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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际户籍匹配工业偏离的时空
演变及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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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中国 1993—2015 年 31 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法和动态空间杜宾面

板模型研究省际户籍匹配工业偏离的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结果表明: 省际户籍匹配工业偏离差异从

2005 年高位回落，至 2011 年平稳运行，存在空间正相关，且空间格局层级稳定，存在路径依赖，并且长短

期空间溢出都表明扩大省际户籍匹配工业偏离的驱动因素为人户分离、工业发展、经济差距和出口，缩小

因素为产业结构、农业发展和城镇化。对此，按省际户籍人口相匹配原则，实施工业平衡布局，于有效解

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矛盾，实现共同富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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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部支持东部、东部带动中西部的两个大局战略下，中国走上了非平衡发展道路，各省户籍匹配

工业偏离( 指工业占全国比重与户籍人口占全国比重的偏离，文中后述简称工业偏离) 主导着人口、资金、
商贸往来，使得全国出现了 2． 47 亿流动人口。对此，研究省际工业偏离的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因素，对区

域经济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一、文献综述

当我国面临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间的社会矛盾时，学界认为其突出体

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①，并就区域协调发展展开了大量研究，其主要观点是通过东部向中西

部的产业转移，带动中西部经济发展，并为东部发展高端产业腾出空间②。这种以产业协调带动区域协调

主张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在半数以上人口的户籍仍在农村时，就是促使产业聚集与劳动力( 或户籍人

口) 就近聚集相匹配③。
在产业聚集与劳动力( 或户籍人口) 就近聚集匹配进程中，遵循产业的劳动力聚集功能至关重要。自

然属性以及消费偏好特征，使得农业不具有劳动力聚集功能，虽说服务业有此功能，但它依赖于工农业发

展，因此。建立促进劳动力( 或户籍人口) 就近转移，或者有利于劳动力回流聚集的工业链布局，使各地都

能从特定生产环节中获得价值分配④，摆脱对跨区劳务交换工业品的路径依赖，壮大地区间以生产为依托

的大量、频繁商品贸易⑤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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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大地区间商品贸易占主导地位的工业链布局，按新经济地理学以扩大市场规模为基础的核心理

论，需要有为政府引领和参与，主要是创造市场或扩大市场规模①。这是因为，首先，对区域而言，生产规

模扩张与本地市场规模有正向关系，即克鲁格曼的本地市场效应②。其次，本地市场效应释放又随区际贸

易成本降低而变大，即鲍德温市场规模放大效应，这又与区域市场一体化或开放程度有关③，而后者则取

决于政府制度安排，它会影响区际贸易成本，进而作用于市场规模扩张④。对此，分两种情况: 其一，对于

欠发达地区，要尽可能降低发达地区可移动生产要素的进入成本，以促进生产扩张，带动就业就近转移，

或者外出劳动力回流聚集⑤。其二，通过政策上的差别化，适度保护欠发达地区的产品销售空间，并防止

可流动要素被发达地区过度吸引，这也是扩大欠发达地区市场规模的有效途径⑥。
综观文献可知: 尽管现有研究在以产业协调带动区域协调观点上取得了共识，并认识到有为政府引

领和参与创造市场或扩大市场规模的重要性，然而在省际户籍匹配工业偏离的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因素方

面，还处于研究的薄弱环节，对此，本文就此两方面展开探索，以期能够为中国主要社会矛盾的化解和区

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二、中国省际户籍匹配工业偏离的时空演变

( 一) 标准差与变异系数

标准差、偏态、峰度是揭示变量差异、数据分布的最常用方法，本文用于研究中国省际户籍匹配工业

偏离( 注: 后述将户籍匹配工业偏离简称为工业偏离) 的差异与分布状态，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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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yit为第 i 省( 市) t 年工业偏离值( i 省工业占全国之比 / i 省户籍人口占全国之比) ; n 为省( 市) 个数;

yt 为 t 年工业偏离平均值。st 为 t 年省际工业偏离的标准差，数字越大，差异越大。skt 为 t 年省际工业偏

离的偏态，若大于 0，则数据分布为右偏，即数据位于均值右边比左边少，且少数数据很大，也就是工业于

户籍人口超前省( 市) 少，但超前度高; 若小于 0，则正好相反。kt 为 t 年省际工业偏离的峰度，若大于 3，则

数据分布的凸起程度大于标准正态分布，即省际工业偏离密集在均值周围; 若小于 3，状态正好相反。
( 二) 探索性空间数据法

揭示中国省际工业偏离的全局聚散与局域层级变化方面，可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法中的全局莫兰指

