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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中国统计年鉴(2015年)》的工业行业产值为数据源,采用比值对比分析法和结构

相似度分析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优势工业行业和工业结构相似度进行分析。研究结果

表明:长江经济带工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且重化工业发展比重较大;工业结构差异较为显著,同构

性现象不明显;各省(市)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不同。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家关于长江经济带的相关政

策,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工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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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新一轮区域开放开发战略的

重点区域,具有协调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支撑我

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重要意义。[1]2014年3月,国
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把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带

作为推动发展的战略支撑,要谋划区域发展新棋局,
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依

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

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

发。这些文件的颁布标志着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

重大国家战略[2]。2017年6月30日,《工业和信息

化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关于

加强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要
求调整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工业布局,推进传

统制造业绿色化改造,全面推进绿色制造,实现绿色

增长[3]。因此,迫切需要对长江产业带产业结构的

现状进行分析与评价,为区域绿色经济发展提供建

议和支撑。
国内许多学者对长江经济带的产业结构开展了

研究,大多集中在对长江经济带的产业结构现状分

析及调整优化上。例如,彭劲松(2005)通过对长江

上游经济带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布局的研究表明,应
加强老工业基地改造,大力发展外向型产业,协调好

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构建开放型

经济[4]。黄庆华等(2014)基于SSM 模型对2003~
2012年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结构的演变进行了研

究,认为长江经济带产业未来应依托国家政策统筹

规划,建立区域协调机制,深化区域分工合作,突出

城市群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上海自由贸易区和重

庆保税港区的作用,促进长江经济带“两头”的开放

开发[5]。徐丽梅(2015)认为长江经济带存在产业同

质化现象较严重、交通运输体系欠完善,城市的辐射

带动作用有待提升,区域合作机制亟待形成等问

题[6]。部分学者也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结构进行了研

究,例如,喻柯可(2016)对长江经济带的工业产业同

构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长江经济带流域整体不存

在显著的产业同构,但存在合意性产业结构趋同[7]。
但针对长江经济带的优势产业和内部空间差异性的

研究还有所欠缺。因此笔者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

(市)优势工业产业和工业结构相似度进行了分析、
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家产业政策,提出了调整

和优化工业结构的对策和建议。

  一、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一)长江经济带概况

根据《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家战略确定的长江经济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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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范围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
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面积205.3
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面积的21.4%;2014年底,
常住人口约58425.6万人,占 全 国 总 人 口 的42.
7%[2];地区生产总值约284643.9亿元,占我国经济

总量的44.7%。

(二)研究方法

1.工业产业结构分析

将工业分为采掘业、制造业和电力、煤气、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三大行业,并将其细化为40个小行

业,其具体分类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工业产业结构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采掘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其他采矿业

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纺织服装、服
饰业;皮革毛皮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木材加工及木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

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

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非金属

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

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

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其他制造业;废弃资

源综合利用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以《中国统计年鉴(2015年)》的工业总产值为

基础数据,计算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三大行

业40个小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占比,通过各省(市)的
优势产业分析和省际空间对比分析,分析长江经济

带及其各省(市)工业发展特点。

2.工业结构相似度比较

采用工业总产值计算各城市间的相似系数矩

阵,分析长江经济带工业结构的相似性。其具体计

算公式如下。

Sij =
∑
n

k=1

(XikXjk)

∑
n

k=1
X2

ik·∑
n

k=1
X2

jk

式中,Sij 为产业结构相似系数;Xik 和Xjk 分别为

区域i和j中k产业的产值占区域i和j的比重;Sij

取值范围为0到1,Sij 数值越高,表明两个地区的

产业结构相似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

  二、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一)工业总产值对比分析结果

通过计算各省(市)工业41个分行业分别所占

该省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对每个省(市)的分行业进

行排名。如表2所示,将各省前5名突出显示,同
时,可看出各省排名前5行业在其他省份所占排名,
了解长江经济带整体发展情况。

从表2可看出,长江经济带的采矿业、制造业及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三大工业产业的

组成产业来看,各省(市)制造业的组成行业所占比

重较大,基本上排在省(市)前5的位置,发展相对来

说较好。2014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较好的行业有: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重化工业)、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重化工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农副

食品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重化工

业)。发展较好的行业中重化工业偏多,产业升级之

路任重道远。
从区域空间分布上看,各省(市)的工业产业结

构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和长

江下游。长江中下游的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及
长江上游的重庆市,其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所占比重较大,居省(市)前列,
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上海、江苏、浙江、重
庆是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区域,主要构建的是以现代

服务业、新兴产业为支撑的工业产业体系。长江中

游的江西、湖南等的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
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重

化工业相对发达。而贵州、云南则以重化工业产业

为主,排名前10的产业中60%以上的产业为重工

业,深加工业发展还需加强,自主创新能力还需提

升。
从区域发展特色上看,浙江省是全国最大的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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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工业基地,因此其纺织业所占比例最大;安徽、江
西、湖北、湖南、四川等中上游省(市),其第一产业农

