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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DEA分析方法和偏离份额分析法，对山西省各市的产业结构和竞争
力及经济绩效进行了比  

较，得出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比较严重，使各地区的资源难以合理流动和配置。
因此，在区域经济一  

体化背景下，面对中部崛起战略 ,山西的经济发展要充分利用各市的有利区位条件和比
较优势 ,  强化区域  

联系，加快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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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作为一个内陆高原省份，受自然、经济、社会、历史等种种因素的制约，一方面
地理环境较为封闭，  

对外联系程度低，社会经济处在一种较为闭塞的状态；另一方面，区域内部经济发展
不平衡，城市分布不  

合理。从各市经济发展状况来看，2005年，人均GDP最高的太原市是最低忻州市的
4 .6 8倍；太原市人均固  

定资产投资最高，是最低忻州市的4 .27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是太原市，最低的
是吕梁市，两者相差  

2 .2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太原市，最低的是忻州市，两者相差1 .4
倍；人均财政收入最高  

的是太原市，最低的是运城市，两者相差4 .44倍，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一、山西省各市经济绩效比较  

   

衡量经济绩效一般采用投入与产出指标。在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变量中，主要选用人均
固定资产投资和百人  

从业人员两个变量。在产出变量中，主要选用人均生产总值和人均财政收入两个变
量。  

   

20 05年山西省各市经济选定的投入与产出如表1所示：  

   

表1   山西省各市经济选定的投入与产出（2005年）  

   

市区  

 投入  

 产出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元）  

 每百人中从业人员  

 人均生产总值（元）  

 人均财政收入（元）  

   

太原  

   

大同  

   

阳泉  

   

长治  

杂志栏目

论文正文  



   

晋城  

   

朔州  

   

晋中  

   

运城  

   

忻州  

   

临汾  

   

吕梁  

  12 882 . 50  

   

50 73 .9 8  

   

51 63 .8 8  

   

57 91 .9 3  

   

61 78 .5 6  

   

50 36 .9 5  

   

49 20 .8 5  

   

32 84 .6 3  

   

30 20 .0 3  

   

37 12 .1 5  

   

43 25 .6 0  

  0 . 2 2  

   

0 .1 5  

   

0 .1 8  

   

0 .1 0  

   

0 .1 1  

   

0 .0 9  

   

0 .1 0  

   

0 .0 7  

   

0 .0 8  

   

0 .0 9  

   

0 .0 7  

  26 239 . 37  

   

12 362 . 70  

   

15 908 . 10  

   

12 601 . 80  

   

14 915 . 48  

   



12 469 . 14  

   

10 795 . 33  

   

96 36 .5 0  

   

56 11 .8 0  

   

12 688 . 58  

   

87 09 .7 2  

  16 73 .1 5  

   

68 1 .74  

   

10 26 .8 1  

   

75 4 .53  

   

94 6 .16  

   

77 6 .54  

   

62 6 .59  

   

37 6 .75  

   

39 5 .23  

   

70 9 .78  

   

52 4 .81  

   

   

（数据来源： 200 6年山西统计数据年鉴整理    ）  

   

经济绩效评价采取数据封套分析（DEA）方法。根据表1的数据，利用DEA经济绩效
评价模型计算，结果如  

表2所示：  

   

表2  山西省各市经济绩效评价  

   

市区  

 经济绩效评价值  

 经济绩效排序  

   

阳泉  

   

太原  

   

晋城  

   

朔州  

   

运城  

   

临汾  

   

忻州  

   

吕梁  

   

长治  

   

晋中  

   



大同  

  1 . 0 000 02 545  

   

1 .0 000 00 000  

   

1 .0 000 00 000  

   

1 .0 000 00 000  

   

1 .0 000 00 000  

   

1 .0 000 00 000  

   

0 .9 999 99 581  

   

0 .9 999 99 289  

   

0 .9 040 15 684  

   

0 .8 101 82 253  

   

0 .7 235 77 551  

  1  

   

2  

   

2  

   

2  

   

2  

   

2  

   

3  

   

4  

   

5  

   

6  

   

7  

   

   

对山西省各市经济绩效测度显示，山西省经济效率是比较高的，其原因是山西省是煤
炭大省，随着能源不  

断的短缺，煤炭产业对山西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2 005年，
在山西省1 1市中，经  

济投入与产出效率太原市与晋城、朔州、运城和临汾并列排在第二位，仅次于阳泉
市，大同市的投入产出  

绩效排在最后一位，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GDP都排在最后一位的忻州市的投入
产出效率却排在第三  

位。也就是说，忻州市虽然投资水平不高，但其投资效率却高于吕梁、长治、晋中和
大同，主要原因就在  

于忻州市第一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其第一、二产业结构比吕梁、长治、晋中和大
同合理，这充分表明  

，合理的产业结构可以提高投资的效率，盲目投资只会浪费资源。  

   

二、山西省各市产业结构和竞争力比较  

   

然而，仅从经济绩效的比较中远不能反应出各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需要采用偏离
份额分析法来加以进  

一步说明。偏离份额分析法是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B．克雷默于1942年提出，后由
E．S．邓恩和埃德家  

·胡佛在应用中作了进一步发展。偏离份额分析法从产业结构因素和竞争力因素两方



面解释区域经济增长  

速度的差距。偏离份额分析法既是一种能说明地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即结构因素
与竞争力因素所起的  

作用程度的计算方法，同时又是进行地区间经济增长的结构决定因素差异的比较方
法。  

   