数( 记为 It ) 和局域莫兰指数( 记为 ILt ) ，具体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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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j = 1 若 i 与 j 近邻

0 若 i 与 j{ 不近邻
， ( 6)

式( 3) 至式( 5) 中，yit，yit是 t 年 i，j 省( 市) 的工业偏离值，wit为空间权重矩阵，由于近邻关系是固定的，所

以没有时间下标，其他符号含义同前。It 的正号表示空间单元相似值分布趋于集聚，负号则趋于分散。ILt
可探讨工业在哪里集聚或者在哪里出现层级变化，这方面蔡芳芳等( 2012) 引入了低值萧索区( LL) 、低高

空心区( 低值被高值包围，LH，) 、高低孤立区( 高值被低值包围，HL) 以及高值集簇区( HH) 来刻画局部空

间分层①，本文也用此方法考察中国省际工业偏离的局域空间层级演变。
( 三) 中国省际工业偏离的时间演变

计算 1993—2015 年中国省际工业偏离的标准差( 图 1) 、偏态与峰度( 图 2) 。

图 1、图 2 显示: 中国省际工业偏离差异以 2005 年为界，从高位回落( 图 1 ) ，但偏态都大于 0 ( 1． 5 以

上，1993—2009 年下降，之后有所回升，图 2) ，为右偏分布，意味着工业于户籍人口超前的省份少，但超前

度高，峰度尽管自 1993 年后一直回落，但是仍然在 5 以上( 工业偏离密集在均值周围) ，2009 年之后偏态

与峰度都出现了对原路径的依赖。
上述表明: 中国省际工业偏离是非正态分布，而且偏态与峰度与正态分布相比，差异巨大，其含义是:

第一，存在因变量依赖或空间近邻聚集; 第二，寻找驱动因素方面，借助正态假设的估计与推断技术，已经

不适合，结果会是严重错误，需要开放式空间建模技术。对此，本文将在第三部分展开讨论，下面继续考察

空间依赖有多大，哪些省份工业在超前，哪些省份在滞后，又有哪些省份存在超前与滞后之间发生了转化。
( 四) 中国省际工业偏离的空间演变

为考察中国省际工业偏离的空间依赖演变，计算全局莫兰指数与小概率值( 表 1) 。
表 1 1993—2015 年中国省际工业偏离的全局莫兰指数及检验

变量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Moran 指数 0． 2869 0． 3115 0． 3195 0． 3311 0． 3338 0． 338 0． 3456 0． 3487 0． 3621 0． 3768 0． 3717 0． 3781

小概率 P 0． 0054 0． 0031 0． 0028 0． 0022 0． 0022 0． 002 0． 0017 0． 0017 0． 0012 0． 0008 0． 0009 0． 0008

变量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Moran 指数 0． 3745 0． 3649 0． 3636 0． 3216 0． 3235 0． 3093 0． 2818 0． 2606 0． 2564 0． 2435 0． 2439

小概率 P 0． 0011 0． 0014 0． 0016 0． 0054 0． 0057 0． 0078 0． 0143 0． 0215 0． 0224 0． 0288 0． 0297

