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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管理】

区域发展竞争与产业用地效率分析
———基于江苏省１３个地级市微观数据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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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江苏省各地级市的土地供应情况为研究对象，运用微观层面的土地交易成

交案例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江苏省１３个地级市围绕着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存在着明

显的竞争行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级市为了弥补差距，在产业供地方面不断

加大力度。同时，江苏省土地供应存在效率损失，即供地最多的地级市，其用地集约度低

于全省行业平均水平，产业用地规模的扩张是牺牲了用地效率带来的。因此，应有针对性

地进行机制创新，推动区域间协调发展，抑制过度竞争带来的效率损失，推动区域间形成

良性的竞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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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区域间的发展竞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联系，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数十

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之所在［１－６］。在发展竞争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对稀缺资源的控制，能够保

证地方政府的意愿变成现实［７］。在传统城乡二元体制框架下，土地成为了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可

支配资源，从而也就成为了地方政府在发展竞争中的主要工具，因此，有学者将政府推动经济增

长的模式归纳为“以地谋发展”模式［８－９］。在服务于发展竞争的土地供应中，地方政府有着明显

的“地价让利”“以地引资”行为［１０］，即在招商引资中通过低价供应工业用地的方式来吸引工业

企业落户，从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满足政绩需求［１１－１３］。这种“地价让利”“低价供地”的情况在



沿海地区尤为显著［１４］，该类供地策略主要反映在对流动性较强的工业企业的招商引资竞争之

上［１５］。显然，这样的土地供应方式难以反映真实的成本收益关系。价格扭曲导致了土地利用的

效率损失：２００２年中国的土地投资密度为１．１２亿美元／平方公里，远落后于日本、韩国、英国等同
样人多地少的国家，其中英国２００４年的投资密度为１３１．８９亿美元／平方公里［１６］。中国经济最发

达的长三角城市群，地均ＧＤＰ为９７４万美元／平方公里，而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的地均ＧＤＰ达到
９６６２万美元／平方公里①。

通过文献回顾可知，在发展竞争的驱动下，人为地压低工业用地供应价格会导致土地供应价

格扭曲，土地供应价格扭曲则会导致用地效率的损失。有鉴于此，本文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江苏

省作为研究区域，通过分析微观层面的工业用地交易成交案例数据，检验发展竞争与用地效率之

间的关系。本文可能的贡献有二：一是运用具体的江苏省土地交易成交案例数据展开分析，即通

过汇总微观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更为精准。二是针对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分析江

苏省各地级市在产业发展战略驱动下的土地供应行为。这既解析了区域间的发展竞争行为，也

能对江苏省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经验依据。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区域

本文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域，研究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选择江苏省作为研究区域的原
因有以下两方面：第一，江苏省有着较好的数据统计基础。为了更好地统计本省高新技术产业的

发展情况，江苏省发布了《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分类目录》（２０１２年修订），提供了高新技术
产业的详细行业分类代码。在具体操作中，结合《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分类目录》（２０１２年
修订）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２００２版）②，本文将江苏省在“十二五”期间重点发展的高新
技术产业相关的行业分类整理到大类层级（如表１所示）。

表１　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涉及的行业及其代码

行业大类代码 行业类别名称 行业大类代码 行业类别名称

２６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３５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２７ 医药制造业 ３６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２８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３７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含汽车制造业）

３１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３９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３３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４０ 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３４ 金属制品业 ４１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注：这里仅列举了属于工业的相关行业，其他行业如软件业没有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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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源于２０１６年出台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
本文使用的土地交易数据主要采用的２００２年版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并未使用新的版本。



第二，作为沿海经济发达省份，江苏省各地级市在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非常激烈。江苏省虽

没有提出单独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但是却有着明确的战略新兴产业规划，而高新技术产业

与战略新兴产业高度重合，具体如表２所示。江苏省《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十三五”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苏政办发〔２０１６〕１３７号）提出：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超１万家，
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占比超过７０％。

表２　江苏省战略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目录对比

“十二五”期间战略新兴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２０１２

新能源产业 新能源制造业

新材料产业 新材料制造业

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 医药制造业

节能环保产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航空航天制造业

新能源汽车产业 新能源制造业

智能电网产业 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海洋工程装备产业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

物联网和云计算产业 智能装备制造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软件产业 软件业

（二）数据来源

已有研究中，关于土地出让的相关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或《中国国土资

源年鉴》，已有年鉴中虽然分别统计了“成交方式”“成交金额”及“土地用途”，但这几个统计数

据之间却没有交叉，例如没有提供“成交方式 ＋土地用途”的数据，因而我们无法得知具体某一
类用地类型的成交价格、交易宗数与交易金额等数据，更没有具体的土地供应属于某一行业的细

