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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 M OS 的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机制研究
以湖南邵东为例

李国峰

摘 要 : 改革开放 以来
,

随着专业市场与产业 集群的互动在县域经济增长 中的作用逐渐加深
,

两者互动机制的研究已 成为学者关注的

焦点
。

本文基于结构 方程模型
,

将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 关系定义为变量 Y
,

从交易费用
、

资源共享
、

专业化和规模经济等四大方 面对

互动 关 系Y 进行分析
。

运 用 AMOS 分析技术对这四个方 面与互动关 系Y 之间的 内在联 系进行了剖析
,

并对其存在的潜在变量进行探讨
,

有

针对性地对邵 东县专业 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机制提 出了优化路径
,

以期为县域尺度的其他 中西部 欠发达地 区发展提供借鉴依据
。

关键词 : AM OS ; 结构方程模型 ; 产业 集聚 ; 专业市场

一
、

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与两型社会构建的深入
,

如何利用 区域要
素票赋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已成为中国欠发达地 区县镇滞待解决的问题

。

在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

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发 展进程中存在明显

的相互作用机制
,

但这种互动作用机制主要受哪种潜在因素影响
,

目前

没有明确的定论
。

而当地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的发展是县域经济增长的

基础
,

因此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互动机制的研究对我 国县域经济体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研究意义
。

当前对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互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形态和演变

路径上
,

而通过总结之前的文献
,

发现学者对于两者互动机理的研究存

在三条大致的主线
。

交易成本与专业分工的方向 : 郑勇军和李婷[ 1 ] ( 2。。9) 从技术传

递的微观视角
,

分析了交易成本与效率
、

专业化分工在专业市场制度演

化中的作用途径
。

邱毅和郑勇军 [ 2 ] ( 2 01 0) 发现 : 交易成本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着中心型专业市场的形成
,

高效的交易是专 业市场形成的先决

条件
,

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两者间的互动将会最终形成产地型市场中

心
。

资源 共享 与规模 经济 的方 向 : 于 斌斌 [ 3 ] ( 2 0 1 1) 对绍 兴市

14 2 6 2 份问卷发现 专业市场的各种共享性资源对集群企业竞争力的

影响 存在 差 异
,

其 中共 享 式 网 络 的 影 响 最为 显 著
。

陆 立 军 [们

(20 1 3) 对浙江义乌的 1 1 7 6 5 份问卷调 查则显示
,

双边市场中
,

随

着规模经济效应的扩大
,

采购商数量的增加与经营户的年均销售呈

正相关
。

除以 上学者的研究主线外
,

其他学者如陶金 国
[ 5 ] ( 2。。5)

与刘天祥
[ 6 ] ( 2。。7) 综合考虑了 交易费 用

、

资源共享
、

专业化和规

模经济等 因素
,

对产业集群与 专 业市场的互动机制方面进行 了 研

究
,

并认为产业集群的供需集聚效应以及专 业市场的信息效应有利

于促进两者间的相互发展
。

李晶 [ 7 ] (2 0 04 )
、

刘冰 [ 8 ] (2 0 0 6 ) 以地区专业市场为研究对象
,

蔡

江静
[’] (2 0 05 ) 与鲍熹爵 ( 201 0) [ 10] 以当地特色产业为研究对象

,

从

不同层面支持了交易费用
、

资源共享
、

专业化和规模经济在产业集群和

专业市场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的结论
,

丰富了当前理论研究的内涵
。

鉴于一般线性模型关系只能表示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相关性或者关

联的程度
,

无法通过动态形式表示出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之间的互动关

系
。

缺少对抽象关系定量研究的技术与方法
,

这是当前研大多数研究停
留于理论层面

,

而无法深入研究的主要原因
。

由于 AM OS[
1 1] 结构方程具

备观点先验性
,

它 通过解决测量和剖释问题
,

一并预测模型里所用指

标
、

潜在变量
。

产业集群的影响因素比较多
,

数据庞大
,

所以本文运用

AMOS 软件分析分析产业集群影响因素的关系
,

用结构模型 图来清晰地

表示它们之间的互动过程
,

以此克服传统分析法中的局限性
。

因此
,

在

前人理论的基础 上
,

通过深入研究交易费用
、

资源共享
、

专业化和规模

经济对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互动机制的作用
,

对于经济落后地 区的构建

产业集群有引导作用
,

对于促进中国县域经济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

二
、

AM OS 软件简介和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是运用 AMOS 对协方差展开分析
,

