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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经济进入了滞涨阶段，虽然说近年来云南政府加大了对

农业产业的投入，促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并大力发展农业科学技术，但是云南省的农业产业仍然整

体表现出产业专业化程度与集聚程度的下降态势。因此认为，要提升云南省农业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与空间集

聚程度，促进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改善农业发展基础是关键，同时要进一步大力发展云南省的农业科技、促

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产业专业化提升，并加大对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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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引出和文献综述

某一产业的进步以及在空间地理位置上的集聚离

不开特定的空间范围，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可以较好的

缩短产业间以及厂商与消费市场或生产地之间的空间

距离，进一步带来产业空间格局的重塑与优化升级。

从经济社会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经历中可以发现，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空间产业所处地理位置的区位转

移，离不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一系列生产要

素的集聚过程，效用发挥过程与产业空间的重塑密不

可分，往往离不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对于要素流动的

作用以及相应的时间与金钱成本的下降。这样一来，

通过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效用的发挥，原本距离较远的

厂商之间的时间成本距离与资金成本距离降低了，地

理位置的空间阻隔问题通过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作用的

发挥而配合并相互适应。已有的文献研究从某种程度

上以空间经济学的角度看待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对空间

产业格局的重塑与优化升级，并通过的产业集聚的影

响予以诠释。
Masahisa Fujita， Paul Krugman and Anthony J.

Venables ( 2005) 认为产业的空间集聚是具有相类似

属性特点的生产、销售、分配等经济活动在某特定区

域范围内空间地理位置的集中，而且彼此相互关联属

性类似的产业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彼此循环关联关

系，受到统一的标准以及逻辑机制的规制，并促进这

一逻辑形态机制的持续发展。同时，产业的空间集聚

是在多种要素以及多种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下形成

的，不仅与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产业相关，也与处于产

业链高端的产业密不可分，既包括较为低端产品的产

品与服务不可分割，又离不开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

的产业与产品。在空间产业集聚的研究基础上，典型

传统意义上的“后院资本主义”学说是基于完全竞

争以及规模报酬恒定的假设前提上的，对于这一问题

的突破，不得不提 Von Thunen 和 Henderson 的研究，

可是，其研究成果只是建立在视规模报酬递减为一小

部分经济活动的外部效应而开展的，对于其实质与根

本问题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释。真正解决这一问

题的是 20 世纪 Dixit 和 Stiglitz 模型的创新，并使得

Chamberlin 的研究模型更具有实践意义。从某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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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看，新经济地理学以及空间进经济学的焦点从产

业的发展上来讲，在于如何理解空间产业格局的重塑

与优化，并从产业的集聚方面予以解释。D － S 模型

是建立在数量巨大的生产厂商在不完全竞争的格局基

础上，综合考虑规模报酬递增，并加入 “冰山成本”

的分析视角，认为在产品的运输过程中，运输成本即

产品如“冰山”一般融化掉部分。

区域空间产业格局的重塑与优化升级，一定程度

上与产业革命的产生与发展密不可分，而产业革命的

发展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一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

