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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效应。 基于产品空间理论和方法,使用 2003—
2015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制造企业数据,对京津冀城市群产业技术关联进行研究,并佐以 2016—2023 年城市

统计年鉴数据分析该地区二位代码行业结构演化特征。 结果发现:(1)2003—2015 年,该地区转化行业的技术关联

度变化值大多是正数,说明这些转化行业与原有行业的技术关联度高,反映京津冀城市群经济结构演化具有路径

依赖效应。 (2)实证表明,2003—2015 年间前后两个时段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发展受到技术关联的影响都为正向,且
具有继承性和一贯性,体现了路径依赖特征,但各阶段区域内部呈现一定异质性,多数城市产业结构演化遵循路径

依赖规律的同时,也有少数城市存在因政策等因素导致路径突破的情形。 (3)2015—2022 年的统计分析进一步佐

证了京津冀各城市行业结构演化受原有优势和路径依赖影响和约束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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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理论强调区域禀赋在其经济发展中的

作用,认为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劳动力禀赋、技术

水平等方面的相对优势是一个区域经济增长的主

要动力。 因此,不同地区发展的显著差异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其历史资源禀赋的不同。 近年来,一些经

济地理学家研究了路径依赖效应在区域经济发展

中的影响。 在演化经济地理学中,路径依赖是其核

心概念,认为地区发展具有自我强化的内生性特

点,其过往的历史轨迹和发展能力,比如资源禀赋、
劳动、技术、制度和产业结构等,会对该地区未来发

展产生决定性作用。
一个区域的经济成长与其产业结构息息相关,

复杂多样的产业结构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源泉。
演化经济地理学者已经证明,区域新产业进入和生

产结构演变深受其产业技术关联度影响。 Hidalgo
 

et
 

al. [1]提出产品空间( product
 

space)理论和方法,
并用其基于国际贸易数据分析了各个国家和地区

的产品空间,以反映它们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产品间

关系网络。 发现产品空间表现出高度的异质性,紧
密相连的“核心区域”和联系较少的“边缘区域”同

时并存。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进程就意味着其

从产品空间的边缘区域向核心区域的转移。 因此,
产品空间结构和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其中的位置对

其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 技术关联度衡量了

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特定行业与其他行业的联系紧

密程度。 处于产品空间核心区域的国家或地区,其
产业的技术关联度通常较高,并为其未来的经济发

展提供了优势条件。 反之,位于产品空间边缘区域

的国家或地区因缺乏技术关联而在后续发展中面

临更多挑战和困难[2-3] 。
Hidalgo

 

et
 

al. [1]不仅提出了一种新的测量方法

来检测各产业之间的相关性大小,而且也提出了产

品空间这一概念和动态进化的观点。 产品空间理

论认为产品反映了产业能力与禀赋大小,产品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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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性的大小决定了一个国家 / 地区在优化升级中的

跳跃幅度,并提出用技术关联度指标来衡量产业升

级能力[4] 。 为什么技术关联度能用来衡量产业升

级能力呢? 因为技术关联度衡量了各地区产品与

当前生产结构的邻近度,如果某地区某产品相邻的

产品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数量较多,则此产品与

该地区当前生产结构的邻近度较高,即产品的技术

关联度较高。 根据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
此产品未来发展为比较优势产品的可能性也较高。
相反,技术关联度较低,则未来发展成为具有比较

优势产品的可能性也较低。 因此技术关联度在产

品空间理论上衡量了某一地区某一行业未来的发

展潜力[2] 。
Hidalgo

 

et
 

al. [1]用产品空间方法动态地研究了

产业相关性对于一个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从
而证实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是路径依赖的。
即位于产品空间核心区域的国家或地区由于与其

邻近产业间联系较为紧密,所以其行业的技术关联

度较高,进而在以后的发展中具有很大优势。 相反

处于产品空间边缘区域的国家或地区由于其邻近

有紧密联系的行业较少,技术关联度较低,所以在

以后的发展中有很大的局限性[5] 。 因此,产品演化

在一国或地区比较优势行业的演化过程中发挥着

极为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升

级的方向和产业的演化路径[6-7] 。 而技术关联度在

很大程度上衡量了产业升级的能力,因此在本文中

主要关注技术关联度在经济结构演化中所起的

作用。
近年来学界开始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探讨产品

间邻近度以及产品技术关联度对中国生产结构演

化的影响[4,7-11] 。 张其仔等[7]经过论证,认为 Hidal-
go

 

et
 

al. [1]通过国际贸易数据构建产品空间的方法

也可以用来分析一国内部区域的结构演化问题。
本文参照 Hidalgo

 

