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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服装工业与棉花产业带的

空间布局及协调 ①

韩绍凤，刘静，向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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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根据交易效率损失与地理距离成正比这一假设，建立关于棉花产地、纺织服装加工地和最大服装需求市
场的一般均衡模型．最优选址位置由棉花交易效率、纺织服装交易效率和需求市场人口比例共同决定．根据这一结果，再对
近１０年年鉴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各地区纺织服装加工业的比重与当地需求市场和交通密度密切相关．这对通过改善
中西部地区的交通环境、扩大中西部地区消费需求市场，以及实现我国纺织服装业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发展转移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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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述
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农业部为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建设

优势农产品产业带，编制了《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对农产品产业带的形成和发展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棉花是其中的规划之一．随着棉花产业带（主产区）的变化，作为其后续加工的纺织
服装工业在空间布局上是否与其协调？如果不协调，那么决定纺织服装工业空间布局的内在机理是什么？

又如何通过机理变化来改变两者不协调的状况？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０５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１１ＢＪＹ１０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１０ＹＪＡ７９００６４）
通信作者：韩绍凤（１９６５－），女，湖南常德人，教授，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Ｅ－ｍａｉｌ：ｘｈａｎｓｈａｏｆｅｎｇ＠ｓｏｈｕ．ｃｏｍ



第２期 韩绍凤，等：纺织服装工业与棉花产业带的空间布局及协调

区位是人类经济活动所选择的地区、地点和场所，即在空间上的位置 ．研究经济活动的区位理论称为
空间经济论［１］．根据经济活动的内容不同，可分为农业区位理论、工业区位理论和商业区位理论．１８２６年
德国经济学家杜能的著作《孤立国》的出版，阐明了市场距离对农业生产集约程度和土地利用类型的影

响［２］．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的《论工业区位》代表了工业区位理论的建立［３］．首次提出了“区位
因子”的概念，区位因子（如运费、劳动费、聚集和分散）决定生产场所，将企业吸引到生产费用最小、节约

费用最大的地点．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由于缺乏处理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技术工具，空间因
素长期被主流经济学忽略，而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１９７７）建立的折中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
的垄断竞争模型则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４］．以此为契机，将经济地理学和产业区位学纳入非完全
竞争的一般均衡框架的新经济地理理论诞生了，其具代表性人物是克鲁格曼，他认为，产业集群是由企业

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流动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克鲁格曼１９９１年在《政治经
济学期刊》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在这篇文章中，克鲁格曼建立了核心－边
缘模型［５］．考虑一个只包含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的经济系统．这个经济系统划分为２个区域，农业部
门使用农业劳动力生产，规模收益不变，工业部门使用工业劳动力生产，工业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消费者
对工业品存在多样化偏好，工业品厂商存在规模经济．农业部门生产的是同质产品，农产品同一区域内和
区际间交易都不存在任何交易成本，但一个区域不能既进口农产品又出口农产品．工业部门生产有差异但
替代弹性很大的不同质工业品，同一区域内交易不存在交易成本，区际间交易存在交易成本，核心 －边缘
模型采用“冰山”运输成本来计量交易成本．两区域的农业劳动力均匀分布，收入水平相等，并以农业劳动
力的收入水平作为工资度量单位．工业劳动力受要素报酬的影响，会从要素报酬低的地方转移到要素报酬
高的地方．两区域工业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决定工业劳动力的区际流动，而工业劳动力越多，比重越大，
该区域的工业品生产能力越强，工业品种类越多，由于省却了区际间“冰山”运输交易成本，该区域的消费

者购买工业品价格相对另一区域会低，消费者支付较低的生活成本，因此在名义收入相同的情况下，意味

着这里的工业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会相对较高．２个区域的工业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决定了工业劳
动力的区际流动，同时工业劳动力的区际分布也决定着区际工业劳动力实际工资差异，劳动力越集中的地

方由于垄断竞争的特性其要素报酬也越高，从而越吸引劳动力的集中，如此便使流动要素向一个区域聚

集．因而价格指数效应促使企业和劳动力的集中．而当某一空间范围内集中的企业太多时，则会诱发企业
间争夺消费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不得不支付较低的名义工资以便保持收支

平衡，所以市场拥挤效应阻止企业的进一步集中．劳动力流动与要素报酬的累积因果关系，这种相互作用
决定了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模式．这些经典理论有利于分析我国纺织服装工业与棉花产业带（主产区）的空
间布局形成的内在机理，但是，目前国内还缺乏对这两者之间空间布局问题的实证研究．