发展革命。欧洲 18 － 19 世纪生产效率以及生产力的

大规模提升，与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相伴随的产业革命

弥补可分，离不开生产运输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以及运

输方式的改善。十八世纪后半叶，英国的产业革命伴

随着交通运输体系的大幅度发展，发挥了惊人的乘数

效应。综合佳通运输提议，一方面通过降低运输的时

间成本以及金钱成本促进区域间运输与交流的便利

化，另一方面伴随着要素的流动，使得要素在国际范

围内更便于流动。这些产业革命的一大亮点是促使巨

量的要素向大城市与小城镇集聚，为产业空间格局的

重塑与优化升级提供了一定意义上的可能性。

与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时间成本、金钱成本、沟

通交流成本、存货贮藏成本、贬值报废成本密切相

关，通过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与优化升级，一定

程度上能够较为便利的接近生产要素具有先天禀赋优

势的区位，这样一来，产业发展的选址过程更倾向于

选取具有劳动力资源优势以及技术优势的禀赋区域。

这也就代表了一般意义上来说，产业偏好于在具有良

好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条件以及劳动力禀赋优势的城

市产业区集聚。然而，由于城市一般来讲，受制于较

高的地租成本与劳动力成本，城市生产区域一般来说

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出现产业重新回归城市边缘

的现象。W. Isard ( 1956 ) 在前人研究的问题上认为

厂商的选址是在地租成本以及劳动力成本双方基础上

的博弈问题，虽然其研究建立在厂商生产成本的最小

化以及利润的最大化博弈理论基础上，但缺乏区域均

衡发展的研究基础。一些学者认为，主流经济学派所

忽视的空间因素难以理解规模经济问题以及寡头垄断

问题，在模型的构造与建立基础上难以实现加大的发

展，因此，对于不完全竞争基础以及规模报酬递增等

要素的纳入考虑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D － S 模型则

一定程度上纳入了对这两个要素的考虑，在此基础上

发展了包括产业组织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

空间经济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等在内的多个理

论。

一些学者认为，新经济地理学是生产的空间区域

论，并视空间地理因素为影响厂商以及消费者行为的

重要影响因素，这样一来，国际经济学以及区域经济

学的交叉部分逐渐变多，新经济地理学也就在这一发

展基础上应运而生。新经济地理学的建模基础是建立

在 D － S 模型的规模报酬递增与不完全竞争基础上

的，综合考虑运输成本的冰山运输模式，在动态演化

的基础上综合计算机相关理论基础进行建模。也就是

说，通常情况下可以视经济地理学和空间经济学的模

型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与厂商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的

地理区位模型，一种是与城市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的

城市经济学基础上的理论模型，还有一种是建立在开

放经济体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学要素流动模型。第一种

建模方法的集大成者是与中心 － 外围理论密切相关的

模型，这一模型涉及农业生产部分以及制造业生产部

门，农业部门的生产要素不具有流动的可能性，因此

伴随之恒为 0 的运输成本，而制造业部门的生产要素

是自由流动的，因此伴随着不恒为 0 的运输成本，也

就是具有“冰山成本”。第二，从城市经济学发展的

模型基础来说，市场活动中的运输成本与运输生产规

模是不同的，各经济部门将因此伴随着层级结构问

题，这样一来，位于中心 － 外围理论中的中心地区的

制造业玩玩会向外围地区延伸，进一步形成经济较为

发达的城市中心区位; 第三，从开放经济体的国际经

济学的时间来讲，离不开国际贸易要素的自由流动以

及产业空间经济效应等相关问题，进一步在此基础上

研究国际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国际市场经济发展问题

以及空间产业格局的集聚问题。

尽管空间经济学对于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对产业空

间格局的重塑与优化升级的研究视角是多方面的，本

文主要立足于综合交通运输系统变化带来对空间产业

格局重塑与优化的相关影响进行研究，并以云南的农

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云南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变化与农

业产业发展与区域空间集聚的关系。第二部分，主要

对产业专业化及空间集聚效应进行测度，主要采用的

方法是 Krugman ( 1991) 的测度方法，发现近几年来

云南的农业产业集聚指数有所下降，主要是受到后危

机时代新常态经济下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的

影响。第三部分将延续云南的空间产业格局塑造例子

进行进一步研究，主要使用动态面板数据的方法建立

实证研究，进行二者之间关系作用的研究，由于空间

621



产业重塑与优化往往会受到经济政策、知识溢出效应

的影响，因此本文在 Dan Zheng and Tatsuaki Kuroda
( 2013) 研究的基础上控制住经济政策与知识溢出效

应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动态面板数据，分析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对空间产业格局的影响效应，而

Dan Zheng and Tatsuaki Kuroda ( 2013) 得做法则是控

制住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以及知识溢出效应的作用，研

究经济政策对中国产业专业化与区域空间集聚效应的

影响。

二、产业专业化以及空间集聚效应的测度

( 一) 主要的产业专业化与空间集聚测度方法

1. Krugman ( 1991) 的测算方法及拓展

Dan Zheng and Tatsuaki Kuroda ( 2013 ) 采 用

Krugman ( 1991 ) 的 专 业 化 指 标 ( Specialization In-
dex) 研究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专业化与空间集聚程度。

