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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高技术产业对促进 区域经济发展

、

调整 区域产业结构发挥着重 要作用
。

本文 以北京市五大高技术制造业

和两大高技术服务业为研究对象
,

通过行业集聚指数
,

分析北京市高技术产业的集聚水平和趋势 ; 此外
,

采用 北京

市高技术产品进出 口贸易数据
,

通过确定产业贸易类型反映北京市高技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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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技术产业集 聚作为一种区域组织形式
,

对促

进区域经济发展
、

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

提升区域竞争

能力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

北京市依托现有产业基

础和智力资源密集优势
,

不断探索产业资源集成
,

增

强产业分工协作
,

为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奠定 了较

好基础
。

与此同时
,

北京市也面临新的挑战
,

要以创

新及高价值作为成长策 略
,

避免以价格及成本作为

市场竞争武器
,

研究发展具有首都特色的 自主创新

道路
。

作为产业和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表现
,

产业集

聚已成为一种全球性 的经济现象
,

引起了学者的广

泛关注
。

产业集聚问题的研究始于 19 世纪末
,

M ar
-

hs all 川 在 189 0 年就关 注这一经济现象并提出产业

区理论
,

认为产业集聚最根本原因在于获取外部规

模经济
。

以 K ur gm a n 〔’
一 ’ ]

、

r uj i ta [`
一 ’ ]为代表 的新经

济地理学认为产业集聚 由循环 累积因果效应引起
,

偶然的扰动破坏对称区 域的原有均衡
,

导致集聚区

域市场规模扩大
,

生产要素不断集中
。

Po ert
r 仁̀丁将竞

争优势理论与经济地理结合起来
,

强调产业集聚对

地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
。

早期研究侧重于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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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张庆 ( 19 8 8 一 )
,

女 ( 汉族 )
,

安徽 宿州人
,

北 京理工大

学管理与经济学 院硕士研究生
,

研究方 向
:

科技评价
、

创新管理
.

聚原因和影响因素进行定性 观察与描述
,

随着产业

集聚理论的发展
,

集聚程度 的定量测度也成为研究

热点
。

在定量测度方面
,

行业集中度
、

H 指数
、

嫡指

数等都是 常用 方法
〔’ 了。

此 外
,

K ur gm a n 仁’ 1在洛伦兹

曲线和基尼系数的基础上提出测定区域行业分配均

衡程度的空间基尼系数 ; E l li s io n 和 e l a e s e r [` ]考虑企

业间差距
,

构建空间集聚指数
。

各测度方法都有其

适用范围
,

能够从部分方面较好反映产业集聚水平
,

但由于所需数据难以 获得
,

有些方法缺乏实际可操

作性
。

国内现有产业集聚研究多是从区域或行业角度

出发
,

研究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和 区域内行业集聚

程度
,

以实证分析为主
。

在产业集聚的影 响因素方

面
,

邱成利 t , 〕探讨制度创 新 对产业 集聚 的作用 机

制
,

并指出必须加快形成互补配套的制度结构 ;冼国

明 [ ’ “ J指出 F D I 和对外贸易对 中国产业布局和产业

集聚的推动作用变得更加显著 ; 孙晓华 〔川 从系统动

力学视角建立了产业集聚效应的系统流图和系统动

力学模 型
。

在 区域 和行业 实证 分析 方面
,

吴学 花

等 〔” ]分析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
,

认为主要集 中在东

部沿海省市 ; 王子龙等
〔. , ]发现高技术产业集聚效应

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
,

也加剧了 区域发展的两极分

化 ;陈建军等 { ’ 4 〕以长三角次区 域为对象
,

对外 围式

的集聚给地区带来 的经济发展
、

技术进步和索洛剩

余递增三类集聚效应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
。

本文

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
,

根据北京市产业结构现状和产

业结构调整方向
,

将高技术服务业纳人高技术产业 范

畴
,

利用行业集聚指数衡量北京市高技术产业的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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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和集聚趋势 ;借助北京市进出口 贸易数据和投人

产出数据
,

分析产业贸易类型和垂直分工程度
,

以期

初步判断北京市高技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 中所处的

地位
。

高技术产业

高技术制造业
医 药制造业
航空航天器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
制造业
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
造业

高技术服务业

信息传输
、

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

2 北京市高技术产业构成及发展现状分析

“

十一五
”

时期是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最高
、

综合实力提升最快的时期之一
,

20 11 年全市地区生

产总值 为 1 6 2 51
.

