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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章以有效发明专利数作为技术创新测度指标，分 析 中 国 装 备 制 造 业 技 术 创 新 的 市 场 集 聚 度 与 区 域 集 聚

度，并运用ＥＧ指数对集聚结构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中 国 装 备 制 造 业 技 术 创 新 与 产 业 地 理 分 布 基 本 一 致，主 要 聚

集在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河南、重庆、安徽等中部地区集聚水平相对较低，而西部地区几乎榜上无名，

两级分化严重，总体上呈向东南沿海集聚的趋势；部分产业技术创新集聚与产业集聚逐渐脱节；中 国 装 备 制 造 业 技 术 创

新的市场集聚程度与区域集聚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演变趋势也不一致，集聚结构有待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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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其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１］。制造

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作为直接体现国家生产力水平和

技术能力的产业，具有非常显著的集聚效应。目前对

中国制造业集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区域集聚，吴学

花和贺灿飞的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产业高度聚集在珠

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地区，在华北、东北、四川以及

两湖地区也有一些连片分布［２］［３］。作为装备制造业的

集聚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地区和中部地

区具有不同的定位，长江三角洲是全国装备工业制造

中心，珠江三角洲是国际性加工制造业基地，东北地区

是全国重大高端装备制造基地，中部是承接东部产业

转移的基地和辐射西部的前哨［４］。装备制造业在集聚

的同时，作为其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创新是否呈现出类

似的集聚效应和演化趋势，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中国装

备制造 产 业 的 技 术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具 有 重 要 的 现 实

意义。
现有文献主要从两个方面对技术创新集聚展开研

究。一是，技术创新空间分布和空间相关性研究。中

国技术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部次之，
最后是西部地区，并且创新活动呈现出由内陆地区向

东部沿海地区集 聚 的 趋 势［５］；Ｓｕｎ的 研 究 表 明 除 了 东

部沿海，人口基数较大的中部地区也是技术创新的主

要集聚区域［６］。此外，中国省际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比

较强的空间相关性，技术创新强度高的省份周边区域

技术创新强度也较高，且其程度随年份增强［７］，欧洲和

美国也存在类似的空间相关性［８］［９］；二是，技术创新集

聚的驱动因素研究。中国地区内以及地区间的创新差

异均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主要源于三大地区内的非均

衡发展［１０］，其次 区 域 Ｒ＆Ｄ经 费 内 部 支 出、规 模 以 上

工业企业数以及私有部门科研活动的不均匀分布都是

导致技术创新活动不均匀分布的重要因素［１１］［１２］。
综上，现有文献对装备制造业和技术创新集聚问

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然而装备制造业技术创

新活动是否存在集聚效应、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是否

呈现出装备制造业类似的演化趋势等问题并没有很好

的回答，为此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集聚分析对理解我

国装备制造 业 技 术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具 有 一 定 的 现 实 意

义。具体到集聚问题，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制造业的区

域集聚或者市场集聚，以及两者之间的综合，较少涉及

产业技术创新的区域集聚与市场集聚之间的关系。为

此，本文首先分析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市场集

聚度与区域集聚度及其演变，进一步 运 用ＥＧ指 数 方

法对其集聚结构进行综合性评价，为装备制造业技术

创新资 源 空 间 布 局 优 化 和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提 供 科 学

依据。

一、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１．技术创新衡量指标

技术创新是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开发到商

业化的全过程。专利作为产权化的技术知识，是连接

研发活动和经济活动的中心环节，已经成为技术创新

活动约定俗成的衡量指标［５］。由于专利是国家法律授

予的技术权益，具有技术质量高、信息统计完善、法律

状态清晰等方面的优点，便于进行科学研究。当然，专
利作为技术创新活动的衡量指标也存在一些不足，例

如不同行业技术的专利化程度不同、没有涵盖非专利

成果等，但是这些都不足以让Ｒ＆Ｄ人员、Ｒ＆Ｄ经费、
新产品产值等指标替代专利指标的作用。

具体而言，本研究采用有效发明专利数作为技术

创新活动的衡量指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
先，中国的专利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

计三种类型，发明专利的技术含量最高，其数量是衡量

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原始创新能力的核心指标［１３］；其

次，作为一种产权化的知识，失效的发明专利已经不再

受到法律保护，也失去了产权化技术的垄断优势，有效

专利作为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更具有说服力；最后，部
分发明专利仅仅是为了申请而申请，并没有实际利用

