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支柱产业的概念

本文认为支柱产业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如下 5 个方面：
（1）技术密集度高。 支柱产业能够较快地吸收高新技

术，技术进步快，生产率上升率高，生产成本不断下降。
（2）产业关联度高。支柱产业可以通过产业间的前向、

后向和旁侧效应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
（3）市场扩张能力强。支柱产业具有较高的需求弹性，

为该产业提供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
（4）经济规模大。支柱产业的产出规模较大，在国民生

产总值中占有较高份额， 一般认为占 GDP 的 5%以上，经

济贡献率高。
（5）经济效益相对显著，能够更好地发挥支柱产业的

作用。 就其它所谓支柱产业特征的表述，诸如较高的就业

量、节约资源与可持续发展、比较优势等方面，可以将其理

解为支柱产业选择的限制或有利条件，而不能作为支柱产

业的特征。

2 广东省的支柱产业的变迁及其特点

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与

经济发展水平、 技术进步状况及市场需求情况密切相关。
广东省纺织服装、 食品饮料与建筑材料三大传统支柱产

业， 在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 其支柱地位十分明

显，但进入 90 年代中后期以后，其地位逐步被新兴的电子

信息、电器机械和石油化工三大新兴产业赶上并超过。 随

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支柱产业的排列顺序也会有

所变化。 1998 年广东省确定了重点发展的九大产业，即电

子信息、电器机械和石油化工为三大新兴支柱产业；纺织

服装、食品饮料和建筑材料为三大传统支柱产业；汽车、制

药和森工造纸为三大潜力产业，现将其发展现状与发展趋

势分析如下：
2003 年，广东省 GDP 达到 13 450 亿元，工业总产值

21 039 亿元，分别占全国的 14.29%和 14.87%。 可见，广东

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九大支柱（潜力）产业占工业

总 产 值 的 比 重 ， 从 1998 年 的 69.2%上 升 到 2003 年 的

75.3% ，5 年上升了 6.1 个百分点， 在全省经济发展中，真

正发挥了支柱和带动作用。
2005 年，广东省的十大工业支柱产业是:①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 ②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业；③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④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⑤金属制品业；⑥塑料制品业；⑦纺织业；⑧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⑨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⑩纺织

服装、鞋、帽制造业。它们在珠江三角洲形成了可以影响全

国乃至全球的生产型的低成本工业产业群。 概括而言，珠

三角工业产业群，主要是两大产业群，即装备制造产业群

（含电子及通信设备） 和轻纺工业产业群。 至 2004 年底，
十大支柱工业形成了 1.8 万多亿元人民币的工业总产值，
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就

形成了 1 万多亿元的工业总产值。 2002 年广东省工业支

柱产业的产值见表 1。 在珠江三角洲，数百家乃至数千家

同行业企业群聚在这里，既有竞争也有合作。 尤其是每一

个行业都形成了产业配套，在相互连接的产业链条上或价

值链上，每一家企业几乎都奋斗在自己的细分市场，互为

供求，彼此互补，从而创造了远比工业产值更大的产值。

3 湖北省的支柱产业变迁及其特点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的人均 GDP 由 1978
年的 332 元上升为 2002 年的 8 319 元， 产业结构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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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支柱产业
总产值

（亿元）

企业数

（户数）

大中型企业产

值比例（%）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5992.49 1581 64.65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984.03 1818 54.54

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行业 873.39 1206 59.03

金属制造业 777.63 1949 26.51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699.59 579 71.78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造业 635.11 1959 12.90

纺织业 598.60 1250 40.62

非金属矿物产品制造业 594.43 1615 31.25

仪器、仪表设计制造业 452.94 346 61.61

表 1 2002 年广东省工业支柱产业

明显的变化。 第一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40.5％下降为 2002 年的 14.2％， 下降了 26.3 个百分点；第

二 产 业 产 值 占 GDP 的 比 重 由 1978 年 的 42．2％上 升 为

2002 年的 49.2％， 上升了 7 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17．3％上升为 2002 年的 36.6％，
上升了 19.3 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的变化大致符合产业结

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但是，第二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上

升太少，24 年中年均只上升了 0.29 个百分点，这说明了湖

北省的工业化速度还比较慢； 从产值的年增长速度看，第

二 产 业 产 值 的 增 速 表 现 出 了 大 起 大 落 ，1981 年 增 速 为

1.5％ ，1985 年 的 增 速 上 升 为 24.7％ ，1990 年 又 下 降 为 -
1.0％，1995 年 上 升 为 18.9％，1999 年 下 降 为 9.7％，2000~
2002 年的增速保持在 10％~11％之间。 从轻重工业在工业

总产值中的比重来看，湖北省的工业化呈现了重工业化的

趋势， 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 1990 年的 52．7％
上升为 2002 年的 67％，表明工业化进入了中期阶段。

第二产业是湖北省的支柱产业，经济处于工业化的中

期即重化工业阶段，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呈下降趋势，第三

产业的产值比重呈上升状态，产业结构的变化符合经济发

展的一般规律。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农业是支柱

产业，渔业呈增长态势。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其中

工业是支柱产业。从轻重工业来划分，重工业是支柱产业；
从行业划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纺织业、化学原

