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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设施与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

相关性分析及实证研究

王兴举, 高桂凤

(石家庄铁道大学 交通运输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43 )

摘 要:针对交通基础设施对小城镇间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优化作用进行定性定量两方

面研究。并以石家庄市为实例,以 2007年以前的交通基础设施数据和石家庄市统计年鉴为基

础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石家庄市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贡献率平均为 13. 0%, 交通基

础设施对产业结构调整贡献率为 10.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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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在交通运输业发展演进过程中,产业结构的

变化会带动交通运输结构变化。王岳平通过投入

产出模型和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产业结构的变化

对交通运输业的影响,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

是产业结构与交通运输业的关联关系; 二是交通

运输业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化因素。前者主要采

用投人产出分析方法, 后者采取投人产出和回归

分析方法[ 1] 。吴峰通过对产业结构与交通运输结

构熵值的因果关系检验,从定量的角度来分析我

国的产业结构与交通运输结构的关系
[ 2]
。外文文

献中,研究产业结构与交通运输结构的关系的文

章不多, M elo 把国际贸易模型应用于考虑交通运

输的区域经济的研究,针对运输费用问题,根据利

润最大化原理提出了确定地域交易系数的模

型[ 3]。宫城俊彦应用一般均衡分析系统的论述了

日本的交通运输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 4 9]
。纵观国

内外研究结果, 国内对此研究的不多而且不够系

统化,而国外的研究对我国的实际应用价值不大,

更多的只有参考价值。

二、产业体系与交通相关性

(一)国内外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研

究现状

产业体系即产业结构。我国在产业结构方面

的研究尚未成熟,还面临许多新的课题。龚仰军

研究产业结构的一些理论问题, 认为产业结构理

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民经济中产业与产业之间

的关系。杨德勇针对产业结构问题展开具体分

析,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纳入一些关于产业

结构鼓新的研究成果 [ 10]。刘家顺等认为现代产

业体系是一个产业群或产业系统的概念,是由若

干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现代产业组成

的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的内涵有两个最重要

的方面, 一是以现代产业为组成要素; 二是以现

代产业组织为基础。高效的交通运输促进了产业

要素的流通和产业组织的分工 [ 11]。

国外学者对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思

路,一是通过总结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来分析产业

的演变规律,另一种是基于工业化国家经验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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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如何通过产业政策加速实现产业升级。相关

研究揭示了产业结构演变的方向, 认为工业比农

业,商业比工业附加值高,并系统地提出了三次产

业的分类方法与依据,通过开创性的统计方法,研

究了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间的内在关系, 揭

示了随着经济的发展, 劳动力由第一产业逐步向

第二产业转移, 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导致劳动力

逐步向第三产业转移
[ 12 13]

。宫城进一步应用均衡

分析的方法定量的分析区域经济间产业结构转移

及交通运输在产业结构调整。

目前, 河北正在经历着由传统产业体系向现

代产业体系转换的重要时期, 构建河北现代产业

体系, 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大问题,

也是事关河北省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河北长远

发展的一个战略性核心问题。所谓现代产业体

系,就是能够通过有效条件、支撑和保障,研发、制

造、经营比较普遍的优质或高附加值产品的产业

体系。其中,科技创新是根本也是中心环节, 优

质或高附加值、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是主要标志。

交通运输是现代产业体系的基础, 如何科学合理

建设河北省小城镇间交通设施, 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二)小城镇现代产业体系发展与交通

相关性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命脉 要致富, 先修路 、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 ,这些共识充分说明了交通

对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亚当 斯

密早就认识到专业化分工与交通运输之间的关

系,在其经济学奠基性巨著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

因的研究 中, 斯密认为良好的道路、运河或可通

航河流由于减少了运输费用, 可以开拓更大的市

场,因而推动劳动分工,导致经济的发展。

交通基础设施作为一种社会先行资本, 是社

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区域间相互合作与

联系得以实现的基础。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基

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之一,经济的增长

会导致产业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动。交通具有外部

经济效应即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具有巨大的社会效

益,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杠杆作用。具体表现为:

优良的运输网络和较低的运输成本是影响区域经

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不仅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基

