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３卷　第１７９期

２０１２年９月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３３　Ｎｏ．１７９
Ｓｅｐ．　２０１２

·经济管理·

动态外部性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研究新进展

王耀中１，２，陈　洁１
（１．湖南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７９；　２．长沙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４）＊

摘　要：自马歇尔提出集聚概念以来，关于动态外部性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的研究就一直是学术界和现

实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通过对国外现有文献的梳理，从 ＭＡＲ外部性、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Ｐｏｒｔｅｒ外部性

和集聚网络化角度来探讨产业结构优化，为进一步研究动态外部性与产业结构优化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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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结构优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

趋势，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改变，提高国民经济

整体素质的前提条件。产业结构优化主要包括产业

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是指产

业与产业之间协调能力的加强和关联水平的提高，
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是指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的

整体素质和效率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如同劳动、资 本 一 样，

是一种生产要素，这种生产要素不仅具有内部效果，
而且还能产生技术外溢。因为经济个体在互动过程

中，技术会通过链锁效应、模仿效应、交流效应、竞争

效应、带动效应和激励效应提高产品的劳动生产率，
促进经济增长。当在技术外溢中加入时间因素时，
即将空间外部性在时间维度上展开，则产生的外部

性为动态外部性，传 统 的 动 态 外 部 性 包 括 ＭＡＲ外

部性、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和Ｐｏｒｔｅｒ外部性。其中，ＭＡＲ
和Ｐｏｒｔｅｒ外部性来自于产业内，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来自

于产业间。此 外，ＭＡＲ外 部 性 认 为 垄 断 有 利 于 创

新和经济发展，而Ｊａｃｏｂｓ和Ｐｏｒｔｅｒ外部性则认为区

域竞争刺激企业的创新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无

论是何种形式的动态外部性，从理论上来说，动态技

术外溢都能使产品的新技术和新知识通过学习、模

仿等途径在产业内或产业间传递和扩散，从而逐步

实现产品从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向高附加值、高技

术含量过渡，这不仅能引起传统产业的改造、更替，
而且能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使产业结构合

理化和高级化，进而优化产业结构。

本文首先梳理传统动态外部性与产业结构优化

关系的理论和经验文献，即 ＭＡＲ外部性、Ｊａｃｏｂｓ外

部性、Ｐｏｒｔｅｒ外部性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然后阐

述动态外部性与产业结构优化的最新发展；最后对

其进行简要评论。

一、ＭＡＲ外部性与产业结构优化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８９０、１９２０）开 创 了 利 用 外 部 性 理 论

解释产业集群形成的先河，认为一个产业的专门化

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外部性的产生，这种外部性被后

来的研究者称为 ＭＡＲ外部性［１］。该理论强调知识

溢出是同一产业信息交换的结果，它既可以通过生

产信息的交换，也可以通过专业技术人员在企业间

的流动完成。
在理论研究上，一部分学者研究得出 ＭＡＲ外

部性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比如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５）利用美国１９７０～１９８７年２２４个大都市８个

制造行业的就业数据，来研究动态外部性对城市发

展的影响，他们将８个制造业分为５个成熟行业和

３个高新技术行业，构建动态外部性的函数关系 进

行研 究［２］。结 果 表 明，ＭＡＲ外 部 性 经 过 学 习 和 模

仿效应对成熟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的发展起促进作

用。随后，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３）基 于 各 行 业 的 劳 动 生

产率构建了产业专业化指标，并利用美国高科技产

业的面板 数 据 研 究 ＭＡＲ外 部 性 对 产 业 发 展 的 影

响，研究结果也表明，ＭＡＲ外部性通过交流效应促

进了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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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业结构［４］。
此外，Ｄｅｋｌｅ（２００２）选取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