9 亿元
,

年均增长 11 % 以上
,

经济

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
,

高端化格局初步形成
,

集聚了大量的创新要素
,

建立了较 为完备 的高技术

产业体系
。

2
.

1 北京市商技术产业构成

以往学者对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多针对高技术制造

业
,

但实际上高技术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

容小觑
,

尤其对北京市而言
,

第三产业比重已达 76 %
。

对于高技术制造业的行业构成
,

中国高技术产

业统计年鉴根 据 《高技术产 业统计分类 目录 的通

知》
,

将航空 航天器制造业
、

电子及通信 设备制造

业
、

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

医药制造业和医

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纳人 高技术产业统计 范

围
。

北京市统计年鉴按高技术领域
,

将高技术制造

业细分为核燃料加工
、

信息化学品制造业
、

医药制造

业
、

航空航天器制造业
、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

电

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

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

制造业
。

为保证统计对象和统计 口 径的一致性
,

选

取 医药制造业
、

航空航天器制造业
、

电子及通信设备

制造业
、

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

医疗设备及

仪器仪表制造业五行业作为北京市高技术制造业
。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纳入的高技术产业都

属于制造业范畴
,

缺少高技术服务业的相关统计数

据
。

考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

业的指导意见》中确定的高技术服务业重点发展领

域
、

北京市的产业结构及数据的可获得性
,

将信息传

输
、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

科学研究
、

技术服务与地

质勘查业作为北京市高技术服务业考察范畴
。

北京

市高技术产业构成如下图 1 所示
。

2
.

2 北京市商技术产业发展现状

20 11 年
,

北京市五大高技术制造业工业总产值

如图 2 所示
,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工业总产值达

161 3
.

7 亿元
,

远高于其他行业
,

占总比例的 56 %
,

是

北京市高技术制造业的支柱产业
,

其他高技术制造

业 比重较低
,

存 在产业 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 2 0 06
-

20 11 年
,

北京市五大高技术制造业 工业总产值变化

科学研究
、

技术服务与地

质勘查业

图 1 北京市高技术产业构成

如折线图 3 所示
,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工业总产

值虽远高于其他制造业
,

但近几年 的发展有明显 下

降趋势 ;其他制造业产值相对较低
,

但逐年上升趋势

明显
,

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

图 2 201 1 年北京市高技术制造业工业

总产值分布图 (亿元 )

数据来源
:
2 0 12 年北京统计年鉴

亿元

2 4 《叉)一

医药制造业

100800500

航空航天署制造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医疗设备及仪表仪器制造业

ùùùùù
200900600300

0

2 (减巧 2的7 2峨叉) 8 2【兀因 2 0 10 2 0 1 1

年

图 3 2 0 0 6一2 0 1 1 年北京市五大高技术

制造业工业 总产值折线 图

数据 来源
: 2 0 0 7一2 01 2 年北京统计年鉴

北京市在信息服务业
、

科技服务业等产业领域

聚集了一批全国领军企业
,

形成了规模较大
、

业态丰

富的现代服务业集群
。

20 06
一 2 01 1 年

,

北京市高技

术服务业总产值及增速 如图 4 所示
,

即使在金融危

机影响下
,

信息传输
、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

科学研

究
、

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总产值仍稳步上升
,

且保

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



中国管理科学 20 3 1年

按企业登 记注册类 型划 分
,

北 京市 高技术企

业分布如图 5 所示
。

其 中
,

外 资及港 澳台企业 总

产值所 占比重逐年略有下降趋势但仍保持高技术

产业总产值的 7 0% 以上
,

占绝对 主导地位 ;股份制

及其他 企业 总产值增 幅 明显
,

比重 逐年 递增
,

从

2 0 0 6 年的 16
.

3% 增 长到 2 0 1 1 年 的 2 5
.

6%
,

保持

较快发展速度 ;集体企业受改制影响
,

总产值 和所

占比重都非 常低 ; 国有企业虽保 持较平 稳 的发 展

态势
,

总 产 值 变 化 幅度 不 大
,

且 比 重 较 小 仅 为

1
.

3 % 一 1
.

5%
,

在 高技 术 领 域 没 有 明显 的竞 争

优势
。

-
信息传输

、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总产值 ( 亿元 )

-
科学研究

、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总产值 (亿元

~
信息传输

、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总产值 ( % )

一
.

