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异地商会与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
−基于比较优势视角的分析

程    玲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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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引导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文章从异地

商会这一正式社会网络视角，探讨了其对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文章基于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手工收集的市级异地商会等数据，以长三角 41 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双

重差分法，研究发现：（1）从整体上讲，异地商会建立后，其现经营地的产业结构会和原籍地上一年

的产业结构趋同，这一结论在替换变量、子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也成立；（2）作用路径是异地

商会通过促进资金、技术等跨地区流动，从而促使其经营地发展原籍地比较优势产业，并在该产业

上逐渐获得比较优势，促使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3）异地商会也会考虑两地资源禀赋差异等，引导

企业进行差异化产业竞争，从而促使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异。文章为区域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发挥行业

协会商会等跨区域社会组织的作用，从而为知识跨地区扩散、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等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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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基本保持年均约 9.2%的增速。然而，在整体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

背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可能比较突出，反映在产业发展上，即各地产业结构存

在较大差异（徐巍等，2023）。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不仅依赖于本地的知识积累，还依赖于获取

的外界知识，而知识获取能力差异可能导致区域间产业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间联系有助于

打破本地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从而引导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异地商会不仅是异地经营

企业的联合体，联结政府与企业的重要纽带，而且是连接其原籍地与经营地的桥梁，在促进区域

经济、社会、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曹春方和贾凡胜，2020）。那么，异地商会是否会影

响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呢？

从理论上讲，异地商会可能从两方面影响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一方面，异地商会可能

会通过资金、人才、技术等跨地区流动，将原籍地比较优势产业的相关知识传递到经营地，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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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经营地的产业结构和原籍地的产业结构趋同，即“比较优势产业示范效应”；另一方面，异

地商会也可能会引导企业采取差异化产业投资战略，特别是两地在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巨大差

异时，继而推动区域间产业结构趋异，即“差异化产业竞争效应”。因此，整体而言，异地商会究

竟使得区域间产业结构趋同还是趋异？这取决于两种效应哪个占主导地位。此外，现有研究大

多认为区域间产业结构趋同导致了产业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问题，继而阻碍了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从事实上讲，产业结构趋同分为非合意性与合意性趋同，前者通常由地方保护主义行为、

产业政策扭曲等政府行为导致；但后者主要由商品要素知识等跨地区流动或地区间相似的要素

资源禀赋形成，有助于产业在地区间的合理分工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于良春和付强，2008；吴

小康和于津平，2021）。因而，深入探讨异地商会与区域间产业结构趋同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促

进产业在地区间的合理分工与协作，继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因此，本文手工收集了城市层面的异地商会数据，基于 2000—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测算了城市间的产业结构相似度，考察了异地商会对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影响。本文以经

济发展水平与商会活跃度较高的长三角地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第一，

异地商会整体上促使其现经营地的产业结构与原籍地上一年的产业结构更加相似，即“比较优

势产业示范效应”比“差异化产业竞争效应”更占优。这一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替换被解释变

量、子样本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 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仍然成立。平均而言，相比没有

异地商会的城市对（City-pair），具有异地商会的城市间产业结构相似度提高了 0.13 个标准差。

第二，异地商会通过引导原籍地企业跨地区投资等知识扩散途径，继而促使经营地发展原籍地

的比较优势产业，并逐渐获得比较优势，从而使得两地产业结构趋同。第三，城市在借鉴异地商

会原籍地产业发展经验时，也应考虑两地资源禀赋、参与全球化差异等，继而选择差异化产业

竞争，从而促使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异。本文还发现，异地商会导致的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是合

意性的，这有助于城市间经济协调发展。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文献考察了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或趋异的影响因

素。除比较优势理论强调的要素资源禀赋相似外，部分文献认为，地方保护主义、产业政策扭曲

等政府干预行为可能促使各地违背各自比较优势，投资并保护利税率较高的产业，继而导致地

区间产业同质化（Young，2000；Bai等，2004；吴意云和朱希伟，2015）。但地方政府也可能采取差

异化产业竞争策略从而超过发达地区，继而使得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异（马草原等，2021）。近年

来，有文献从地理邻近导致的知识溢出视角解释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现象（Bahar等，2014；毛琦

梁和王菲，2018；Jiao等，2023），但除地理距离外，社会或文化距离等也可能阻碍知识跨地区流

动，继而影响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或趋异（吴小康和于津平，2021）。各地区还可能通过外地调

任而来的官员（徐巍等，2023）、高铁连通（Gao等，2021）等对其他非地理邻近地区的产业发展经

验进行学习借鉴，继而导致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

第二类文献聚焦于行业协会、商会的经济效应。大部分研究理论分析了行业协会、本地商

会在协调会员企业间纠纷和推动会员企业间合作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冯巨章，2006；郑小勇，

2008；赵永亮和张捷，2009），少数研究实证检验了其在提供服务（郁建兴等，2022）、帮助企业获

取外部资金（Kong等，2020；Feng等，2023）、增加商业伙伴数量（Cai和 Szeidl，2018）等方面的积

极影响。近年来，学者们着重探讨了异地商会的经济效应，并发现省级异地商会的建立显著促

进了原籍地上市企业在经营地设立子公司（曹春方和贾凡胜，2020；廖佳等，2022）以及原籍地与

经营地之间的贸易往来（程玲等，2021）。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表现为三点：首先，以往研究着重关注地理邻近导致的知识扩散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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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则从异地商会这类社会关系网络导致的知识扩散视角为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现象提供了一