通过调查结果分析
出的

。

AMOS 可以对多个变量 同时实行剖析
,

解决数据剖析的功能很强

大
。

在结构模型的归类中
,

根据陈明红
,

漆贤军 (2 0 一2 ) [ 1 2 ] 的解释
,

结

构模型是潜在变量间相互联系以及其无法解释的变异量部分
,

测量模型

是显性指标把潜在变量变为数量化和易理解的部分
。

故模型包含三种变

量 : 观察变量
、

潜在变量和误差变量
。

潜在因变量是产业集群
,

潜在自

变量有 四个 : 交易费用
、

资源共享
、

专业化和规模经济
。

首个表达式是

结构模型是用来界定自变量和因变量两者的联系
。

第二个和第三个表达

式是测量模型
,

用来阐述自变量和可估测变量两者的联系
。

各个方程式

如 下所示 :

在结构方程式中
,

是向量类型
,

是回归类型
。

在变量的测量表达式

里
,

是 回归分析得到的
,

和是通过方差 / 协方差分析得出的
。

三
、

变量选择与样本数据
1

.

模型变量的选择

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之间是通过交易费用
、

资源共享
、

专业化
、

规

模经济等多个因素来互动的
,

并且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对区域经济

的增长有影响
,

本文将这多个因素统称为媒介
,

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通

过这种媒介互动
。

下面主要从众多因素中选取交易费用
、

资源共享
、

专

业化
、

规模经济四个因素作为主要代表
,

通过实证分析来验证专业市场

与产业集群之间的互动是否通过这四个因素实现的
。

本文以湖南省邵东

县为例
,

将交易费用
、

资源共享
、

专业化
、

规模经济等 因素考虑到产业

集群与专业市场的互动作用中
,

从微观个体的视角来对产业集群与专业

市场的互动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研究
。

2
.

样本数据与来源

为验证上述理论分析
,

我们选取湖南省工业 品专业市场发展最快的

邵 东县为研究对象
。

于 2 01 2 年 7 一 8 月
,

采用问卷调 查
,

实地走访等方

式向邵东县 8 个 专业市场的个体经营户
、

管理者
、

企业职工
、

生产厂

家
、

政府行政部门发放 4 00 份问卷
,

回收问卷总数 3 87 份
,

有效问卷总

数为 36 4 份
,

有效率为 91 %
。

在调 查样本中个体经营户占 44 %
、

生产

厂家占 30 %
、

企业职工占 11 %
、

管理者占 5 %
、

企业职工占 7%
、

政府

行政部门 3%
,

调查对象跨度大
,

种类多
,

能够满足研究的要求
。

对问

卷中出现的缺失值采用 SPS S 软件处理
,

以均值予 以补充
。

基于 上文的

理论分析
,

我们以规模经济效益
、

交易费用
、

消费需求作为产业集群的

指标
。

四
、

模型适当性与验证性检验

1
.

模型适 当性检验
运用 SPSSZI

.

0 软件对表 1 中数据的检验结果显示
,

K MO 值为 0
.

6 4 7
,

样本分布的球形 B
a rtle tt

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 0
.

0 00
。

可以看出
,

观察变量之间有相 同的 因素
,

能进行因子分析
。

运 用 SPSSZI
.

0 对 12

项 指标作因子分析
,

参考赵静敏 ( 2。。4) [巧 ] 的研究
,

本文采用特征值大

于 0
.

6 的原则
,

提取 4 个公共因子分别为 Fl
、

兄
、

F3
、

F4
,

四个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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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已达到 82
.

14 %
,

Fl 因子命名为营业费用因子

FZ 命名为资源同享因子
,

F3 命名为专业化因子
,

F4 命名为经济效益因

子
,

并用正交旋转法得出因子载荷矩阵
,

见表 2
。

提取出的 4 个公共因

子命名出的因子名称与四个潜在变量的概念基本一致
,

可以看出模型的

假设与选取潜在 变量
、

观察变量的合 理性
。

可以进行 下 一 步 AMOS

分析
。

表 1 因子载荷矩阵

效果最优
。

五
、

分析结果

运用 AMOS18
.