价值，存续时间非常短，有效发明专利能排除专利数据

中的噪音，更好地反映技术创新活动本身。

２．集聚的测度方法

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集聚定量分析，首先是

产业技术创新的区域分布情况，即区域集聚度，接着是

市场集聚度分析，最后对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集

聚结构进行综合性评价。
（１）区域集聚度

产业技术创新的区域集聚水平的高低反映了产业

创新活动地理分布的均匀程度。集聚程度越高，创新

的地理分布越不均匀；反之，分布越均匀。本文采用空

间基尼系数［１４］来测算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区

域集聚程度，结合５省市集中度揭示装备制造产业技

术创新的主要集聚区域［１５］。

Ｇ＝∑
Ｍ

ｉ
（ｐｉ－ｑｉ）２ （１）

ｐｉ 表示ｉ地区内装备制造业某一产业的有效发明

专利数占全国该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数的比重；ｑｉ 表示

ｉ地区内全部有效发明专利数占全国有效发明专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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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Ｍ 表示区域个数。Ｇ≤１，Ｇ值越大，表明该产

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区域集聚程度越高。
（２）市场集聚度

市场集聚度体现了市场的竞争和垄断程度，本文

采用赫芬达尔指数来测量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

市场集聚程度。

Ｈ＝∑
Ｎ

ｊ
（ｘｊ
Ｘ
）
２

（２）

ｘｊ 表示ｊ企业的有效发明专利数，Ｘ 表示装备制

造业某产业全国有效发明专利数，Ｎ 表示某产业的企

业个数。Ｈ≤１，Ｈ 值越大，表明该产业技术创新活动

越集中在少数企业，市场垄断越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赫芬达尔指数测算需要采用行业中

每一个企业的有效发明专利数，而现有统计资料无法提

供如此微观的数据。所以本文采用了修改的方法，假设

每个地区特定产业的企业技术创新规模一致，即有效发

明专利数相等，通过地区特定产业有效发明专利总数和

企业数估算得到单个企业的有效发明专利数［１５］。此外，
每个企业市场份额的计算均采用百分比的计算方法，则

Ｈ≤１００００，更有利于考察Ｈ指数的细微变化［１６］。
（３）集聚结构

集聚结构是市场集聚程度和区域集聚程度的一个

综合反映，好的装备制造业创新集聚结构应该是低市

场集聚度和高区域集聚度。一是，产业创新的市场集

聚度越低，参与创新的企业越多，竞争越激烈，大企业

要想维持技术产权化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加大

创新投入力度，进一步提高创新能力，进而使中小企业

在其周边集聚；二是，产业创新的区域集聚程度越高，
进行创新的成本越低，越能充分利用知识、技术的溢出

效应，形成创新网络，提高创新能力。集聚结构表现在

ＥＧ指数上是 其 值 越 大 越 好［１７］，故 本 文 选 用 产 业ＥＧ
指数来反映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集聚结构［１８］。

ＥＧ ＝
Ｇ－（１－∑

Ｍ

ｉ
ｑｉ２）Ｈ

（１－∑
Ｍ

ｉ
ｑｉ２）（１－Ｈ）

（３）

３．数据来源

根据国民经济产业分类与代码，经济活动可以划

分为门类、大 类、中 类 和 小 类 四 级。由 于 中 国 在２００３
年实行了新的产业代码分类（ＧＢ／Ｔ　４７５４－２００２）取代

了旧的产业 代 码 分 类（ＧＢ／Ｔ　４７５４２－１９９４），为 了 使

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９年 的 数 据 统 一，本 文 采 用 新 的 产 业 代

码分类（ＧＢ／Ｔ　４７５４－２００２）。本文中装备制造业采用

Ｃ门类制造业中的６大类，即通用设备制造业（Ｃ３５）、
专用设备制造业（Ｃ３６）、交 通 运 输 设 备 制 造 业（Ｃ３７）、
电气机械及 器 材 制 造 业（Ｃ３９）、电 子 及 通 信 设 备 制 造

业（Ｃ４０）和 仪 器 仪 表 及 文 化、办 公 用 机 械 制 造 业

（Ｃ４１）。
文中所有研究数据均来自于《２０００全国Ｒ＆Ｄ资

源清 查 工 业 资 料 汇 编》《２００９第 二 次 全 国Ｒ＆Ｄ资 源

清查资料汇编》（工业企业卷）。由于部分省级行政区

数据缺失，本研究样本仅包括大陆地区３０个省市区，
不包含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４个地区。