２　纺织服装工业与棉花产业带的空间布局状态
２．１　各地区棉花产量比重
　　棉花生产区位主要由各省份的地理环境、气候
自然禀赋决定．表１反应了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我国棉
花生产主要集中省份．１９９０年我国棉花生产最大
省份为山东，新疆从１９９０年跻身前五名，而后一直
列居我国棉花产量的第一位，占全国产量比例逐渐

加大，到２００６年起新疆棉花的产量已超过了全国
棉花总产量的三分之一．２００５年之前，棉量产量前
五名省份是新疆、山东、河南、河北、江苏，２００５年
后，一直稳定为新疆、山东、河北、河南、湖北．这表
明：西北区域新疆为我国最主要的棉花产区，并且

占据绝对总量优势；其次，黄河流域的山东、河南、

河北为我国第二大产棉区；其他各省份的产棉量

很小．

表１　２０１０年以前棉花主要省份的排名

年份 棉花产量前５名省份 第一名省份占总产量／％

１９９０ 山东、河南、河北、湖北、新疆 ２１．６

１９９５ 新疆、河北、湖北、江苏、山东 ２０．８

２０００ 新疆、河南、江苏、湖北、河北 ３２．７

２００１ 新疆、河南、山东、江苏、河北 ２９．５

２００２ 新疆、河南、山东、河北、江苏 ３１．８

２００３ 新疆、山东、河南、河北、江苏 ３５．５

２００４ 新疆、山东、河南、河北、江苏 ３０．７

２００５ 新疆、山东、河南、河北、湖北 ２９．１

２００６ 新疆、山东、河南、河北、湖北 ３４．７

２００７ 新疆、山东、河南、河北、湖北 ４０．３

２００８ 新疆、山东、河北、河南、湖北 ３８．６

２００９ 新疆、山东、河北、河南、湖北 ４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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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各地区纺织服装工业产值比重
从表２看出，江苏、浙江、山东三省份的纺织服装工业产值总和已达到了全国纺织服装工业总产值的

三分之二，其次为广东、河南，２００８年这五省纺织服装工业产值总和为７８．１３％．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８年，分
析各地区的纺织服装工业变化可以看出，保持显著增长态势的有山东、河南、江西、湖南、四川．

表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各地区纺织服装工业产值占全国总产值比例 ％

地　区
年　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０

北　京 ０．３０ ０．３８ ０．４３ ０．５５ ０．５７ ０．７６ ０．６９ ０．８３ ０．８３

天　津 ０．３４ ０．４２ ０．４６ ０．６５ ０．７１ ０．９８ １．１２ １．２４ １．４１

河　北 ３．１６ ３．１２ ３．３５ ３．３６ ３．３６ ３．６８ ３．８７ ４．３４ ４．５３

山　西 ０．０９ ０．１４ ０．２０ ０．２３ ０．２７ ０．３４ ０．３８ ０．４６ ０．５９

内蒙古 １．３４ １．３５ １．２３ １．１６ １．０５ １．３３ １．３１ １．２９ １．３４

辽　宁 １．２０ １．１１ １．１２ １．２０ １．１９ １．３９ １．３９ １．５２ １．５７

吉　林 ０．２４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２１ ０．３０ ０．３９ ０．４５ ０．４５ ０．５１

