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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过产业结构超前值测度行业发展潜力,以区位熵考察各省市制造业优势产业,以产

业结构相似系数考察地区间产业同构性。为了改变地区间产业结构同质化,制造业重点行业地区

布局应该立足于地区规模优势,结合行业发展潜力,兼顾各地产业发展定位和资源禀赋等。基于实

证分析结果,需要从加快技术创新引领,统筹制造业重点行业布局,打造地区制造业重点行业等方

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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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统计数据分析,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发展速

度放缓,究其根源主要是产业同构比较严重,内部无

序化竞争,各地区难以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产业,产
业发展潜力难以发挥。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十三

五”规划纲要中可以看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湖
北、四川、重庆等都将汽车制造产业列为本省十三五

重点发展产业,湖北、湖南、安徽、江苏、云南等都将

电子信息技术列为本身重点发展产业。长江经济带

各省市如何选择重点发展制造业不仅基于本地区发

展禀赋优势和发展潜力,也需要考虑产业间协同。
为此,笔者主要从产业发展潜力、产业比较优势、产
业结构协同角度,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制造业重点

产业选择与错位布局进行探讨。

  一、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制造业重点行业

选择实证

  参 考 相 关 学 者 研 究 (崔 蕴,2004;戴 钰,
2013)[1,2],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制造业重点行业选择

应兼顾三个方面:一是行业自身发展速度较快,具有

较大发展潜力或发展滞后但具备转型升级能力;二
是在长江经济带地区同类行业发展中具有比较优

势;三是避免长江经济带内部造成恶性竞争。
(一)制造业发展潜力测度

产业结构超前值与结构年均变动值、Moore结

构值等其它指标相比,不仅仅能体现产业结构发展

变化程度和方向,而且也满足滞后行业的值与超前

行业的值之和为0(陈雁云等,2014)[3],其计算公式

如下:

Vi=
bi-ai(1+r)n

B-A ×100% (1)

式中:Vi 表示制造业i行业的结构超前值,ai

和bi 分别表示i行业在基期和报告期的增加值,A
和B 则代表i行业在地区经济系统的基期增加值和

报告期增加值,r 表示i行业所在经济系统的年平

均增长率。n 表示报告期与基期的间隔年限。如果

Vi<0,表示该行业的发展相对落后,反之则表明该

行业发展超前。
数据来源于2013~2017年各省份工业统计年

鉴及统计公报,运用(1)式的计算方法,考虑到数据

的可比较性,以工业销售产值作为计算的依据,以

2012年作为基期,以2016年作为报告期,考虑此5
年间长江经济带制造业行业发展潜力,行业结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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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值见表1。

表1 制造业大类行业结构超前值

行业(行业分类代码) 超前值(%) 按超前值排序

汽车制造业(36) 6.452 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30) 2.840 2
农副食品加工业(13) 2.222 3
医学制造业(27) 1.966 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24) 1.366 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15) 1.015 6
食品制造业(14) 1.001 7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39) 0.896 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38) 0.872 9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23) 0.780 10
家具制造业(21) 0.671 11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20) 0.572 12
专用设备制造业(35) 0.182 13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29) 0.155 14
仪器仪表制造业(40) 0.153 15
金属制品业(33) 0.145 16
纺织服装、服饰业(18) 0.074 17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19) 0.054 18
其他制造业(41) 0.036 19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43) 0.024 20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42) -0.018 21
通用设备制造业(34) -0.224 22
造纸和纸制品业(22) -0.317 23
烟草制品业(16) -0.854 24
化学纤维制造业(28) -1.170 25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26) -1.480 26
纺织业(17) -1.490 2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37) -1.495 28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32) -1.846 29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25) -2.921 30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31) -9.662 31

  由表1可知:其一,汽车制造业在长江经济带的

发展最为超前,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

业、医学制造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发展潜力紧接其后;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电气

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结构超前值大于0,可作为长

江经济带重点发展产业选择对象。其二,废弃资源

综合利用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烟
草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纺织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石油、煤炭及

其他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结

构超前值小于0。对于发展潜力小于0行业,需要

通过技术创新或规模优化发展等方式提升其发展

潜力。
(二)制造业优势产业分析

通过对某一产业相对集中度进行测度,选取出

该地区在某一区域或全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区

位熵(Q)又称地方产业专门化率,用以反映某产业

在地区的聚集程度。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Q=
ei/∑ei

Ei/∑Ei

(2)

