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工业结构现状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文/王 燕 杨 斌 

   一、灰色关联度分析法 
   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是一种对数据要求较低，原理简单的综合评价方法。它认为由于客观事物
的复杂性，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具有广泛的“灰色性”，即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灰色关
联度分析的目的就是通过一定的方法，揭示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因素之间的主要关系，找出影响目标
值的重要因素，使各个因素之间的“灰色”关系清晰化。 
   该方法的主要处理步骤如下： 
   1、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前，首先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方法主要有初值化法和均
值化法。初值化法主要适用于较稳定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无量纲化，而均值化法则比较适合于处理没
有明显升降趋势的数据。 
   2、计算对应各期的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差值绝对值，记为，其中最小的记为，最大的记
为。进一步利用公式：计算关联系数。为分辨系数，引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关联系数之间的差
异显著性，一般取0.1至0.5。 
   3、求关联度，即用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各个时期的关联系数的平均值来定量反映这两个数列
的关联程度。 
4、进行关联度排序。 
   二、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四川省2001年到2004年的工业总产值对工业五大行业产值的关联性用灰色关联度分
析法进行了测算，目的是研究四川省的工业结构现状。这五大行业分别是：1、装备工业；2、能源
工业；3、食品工业；4、石化工业；5、森林工业包括。 
   以五个行业的总产值作为参考数列，分别以五个行业各自的产值作为比较数列，用均值化法
处理各数据实现无量纲化。根据关联度系数的公式计算关联度，在此取0.2。 
   五大行业与五行业总产值的关联度由高到低的排序为：食品工业，能源工业，装备工业，森
林工业，最后是石化工业。可见，食品工业与五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关联程度最大，达到了0.816，
也就是说，在2001年到2004年期间，食品工业的发展对四川省工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而
能源工业与装备工业对五行业总产值的贡献也是比较大的，关联度分别为0.68和0.65。 
   三、结论 
   1、由分析结果可以看出，2001到2004年，食品工业是四川省的支柱产业之一。四川是中国的
农业大省，是粮食、油料、蚕茧、黄红麻、柑桔、茶叶等多种经济作物的主要产区和我国的五大牧
区之一，猪牛羊肉年，总产量居全国首位。现在，饮料食品业是四川的传统特色产业，五粮液、蓝
剑、成都卷烟厂等企业都支持着饮料食品业，由此可见，自1995年四川省实施"大轻工"发展战略以
来，将食品饮料作为全省支柱产业的调整与发展是较为成功的。另外，肉类、川菜、软饮料、绿色
食品等四川特色产品，也应重点发展，扩大名优产品的比重，力争成为中国重要的饮料食品生产基
地。当然，食品工业的发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是以烟、酒、肉为主，其
他门类还比较薄弱。食品企业小而分散，生产集中度低，难以形成规模经济，而且食品生产企业技
术装备落后，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低。所以食品工业应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在发
展综合加工业的同时，进一步开发综合深加工产品，通过重点项目的实施推动优势产业集聚。食品
工业的快速发展也将进一步加快四川省工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步伐。 
   2、能源工业的发展也使四川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四川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水系发
达，水能资源可开发量1.1亿千瓦，占全国的27%，居全国第1位，这使四川成为中国西部水电开发
和西电东送的基地之一，目前已建成电力装机1876万千瓦。另外，四川省的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
开发利用价值很高。钒、钛和天然气等8种矿产储量居全国之冠，28种矿产居全国前3位。攀西地区
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罕见的聚宝盆，蕴藏着占全国13%的水能、13.3%的铁、69%的钒、93%的钛和82%
的钴。由此可以看出，四川的资源禀赋也必然奠定了能源工业作为其支柱行业的基础。 
   3、装备工业也是现今四川工业的支柱产业之一，当前它已经发展成门类较齐全，具有特色和
一定优势的机械综合生产基地。全省机械工业企业布局较为合理，形成了以成都、德阳、内江、自
贡、绵阳、泸州为中心，辐射全川的生产制造网络，综合实力居于西部各省市区之首。但是，全省
的装备工业产业集中程度低，技术力量，科技投入较分散，制约了整个行业综合实力的提高。而且
技术装备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也很大。 

 



   4、综上可以看出，四川省的支柱产业已经在逐步形成中，工业结构的调整应进一步把重点放
在自身具有的优势上，如利用特色原材料及丰富的农牧业产品，能源及劳动力的价格优势等，进一
步发展食品加工、高耗能工业以及化学工业等。其次，还应进一步加大工业结构的调整力度，延长
工业生产链条，培育产业集群。另外，四川省乡镇食品工业的总产值占全省食品工业总产值的50％
以上，由此可见，民营企业的不断壮大也成为四川食品工业新的增长点，所以还应大力促进民营企
业的发展（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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