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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军

一、引言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服务业集聚研究中的一

个重要领域，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是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的重要载体，也是服务业发展的有效着

力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构建是实现产业结

构优化，提高我国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举措。

国内外学者围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重要

性、影响因素、空间布局、发展对策等方面对其

进行了初步研究，如 Lura（2001）分析了芬兰 ICT

服务业集聚区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 ；毕斗斗等

（2015）提出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构建思

路 ；张庆等（2016）采用空间聚类分析方法研究了

杭州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布局。然而 , 国内外

学者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区构建问题的关注较少。本文以内蒙古为研究对

象区域，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来优化生产性

服务业布局，实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及其关

联产业的联动发展，从而改善和创新供给，更好满

足市场需求。

   

二、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聚类指标

体系构建

本文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成果，构建了

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聚类的指标体系，如下

表所示。影响各细分行业聚类的指标主要包括各

细分行业的增加值、各细分行业集聚度、各细分行

业固定资产投资、地区 GDP、各细分行业从业人

数等。除此之外，针对各细分行业的特点，引入了

影响其聚类的指标，如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中引入了货物周转量指标，在金融业中引入了存

贷款余额指标等，这样可更加立体、准确地衡量

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聚类情况。

摘   要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构建对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构建了生产性服

务业各细分行业聚类的指标体系，以内蒙古为研究对象，借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影

响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聚类的主要因素，并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的聚类区域 ；最后，

站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构建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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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分析

此部分实证分析内蒙古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

业聚类情况，所用数据为 2015 年内蒙古各盟市截

面数据，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内蒙古统计年鉴》资

料。

（一）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影响生产性服务

业细分行业聚类的主要因素

根据上文构建的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聚

类 指标体系，借用 SPSS20.0 工具来进行因子分

析，通过提取核心因子可得出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细

分行业聚类的主要因素，研究结论如下：影响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聚类的主要因素包括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从业人数、货物周转量、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以及行业集聚度 ；影

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技术服务业聚类的

主要因素包括行业增加值、地区GDP、邮政业务总

量和行业集聚度 ；影响金融业聚类的主要因素包

括行业增加值、地区存贷款余额总和以及行业从

业人数 ；影响房地产业聚类的主要因素包括行业

增加值、地区房地产开发企业数以及地区 GDP ；

影响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聚类的主

要因素包括行业增加值、行业从业人数、行业集

聚度以及 R&D 经费支出 ；影响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聚类的主要因素包括地区 GDP、行业增加值、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以及行业集聚度等。

（二）采用聚类分析法分析生产性服务业细

分行业聚类区域

聚类研究表明在各细分行业的聚类结果中，

呼包鄂经济圈的聚类优势较明显，由于呼包鄂经

济圈具 有独特的经济优势、区位优势、资源优

势、人才优势以及政策优势等，因此，在各细分

行业的聚类中，均有呼包鄂经济圈中单个或两个城

市形成一个聚类区域的情况。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聚类结果中，包

头市属于第一类，呼和浩特市和鄂尔多斯市属于第

二类，其他盟市属于第三类。由于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属于传统的生产性服务业，而包头市又

属于内蒙古最大的工业城市，传统生产性服务业

发展基础较好，因此包头市可作为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聚类的重要区域 ；在第二类中，应立

足呼和浩特市地处内蒙古中心区域的区位优势，同

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聚类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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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依托鄂尔多斯市向西的辐射带动能力，逐步构建

地处内蒙古中心区域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集聚区 ；在第三类中，应结合通辽市、呼伦贝尔市

等地与东北地区毗邻的实际，立足通辽市作为内

蒙古东部地区经济强市的优势，逐步构建由通辽

市、赤峰市和呼伦贝尔市组成的内蒙古东北区域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集聚区。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聚类结

果中，呼和浩特市属于第一类，包头市和鄂尔多斯

市属于第二类，其他盟市属于第三类。由于呼和浩

特市与内蒙古其他盟市相比，具有较强的信息技

术和软件服务优势，因此，需在呼和浩特市构建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集聚区 ；在第二