式(2)中:Q 为区位熵,ei 为长江经济带某个省市制

造业i行业销售产值;∑ei 为该省市制造业销售总

产值;Ei 为长江经济带整个地区制造业i行业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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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Ei 为长江经济带整个地区制造业的销售总

产值。Q 值的大小反映该行业的专门化率,Q 值越

大,则该行业在长江经济带地区中优势越大。一般

情况:Q>1,该行业在该地区具有一定的专业化优

势;1<Q<2,则表明该行业在该地区具有弱比较优

势;2<Q<3,则表明该行业在该地区具有中等比较

优势;Q>3,则表明该行业在该地区具有强比较

优势[4]。
计算出在长江经济带地区具有比较优势产业,

结果见表2。

表2 长江经济带地区优势产业遴选

省份 结构超前值 优势产业

上海

Vi>0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4.343)、汽车制造业(2.272)、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916)、家具制造业(1.336)、食品制造业(1.312)、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1.080)、橡胶

和塑料制品业(1.059)

Vi<0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2.174)、烟草制品业(2.062)、通用设备制造业(1.532)、铁路、船舶、航空

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1.050)



江苏

Vi>0

仪器仪表制造业(1.900)、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410)、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315)、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1.224)、纺织服装、服饰业(1.197)、金属制品业(1.180)、

专用设备制造业(1.104)、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1.093)

Vi<0
化学纤维制造业(1.43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1.240)、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1.184)、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1.164)、纺织业(1.121)、通用设备制造业(1.095)





浙江

Vi>0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2.285)、家具制造业(1.991)、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808)、橡胶和塑料制品业(1.691)、其他制造业(1.631)、纺织服装、服饰业(1.605)、金属制品、机械

和设备修理业(1.426)、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1.169)、金属制品业(1.131)

Vi<0
化学纤维制造业(3.102)、纺织业(2.221)、造纸和纸制品业(1.562)、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1.402)、通
用设备制造业(1.305)、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1.277)





安徽

Vi>0

农副食品加工业(1.64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1.555)、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1.475)、木材加工

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1.475)、橡胶和塑料制品业(1.460)、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1.31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259)、家具制造业(1.235)、食品制造业(1.166)、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

鞋业(1.090)、专用设备制造业(1.079)、纺织服装、服饰业(1.074)、金属制品业(1.016)

Vi<0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3.317)、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1.246)、通用设备制造业(1.062)、黑色金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1.020)





江西
Vi>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781)、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1.749)、医药制造业(1.559)、文教、工
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1.484)、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1.399)、农副食品加工业(1.274)、食品制

造业(1.204)、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1.153)、家具制造业(1.150)、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业(1.050)
Vi<0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3.604)、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1.170)



湖北

Vi>0

农副食品加工业(2.189)、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1.987)、汽车制造业(1.896)、食品制造业(1.70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412)、其他制造业(1.159)、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1.161)、印刷和记录媒

介复制业(1.048)、医药制造业(1.014)

Vi<0
纺织业(1.225)、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1.095)、烟草制品业(1.02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1.021)





湖南 Vi>0

专用设备制造业(2.365)、食品制造业(1.895)、农副食品加工业(1.692)、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
制品业(1.668)、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568)、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1.442)、其他制造业(1.399)、家
具制造业(1.210)、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1.145)、医药制造业(1.059)、酒、饮料和精制茶

制造业(1.002)



湖南 Vi<0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1.811)、烟草制品业(1.809)、造纸和纸制品业(1.542)、铁路、船舶、航空

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1.187)、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1.136)、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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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省份 结构超前值 优势产业

重庆
Vi>0

汽车制造业(3.024)、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744)、其他制造业(1.375)、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1.098)、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1.056)

Vi<0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3.409)、造纸和纸制品业(1.036)


四川

Vi>0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3.945)、家具制造业(2.060)、食品制造业(1.801)、农副食品加工业(1.60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540)、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1.471)、医药制造业(1.399)、印刷和记录媒

介复制业(1.30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229)、其他制造业(1.210)、专用设备制造业