黑龙江 ０．１５ ０．１９ ０．２１ ０．２６ ０．３４ ０．４０ ０．４３ ０．５４ ０．６４

上　海 １．６２ １．９５ ２．３４ ２．８０ ３．３７ ３．６２ ３．７０ ４．２１ ４．４３

江　苏 ２２．８１ ２３．０３ ２３．９３ ２３．８９ ２４．８８ ２３．６８ ２４．１７ ２４．０２ ２４．０４

浙　江 ２２．８２ ２２．３７ ２２．６８ ２３．１９ ２３．８５ ２１．９１ ２１．１６ １９．０８ １６．９７

安　徽 １．３４ １．２８ １．２２ １．２９ １．４６ １．７１ １．９８ ２．１５ ２．３５

福　建 ３．７２ ３．７９ ３．８５ ３．７４ ３．６４ ３．４４ ２．７０ ２．４３ ２．２７

江　西 １．４２ １．２１ ０．９５ ０．８５ ０．７４ ０．７４ ０．６５ ０．６７ ０．８１

山　东 ２０．６１ １９．６５ １８．６７ １７．５４ １５．１４ １４．４３ １３．６１ １３．１４ １２．４８

河　南 ４．６５ ４．１９ ３．４８ ３．１７ ２．９２ ２．９０ ３．３０ ３．８３ ３．８７

湖　北 ２．６０ ２．４７ ２．４３ ２．３９ ２．４１ ３．２４ ３．４８ ３．９５ ４．７５

湖　南 １．２９ １．１５ １．１０ １．０８ ０．９６ １．０１ １．０６ ０．９１ １．０４

广　东 ８．１７ ７．９３ ８．３１ ８．７７ ９．２０ １０．１６ １０．３４ １０．３７ １０．３９

广　西 ０．３６ ０．３４ ０．３７ ０．３２ ０．３０ ０．３１ ０．３６ ０．４３ ０．４５

海　南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０８

重　庆 ０．４７ ０．４１ ０．４０ ０．３７ ０．３８ ０．４１ ０．３８ ０．４３ ０．４７

四　川 １．８６ １．６６ １．５０ １．３６ １．２２ １．２２ １．２３ １．３１ １．３９

贵　州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８

云　南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１１ ０．１３

西　藏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陕　西 ０．４０ ０．４２ ０．５０ ０．５３ ０．５７ ０．６７ ０．７５ ０．８３ ０．９８

甘　肃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１１ ０．１７ ０．３２ ０．３２ ０．２９

青　海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４

宁　夏 ０．２９ ０．３０ ０．２９ ０．２８ ０．２４ ０．２７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０１

新　疆 ０．４０ ０．７２ ０．４７ ０．５０ ０．５８ ０．６６ ０．８４ ０．９８ １．２５

　　注：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

２．３　纺织服装工业与棉花产业带的空间分离
在中国地图上，棉花产量集中分布在图１深色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北与华北地区；我国纺织服装工业

发达地区集中分布在图２深色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从这２张图的对比来看，纺织服装工业与
棉花产业带既有重叠部分，如山东、河南，又有分异部分，如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沿海省份，中部地区纺

织服装工业所占份额较少，西部地区则更少．这说明纺织服装加工工业与原材料产地严重分离．那么，导致
这种分离的内在经济机理是什么呢？

３　纺织服装工业区位均衡分析
根据韦伯工业区位理论，农产品原料产地会对与其对应的加工工业集群布局产生影响，但是，自然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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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只是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形成和布局分布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我们断定农产品加工业集群的形成和
分布都由自然禀赋决定，那么就无法解释我国的纺织服装产业为什么没有集中在盛产棉花羊毛的新疆地

区，而是集中在远离原材料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环太湖地区．为了考察这两者的
关系，本文引入服装市场需求这一参数，加工工业的分布与需求市场密切相关．

图１　我国棉花种植分布 图２　我国纺织服装工业种植分布

在已知原材料产地和需求市场的情况下，怎样选址加工工业产地？这种选址大致分为３种情况：加工
地靠近农产品原材料产地，由自然禀赋决定加工产业分布；加工地靠近最终产品市场，由市场需求决定加

工产业分布；在原材料产地与最终产品需求市场地之间选址．无论哪种结果，实际上是对这样一对矛盾的
折中：加工工业靠近原材料产地，会减少原材料的交易成本，但是会增加最终产品的交易成本；加工工业靠

近最终产品需求市场，会减少最终产品的交易成本，但会增加原材料的交易成本．于是这就形成了农产品
原材料产地对加工产业活动的吸引力和最终产品需求市场对加工产业活动吸引力的均衡问题．
３．１　模型的假设