二、实证研究

１．区域集聚分析

基尼系数能够反映一个产业技术创新在地理上是

集聚还是分散，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集聚测算

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集聚基尼系数

产业及代码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９年 变化率（％）

通用设备制造业Ｃ３５　 ０．０４５８（３） ０．０４９３（３） ７．５７８３
专用设备制造业Ｃ３６　 ０．０１４９（６） ０．０２３０（５） ５４．３３６８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Ｃ３７　 ０．０２０２（５） ０．０５１７（２） １５５．６８１６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Ｃ３９　 ０．０５７３（２） ０．０２５５（４） －５５．４１４４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Ｃ４０　 ０．０７８１（１） ０．１５１５（１） ９３．９３５３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Ｃ４１　 ０．０２９９（４） ０．００６８（６） －７７．１０８１

　　注：表中数据根据基尼系数计算而来，括号内为基尼系数排序。

　　２０００年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区域集聚程 度

最高的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其次是电气机械及

器材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集聚程度最低的是专

用设备制造 业。２００９年 中 国 装 备 制 造 业 技 术 创 新 区

域集聚程度最高的仍然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紧

接着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其中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技术创新集聚遥遥领先其他产

业，基尼系数高 达０．１５１５，近 乎 第 二 名 交 通 运 输 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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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的３倍，集聚程度最低的是仪器仪表及文化、办
公用机械制造业。

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９年，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交
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

业技术创新的区域集聚程度普遍增强，其中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业增速最快，高达１５５．６８１６％。因为之前该

产业遍布于全国３１个省区，各地生产规模比较小，加

上研发活动的高风险，各企业科研投入强度比较弱，大
企业并没有形成竞争优势，不能成为技术创新集聚的

核心，创新集聚程度比较低。近年来在国家强有力的

产业政策扶持和旺盛的社会需求拉动下，该产业迎来

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以及中国政府的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拉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大企业科研投入强度

加大，成为该产业技术创新的核心企业，导致中小企业

在其周边集聚，创新集聚程度急剧增强。电气机械及

器材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技

术创新的区域集聚程度降低，在地域上的分布越来越

分散，而文东伟和冼国明对１９９８～２００９年中国制造业

产业集聚的程度及其演变趋势的研究表明这两个产业

存在显著的区域集聚效应［１９］，表明电气机械及器材制

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在实现产

业集聚的同时，并没有同步实现技术创新的集聚，这将

会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瓶颈”，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

产业发展。
空间基尼系数从宏观层面上测算了装备制造业技

术创新集聚程度，为了从微观层面上揭示装备制造产

业技术创新的主要集聚区域，本文计算了中国装备制

造业 技 术 创 新５省 市 集 中 度 指 数 以 及 各 省 市 所 占 份

额，结果如表２所示。

２００９年中国装 备 制 造 业 技 术 创 新５省 市 集 中 度

最高的是电子 及 通 信 设 备 制 造 业，高 达８５．５０７５％的

技术创新集聚在广东、上海、北京、江苏和浙江５省区，
仅广东省就 占 整 个 产 业 技 术 创 新 份 额 的６０．３０５８％，
创新高度集聚在少数地区。专用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

输设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５省市集中度相对较低，但

仅前５个 省 区 的 比 重 也 高 达５０％左 右。２０００年 到

２００９年，除了专 用 设 备 制 造 业，中 国 装 备 制 造 业 技 术

创新５省市集中度普遍增强，其中增速最快的是仪器

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紧接着是电子及通信

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说明中国装备制

造业技术创新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几个地区。同时，本

文发现专用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设备制造业、仪器

仪表设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基尼系数与５省市集中度

指数的变化趋势不一致，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

制造业与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基尼系数

降低而５省市集中度上升，呈现出和专用设备制造业

相反的趋势，表明虽然这两个产业的技术创新在地域

分布上越来越集中在首要省份，但是技术创新的整体

集聚优势却逐渐削弱。
整体而言，广东、江苏、浙江、上海是装备制造业技

术创新集聚最明显的地区，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

几乎榜上无名，两极分化比较严重，总体上呈现向东南

沿海集聚 的 趋 势。东 部 沿 海 地 区 企 业 开 放 程 度 比 较

高，率先从外部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理念，企业技术水

平较高、活力较强；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技术创新是

企业获得市场份额和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优势，通过

大强度的Ｒ＆Ｄ投入，强调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提升，鼓

励科研活动的集聚和创新网络构建，能够有效利用知

识、技术的溢出效应，进而促进了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

在沿海地区的发展与集聚；比较而言，西部地区大量高

质量劳动力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又无法享受东部地区

形成的资本、技术和信息的溢出，所以装备制造业技术

创新很少在此集聚［１］。

２．市场集聚分析

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赫芬达尔指数很好地

反映了各个产业技术创新的市场集聚程度，测算结果

如表３所示。２０００年 中 国 装 备 制 造 业 技 术 创 新 的 市

场集聚程度最高的是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

造业，其次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

制造业，市场集聚程度最低的是专用设备制造业；２００９
年市场集聚程度最高的仍然是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