个新的解释。研究发现，在控制地理距离、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制度差异等因素后，异地

商会通过引导企业跨地区贸易投资等，使得产业在地区之间扩散，进而促使地区间产业结构合

意性趋同。其次，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市级异地商会对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产生的影响，并从

知识跨地区扩散视角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曹春方和贾凡胜（2020）认为，如果县、市级异地商

会可以部分替代省级异地商会的作用，那么使用省级异地商会开展研究将会低估异地商会的影

响。最后，本文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为促进产业在地区间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各地

区可以借助异地商会、行业协会促进地区间人才、商品、资本、技术等扩散，继而推动地区产业

结构调整与升级，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节提出相关研究假说；第三节为实证研究设计，包括计量模型设

定、数据来源以及变量选取；第四节为实证结果分析，包括基准回归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

分析；第五节从“比较优势产业示范效应”和“差异化产业竞争效应”两方面识别其中的影响机

制；第六节总结全文与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除了依赖本地的知识积累，知识跨地区扩散也是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

级的动力之一。地理邻近地区间具有知识跨地区流动的天然优势，本地更有可能通过学习或吸

收地理邻近地区的产业相关知识，发展其已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而导致地理相邻地区间产

业结构趋同（Bahar等，2014；毛琦梁和王菲，2018）。除了地理邻近地区间的学习借鉴，异地调任

的地方官员也能作为非地理邻近地区间学习交流的媒介，通过对其原任职地产业发展经验的学

习借鉴，其现任职地与原任职地之间也会出现产业结构趋同（徐巍等，2023）。

异地商会也可作为地区间产业发展经验借鉴的媒介，进而影响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一

方面，作为沟通原籍地与经营地的桥梁，异地商会可能会通过促进原籍地与经营地之间的贸易

与投资（曹春方和贾凡胜，2020；程玲等，2021；廖佳等，2022），将原籍地比较优势产业的相关知

识传递到经营地，继而促使经营地发展该产业并在该产业上逐渐获得比较优势，从而促使其经

营地和原籍地的产业结构趋同，即“比较优势产业示范效应”。另一方面，在异地商会引导下，

原籍地企业在跨地区发展的过程中，除了可能发展类似的产业，也可能会采取差异化产业发展

策略，特别是当两地在资源禀赋、对外开放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时，企业可能会在当地进行跨

行业调整，继而促使异地商会经营地与原籍地的产业结构趋异，即“差异化产业竞争效应”。因

此，异地商会究竟使得区域间产业结构趋同还是趋异，取决于“比较优势产业示范效应”和“差

异化产业竞争效应”的作用大小。当“比较优势产业示范效应”大于“差异化产业竞争效应”时，

异地商会整体上促使其现经营地的产业结构与原籍地的产业结构趋同；反之，异地商会整体上

则会促使区域间产业结构趋异。

结合中国现实，本文预测异地商会的“比较优势产业示范效应”可能比“差异化产业竞争效

应”更占优，即异地商会更倾向于引导企业在当地复制原先的成功产业发展经验，继而促使两地

产业结构趋同。此外，面临跨地区发展行业选择时，企业也更倾向于同行业内的跨地区发展，而

非跨行业发展（徐巍等，2023）。因而，本文提出假说：

假说 1：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与其他地区相比，异地商会建立后，现经营地的产业结构会与

其原籍地上一年的产业结构趋同。

异地商会如何将原籍地比较优势产业的相关知识传递到经营地，继而通过“比较优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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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效应”促使经营地和原籍地的产业结构趋同呢？从理论上讲，可以通过商品、资金、人才跨

地区流动等促进科学、技术、管理等方面知识的扩散（毛琦梁和王菲，2018），继而实现比较优势

产业在地区之间的复制或扩散。一方面，异地商会不仅整合了企业自身的经济资源，还可以通

过工商联、行业协会等扩展其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独特的信息优势，这能够缓解企业在跨地

区投资过程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曹春方和贾凡胜，2020），继而通过促进企业跨地区投资

实现比较优势产业相关知识扩散，从而促使经营地和原籍地的产业结构趋同。另一方面，不同

地区科研主体之间的研发交流与合作也能实现地区比较优势产业相关知识的扩散（Dong 等，

2020；刘修岩和王峤，2022），异地商会可能会促进原籍地与经营地之间的企业研发合作，进而通

过学习模仿或信息共享发展其原籍地比较优势产业的相似技术，继而使得两地产业结构趋同。

因而，本文提出假说：

假说 2：异地商会可以通过促进资金、技术等跨地区流动将原籍地比较优势产业相关知识

传递到经营地，继而促使经营地和原籍地的产业结构趋同。

要素禀赋结构是决定技术选择与产业结构的关键因素（Lin 等，2023）。在没有人为因素干

预下，各地要素资源禀赋状况决定了各地的产业布局（吴小康和于津平，2021）。因而，企业在异

地商会引导下进行跨地区投资时，也会兼顾当地资源禀赋状况，可能会进行跨行业调整而非仍

在同一行业，继而促使要素资源禀赋相差较大的经营地与其原籍地的产业结构趋异。而当两地

要素资源禀赋差异较小时，企业可能倾向于在当地投资类似产业，继而促使要素资源禀赋相似

的经营地与其原籍地产业结构趋同。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假说 3：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与要素资源禀赋相似的其他地区相比，异地商会促使要素资源