动态外 部 性 的 指 标，利 用 日 本１９７５～１９９５年 的 数

据，构建函数 关 系 式 详 细 研 究 了 金 融 业、批 发 零 售

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动态外部性［５］。不同 于 有 些

学者的研究结果，文中发现，动态外部性对制造业没

有影响，而 ＭＡＲ外部性能促进金融业、批发零售业

和服务业发展。其中金融业的 ＭＡＲ外部性的结论

与Ｄｅｋｌｅ　＆ Ｅａｔｏｎ（１９９９）的 研 究 结 果 一 致［６］，这 主

要是 因 为 一 个 行 业 的 人 力 资 本 越 高，ＭＡＲ外 部 性

越能促进该行业的发展，在日本，相对于制造业仅有

１５％的劳动者接受过高等教育，金融业有３６％的劳

动者接受过高等教育。此外，制造业生产的主要是

贸易商品，而批发零售业和服务业生产的主要是非

贸易商品，对于批发零售业和服务业的劳动者而言，
他们与其他 行 业 的 人 际 交 往 机 会 可 能 是 相 当 有 限

的，因此，这些行业的员工人际交往主要集中于行业

内部，即知识外溢主要来源于同一行业。ＭＡＲ外部

性通过行业内的人力资本与信息资本深化促进了日

本金融业、批发零售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进而优化其

产业结构。

Ｂｕｎ　＆ Ｍａｋｈｌｏｕｆｉ（２００７）指出动态外部性的研

究主要偏向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很少，为
弥补此缺陷，利 用 摩 洛 哥６个 地 区１８个 行 业１９８５
～１９９５年的相 关 年 度 数 据 和 动 态 面 板 模 型 来 估 计

动态外部性对当地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影响［７］。
他们采用ＳＰｉｔ＝（Ｘｓｒｔ／Ｘｒｔ）／（Ｘｓｔ／Ｘｔ）来衡量产业的

专业化程度，该指标表明的是ｔ时 间 内ｒ地 区ｓ行

业产量所占比重与全国范围内ｓ行业产量所占比重

之比。他们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选择

摩洛哥６个区域的数据进行估计；然后，探讨出口部

门和非出口部门的发展状况；最后，单独研究摩洛哥

最大城 市—撒 布 兰 卡。结 果 发 现，ＭＡＲ外 部 性 不

仅提高了行业的产值，而且促进行业向技术密集型

发展，对产业结构的优化起到积极作用。
近年来，也有学者的研究表明 ＭＡＲ外部 性 不

一定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甚至会抑制产业结构优

化。Ｃｏｍｂｅｓ（２０００）在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总结后，认

为与美国的劳动力流动性情况不同，欧洲的劳动力

流动性非常低，并且欧盟国家的大量失业可能对企

业的位置战略有着显著影响［８］。并指出相关学者对

美国动态外部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都市，这可能

会导致结果出现误差，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他选

用一套涵盖整个法国领土的３４１个空间实体，并利

用１９８４～１９９３年间法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数据进

行 实 证 研 究。文 中 选 取ｓｐｅｚ，ｓ＝（ｅｍｐｚ，ｓ／ｅｍｐｚ）／
（ｅｍｐｓ／ｅｍｐ）为专业化指标，即ｚ地区ｓ行业所占的

就业份额与全国ｓ行业所占的就业份额之比。结果

发现，ＭＡＲ外 部 性 对 制 造 业 部 门 和 服 务 业 部 门 始

终产生负的 影 响，作 者 指 出，根 据 产 业 发 展 周 期 理

论，服务业正处于萌芽阶段，技术发展还不成熟；另

一方面，技术外溢提高了对制造业劳动者素质的要

求，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短期内无法完成，这些使得

ＭＡＲ外部性无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此外，Ｂｌｉ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对这个问题进行 了 更

详尽的分析［１０］。他 们 也 选 取 就 业 量 来 衡 量 经 济 增

长，利用１９８０～２００１年德国联邦就业局所提供的相

关数据，并运用动态面板来估计动态外部性对不同

产业经济 增 长 的 影 响。结 果 发 现，ＭＡＲ外 部 性 对

服 务 业 经 济 增 长 的 影 响 为 负，这 再 次 验 证 了

Ｃｏｍｂｅｓ（２０００）的结论，即 ＭＡＲ外部性抑制产业结

构优化。

二、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与产业结构优化

与 ＭＡＲ外 部 性 不 同 的 是，Ｊａｃｏｂｓ（１９６９）外 部

性认为知识外溢来自位于同一区位不同产业的企业

所产生的外部性，行业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加快了

新技术、新思想在企业间的传递［１１］。
关于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大

部分学者认 为Ｊａｃｏｂｓ外 部 性 对 产 业 结 构 优 化 起 促

进作用，研究的差别主要在于数据的选择和方法的

使用。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２００３）利用美国城市数

据对成熟产业和高科技新兴产业的动态外部性进行

研究，基于 不 同 行 业 的 就 业 人 数 构 造 多 样 化 指 数。
结果发现，较成熟制造业的多样化外部性效应不明

显，但高技术新兴产业的多样性外部性效应显著存

在，并表现出积极作用［２，４］。这说明，Ｊａｃｏｂｓ外 部 性

对吸引高技术新兴产业非常重要，因为Ｊａｃｏｂｓ效应

带来的知识外溢有利于新兴产业提高技术水平，增

加产品的科技含量，从而使得高新产业在区位选择

时，会选择一个具有产业多样化特点的城市。因此，
他们指出，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带来的新技术、新管理方法