et
 

al. [1] 的产品空间方法,将产品

空间理论应用于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地区,分析京

津冀地区十余年来的产业发展和演化情况。 具体

选取 2003—2015 年京津冀地区工业企业层面数据,
通过行业汇总所得数据分析产品间邻近度和产品

技术关联度(也称为密度)对京津冀地区产品空间

结构演化的影响,研究京津冀地区产品结构的演化

路径,探讨京津冀各个城市产业结构的发展受其原

有比较优势和产品技术关联度的影响,以及在产品

的演化进程中是否存在路径突破效应,从而深化技

术关联度对京津冀地区经济结构演化的作用,以期

得到对京津冀地区未来发展的若干政策启示。

本文的边际贡献或可能创新有两个方面:一
是首次运用产品空间理论和方法针对京津冀城市

群产业结构路径演化展开研究,为理解该城市群

产业发展方向和差异提供了有价值的洞见,同类

相关文献尚少见。 二是采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和行

业统计数据相结合,弥补了企业级数据因后续年

份缺失的不足,较之同类研究本文结论的政策含

义更具现实性,并兼顾了企业和行业两级数据的

分析结果。

一、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

(一)相关概念

Hidalgo
 

et
 

al. [1]基于贸易数据分析构建的产品

空间,不仅揭示了各类产品之间的内在联系,还展

现了它们的整体结构。 该空间中,不同国家因其独

特的生产或出口结构而占据不同位置。 产品空间

的异质性特征反映了各国发展水平的差异。 国家

发展进程可以通过其在产品空间中的位置变化来

观察。 该过程体现为产品结构的两方面逐步演进:
首先是产品复杂度的提升,从简单产品向复杂产品

迈进;其次是产品多样性的增加,使得国家在产品

空间中的分布从稀疏走向稠密。 这种演化过程实

际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轨迹。 随着时间

推移,国家在产品空间中的位置变化揭示了其产业

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实力的增强。 通过观察国家在

产品空间中的移动,可以更好地理解其经济发展的

动态过程和潜在方向[6,12-13] 。 本文运用 Hidalgo
 

et
 

al. [1]的产品空间理论和分析方法,只是将其应用于

国内区域层面,具体是基于制造业企业数据来研究

京津冀地区的产品(产业)结构演化进而反映其区

域发展演进特征。 之所以可以用制造业企业数据,
是因为与出口数据类似,制造业企业数据同样是以

结果为导向的,即一个地区某一行业的存在及其发

展是 要 通 过 市 场 竞 争 实 现 并 被 市 场 所 认

同的[6,11,14] 。
产品空间理论有两个重要概念, 即邻近度

( proximity ) 和技术关联度 ( technological
 

related-
ness)。 邻近度用于衡量产品间相似性的大小,如果

某一个行业所需的基础设施条件恰好也是另一行

业所需要的,那么这两个行业在一个地方出现的概

率就高一些,从而两个行业间的相似性就大一些。
比较优势演化理论采用了一种基于市场验证的结

果导向方法来评估产品相似性。 这种方法利用各

国实际出口数据,有效避免了指标选择的主观性和

片面性。 通过分析成功进入国际市场的产品,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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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能够更客观地反映一个国家的生产结构,包括其

技能、知识和制度环境等隐含因素。 这种基于实际

贸易数据的分析方法为理解和评估各国经济结构

提供了更可靠的视角。 与此类似,使用某一地区的

行业产值数据,同样是经过市场检验的,从而也比

较客观地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生产结构及其演化。
如前所述,产品技术关联度是衡量地区产品与

其现有生产结构相似性的重要指标。 它反映了特

定产品与地区已有产业结构的契合度。 当一地区

在与某产品相关联的其他产品领域中拥有较多比

较优势时,表明该产品与该地区的既有生产能力和

技术基础高度吻合。 换言之,如果一个产品周边的

相关产品群中,该地区已经在多个方面建立了竞争

优势,那么这个产品就被认为与该地区的产业结构

具有较强的技术关联性。 这种关联性越高,意味着

该地区在发展这一新产品时,能够更好地利用现有

的技术、知识和生产资源,根据产品空间与比较优

势演化理论,此产品未来发展为比较优势产品的可

能性也较高。 相反,技术关联度较低,则未来发展

成为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概率也较低。 因此技术

关联度在产品空间理论上衡量了某一地区某一行

业未来的发展潜力。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

本文将主要运用产品(行业)间技术关联度方

法和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展开研究。
1.

 

技术关联度计算方法。 本文沿用 Hidalgo
 

et
 

al. [1]和 Hausmann
 

et
 

al.
 [15] 的方法测算产品间邻近

度进而构造产品(行业) 间技术关联度,包括如下

步骤:
(1) 计算产品行业显性比较优势 (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

RCA(c,i)=
x(c,i) / ∑ix(c,i)

∑cx(c,i) / ∑i,cx(c,i)
(1)

其中,x(c,i)为 c 地区 i 行业产值,等式右边分子表

示 c 地区 i 行业产值占 c 地区总产值比重,分母表示

京津冀地区 i 行业产值占该地区总产值比重,RCA
衡量的是 c 地区 i 行业在京津冀地区的显性比较优

势。 若 RCA>1 则表明该地区此行业有优势,反之

则反。
(2) 基于显性比较优势计算优势产品的复

杂度:
πc,t = ∑ixi,c,t (2)
vi,t = ∑cxi,c,t (3)

ξc,t =
∑ixi,c,t×vi,t

πc,t
(4)

其中:如果 t 时期地区 c 行业 i 具有比较优势,即
RCA(c,i) >1,则 xi,c,t = 1,否则 xi,c,t = 0;式(2)中 πc,t

为 t 时期 c 地区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数量;式(3)中

vi,t 为 t 时期 i 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数量,通过

二者可计算 ξc,t 衡量优势行业的复杂度。 ξc 是在地

区 c 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整

体的平均数量。 ξc 越高,说明该地区的行业产品能

够被较多的地区生产,并表明该地区专门化的行业

产品不是很复杂,无需特别复杂的技术能力,故其

平均复杂度较低。 相反,ξc 值越低,表明该地区的

行业产品只有少数地区有能力生产,也意味着该地

区生产结构复杂程度高。
(3)计算产品间邻近度,构建产品空间:
φi,j = min{P(RCAc,i>1 | RCAc,j >1),P(RCAc,j >1 |

RCAc,i>1)} (5)
产品邻近性的计算主要依据条件概率,具体方

法是计算产品 i 和 j 在特定地区同时具有比较优势

的条件概率,并取其中的最小值。 i 和 j 代表京津冀

地区的两种不同产品(具体计算采用行业数据,下
同),公式右边取最小值表示京津冀某地区生产者

同时生产这两种行业产品的概率。 φi,j 值越大,表
示产品 i 和 j 在同一地区出现的可能性越大,这也暗

示了两种产品在基础设施、技术水平和机构设置等

方面的相似度较高,因此它们在产品空间中应该具

有邻近性[1,10] 。
(4)构造产品间技术关联度。 邻近度作为衡量

产品间的一种距离测度,可以衡量产品间综合要素

禀赋的相似性,现在引入基于产品间邻近度的另外

一个指标———技术关联度(R)。 技术关联度计算公

式如下:

R i,c,t =
∑jφi,j,txc,j,t

∑jφi,j,t
(6)

技术关联度指的是在 t 时期 c 地区产品 i 的技

术关联程度,等式右边分子∑jφi,j,txc,j,t 表示 t 时期

内产品 i 与地区 c 当前具有市场有效生产力的产品

邻近度之和,分母∑jφi,j,t 表示产品 i 与 c 地区能生

产的所有产品相似度之和。 如果与产品 i 有关联的

所有产品在该地区都具有市场有效产能,则技术关

联度为 1,如果只有一小部分产品在当地具有市场

有效产能,则技术关联度较低。 技术关联度衡量了

各地区的产品与当前生产结构的邻近度,如果某一

地区某产品相邻的产品中具有比较优势产品数量

较多,则此产品与该地区当前生产结构的邻近度较

高,即产品的技术关联度较高,技术关联度指标的

大小可以衡量某种产品升级的幅度。 因此,具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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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比较优势的产品累积的生产要素能力禀赋越高,
能够为周围潜在的优势产品升级与发展提供的支

撑作用就越大,还能够强化现有优势产品,实现新

的发展。
2.