禀赋不同的经营地与原籍地的产业结构趋异。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为检验异地商会整体上对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或趋异的影响，本文参照 Bahar 等（2014）的
研究，设定了如下计量方程：

Similarityit+1, jt = β0+β1S H jit +βxXi jt +µi j+λt + ξi jt （1）

其中，Similarityit+1， jt 表示 t+1年城市 i 的产业结构与 t 年城市 j 的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似度。由于异

地商会大多在下半年成立，引导两地企业建立贸易投资联系等也会导致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需要

时间，同时为了缓解内生性，本文将 t+1 年城市 i 的产业结构与 t 年城市 j 的产业结构之间的相

似度，而非 t 年城市 i 的产业结构与城市 j 的产业结构相似度作为被解释变量。为便于理解估计

系数的经济学意义，本文还对城市间产业结构相似度进行 0和 1标准化处理。若 t 年城市 j 在城

市 i 已成立商会，SHjit 取值为 1，反之取 0。各异地商会的成立年份不一致，因而此模型为多期

DID 模型。本文预期异地商会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异地商会产生的“比较优势产业示范效

应”比“差异化产业竞争效应”更占优，继而促使其现经营地的产业结构与其原籍地上一年的产

业结构趋同。

Xijt 为城市层面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包括地区间经济、资源、文化、制度等多方面的差

异性，如两城市的人均 GDP 差异、人口规模差异等。模型还控制了城市对（City-pair）的交互固

定效应（μij）、年份固定效应（λt）。这不仅可以控制许多不随时间变化的两地特征变量，如两城市

地理距离、是否地理相邻、是否同一省份、是否属于同一方言区等，还可以控制仅随时间变化的

影响因素，如某些年份发生外生供给冲击。ξijt 为随机扰动项，标准误聚类在城市对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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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手工收集的异地商会数据。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

为城市间产业结构相似度，此数据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而得。

1. 城市间产业结构相似度。不同于现有文献采用 Hoover 地方化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区位

熵指数、EG 指数等指标反向度量区域间产业结构趋同程度，本文跟随 Bahar等（2014）的思路构

造城市对层面的产业结构相似度：

Similarityit+1, jt ≡

∑
c

(
rict+1−

−
rit+1

) (
r jct −

−
r jt

)
√∑

c

(
rict+1−

−
rit+1

)2∑
c

(
r jct −

−
r jt

)2 （2）

−
rit+1其中，rict=log（RACict +ɛ）， 为城市 i 在其他产业上的平均显性比较优势。RCAict 表示 t 年城市

i 在产业 c 上的显性比较优势，定义为 RACict =Oict/Pct。Oict 表示 t 年 i 城市 c 产业的产值占 i 城市所

有产业总产值的比重，Pct 表示 t 年 c 产业的产值占全国所有产业总产值的比重。RCA>1表明城

市 i 在产业 c 上具有显性比较优势。数据来源于 2000—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将企业层

面的工业产值数据加总到地级市和产业等层面。
①
为避免某些产业的显性比较优势特别大或等

于 0，进而对城市间产业结构相似度有决定性影响，本文对 RCA 加 0.1 再进行对数化处理。此

外，为避免误差项可能导致偏误，本文选取了 0.01、0.001、0.25和 0.5作为误差项。Similarityit+1， jt

取值在 [−1，1]之间，取值越大，表明城市间产业结构相似度越高。

2. 地市级异地商会。本文主要探讨城市

层面的异地商会，而非省份层面的异地商

会。城市层面的异地商会来源于作者通过

“天眼查”企业收录网站手动整理，从中可以

获得异地商会的成立日期、注册资本、地址

等信息。全国和长三角城市每年新成立异地

商会数量如图 1 所示，可以发现，2010 年前

每年长三角城市向外新建异地商会数量占全

国新增异地商会数量的比重达到了 50% 以

上，2011—2013 年间也达到了 30% 以上。此

外，2003年开始长三角城市向外新设立异地商会数量逐年增加，在 2013—2015年期间达到高峰，

随后下降。因而，本文实证分析部分主要以长三角 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考察异地商会与城市

间产业结构趋同或趋异之间的因果关系。

3. 其他控制变量。第一，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

转化，本文选取城市间对数人均 GDP 之差的绝对值表示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第二，要素

禀赋差异。按照要素禀赋理论，地区间要素禀赋差异越大，产业结构相似度越低。本文选取对数

人口之差的绝对值、对数固定资产投资额之差的绝对值、对数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之差的

绝对值，从人口、实物资本、人力资本等方面表示城市间要素禀赋差异。第三，地理区位差异。

为控制地理邻近地区知识溢出导致的产业结构趋同，本文基于城市的经纬度计算了城市之间的

球面距离，并以它的自然对数（log Geodistij）作为两城市间地理距离的代理变量。本文还构造了

两城市是否地理相邻的二元虚拟变量（Boundaryij）。第四，文化差异。为控制地区间文化差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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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年份新增异地商会数量