表 1 显示: 中国省际工业偏离存在显著空间正相关，即超前、滞后均成片。这种近邻聚集至 2002 年达

至峰顶，并维持到 2007 年后减弱，但平均交相影响度仍为 24． 39%。至于多少是工业偏离引发的时间路

径依赖，多少是聚集引发的空间路径依赖，或是还有多少是驱动因素引发的依赖等，在没有对省际工业偏

离进行区位分解之前，很难判断，这些将在第三部分讨论。
局域莫兰指数可以考察各省( 市) 工业超前、滞后的层级演进( 见图 3、图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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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为 LL 区，2 为 LH 区，3 为 HL 区，4 为 HH 区，1、2 还代表工业滞后，3、4 代表工业超前，后同。

图 3 1993—2015 年省际工业偏离局域空间层级不变省份

图 4 1993—2015 年省际工业偏离局域空间层级变化省份

图 3、图 4 显示: 省际工业偏离局域格局有稳定性，23 个无层级变化，8 个有层级变化。23 个层级无变

化省份中，7 个工业超前( 分 2 档，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为 HH 区，山东、广东为 HL 区) ，16 个工业

滞后( 分 2 档，河北、海南是 LH 区，其他为 LL 区，由河南、湖北、湖南和西部地区中的 11 个省份构成) 。8
个层级变化省份中，6 个上升( 吉林、辽宁、福建、江西、安徽、内蒙古) ，1 个下降( 黑龙江) ，1 个上升再返回

原层级( 山西，2009 年上升，2014 年返回原层级) 。层级变化多在 1993 年前后( 江西、福建) 、2005 年前后

( 辽宁、黑龙江、安徽、内蒙古) ，以及 2009 年前后( 吉林、山西) 。据文献回顾可知: 这必然与市场重大变化

有关，实际上，1993 年市场化改革加快，2005 年出口市场已受到全球危机的潜在影响( 虽说危机在 2008
年爆发) ，2009 年前后，电子商务崛起，这些都是重大事件。当然，总格局以稳定为主( 23 个无层级变化) ，

这有内在驱动因素存在，需要揭示出来。

三、中国省际户籍匹配工业偏离的驱动因素

借助空间建模技术，分三步推导出实证模型，再分解工业偏离的空间溢出，揭示驱动因素。
( 一) 实证模型

第一步: 概念模型。对各地而言，影响工业偏离的因素可归为六类: 异质效应、路径依赖、时间特定效

应和空间特定效应、本地效应、外地效应、遗漏效应。其中: 异质效应指各地独特因素如沿海位置、历史遗

迹等对工业偏离的影响( 通常非时变) ，记为 dihi ( di 为异质因素，hi 为影响系数) 。路径依赖是指本地与

外地以往工业偏离对本地当期工业偏离的影响，记为 gtyi，t － 1 和 ktwij yj，t － 1 ( yi，t － 1、wij yj，t － 1 为本地、外地以往

工业偏离，主要考虑上一期，gt，kt 为影响系数，wij为 j 地对 i 地的 0 － 1 空间权重，近邻为 1，否则为 0) 。时

间特定效应( η1t ) 指某些年份的重大事件对工业偏离的影响，空间特定效应( η2t ) 指各地特有因素如矿产、
地方文化等的影响，这些与异质因素相比，通常存在时变。本地效应指本地主要驱动因素对工业偏离的

影响，记为 xi，ltβi，lt ( xi，lt为本地驱动因素，l 代表系列，βi，lt为影响系数) 。外地效应指外地主要驱动因素对

本地工业偏离的影响，记为 wij xj，lt β j，lt ( wxj，lt 为外地驱动因素，β j，lt 为影响系数) 。遗漏效应指前述之外的

“所有遗漏”对工业偏离的影响，记为 Ztξt ( zt 为“所有遗漏”构成的综合体，ξt 为影响系数) 。这样，概念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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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为:

yit = dihi + gtyi，t － 1 + ktwijyj，t － 1 + η1t + η2t + xi，ltβi，lt + wijxj，ltβ j，lt + ztξt ， ( 7)

式( 7) 不可能直接估计，因为“所有遗漏”不是随机冲击，它会影响主要驱动因素( 在变量设定部分讨论) 。
当前，对复杂事实，借助数理技术处理概念模型，以推导出实证模型。