１）基本假设：考虑包含３个区域的经济系统，３个区域分别用 Ａ，Ｂ，Ｃ表示，在该经济系统中，存在２
个部门，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其中Ａ和Ｃ地区是农业部门，Ｂ地区为现代工业部门．在生产中，Ａ和
Ｃ地区的农业生产只使用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Ｂ地区的工业生产使用２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和Ａ地区生
产的农产品．Ａ地区生产的农产品为棉花，Ｃ地区生产的农产品为粮食，Ｂ地区生产的工业品为衣服．三区
域的居民都需要衣服和粮食满足生活需要．Ａ，Ｂ，Ｃ地的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可以理解为三区
域实现了专业化分工，Ｘ，Ｙ，Ｚ分别代表Ａ，Ｂ，Ｃ区域生产的棉花、衣服、粮食．Ａ区域的生产者生产棉花出
售给Ｂ区域，分别向Ｂ，Ｃ区域买进衣服和粮食；Ｂ区域的生产者以Ａ区域生产的棉花为原料生产衣服，满
足Ａ，Ｂ，Ｃ三区域衣服的消费，并向Ｃ区域买进粮食；Ｃ区域的生产者生产粮食满足三区域的粮食消费，并
向Ｂ区域买进衣服．这样设定的理论基础是文定理［６］．文定理指的是：最优决策不会卖一种以上的产品，
不会同时卖和买同种产品，不会买和生产同种产品．

假设不同区域的消费者有相同偏好和相同的效用函数，可以用柯布－道格拉斯型效用函数表示：
Ｕ＝（ｙ＋ｋｉｙ

ｄ）（ｚ＋ｋｉｚ
ｄ）． （１）

式中，ｙ，ｚ是衣服、粮食的自给量，ｙｄ，ｚｄ是衣服、粮食的市场购买量，ｋｉ是表不同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
假设全国总人口为Ｍ，Ａ，Ｂ，Ｃ三区域的人口分别为 Ｍ１，Ｍ２，Ｍ３，每个消费者 －生产者都拥有１个单

位的劳动禀赋，生产具有专业化经济，各区域生产函数如下：

Ｘｐ ＝ｘ＋ｘｓ＝ｘｓ＝ｌαｘ． （２）
Ｙｐ ＝ｙ＋ｙｓ＝（ｋ１ｘ

ｄ）βｌαｙ． （３）
Ｚｐ ＝ｚ＋ｚｓ＝ｌαｚ． （４）
式（２）为棉花的生产函数，全部用于市场销售，ｘ＝０，ｘｓ代表棉花的市场供给；式（３）为衣服的生产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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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其中棉花的市场需求等于市场供给，即ｘｄ＝ｘｓ＝１，ｙｓ代表衣服的市场供给；式（４）是粮食的生产函数，
ｚｓ代表粮食的市场供给．为保证专业化经济，并表达式简化，令参数α＞１，β＝１．

假设同一区域内的农产品或工业品贸易没有交易成本，而不同区域间的贸易是有成本的．即 Ａ区域
出售棉花给Ｂ区域，Ｂ区域出售衣服给Ａ，Ｂ区域，Ｃ区域出售粮食给Ａ，Ｂ区域均有交易成本的发生；而Ｂ
区域的内部买卖衣服、Ｃ区域的内部买卖粮食没有交易成本．本文采用萨缪尔森的“冰山”运输成本［７］，即

物品在运输过程中有一部分“融化”了，损失的１个固定比例如ｔ（ｔ＜１）．设棉花从 Ａ区域到 Ｂ区域，衣服

图３

从Ｂ区域到Ａ，Ｃ区域的交易效率与距离成反比．如图３，Ａ区域
和Ｃ区域分别位于甲地和丙地，把两区域用线连接起来，Ａ，Ｃ两
区域的距离为Ｒ，Ａ，Ｂ两区域的距离用ＲＡＢ表示，Ｂ，Ｃ两区域的
距离用ＲＢＣ表示，假若Ｂ位于Ａ，Ｃ连线外的任一点，那么３个区
域围成的三角形，此时ＲＡＢ＋ＲＢＣ ＞Ｒ；假若Ｂ位于Ａ，Ｃ连线间
的任一点，那么ＲＡＢ＋ＲＢＣ＝Ｒ，此时ＲＡＢ＋ＲＢＣ值最小．理性选择
Ｂ的区域位置，只能位于 Ａ，Ｃ之间连线上的点．当 Ｂ与 Ｃ区域
位于同一位置丙地时，原材料棉花从 Ａ区域到 Ｂ区域交易损失
为ｔ，那么Ｂ位于Ａ，Ｃ区域连线的任意一点时，棉花从Ａ区域到Ｂ区域的交易效率为ｋ１，那么：