程    玲：异地商会与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

 ① 本文对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如下处理：删除采矿、电力、燃气等严重依赖本地资源的行业，聚焦制造业；将国民经济行业代码 2002年、

2007年、2011年版本调整为一个统一的行业代码；删除明显异常、存在缺失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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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知识扩散障碍对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或趋异产生的影响，本文构造了两城市是否属于同一

方言区的二元虚拟变量（Dialectij）作为文化差异的代理变量。第五，制度差异。中国制度性区域

市场分割可能会弱化知识跨地区扩散，本文控制了是否属于同一省份虚拟变量，若属于同一省

份，Provinceij 取值为 1，反之为 0。第六，本文还控制了城市间参与全球化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

市场化水平等的差异，分别以城市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FDI）之差绝对值的对数、年末金融机

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之差绝对值的对数、樊纲的市场化指数来表示，并假定每个城市与所在

省级行政区的市场化指数一样。各城市的人均 GDP、人口、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等数据来

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三）描述性统计

表 1 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城市间产业结构相似度的均值为 0.829；城
市间设立异地商会的样本占 7.1%，地理相邻的样本占 12.2%；属于同一省份的样本占到 30.9%，
属于同一方言区的样本占到 35.9%。图 2还初步展示了异地商会与城市间产业结构相似度之间

的相关关系，根据样本期内城市间是否设立异地商会（Chamberij），将所有城市对划分为有异地

商会的城市对和无异地商会的城市对，并分别展示其产业结构相似度的核密度分布。如图所

示，设立异地商会的城市间产业结构相似度高于未设立异地商会的城市对，初步表明设立异地

商会的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但这并不能反映异地商会与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具有因果关系，

接下来进行因果关系的检验。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名称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产业结构相似度 Similarityit+1，jt 21 320 0.829 0.118

样本期间内是否有异地商会 Chamberij 21 320 0.071 0.257

t年是否有异地商会 SHjit 21 320 0.018 0.134

地理距离 log Geodistij 21 320 5.582 0.586

是否地理相邻 Boundaryij 21 320 0.122 0.327

是否属于同一省份 Provinceij 21 320 0.309 0.462

是否处于同一方言区 Dialectij 21 320 0.359 0.480

城市人均GDP差异 Abs. Dif. log GDP per capita 21 320 0.802 0.573

城市人口规模差异 Abs. Dif. log pop 21 320 0.711 0.555

城市实物资本差异 Abs. Dif. log physical capital 20 760 1.051 0.774

城市人力资本差异 Abs. Dif. log human capital 20 684 1.285 1.013

城市FDI差异 Abs. Dif. log FDI 21 320 1.999 1.489

城市金融发展差异 Abs. Dif. log finance 16 160 1.350 1.034

城市财政支出差异 Abs. Dif. log government expense 21 320 0.939 0.793

城市市场化程度差异 Abs. Dif. log market index 21 320 0.191 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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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异地商会与城市间产业结构相似度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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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2展示了（1）式的估计结果。列（1）仅控制了城市对交互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列（2）
进一步控制了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差异，如两城市的人均 GDP、人口规模、实物资

本和人力资本存量差异。结果显示，异地商会（SHjit）均有一个显著为正的估计系数。这表明平

均而言，具有异地商会的城市间在其建立异地商会后产业结构更加相似。从经济意义上来看，

相比没有异地商会的城市对，具有异地商会的城市间产业结构相似度提高 0.13个标准差。列（3）
在列（2）基础上改为控制异地商会原籍地城市与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经营地城市与年份的交

互固定效应，以此控制所有仅随时间变化的因素以及城市自身特征。并加入两城市地理距离、

是否地理相邻、是否属于同一方言区、是否属于同一省份，控制城市间地理区位、文化和制度差

异。还进一步控制了城市间的参与全球化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差异等。列（4）则进

一步控制了省份配对固定效应，以更好地控制省份间其他不可观测的特征差异。①结果显示，异

地商会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此外，地理距离具有一个显著为负的估计系数，表明地理距离

越近的城市间产业结构更加相似。人均 GDP、人口规模、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差异均具有

一个负的估计系数，这表明城市经济发展和要素禀赋差异越大，其产业结构差异也越大。

综上所述，表 2 的估计结果表明，异地商会整体上会使得其现经营地的产业结构与原籍地

上一年的产业结构趋同，即异地商会产生的“比较优势产业示范效应”大于“差异化产业竞争效

应”，证明了假说 1。
 

表 2    OLS 估计结果

（1） （2） （3） （4）

SHjit 0.1228*** 0.1272*** 0.0249** 0.0232*

（0.0329） （0.0337） （0.0121） （0.0122）

Abs. Dif. log GDP per capita 0.0094 −0.0236* −0.0227*

（0.0299） （0.0138） （0.0137）

Abs. Dif. log pop 0.2260*** −0.0096 −0.0104

（0.0533） （0.0129） （0.0130）

Abs. Dif. log physical capital −0.0303* −0.0056 −0.0076

（0.0164） （0.0138） （0.0139）

Abs. Dif. log human capital 0.0583*** −0.0207*** −0.0215***

（0.0147） （0.0061） （0.0061）

Abs. Dif. log FDI 0.0239*** 0.0228***

（0.0049） （0.0049）

Abs. Dif. log finance −0.0055 −0.0041

（0.0096） （0.0096）

Abs. Dif. log government expense 0.0649*** 0.0638***

（0.0164） （0.0164）

Abs. Dif. log market index 0.0286 −0.0420

（0.0355） （0.0821）

log Geodist −0.0450*** −0.0459***

（0.0140） （0.0144）

程    玲：异地商会与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

 ① 由于控制省份配对固定效应，是否属于同一省份这一虚拟变量也被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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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①