第二步: 实证模型。式( 7) 中“所有遗漏”如习俗、法律等，在各地会交相影响( 记影响系数为 ρt ) ，设

去除交互后的综合影响因子为 νt，则有:

zt = ρtwij zt + νt ， ( 8)

处理式( 8) 有:

zt = ( In － ρtwij )
－ 1νt ， ( 9)

将式( 9) 代入式( 7) 有:

yit = dihi + gtyi，t － 1 + kt wijyj，t － 1 + η1t + η2t + xi，ltβi，lt + wijxj，ltβ j，lt + ( In － ρtwij )
－ 1νtξt 。 ( 10)

对式( 10) ，νt 不是随机冲击，因为即便去除了“所有遗漏”的交互影响，νt 中的习俗、法律等渗透类要

素，仍然会渗透并通过主要驱动因素作用于工业偏离，设为线性渗透，则有:

νtξt = xtyt + εt ， εt ～ N( 0，σ2
εt In ) ， ( 11)

式( 11) 中 yt 为渗透率，这样在去除了“所有遗漏”的“交互”与“渗透”之后，εt 通常为随机冲击，即便仍然

存在微弱规律，则贝叶斯估计就能处理。
将式( 11) 代入式( 10) ，并通过数理处理，则有:

yit = ρtwijyit + ( In － ρtwij ) ( dihi + gtyi，t － 1 + kt wijyj，t － 1 + η1t + η2t ) + xi，lt ( βi，lt + yt ) +
wijxj，lt ( － ρtβi，lt － ρtwijβi，lt ) + εt 。 ( 12)

对式( 12) ，记: ai li = ( In － ρtwij ) dihi， σi yi，t － 1 = ( In － ρtwij ) gtyi，t － 1， ɡiwijyi，t － 1 = ( In － ρtwij ) ktwijyi，t － 1，

τmi = ( In － ρtwij ) η1t， τsi = ( In － ρtwij ) η2t， a1i = βi，lt + yt， a2i = － ρtβi，lt － ρtwijβ j，lt，则有:

yit = ai li + σi yi，t － 1 + ρtwijyit + ɡiwijyj，t － 1 + τmi + τsi + xi，lta1i + wijxj，lta2i + εt ， ( 13)

式( 13) 右边第 1 项为异质效应，第 2、3、4 项为时间、空间、时空路径依赖，第 5、6 项为时间特定效应、空间

特定效应，第 7、8 项为本地效应、外地效应，最后一项为随机冲击。
尽管式( 13) 与式( 7) 形式相同，但有本质区别。因为，从推导过程可知: 虽说研究文献常讲“A 对 B 有

多大影响”，但确切地讲，应是“A 及其在对海量遗漏因素的互动( 交互而来) 与接受( 渗透，因为渗透与接

受有关) 共同作用下对 B 的影响，属于综合影响”，所以，对同样问题，研究常常出现不同结论，这很大程度

上与“互动”和“接受”有关。
另外，式( 13) 为 i 地工业偏离公式，各地都有类似公式，将其联立则构成矩阵方程式:

y = aln + σy － 1 + ρwy + ɡwy － 1 + τm + τs + xa1 + wxa2 + ε 。 ( 14)

式( 14) 相比式( 13) 去除了地区、时间下标，代表列向量或列矩阵，其中为主要驱动因素构成的列矩

阵，w 为空间权重矩阵，y － 1为 y 的滞后一期，这不是式( 13) 的重复，而是矩阵方程。实际上，式( 14 ) 是空

间计量经济学中的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 DSDPM) ，是实证模型。
第三步: 空间溢出。求取省际工业偏离的空间溢出效应，先改写式( 14) 为:

y = ( I － ρw) － 1 ( σI + ɡw) y － 1 + ( I － ρw) － 1 ( xa1 + wxa2 ) + ( I － ρw) － 1 ( aln + τm + τs + ε) ， ( 15)

其后，在特定时点上，对式( 15) 的第 k 个自变量求偏导，则有短期空间溢出效应矩阵:

