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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浙中城市金华市区域经济的分析和探讨 

作者：王政朝 来源：中国集体经济 添加日期：10年12月08日 

       一、引论 

       （一）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律 

       经济发展有其内在规律。经济落后地区在发展初期建立的产业一般是进一步发展经济所需的消

费品、原材料工业。由国外投资兴建的产业在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初期会极大推动当地发展。但

是，投资动机往往是自身利益，它们常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 

       随着经济发展和竞争日益激烈，汇率及地价、工资等要素价格会提高。当其达到一定程度时，

原主导产业会变得没有竞争力而萎缩，转移至更便宜的地区；效益更高的产业会出现，成为新主导

产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随着进一步发展，产业结构将不断升级。在这个过程中，培育劳动生产

率、效益更高的潜导产业是关键。若这个过程中产业结构没有适时升级，产业空心化现象会出现，

经济发展会出现停滞、甚至倒退。 

       主导产业的更替有内在规律。从产业层次看，依次是一、二、三产业；从内容看，依次是原材

料工业，组装、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从性质上看，呈重工业化趋势；从加工程度来看，呈高

加工度化趋势。 

       （二）经济规律对金华市经济发展的启示 

       金华区域经济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遵从以上的经济规律是必然的。应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及

区域优势选择主导产业，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积极培育潜导产业，使主导产业更替顺利进行，实现

经济持续发展。 

       二、对金华市区域经济的宏观分析 

       （一）区位分析 

       金华市位于浙江省中西部，与长三角经济区毗邻，近温州市。当前，长三角及温州市处于工业

化后期的转轨时期（上海已进入后工业化），以先进制造业及服务业为重点，向周边地区加速产业

梯度转移。同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因此，金华市发展有机遇也有挑战。根据胡佛的总结，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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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的相对优劣主要取决于四类区位因素：地区性投入、地区性需求、输入投入和外部需求。下面

就这四点分析金华市区位。 

       1、地区性投入。金华市及浙江省资源匮乏。矿产资源缺乏，以非金属矿产为主；水资源较丰

富；土地资源相对少，为丘陵盆地。基础设施较完善；医疗水平总体不高，地区、城乡差异大；教

育体系完善，技术资源较充裕，但职业教育相对落后。 

       2、地区性需求。现有加工业对不易转移资源需求较大。其次，对基础设施、医疗设施需求

大。再次，随经济发展对第三产业尤其是技术、人才需求越来越大。 

       3、输入投入。交通可达性好，加上临近省份资源丰富，可转移投入供应较丰富。同时，良好

的投资环境和地理位置吸引大量资本、技术、劳动力；但劳动力以低层次居多。 

       4、外部需求。由于金华市与周边地区形成了产业梯度结构，临近省份、省内及市内对可转移

产出需求大；加上外向型经济发展较好，国外对部分产业产品的需求仍较大。 

       因此，总体来讲，金华市的区位利益较好。 

       （二）三次产业结构分析及经济发展水平定位 

       2006年，金华市人均GDP27108元，为同期宁波市的52.7%。三次产业已形成较完善的产业体

系。GDP按三次产业划分：第一产业占5.5%，为历史最低，形成层次较高的农业体系；第二产业占

53.9%，产值在2003年开始回涨；第三产业占40.6%，逐年上升；但发展不足，对区域经济的支撑作

用不强。从以上指标判断，金华市处于工业化阶段。 

       从工业产业结构看，各种技术密集型产业出现并迅速发展。由此判断，金华市工业已进入技术

密集化阶段，重工业化、加工化程度提高，处于工业化后期初期阶段。 

       （三）区域产业结构总体评价 

       产业之间协调性较好，主导产业关联效应大，结构性效益较好，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但产

业规模不大，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尤其市区经济规模小，规模、集聚效应不大，经济辐射力小。 

       区域经济水平较高，非国有经济活跃。但人才大量被吸引至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相当缺乏。产

业结构向高级阶段发展比较困难，产业结构转换能力不佳。 

       三、对金华市区域经济的微观分析 

       总体上，工业产业结构2006年同2005年相比产值前15的产业未变，仅为顺序有变。在对产业从

产业性质、效益和增速三个指标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得出下列结论： 

       （一）主导产业 

       主导产业按轻重工业划分为两类，6个产业： 

       1、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这两个产业为轻工业中的主导产业，产值

大，分列第7、第8，效益高，与纺织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等产业关联大；能有

效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并相互促进。从长远看，不断提升产品层次，重视品牌建设，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和附加值，是它们提高市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加上义乌现有的集聚、规模优

势，相信这两个产业会有很好发展。 

       2、金属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均为加工度

高、技术密集、效益高的产业。近几年尤其是2006年前三个产业发展速度和产值增长很快。通用设

备制造业总体产值虽减少了，但市区、兰溪、武义都有增长，且它为装备制造业，为其他部门提供

设备，因此也是主导产业。以上主导产业与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等产业的关联度大，可带动这些产业发展。同时，关联产业规模大，能有效支持主导产业发展。

两者的集聚发展可降低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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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潜导产业 