1. 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DID 估计是无偏的前提条件为满足平行趋势的假设，即没有

异地商会的城市对与具有异地商会的城市对的产业结构相似度在异地商会建立之前具有相同

的变化趋势。因此，本文参照曹春方和贾凡胜（2020）的研究，借助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和

动态效应检验，估计方程如下：

Similarityit+1, jt = β0+αl

L∑
l=−K

1
{
S ji = t− l

}
+βxXi jt +µi j+λt + ζi jt （3）

其中，Sji 表示城市 j 在城市 i 建立异地商会的当年，其他各项同式（1）。

根据图表分析结果，异地商会成立之前的估计系数均在统计上不显著；而在异地商会建立

后第二年、第三年、第五年均有一个显著为正的估计系数。这表明相较于没有异地商会的城市

对，具有异地商会的城市对产业结构在其建立后趋同。这也反映出经营地城市的产业结构向原

籍地城市的产业结构趋同变化，即相对于异地商会的建立有一个滞后效应。一方面，这可能是

因为异地商会建立后促进了原籍地知识跨地区扩散，继而导致当地产业结构调整，并与原籍地

产业结构趋同也需要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可能因为本文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企业产值加

总计算城市间产业结构相似度，而其统计对象是年产值在 500 万元以上的企业，没有考虑小企

业，且成长为规模以上企业需要一段时间。

近年来的文献表明，包含双向固定效应的渐进 DID 事件研究法存在较多问题。Sun 和

Abraham（2021）发现，当处理组的处理时间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某一滞后期或前置期的估计

系数可能会受到其他时期的干扰，进而使得显著的前期共同趋势可能仅仅来自于处理效应的异

质性，传统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可能会得到难以解释的处理效应，并提出了一个稳健估计量。此

外，在异质性处理效应下，αl 可能不是各处理效应的凸加权平均和，某些单位可能获得为负数的

权重。因此，为进一步验证结论的有效性，本文采用 Sun 和  Abraham（2021）提出的 interaction-

续表 2    OLS 估计结果

（1） （2） （3） （4）

Boundary 0.0128 0.0133

（0.0143） （0.0143）

Dialect −0.0008 −0.0039

（0.0091） （0.0099）

Province −0.0098

（0.0119）

城市对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商会原籍地×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商会经营地×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省对固定效应 控制

观测值 21 320 20 604 16 080 16 080

调整的R2 0.6485 0.6589 0.9164 0.9165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中为聚类在城市对层面的标准误，城市间产业结构相似度经过

0和1标准化处理。

  2024 年第 6 期

 ① 限于篇幅，图表分析省略，读者若是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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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ghted 估计量重新对式（3）进行估计，回归结果与前文结果基本一致。综上所述，异地商会整

体上使得其经营地与原籍地产业结构更加相似。

2. 替换被解释变量。首先，前文回归中以 rict=log（RACict +0.1）来处理显性比较优势可能存在

零值的情形，为避免误差项导致偏误，本文进一步选取了 0.01、0.001、0.25和 0.05来计算城市间

产业结构相似度。其次，为避免对显性比较优势取对数导致偏误，还参照 Bahar等（2014）、吴小

康和于津平（2021）的研究，对显性比较优势进行如下变换：rict=（RACict −1）/（RACict +1），并以此计

算城市间产业结构相似度。最后，以上回归本文都基于企业工业总产值计算城市和产业的显性

比较优势。为进一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基于企业工业销售额、从业人数分别计算城市

和产业的显性比较优势，继而以城市间产业结构相似度作为被解释变量，根据回归结果，异地商

会确实促使其经营地的产业结构与原籍地的产业结构更加相似。从经济意义上来看，相比没有

异地商会的城市对，具有异地商会的城市间产业结构相似度在异地商会建立后增加 0.09 至

0.14个标准差。

3. 子样本检验。一方面，由于上海市在长三角城市中的龙头地位，各城市可能会积极采取

对接上海的产业发展战略，继而使得长三角各市均与上海市具有一个较高的产业结构相似度，

进而可能低估异地商会对城市间产业结构相似度的影响。因而，本文剔除上海市样本。根据回

归结果，异地商会的估计系数仍然为正显著，且其绝对值高于表 2列（2）的基准估计结果。另一

方面，为排除基本结论可能是由异地商会反向设立引起的，本文剔除了 t 年城市 i 在城市 j 设立

商会的样本。根据回归结果，异地商会仍然有一个显著为正的估计系数，且其绝对值高于

表 2 列（2）的基准估计结果，这意味着本文的基本结论并非由 t 年城市 i 在城市 j 设立异地商会

引起的。

4. 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释。现有文献探讨了促使区域间产业结构趋同的多种影响因素，例如