把中国划分为北部沿海、中部沿海、南部沿海、北部

内陆、中部内陆、南部内陆以及广大的西部内陆等 7

个区域，研究其相互之间及与国家平均水平间的差异

专业化指标，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实证研究①。其对差

异化指标 ( Dissimilary Indices) 构建方法如公式 ( 1)

所示。

DISj，k =
1
I ∑ i

qij

Qj
－
qik

Qk

( 1)

其中，qij代表农业 i 在 j 地区的产出，qik 代表农

业 i 在 k 地区的产出，Qj 和 Qk 分别是地区 j 和地区 k

的总产出。把差异化指标相加可以得出地区 j 的专业

化差 异 指 标 ( Dissimilarity Indices of Specialization ) ，

如公式 ( 2) 所示。

SPECj =
1
J ∑ jDISj，k ( 2)

专业化差异指标衡量了地区 j 的产业专业化平均

水平，若 j 区域的产业结构与 k 区域的产业机构相同

的话，SPECj 指标的值为 0，若 j 区域的产业结构与 k

区域的产业结构完全不同的化，SPECj 指标的值为 2 /
I。对于地区集聚水平的测算方法则采用相类似的空间

集聚差异化指标 DICi ( Dissimilarity Index of Concentra-

tion) ，如公式 ( 3) 所示，其中，Q 代表国家的总产出

水平。

DICi =
1
J ∑ j

qij

Qi
－
Qj

Q
( 3)

2. 空间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最开始是用以衡量市场劳动者个体间的

收入差距问题，由 Sen 于 1973 年提出②。未来和上文

Krugman ( 1991) 的度量方法相统一，本部分同样采

用产出量指标用以评价农业的在云南大空间集聚状

况，同样用
qij

Qj
表示农业的专业化程度，与 Krugman

( 1991) 的测算方法不同的是，空间基尼系数将基于

农业 i 的专业化程度
qij

Qj
进行升序排列，进而绘制竹洛

伦兹曲线。X 轴代表 n 个区域在农业部门的累计产出

百分比，Y 轴则表示代表 n 个区域的总产出累计百分

比。与 Krugman ( 1991) 的测算方法相比，空间基尼

系数无法满足 Pierre － Philippe Combes，Thierry May-
er，and Jacques － Francois Thisse ( 2010 ) 对理想空间

集聚指数性质的假定条件中的性质 3 和性质 4③，因

此，本文主要采用与 Dan Zheng and Tatsuaki Kuroda
( 2013) 相类似的方法对产业专业化与空间集聚程度

加以测算④，与 Krugman ( 1991 ) 不同的是，本文采

用农业增加值的指标进行测算，更好的反映出了产业

的增长与变化情况。
( 二) 云南产业专业化与空间集聚的测度

本文主要选取云南省的 8 个市辖区作为研究对

象，包括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保山市、昭通

市、丽江市、普洱市、临沧时等在内，并以云南省的

农业空间集聚为重点研究对象，分析综合运输体系发

展对其的作用。本文主要就中国进入新常态经济以来

的 2010 年到 2013 年的数据进行研究，重点研究云南

省市辖区的专业化差异指标以及农业集聚程度的变化

规律，并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通过公式 ( 1 ) 结合

2003 － 2014 年数据计算得出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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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Dan Zheng，Tatsuaki Kuroda，2013，”The Impact of Economic Policy on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and Ｒegional Concentration of China’ s
High － tech Industries”，Ann Ｒeg Sci，vol. 50，pp. 771 － 790.

SenAmel，K. 1973. On Economic Inequ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理想空间集聚的性质: 1. 空间集聚的度量必须可以在部门间进行比较; 2. 空间集聚的度量应该可以在不同空间尺度之间进行比

较; 3. 空间集聚度的度量对于空间分类的任意改变应该是无偏的; 4. 空间急剧的度量对产业的分类的任意改变应该是无偏的; 5. 空间

集聚的度量应在稳固的基准下进行。
Pierre － Philippe Combes，Thierry Mayer，and Jacques － Francois Thisse: 《经济地理学———区域和国家一体化》，安虎森译，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表 1 2003 年 － 2014 年云南省农业专业化差异指标测算 ( 单位: % )