分数据。因此，本文采用中国土地市场网上的土地交易公示成交案例汇总而成的数据进行分析。

中国土地市场网由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和法律中心共同主办，自２００７年起各宗工业用地
出让的结果都会在该网站公示［１７］。成交案例公示的信息包括成交价格、成交金额、交易方式、容

积率、土地用途、所属行业等。本文从中国土地市场网搜集了江苏省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期间全部
１２１７４８宗供地成交案例数据，其中３５０３３宗成交案例的用地类型属于工业用地，１７９８０宗成交
案例的行业分类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相关行业。本文运用微观层面的土地交易数据，针对表１中
的１２个行业，分析江苏省１３个地级市的供地情况。

二、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江苏省各地级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土地供应对比分析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作为省级层面的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各地级市都将其作为产业发展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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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努力增加高新技术相关行业的供地面积，扩大产业规模。特别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级

市，持续地通过扩大供地面积，以缩小和其他地级市的差距。

表３统计了江苏各地级市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高新技术产业相关各行业的供地面积占高新技术
产业供地总量的比重。可以看出，江苏省各地级市在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

造业这３个行业的供地比例较高，这也符合江苏省制造业大省的现实情况。从１３个地级市的供
地总量来看，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通用／专用装备制造业的供地量占比约４１％，金属制品业的供地量
占比约１７％。这说明在装备制造、金属制品领域各地级市竞争较为激烈。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制造业的供地量在各地级市占比也相对较高，其中，淮安、连云港、南通的比例明显较高。化学纤

维制造业的供地量仅在宿迁市占比较高。镇江、扬州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含汽车制造）的供

地量占比相对较高。大部分地级市的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供地量也有一

定的占比。

表３　江苏省各地级市高新技术产业相关各行业的供地面积占本地高新技术产业供地总量的比重

　　城市

行业代码　　
南京 无锡 徐州 常州 苏州 南通 连云港 淮安 盐城 扬州 镇江 泰州 宿迁

２６ １３．９１％ ８．２６％ １５．６７％ ９．２８％ １０．２４％ ２６．７４％ ４２．１３％ ３３．２１％ １２．２４％ ９．１４％ １１．３３％ １０．５８％ １２．０１％

２７ ４．６３％ ２．６６％ ５．２２％ ６．８５％ ３．１５％ ２．９１％ ５．３７％ ３．４７％ ２．１２％ ２．６２％ ４．０８％ ８．８８％ ２．４６％

２８ ０．６８％ ２．５６％ ２．４０％ ０．８８％ ３．４９％ ４．５６％ ４．０７％ ２．２１％ ０．９６％ ３．５１％ ２．３７％ １．６４％ １２．５４％

３１ １．６９％ １．２８％ ４．０９％ １．６７％ ０．３２％ １．６３％ ４．０２％ ２．８１％ ４．２３％ １．８８％ １．５８％ ０．５９％ ５．３２％

３３ ０．０１％ ０．６９％ ０．４６％ ０．００％ ０．９２％ ０．０６％ ３．３６％ ４．５６％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１２％ ０．０５％

３４ ６．４０％ ２１．６９％ １５．２０％ １２．７２％ １４．３５％ １５．７７％ １９．０８％ １５．７１％ １７．５３％ １２．４５％ １９．５３％ ２６．７２％ ２０．８６％

３５ １９．７７％ ２７．３４％ ２５．７５％ ３７．８５％ １９．４９％ １９．６３％ ８．１７％ １６．６７％ ３１．４９％ １５．６４％ １０．９０％ ２４．５９％ １２．９９％

３６ ３１．２４％ ２４．１７％ ２３．４６％ ２４．７５％ ２５．１３％ １５．５４％ ９．５６％ ７．０８％ １９．０８％ ２０．８２％ １７．９１％ １２．７７％ １０．２２％

３７ １１．３６％ ５．７７％ ４．５２％ ２．０２％ １０．０８％ ８．００％ ３．５４％ ５．７９％ ８．１４％ ２１．２４％ ２０．９３％ ４．００％ １０．３７％

３９ ０．０７％ ０．１３％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４２％ ０．３２％ ０．００％ １．７７％ ０．９０％ ０．１６％ ０．１３％ ０．２４％ ２．４２％

４０ ８．５３％ ４．７２％ ２．８９％ ３．８３％ １０．９５％ ４．３２％ ０．６４％ ５．９８％ ２．８９％ １１．５５％ ８．４２％ ７．９９％ １０．０５％