 

数据来源说明与处理。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

源于国家统计局建立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2003—
2015),该数据库样本范围为全部国有工业企业以

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其统计单位为企业法

人,统计口径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采掘业、
制造业以及电力、燃气以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三个

门类,主要是制造业。 这里的“规模以上”是指企业

每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2011 年该标准

改为 2
 

000 万元及以上。 其主要指标包括法人代

码、企业名称、行政区划、邮政编码、具体地址、所属

行业等基本指标和从业人员数、工业增加值、工业

总产值、工业销售产值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本文

首先根据行政区划代码析出归属京津冀地区的所

有企业,然后去除从业人员数和工业销售产值均为

0 的企业,最后得到 2003—2015 各年度的企业数

据,其中 2003 年、2015 年企业数分别为 16
 

443 家和

21
 

497 家。 在测度产品空间的显性比较优势、优势

产品复杂度、产品间邻近度和技术关联度等指标

时,均采用三位行业代码在京津冀县域水平上进行

计算。 需要指出,由于国家统计局对外发布的工业

企业数据库止于 2015 年,后续不再发布,故本文基

于工业企业数据库仅分析 2003—2015 年的样本。
为了反映 2015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下

称《纲要》)实施以后的新近态势,本文基于北京、天
津和河北 11 地市统计年鉴(2016—2023)二位代码

制造业数据,对京津冀各城市比较优势行业时空演

变作进一步探讨。

二、京津冀产业演化的特征事实

京津冀产业演化特征可从区域差异和技术关

联两个方面考察。
(一)京津冀产业演化的区域差异特征

根据前文公式(2)和(4)计算 2003—2015 年京

津冀 13 个地级以上城市的优势行业数目和平均产

品复杂度,代表性年份的计算结果如表 1 所示。 京

津冀产业演化区域差异特征明显。

表 1　 京津冀各城市的优势行业数目和产品复杂度

城市
优势行业数目 优势产品复杂度

2003 2007 2011 2015 2003 2007 2011 2015
北京 60 69 68 61 2. 97 3. 36 3. 24 3. 74
天津 82 64 62 62 3. 51 3. 8 3. 56 3. 34
石家庄 61 68 73 75 4. 36 4. 65 4. 08 4. 2
唐山 31 25 18 20 4. 61 4. 96 4. 33 4. 9
秦皇岛 30 31 31 28 4. 77 4. 77 4. 68 5. 04
邯郸 20 19 24 35 4. 9 5. 68 4. 29 4. 63
邢台 40 38 37 46 4. 58 4. 97 4. 62 4. 72
保定 54 58 57 58 4. 11 4. 45 4. 0 4. 05
张家口 24 31 22 24 4. 58 4. 87 4. 45 4. 96
承德 20 24 17 23 4. 85 4. 71 4. 88 4. 91
沧州 48 49 44 47 4. 35 4. 92 4. 5 4. 13
廊坊 56 64 55 51 4. 43 4. 66 4. 45 4. 12
衡水 47 62 51 47 4. 77 4. 82 4. 73 4. 47

　 　 1. 各城市优势行业数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且具

有波动性。 由表 1 可知,经过十余载发展,2003—
2015 年京津冀各地区优势行业数目变化不大,但
“中心-外围” 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呈现波动变化特

征。 其中中心城市北京、天津、石家庄优势行业最

多,外围廊坊、保定、沧州和衡水次之,唐山、承德、
张家口优势行业最少。 样本期间石家庄、邯郸、邢
台、保定优势行业增多,说明这四个地市发展形势

趋好,其中邯郸和石家庄增幅较大,十二年间分别

增加了 15 个、14 个优势行业。 天津、唐山、秦皇岛、
廊坊等城市优势行业减少,表明这些城市可能存在

发展挑战,也有可能是有意调整行业发展方向所

致,其中天津和唐山下降幅度较大,十二年间分别

减少 20 个、11 个优势行业。
2. 优势产品复杂度区域分异明显并与优势行

业数分布相契合。 从表 1 可看出,各城市优势产品

复杂度区域分异特征明显且大体契合优势行业数

的分布。 同年份中北京、天津复杂度值最低,而河

北各地市复杂度都大于 4,少数地区个别年份甚至

超过 5。 根据复杂度越高其技术能力复杂性越低和

地区专门化产品结构越简单可推知[16] ,北京、天津

与河北各地市复杂度差别显著,北京和天津较低的

复杂度反映其技术能力高、专门化产品结构复杂性

高,堪当京津冀产业发展的领头羊作用。 就北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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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而言,2003 年北京的复杂度小于天津,而到