业较为发达,造成其农副食品加工业较发达;贵州省

盛产煤矿,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在11个省(市)中最为

发达;云南因特殊的地理和气候优势,盛产烟草,烟
草制品业成为其龙头产业。

表2 2014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工业分行业排名

上海

比例/% 排序

江苏

比例/% 排序

浙江

比例/% 排序

安徽

比例/% 排序

江西

比例/% 排序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 36 0.18 32 0.001 38 2.03 16 0.65 29
农副食品加工业 1.08 20 2.95 12 1.6 22 7.6 2 5.9 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 0.34 28 0.7 24 0.73 27 1.72 18 1 23
烟草制品业 2.9 11 0 41 0.66 28 0.96 27 0.67 28
纺织业 0.72 25 4.74 6 9.01 1 2.48 14 3.59 9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8.16 3 11.37 2 8.78 3 5.78 5 8.28 3
医药制造业 1.91 15 2.19 17 1.76 21 1.72 17 3.371 1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76 16 3.26 10 3.15 14 6.09 3 8.6 2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4.54 6 7.16 4 4.02 9 6.03 4 4.18 7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1.37 17 2.64 15 3.78 12 5.42 7 16.92 1
通用设备制造业 8.13 4 5.81 5 6.76 4 5.14 8 2.27 12
专用设备制造业 3.32 9 3.91 9 2.48 16 3.66 11 1.52 19
汽车制造业 16.42 1 4.52 7 4.42 6 5.65 6 3.48 10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

运输设备制造业

2.39
 

13
 

2.64
 

14
 

2
 

19
 

0.67
 

30
 

0.51
 

30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7.01 5 11.02 3 8.98 2 11.94 1 6.76 4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16.28
 

2
 

12.3
 

1
 

4.04
 

8
 

4.38
 

10
 

4.34
 

6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32 8 3.06 11 6.4 5 4.92 9 0 36

续表2
湖北

比例/% 排序

湖南

比例/% 排序

重庆

比例/% 排序

四川

比例/% 排序

贵州

比例/% 排序

云南

比例/% 排序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28 34 1.99 19 1.95 15 2.48 13 15.97 1 2.99 8
农副食品加工业 10.56 2 7.75 3 4.18 7 7.15 2 2.69 11 5.54 6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 3.53 10 1.78 21 0.92 20 6.72 4 7.11 4 2.44 11
烟草制品业 1.41 21 2.38 15 0.87 22 0.75 27 5.53 7 14.9 1
纺织业 5.1 6 1.76 22 0.98 19 2.29 15 3.72 9 0.22 3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9.04 3 8.24 1 4.45 6 6.5 6 1.51 18 7.98 5
医药制造业 2.33 15 2.29 16 2.11 14 3.06 10 6.81 5 2.65 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7 4 7.62 5 5.41 4 6.74 3 8.83 3 4.67 7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5.95 5 4.56 7 4.04 8 6.52 5 6.45 6 9.46 4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2.15 17 7.92 2 3.54 10 1.93 18 4.24 8 14.45 2
通用设备制造业 3.15 12 4.33 8 3.23 11 4.76 8 0.94 23 0.85 21
专用设备制造业 2.52 14 7.69 4 1.7938 16 3.23 9 1.02 22 0.89 20
汽车制造业 12.48 1 3.32 11 20.11 1 5.87 7 1.71 15 1.79 14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

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1.49
 

20
 

2.62
 

13
 

7.84
 

3
 

1.46
 

20
 

1.62
 

16
 

0.35
 

26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4.12 8 4.19 9 5.15 5 3.05 11 1.78 13 1.11 17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4.23
 

7
 

4.83
 

6
 

15.37
 

2
 

10.75
 

1
 

1.3
 

20
 

0.26
 

29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6 9 3.9 10 3.86 9 39 12.93 2 13.5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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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工业结构相似度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对2014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相似系数

矩阵进行计算,其结果见表3所示。长江经济带11

省(市)间的工业结构差异较为显著,同构性现象不

明显。

表3 2014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相似系数矩阵

上海 浙江 江苏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上海 1
浙江 0.70 1
江苏 0.84 0.88 1
安徽 0.71 0.85 0.86 1
江西 0.53 0.73 0.70 0.82 1
湖北 0.76 0.76 0.76 0.85 0.71 1
湖南 0.65 0.75 0.79 0.88 0.87 0.83 1
重庆 0.92 0.60 0.73 0.69 0.55 0.79 0.64 1
四川 0.79 0.72 0.83 0.83 0.69 0.87 0.85 0.78 1
贵州 0.30 0.49 0.39 0.56 0.51 0.50 0.58 0.38 0.60 1
云南 0.37 0.52 0.44 0.60 0.71 0.55 0.70 0.36 0.54 0.68 1

  第一,工业结构差异较大。Sij<0.65的有20
组,即上海-江西、上海-贵州、上海-云南、浙江-
重庆、浙江-贵州、浙江-云南、江苏-贵州、江苏-
云南、安徽-贵州、安徽-云南、江西-重庆、江西-
贵州、湖北-贵州、湖北-云南、湖南-重庆、湖南-
贵州、重庆-贵州、重庆-云南、四川-贵州、四川-
云南。其中,差异性最大的是上海和贵州,相似系数