［E( y) /x1k…E( y) /xnk］t = ( I － ρw) － 1 ( Ia1k + wa2k ) 。 ( 16)

类同，在长期中，对式( 15) 的第 k 个自变量求偏导，则有长期空间溢出效应矩阵:

［E( y) /x1k…E( y) /xnk］= ［( I － σ) I － ( ρ + ɡ) w］－ 1 ( Ia1k + wa2k ) 。 ( 17)

对矩阵式( 16) 、( 17) 而言，对角线元素均值为直接效应，非对角线元素的均值为间接效应。
( 二)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估计结果

中国省际工业偏离的驱动因素主要有两类: 工业化因素与人的因素。按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

学科理论，工业、农业、出口、城镇化是公认的工业化影响因素。人的因素则主要有经济差距、人户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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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者均与老乡带老乡外出务工的封闭流有关，这是源于: 非平衡发展模式下，中西部工业于户籍人口滞

后，会导致就业岗位不足，东部省份则正好相反，由此，会引发劳动力跨省外出务工，最初是精英人才外

出，但跨省也处于弱势，会利用感召力带动亲朋好友外出，之后，亲朋好友带动亲朋好友，形成外出务工

潮①，引发省际经济差距、人户分离，并反过来支撑工业偏离。基于这些，本文指标、含义与计算方法，见表 2。
表 2 主要指标、含义与计算方法

指标 含义 计算方法

因变量 省际户籍匹配工业偏离 工业对户籍人口的偏离 各省工业占全国之比 /各省户籍人口占全国之比

自变量

经济差距 相对水平 各省人均 GDP /全国人均 GDP

产业结构 三产与一二产的相对水平 三产产值 /一、二产业产值之和

人户分离 相对分离 本省常住人口数 /本省户籍人口数

城镇化 常住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 /总人口

工业 相对水平 各省工业产值占全国的百分比

农业 相对水平 各省农业产值占全国的百分比

出口程度 相对水平 A 省出口值 × 汇率 /A 省 GDP

本文选取中国大陆 31 个省( 市) 1993—2015 年数据，原始数据来自于国家和各省统计年鉴，少量缺失

数据，用 SPSS24 的线性插值法补全。研究以 1993 年为起点是源于 1992 年是极其关键年份，故以随后一

年为起点，实证主要用 Matlab2011 完成，结果见 3。
表 3 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估计与检验

决定因素 参数 决定因素 参数

工业偏离( － 1) 0． 1222＊＊＊ W* 工业偏离( － 1) 0． 0375＊＊

经济差距 0． 1637＊＊＊ W* 经济差距 － 0． 0183

产业结构 － 0． 0803＊＊＊ W* 产业结构 0． 0717＊＊

人户偏离 0． 0888＊＊＊ W* 人户偏离 － 0． 1176＊＊＊

城镇化 0． 0098＊＊ W* 城镇化 － 0． 0230＊＊

工业水平 0． 7716＊＊＊ W* 工业水平 － 0． 5729＊＊＊

农业水平 － 0． 0155* W* 农业水平 － 0． 0759＊＊＊

出口程度 － 0． 0081＊＊＊ W* 出口程度 0． 0071*

W* dep． var 0． 5951＊＊＊ － －

Ｒ2 0． 9994 LＲ 统计量 568． 518＊＊＊

注: 表中“*”、“＊＊”、“＊＊＊”分别表示统计指标在 0． 1、0． 05 与 0． 01 水平下显著，后同。

表 3 的工业偏离( － 1) 、W* dep． var 和 W* 工业偏离( － 1 ) 系数均为正，表明工业偏离存在时间、空
间、时空路径依赖，这是因为: 劳动力外出务工收益大，回流性小; 国内产业转移不能有效降低成本( 劳动

力跨省聚集下，东部招工难，中西部就不存在大量剩余) ，并且与东部近 40 年沉积相比，中西部的管理经

验、营商环境等处于劣势，转移不易; 东部工业品出口遭遇挑战时，企业优先考虑的是扩展国内销售市场，

电商、快递业兴起，提供了强力支撑。
( 三) 中国省际工业偏离的驱动因素

对表 3 参数，按式( 16) 、( 17) 可算出工业偏离的溢出效应( 表 4) ，据此可知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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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溢出效应

