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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东南八省建筑业区位基尼系数的测算，并对其与人口、钢材水泥产量进行了回归

分析，揭示了东南八省建筑业的集聚状况，以及建筑业的集聚对当地所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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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建筑业的迅速发展，建筑业

作为一个经济增长点越来越凸显其重要作用。2009

年全国共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75864 亿元，比上年增

长 22.3%，2009 年江苏省建筑业全年总产值 10079

亿元，成为全国第一个建筑业产值超万亿元的省

份，带动 500 多万人就业，发展建筑业对保持经济

的稳定增长和促进消费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作为涵

盖了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东南八省而言，其建筑业的

繁荣程度以及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都无疑会给

社会带来重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建筑业及其对

相关产业的带动进行研究。 

二、东南八省建筑业区位基尼系数的测算 

     本 文 原 始 数 据 来 自 于 国 家 数 据 库

（ http://219.235.129.58/welcome.do ）， 由 于

2000 年前一些数据缺失，所以选取了 2000~2008 年

的数据进行分析测算。东南八省 2000~2008 年建筑

业生产总值（万元）见表 1。 

 
表 1 东南八省 2000~2008 年建筑业生产总值（万元） 

年份 江苏省 浙江省 福建省 江西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省 

2000 15388416 13837658 2711420 1164115 4541767 3544202 8919834 1509158 

2001 18218039 17684490 3690460 1691530 5290240 4897879 11320549 1802891 

2002 21995164 22829906 4026874 2450718 6365491 5955616 13417808 2211684 

2003 27949354 31272779 5493441 3593356 8729958 8188402 15163242 2818466 

2004 33705671 39667735 5656247 4495590 10656434 9566691 17495638 3335919 

2005 43689494 47187431 8739771 5660408 13493165 12193493 21995888 4252101 

2006 54248484 56556054 11619868 6688948 16670029 14628766 25925822 5128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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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70105724.4 69717052 15441659.7 7861403.8 21108043.1 18288147.5 29995139.9 6127370 

2008 86015119.7 81560602 18527394.9 10329421.9 26050815.5 21154431.3 32702755.8 7532102.4

 

 从表 1 数据可以看出江苏、浙江、广东三省建筑

业生产总值远远超出其余五省。根据表 1 中数据可

以计算出各个省份建筑业生产总值占东南八省总

的建筑业生产总值的份额，计算所得数据见表 2. 

 
表 2 各省建筑业生产总值占东南八省总建筑业生产总值的份额 

年份 江苏省 浙江省 福建省 江西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省 

2000 0.2981 0.2681 0.0525 0.0226 0.088 0.06866 0.1728 0.0292

2001 0.282 0.2738 0.0571 0.0262 0.0819 0.07582 0.1753 0.0279 

2002 0.2775 0.2881 0.0508 0.0309 0.0803 0.07515 0.1693 0.0279 

2003 0.2708 0.303 0.0532 0.0348 0.0846 0.07934 0.1469 0.0273 

2004 0.2706 0.3184 0.0454 0.0361 0.0855 0.07679 0.1404 0.0268 

2005 0.2779 0.3002 0.0556 0.036 0.0858 0.07756 0.1399 0.027 

2006 0.2833 0.2954 0.0607 0.0349 0.0871 0.0764 0.1354 0.0268 

2007 0.2938 0.2921 0.0647 0.0329 0.0884 0.07663 0.1257 0.0257 

2008 0.303 0.2873 0.0653 0.0364 0.0918 0.07452 0.1152 0.0265 

 

为评估建筑业在地理上的集中程度，根据区位基尼

系数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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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ki和skj是省份i和j在建筑业中所占的

份额，n是省份的个数，s k  是各省份在建筑业 

中所占份额的均值，建筑业在区域间的分布越均

匀，基尼系数就越小。当所有省份在建筑业所占的

份额都相等时，建筑业的基尼系数就为 0.如果建筑

业完全集中在一个省份，基尼系数就越接近 1.将表

2 数据代入公式计算出建筑业区位基尼系数，结果

见表 3 

 