能促进一个地区高技术新兴产业的发展，进而优化

产业结构。

Ｇｒｅｕｎｚ（２００４）认 为 如 果 一 个 地 区 的 人 群 集 中

度较高，通信基础设施完善，那么动态外部性能推动

该地区的创 新 和 产 业 发 展［１２］。他 选 取１５３个 欧 洲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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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１６个制造业部门的样本数据，并在人口密度较

高地区的调查模型中引入虚拟变量进行实证研究，
得出两个主 要 结 论：一 是 在 人 口 密 度 较 高 的 地 区，

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 比 ＭＡＲ外 部 性 对 创 新 的 影 响 更 重

要，也就是说，从动态外部性角度来说，欧洲大城市

的创 新 主 要 来 源 于Ｊａｃｏｂｓ外 部 性。二 是 ＭＡＲ外

部性和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对产业发展都有影响，但不同

的是，一个行业的科技含量越高，则该行业的创新就

越依赖于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而像中小型技术行业和中

低技 术 制 造 业 等 技 术 强 度 较 低 的 部 门，ＭＡＲ外 部

性仍然很重 要。即Ｊａｃｏｂｓ外 部 性 对 人 才 集 中 度 较

高地区和高科技行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这也说明

了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 通 过 人 力 资 本 效 应 和 产 业 链 推 动

效应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Ｄｅ　Ｇｒｏｏ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则首先回顾了动态外部

性对创新和城市发展的理论及其实证研究，指出城

市的发展不仅来源于该城市的规模、密度和地理位

置的发展，而且与城市产业结构的专业化、竞争性与

多样性相关［１３］。文 章 使 用 有 序Ｐｒｏｂｉｔ分 析 方 法 来

估计动态外部性与城市发展，研究发现，一方面，当

城市增长以就业和生产率作为衡量指标时，动态外

部性都表现为积极作用，而且以就业为衡量指标时

的积极作用更大。另一方面，当城市增长以创新作

为衡量指标时，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表现出积极影响，因为

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在高科技领域的作用非常重要，这说

明产业间的技术外溢能促进高科技产业技术创新，
进而优化产业结构。

不 同 于 前 面 几 位 学 者 的 研 究 视 角，Ｎｅｆｆｋｅ
（２００８）认为动态外部性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并不是固

定的，而是 随 时 间 不 断 变 化［１５］。作 者 使 用１８４１～
１９７１年４８个英 国 地 区 的 面 板 数 据，采 用 ＧＭＭ 动

态估计，研 究 产 业 发 展 是 否 受 动 态 外 部 性 的 影 响。
结果表明，第一，在所调查的行业里，自１９世纪中期

以来，ＭＡＲ外 部 性 和 城 市 外 部 性 或 多 或 少 出 现 了

下降轨迹，但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却没有很明显的变化趋

势。第二，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能使

朝阳产业和新兴产业受益，因为产业间的技术外溢

能使这些新兴产业加大技术改进，但他认为这些技

术外溢不可能提升所有行业的技术水平，即Ｊａｃｏｂｓ
外部性不一定能优化产业结构。第三，纺织业的Ｊａ－
ｃｏｂｓ外部性与其他行业不同，他发现纺织业Ｊａｃｏｂｓ
外部性呈抛物线特征，即纺织业的发展越好，则Ｊａ－
ｃｏｂｓ外部 性 越 强，反 之，Ｊａｃｏｂｓ外 部 性 越 弱。这 说