驱动因素
短期效应 长期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人户偏离 0． 254 1＊＊＊ 1． 891 1＊＊＊ 0． 389 9＊＊＊ 3． 268 3＊＊＊

工业发展 0． 862 5＊＊＊ 1． 042 4＊＊＊ 1． 071 3＊＊＊ 2． 177 4＊＊＊

经济差距 0． 201 6＊＊＊ 0． 427 4＊＊＊ 0． 258 9＊＊＊ 0． 812 7＊＊＊

出口程度 0． 005 0 0． 150 4＊＊ 0． 013 2 0． 254 3＊＊＊

产业结构 － 0． 088 6＊＊＊ － 0． 088 3＊＊＊ － 0． 109 1＊＊＊ － 0． 192 2＊＊＊

农业发展 － 0． 021 5＊＊ － 0． 062 1 － 0． 028 9 － 0． 121 5
城镇化 0． 008 0 － 0． 022 6 0． 008 4 － 0． 033 6

1． 短期驱动因素

一方面，表 4 显示，扩大工业偏离的短期驱动因素为人户分离( 0． 2541、1． 8911，分别为直接效应、间
接效应，后同) 、工业发展( 0． 8625、1． 0424) 、经济差距( 0． 2016、0． 4274) 、出口( 0． 0050、0． 1504) 。运行逻

辑是: ( 1) 全球制造业外包下，出口作为“引线”，导致了工业超前、滞后省份间的分化，引发了经济差距;

( 2) 在工业超前、滞后省份并存，经济差距形成后，中西部会出现外出务工潮，使得人户分离、东部工业超

前、中西部工业滞后同步演化; ( 3) 这种演化直至 2005 国际贸易摩擦增多，全球金融危机进入临界爆发

期，才出现收敛; ( 4)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省际工业偏离差异与经济差距明显缩小; ( 5) 2010 年兴起的电

商、快递业等，为东部工业品开拓国内市场提供了强力支持，使得省际工业偏离对原路径又产生了依赖。
另一方面，表 4 显示，缩小工业偏离的短期驱动因素为产业结构 ( － 0． 0886、－ 0． 0883) 、农业发展

( － 0． 0215、－ 0． 0621) 、城镇化( 0． 0080、－ 0． 0226) 。运行逻辑是: ( 1 ) 排除其他因素，三产产值于一二

产产值之和的比例上升，于东部而言，则是工业发展空间的相对压缩，给中西部让渡了空间，而中西部这

种比例上升，在工业严重滞后情况下，对工业发展的影响明显，所以产业结构变化是缩小省际工业偏离的

主要因素。( 2) 就农业发展而言，在近半人口仍在农村情况下，发展农业是中西部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环

节。( 3) 城镇化率提高本身就是地区工业、农业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为工业、服务业、农业注入动力，所以

能缩小工业偏离。
2． 长期驱动因素

表 4 显示，扩大工业偏离的长期驱动因素为人户分离( 0． 3899、3． 2683) ，工业发展( 1． 0713、2． 1774) ，

经济差距( 0． 2589、0． 8127) ，出口( 0． 0132、0． 2543) ; 缩小工业偏离的长期驱动因素为产业结构( － 0． 1091、
－0． 1922) ，农业发展( － 0． 0289、－ 0． 1215) ，城镇化( 0． 0084、－ 0． 0336 ) 。就运行逻辑而言，长期是短期

的累积，根源是一样的，对此不再复述。

四、结论与建议

( 一) 主要结论

结论一，中国省际工业偏离演进显示: 时间上，工业偏离差异从 2005 年高位回落，至 2011 年平稳，且

均为右偏尖峰分布; 空间上，工业偏离存在全局空间正相关，2002 年达峰顶，并维持至 2007 年回落，在局

域层级上，具有稳定性，从 1993—2015 年，23 个无层级变化，8 个存在层级变化，其节点是 1993 年、2005
年与 2011 年，共性特征是销售市场发生重大变化。