地理邻近（Bahar 等，2014；毛琦梁和王菲，2018）、方言相似（吴小康和于津平，2021；Jiao 等，

2023）等情况。由于本文的计量回归模型中始终控制了城市对固定效应，即地理距离、地理相

邻、方言距离、是否属于同一省份等随时间不变的城市对特征变量已被控制。因此，接下来本文

将着重讨论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的其他影响因素。

首先，区域间交通运输成本或人员交流成本的降低。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随着“冰山贸易

成本”降低，产业先空间集聚而后分散（Baum-Snow 等，2017）。Gao 等（2021）还发现，高铁开通

后，地区间产业结构更加相似。因此，本文在回归中控制城市间是否开通高铁的虚拟变量 HSRij， t。

如果 t 年城市 i、j 可通过高铁直达，HSRij,t 取值为 1，反之取 0，数据来自于作者手工整理。其次，

下一年两城市间的产业结构趋同状况可能受到当年两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状况的影响（胡向婷

和张璐，2005），本文在回归中进一步控制 t 年城市 i 与城市 j 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度 Similarityijt。

最后，异地调任而来的地方官员会借鉴其原任职地的产业发展经验调整现任职地产业结构，继

而促使两地产业结构趋同（徐巍等，2023）。本文在回归中进一步控制 t 年城市 i 市长或市委书记

是否从城市 j 调任而来的虚拟变量 Secretaryijt，数据来自于作者手工整理。根据回归结果，在控

制高铁是否开通、当年城市间产业结构相似度、市委书记和市长异地交流变量之后，异地商会

仍然有一个显著为正的估计系数。此外，高铁是否开通、当年城市间产业结构相似度均具有一

个显著为正的估计系数，这表明高铁开通会促使城市间产业结构更加相似，两地相似的产业结

构也会促使两地下一年也具有更加相似的产业结构。市委书记和市长异地交流虚拟变量的估计

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长三角地区内市委书记和市长调整不频繁，而更倾向于向

长三角地区外调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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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根据回归结果，整体而言，在控制其他相关因素后，异地商会仍然会促使其经营

地与原籍地的产业结构趋同。

5. 其他稳健性检验。第一，安慰剂检验。有可能存在不可观测随时间变化的系统性差异，

使得上述得到的异地商会建立有助于促进两地产业结构趋同的基准结论有所偏误。为缓解由其

他随机因素引致的估计偏误，本文借鉴 Chetty等（2009）随机生成实验组和处理时间的方法进行

了安慰剂检验。重复 1 000 次随机选择回归，得到了虚拟异地商会网络的估计系数分布。根据图

表分析结果，估计系数呈现以 0 为中心的正态分布，且显著小于基准回归中得到的真实估计系

数，这说明上述得到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第二，PSM-DID。本文采用 PSM-DID 方法同时控制不可观测和可观测变量对建立异地商会

地区的影响，以此缓解样本选择偏差问题，进而得到异地商会对城市间产业结构相似度的平均

处理效应。首先，本文构建以下异地商会建立的预测概率 Logit 模型，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倾向得

分匹配：

Logit(S Hi jt = 1) = β0+βyYi jt + ζi jt （4）

本文选取了一组协变量（Yijt）作为影响异地商会成立的变量，包括两地的地理距离、是否地

理邻近、是否处于同一省份、是否讲同一方言、人均 GDP 差异、人口规模差异、实物资本差异、

人力资本差异。这一组协变量不仅会影响两地是否会建立异地商会，还会影响两地产业结构差

异。根据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地理相邻、同一省份、方言相似对成立异地商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而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差异对成立异地商会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随后，本文基于匹配后

的样本对式（1）进行重新估计。根据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在采用 PSM-DID 缓解可能存在的样本

选择偏差问题后，两城市成立异地商会确实能显著促使其经营地的产业结构与原籍地的产业结

构更相似。

五、机制分析与进一步讨论

上述分析表明，异地商会整体上会促使经营地与原籍地产业结构趋同。但该影响为平均效

应，既包括异地商会通过“比较优势产业示范效应”导致经营地与原籍地产业结构趋同，也包括

通过“差异化产业竞争效应”导致经营地与原籍地产业结构趋异。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检验异

地商会如何通过“比较优势产业示范效应”和“差异化产业竞争效应”使得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

或趋异。最后考察这种产业结构趋同是合意性还是非合意性的。

（一）比较优势产业示范效应

城市间产业结构相似度仅衡量了城市间在制造业内部各行业的汇总情况，可能会掩盖不同

行业的具体变动，而比较优势演化的本质在于新兴产业的发展（毛琦梁和王菲，2018）。因而，为

验证假说 2，本文参照 Bahar 等（2014）的研究，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RicT = β0+β1 logmax LQict +βxXi jt +ψit +ϕct + ξict （5）

其中，RicT 为 i 城市 c 产业在 T 时期内是否发生比较优势晋级的虚拟变量，若发生晋级，取值为 1，

反之取 0。参照 Bahar 等（2014）的研究，若某城市某产业前一年的显性比较优势小于 0.5 或缺

失，而三年后的显性比较优势大于 1，则认为该产业成为该城市的新兴比较优势产业。log maxLQit

表示异地商会经营地 i 的所有原籍地城市产业 c 在 t 年的最大显性比较优势的对数。Xijt 表示控

制变量，除两地的地理距离、是否地理邻近、是否处于同一省份、是否处于同一方言区、人均

GDP 和人口规模差异等变量外，还控制了 t 年 i 城市 c 产业的潜在比较优势指数 Density。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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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sityict ≡
∑

c
′Proximityc,c′ ,t1(RCAic′ t > 1)∑

c

Proximityc,c′ ,t

ϕct

数基于 Hidalgo 等（2007）提出的产业关联度计算而得： ，

Proximity 表示产业 c 与 c'间的关联度。1（RCAic't >1）为 i 城市在产业 c'上是否具有显性比较优势，

如果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大于 1，取值为 1，否则为 0。ψit 为城市与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 为行业