2015 年北京的复杂度高于天津,该时段内,天津的

优势行业数目下降了,但是其复杂度也下降了,即
其生产的产品技术复杂程度提高了,表明天津的制

造业水平有了很大提升。 跟天津相比,北京制造业

水平有所下降,这与天津制造业发展较快和北京产

业结构服务化以及功能疏解不无关系。 河北各地

市从整体来说复杂度具有波动特征,但总体变化不

大,且复杂度值都高于天津和北京,说明河北各地

市制造业水平和京津相比,具有不同程度的差距,
其中秦皇岛、张家口和承德复杂度值最高,属京津

冀制造业水平最低的地区。
(二)京津冀产业演化中的技术关联特征

首先依据前文公式(6)计算京津冀各城市不同

年份不同行业的技术关联度,然后比较 2003—2015
年各城市各行业的发展形态。 因为每个时期每种

产品存在两种可能的状态,即 RCA 指标大于 1(产

品具有显性比较优势),RCA 指标小于 1(产品不具

有显性比较优势)。 如果考虑到时间维度,每一种

产品的发展存在四种可能形态,如表 2 所示。
表 2　 产品发展形态

形态 2003 年 2015 年 说明

1 RCA<1 RCA<1 产品(行业)未升级　
2 RCA<1 RCA>1 产品(行业)升级成功
3 RCA>1 RCA<1 产品(行业)优势失去
4 RCA>1 RCA>1 产品(行业)持续优势

　 　 因为技术关联度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某一地

区某一行业与本地区其他行业的联系程度,技术关

联度越大说明其与本地其他行业关联度更强。 因

此,我们可以通过 2003—2015 年某一地区某一行业

的技术关联度变化考察此行业在此地区与其他行

业联系紧密度的变化,如果变化值大于零说明与本

地其他行业联系更加紧密,而变化值小于零则说明

与本地其他行业的联系度下降。 因此,可用 2015 年

的技术关联度减去 2003 年的技术关联度来观察其

变化情况。 这里仅考虑产品未升级和产品升级成

功两种形态,将升级成功的行业定义为转化行业,
将未升级成功的行业定义为未转化行业,然后绘制

出京津冀各地区转化行业和未转化行业技术关联

度变化值的核密度图,用以分析转化行业和未转化

行业技术关联度的变化情况,结果呈现两大特征。
1. 京津技术关联度变化显著高于河北,京津冀

整体存在路径依赖效应。 绘制京津冀三地转化行

业和未转化行业技术关联度变化值的核密度图①可

知,北京、天津转化行业大部分技术关联度变化都

大于零,其中天津的比例更高,而河北则不是很明

显,但深入考察发现其转化行业技术关联度变化大

于零的也略占多数。 从京津冀整体来看,转化行业

的技术关联度变化值与未转化行业技术关联度变

化值相比,转化行业的变化值更高一些,也即原来

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变为有比较优势的行业。
其技术关联度变化正值居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转化行业其技术关联度在增大,即转化行业与其所

在地区其他行业的技术关联度在增大,这表明其发

展过程存在路径依赖效应。
2. 河北省内部各城市转化行业技术关联度变

化有分化特征。 河北省整体行业技术关联度变化

不明显,那么内部各城市是否表现一致? 同样将河

北 11 个地市转化行业和未转化行业的技术关联度

变化值绘制核密度图① 进行比较,石家庄、唐山、保
定、张家口、承德、廊坊和衡水等城市的转化行业技

术关联度变化值大于零的情形都占据更高比例,表
明这些城市转化行业技术关联度趋于增高,具有显

性比较优势的产品累积的生产要素能力能够为周

围潜在的优势产品升级提供支撑,能够强化现有优

势产品并拓展新的产业,体现了产业发展过程的路

径依赖效应。 而秦皇岛、邯郸、邢台、沧州等城市的

转化行业技术关联度变化值分布相对较为平均,大
于零和小于零的差别不明显,说明这些地区可能在

发展过程中有发生路径突破的可能性,即这些城市

在发展中会引进一些与当地技术关联不大的行业

进入,从而形成优势行业来促进当地的发展。

三、技术关联与京津冀产品空间演化

(一)模型与变量

为了进一步探究技术关联对各阶段各地区产

品空间演化的影响,揭示其演化路径的特征,本文

借鉴 Boschma
 

et
 

al. [17] 和贺灿飞等[13] 的分析方法,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为 0、1 变量,故采用 Probit 模型

构建方程:
C i,c,t+k =β0 +β1C i,c,t+β2R i,c,t+μi+ηt+εi,c,t (7)

式(7)中:C i,c,t+k 表示 t+k 年 c 地区 i 产品是否具有

显性比较优势(是为 1,否为 0);C i,c,t 表示 t 年 c 地

区 i 产品是否具有显性比较优势(是为 1,否为 0),
后文回归分析中称为原始优势变量;R i,c,t 表示 t 年 c
地区 i 产品的技术关联度,μi 为产品(行业)固定效

应,ηt 为时期固定效应,ε 为残差项,β0 为截距项,
β1、β2 为待估参数。 为比较 2008 年前后两段时期发

展方式是否有大的变化,将研究期分为 2003—2008
年和 2009—2015 年两个时段,以作为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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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结果

通过前文构建的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

2003—2008 年、2009—2015 年两阶段技术关联度对

京津冀产品结构演化的影响。 首先令 t = 2003—
2005,t+k = 2006—2008(k = 3),通过京津冀各行业

的面板数据基于方程(7)采用极大似然法估计,结
果如表 3 和表 4 所示。

1. 2003—2008 年技术关联对京津冀产业结构

演化的影响分析。 表 3 显示,2003—2008 年,在控

制 2003 年产品比较优势前提下,各种样本的原始优

势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 京津冀作为一个整体时,
技术关联度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从整体上京津冀在

这一时段内的发展体现了技术关联对其产业结构

演化的正向影响,这与贺灿飞等[13] 研究全国的结论

相一致,即京津冀产业发展受原有优势产业限制较

大,路径依赖特征明显。 分省市看,北京和天津的

技术关联度系数为正,北京、天津分别在 5%和 10%
水平上显著,说明北京和天津 2006—2008 年新增比

较优势产品来自与 2003—2005 年生产优势产品相

近的产品,存在路径依赖性。 河北的技术关联度系

数显著为负,说明在这一时段中,河北 2006—2008
年新增比较优势产品与 2003—2005 年生产的优势

产品联系并不紧密,反而出现在 2003—2005 年中技

术关联度不大的行业中,可以推测河北在该时段的

发展可能引入了一些与本地其他行业关联度不大

的新行业,其产业发展可能发生了一定路径突破。

表 3　 2003—2008 年京津冀各省市产品技术关联度对产品结构演化的影响

　 项目 　 　 　 总体 　 　 　 北京 　 　 　 天津 　 　 　 河北

原始优势 　 　 　 2. 206∗∗∗ 　 　 　 1. 845∗∗∗ 　 　 　 1. 645∗∗∗ 　 　 　 2. 332∗∗∗
(0. 014

 