表 3 建筑业基尼系数 

年份 建筑业总产值(亿元） GK 

2000 5161.66 0.4379 

2001 6459.61 0.4224 

2002 7925.33 0.4269 

2003 10320.9 0.4245 

2004 12457.99 0.4384 

2005 15721.18 0.4228 

2006 19146.63 0.4196 

2007 23864.45 0.421 

2008 28387.26 0.4196 

 
基尼系数，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

0.4-0.5 表示差距较大。从表 3 的数据可以看出，

虽然 2000 年到 2008 年，东南八省的建筑业总产值

增长迅速，但是建筑业区位经济系数却一直维持在

0.42 至 0.43 这一变化幅度不大的区间段，表明东

南八省在 2000 年至 2008 年虽然建筑业区域发展不

平衡，但没有进一步发生建筑业产业集聚的趋势。

笔者分析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建筑业

的基础要素是土地，而土地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在

空间上是无法自由流动的，这就使得建筑业不像其

他产业那样有明显的规模集聚效应，无法产生产业

集聚
[2]
；二、任何一家企业的选址都会考虑到当地

的市场潜力，而建筑业市场潜力与当地的人口密切

相关，东南八省各省之间人口密度差距并不太大，

这也导致了 2000 年至 2008 年没有发生建筑业产业

集聚；三、国家的政策导向，力图实现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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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使得各省建筑业几年来增幅相当。 

 

三、一元回归模型的建立 

由于区位基尼系数只是对经济集聚趋势的一

种反映，并不能揭示经济集聚与否对当地经济发展

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探究东南八省建筑业发展状况

以及对当地经济的影响，笔者选择了人口数、钢铁 

产量、水泥产量这 3 组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由

于多元回归分析，各自变量间存在共线性问题，故

采用一元回归模型，简化分析过程。东南八省 2000

年至 2008 年人口数数据见表 4. 

将表 4中数据导入 SPSS 软件进行一元回归分

析，所得数据见图 1。 

 

表 4 东南八省 2000 年至 2008 年人口数 

年份 Gk 人口数（万人） 

2000 0.4379 44461 

2001 0.4224 44736 

2002 0.4269 45014 

2003 0.4245 45304 

2004 0.4384 45855 

2005 0.4228 46109 

2006 0.4196 46485 

2007 0.421 46905 

2008 0.4196 47252 

 

 
图 1 建筑业区位基尼系数与人口数一元回归分析 

 

从图 1 数据可以看出，相关系数 R=0.550,决

定系数 R2=0.303,显著性 SIG=0.125，说明 Gk 对人

口数没有显著的线性相关
[3]
。而建筑业市场的潜力

与人口数有重要的关联，图 1 中的数据也从侧面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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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东南八省 2000 年至 2008 年建筑业并未有进一

步产业集聚的趋势。 

东南八省2000年至2008年，钢材产量见表5。

各省份每年的钢材产量见表 6 
表 5 东南八省 2000 年至 2008 年钢材总产量 

年份 Gk 钢材（万吨） 

2000 0.4379 3879.1 

2001 0.4224 4993.36 

2002 0.4269 6051.85 

2003 0.4245 7378.06 

2004 0.4384 10187.28 

2005 0.4228 11463.58 

2006 0.4196 14443.91 

2007 0.421 17525.08 

2008 0.4196 17922.68 

 

表 6 东南八省 2000 年至 2008 年各省钢材产量 

年份 江苏省 浙江省 福建省 江西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省 

2000 1401.83 291.52 283.79 282.9 811.1 299.05 406.28 102.63

2001 1877.72 361.58 337.77 386.19 915.51 397.17 577.05 140.37

2002 2274.56 404.83 670.14 368.14 993.52 487.71 664.4 188.55

2003 2961.49 527.03 461.98 664.14 1126.25 562.01 846.32 228.84

2004 4200.53 881.57 541.19 757.7 1398.98 798.84 1214.06 394.41

2005 4424.63 803.45 729.67 1023.33 1580.87 965.96 1415.79 519.88

2006 5875.46 1206.63 847.79 1226.52 1693.12 1146.89 1732.19 715.31

2007 7322.68 1630.57 1047.56 1351.45 1857.93 1303.1 2026.88 984.91

2008 7364.13 1748.75 1106.95 1277.21 2150.84 1293.01 2040.34 941.45

 

将表 5 中的数据代入 SPSS，进行一元回归分析，结果见下图 

 
图 2 建筑业区位基尼系数与钢材产量一元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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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 数据可以看出，相关系数 R=0.558,决定

系数 R2=0.312,显著性 SIG=0.118，说明 Gk对钢材

产量没有显著的线性相关。2000 年至 2008 年建筑

业区位基尼系数基本保持不变，而钢材产量却大幅

度增加，可以看出各省的建筑业相对来说均衡的快

速发展，极大地带动了关联产业的发展。但也要看

出，各省的钢材产量和该省的建筑业总产值也没有

显著的线性相关。笔者认为这是由于资源禀赋的差

异使得钢材生产业产生了集聚，而钢材的价格相对

于其运费来说是较高的，其转移成本对于集聚带来

的收益是可以接受的。这就是使得钢材生产主要集

中于江苏、湖北、广东三省。可以说钢材产业由于

建筑业的发展产生了产业集聚。 

东南八省 2000 年至 2008 年，水泥产量见表 7。

各省份每年的水泥产量见表 8 

 