４１ １．７１％ ０．７３％ ０．２４％ ０．１１％ １．４６％ ０．５２％ ０．０５％ ０．７４％ ０．４３％ ０．９７％ ２．７６％ １．８８％ ０．７１％

表４统计了在高新技术产业相关行业中，各地级市的供地面积占单个产业供地总面积的比重，
从而对比分析各地级市在同一行业内部的供地占比。１３个地级市中，苏州在绝大部分高新技术产
业相关行业上的供地都占有较高的比例，优势明显。盐城、南通、泰州、连云港在多个行业上占有较

高比重。南京、无锡在大多数行业都有较高占比，但单个行业没有形成较高的供地占比。徐州、常

州、扬州、镇江在多个行业的供地面积上都有一定的比例。淮安、宿迁仅在少数一两个行业上有较

高的占比，在其他行业上占比较低。对比表３、表４可知，江苏省１３个地级市，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竞争关系，各地级市的供地中，多数在装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的供地占比都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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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这都说明各地级市之间的产业发展策略存在竞争。

表４　江苏省各地级市高新技术产业相关各行业的供地面积占全省各行业供地量的比重

　　城市

行业代码　　
南京 无锡 徐州 常州 苏州 南通 连云港 淮安 盐城 扬州 镇江 泰州 宿迁

２６ ４．６９％ ３．４０％ ５．０１％ ４．６１％ ７．９９％ ２０．１７％ ２４．５８％ ７．３７％ １０．１０％ ２．９０％ ２．２５％ ４．７８％ ２．１４％

２７ ６．４７％ ４．５５％ ６．９３％ １４．１０％ １０．１９％ ９．０９％ １２．９７％ ３．１９％ ７．２５％ ３．４４％ ３．３６％ １６．６５％ １．８２％

２８ １．３６％ ６．２６％ ４．５５％ ２．６０％ １６．１３％ ２０．３９％ １４．０５％ ２．９０％ ４．６９％ ６．６１％ ２．７９％ ４．４１％ １３．２６％

３１ ４．２８％ ３．９６％ ９．８４％ ６．２３％ １．８８％ ９．２６％ １７．６４％ ４．６９％ ２６．２３％ ４．４９％ ２．３６％ ２．０２％ ７．１３％

３３ ０．０７％ ６．６８％ ３．４５％ ０．００％ １６．８４％ １．１２％ ４６．１１％ ２３．７７％ ０．００％ ０．１４％ ０．３４％ １．２７％ ０．２２％

３４ ２．２０％ ９．１１％ ４．９６％ ６．４４％ １１．４２％ １２．１３％ １１．３４％ ３．５５％ １４．７５％ ４．０３％ ３．９６％ １２．３２％ ３．７９％

３５ ５．１３％ ８．６６％ ６．３４％ １４．４６％ １１．７０％ １１．３９％ ３．６７％ ２．８５％ １９．９９％ ３．８２％ １．６６％ ８．５６％ １．７８％

３６ ９．３９％ ８．８６％ ６．６９％ １０．９５％ １７．４６％ １０．４４％ ４．９７％ １．４０％ １４．０２％ ５．８８％ ３．１７％ ５．１４％ １．６２％

３７ ８．１３％ ５．０４％ ３．０７％ ２．１２％ １６．６８％ １２．７９％ ４．３８％ ２．７２％ １４．２３％ １４．２９％ ８．８１％ ３．８３％ ３．９２％

３９ ０．９４％ ２．２０％ １．２９％ ０．６４％ １３．４６％ ９．７９％ ０．００％ １６．０９％ ３０．３７％ ２．０１％ １．０５％ ４．４６％ １７．６９％

４０ ８．４０％ ５．６８％ ２．７０％ ５．５５％ ２４．９１％ ９．５０％ １．１０％ ３．８７％ ６．９５％ １０．６９％ ４．８８％ １０．５４％ ５．２３％

４１ １１．７１％ ６．０９％ １．５３％ １．１３％ ２３．１７％ ８．００％ ０．６１％ ３．３５％ ７．２３％ ６．２６％ １１．１３％ １７．２３％ ２．５７％

制造业部门较高的流动性，使得处于强大区域竞争压力下的地方政府不得不提供包括廉

价土地、补贴性基础设施、企业所得税减免、放松环境政策和劳动管制在内的一整套优惠政策

包［１５］。长期以来，作为提供土地的地方政府，会采取低地价供应工业用地的方式来吸引企业

落户［１０］。土地价格扭曲会导致用地效率低下、过度投资、产业同质化等问题。为了观察地区

竞争能否影响到土地利用效率，本文采用容积率作为用地效率的测度指标，来观察各地方是否

存在着用地效率损失。容积率的定义为：建筑总面积／占地面积，该指标能够有效地反映单位
土地能够承载的其他要素（如投资）有多少，是反映土地利用效率的关键指标。表５统计了高
新技术产业相关各行业供地面积前三名的城市在土地交易中约定容积率下限的均值。从表中