8) (0. 041
 

2) (0. 041
 

1) (0. 018
 

0)
技术关联度 0. 352∗∗∗ 0. 173∗∗ 0. 019

 

6∗ -0. 203∗∗∗
(0. 028

 

0) (0. 084
 

9) (0. 011
 

9) (0. 035
 

8)
常数项 -1. 527∗∗∗ -1. 501∗∗∗ -1. 418∗∗∗ -1. 706∗∗∗

(0. 019
 

7) (0. 048
 

4) (0. 055
 

0) (0. 026
 

9)
年份 是 是 是 是

行业 是 是 是 是

观测样本数 99
 

324 8
 

622 8
 

622 82
 

080
Pseudo

 

R2
 

0. 365 0. 305 0. 254 0. 386
对数似然值 -21

 

433 -2
 

961 -3
 

123 -15
 

114
　 　 注:∗∗∗

 

p<0. 01,
 

∗∗
 

p<0. 05,∗p<0. 1,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 4　 2003—2008 河北各地市产品技术关联度对产品结构演化的影响

　 项目 石家庄 唐山 秦皇岛 邯郸 邢台 保定

原始优势 2. 311∗∗∗ 2. 088∗∗∗ 2. 416∗∗∗ 2. 245∗∗∗ 2. 424∗∗∗ 2. 400∗∗∗
(0. 043

 

5) (0. 065
 

7) (0. 089
 

2) (0. 062
 

8) (0. 062
 

1) (0. 048
 

7)
技术关联度 0. 551∗∗∗ 0. 715∗∗∗ -0. 472∗∗∗ -0. 350∗∗∗ 0. 105 0. 466∗∗∗

(0. 113) (0. 155) (0. 175) (0. 116) (0. 132) (0. 105)
常数项 -1. 353∗∗∗ -2. 227∗∗∗ -1. 561∗∗∗ -2. 126∗∗∗ -2. 108∗∗∗ -1. 542∗∗∗

(0. 079
 

1) (0. 081
 

1) (0. 122) (0. 095
 

4) (0. 108) (0. 081
 

8)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样本数 11
 

017 6
 

706 3
 

353 8
 

947 9
 

101 11
 

975
Pseudo

 

R2 0. 400 0. 378 0. 413 0. 323
 

7 0. 409 0. 401
对数似然值 -2

 

550 -1
 

193 -598 -1
 

525 -1
 

259 -2
 

054
　 项目 张家口 承德 沧州 廊坊 衡水

原始优势 2. 583∗∗∗ 2. 593∗∗∗ 2. 112∗∗∗ 2. 208∗∗∗ 2. 277∗∗∗
(0. 076

 

1) (0. 087
 

9) (0. 054
 

6) (0. 063
 

4) (0. 063
 

8)
技术关联度 0. 414∗∗∗ 0. 0900 -0. 300∗∗∗ 0. 0217 0. 952∗∗∗

(0. 135) (0. 162) (0. 111) (0. 154) (0. 183)
常数项 -1. 796∗∗∗ -2. 029∗∗∗ -1. 502∗∗∗ -1. 590∗∗∗ -1. 001∗∗∗

(0. 113) (0. 132) (0. 082
 

6) (0. 114) (0. 132)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样本数 7
 

989 5
 

269 7
 

664 4
 

790 5
 

269
Pseudo

 

R2 0. 424 0. 445 0. 324 0. 362 0. 371
 

7
对数似然值 -880 -634 -1

 

718 -1
 

241 -1
 

260
　 　 注:∗∗∗

 

p<0. 01,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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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分析河北 11 个地市情况,分别对各地市

相关数据进行回归估计( 需要指出,因数据是三

位代码行业且在县级水平上,故每个地市由于县

域数目不同,再加之不同年份有几个行业数据缺

失,所以样本数量并不等同) 。 由表 4 结果可知,
2003—2008 年,原始优势系数都显著为正,而技

术关联度系数则有正有负,其中石家庄、唐山、保
定、张家口、承德、廊坊、衡水、邢台等城市的技术

关联度系数为正(承德、廊坊和邢台不显著,其他

城市均显著) ,说明这些城市在该时段内的产业

发展受原有优势产业和技术关联影响明显。 相

比之下,秦皇岛、邯郸、沧州等城市的技术关联度

显著为负,表明这些城市在该时段内的产业发展

中有一些新行业形成了比较优势,这些新行业与

本地其他行业关联度不大,即这些城市产品结构

演化受到技术关联影响较弱,实现了一定路径

突破。
2. 2009—2015 年技术关联对京津冀产业结构

演化的影响分析。 依据同样方法,再令 t = 2009 -
2012,t+k= 2012-2015(k = 3)构建京津冀各行业的

汇合横截面模型。 表 5 显示了 2009—2015 年生产

产品的技术关联对京津冀产品结构演化的影响。
总体来看,在控制 2009 年产品比较优势的前提下,
技术关联度系数显著为负,说明 2015 年新增比较优

势产品与在 2008 年优势产品技术关联度关系密切。
分区域来看,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的技术关联度

系数都为正,除北京外其他二地区都统计上显著,
表明三地区与京津冀总体趋势基本吻合,即都体现

了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性。 这与前文技术关联度

变化核密度分析结果相一致。

表 5　 2009—2015 京津冀产品技术关联度对京津冀产品结构演化的影响

　 项目 　 　 　 整体 　 　 　 北京 　 　 　 天津 　 　 　 河北

原始优势 　 　 　 2. 249∗∗∗ 　 　 　 1. 957∗∗∗ 　 　 　 1. 738∗∗∗ 　 　 　 2. 354∗∗∗
(0. 018

 

6) (0. 051
 

4) (0. 053
 

6) (0. 022
 

2)
技术关联度 0. 281∗∗∗ 0. 113 0. 277∗∗ 0. 129∗∗∗

(0. 032
 

8) (0. 116) (0. 128) (0. 040
 

1)
常数项 -1. 557∗∗∗ -1. 402∗∗∗ -1. 284∗∗∗ -1. 723∗∗∗

(0. 022
 

7) (0. 060
 

3) (0. 058
 

9) (0. 029
 

4)
年份 是 是 是 是

行业 是 是 是 是

观测样本数 65
 

849 5
 

474 5
 

313 55
 

062
Pseudo

 