表 7 东南八省 2000 年至 2008 年水泥总产量 

年份 Gk 水泥(万吨) 

2000 0.4379 24760.2 

2001 0.4224 27125.35 

2002 0.4269 31418.92 

2003 0.4245 36719.63 

2004 0.4384 40532.77 

2005 0.4228 45065.66 

2006 0.4196 51799.52 

2007 0.421 57379.11 

2008 0.4196 59479.54 

 

表 8 东南八省 2000 年至 2008 年各省水泥产量 

年份 江苏省 浙江省 福建省 江西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省 

2000 4599.52 4256.61 1513.64 1463.04 2460.92 2395.72 5872.4 2198.35 

2001 5246.93 4791.03 1762.02 1608.31 2796.7 2761.89 6018.02 2140.45 

2002 6035.29 5742.79 2403.51 1698.69 2948.66 2746.5 7442.3 2401.18 

2003 7825.14 7194.1 2400.2 2524.18 3445.81 3135 7530.01 2665.19 

2004 8804.98 8772.93 2382.61 3094.38 3631.92 3385.79 7683.11 2777.05 

2005 9681.49 9128.97 2791.64 3700.5 4485.69 3742.32 8228.92 3306.13 

2006 10975.97 9952.29 3416.7 4300.27 5202.65 4592.68 9704.02 3654.94 

2007 11849.78 10548.51 4500.1 5008.54 5638.85 5683.28 9799.57 4350.48 

2008 12683.21 10207.8 4508.6 5271.59 6169.31 6043.88 9484.35 5110.8 

 

将表 7 中数据代入 SPSS 软件中进行一元回归

分析，所得数据见下图 

从图 3 数据可以看出，相关系数 R=0.579,决定

系数 R2=0.335,显著性 SIG=0102， 水泥产量相对于

钢材产量来说与 Gk的线性相关程度较高。而从表 8

与表 7 和表 1 中的数据对比来看，水泥产量与建筑

业总产值有显著的线性相关。水泥相对于钢材来

说，其异地运输成本对于自身价值来说较高。而东

南八省并未有建筑业集聚的趋势，各地的水泥生产

厂家完全可以凭借区位优势，将水泥价格定位到离

本地 近处的另一家水泥生产厂家的水泥生产成

本加上运输成本之和，以此来谋取 大收益。钢材

和水泥同为建筑业主材，但由于其转移成本相对于

其自身价值的不同，造成了钢材产业的集聚和水泥

产业的不集聚。 

因为上、下游工业厂商之间的投入产出连接关

系,下游产业有对上游产业产品的需求。为节省运输

费用,上游厂家会选择在有许多下游产业厂家的地

方进行生产。这被称为“后向连接”效应。另外,

许多上游厂家聚于一地将有利于附近的下游厂家,

因为在这种情形下,那些下游厂家能够通过节省运

输费用、运用中间产品之间的替代以及得益于更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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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上游厂家间的竞争,而更便宜地获得生产所需

的中间投入,这被称为“前向连接”效应。这两种

效应使纵向连接的厂商有可能在地理上聚集
[4]
。通

过对钢材和水泥与建筑业区位基尼系数的相关对

比分析可以看出，建筑业的发展带动了产业链上各

个环节的建材生产厂家的发展，使得建筑业产业集

群化的产生。而建筑业相关产业地理上的集中将带

来以下优势：一、不同企业分享公共基础设施并伴

随垂直一体化与水平一体化利润，这将有效减少生

产成本;二、建立在共同产业文化背景下的经济网

络关系，使得关系更加牢靠有效，有助于产业链的

产生发展；三、产业集群有助于技术和知识的溢出，

从而产生技术创新
[5]
。 

各省份应该依据本地建筑产业的特点，制定相

应的发展方略，各级政府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吸引

建筑业相关企业到本地落地发展，并引导各相关企

业加强彼此联系，发挥集聚优势，提升整个建筑业

产业的竞争力。进而再一步地带动本地区的经济的

全面发展。 

 

 
图 3 建筑业区位基尼系数与水泥产量一元回归分析 

 

四、结论 

1 由于土地的空间不可流动性，市场潜力和国家

政策的共同作用使得东南八省2000年至2008年间虽然

建筑业区域发展不平衡，但未发生进一步建筑业产业

集聚的趋势。 

2 建筑业对于关联产业的带动是明显的，但是由

于转移成本的原因，使得不同产业的集聚程度不同，

这对于厂家选址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3 建筑业对于上下游产业链的带动作用明显，各

省份应该依据本地建筑产业的特点，吸引上下游企业

入驻，通过建筑业产业集群来繁荣本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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