ｋ１ ＝１－
ＲＡＢ
Ｒｔ． （５）

同理，当Ａ，Ｂ两区域同位于甲地时，衣服从Ｂ区域到Ｃ区域的交易效率损失为ｈ（或Ｂ，Ｃ两区域同位
于丙地，衣服从Ｂ区域到Ａ区域的交易效率损失为ｈ），Ｂ位于Ａ，Ｃ区域连线的任意一点时，衣服从 Ｂ区
域到Ｃ区域的交易效率为ｋ２，衣服从Ｂ区域到Ａ区域的交易效率为ｋ３，那么：

ｋ２ ＝１－
ＲＢＣ
Ｒｈ． （６）

ｋ３ ＝１－
ＲＡＢ
Ｒｈ （７）

由于本文重点研究纺织服装加工工业的选址问题，为使问题简化，假设粮食的交易效率与距离无关，

用ｋ０表示．
２）消费者－生产者的决策问题
棉花生产者的决策问题是在如下生产函数、劳动禀赋与预算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

ＭａｘＵｘ ＝（ｋ３ｙ
ｄ）（ｋ０ｚ

ｄ），

ｓ．ｔ　Ｘｐ ＝ｘ＋ｘｓ＝ｘｓ＝ｌαｘ，
ｐｘｘ

ｓ＝ｐｙｙ
ｄ＋ｐｚｚ

ｄ，

ｌｘ ＝１，

解：Ｕｘ ＝ｋ０ｋ３
ｐ２ｘ
４ｐｙｐｚ

，ｚｄ ＝
ｐｘ
２ｐｚ
，ｙｄ ＝

ｐｘ
２ｐｙ
．

衣服生产者的决策问题是在如下生产函数、劳动禀赋与预算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

ＭａｘＵｙ ＝ｙｋ０ｚ
ｄ，

ｓ．ｔ　Ｙｐ ＝ｙ＋ｙｓ＝（ｋ１ｘ
ｄ）ｌαｙ，

ｐｙｙ
ｓ＝ｐｘｘ

ｄ＋ｐｚｚ
ｄ，

ｌｙ ＝１，

解：Ｕｙ ＝ｋ０
（ｋ１ｐｙ－ｐｘ）

２

４ｐｙｐｚ
，ｚｄ ＝

ｋ１ｐｙ－ｐｘ
２ｐｚ

，ｙｓ＝
ｋ１ｐｙ＋ｐｘ
２ｐｙ

，ｙ＝
ｋ１ｐｙ－ｐｘ
２ｐｙ

．

粮食生产者的决策问题是在如下生产函数、劳动禀赋与预算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

ＭａｘＵｚ＝ｋ２ｙ
ｄｚ，

ｓ．ｔ　Ｚｐ ＝ｚ＋ｚｓ＝ｌαｚ，
ｐｚｚ

ｓ＝ｐｙｙ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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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ｚ＝１，