R2 0. 366 0. 326 0. 252 0. 382
对数似然值 -14

 

374 -1
 

822 -1
 

865 -10
 

562
　 　 注:∗∗∗

 

p<0. 01,
 

∗∗p<0. 05,括号内为标准误。

　 　 再来分析河北内部 11 个地市情况,对 11 个地

市 2009—2015 年相关数据进行回归。 结果显示,
2009—2015 年河北 11 个地市总体沿袭了上一时段

2003—2008 年的发展惯性和特征,总体变化不大。
石家庄、唐山、保定、张家口等城市技术关联度系

数显著为正,展现了显著的技术关联影响和路径

依赖演化特征。 承德、廊坊、衡水、邢台等城市技

术关联度系数也为正,但都不显著,表明这些城市

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技术关联和路径依赖性,但
不明晰。 与之前情况类似,秦皇岛、邯郸、沧州等

城市的技术关联度系数均在 5%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为负,说明这些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原有优

势行业和技术关联的影响较小,在一定程度上突

破了原有优势产业的限制,这可能与其特定的产

业推动政策有关,比如三市在“十二五” 规划期间

都出台了大力推动高端装备制造、先进制造、生物

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相关政

策和推进措施。

四、进一步分析

考虑到前述分析所依据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仅更新至 2015 年,此后国家统计局不再对外发

布,因而无法基于该数据库对《纲要》 实施后的产

业结构演化特征进行分析。 为弥补这一数据局限

并检验上述主要结论的现实性意义,本文以京津

冀地区 13 个地级以上城市新近统计年鉴(2016—
2023)给出的制造业数据研究其二位代码行业的

结构变迁趋势。 通过工业产值计算各城市二位代

码行业显性比较优势 RCA 值并比较其 2015—
2022 年的变化来反映行业结构演化态势。

(一)制造业二位代码行业分类

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 GB / T
 

4754—2011)为

标准,参考陆军等[18] 的分类方法,将制造业 31 个

二位代码制造业行业分为四类:劳动密集型行业、
劳动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和资本技

术密集型行业(表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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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类要素密集型产业包括的细分行业及二位代码

　 　 产业类型 包括的具体行业及二位代码
I 劳动密集型(11) 食品制造业 C14;纺织业 C17;纺织服装、服饰业 C18;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C19;木材加工及

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C20;家具制造业 C21;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C23;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
业 C24;金属制品业 C33;其他制造业 C41;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C42 等

II 劳动技术密集型(4) 通用设备制造业 C34;专用设备制造业 C35;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C38;仪器仪表制造业 C40 等

III 资本密集型(8) 农副产品加工业 C13;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C15;烟草制品业 C16;造纸及纸制品业 C22;石油加工、炼焦
和核燃料加工业 C25;化学纤维制造业 C28;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C29;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C30 等

IV 资本技术密集型(8)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C26;医药制造业 C27;黑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C31;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 C32;汽车制造业 C36;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C37;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C39;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C43 等

　 　 资料来源:基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 / T
 

4754—2011),根据陆军等(2011)分类方法整理。

　 　 (二)京津冀各城市行业结构演进特征与趋势

基于京津冀 13 个城市统计年鉴(2016—2023)
工业行业产值数据,根据公式(1)计算京津冀各城

市 2015—2022 年制造业二位代码行业的显性比较

优势 RCA 值,并按照表 6 中的四类要素密集类型列

出各城市首尾年度的优势行业,依据其变化再辨识

出 2015—2022 年持续优势行业、优势增强行业、新
增优势行业(即升级成功行业)、优势减弱行业以及

优势失去行业(表 7)。 分析表 7 可发现京津冀城市

行业结构演化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表 7　 2015—2022 年京津冀各城市优势行业演进态势

城市
2015—2022 年

持续优势行业及类型
2022 年

优势增强行业及类型
2022 年

新增优势行业及类型
2022 年

优势减弱行业及类型
2022 年

优势失去行业及类型

北京 II:C40、
IV:C36、C37、C43

I:C23、C41
II:C35
III:C15
IV:C27、C39

I:C18
II:C34

II:C40
IV:C36、C37、C43

II:C38

天津 I:C24、C42
III:C25、
IV:C32、C37、C39

I:C33
II:C22、C34

II:C38
III:C13、C29
IV:C26、C36

- I:C14、C18、C35、C41
IV:C31

石家庄 I:C17 I:C18、C19、C23、
III:C16、C28、C30
IV:C26、C27

I:C42
II:C40
III:C25
IV:C43

- I:C20、C23
III:C13、C22

唐山 I:C33
IV:C31

I:C42 I:C21
III:C28

- III:C30
IV:C37

秦皇岛 II:C35
III:C13
IV:C31、C32、C37

IV:C36、C43 - - III:C22

邯郸 I:C18
III:C13
IV:C31

I:C17 I:C33、C42 - I:C14
II:C34
III:C28

邢台 - I:C14、C17、C18
II:C34
III:C13

I:C19、C23、C24
II:C38
III:C25、C29、C30
IV:C26

- III:C28
IV:C31

保定 II:C38
III:C16、
IV:C32、C36、

I:C17、C18、C23
III:C22

I:C14、C19、C20、C30
III:C13、C15、C29
IV:C27

- I:C42
III:C28

张家口 II:C35
III:C13、C15、C16
IV:C31

I:C14 III:C30
IV:C36

- IV:C32

承德 III:C31 III:C13、C15 II:C34、C40III:C30 - I:C14、C20
IV:C32

沧州 I:C24、C33
II:C35

III:C25
IV:C26、C29

III:C28 - I:C41、C42
II:C38、C40
IV:C32

廊坊 I:C23、C42
II:C34
III:C22

I:C20、C21、C33
III:C13、C29、C30
IV:C32

I:C14
II:C40
III:C15

- I:C41
IV:C26、C31

衡水 II:C34
III:C30

I:C18、C19、C24、C33
III:C15、C29
IV:C26

I:C17、C20、C21、C24
III:C13、C28

- -

　 　 注:1. 表中 I~ IV 分别表示劳动密集型、劳动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
2. 表中 C 开头代码所表示的行业请参考表 7。
3. 优势增强行业是指 2015 年 RCA>1 且 2022 年 RCA 值升高的行业;优势减弱行业是指 2015 年 RCA>1 且 2022 年 RCA>1 但该值减小
的行业;优势失去行业是指 2015 年 RCA>1 但 2022 年 RCA<1 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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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单个城市优势行业期末期初重叠度高。 单个