为0.30,但总体而言,差异性不够显著。
第二,工业结构中度差异。0.65≤Sij≤0.85的

有29组,即上海-浙江、上海-江苏、上海-安徽、
上海-湖北、上海-湖南、上海-四川、上海-江西、
浙江-安徽、浙江-湖北、浙江-湖南、浙江-四川、
江苏-江西、江苏-湖北、江苏-湖南、江苏-重庆、
江苏-四川、安徽-江西、安徽-湖北、安徽-重庆、
安徽-四川、江西-湖北、江西-四川、江西-云南、
湖北-湖南、湖北-重庆、湖南-四川、湖南-云南、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第三,工业结构差异较小。Sij>0.85的有6
组,即上海-重庆、浙江-江苏、江苏-安徽、安徽-
湖南、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差异性最小的是上

海和重庆,相似系数达到了0.92。
其中,贵州、云南与其他省差异性均较大,相似

系数基本上在0.3到0.6之间;长江中下游城市相互

之间差异性一般,基本上介于0.7到0.8之间;江苏

和浙江、江西和湖南等地理上相近的省或者上海和

重庆等相对发达的城市,差异性小,工业结构高度的

相似。

  三、结论与建议

(一)长江经济带工业结构的特点和存在问题

第一,对长江经济带工业行业结构进行分析,结
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工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且重化

工业发展比重较大。“十二五”期间,大部分省份都

提出了“现代产业体系”、“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等,但根据各省份排名前10的分行业来看,
尤其是在长江中上游城市,重化工业发展比重较大,
产业结构升级之路任重道远。

第二,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工业结构相似性

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工业结构差异较

为显著,同构性现象不明显。城市结构相似系数均

小于0.85,但是根据所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情况

不同,长江中下游上海、江苏、重庆等较发达省(市)
之间工业结构趋同,而长江中游湖北、湖南、安徽等

省(市)的发展产业较为相似,且正逐步靠近上海等

发达省(市)。
第三,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优势工业行业

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各省(市)产业结构优化程度

差异性较大。由于区域条件差异和工业基础不同,
各省(市)工业部门呈现出不同发展状况。上海、江
苏、重庆等省份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阶段,高端

化、高质化、高新化发展较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迅速,贵州、云南优势产业仍停留在烟酒等初级制造

业和资源产业。
(二)长江经济带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对策

第一,加快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促进工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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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化和绿色化。《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关于加强长江经济带工

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
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构建特色突出、错位发

展、互补互进的工业发展新格局。一方面,重化工业

依赖重的省(市)要加快重化工企业技术改造,提升

绿色化、智能化水平,使沿江重化工企业技术装备和

管理水平引领行业发展;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高新技

术产业,制定符合发展阶段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
攻坚结构合理、技术先进、清洁安全的现代产业体

系。
第二,完善产业整合协调机制,形成高水平的产

业集群发展。从各省“十二五”规划以来的发展情

况,大部分省份都在拓展产业链,以产业链的高度化

改造传统产业,并进一步指出未来发展主要方向是

战略性新兴产业,且产业类型都包含新能源、电子、
石化、新材料等,工业发展政策存在诸多方面雷同。
应该加强完善流域整体、三大区域以及更小区域层

次上的产业整合协调机制,避免区域内的产业恶性

竞争和重复建设,促进产业链全覆盖形式的高水平

产业集群发展。
第三,加强优势省(市)建设,加大对落后地区扶

持力度,促进长江经济带全面发展。11个省份中,
上海和重庆相似度最高,反映了两直辖市在长江经

济带中占据这特殊的经济地位,重庆也具有国家级

经济中心的潜质。应加大对上海、重庆基础投入和

政策优惠,形成首尾相望、东西互动、两点支起全域

长江经济带流域发展格局。针对贵州、云南等省

(市)产业结构发展水平差距大的问题以及其优势产

业停留在烟草等初级制造业和资源产业的欠发达特

征,要从税收、资金投入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开发

劳动力资源,发展特色工业,缩小工业发展区域差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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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industrialoutputvaluefromChinaStatisticalAlmanac(2015),thispaperuses
themethodofratiocomparisonandstructuralsimilarityanalysistostudythepreponderantindustriesof
theYangtzeRiverEconomicZoneandtheirstructuralsimilarity.Itisfoundthattheindustrialstructureof
theYangtzeRiverEconomicZoneisfeaturedbymanufacturingandtheheavychemicalindustrytakesupa
muchbiggerpart;theindustrialstructuresdiffergreatlywhilehomogeneityisnotdistinctandthelevelof
structuraloptimizationindifferentprovinces(cities)varies.Onthebasisoftheseproblems,combiningthe
relevantnationalpolicies,thepaperputsforwardsomesuggestionsfortheoptimizationofindustrialstruc-
tureoftheYangtzeRiverEconomic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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