务一 科学研究
、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总产值 ( % )

图 4 2 0 0 6一2 0 11 年北京市高技术服务业总产值及增速折线图

数据来源 : 2 0 07 一2 01 2 年北京统计年鉴

图 5 2 0 0 6一 201 1 年北京市高技术企业总产值及登记注册类型分布

数据来 源
: 2 0 07 一 201 2 年北京统计年鉴

3 北京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分析

随着产业集聚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

其测度方法

也在不断随之发展变化
。

目前常用于产业集聚水平

测度的方法如下表 1 所示
。

受指标选择性 和数据的可得性限制
,

为衡量北

京市高技术产业的集聚程度和集聚趋势
,

本文借鉴

张春法等〔” 〕在行业 H oo ve
r

系数 的基础上构建产品

静态集聚指数模型
,

结合区位嫡确定北京市高技术

产业 的行业集聚指数公式
:

s 。 =

粤
、 1。。

艺
J 二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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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产业集聚水平测度的常用方法

测度方法 基本原理 优缺点

行业集中度
某产业规模最大的 n家企业 的有关数值 (销售额

、

职

工数等 )占整个市场或行业的份额

赫希曼一赫 佛 因

德指数
用市场相对规模 的平方之和测定产业集聚状 态

测算方法简便易行
,

能反映主要企业在市场的垄断与竞争程度 ;

行业集中度受选取企业数影响
,

未能体现整体行业发 展状况

能准确反映企业市场集中程度
,

对 市场占有率大 的企业 变化敏

感
;直观性较差

,

需要全面统计资料支撑

空 间基尼 系数
其数值可依据 i 区域 j 产业构成的空间洛伦兹曲线进

行计算
简便直观 ; 没有考虑到具体的产业组织状 况及 区域差异

EG 指数
利用赫希曼指数

、

就业人 口 比重
、

企 业市场占有率 建

立产业空间集聚指数计算公式

区位嫡
某区域部 门的指标 比重占高层 次 区域部门相 关指标

比重的比率
,

是比率的比率指标

充分考虑企业规模及 区域 差异带来 的影响
,

弥补 了空间 基尼系

数的缺陷
,

并能够进行跨产业
、

跨时间
、

甚至跨国的比较
; 没有对

其中的 H 给出合理的解释

计算简单方便
,

能够形象反映地区主导产业和集聚水平 ; 不能反

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

其中 .sj 表示行业 i 在 j地 区的集聚指数
, 。 。表示

行业 i 在地 区 j 的工业 总产值
,

表示行业 i 的全 国

(或总衡量 区域 )总产值
,

j = l
,

.2 二 n ,

表示 全国 (或

总衡量区域 )可划分为
n 个经济区域

。

行业集聚指数是衡量产业分布的存量指标
,

通

过逐年计算行业聚集指数可以动态地反映一种行业

在一定时间段内向某地 区的转 移方 向和速度
,

并可

根据一定年限间的变化分析衡量产业集聚的发展动

势
。

对北京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的衡量可从两方

面进行
,

一是在北京市范围内测定高技术产业 是否

表现出明显的区域集 聚现象 ; 二是从全 国范围测定

北京市高技术产业聚集指数及集聚趋势
。

3
.

1 中关村在北京市的高技术产业集聚指数

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

中关村经过 2 0 多年

的创新发展
,

已聚集高新技术企业近 2 万家
,

为北京

发展高技术产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

计算中关村在北

京市的高技术产业集聚指数可反映北京市高技术产

业的区域集聚程度
。

按照 国 民经 济行 业 分 类 代 码 ( G B / T4 75 4 -

2 0 02 )
,

中关村 管委会每 年评选示 范 区 十大行业
。

为保证数据统计 的一致性
,

选取医药
、

生 物制品制

造业
,

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

电子及通 信设备制

造业为代表进行 中关村在北京市 的高技术 产业集

聚指数 的分 析
。

2 0 0 6 一 2 01 1 年
,

中关 村三大 高技

术制造业在北京市的产业集聚指数及变化 趋势如

图 6 所示
。

……

井拼岁岁
222《X拓年年 2以 )7年年 20 0 8年年 2《X旧年年 2 0 10年年 20 11 年年

一一今- 医药
、

生物制品制造业业 3 8
.

7 999 7.4 0555 7 5
.

3 333 7 6
.

8 222 8 3
.

4 999 90
.

8222

一一 . 一 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业 49
.

6444 5 4 4 555 5 9
.

8 000 7 9
.

3 111 7.7 6 444 8 2
.