与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

检验结果见表 3。表 3 列（1）、列（2）分别展示了基准和扩展的区域比较优势产业晋级作为

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其中，基准的区域比较优势产业晋级表示某城市某产业前一年的显性

比较优势指数 RCAict-1 小于 0.5，而三年后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RCAict+3 大于 1。扩展的区域比较优

势产业晋级表示某城市某产业前一年的显性比较优势小于 0.5或缺失，而三年后的显性比较优

势指数大于 1。结果显示，当异地商会原籍地在某产业上已具有了比较优势，那么其经营地三年

后进入该产业的概率越高。如果 j 城市在某产业已具有比较优势，当 j 城市的企业在 i 城市经营

发展并建立异地商会后，那么 i 城市未来在该产业上获得显性比较优势的概率会上升。从经济

意义来看，当异地商会原籍地在某一产业上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每提升 1%，其经营地三年后进

入该产业并在该产业上建立起比较优势的概率提升 0.1%。此外，本文也发现，本地更倾向于进

入地理邻近城市的比较优势产业，并建立起比较优势，但并未发现方言相似会对异地商会经营

地城市发生比较优势晋级具有显著的影响。列（3）还展示了 i 城市 c 产业在异地商会成立三年

后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RCAict+3 直接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当异地商会原籍地

在某产业上已有了比较优势，那么其经营地三年后在该产业上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更高。
 
 

表 3    异地商会产生的比较优势产业示范效应

（1）基准的 RicT （2）扩展后的RicT （3）RCAict+3

logmaxLQijt 0.0092*** 0.0017** 0.0324***

（0.0019） （0.0007） （0.0116）

logGeodist 0.0174 0.0064** 0.0045

（0.0197） （0.0028） （0.0621）

Boundary 0.0226 0.0067** 0.0650

（0.0218） （0.0030） （0.0678）

Province −0.0501*** −0.0084** 0.0238

（0.0172） （0.0033） （0.0846）

Dialect 0.0298 0.0009 −0.0369

（0.0224） （0.0033） （0.0779）

Abs. Dif. log GDP per capita −0.0144 −0.0034 −0.1081*

（0.0149） （0.0030） （0.0571）

Abs. Dif. log pop 0.0296 0.0068** −0.0838

（0.0192） （0.0030） （0.0611）

log Density 0.3213*** −0.1930*** 5.8496***

（0.0923） （0.0273） （0.6060）

观测值 8 595 46 017 24 193

调整的R2 0.0694 0.2306 0.1501
　　注：回归控制了商会经营地×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行业×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限于篇幅，这些变量在表格中省略，读者若是感

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二）差异化产业竞争效应

为检验假说 3，即与要素禀赋相似的其他地区相比，异地商会促使要素禀赋不同的经营地

与原籍地产业结构趋异。本文引入三个变量从土地、物资和人力资本来度量城市初始要素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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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2000年全市耕地面积（land）、固定资产投资总额（physical capital）和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

数（human capital）。加入三者分别与异地商会交互项的式（1）检验结果见表 4。结果显示，异地

商会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而异地商会与三者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即异地商会使得初

始土地面积、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差异较大的两城市产业结构趋异，而初始土地面积、实

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差异较小的两城市产业结构趋同。
  

表 4    差异化产业竞争效应

（1）Y= land （2）Y=physical capital （3）Y= human capital （4）Y= FDI （5）Y= foreign （1）Y= foreign ratio

SHjit 0.2815*** 0.9933** 0.3286* 0.4559** 0.8505*** 0.2056***

（0.0845） （0.4450） （0.1694） （0.1976） （0.2992） （0.0515）

SHjit×Abs. Dif. logYij2000 −0.0441** −0.0671** −0.0240 −0.0369* −0.0571** −0.8114**

（0.0220） （0.0335） （0.0179） （0.0204） （0.0229） （0.3240）

观测值 16 328 16 380 16 380 16 328 16 380 16 380

调整的R2 0.661 0.661 0.661 0.661 0.661 0.661

　　注：回归控制了城市对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限于篇幅，此变量在表格中省略，读者若是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为检验异地商会对城市间产业结构相似度的影响是否受到地区参与全球化程度的影响，本

文同样引入三个变量来度量城市参与全球化程度：各市外商实际投资额（FDI）、外商投资企业工

业总产值（foreign）和外商投资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foreign ratio）。检验结果见表 4。根据

回归结果，异地商会使得初始外商实际投资额、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和外商投资企业产值

占比差异较大的两城市产业结构趋异，而初始外商实际投资额、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和外

商投资企业产值占比差异较小的两城市产业结构趋同，即异地商会使得初始参与全球化水平差

异较大的两城市产业结构趋异。

（三）进一步讨论：合意性还是非合意性的产业结构趋同①

异地商会导致的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是合意性还是非合意性的？限于数据可得性，按式（2）
计算得到的城市间产业结构相似度并不能区分合意性和非合意性趋同。因而，本文对此进行间