本的基础设施条件, 而且还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

内生性作用。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 是经济增长

与产业结构变动相互促进、相互联系、不断发展的

过程。

(三)发展河北省小城镇产业体系的交

通障碍分析

河北省交通线路和网络建设重视不够, 不能

充分满足城际客货运输迅速、便利、安全、经济的

需要。一方面,该地区内道路交通设施发达,但发

展并不均衡。另一方面, 运距增加,造成运输成本

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区之间的相互协作

和发展。本地区还拥有大型机场 石家庄机场,

但是由于在交通联系便捷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

致使石家庄机场运量一直不足。构建无缝运输的

货运要求,结合河北省 十二五 期间交通发展规

划,针对现代产业体系中存在的交通障碍,确定为

配合发展小城镇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重大交通建

设项目及发展序列对于河北小城镇产业结构的调

整至关重要。

三、石家庄市小城镇交通运输贡献率

分析

小城镇的经济辐射作用是指小城镇的物质

流、人流、信息流和技术流从小城镇向周围农村的

渗透和扩散,并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

的变化,从而是使农村向城镇转变的过程。以石

家庄市为例,从石家庄市小城镇产业体系发展的

实际出发,根据石家庄市小城镇现代产业体系间

相互影响关系,结合城镇间交通设施状况,进行石

家庄市的小城镇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现状定量分

析,为科学合理小城镇产业布局和交通设施建设

提供科学依据。由于数据收集的局限性,本研究

以 2007年以前的交通基础设施数据和石家庄市

统计年鉴为基础数据进行数据分析。

(一)石家庄市小城镇经济发展现状

100余年前, 石家庄不过是一个 街道六、庙

宇六、井泉四 , 一百五十户、六百多口 的小村

庄。而今她已发展成为人口 166. 5万、建成区面

积 122. 8 km 2 的特大城市,成为河北省省会、国务

院批准的甲类开放城市和实行沿海开放政策的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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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所示,石家庄市辖 6 区 17县(市) , 即

新华区、桥西区、桥东区、长安区、裕华区、矿区、辛

集市、晋州市、藁城市、新乐市、鹿泉市、正定县、深

泽县、无极县、赵县、栾城县、高邑县、元氏县、赞皇

县、井陉县、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和 1个高新技

术开发区。 九五 末的 2000年,全市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分别为 147亿元、

466亿元、390亿元。而 2004年,三次产业完成增

加值已上升为 230 亿元、795 亿元、608 亿元。

2005- 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如图 2所示,从

2005年 1787亿元增长到 2010年 3401. 0 亿元,

平均年增长为 13. 8%。2010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

370. 0亿元, 增长 2. 7%; 第二产业增加值 1653. 8

亿元, 增长 13. 1%; 第三产业增加值 1377. 2 亿

元,增长 13. 1%。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10. 9

48. 6 40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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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石家庄市小城镇间交通基础设施分析

图 3 2004 年石家庄市 18 个行政区间道路交通设施车道数

如图 3分别为 2004年石家庄市 18个行政区

间道路交通设施的车道数,表示区间交通运输通

行能力。以 2004年为例, 18个行政区间平均车

道数为 9,石家庄市区通行能力最强为 20,是全市

交通枢纽,运输中心。图 4为 2004 2007年交通

运输能力增长示意图,由图可知,石家庄市区与各

个区间通行能力并没有增加, 平均增幅为2 . 1%,

基本达到饱和,而井陉县与平山县之间平均增幅

最大,为 50%。

图 4 交通运输能力增长示意图

(三)交通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调整贡

献率分析

图 5表示 2007年交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能

力)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图。以前三年平均各个产

业结构比例平均值为内生贡献率, 以新增道路为

影响因素,以 2007产业结构比例为产业结构贡献

率,交通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调整贡献率为两者

之差。其中,交通基础设施对无极县第一产业贡

献率最高,为 14. 1% , 对石家庄市区第二产业贡

献率最高,为 12. 6% , 对石家庄市区第三产业贡

献率最高, 为 13. 6%。进一步加强了产业分工,

优化了产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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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表示 2007 年交通基础(交通运输能力)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图

(四) 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分析

图 6表示 2007年交通基础(交通运输能力)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图。以 2004年经济增长率为

内生贡献率,以新增道路为影响因素, 以 2007经

济增长率为经济贡献率,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

长率贡献率为两者之差。其中, 交通基础设施对

平山县经济贡献率最高为 10 . 6% ,对高邑县经济

贡献率最低为 2. 54%。

图 6 2007 年交通基础(交通运输能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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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本研究论述了交通基础设施与小城镇间的产

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并以石家庄市为

实例,以 2007年以前的交通基础设施数据和石家

庄市统计年鉴为基础数据,分别从交通基础设施

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贡献率和交通基础设施经济产

业结构调整贡献率两方面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

明石家庄市交通基础设施经济贡献率平均为

13. 0%, 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结构调整贡献率

10.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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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s on Industrial

Structures and Economic Growth
WANG Xing ju, GAO Gui feng

( S chool of T raf fi c and Transportat ion, S hijiazhuang Tiedao Un iversity, Shij iazh uan g 050043, China)

Abstract: Tr ansport infr ast ructure has an ef fect on economic grow th and indust rial str ucture opt i

m ization of small tow ns. Direct ing at the cor relat ion, this paper studies it fr om both the qualitat ive

and quant itat ive aspects. T aking Shijiazhuang City as an example, a quant itat ive analy sis is conducted

based on data of t ranspo rt infrastr ucture before 2007 and data fr om Shijiazhuang Stat ist ics Yearbook.

The result show s that the average contr ibut ion r at io of tr ansport inf rast ructur e to economic gr ow th is

13. 0%; and that to indust rial st ructure opt imizat ion is 10. 79%.

Key words: industr ial st ructure; t ransport infrastr ucture;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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