2010 昆明市 曲靖市 玉溪市 保山市 昭通市 丽江市 普洱市 临沧市 云南 SPEC

昆明市 0. 00 3. 15 0. 57 26. 42 9 5. 17 9. 61 22. 22 10. 88

曲靖市 0. 00 2. 58 23. 27 5. 85 2. 02 6. 46 19. 07 9. 88

玉溪市 0. 00 25. 85 8. 43 4. 6 9. 04 21. 65 13. 91

保山市 0. 00 17. 42 21. 25 16. 81 4. 1 14. 90

昭通市 0. 00 3. 83 0. 61 13. 22 5. 89

丽江市 0. 00 4. 44 17. 05 10. 75

普洱市 0. 00 12. 61 12. 61

临沧市 0. 00 23. 51

云南市辖区平均 12. 79

2011 昆明市 曲靖市 玉溪市 保山市 昭通市 丽江市 普洱市 临沧市 云南 SPEC

昆明市 0. 00 3. 05 0. 52 24. 92 9. 67 4. 4 9. 19 21. 51 10. 46

曲靖市 0. 00 2. 53 21. 87 6. 62 1. 36 6. 14 18. 46 9. 50

玉溪市 0. 00 24. 4 9. 15 3. 88 8. 67 20. 99 13. 42

保山市 0. 00 15. 25 20. 52 15. 73 3. 41 13. 73

昭通市 0. 00 5. 27 0. 48 11. 84 4. 40

丽江市 0. 00 4. 79 17. 11 7. 3

普洱市 0. 00 12. 32 12. 32

临沧市 0. 00 22. 91

云南市辖区平均 12. 81

2012 昆明市 曲靖市 玉溪市 保山市 昭通市 丽江市 普洱市 临沧市 云南 SPEC

昆明市 0. 00 3. 14 0. 97 24. 36 10. 81 4. 81 10. 04 19. 51 10. 52

曲靖市 0. 00 2. 17 21. 22 7. 67 1. 67 7. 26 16. 37 9. 39

玉溪市 0. 00 23. 39 9. 84 3. 84 9. 43 18. 54 13. 01

保山市 0. 00 13. 55 19. 55 13. 96 4. 85 12. 98

昭通市 0. 00 6 0. 41 8. 7 5. 04

丽江市 0. 00 5. 59 14. 7 6. 76

普洱市 0. 00 9. 05 4. 51

临沧市 0. 00 20. 63

云南市辖区平均 10. 36

2013 昆明市 曲靖市 玉溪市 保山市 昭通市 丽江市 普洱市 临沧市 云南 SPEC

昆明市 0. 00 3 1. 16 24. 17 11. 19 4. 76 10. 55 18. 38 10. 46

曲靖市 0. 00 1. 84 21. 17 8. 19 1. 76 7. 55 15. 38 9. 32

玉溪市 0. 00 23. 01 10. 03 3. 6 9. 39 17. 22 12. 65

保山市 0. 00 12. 98 19. 41 13. 62 5. 79 12. 95

昭通市 0. 00 6. 43 0. 64 7. 19 4. 75

丽江市 0. 00 5. 79 13. 62 9. 71

普洱市 0. 00 7. 38 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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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 0. 00 19. 45

云南市辖区平均 10. 83

从表 1 可以看出，对于云南省的昆明市、曲靖

市、玉溪市、保山市、昭通市、丽江市、普洱市、临

沧时等 8 个市辖区来说，农业专业化程度总体呈现出

下降趋势，云南省的平均农业专业化指数从 2010 年

的 12. 79% 下降到了 2013 年的 10. 83%。可以认为云

南省农业产业伴随着中国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

放缓，专业化程度增长缓慢，甚至有下降趋势。从对

表 1 的解读发现，就云南省而言，农业产业化程度与

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的几个市辖区分别是临沧市、保山

市、玉溪市以及昆明市，而农业产业化程度较低的是

普洱市与昭通市。接下来就我国进入新常态经济以来

经济增长放缓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来研究

2010 年 － 2013 年云南省 8 个市辖区的农业专业化与

集聚程度的变化情况，具体如图 1 所示。

图 1 2010 － 2014 年云南省各市辖区农业专业化指数

与产业集聚程度图 ( 单位: % )