结论二，中国省际工业偏离演进存在时间、空间、时空路径依赖，内在驱动因素上，无论是短期还是长

期视角，都表明: 扩大工业偏离的驱动因素为人户分离、工业发展、经济差距和出口，缩小因素为产业结

构、农业发展和城镇化，并且长期溢出是短期溢出的 1． 5 ～ 2． 0 倍。
( 二) 政策建议

第一，户籍匹配工业平衡布局。鉴于中国省际工业偏离存在强路径依赖，所以，有为政府要实施户籍

匹配工业平衡布局，在加强点轴发展时，要突出重构以县域人口为本，能让中西部各县乡都能参与，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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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生产环节中获得价值分配的工业链布局体系。在中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时，要根据户籍匹配工业

偏离情况，实施统筹规划，并以县域为立足点，补足工业缺口，以实现可居性就业，回归以生产为依托，商

品贸易为纽带的区域协调发展道路。
第二，东中西部有别的产业结构政策。跨界雇工下，东部工业超前与中西部工业滞后存在反向关联。

为配合户籍匹配工业平衡布局战略实施，在产业结构政策上，东部与中西部要采取相反的产业结构政策，

即东部地区加快第三产业发展，而中西部则要加快第二产业发展，以此推进东部工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另外，中西部在补足工业缺口时，要将产业承接、发展、升级结合起来，实施低能耗、低污染、高质量的发展

战略。
第三，回乡创业诱导策略。省际工业偏离局域层级的稳定性是由老乡带老乡的劳动力封闭流支撑，

其主导人员是中西部能人，而能人在东部均能获得高收入，具有融入东部的实力，回乡创业动力欠缺，对

此，中西部农村公共投入的加大，并不足以激发能人回乡创业，因而，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实施反封闭流的

人力资源战略: 国家层面上加大中西部县域的教育、医保、住房投入，地方层面上，针对主导人员，制定回

乡创业的强扶持和厚奖励制度。
第四，中西部工业品销售市场空间扩张策略。决定地区经济竞争力的是销售市场，实际上，相比为中

西部工业发展提供财政支持、贷款扶持等而言，扩展其工业品销售空间更为迫切，因为在工业滞后累积近

40 年后，强调市场下的“产品公平竞争”，很难归于公平，而为落后地区的工业发展扩展市场销售空间，既

是公平要义，更能事半功倍。可从三方面发力: 一是，给予东部工业企业落户中西部县城以优惠，二是，对

东部工业企业向中西部销售产品时增税，三是，对消费者购买中西部工业企业生产的产品给予补贴。这

样，工业企业在东部生产要承担三大“成本”，在中西部生产则享受三大“收益”，追求利润最大化下，都会

进行权衡，若用力恰到好处，则会显著加快国内产业转移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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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mporal-Spati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Industry
Deviation in Inter-Provincial Household Ｒegister Matching in China

YIN Li-song，BO Na，JIA Jing-quan，TIAN Wei
( School of Economics，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Huaibei 235000，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rovince-level panel data in china from 1993 to 2015，this paper adopts the exploratory spa-
tial data analysis ( ESDA) and dynamic space Durbin panel model to study the temporal-spati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industry deviation in the inter-provincial household register matching．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industry deviation difference in the inter-provincial household register matching dropped from a high position
in 2005 to a smooth operation in 2011，showing a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a stable spatial pattern with a
path dependence． Meantime，both th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spatial spillovers show that the driving factors for
expanding the industry deviation in the inter-provincial household register matching include household separa-
tion，industrial development，as well as economic disparity and export． And the narrowing factors are industrial
structure，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In this regard，the industrial layout is suggested to match
the princip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pulation of inter-provincial household register，which will be of critical
significance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 of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region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industry deviation; inter-provincial household register matching; spatial spillover; dynamic space
Durbin panel mode

17

殷李松等: 中国省际户籍匹配工业偏离的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