明Ｊａｃｏｂｓ外 部 性 的 强 弱 与 产 业 发 展 周 期 有 关，即

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该产业所处的周

期阶段有关。
在此研究基础上，Ｎｅｆｆｋｅ（２０１１）进一步从动态、

长远的角度 研 究 了 动 态 外 部 性［１６］。他 指 出 产 业 在

不同的周期阶段由于竞争模式、创新力度和学习过

程的不同，集聚外部性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不同。通

过选取瑞士１９７４～２００９年间１２个制造业的数据，
分析了在产业周期的不同阶段，集聚外部性对产业

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

熟时 期，ＭＡＲ外 部 性 对 该 产 业 的 发 展 都 起 到 积 极

作用。但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的影响却不同，当产业处于

萌芽阶段时，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促进产业的发展；当产业

处于发展阶段时，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对产业的影响不明

显；当产业处于成熟阶段时，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抑制产业

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萌芽阶段的产业通过Ｊａｃｏｂｓ
外部性能改进生产技术，改善产品质量，促进产业发

展，而发展和成熟阶段的产业由于生产过程标准化

和机械化，很难接受企业间的技术外溢知识。这说

明，当产业 处 于 萌 芽 阶 段 时，由 于 创 新 的 需 要，Ｊａ－
ｃｏｂｓ外部性会促进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发展，即优

化产业结构，而当产业处于发展和成熟阶段时，由于

企业生产的标准化和机械化，产业难以创新，即Ｊａ－
ｃｏｂｓ外部性无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三、Ｐｏｒｔｅｒ外部性与产业结构优化

研究 人 员 一 直 在 探 究 ＭＡＲ外 部 性 和Ｊａｃｏｂｓ
外部性这两个因素究竟谁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更

大，但这种多样化和专业化的争论至今还没有得出

结论。１９９０年，Ｐｏｒｔｅｒ提 出 了Ｐｏｒｔｅｒ外 部 性：即 知

识溢出 来 自 于 市 场 竞 争，Ｐｏｒｔｅｒ外 部 性 不 仅 赞 成

ＭＡＲ外部性的企业在空间上集中比分散更有利于

知识溢出的观点，而且认同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关于区域

竞争 比 垄 断 更 有 利 于 知 识 创 新 和 技 术 外 溢 的 理

念［１７］。同时，他还 指 出，地 方 竞 争 能 增 加 企 业 的 创

新压力，厂商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会不断增强其创

新能 力。目 前 关 于Ｐｏｒｔｅｒ外 部 性 对 产 业 结 构 优 化

的研究尚未得到一致的定论。

Ｄｅｋｌｅ（２００２）利用索洛模型测算金融业、批发零

售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ＴＦＰ值来研究动态外部性

时，发现 ＭＡＲ外部性能优化金融业发展，而Ｐｏｒｔｅｒ
外部性虽然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不显著，但对部分

服务行业发展存在着显著积极作用，这 说 明Ｐｏｒｔｅｒ
外部性能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因为行业内的竞争

能引发一系列的新发现和创新，促进高科技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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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此外，Ｄｅ　Ｇｒｏｏ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研究也表明Ｐｏｒ－
ｔｅｒ外部性能加快产业创新，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发

展，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
而Ｂｕｎ　＆ Ｍａｋｈｌｏｕｆｉ（２００７）采 用ＣＰｉｔ＝（Ｅｓｒｔ／

Ｘｓｒｔ）／（Ｅｓｔ／Ｘｓｔ）来衡 量 产 业 竞 争 程 度，其 中Ｅｓｒｔ是ｒ
地区ｓ行业在ｔ时期内的单位数目，Ｅｓｔ是全国ｓ行

业在ｔ时期内的单位数目，Ｘｓｒｔ是ｒ地区ｓ行 业 在ｔ
时期内的产量总值，Ｘｓｔ是全国ｓ行业在ｔ时期内的

产量总值，指数越大说明行业越有竞争力。他们利

用摩洛哥地区和行业的面板数据对动态外部性与产

业发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Ｐｏｒｔｅｒ外部性却表

现出负面影响。原因在于摩洛哥很多行业都是低技

术行业，行业关心的既不是生产率的提高，也不是技

术和创新的引进，而是劳动力成本的降低，因此企业

间的竞争主要是成本的竞争，而不是产品质量的竞

争，这就导致了Ｐｏｒｔｅｒ外部性对当地经济和产业发

展带来负面影响。
另外，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Ｚｈｅｎｇ（２０１０）指 出 虽 然 有 大

量的文献研究动态外部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但其

方法主要是截面模型或面板模型，目前还没有学者

采用时间序 列 模 型 来 研 究 该 问 题［１８］。他 采 用 相 关

行业１９７５～２００３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进行探讨，这
些行业包括了制造业、金融业、服务业、批发零售业