用机械制造业，其次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交通

运输设备制造业，这三个产业的技术创新主要集中于

少数大企业。这可能是因为这些产业主要由国有企业

主导，在国家宏观政策安排下，只有少数国有大企业在

市场上生存，具有承担创新风险的能力；比较而言，通

用设备制造业领域涉及范围较广、技术发展相对成熟，
各企业纷纷投入创新，市场集聚程度较低。２００９年与

２０００年相比，中国装备制造业各产业技术创新的市场

集聚程度均急 剧 下 降，下 降 幅 度 均 超 过８０％，其 中 通

用设备制造业的下降幅度最大，高达９９．９１９４％，表明

装备制造业技术发展逐渐成熟，各企业普遍意识到唯

有不断创新才能不被市场所淘汰，技术创新活动在企

业上越来越分散，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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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中国装备制造业６个产业技术创新５省市所占份额　单位：％

行业及代码 ２０００年 比重 ２００９年 比重

通用设备制造业　Ｃ３５

江苏 ２３．４１５０ 浙江 １８．６５００

山东 １３．３５５９ 江苏 １８．２５０２

浙江 １１．４９６２ 上海 １５．８５１４

北京 ６．９３１５ 广东 ６．３０２９

河南 ６．２５５３ 山东 ６．１０３０

总计 ６１．４５３９ 总计 ６５．１５７６

专用设备制造业　Ｃ３６

江苏 １６．１６２２ 江苏 １３．１３８６

山东 １１．８０３９ 浙江 １０．６７３０

浙江 ９．８６６８ 广东 １０．３９５４

广东 ９．２６１５ 北京 ７．２３０１

辽宁 ８．１１１４ 河南 ７．１３０２

总计 ５５．２０５８ 总计 ４８．５６７３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Ｃ３７

江苏 ９．４４８８ 江苏 １１．５３７３

山东 ９．１３３９ 重庆 １０．３７２７

湖南 ８．５０３９ 浙江 ９．４８７６

四川 ７．７１６５ 上海 ９．１７７０

辽宁 ７．４０１６ 安徽 ６．９５６５

总计 ４２．２０４７ 总计 ４７．５３１１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Ｃ３９

广东 ３６．９８２２ 江苏 ２３．９３２９

浙江 １２．６６２７ 广东 １９．７６８６

江苏 ９．８８１７ 浙江 １３．８４４２

福建 ５．３８４６ 天津 ９．５５５２

湖北 ５．３２５４ 上海 ８．５８５１

总计 ７０．２３６７ 总计 ７５．６８６０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Ｃ４０

广东 ４１．８０６０ 广东 ６０．３０５８

浙江 ７．２９１０ 上海 ７．９４２９

上海 ６．８２２７ 北京 ６．６３７７

江苏 ６．０８７０ 江苏 ５．６６８２

湖南 ５．８８６３ 浙江 ４．９５２９

总计 ６７．８９３０ 总计 ８５．５０７５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Ｃ４１

北京 １６．０６５０ 广东 ２６．４３８８

天津 １２．６３５４ 浙江 １５．１５２９

河北 ９．５６６８ 江苏 １２．２０７７

山西 ６．３１７７ 北京 ５．４８５６

内蒙古 ５．５９５７ 上海 ４．８５６１

总计 ５０．１８０５ 总计 ６４．１４１２

　　注：表中数据根据各产业有效专利数计算而来，由于篇幅所限，只呈现前５个地区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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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集聚的赫芬达尔指数

产业及代码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９年 变化率（％）

通用设备制造业Ｃ３５　 ５．２６５１（５） ０．００４３（６） －９９．９１９４
专用设备制造业Ｃ３６　 ４．５５２２（６） ０．７０５３（４） －８４．５０５５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Ｃ３７　 ７．５４８６（２） ０．９４２６（３） －８７．５０９９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Ｃ３９　 ５．９４３９（３） ０．５７５０（５） －９０．３１９９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Ｃ４０　 ５．９１０７（４） １．０９９１（２） －８１．３８７５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Ｃ４１　 １５．３６２０（１） ２．２８６０（１） －８５．１２９９