从图 1 中 的 农 业 专 业 化 指 数 与 产 业 集 聚 程 度

( 产业专业化) 关系中可以看出，自 2010 年中国进

入新常态经济以来到 2013 年，云南省的农业产业在

8 个市辖区都表现出了稳定并波动的态势，虽然在近

年来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国际国内市场对农产品

的需求有逐渐下降的趋势，且受到国内经济放缓的影

响，农业产业集聚程度与专业化程度在整体表现上出

现了略有下将的态势，但整体比较稳定，没有大规模

的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市场疲软以及经济放缓的

影响，如云溪的农业专业化指数始终徘徊于 14% 左

右，临沧的这一指数岁 2011 年骤降，但 2012 年又回

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保持在 20% 左右。而受冲击较

大的临沧，虽然这一指数在 2011 年 － 2012 年从之前

23% 左右 的 水 平 降 到 了 2012 年 的 5% 左 右，但 在

2013 年仍保持稳定在 5% 左右的水平。云南市辖区的

这一指标则比较稳定的徘徊在 10% － 15% 之间，但

也表现出了略微下降的态势。虽然近年来云南作为重

要的沿边开放城市，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市场需求下降

以及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影响，但由于一些因素的作

用，且这种打击表现在了农业产业专业化程度下降的

结果上。究其原因，本文将从影响空间产业格局重塑

与优化的影响因素方面进行研究，尤其是着眼于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对空间产业格局的影响入手，并控制住

其他重要影响因素，如经济政策以及知识溢出效应

等，研究云南省农业产业专业化程度下降的影响要

素。

三、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对产业专业化与空间集聚

影响的实证研究

( 一) 模型的构建与指标的选取

本文主要以云南的农业产业为研究对象，选取云

南省的主要 8 个市辖区的 2010 － 2013 年四年间的数

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的方法，控制住知识溢出效应

以及经济政策对空间产业专业化与空间集聚的影响作

用，主要讨论综合交通运输系统变化对其的影响作

用。由于本期产业的专业化与空间集聚效应是建立在

上期空间产业集聚与专业化基础条件之上的，因此，

本文将考虑滞后一阶的情况，并构建相关模型。
SPECjt = a + bSPECj，t － 1 + c0Xjt + c1Xj，t － 1 + dYjt + Ej

+ ε jt
其中，SPEC 代表产业的专业化程度，j 代表地

区，t 代表所在时期，t － 1 代表滞后一期的时期，X

代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情况并以向量形式表示，X

是包括经济政策、知识溢出效应等控制变量并以向量

形式表示 fj 表示已有的产业生产条件的时间变量固

定效应，E 代表某区域的前天资源与市场禀赋优势，

Y 代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影响，ε jt是误差项并基于

无自回归的假设前提，a、b、c1、c2、d 分别是系数

系数矩阵。对指标的定义如表 2 所示。

表 2 具体选用指标及释义情况

变量类型 具体指标 指标释义

因变量 SPEC 区域产业专业化与空间集聚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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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 GDP 的比重 E 先天市场禀赋优势影响

地方公共财政指出占 GDP 的比重 X1 地方经济政策的影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单位就业人数 X2 科学技术条件的影响

市辖区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Y 综合交通运输系统的影响

数据来源: 中经统计网与作者整理得出。

如 2 所示，本文主要选取 SPEC 指标 ( 见表 1 )

作为区域产业专业化与空间集聚效果的指标，并把其

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选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

GDP 的比重作为衡量地区先天市场禀赋优势的影响

因素，地方公共财政指出占 GDP 的比重作为地方经

济政策的代表，研究其对产业专业化与空间集聚效果

的影响，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作为科技条

件的进步带来的影响，市辖区人均拥有的道路面积作

为综合交通运输系统的影响代表指标。
( 二) 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结果

表 3 GMM 一步估计结果

SPEC ( 因变量) 协方差系数 标准差 Z 得分 P ＞ /Z /的概率 95% 置信区间

SPEC 滞后一阶 0. 28 0. 33 0. 85 0. 393 ［－ 0. 36，0. 93］

X1 － 0. 20 0. 22 － 0. 88 0. 379 ［－ 2. 83，0. 98］

X2 － 0. 93 0. 97 － 0. 95 0. 340 ［－ 0. 64，0. 24］

Y － 0. 76 0. 39 － 1. 93 0. 054 ［－ 1. 53，0. 01］

E ( 固定效益) 18. 63 6. 30 2. 96 0. 003 ［6. 3，30. 97］

数据来源: 中经统计网与 Stata 统计输出。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云南省农业专业化程度受到