通过对2005年山西省各市的一、二、三产业的偏离份额计算得出如下结果：  

   

表3    2 005年    山西省11市的偏离份额值                        单位： 亿元  

   

   

 太原  

 大同  

 阳泉  

 长治  

 晋城  

 朔州  

   

第一产业  

 产业结构分量  

  - 7 . 12  

  - 6 . 12  

  - 1 . 18  

  - 9 . 84  

  - 4 . 68  

  - 6 . 14  

   

竞争力分量  

  - 2 . 16  

  2 . 6 0  

  - 0 . 18  

  - 2 . 09  

  0  

  - 0 . 93  

   

总偏离量  

  - 9 . 28  

  - 3 . 52  

  - 1 . 36  

  - 11 .9 3  

  - 4 . 68  

  - 7 . 07  

   

第二产业  

 产业结构分量  

  - 24 .4 5  

  - 12 .7 3  

  - 6 . 58  

  - 14 .1 1  

  17 . 25  

  10 . 04  

   

竞争力分量  

  - 34 .9 3  

  - 36 .3 6  

  - 6 . 58  

  - 32 .2 6  

  - 21 .7 5  

  - 12 .6 6  

   

总偏离量  

  - 59 .3 8  

  - 49 .0 4  

  - 13 .1 6  

  - 46 .3 7  

  - 4 . 50  



  - 2 . 62  

   

第三产业  

 产业结构分量  

  62 . 01  

  24 . 01  

  12 . 41  

  20 . 03  

  17 . 25  

  10 . 04  

   

竞争力分量  

  24 . 27  

  - 17 .7 5  

  - 4 . 86  

  0  

  - 21 .7 5  

  - 12 .6 6  

   

总偏离量  

  86 . 28  

  6 . 2 6  

  7 . 5 5  

  20 . 03  

  - 4 . 50  

  - 2 . 62  

   

   

 晋中  

 运城  

 忻州  

 临汾  

 吕梁  

    

   

第一产业  

 产业结构分量  

  - 11 .1 6  

  - 16 .8 3  

  - 7 . 04  

  - 11 .0 1  

  - 6 . 96  

    

   

竞争力分量  

  1 . 6 9  

  0 . 5 1  

  0 . 6 4  

  - 4 . 34  

  - 2 . 32  

    

   

总偏离量  

  - 9 . 47  

  - 16 .3 2  

  - 6 . 40  

  - 15 .3 5  

  - 9 . 28  

    

   

第二产业  

 产业结构分量  

  - 9 . 81  

  - 15 .4 6  

  - 4 . 06  

  - 17 .1 9  



  - 7 . 56  

    

   

竞争力分量  

  - 8 . 41  

  - 22 .0 9  

  - 9 . 86  

  17 . 19  

  60 . 49  

    

   

总偏离量  

  - 18 .2 2  

  - 37 .5 5  

  - 13 .9 2  

  0  

  52 . 93  

    

   

第三产业  

 产业结构分量  

  18 . 37  

  22 . 16  

  11 . 70  

  22 . 31  

  11 . 61  

    

   

竞争力分量  

  - 7 . 19  

  - 1 . 93  

  - 2 . 54  

  0  

  7 . 5 7  

    

   

总偏离量  

  11 . 18  

  20 . 23  

  9 . 1 6  

  22 . 31  

  19 . 18  

    

   

   

（注：数据由2 005年和2006年统计年鉴计算整理所得，计算产业结构分量和竞争力分
量时，以2 004年为基  

期，20 05年为报告期）  

   

从表3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就第一产业而言，山西省各市第一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
好，发展水平最高的  

为阳泉市，其次为大同、晋城、忻州、朔州、太原、吕梁、晋中、长治和临汾，最低
的为运城；产业结构  

优势最高的为阳泉，最低的为运城；产业竞争力最高的为大同，最低的为临汾。由此
表明，山西省各市之  

间的第一产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而且不同地区之间差异比较明显。原因在于各地区
所处区位不同，其所  

面临的地理条件不同，如晋中市处于山西省的中部位置，大多数是平原和丘陵地区，
灌溉条件较好，且离  

省会城市太原较近，这是其产业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主要原因。  

   

就第二产业而言，山西省各市第二产业发展水平整体偏低，发展差距较大，居于第一
位的是吕梁，居于最  

后一位的是太原，省会太原市的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在各市中都不占有优势，吕梁地区
的第二产业是最具有  

竞争力的，这主要得益于吕梁地区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而忻州的产业结构最具有优



势。  

   

就第三产业而言，山西省各市第三产业增长速度普遍较高，增长最快的是太原，其次
是临汾、运城、长治  

、吕梁、晋中、忻州、阳泉、大同、朔州，最慢的是晋城；第三产业竞争力最高的是
太原，最低的是晋城  

；产业结构优势最高的为太原，最低的为朔州。由此可以看出，山西省各市中，太原
市的第三产业发展是  

最好的，其产业结构和竞争力都具有优势。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山西省整体的产业结构是不合理的，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现
象比较严重，这种结  

构打破了区域的合理分工，使各地区的资源难以合理流动和配置。为实现促进全省经
济发展的目标，必须  

整合区域资源优势，形成各自特色功能和专业化部门，并发展壮大产业基地，使全省
经济互补性、专业化  

与协同发展。  

   

注：本文是山西农业大学青年科技创新基金课题支柱，项目编号：2004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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