　　注：表中数据根据赫芬达尔指数计算而来，括号内数字为赫芬达尔指数排序。

３．集聚结构分析

ＥＧ指数是由Ｅｌｉｌｓｉｏｎ和Ｇｌａｅｓｅｒ提出的新的测量

产业集聚程度的集聚指数，可以反映一个产业技术创

新集聚的结构，通过ＥＧ指数的变化可 以 发 现 中 国 装

备制造业技术创新集聚结构的演变态势，中国装备制

造业技术创新集聚的ＥＧ指数测算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集聚的ＥＧ指数

产业及代码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９年 变化率（％）

通用设备制造业　Ｃ３５　 ０．０４９０（３） ０．０５４８（３） １１．９６２６
专用设备制造业　Ｃ３６　 ０．０１５７（６） ０．０２５６（５） ６３．１１１６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Ｃ３７　 ０．０２１１（５） ０．０５７４（２） １７２．２２０１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Ｃ３９　 ０．０６１３（２） ０．０２８３（４） －５３．７３９６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Ｃ４０　 ０．０８３７（１） ０．１６８３（１） １００．９８０６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Ｃ４１　 ０．０３０８（４） ０．００７４（６） －７６．０１２１

　　注：表中数据根据ＥＧ指数计算而来，括号内数字为赫芬达尔指数排序。

　　根据ＥＧ指数，２００９年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

集聚结构最好的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该产业在

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１０年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绩效评估中无

论专利数量、新产品开发项目数还是新产品占工业总

产值的比率等都遥遥领先于其他产业［２０］；集聚结构最

差的是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该产业技

术创新的区域集聚程度最低而市场集聚程度最高，一

方面由于该领域主要由国有企业主导，只有少数国有

大企业进行创新，企业间竞争不足，不利于该领域创新

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该产业进行创新的企业在

地域布局上比较分散，不能有效利用知识的溢出效应，
创新成本相对较高，技术效果性明显弱于其他产业［２０］。

就演变 趋 势 来 看，２０００年 到２００９年 通 用 设 备 制

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子及

通信设备制造业四个产业技术创新集聚的ＥＧ指数上

升，集聚结构的演变态势相对较好，而电气机械及器材

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两个产

业的技术创新的ＥＧ指数下降，集聚结 构 的 演 变 态 势

不太理想，虽然这两个产业技术创新的市场集聚程度

不断降低，竞争越来越激烈，有利于激励企业的创新，
但其区域集聚程度也在降低，导致企业空间布局分散，
企业间联系比较少，不能充分利用知识的溢出效应，创

新成本增加，最终不利于整个产业创新水平提高。

三、结　论

本文针对近１０年来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集

聚和产业集聚演变态势是否一致以及各产业技术创新

集聚结构等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基本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总体上呈向东南

沿海集聚的趋势，与该产业地理分布基本一致。装备

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上海、
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河南、重庆、安徽等中部地区集

聚水平相对较低，而西部地区几乎是榜上无名，两级分

化严重。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很多地区的产业集聚达

到了一定水平和规模，但部分产业集聚程度不断增强

（例如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

用机械制造业），其知识资源与技术创新集聚程度反而

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致使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相脱

节，缺乏技术创新支撑已经成为现阶段产业结构调整

与产业升级的“瓶颈”，制约了地区产业与技术创新发

展。为此，国家在出台政策促进装备制造业产业集聚

的同时应该鼓励其技术资源的集聚，充分利用技术创

新促进技术进步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产业竞争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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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发展。
第二，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市场集聚程度

与区域集聚 程 度 存 在 显 著 差 异。２００９年 市 场 集 聚 程

度最高的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却是区

域集聚程度最低的产业，而市场集聚程度最低的通用

设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区域集聚程度比较高。从市场

集中度来看，各产业技术创新的市场集中度均急剧下

降，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产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活

动在企业上越来越分散，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大
企业要想维持自己的创新优势，就必须增加创新投入

强度。从区域集聚趋势来看，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与其他４个产

业相反，技术创新在地域上的分布越来越分散，这是因

为近几年这 两 个 产 业 是 各 地 区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中 的 重

点，在产业科技创新方面给予政策上的优惠与倾斜，导
致其布局遍地开花，创新越来越分散。

第三，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集聚结构尚不完

善。通过理论分析，好的装备制造业创新集聚结构应

该是高区域集聚度和低市场集聚度，表 现 在ＥＧ指 数

上是其值越 大 越 好。２００９年 装 备 制 造 业 技 术 创 新 集

聚结构最好的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最差的是仪

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与２０００年相比，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

械制造业技术创新的集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其他

４个产业技术创新的集聚结构已经逐步得到优化。政

府在出台政策鼓励产业创新区域集聚程度增强的同时

应该激励中小企业创新的积极性，降低装备制造业技

术创新的市场集聚程度，使产业创新集聚结构得以优

化，通过有效竞争提高市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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