解：Ｕｚ＝ｋ２
ｐｚ
４ｐｙ
，ｙｄ ＝

ｐｚ
２ｐｙ
，ｚ＝ｚｓ＝１２．

３．２　一般均衡分析
根据一般均衡原理，要求所有人效用均等和产品市场出清．根据Ｕｘ＝Ｕｙ＝Ｕｚ可以求出３组相对价格

及均等效用：

ｐｘ
ｐｚ
＝

ｋ２
ｋ０ｋ槡 ３
，　
ｐｙ
ｐｘ
＝
１＋ ｋ槡３

ｋ１
，　
ｐｙ
ｐｚ
＝

ｋ槡２

ｋ１ ｋ０ｋ槡 ３

（１＋ ｋ槡３），

Ｕｘ ＝Ｕｙ ＝Ｕｚ＝
ｋ１ ｋ０ｋ２ｋ槡 ３

４（１＋ ｋ槡３）
．

根据市场供求均等的出清条件，有Ｍ１ｘ
ｓ＝Ｍ２ｘ

ｄ，因ｘｓ＝ｘｄ，所以Ｍ１＝Ｍ２．为了保证不论纺织服装加
工地在何处，Ｃ地区都是衣服需求的主要市场，假设Ｍ３＝θＭ１，且θ≥２，θ是Ｃ地区对Ａ或Ｂ两地区的人

口比例系数．根据衣服和粮食的市场出清条件，可以求出
ｐｙ
ｐｚ
＝θｋ１

，且θ＝
ｋ槡２

ｋ０ｋ槡 ３

（１＋ ｋ槡３）．

根据假设，令
ＲＡＢ
Ｒ ＝ｇ，有ｋ１ ＝１－ｇｔ，ｋ２ ＝１－（１－ｇ）ｈ，ｋ３ ＝１－ｇｈ，可知ｇ是ｔ，ｈ，θ的函数，ｇ值

由ｔ，ｈ，θ共同决定，得到的效用：

Ｕ＝
ｋ１ｋ２
４θ
＝（１－ｇｔ）（１－ｈ＋ｇｈ）４θ

．

利用Ｕ对ｇ求导，当ｔ＜ ｈ
１＋ｈ时，

ｄＵ
ｄｇ＞０，则ｇ取最大值１，纺织服装加工业布局在主要市场需求地；

当ｔ＞ ｈ
１－ｈ，

ｄＵ
ｄｇ＜０，则ｇ取最小值０，纺织服装加工业布局在原材料产地．ｇ值为０，意味着Ａ，Ｂ两地重

合，即棉花产地和服装加工地在一起，意味着棉花产地到加工地受地理距离的长短对交易效率的影响很

大；ｇ值为１，Ａ，Ｂ两地距离最远，棉花产地和服装加工地分居地理位置的两端，此时加工地与服装最大需
求市场在一起，意味着棉花产地到加工地受地理距离的长短对交易效率的影响很少或不大；若０＜ｇ＜１，ｇ
为区间（０，１）之间的任一值，则加工地处于位于棉花产地和服装最大市场之间的位置．

４　对我国纺织服装工业分布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９年数据，２８个地区（除天津、河北、湖北外），数据均来自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中国工业经济统

计年鉴》［８］、２８个地区的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地方统计年鉴［９］和２００１～２００９《中国统计年鉴》［１０］．借鉴相关研究
成果［１１］，以我国各地区纺织服装工业产值在全国纺织服装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为被解释变量，采用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Ｓｉｔ＝β０＋β１Ｘ１ｉ＋β２Ｘ２ｉ…… ＋βｎＸｎｉ． （８）
其中，Ｓｉｔ表示各地区各个时间纺织工业占全国纺织服装工业总产值比重，Ｘ１ｉ，Ｘ２ｉ……Ｘｎｉ为影响各地区
纺织服装工业所占比重的因素，β０为常数项，β１，β２……βｎ为变量的系数．
４．１　解释变量的选取

用各地区棉花产量与全国棉花总产量的比重（ｃｏｔｔｏｎ）来测量各地区原料的丰裕程度；一个地区的市
场规模越大，越是能吸引加工企业，纺织服装产品的市场规模由向国外出口和国内居民消费量决定，分别

用各地区向国外出口的服装及衣着附件的绝对额（ｅｘｐｏｒｔ）和各地区居民衣着支出总额（ｄｅｍａｎｄ，用各地区
城镇居民人均衣着支出和各地区城镇人口数的乘积与各地区农村居民人均衣着支出与各地区农村居民人

口数乘积求和计算，单位万元人民币）表示；各地区的交通条件和成本会直接影响加工企业的选址，运输

成本用交通密度间接反应，交通密度越大则运输成本越低，本文采用的交通密度由各地区铁路营运里程、

内河航道里程、公路里程３部分加总与各地区面积相除而得，用各地区交通密度与全国交通密度比值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来度量各地区交易成本及交通运输条件；各地区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同样也影响各地区纺织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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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产业的比值，用各地区纺织服装业工资与全国纺织服装业平均工资比（ｓａｌａｒｙ）来度量．如表３所示：
表３　变量含义及说明

指标名称 英文代写 含义及说明

被解释变量 纺织服装产业比重 Ｓｉｔ 以各地区纺织服装产业之所占全国总值百分比

解释变量

原材料丰裕度 ｃｏｔｔｏｎ 各地区棉花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百分比

产品出口量 ｅｘｐｏｒｔ 各地区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金额

国内市场需求量 ｄｅｍａｎｄ 各地区衣着消费金额

交通运输条件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各地区交通密度与全国交通密度比值

劳动力成本 ｓａｌａｒｙ 各地区纺织服装业工资与全国纺织服装业平均工资比值

由于ｅｘｐｏｒｔ和ｄｅｍａｎｄ采用的是绝对数值，值较大，那么对ｅｘｐｏｒｔ和ｄｅｍａｎｄ取对数处理，即：
Ｓｉ＝β０＋β１ｃｏｔｔｏｎ＋β２ｌｎｅｘｐｏｒｔ＋β３ｌｎｄｅｍａｎｄ＋β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β５ｓａｌａｒｙ． （９）
这样意味着，对ｅｘｐｏｒｔ一个百分比的变化会引起Ｓｉ一个绝对变化量，同样对ｄｅｍａｎｄ一个百分比的变