1666

~~~ 奋一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业 7 9
.

7 555 8 3
一

7 222 84
.

1 222 00
.

2 888 8 7
.

7 222 8 2
.

7 777

图 6 200 6 一 2 01 1年中关村部分高技术制造业在北京市的产业集聚指数及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
:
2 0 07 一2 0 12 年北 京统计年鉴

;

从 图中可 以看 出
,

20 06
一
20 11 年间

,

北京市 医

药
、

生物制品制造业
,

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向中关

村集聚明显
,

表现 出强劲 的竞争实力和 良好 的发展

态势
。

作为中关村工业总产值最高的行业
,

中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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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在北京市的集聚指数始终保

持较高的水平
,

但 2 0 09 年之后集聚指数略有下降
,

有向外转移的趋势
。

3
.

2 北京市在全国的高技术产业集聚指数

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和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

鉴中的相关数据
,

可计算出 2 0 0 6 一 2 0 11 年北京市高

技术制造业在全国的集聚指数
,

如图 7 所示
。

从图 7 可知
,

北京市高技术制造业集聚指数总

体呈逐年下降趋势
,

尤其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

下降趋势明显
,

说明在全 国范围内
,

北京市高技术制

造业有向外转移趋势
。

主要原 因可能有如下两点
:

( )l 相对我 国大部分地 区
,

北京市高技术制造业起

步早
、

发展快
,

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和行业成熟度的

提高
,

产业整体进人稳步发展阶段
,

增速减缓
。

而我

国其他大部分地区高技术制造业起步较晚
,

短时 间

工业产值增 幅较大
,

导致北 京市高技 术制造 业集

聚指数逐年下降
。

( 2 )北京市坚持优化一产
、

做强

二产
、

做大 三产
,

推动产业 融合发 展
,

构建首 都现

代产业体系
。

高技术制造业虽具有 高技术产业 的

诸多优点
,

但仍属制造业范畴
,

其发展受北京市空

间与土地资源限制
。

现阶段北京 市高技术制造业

的发展着 眼于质量水平 的提升
,

而非 产业规模 的

扩大
。

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 年鉴
,

可计算

出 2 0 0 6 一 2 0 10 年北京市高技术服务业在全国的集

聚指数
,

如图 8 所示
。

……

}}}川川
222《X矫年年 2 0() 7年年 2 00 8年年 2《洲为年年 2 0 10年年 2 0 1 1年年

... 集团企业业 5
.

555 2
.

888 3
.

000 2
.

777 2 444 l lll

... 国有企业业 O4 .444 } 40 乃 III 4 2
.

222 4 1
.

000 39
.

111 4 2
.

777

... 股份制造及其他企业业 4 3 5
.

111 5 10石石 5 67 石石 5 5 1
.

333 6 32 777 7 3 3
.

666

... 外资外港澳台合企业业 2 18 4
.

555 264 1
,

000 2 3 8 3
.

111 2 16 9 666 2 3 3 0
.

777 2 12 7
.

666

图 7 2 0 0 6 一 2 0 11 年北京市高技术制造业在全 国的产业集聚指数及变 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 : 200 7一2 01 2 年北京统计年鉴 ;2 00 7一2 01 2 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一一

户井
丈丈

222 《X巧年年 200 7年年 2 00 8年年 20( 刃年年 2 0 10年年 20 11 年年
一一今一 医药

、

生物制品制造业业 3 8
.

7 999 74
.

0 555 7 5
,

3333 7 6
.

8 222 8.3 4999 90
一

8 222

一一. 一 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业 49
.

6444 5 .4 4555 59
.

8 000 7 9 3 111 7 7
.

6444 82
,

1666

一一泊尸
.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业 7 9
一

7 555 8 3
.

7 222 84
.

1222 90 2 888 8 7
.

7 222 82 7 777

图 8 2 0 0 6 一 2 0 10 年北京市高技术服务业在全国的产业集聚指数及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
:
2 007 一2 01 1 年北京统计年鉴 ;2 007 一2 01 1 年 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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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图 8可知
,

2 0 0 6 一 2 0 10 年
,

北京市高技 术服

务业集聚指数非常高
,

且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
,

说明

北京市高技术服务业在全国处 于领先水平
,

这与北

京市产 业 结 构调 整 和产业 规模 发 展 的 目标 是一

致的
。

4 北京市高技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

位分析

全球价值链理论根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价值

链理论
。

Po ert
r 〔” 〕将价值链扩展到不同公司之间的

经济交往
,

提出了价值链体系的概念
,

后来演变成为
“

全球价值链
”

理论
。

对 于产业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

地位的研究
,

以定性分析或案例分析为主
,

部分定量

分析多采用进出口 贸易数据通过确定产业贸易类型

反映产业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地位
。

产业 内贸易类型可分 为水平型和垂直型
,

多用

进出口商品的单位价值划分
。

水平型指进行双向贸

易的是质量
、

价格相似但特征不同的商品 ; 垂直型指

进行双向贸易的是不 同质量
、

价格的相似产 品
。

进

一步地
,

还可 以划分为上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

说明在

产业分工中处 于高端位置 ; 下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

说

明在产业分工中处于低端位置 {’ 9 ]
。

因此
,

考察产业

内贸易类型可以反映北京市高技术产业在全球价值

链 中的地位演变
。

根据北京市海 关的统计数据
,

加 08
一 2 01 2 年

,

北京市高技术产品总进 出口 贸易值如下图 9 所示
,

其 中出口贸易平稳
,

进 口贸易额呈逐年增加趋势
,

出

口贸易 / 进 口贸易值逐年下降
,

说明在国际高技术产

品市场
,

北京市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竞争优势
。

……三立姿姿
222 (月沁年年 2 D0 7年 2 0 0 8年年 2【兀兮年 2 0 10年年 2 0 1 1年年

...
闷卜 医药制造业业 2

.

9999 3
.

18 3
,

3 555 3
.

3 2 3
.

1777 3
.

0 333