(1.010)

Vi<0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1.174)、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1.076)、造纸和纸制品业(1.070)、通用设

备制造业(1.049)、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1.031)





贵州

Vi>0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5.829)、非金属矿物制品业(2.579)、医药制造业(2.046)、其他制造业

(1.931)、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1.753)、食品制造业(1.363)、橡胶和塑料制品业(1.012)

Vi<0

烟草制品业(4.096)、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1.698)、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1.490)、化学

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1.214)、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1.064)、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

输设备制造业(1.049)





云南

Vi>0
食品制造业(1.588)、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1.500)、农副食品加工业(1.414)、医药制造业(1.35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154)、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1.133)、

Vi<0
烟草制品业(14.051)、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3.765)、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1.868)、石
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1.323)、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1.126)





  由表2可知,长江经济带具有弱比较优势以及

中等比较优势的行业相对较多,但具有强比较优势

的行业并不多。具有强比较优势行业:上海的金属

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4.356)、重庆的汽车制造

业(3.020)、四 川 的 酒、饮 料 和 精 制 茶 制 造 业

(3.932)、贵州的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5.825),

这些产业在长江经济带内甚至全国都具有比较强的

竞争发展优势。

对表2进行统计,发现长江经济带内优势产业

有10个行业在5个以上省(市)布局,具体情况为: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在8个省市布局、食品制造业在

7个省市布局、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家具制造

业、其他制造业及农副食品加工业等在6个省市布

局。各地区在优势产业选取上有明显的趋同,部分

产业需要优化布局。对此,要通过对各地区制造业

产业相似程度进行分析,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制造

业进一步布局。
(三)制造业结构相似程度分析

对于产业相似程度的测度,不同的学者给出了

不同测量指标。大部分学者在研究产业同构化现象

时采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给出结构相

似系数进行测量[5~7],本研究也采用该相似系数进

行比较分析,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Sij=
∑
n

k=1
XikXjk

∑
n

k=1
X2

ik∑
n

k=1
X2

jk

(3)

式(3)中:Sij代表i和j 两地区产业结构的相似系

数。Xik和Xjk则代表地区i、地区j 中k 行业所占

的份额。Sij值介于0~1之间,Sij系数越大,则代表

i地区和j 地区产业结构布局越相似。若Sij=1,

则表明i地区和j地区的产业结构完全相同;若Sij

=0则表示i地区和j地区产业结构相似程度为零。

根据经验判断,在对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相似

程度进行评价时,一般以0.8或0.85为标准来判断

产业结构是否存在同构性[8~10]。在此,以0.8作为

产业结构相似性的判断标准,以期长江经济带产业

发展更加注重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制造业

结构同构情况,见表3。

从表3可知,长江经济带地区制造业产业趋同

现象比较明显,结构系数超过0.8有16对地区,其
中超过0.85有7对地区:江苏和浙江(0.886)、湖北

和四川(0.881)、安徽和湖南(0.874)、江西和湖南

(0.863)、湖南和四川(0.863)、江苏和安徽(0.859)、

浙江和安徽(0.853),存在较为严重的制造业产业同

构现象。分区域来看,下游和上游产业结构相似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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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长江经济带地区制造业结构相似系数

下游

上海 江苏 浙江

中游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上游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下游

中游



上游



上海 1.000
江苏 0.839 1.000
浙江 0.708 0.886 1.000
安徽 0.716 0.859 0.853 1.000

江西 0.534 0.718 0.745 0.849 1.000
湖北 0.748 0.752 0.755 0.852 0.712 1.000
湖南 0.653 0.793 0.744 0.874 0.863 0.826 1.000
重庆 0.915 0.721 0.613 0.692 0.557 0.799 0.637 1.000

四川 0.792 0.839 0.727 0.829 0.701 0.881 0.863 0.766 1.000
贵州 0.490 0.632 0.581 0.700 0.740 0.739 0.802 0.502 0.822 1.000
云南 0.357 0.443 0.444 0.555 0.708 0.546 0.696 0.338 0.519 0.756 1.000

数相对较低,存在产业趋同现象的地区分别为2对

和1对,中游地区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相对较高,有5
对地区存在产业趋同现象。从跨区域来看,下游和