。
,

将 SPSS 预解析解决后的有效数据通过 AM OS 实

施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得出表格形式的模拟运算结果见表 3

表 3 模型整体拟合优度

成成成份份

1111111 222 333 444

SSSC CBBB 一 0 7 9333 0 4 2 111 一 0 00 333 0 09 222

JJJYFYYY 一 0 7 1 666 0 1 7 777 一 0 2 0 666 0 10 444

ZZZ YPZZZ 一 0 6 5 111 0 3 3 777 一 0 2 7 777 0 2 1 666

JJJSJBBB
一 0 6 8444 0 5 9444 一 0 13 111 0 03 666

JJJYK TTT 0 2 0 111 0 91 555 一 0 19 555 0 14 222

JJJY JS X JJJ 0 1 2 999 0 91 222 一 0 3 2 999 0 07 333

JJJY CS YG XXX 0 02 222 一 0 3 9444 0 87 999 一 0 02 666

JJJYG ZZZ 0 3 0 555 一 0 0 6888 0 7 6888 一 0 1 7 555

XXX G SPY LWWW 0 0 8111 0 3 2 999 0 1 0444 0 7 4 888

SSS R S PPP 0 2 4 111 一 0 3 0333 0 04 888 0 7 0 000

SSSPS MMM 0 3 2 444 一 0 1 3 888 0 09444 0 69 444

评评价指标标 评价标准准 拟合值值 拟合评价结果果

绝绝对拟合指标标 均 方根残差(R M R)))
< 0 0 555 0 0 6 333 较好好

拟拟拟合优度指数( G FI ))) > 0 9 000 0 9 3 666 理想想

调调调整拟合优度( A G FI ))) > 0 9 000 0 9 0444 理想想

相相对拟合指标标 基准化适合度指数( N FI))) > 0 9 000 0 9 1 333 理想想

相相相对适合度指数( R FI ))) > 0 9 000 0 9 2 666 理想想

士士士曾量适合度指数( IFI ))) > 0 9 000 0 9 0 888 理想想

TTTTT u o k e : 一 Lew is指( TL I))) > 0 9 000 0 9 2444 理想想

比比比较适合度指标(C FI))) > 0 9 000 0 9 1 555 理想想

简简简效标准拟合指数(PN FI))) > 0 5 000 0 67 333 理想想

简简简简简简简简简简效比较拟合指数(P CF I))) > 0 5 000 0 7 3 111 理想想简简约性协调衡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

简简简效拟合度指标(P GFI ))) > 0 5 000 0 6 2444 理想想

2
.

模型验证性检验
对通过 SPSS 处理后的有效样本数据使用软件 AMOS18

.

O 进行验证

性检验
,

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

其拟合指数为
= 85

.

3 29
,

G FI = 。
.

9 3 6
,

A G FI = 0
.

9 04
,

N FI = 0
.

9 1 3
,

C FI = 0
.

9 15
,

IFI = 0
.

9 0 8
,

各个

拟合值标值都大于 0
.

9
,

拟合评价结果都为理想
,

四因子模型能较好的

拟合样本数据
。

运用 AM OS18
.

。对互动关系 Y 进行概念 区分的验证性检验
,

同时

提出一种不同竞争模型 (三 因子模型 ) 来比较解释产业集群量表的区

分度
。

通过型的对比可以看出
,

四因子模型的数据拟合最
。

另 一个竞争

模型的拟合值都明显低劣于四因子模型
,

同时多数竞争模型拟合值未达

到评价标准
。

因此
,

四因子模型是最适合的模型
。

表 2 验证性的因子分析

模模型型 因子描述述述 G FTTT A G FTTT NFTTT CFTTT TFTTT

四四因子模型型 JY; ZY ; Z Y[J ; G MMM 85 3 2999 0 93666 0 90444 0 9 1333 0 9 1555 0 9 0888

三三因子模型型 JY; Z Y ; Z Y[JJJ 1 18 3 5444 0 83777 0 7 1666 0 90 444 0 8 4333 0 8 7 222

JJJJJY ; Z Y[J ; G MMM 12 1 16333 0 7 4333 0 7 8 111 0 7 5 222 0 7 6333 0 7 9 111

ZZZZZY ; Z Y[J ; G MMM 109 4 3777 0 7 2666 0 7 3555 0 7 4 666 0 7 1555 0 7 2999

从验证性因子分析结论得知
,

最适合四因子分析
。

对于交易费 用
、

资源共享
、

专业化
、

规模经济 四个潜在变量中任意舍弃一个变量对互动

关系 Y 的模拟效果
,

都无法很好地模拟出最优效果
。

因此
,

这四个潜在
变量是不能去掉任意一个

。

因为四 个潜在变量对互动都有不同 的作用
,

无法丢弃
。

只有分析四个潜在变量对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的影响时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
,

G FI
、

A G FI
、

NFI
、

R FI
、

IFI
、

T LI
、

CFI 取值都

大于 。
.

9
,

PNFI
、

PCFI
、

PGFI 都大于 。
.

6
.

比较符合适配要求
,

虽然

运算结果中一些指标离拟合指数的最标准化还有 一定差异
,

但总体研究

结果还是比较好的
。

六
、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得到结论 : (l) 在邵东县的案例中
,

规交易费

用
、

规模经济
、

资源共享
、

专业化对专 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机制 Y 有

重要影响
,

它们四个的直接效应值依次为为 。
.

85
、

。
.

82
、

。
.

79
、

。
.

7 3
,

交易费用的降低对市场与产业互动影响程度最大
,

专 业化的提高

对市场与产业互动影响程度最小
。

(2) 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

效应 Y 分别以 0
.

81 和 0
.

8 6 的间接效应作用 于产业集群和专 业市

场
,

使得产业集群和专 业市场以 0
.

6 7 和 0
.

