗∗（３．０６０） １．６８４∗∗∗

（６．８７９）
１．０１９

（１．３９８）

Ｔｅｃｈ ０．２１９（０．８３１） ０．２７８
（０．３１１）

ｌｎＣａｐｔｉａｌ ０．０４
（０．７１２）

０．０９３
（０．５７１）

Ｒ２ ０．０８６ ０．０３０ ０．１４４ ０．２０４ ０．２３５ ０．０７５ ０．４７５ ０．８６３

样本数 １１７ １１７ １１７ １１７ １１７ １１７ １１７ １１７

　 　 注：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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