~~~ 航空航天署制造业业 6 5 888 5 9( ) 5 3 777 5
.

06 5
.

4000 5
.

1000

一一

去一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业 8
.

4555 9
.

05 7
甲

2 777 6
.

12 5
.

1 555 3
.

7 000

...

侧卜电子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业业 3 6999 2
.

86 2
.

2 111 2
.

15 2
.

0444 2 0777
~~~

谈一 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业 8
,

3 222 7
.

3 6 7
.

3 444 5
.

7 8 4
.

9666 4
.

2 999

图 9 2 0 0 8 一 2 0 12 年北京市高技术产品进出 口贸易值

数据来 源
:

北京海关统计数据

设 R U Vx
, = u嵘

` ,

, / U叮
` , : ,

其 中 U《
, ` , : 、

U叮
*

, `

分别表示第 : 年 k 产品 i 国对 j 国的出 口 价格和 自 j

国的进 口 价格
。

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为 1 一 a 簇 R U岭
M

蕊 1 +
侣 上垂直型产业 内贸易为 R U Vx M 〕 1 +

;a ; 下

垂直型产 业 内贸易 为 R U Vx M 蕊 l 十 一 a
,

a 一 般设

为 0
.

2 5
。

根据北京海关统计数据
,

计算 2 0 12 年北京市高

新技术产品出 口价格与进 口价格 比
,

如下表 2 所示
。

从上表可以看出
,

除电子技术
、

计算机集成制造

技术属于水平型产业 内贸易外
,

其他都为下垂直型

产业 内贸易
。

从整体上而言
,

北京市高技术产品 以

下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
,

在全球价值链 中还居于

较为低端的位置
。

表 2 北京市 2 01 2 年高技术产品出 口价格 /进 口价格

高新技术产品 进 口 / 出口价格

生物技术

生命科学技术

光电技 术

计算机与通信技 术 0
.

3 8

电子技术

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

材料技术

航空航天技术

数据来源
:

北京海关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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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北京市高技术产业垂直分工程度分析

垂直专业化分工兴起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

它

使 国际分工深入到 了产品的生产阶段 内部
。

在全球

价值链分工中
,

一国的分工程度是指该国在多大程

度上参与着全球价值链
,

具体表现在国外 中间品投

人在本国的贸易品生产中的比重
。

本文选取行业出口 的垂直专业化 ( V S )
、

行业出

口的垂直专业化份额 ( v ss )[
2“ 〕测算北京市高技术

产业的垂直专业化程度
:

行业出口 的垂直专业化 ( V S )
:

、、... 1̀矛
口

叱EXVs :
二

H :

G O

行业出 口 的垂直专业化份额 ( v SS )
:

VS I H {

VS 了
二

一
二

_E X : G O ;

其中
,

:ll 为行业 i在 : 年使用的进 口 中间投人
,

` :o 为行业 i 在 :
年的总产出

,

XE : 为行业 i 在 t 年

的出口
,

VS : 即为行业 i在 : 年出口 中所包含的进 口

投人量
,

称为 Vs 出口
,

该部分出 口价值是从本 国出

口但在国外创造的
,

VS :s 为行业 i 在 : 年总产 出的

进 口投人份额
。

从公式可 以看出
,

VS 是数量指标
,

而 VS S 是份额指标
。

由于北京市投人产出表所采用的行业划分标准

和北京市统计年鉴及 中国高技术统计年鉴的行业划

分标准都不一致
。

根据行业划分特点选取表 3 中所

列行业作为衡量北京市高技术产业 发展的替代行

业
,

计算 2 0 0 5 年
、

20 0 7 年
、

2 0 1 0 年北京市高技术产

业出 口 的垂直 专业 化份 额 ( V SS ) 和 垂 直专 业 化

( V S )
,

其中 V S 为 0 表示当年没有出口
。

表 3 北京市高技术产业 V S 和 V SS 表

行业
2 00 5 年

V S /万元

20 0 7 年 20 10 年 20 0 5 年 2 0 07 年 20 10 年

通用
、