等。结果 发 现，ＭＡＲ 外 部 性 影 响 大 部 分 行 业 的

ＴＦＰ，Ｊａｃｏｂｓ外 部 性 只 影 响 服 务 业 的 ＴＦＰ，Ｐｏｒｔｅｒ
外部性对任何行业ＴＦＰ值均无影响。这 说 明 无 论

是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Ｐｏｒｔｅｒ外部性 都 不 会 对

这些产业的ＴＦＰ值产生任何影响，进而不能优化产

业结构。

四、集聚网络化与产业结构优化

当然，仅从传统的动态外部性角度来探讨产业

结构优化显然不够，学者们认为要全面了解这个问

题，应该要加入地理环境等现实因素。事实上，在现

实生活中，知识外溢不仅只局限于产业中，在人们生

活或居住的限定地理区域内，知识也会产生外溢，并
产生动态外部性。关于集聚网络化对产业结构优化

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１）首先提 出 了 规 模 经 济、运 输 成

本和市场需求的共同作用促致产业地理集中，并强

调市场效应是产业集聚的重要源泉，引发了经济地

理研究的热潮。
此后，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　＆Ｓｔｒａｎｇｅ（２００１）在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１）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集聚经济在跨越地理

空间时会不断的衰弱，因而在研究动态外部性过程

中应考虑地理因素［１９］。随后，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　＆Ｓｔｒａｎｇｅ
（２００４）在研究知识外溢与动态外部性时，进一步指

出动态外部性除了劳动力市场集聚、输入共享和知

识外溢因素外，还包括天然的优势、国内市场影响、
消费机会和寻租等，并强调集聚经济与距离衰减有

关，因此 动 态 外 部 性 除 了 传 统 的 ＭＡＲ外 部 性、Ｊａ－
ｃｏｂｓ外部性和Ｐｏｒｔｅｒ外部性外，还应包括地理范围

内的分类［２０］。
但是，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　＆Ｓｔｒａｎｇｅ的相关研究并没有

解释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知识外溢是如何产生的。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Ｚｈｅｎｇ（２０１０）在其研究基础上，选取了制

造业、金融 业、服 务 业、批 发 零 售 业 等 行 业１９７５～
２００３年的数据，对 这 个 问 题 进 行 了 更 深 入 的 分 析。
首先，他提出了基于地理范围的网络动态外部性概

念，即知识外溢是来源于网络传输所产生的外部性。
此外，他认为网络动态外部性不仅在行业内发生，而
且还在行业外发生。最后，实证研究表明网络动态

外部性与制造业、金融业、服务业、批发零售业等行

业的ＴＦＰ值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而金融业、服务业、
批发零售业都是第三产业，这说明网络动态外部性

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存在一定关系，这也是作者将

继续探讨的问题。

五、简　评

随着技术外溢对产业结构影响的不断加大，学

者们对动态 外 部 性 与 产 业 结 构 优 化 的 研 究 越 来 越

深入。
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除了采用传统的统

计方法外，还 使 用 主 流 的 经 济 学 方 法，包 括 截 面 分

析、时序分析、动态面板分析等。但是，研究仅局限

于经验分析，还没有完整的理论模型和理论框架来

系统分析动态外部性和产业结构优化。
其次，在指标选取上，一方面，关于动态 外 部 性

的指标选取没有统一的规定，有的选择行业就业人

数，有的选择行业增加值，有的选择行业ＴＦＰ；另一

方面，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宏观指标，但动态外部性是

产业内或产业间的技术外溢，应该考虑微观层面的

指标。
最后，在研究内容上，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表明传

统的动态外部性与产业结构优化存在一定关系，但

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有一定差异。具体来说，关于

ＭＡＲ外 部 性 对 产 业 结 构 优 化 的 影 响，有 的 学 者 认

为有积极作用，而有的学者却认为起阻碍作用。关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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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大部分学

者研究得出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但

随着研究的深入，得出在产业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

Ｊａｃｏｂｓ外部性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不同。而关于

Ｐｏｒｔｅｒ外部性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目前还没有一

致的定论。此外，虽然目前有学者研究基于地理范

围的网络动态外部性，但依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这
也是今后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和产业集聚化的背景下，动
态外部性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已成为研究者关注

的重点问题之一。因此，从多角度研究和探讨动态

外部性与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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