可以看出，全部１２个行业中，１１个行业供地占比最高的地级市在该行业交易中的约定容积率
下限的均值，要低于该行业的整体容积率下限均值。这也就意味着，供地最多的地级市，即在

某一行业中吸引项目落地最多的地级市，其用地集约度低于全省行业平均水平。供地排名第

二的城市中，７个城市的容积率下限均值低于全行业平均水平。排名第三的地级市中，８个行
业的容积率下限均值低于全省行业平均水平。对于某些地级市而言，推动行业快速发展的同

时伴随着土地粗放利用的情况。江苏省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苏州，其在多个行业发展中独占

鳌头：１２个高新技术产业相关行业中有４个行业的供地占比最高，这４个行业的用地容积率
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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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江苏省各行业供地面积占比前三名的地级市

行业

代码

排名第一

的城市

容积率

下限均值

排名第二

的城市

容积率

下限均值

排名第三

的城市

容积率

下限均值

全省

均值

全省

中位数

２６ 连云港 ０．６７ 南通 ０．７３ 盐城 ０．６７ ０．７２ ０．７

２７ 泰州 ０．９３ 常州 １．０５ 连云港 ０．６８ １．０７ ０．９

２８ 南通 １．００ 苏州 ０．７１ 连云港 ０．７５ ０．８３ ０．８

３１ 盐城 ０．５６ 连云港 ０．６８ 徐州 ０．７７ ０．７５ ０．７

３３ 连云港 ０．５６ 淮安 ０．６６ 苏州 ０．７８ ０．７３ ０．７

３４ 盐城 ０．６７ 泰州 ０．７９ 南通 ０．８０ ０．７７ ０．７０

３５ 盐城 ０．７２ 常州 ０．７３ 苏州 ０．７２ ０．７９ ０．７０

３６ 苏州 ０．７５ 盐城 ０．８４ 常州 ０．７５ ０．８６ ０．７０

３７ 苏州 ０．７５ 扬州 ０．８２ 盐城 ０．７２ ０．７６ ０．７０

３９ 盐城 ０．７３ 宿迁 １．００ 淮安 ０．７６ ０．７９ ０．７０

４０ 苏州 ０．８０ 扬州 ０．９１ 泰州 ０．９５ ０．９２ １．００

４１ 苏州 ０．８７ 泰州 ０．９５ 南京 ０．８９ ０．９２ １．００

三、总结与建议

本研究运用中国土地市场网提供的微观层面的土地交易成交案例，对江苏省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过程中的供地效率受损问题进行了系统地统计分析。研究发现，目前，江苏省

１３个地级市之间存在着产业发展方面的竞争，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相对落后的地级市，在产业
供地上面不断加大力度以期缩小差距。这一行为映射到土地供应上则体现为地价让利导致的用

地效率降低：竞争中的优胜者，其土地利用效率相对较低，这是由于优胜的代价是土地供应上的

让利，土地供应让利则会导致价格扭曲下的用地效率降低。这一点在约定容积率的计算中得到

了验证：在高新技术产业涉及的１２个工业行业中，１１个行业供地占比最高的地级市在该行业交
易中的约定容积率下限的均值，要低于该行业的整体容积率下限均值。即供地最多的地级市，其

用地集约度低于全行业平均水平，用地规模、产业规模扩张、引资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是依靠牺牲

用地效率换来的。７个行业供地占比第二高的地级市，其约定容积率下限的均值，要低于该行业
的整体容积率下限均值。８个行业供地占比第三高的地级市，其约定容积率下限的均值，要低于
该行业的整体容积率下限均值。在产业发展竞争中，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扩大产业规模，可能会

降低用地效率。

政府的产业政策及其土地供应行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在区域间发展竞争的环

境下，各地方的产业政策相类似，吸引类似的企业落户，会带来产业集聚，产生集聚效应，但也

会导致同质化与过度竞争。一方面，各地方缺乏从自身比较优势出发的明确的产业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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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产业发展贪大求全。另一方面，各地方在相同产业供地上过度竞争，导致用地效率损失，

且土地要素的低效利用、价格扭曲会导致产业发展快速扩张。并非在真实价格信号指导下的

产业快速发展，存在着产业发展过度扩张、非理性增长的隐患，也给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了