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 制造业

电气
、

机械及 器材制造业

通信设备
、

计算机几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信息传输
、

计算机服 务和软件业

研究与试验 发展业

综合技术服务业

119 9 2 8 57 5 8 24 0 2 3 0 10 0
.

0 6

2 33 3 2 8 22 9 6 39 7 9 3 0
.

0 7 0
,

0 2

1 13 77 5 3 59 1 3 57 6 3 0
.

10 0
.

05

12 2 3 30 2 2 12 7 1 82 3 5 59 5 7 0
.

13 0
.

0 6

3 0 3 3 5 0
.

14 0
.

09

7 2 2 07 17 83 2 7 12 27 7 8 0
.

0 8 0
.

05

132 0 5 0 0 7 0
.

0 6

4 6 32 1 1 0
.

0 8 0
.

0 6

数据来源
:
2 0 05 年

、

20 07 年
、

2 01 0 年北京投人产出表

通过分析发现
,

除通信设备
、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

设备产业 v SS 呈逐年下降趋势外
,

其他行业都没有

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规律
。

从年份上看
,

2 0 07 年受奥

运经济影响
,

北京市高技术产业 V S 和 V SS 普遍高

于 2 0 0 5 年和 2 01 0 年
,

说 明进 出口受外部经济环境

影响较大
。

仅对 比 2 0 05 年和 20 10 年数据
,

高技术

服务业中
,

信息传输
、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2 0 10 年

V SS 高于 2 0 05 年
,

而研究与试验发展业和综合技术

服务业 V SS 上升 ; 北京市高技术制造业 2 0 10 年 V Ss

普遍低于 2 0 0 5 年
,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口价值中直接

从北京市创造的份额正不断增加
,

进 口依赖度有所

降低
。

5 结语

从产业集聚角度分析
,

经过多年的发展
,

北京市

已经形成了以电子信息
、

生物 医药
、

先进制造
、

航空

航天等为代表
,

以研发和服务为主要形态的高新技

术产业集群
。

从北京市产业分布看
,

高技术产业 区
,

域集聚明显
,

主要集中于中关村国家 自主示范区 ;而

从全国范围看
,

北京市高技术制造业呈 向外转移趋

势
,

但 高技 术服 务业 发展 速 度快
,

集 聚水 平稳 步

上升
。

从产业价值链角度分析
,

北京市高技术产业以

外资企业为主
,

中小企业居多
,

国有企业没有表现出

有力的竞争优势
,

缺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龙头企业
。

通过分析产业 内贸易类型可知
,

北京市高技术产品

主要以下垂直型产业 内贸易为主
,

处于全球价值链

中较为低端的位置
。

在进 出 口 方面
,

北京市进 口依

赖度有所降低
,

但总体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
,

在国际

高技术产品市场并没有表现出明显 的竞争优势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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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 围 内拥有 技 术 主导权 的 产业 集 群还 远 未

形成
。

从 目前的情况看
,

虽然近年来北京市高技术产

业规模不断增加
,

但是真正掌握 自主知识产权 的关

键
、

核心技术并不多见
,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大原创

性的技术成果偏少
。

创新能力较弱仍是制约高技术

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瓶颈
。

如何针对北京市产业发

展现状
,

对能体现北京市优势或潜在优势 的高技术

产业进行前瞻布局
、

支持和引导是政府和学术界都

普遍关注的 ; 而如何培育主导技术发展方 向的跨 国

创新型龙头企业
、

扶持高精尖的专业化中小企业
,

从

而推进产业升级和产业价值链 向高端延展也是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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