       1、医药制造业。技术密集型产业，效益高；关联效应较大，发展较快。但目前对经济推动作

用还不大。同时，医药产业的需求收入弹性大，因而发展前景好，故列为潜导产业。 

       2、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为信息产业部门，技术密集型产业，效益高。关联效

应大，有本地高校技术资源支撑，发展很快；同时，它可提高产业信息化水平。虽然现在产值还不

大，但很快会成为主导产业之一。 

       （三）支柱产业 

       1、纺织业。金华市纺织业产值第一，主要是国际、区际贸易及区内需求拉动。该产业特点是

所需资金少、技术要求不高，单位效益不高。需求主要是要素低成本驱动。而随着人民币升值、工

资、地价提高后，产业优势会减弱。所以当前时期，将纺织业定位为支柱产业。 

       2、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该产业产值大、增速较快，与一系列下游产业关联大。原料

供应虽省内资源缺乏，但临近安徽、江西的金属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故可输入投入大，成本低。

但属于原材料产业，层次低，故定位为支柱产业。 

       （四）优势产业 

       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为原材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依托当地资源优势）产业层次低，为原材料工业；同时，其产值较大，发展较快，有一定优

势，故定位为优势产业。 

       四、对金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探讨 

       （一）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提高其支撑作用 

       第三产业直接关系着经济发展的好坏。虽然当前金华市的第三产业体系较完善，但层次较低，

对经济支撑作用不大。因此，要加快第三产业建设。大力发展商业服务业，为产品流通提供更好的

商业环境；发展金融业，为资金流通和利用提供金融渠道；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科学研

究、技术服务业，为经济发展提供各类人才；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完善基础设施，改善生活环境，

增大城市吸引力。 

       （二）扩大市区经济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尤其第三产业中心 

       目前，市区经济中心地位不强：产业规模偏小，第三产业发展不够。通过对现状的分析，应从

三方面来提高经济辐射力：在现有产业结构基础上加大投资，着力发展主导产业，增强竞争力。扩

大产业规模，实现经济规模、集聚效应，提高经济凝聚和辐射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信息传输

业、金融业、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使之成为金华地区的第三产业中心。 

       （三）实行区域联合发展 

       从产业地理分布看，各地产业存在一定互补性。但在对2005、2006年各地工业结构进行分析后

发现，工业呈现出空间上的聚集趋势。大体上分为三个相对集中的区域。 

       1、市区-兰溪统一发展体。两市产业结构都向高层次、重工业化发展；产业结构大体相同，尤

其是地区主导产业发展趋同；同时，两市地理上接近，资源相似度大。但市区各产业比重大，兰溪

受市区工业经济及第三产业的辐射大。因而，可考虑以市区为主体，将两者作为一个整体发展。加

快向两地结合部的产业梯度转移，推进该地区城镇化；提高两者间通达性，加速各类要素流动和经

济活动，尤其要发挥市区科技资源优势，以实现产业规模、互补发展，成为较大的技术密集型经济

体。 

       2、东阳-义乌-浦江统一发展体。产业结构上，义乌和浦江相似度较高，与东阳产业结构互补性



较大。其中，义乌经济最发达，第三产业发展最好。故可将三者形成以义乌为中心的区域统一体，

并分为义乌—浦江经济体和义乌—东阳经济体。（1）义乌—浦江区域经济体。浦江与义乌工业产

业结构相似度很高。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均为两地主导产业，2006年产

业总值占全市同业比分别为81%和60%。同时，主导产业的关联产业发展较好，原料支撑也很好；

纺织业产值占全市66%，其中义乌占48%。两者地理位置近，义乌对浦江的影响力最大，带动其相

关产业发展。因此，可将两者发展统一起来。也可以两者城乡结合部为切入点。加快产业梯度转移

和工业发展，优先推进该地区的城镇化；加速各类要素流动，以实现主导产业规模发展，成为区域

最大的轻工业经济体。同时，浦江应继续发展与义乌互补的产业群，以支持经济健康发展。（2）

义乌-东阳区域经济体。两者工业结构大致成互补型，主导产业不同：义乌为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东阳为医药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由于地

理位置接近和产业互补性，两地可实现产业分工，互通有无。加快两地结合部的城镇化建设，增加

经济往来；将两者更大区域的市场统一起来，形成自身优势产业更大的需求市场，使产业获得规模

发展和集聚效益。 

       3、武义-永康统一发展体。两者地理位置接近，资源类似，尤其是家具业：两地产值总和占全

市同业比高达77%，且发展很快，是这两个地区的支柱产业。两地工业均为重工业结构，主导产业

及关联产业群高度一致；非主导产业存在互补性。但经济总量永康有绝对优势，对武义影响大。综

上，可将两地发展成区域经济统一体。加大两地之间的经济活动，要素流通，统一产业群发展；相

似度大的产业可发展成产业集群，发挥规模和集聚优势，如家具业、金属制品业，以成为全市重要

的家具业和金属类产业基地。 

       （四）以当地资源优势带动磐安经济 

       磐安县以中低山为主，交通不便。地理特点决定了其不适宜大规模发展工业。农业发达，2006

年农业产值占本地总产值高达16%。同时，境内旅游资源相当丰富，开发前景广阔。可以在当地优

势资源基础上，以效益农业和旅游业两个产业群为中心发展磐安经济：发展加工配套工业和第三产

业，以建立完善、高层次的农业、旅游产业体系，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具体上，农业要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伸产业链，提高加工度和附加值。实现规模、品牌

经营，形成有影响力的农业品牌，成为区域重要的农产品加工基地。旅游业上，加大旅游资源开

发，完善境内及旅游区旅游设施；增大宣传力度，提高景区知名度；发展旅游服务业，形成完善的

旅游产业，成为区域有较大影响力的旅游地。 

       参考文献： 

       1、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崔功豪.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金华统计年鉴——2007[M].金华市统计局,2008.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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