类中，包头市和鄂尔多斯市均具有较好的经济基

础，且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方面具有

一定的优势，因此可以鄂尔多斯市为中心，逐步构

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集聚区 ；在第

三类的各盟市中，其在信息技术和软件服务方面均

不具备优势，短期内可暂不考虑构建集聚区。

在金融业聚类结果中，包头市属于第一类，呼

和浩特市和鄂尔多斯市属于第二类，其他盟市属于

第三类。包头市金融业发展较早，具有一定的先发

优势，且包头市工业产值较高，发展较快，对金融

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支撑作用，可逐步考虑在包

头市构建金融业集聚区 ；在第二类中，鄂尔多斯市

金融业发展较快，民间借贷活跃，金融业发展基

础较好，且鄂尔多斯市经济总量较大，对金融业的

发展具有较强的拉动效应，可立足鄂尔多斯市逐

步构建金融业集聚区，进而辐射和带动呼和浩特

市金融业发展，形成良好的互动效应。在第三类

中，可依托通辽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优势，构建

金融业集聚区，逐步带动周边地区如赤峰市和呼

伦贝尔市等地金融业的联动发展，形成辐射内蒙

古东北地区的金融业集聚带。

房地产业聚类结果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以及金融业聚类结果一致，其中包头市属于第

一类，呼和浩特市和鄂尔多斯市属于第二类，其他

盟市属于第三类。结合包头市的人口优势、工业优

势以及经济优势，可考虑构建房地产业集聚区 ；

在第二类中，可重点以呼和浩特市为中心，立足呼

和浩特市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地位，构建房地产业

集聚区 ；在第三类中，可依托赤峰市的人口规模优

势、东北部经济强市优势，逐步构建房地产业集聚

区，进而带动东北部其他盟市房地产业发展。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聚类结果中，包头市属于

第一类，阿拉善盟属于第二类，其他盟市属于第三

类。考虑到包头市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实际，可

逐步构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集聚区，从而更好拉

动居民消费，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而阿拉善盟属于

经济落后地区，人口稀少、产业结构单一，暂时还

不具备构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集聚区的条件 ；在

第三类中，可依托鄂尔多斯市的经济及服务业发展

优势，逐步构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集聚区。

在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聚类结

果中，呼和浩特市属于第一类，包头市属于第二

类，其他盟市属于第三类。相比于内蒙古其他盟

市，呼和浩特市具有突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优势，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较多，支撑了

呼和浩特市科学研究水平的大力发展，因此，需

在呼和浩特市逐步构建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

质勘查业集聚区 ；包头市既是内蒙古的工业强市也

是内蒙古的经济强市，其具有较强的工业技术优

势和良好的经济基础，且包头市也具备一定规模的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这为其构建科学研究、技

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集聚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

在第三类的各盟市中，其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等方面优势并不突出，因此短期内可暂不考虑构建

集聚区。

四、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区构建路径

（一）增加土地等要素投入，夯实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区构建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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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构建对于土地、资金

等要素需求较大，可依据不同盟市城市规划及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现状，结合地区各细分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区构建的现实需要，在提高土地利用率

的基础上，适当增大土地供给，满足不同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区构建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同时，鉴

于不同的细分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存在较强的产业

关联性，因此可结合地区产业布局现状及经济发展

水平，考虑在某一区域同时构建不同类型的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区，从而进一步节约土地，提高土

地利用率，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构建提供基

础设施支撑，增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整体竞

争力。

（二）搭建政策平台，完善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区构建的政策体系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构建需要国家和地区

政策的大力支持，主要包括投融资政策、税费政

策、用能用电政策以及土地政策等。政府需预先

进行顶层设计，逐步搭建政策平台，通过制定相关

政策实现对相关产业发展的有效引导和规划 ；同

时，政府应结合当地产业布局规划以及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区构建的现实需要，制定相关优惠政策，

加大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区建设的支持力度，使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更好促

进制造业等其他相关产业联动发展。

（三）提高行业集聚度，优化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区构建的外部环境

通过上文分析可得，在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

行业中，行业集聚度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聚类的

重要因素，因此，为更好构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区，应结合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努力提

高行业集聚度 ；与此同时，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区内，大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和相关制造业的融

合发展，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发展创造良好

的市场需求和外部环境，不断促进生产性服务业

与相关产业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四）延伸生产性服务产业链，形成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区构建的动力机制

通过逐步延伸生产性服务产业链，最终形成

一个可为相关制造企业提供从原料采购、生产支

持、产品销售与服务等的全方位、全过程的完整产

业链，进而带动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升生

产效率，降低运营风险，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

的构建提供产业基础，形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

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实践证明，完整生产性

服务业产业链的形成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快速

发展的重要引擎，对于引导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

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

（五）培育高素质人才，强化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区构建的支撑机制

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区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区的构建离不开人力和知识资本的大力投入。相关

企业应围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特点及其对人才

需求的层次，大力引进相关人才，并与高等院校和

科研院所合作培养高素质人才，满足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区创新发展的需要 ；同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研究人员应走出校园和实验室，走进服务业集聚区

内的企业，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不断优化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区的人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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