71 的直 接效益拉动 邵

东县经济增长
,

应证 了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程度越高
,

对彼

此的发 展更有利的理论依据
。

(3) 本文运用 A MOS 软件将潜在变量

作用显现了 出来
,

通过定量研究得出 了邵 东县专 业市场与产业集群

的优化路径 : 四 因素的优化 (规交易费 用
、

规模 经济
、

资源共享
、

专 业化 ) 。专 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效应增强。专 业市场与产业

集群。促进地区 经济增长
。

最后根据 AMOS 软件的分析结果
,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l) 因地制宜
,

树立专 业化路线 : 湖南 邵东县工业 品市场在专业

市场与产业集群的共同推动下不断发展
,

产业的升级将价值链将重心朝

着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加工延伸
,

已形成皮具箱包
、

五金
、

药材
、

建材等

一系列优势产业
,

在此基础上通过提高专业化生产与经营水平
,

通过引

进 品牌
,

学 习走品牌化道路
,

促进地区产业长远发展
。

(2) 完善物流

体系
,

降低交易成本 : 政府可发展现代物流技术
,

可以提高资源配送效

率
,

从而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
,

同时结合电子商务的物流信息平台
,

能

够实现多个交易主体信息共享
,

使得各种资源可以更快地相互传递
,

从

而形成并优化专业市场的产品供应链
,

提高信息透明度
,

从而降低交易

成本
。

(3) 充分发挥官产学研一体化的作用
,

提高资源共享能力 : 邵

东县政府通过各大高校
、

研究机构的实力提高产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

增

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

(作者单位 : 湖南师范大学 ) (上转第 2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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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论坛 经法视点

修正案的方式对宪法的规定进行了修改
,

其中首次明确 了私营经济的在

宪法中的地位
“

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

对私营经济实
行引导

、

监督和管理
” 。

其后的几个宪法修正案都对之前宪法关于财产

权的相关规定进行 了修改
,

这一系列的修改奠定了宪法关于财产权规制

的重要内容
。

宪法通过对财产权的基本规定
,

来表达国家对财产保护的

态度和方式
,

从而实行对财产权法律制度的影响
。

宪法对财产权的影

响机制也就是通过规定一些基本条文的方式来奠定我 国对各种财产所

有权规制制度的基调
,

再通过对私法之债法
、

物权法等相关法律制度
进行细致规定从而最终实现对财产权进行保护的 目的

。

宪法对于财产

权的保护 虽然只 有寥寥数语
,

但是却奠定了 民法对财产权保护的基

调
。

只有当私有财产权在宪法中得到保护
,

民法才能以此为基础
,

构

建起一个对公民财产权保护的完整体系
。

当然
,

我们仍然面临着许多

问题
,

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仍然是我国宪法和其他的部门法律必须关注

和重视的基本问题
。

宪法作为一国之根本大法
,

唯有把握好宪法对私法产生的影响
,

才

能在宏观的角度上对宪法和私法的关系进行深入了解
,

最终从私法的角

度上进行切入
,

真正将宪法的效力落实到实处
,

使宪法真正起到保护公

民权利的作用
,

推动我 国的宪政建设和法治国家的建设
。

(作者单位 :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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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接第 290 页) 积极面对矛盾点和处理方式
,

避免家庭成员对某些细

节问题纠缠不清
,

忽略主要矛盾 ; 最后
,

改善家庭错误的世界观
[’]

。

社

会工作者需鼓励家庭成员互换角色
,

站在不同角度看待问题
,

改变父母

的绝对权威意识
,

引导父母与孩子的双向沟通
,

多理解孩子
,

了解孩子

产生叛逆心理的主要原 因
,

从自身出发
,

多为孩子做互相有利的改变
,

多鼓励
、

引导孩子
,

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心
,

使他们适应青春期生理变化
和心理变化

,

强调家庭教育对青少年的重要性
[ 10]

。

通过社会工作者专

业的角度
,

使家庭成员关系得到改善
,

亲子之间通过讨论实现双向有效

沟通
,

解决亲子间的主要问题
,

化解矛盾
,

通过社会工作者的介入
,

重

新建亲子关系
,

实现家庭内部和谐
。

对于叛逆期青少年的矫治
,

需要社会工作者根据青少年的心理特

点
、

动机需求
、

家庭结构等方面着手
,

分析他们产生叛逆行为背后的原

因
,

充分利用专业的工作方法和治疗模式进行辅导
,

通过基本的工作技

巧对青少年进行启发
、

帮助以及促进式教育
,

帮助青少年学 习
、

掌握克

服困难的方法
,

逐步确立正确的人生观
、

世界观
、

价值观
,

通过社会工

作者的努力
,

使青少年重新建立关系网
,

树立自信心
,

推动青少年努力

把自己塑造成对 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
。

( 作者单位 :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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