城市而言,比较 2022 年与 2015 年优势行业,发现总

体呈现高重叠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年度优势行

业重叠度高。 重叠度 60%以上的比例高达 77%,重
叠度 80%以上的占 31%,其中秦皇岛的重叠度更是

高达 100%,而重叠度低于 50%的仅有一个城市(邢

台),占比仅 8%。 可见,各城市优势行业的发展路

径依赖性特征突出,多数是沿袭原有优势发展而

来。 这与前述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分析的结论基

本一致。
2. 持续优势行业具有高继承性。 从各城市持续

优势行业占期初(2015 年)原有优势行业比例即继

承比例来看, 该比例 50% 以上的城市占比高达

100%,60%以上的占 77%,高于 80%的也有 38%。
这同样体现了行业发展的优势继承性、延续性即路

径依赖特征。
3. 城市新增优势行业总体具有产业关联性。 总

体看,各城市新增优势行业不多,且多属劳动密集

型行业,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少,个别城市甚至

没有新增任何优势行业。 值得注意的是,天津、邢
台、保定和衡水等城市在门槛较高的资本密集型或

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新增了 2 ~ 3 个优势行业,也可

以认为这是取得了一定路径突破。 进一步观察可

发现,这些城市这两类行业的原有优势较为突出,
分布行业比较丰富,表明拥有较高的行业复杂度或

技术关联度,因而拓展出较多的新优势行业或者说

取得路径突破具有良好根基。 各城市其他新增优

势行业也大致遵循同样的逻辑。 这直观佐证了前

文论及行业结构演化深受行业技术关联度影响的

结论。 而多数城市新增优势行业少,表明要拓展新

的优势行业或获得路径突破在原有优势行业限制

和束缚下并非易事,同样验证了行业结构演化对原

有优势行业的依赖性,通常难以实现路径突破。
4. 优势减弱行业和优势失去行业地域分布不

均。 优势减弱行业仅分布在北京,其他城市都没

有。 天津、沧州优势失去行业数最多,高达 5 个,其
次是石家庄、邯郸、承德、廊坊等,其他城市优势失

去行业在 2 个以下,其中衡水既无优势减弱行业也

无优势失去行业体现了城市相异性。 进一步分析

发现:一方面,北京优势减弱行业或失去优势行业

如 C36、C38、C40、C43 等,分散在天津、石家庄、邢
台、张家口、承德、廊坊等城市,成为新增优势行业

或优势增强行业。 另一方面,北京持续优势行业如

C15、C23、C27、C36、C43 等,分散在石家庄、秦皇岛、
保定、承德、廊坊、衡水等城市,成为优势增强行业,

显示北京相对优势下降。 此外,北京持续优势行业

和优势增强行业主要集中于资本技术密集型和资

本密集型两类行业。 上述迹象表明《纲要》实施后,
北京在疏解一般性制造业等非首都功能并聚焦高

精尖行业发展和津冀城市承接相关疏解产业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效。

五、结论与讨论

经济发展和生产结构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存

在差异,且随时间动态变化。 Hidalgo
 

et
 

al. [1] 学者

提出的“产品空间”概念为研究经济结构演化提供

了新视角。 此后,演化经济地理学界开始广泛利用

贸易数据等经济指标来分析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

构变迁。 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产业间的邻近性和

技术关联性如何影响经济发展进程。 大量实证结

果显示,经济发展通常遵循路径依赖的模式,即现

有产业结构会对未来发展方向产生持续影响。 然

而也有少部分研究表明地区会在政府政策的作用

下实现路径突破的发展。 这些发现为理解区域经

济差异和制定相应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为了研

究京津冀及各个城市的经济结构演化情况,以确定

技术关联度在地区经济结构演化中所起的作用,本
文基于 2003—2015 年京津冀工业企业数据中的制

造业行业数据,依据产品空间理论,采用行业间技

术关联度指标,运用核密度分析和计量模型实证等

方法,探讨了 2003—2015 年京津冀制造业行业结构

演化的路径及其区域与阶段差异。 为弥补工业企

业数据库难以反映《纲要》实施后行业发展新态势

的局限,又辅以统计年鉴(2016—2023)分析了京津

冀 13 个城市制造业二位代码行业结构演化特征。
主要结论:(1)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优势行业数空

间分布差异明显且具有波动性,优势产品复杂度区

域分异明显并与优势行业数分布相契合。 (2)京津

技术关联度变化显著高于河北,河北内部各城市转

化行业技术关联度变化有分化特征,京津冀整体产

业结构演化存在路径依赖效应。 ( 3) 2003—2015
年,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结构演化整体上受技术关联

影响强烈,但不同阶段不同城市又存在一定异质

性:2003—2008 年京津产业结构演化主要受到技术

关联正向影响,但河北出现了技术关联反向效应,
即可能引入了与本地原有优势产业关联度不大的

新产业,体现了一定路径突破特征;河北内部多数

城市的产业结构演化遵循技术关联的路径依赖规

律,仅有秦皇岛、邯郸、沧州等少数城市受技术关联

影响较弱,体现了一定路径突破。 2009—2015 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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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冀三地产业结构演化与城市群总体趋势基本吻

合,都体现了发展的技术关联性和路径依赖性;河
北各城市与前一时段基本类似,除秦皇岛、邯郸、沧
州等少数城市因政策等因素存在一定路径突破外,
其他多数城市都遵循了路径依赖规律,产业结构演