其自身滞后一阶变量的正向关系作用，地方公共财政

支出占 GDP 比重 ( X1 )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单位就

业人数指标 ( X2 ) 的负向作用、受到市辖区人均拥

有道路面积指标 ( Y) 的负向作用，受到固定效益

( E) 的正向影响作用。究其原因可以归纳如下: 近

年来由于 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经济发展进

入了滞涨的后危机时代，云南省的包括 8 个市辖区在

内的农业产业专业化程度表现出波动并下降的态势，

主要是受国际与国内市场需求缩小、国内经济增长放

缓的影响:

第一，云南省农业专业化指数受其一阶滞后项的

影响效应为正向关系，但由于近年来云南省的农业产

业专业化程度一直呈现出下降的态势，总的来说，这

种影响对于当期农业产业专业化与集聚的效应影响是

消极的。农业的专业化程度受到其前期发展的影响，

但由于云南地处西部落后地区，农业专业化程度不

高，所以表现出消极的影响关系作用，而且云南省的

农业专业化程度的当期效应还受到地方经济政策、科

学技术发展、交通综合运输条件的影响，所以这种效

应的影响并不大;

第二，云南省农业专业化指数受到经济政策与科

学技术发展等效应的影响，且这种影响结果是负向的

关系，近年来云南省的农业产业专业化程与集聚程度

一直在下降，也就是说云南省 8 个市辖区的农业产业

专业化程度与集聚程度的下降受到了科学技术发展以

及经济政策实施的积极作用，即经济政策的实施与科

学技术对农业产业化程度提升以及集聚程度提高的作

用是正向积极的，且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积极影响较

经济政策要大，可以看出，对于云南农业产业化整体

受阻下降的效应影响，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协方差系数

为 － 0. 93，而与经济政策的协方差系数为 － 0. 20;

第三，云南省农业专业化指数与产业集聚效应受

阻与综合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同样表现出负向关系，

也就是说，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改善对于农业产业专

业化与集聚效应的发展的影响是积极的。且这种影响

不及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大，但较之经济政策的作用

影响要大的多，其与农业产业专业化与农业产业集聚

下降的协方差系数为 － 0. 76;

第四，云南省的农业专业化指数与产业集聚程度

下降受到了社会固定消费的积极影响较大，也就是说

近年来云南省农业专业化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国际

国内经济增长放缓与市场需求不足而造成的。经过经

济政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改

善对于这一状况有所改善，但总的来说都难以抗拒经

济下滑的大趋势，走出云南省农业专业化指数下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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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程度下降的困境。

四、相关结论与对策建议

近年来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国际国内市场需求

下降、经济不景气以及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影响云南

省的农业产业专业化程度以及产业集聚效应自 2010
－ 2013 年表现出波动与下滑的态势，尽管近年来受

到经济政策支持、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以及科学技术进

步的作用得以缓解，但整体来说还是受到前期经济发

展以及市场状况固定效应的拖累，表现出持续疲软下

滑的态势。要应对这一问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

手:

第一，改善云南省农业发展基础，促进整体经济

的恢复与发展。云南省农业专业化程度的受制主要是

源于近年来经济不景气与市场疲软的影响，因此发展

整体经济，促进云南尽快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后

危机时代效应是提高云南农业专业化水平与产业集聚

效应的关键所在;

第二，科学技术的进步、政府支持农业发展的政

策以及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改善，一定程度上能缓解

农业产业专业化程度下降以及集聚程度降低的态势。

因此，要大力提高农业产业的科技含量，促进政府对

于农业等基础产业的支持，并且发展综合交通通讯设

施，提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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