副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同时，“协调”发展也是我们新时代

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有鉴于此，针对区域间产业发展过度竞争、土地供应失序低效的问题，有

必要给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一方面应侧重于防止区域间招商引资竞争中

的过度地价让利行为。另一方面，应该从战略发展的角度出发，合理规划各地方的产业发展，避

免同质化，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不应凭借自身的雄厚实力，在产业发展方面过分贪大图全，试图

在所有行业上都争取第一，而应适度地将部分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地方，形成区域

间产业发展的良性竞合关系。江苏省“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已经提出了“推进区域协同创新”，

“推动创新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组合，鼓励苏南高新区跨区域创新合作与产业整合，完善与苏中、

苏北地区的挂钩支持、共建分园机制，打造苏中、苏北产业技术创新高地”，同时，江苏省还制定了

如宁镇扬同城化发展规划等区域发展规划。因此，我们可以依托这些发展规划，尽快推动落实区

域间的协调发展机制，在产业发展上进行区域协作，从而防控区域间在产业发展、产业供地上的

过度竞争，推动区域间形成良性的竞合关系。

参考文献：

［１］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Ｍ］．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７（１０）：３６－５０．

［３］ＬＩＨｏｎｇｂｉｎ，ＬＩＡｎｚｈｏｕ．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５（８９）：ｌ７４３－ｌ７６２．

［４］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Ｊ］．经济

研究，２００４（６）：３３－４０．

［５］ＸＵＣｈｅｎｇｇａｎｇ．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０１１（４）：１０７６－ｌ１５１．

［６］姚洋，张牧扬．官员绩效与晋升锦标赛：来自城市数据的证据［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３（１）：１３８－１５１．

［７］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产权约束、投资低效与通货紧缩［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４（９）：２６－３５．

［８］刘守英，周飞舟，邵挺．土地制度改革与转变发展方式［Ｍ］．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２０１２．

［９］刘守英．直面中国土地问题［Ｍ］．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２０１４．

［１０］张耀宇，陈利根．竞争发展、垄断供地者与城市用地增长［Ｊ］．上海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２）：５５－６６．

［１１］靳涛．引资竞争、地租扭曲与地方政府行为：中国转型期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不和谐”分析［Ｊ］．学术月刊，

２００８（３）：８３－８８．

［１２］杨其静，卓品，杨继东．工业用地出让与引资质量底线竞争：基于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４（１１）：２４－３４．

［１３］黄健柏，徐震，徐珊．土地价格扭曲、企业属性与过度投资：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地价数据的实证研究

［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５（３）：５７－６９．

［１４］吴群，李永乐．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土地财政［Ｊ］．财贸经济，２０１０（７）：５１－５９．

６４ 南 京 邮 电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１５］陶然，汪晖．中国尚未完成之转型中的土地制度改革：挑战与出路［Ｊ］．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０（２）：９３－１２３．

［１６］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中国国土资源安全状况分析报告［Ｍ］．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７］杨其静，彭艳琼．晋升竞争与工业用地出让：基于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Ｊ］．经济理论与经济

管理，２０１５（９）：５－１７．

（责任编辑：范艳芹）

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ｌ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ｌｅｖｅｌｄａｔａｏｆ
１３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ｃｉｔｉｅｓ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ＺＨＡＮＧＹａｏｙｕ１，ＨＯＮＧＦａｎｇ２

１．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ｏｓｔｓａｎｄ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４２，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ｌａｎｄｓｕｐｐｌｙ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ｉｎ１３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ｃｉｔｉｅｓ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Ｕｓ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ｌｅｖｅｌｄａｔａ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ｗａｓ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ｆｉｎｄｓｔｈａ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ｅｘｉｓｔｓｉｎｔｈｅ１３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ｉｎｔｈｅｃｉｔ
ｉｅｓｗｉｔｈ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ｙｔｒｙｔｏｍａｋｅｕｐｂｙｓｕｐｐｌｙｉｎｇｍｏｒｅ
ｌａｎｄ．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ｌａｎｄｓｕｐｐｌｙ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ｌａｎｄ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ｔｈｅｍｏｓｔｓｕｐｐｌｉｅｄｃｉｔｉｅｓｉｓ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ｌｅｖｅｌ．Ｉｔ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ｌａｎｄｓｕｐｐｌｙｉｓ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ｏｆ
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ｂｙ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ｍｏ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ｓ，ｃｕｒｂ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ｌｏｓ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ｇ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ｎｄｓｕｐｐｌｙ；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７４第６期 张耀宇等：区域发展竞争与产业用地效率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