化受产业间技术关联影响主导。 (4)2015—2022 年

京津冀城市群产业(行业)结构演化表现与 2003—
2015 年基本类似,总体上遵循了路径依赖的规律,
体现在个体城市优势行业样本期内高重叠度、持续

优势行业高继承性、新增优势行业高产业技术关联

性等方面,同时也有少部分城市在高门槛行业取得

了一定路径突破,但突破都源于原有产业优势根基

拓展。 上述结论彰显了城市原有产业基础和路径

依赖对其产业结构演化方向影响的重要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城镇化

过程持续推进,经济发展也可看作是城镇化持续推

进的过程,而城镇化的发展势必与各地区产业的升

级联系紧密。 随着《纲要》和后续相关规划的实施,
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使得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遵

循不同的产业结构演化路径,本文研究结论也表

明,技术关联对京津冀不同城市在不同阶段的产业

结构演化影响存在一定差别,揭示了产业结构演化

的路径依赖和突破的差异化过程。 总体而言,京津

冀城市群及多数城市遵循了产业结构演化受技术

关联影响主导和路径依赖的规律,但也存在少数异

于常态体现路径突破的演化特例城市。 在京津冀

协同发展作为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及推进世界级城

市群建设目标背景下,本文结论对京津冀产业结构

如何协同转型和选择演化路径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由于一个地区的多样化发展通常只能基于现有产

品进行[1] ,因此产业间技术关联对产业结构演化具

有主导作用,处于产品空间核心区域的城市更有能

力利用与现有产品(产业)的关联性来发展新的产

品和产业,推动结构演化和转型。 但技术关联和路

径依赖会产生马太效应,即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

累积循环,位居产品空间边缘区域的欠发达城市难

以实现结构转变。 破解这种格局通常需要外部超

常规的政策或其他手段措施强力冲击。 京津冀城

市群未来产业结构的转型决策:一方面,在制定相

关产业促进政策时应充分尊重产业演进遵循的路

径依赖规律,全面考量各城市的产业现状和产品空

间特征,在此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策略。 政

府应充分利用本地既有产业优势,鼓励相关行业协

同发展,尤其要发挥实力雄厚的央企强势引擎作

用,以此推动产业结构加速优化升级。 另一方面,

对于外围边缘的相对欠发达地区,可采取更为积极

的干预措施。 通过实施有针对性的产业支持政策

和外部援助,比如出台积极配合和对接北京产业功

能疏解的相关措施,帮助这些地区突破发展瓶颈。
重点应放在培育产品空间核心区域的新兴产业,打
造独特的竞争优势。 总之,京津冀各城市应基于产

品空间理论,构建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实现协同

发展[19] ,提升整个区域的综合实力,推动世界级城

市群建设。
本研究应用产品空间理论对京津冀城市群的

产业结构演化进行了较深入探析,为理解该区域产

业发展方向和差异提供了有价值的洞见。 然而,仍
有若干方面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一是经济机制

解析。 虽然本研究揭示了产业结构演化的技术关

联特征和路径依赖效应,但未能充分阐释这一现象

背后的经济机制和影响逻辑。 深入探讨这些方面

将有助于更全面地把握区域产业发展规律。 二是

非同类数据可比性受限。 因可用的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库仅更新至 2015 年,此后国家统计局不再对外

发布,因而对《纲要》实施后的产业结构演化特征是

基于新近统计年鉴的二位代码行业进行分析的,尽
管前后两种分析所得结论基本相符,但由于两类数

据分析的行业存在层次差别,有可能会产生连贯一

致性偏差。 三是宏观比较视角。 将京津冀城市群

置于全国或全球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更准

确地把握其产业结构演化规律和特征,并深入挖掘

行业优势与劣势。 这种更广阔的视角将为制定前

瞻性区域发展策略提供更可靠依据。 这些是未来

亟需拓展和探讨的研究方向和重要研究问题。

注释:
①受篇幅所限,核密度图未列出,如需要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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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hol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or
 

region
 

is
 

constrained
 

by
 

its
 

prior
 

factors,
 

resul-
ting

 

in
 

path-dependence
 

effect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theory
 

and
 

methods
 

of
 

product
 

space,
 

using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data
 

from
 

the
 

China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from
 

2003
 

to
 

2015,
 

to
 

study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y
 

correlation
 

of
 

the
 

Beijing-Tianjin-
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s,
 

to
 

determine
 

whether
 

its
 

development
 

is
 

limited
 

and
 

affected
 

by
 

its
 

original
 

industries,
 

and
 

whether
 

there
 

is
 

a
 

breakthrough
 

path
 

for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From
 

2003
 

to
 

2015,
 

the
 

changes
 

in
 

the
 

technological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ransformed
 

industries
 

in
 

the
 

region
 

were
 

mostly
 

positive,
 

indicating
 

a
 

high
 

degree
 

of
 

technological
 

correlation
 

between
 

these
 

transformed
 

industries
 

and
 

their
 

original
 

industries,
 

reflecting
 

the
 

path
 

dependence
 

effect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evolution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s;
 

(2)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Tianjin-
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s
 

was
 

positively
 

influenced
 

by
 

technological
 

linkages
 

during
 

the
 

two
 

periods
 

of
 

2003-2008
 

and
 

2009-2015,
 

with
 

inheritance
 

and
 

inertia,
 

reflecting
 

path
 

dependence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there
 

is
 

also
 

a
 

certain
 

heterogeneity
 

within
 

each
 

stage
 

of
 

the
 

region.
 

While
 

most
 

cities'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follows
 

the
 

path
 

dependence
 

law,
 

there
 

are
 

also
 

a
 

few
 

cities
 

that
 

have
 

experienced
 

path
 

breakthroughs
 

due
 

to
 

policy
 

and
 

other
 

factors.
 

(3)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for
 

2015-2022
 

further
 

confirms
 

the
 

assertion
 

that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y
 

structure
 

in
 

various
 

citie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s
 

influenced
 

and
 

constrained
 

by
 

existing
 

advantages
 

and
 

path
 

dependence.
 

The
 

above
 

findings
 

have
 

certain
 

decision-mak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economic
 

struc-
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evolution
 

path
 

selection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s.
Keywords:product

 

space;
 

proximity;
 

technological
 

connectivity;
 

Beijing - Tianjin - 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s;
 

path - dependence
 

and
 

-br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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