上游地区中上海和重庆产业趋同现象较为严重,相
似系数达0.915;下游地区和中游地区有2对地区

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达到0.85以上;中游地区与上游

地区的产业相似系数相对较高,有4对地区存在产

业趋同现象。

  二、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制造业发展重点

重点行业选择有必要对存在产业趋同现象的地

区进行错位发展,对两个存在产业结构趋同的省份

的相关行业,不仅要考虑集中优势而且也要考虑一

些制造业服务半径和资源禀赋特点。综合规模优势

与发展潜力,并结合各省市十三五发展规划和近年

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长江经济带11省市未来一段

时间需要重点发展制造业行业,具体见表4。
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应保持原有优势,打造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业基地;中游地区产业同构现

象严重,各省市之间要加强分工协作,避免重复建

设;上游地区制造业产业基础相对落后,应逐步对传

统制造业改造升级。
长江经济带建设指导性文件中指出打造电子信

息、高端装备、汽车、家电、纺织服装五大世界级产业

集群。基于表4可知,电子信息重点布局地区为上

海、江苏、重庆、四川等,高端装备重点布局地区为上

海、江苏、安徽、湖南等;汽车重点布局地区上海、湖
北、重庆等;家电重点布局地区为江苏、安徽、四川

等;纺织服装重点布局地区为浙江、湖北等。

表4 长江经济带11省市制造业重点发展行业

省份 重点发展行业

上海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汽车制造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烟
草制品业

江苏

 

仪器仪表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

制造业

浙江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纺织服装、服饰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纺织业

安徽 农副食品加工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江西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医药制造业

湖北 农副食品加工业,汽车制造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纺织业

湖南 专用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重庆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其他制造业

四川 家具制造业,食品制造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贵州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医药制造业,烟草制品业

云南 烟草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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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政策建议

综合产业结构超前值参考、各地区优势产业考

察以及产业结构同构性测度,给出长江经济带11省

市制造业发展重点。为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加快技术创新引领,加快制造业转型升

级。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产业结构超前值小于0的行

业有11个,13个行业的超前值大于0且小于1,制
造业发展相对滞后。在制造业“技术为王”的今天,
制造业亟须转型升级。长江经济带作为制造业创新

驱动的示范带,加快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
推动制造业往绿色、创新、智能方向发展,提升制造

业发展水平与核心竞争力。
第二,统筹区域制造业发展,避免区域产业同

构。沿江各省市只顾本地利益的布局模式势必造成

制造业产业同构性较强,难以达到长江经济带资源

的最优配置。因此,在进行制造业布局时,不仅要关

注到区域内的优势产业,还要避免区域产业同构,实
现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协同发展。

第三,集中优势资源,打造地区制造业重点行

业。制造业产业结构同构性强,产业缺乏竞争力。
各地区应整合地区资源,在产业发展布局中重点发

展具有优势产业。下游地区着重发展信息技术等高

新技术制造业,打造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创新高地;中
游地区着重布局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等工业,打造

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产业基地;上游地区重点布局传

统制造业,打造长江经济带制造业能源、资源深加工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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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earchontheSelectionofKeyManufacturingIndustries
inProvincesandCitiesAlongYangtzeRiverEconomic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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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advancevalueoftheindustrialstructure was usedto measuretheindustrial
developmentpotential,thecompetitivemanufacturingindustriesofvariousprovincesandcitieswereinves-
tigatedbylocationentropy,andthesimilaritycoefficientoftheindustrialstructurewasusedtoinvestigate
theindustrialisomorphismbetweenregions.Inordertochangethehomogenizationofindustrialstructure
betweenregions,theregionallayoutofkeymanufacturingindustriesshouldbebasedonregionalscalead-
vantages,combiningwithindustrialdevelopmentpotential,andtakingintoaccounttheindustrialdevelop-
mentorientationandresourceendowmentofvariousregions.Basedontheresultsofempiricalanalysis,it
isnecessarytopromot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manufacturingindustriesintheYangtzeRiver
economicbeltfromtheaspectsofacceleratingtheguidanceoftechnicalinnovation,coordinatingthelayout
ofkeymanufacturingindustriesandbuildingregionalkeymanufacturingindustries.

Keywords:YangtzeRivereconomicbelt,manufacturingindustry,key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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