化会引起Ｓｉ一个绝对变化量
［１２］．用数学式子表示为

β２ ＝
Ｓ的变化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的变化 ＝ ΔＳ
Δｅｘｐｏｒｔ／ｅｘｐｏｒｔ

． （１０）

β３ ＝
Ｓ的变化

ｌｎｄｅｍａｎｄ的变化 ＝ ΔＳ
Δｄｅｍ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

． （１１）

式（１０）和式（１１）可以等效写成：
ΔＳ＝β２（Δｅｘｐｏｒｔ／ｅｘｐｏｒｔ）． （１２）
ΔＳ＝β２（Δｄｅｍ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 （１３）

４．２　各地区纺织服装工业比重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统计软件ＥＶｉｅｗｓ６．０对模型面板数据进行拟合，其回归结果见表４．

表４　回归结果表

ＲＥ随机效应 ＦＥ固定效应

ｃｏｔｔｏｎ
０．０１４７（０．３４１５）

０．０４３２

－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９３）

０．０４４９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
０．０１７２（０．５４０２）

０．０３１９

０．００９９（０．３０７１）

０．０３２３

ｌｎ（ｄｅｍａｎｄ）
０．３５８９（２．５０６９） 

０．１４３２

０．３１６０（２．１９０４） 

０．１４４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０．５３７７（４．２２２７）  

０．１２７３

０．４９８４（３．８５１０）  

０．１２９４

ｓａｌａｒｙ
２．３４７８（３．８９６２）  

０．６０２６

２．２５３２（３．７１４１）  

０．６０６６

常数项
－５．３１８０（－２．２１６４） 

２．３９９３

－４．４２３１（－２．０３１３） 

２．１７７４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Ｐ值 ０．２０９２ －

　　注：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样本数２５２个．括号前的是系数，系数下的值为标准差，括号内为参数估计值的ｔ检验值，  ， ，分别代表统

计检验达到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其中进行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１３］，原假设为：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系数无系统性差异；备择假设为：随机效

应与固定效应的估计值非一致，应选固定效应模型．Ｈａｕｓｍａｎ结果显示，不能拒绝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系
数无系统性差异的假设，检验的Ｐ值为０．２０９２，更支持随机效应估计［１４］．

那么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估计
Ｓ^ｉｊ＝０．０１４７ｃｏｔｔｏｎ＋０．０１７２ｌｎ（ｅｘｐｏｒｔ）＋

０．３５８９ｌｎ（ｄｅｍａｎｄ）＋０．５３７７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２．３４７８ｓａｌａｒｙ－５．３１７９．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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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统计量和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随机效应估计得到的结果是稳定的，市场需求、交通条件都对纺

织产业的发展有很好的解释力．某个地区的出口ｅｘｐｏｒｔ在自身基础上提高１个百分点，那么该地区纺织服
装工业产值在全国比重会增加０．０１７２个百分点；某个地区的居民衣着消费ｄｅｍａｎｄ在自身基础上提高１
个百分点，那么这个地区纺织服装工业产值在全国的比重会增加０．３５８９个百分点；某个地区的交通密度
比值与全国交通密度比值（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增加１个百分点，那么该地区的纺织服装工业产值占到全国的比重
会增加０．５３７７个百分点．其中，增加当地市场需求和提高交通密度对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正影
响，而出口量并未实现显著正影响．

５　结论
以上分析结果为将纺织服装产业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提供了依据．市场需求和交易效率是

影响纺织服装工业布局的重要因素，在东部沿海土地资源匮乏、环境压力增大，以及人力成本上升的这些

制约因素下，通过改善中西部地区交通环境，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纺织服装产业的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通

过纺织服装工业发展，提高中西部地区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水平；通过扩大中西部地区纺织服装消费市场，

进一步促进中西部地区纺织服装业的发展．在中西部地区发展纺织服装工业，从而使纺织服装工业与棉花
产业带的地理距离拉近，有利于提高棉花交易效率，进而可以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优势，加快资

源优势向纺织服装产业优势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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