接检验。正如于良春和付强（2008）、吴小康和于津平（2021）所述，非合意性趋同可能不利于中

国整体产业和经济发展，而合意性趋同一般有助于产业在地区间的合理分工以及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本文认为，如果异地商会导致的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促进了城市间经济协调发展，则异

地商会导致的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是合意性的，反之则认为异地商会导致的产业结构趋同是非

合意性的。

参照陆铭和李鹏飞（2022）等文献，本文首先将城市间人均 GDP 对数离差的绝对值作为地

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代理变量，进而探讨异地商会与城市间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根据

回归结果，整体而言，异地商会显著扩大了城市间经济发展差距，但使得产业结构相似的两城市

经济发展差距缩小。此外，本文还将城市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作为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代

理变量。根据回归结果，异地商会使得产业结构相似的两地生产率差距显著缩小。综上所述，异

地商会导致的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是合意性的，有助于城市间经济协调发展。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引导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本文从异地商

会这一正式社会网络视角，探讨了其对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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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异地商会成立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其形成的区域联系网络对地区产业结

构调整方向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讲，相对于其他城市，异地商会经营地的产业结构在其

成立后与其原籍地上一年的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似度显著增加，即异地商会产生的“比较优势产

业示范效应”比“差异化产业竞争效应”更占优。在使用事件分析、安慰剂检验、PSM-DID 等方

法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控制高铁连通、官员异地交流等其他可能导致地区间产业结

构趋同的因素后，这一基准结论依然稳健。接着，本文从“比较优势产业示范效应”和“差异化

产业竞争效应”两方面进行了机制检验，并研究发现，异地商会通过促进资本、技术跨地区流动

实现了原籍地比较优势产业的相关知识扩散，继而使得经营地未来进入该产业，并在该产业上

获得比较优势的概率显著提升，从而促使其经营地和原籍地产业结构趋同。当两地要素禀赋、

参与全球化水平差异较大时，异地商会反而促使两城市产业结构趋异。最后，本文发现异地商

会导致的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是合意性的，这也有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本文所得结论为理解行业协会、商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证

实了各地可以通过异地商会、行业协会等跨地区社会组织向其他地区学习产业发展成功经验，

继而引导本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另外，各地方政府在借鉴异地商会原籍地比较优势产业发展

经验时，也要注意兼顾本地要素资源禀赋状况，继而引导本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本文也留下了一些尚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第一，未来可采用更多的变量来度量知识跨地

区流动，比如城市间商品贸易与资本流动，管理和技术人才、企业家等跨地区流动，企业、科研

人员的跨地区研发合作，专利跨地区引用与交易以及专利技术相似度等。第二，需要进一步明

确异地商会究竟如何促进企业实现知识跨地区流动，比如通过举办各种会议、联谊活动为两地

企业提供政策投资信息等。未来可尝试获取更多的异地商会具体信息，从而进一步探讨其中的

作用机制，比如每年举办商务考察次数、提供技术或金融等服务次数、向政府部门提出政策建

议次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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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s

Cheng Ling1，2

(1.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2. Zhejiang Merchant Institute
(China National Entrepreneur Institute),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Summary: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y has maintained an
impressive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9.2%, but there are prominent problems of unbalanced and unco-
ordinate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reflected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re are huge differences i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between regions. Theoretically, disparities in knowledge acquisition capabilities may
result in unbalanced industrial growth among regions, consequently leading to un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
ment at the regional level. Regional connections serve as a potential solution to break the path lock of local in-
dustrial development, then guiding the adjustment and upgrading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s. As a bridge
connecting their place of origin and operation, how do regional chambers of commerce (RCoCs) affect the ad-
justment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s? Clarifying this issue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for promoting a ra-
tional division and collaboration of industries among regions and achiev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economic de-
velopment.
　　This paper manually collects data on RCoCs at the city level, and utilizes the DID method to investigate
how RCoCs affect the direction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measured by the industrial structur-
al similarity between pairs of cities based on the China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from 2000 to 2013.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characterized by high economic development, openness, and chamber of com-
merce activity, serves as the primary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finds that, on the whole, after the establish-
ment of the RCoC,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its place of operation becomes similar to that of its place of ori-
gin in the preceding year.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RCoCs facilitate knowledge diffusion in industries
with comparative advantages by guiding enterprises to invest across regions, thereby promoting the conver-
ge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between the two places. However, certain cities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differ-
ences in resource endowments between the two places and compete in differentiated industries, leading to the
diverge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between cities. Furthermore, the converge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driv-
en by cross-city chambers of commerce, is desirable and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coordina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mong cities. Expanding the scope of the study to the entire country,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s-
tablishment of out-of-town chambers of commerce between citi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or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contributes to the converge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between the two places.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provides a novel explanation for the con-
verge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between reg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ormal social network of RCoCs.
Second, it delves deeper into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municipal-level (rather than provincial-level) non-
local chambers of commerce on the direction of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thereby expanding the
scope of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RCoCs. Third, the conclusions have stro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leveraging non-local chambers of commerce as a means to promote
the replication and diffusion of successfu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between regions.

Key words:  RCoCs； industrial structure convergenc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knowledge spil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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