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食品加工业 7
个行业是支柱产业。 第三产业包括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

其它行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金

融、保险业是湖北省的支柱产业。

4 产学研合作与产业发展的关系

4.1 产学研合作与技术创新的相互关系

在我国进行产学研合作的实践中，企业、科研院所、高

等学校各自发挥了自己的优势。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高

新技术资源通过合作流向企业，与企业的工业制造技术结

合，实现了技术的新组合；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的科技人

员与企业的工业设计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

市场营销人员以及技术工人等各类人员结合，实现了人才

的新组合；产学研各方掌握的各种信息，包括国内外最新

科技动态信息、新技术研制的有关信息、生产过程中的信

息、生产供需信息、政策法规信 息等，通 过 合 作 汇 集 到 一

起，增加了信息的渠道，实现了信息的有效组合与有效利

用；产学研各方共同建立的新型经济技术实体，为技术创

新活动提供了新的组织资源和组织形式，提高了企业组织

整体的有效性，保证了创新所需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的

稳定供应和有效组合。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从事技术创新活动所需的资源大

多数都分散在不同的社会组织中， 企业只是一个生产车

间，只管加工生产，经营决策、资源配置、研究开发、生产营

销、利益分配等企业应有的主要功能基本上不具备，却承

担了不少本应由政府或社会承担的功能，如住房、养老、医

疗、基础教育、治安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企业逐步拥有了

自主决策、自主经营的权利，但我国企业的经济技术实力

还不强，在进行技术创新活动时，筹措和配置资源的能力

还不强，非常需要政府和其它社会组织的支持和合作。 即

使是那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也不可能完全掌握技术创新

所需的全部资源与生产要素，特别是新知识和高新技术等

智力资源，还是需要与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建立密切的联

系，进行产学研合作。
企业通过产学研合作实现了生产要素的新组合，通过

技术创新不仅获得了经济效益，也使自身的技术水平得到

了提高。 企业技术水平提高了，对合作者的选择就会更加

严格， 这就要求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进一步提高研究水

平，否则就不会有企业再来合作了。
4.2 产学研合作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我国企业在资金、人才、组织、激励政策方面存在着许

多问题。因此必须探究一种有效的技术创新手段来弥补企

业技术创新的不足。 产学研联合创新就是一种利于企业、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三方，而且能促进资源共享，是提高创

新效率的最灵活有效的技术创新手段。产学研联盟合作创

新是通过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缔结的战略技术联盟，
在平等、自愿、互利基础上，在契约规范下合作进行研究与

开发。 产学研合作创新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采用产学研联合创新可以吸引高校、科研机构以

及社会各种科技资源应用到企业中去，补充企业应用能力

的不足。 它的联合形式多样，如股份制、产权转让、合并重

组、契约式合作等。把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紧密地结合起

来，形成利益的共同体。
（2）产学研合作是企业最灵活的技术创新手段。 产学

研合作的方式多种多样，如聘请高校或科研院所的专家到

企业进行技术交流和讲学、与高校合作对职工进行继续教

育、引进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企业委托高校科研院

所进行技术开发、解决技术难题、双方发挥各自的优势合

作开发技术难题、双方共建研发中心、企业建立博士后工

作站等等。产学研合作对于各类企业以及企业发展的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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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都有其通用性。对于技术力量薄弱而没有独立创新能

力的中小企业，可直接委托社会科研机构进行研发，或直

接购买成熟的成果、 专利等产学研合作方式进行技术创

新。 对于大型企业，也可以共享，缩短开发时间。 日本住友

2003 年研制成功的连铸新技术“涡流旋转浸入式水口”，
就是与日铁技术所的机械工程部、大阪大学材料科学与工

艺部等几家联合研制的。 宝钢是我国钢铁行业的龙头老

大，它从建厂开始就非常重视与国内外高校合作。 迄今已

与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院、西弗吉尼亚

大学等高校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3）产学研合作能有力地促进创新效率的提高。 通过

建立技术合作联盟，实现利益和资产共享、平等互利、自愿

的合作关系，不仅可以实现双方技术资源和核心专长的互

补，提高技术能力；同时依赖相互之间共享的信息，不断地

进行反馈和沟通，减少创新过程中的失误和时间损失。
（4）产学研合作能优化合作三方的资源配置。目前，我

国企业的经济技术实力还不强， 在进行技术创新活动时，
筹措和配置资源的能力不强，非常需要政府和其它社会组

织的支持和合作， 特别对于新知识和高新技术等智力资

源，迫切需要与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建立密切联系。 实行

产学研合作就能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产学研各方掌握

的各种信息，包括国内外最新科技动态信息、新技术研制

的有关信息、生产过程中的信息、生产供需信息、政策法规

信息等，通过合作汇集到一起，能增加信息的渠道，实现信

息的有效组合与有效利用。
由于我国产学研合作的运行模式中很重要的一种是

政府的主导或者牵头作用，因此政府在宏观上的产业政策

就会映射到产学研合作政策上来，从而在宏观上引导产业

的创新和升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产业结构。
在产业的设定和产业结构的形成过程中，产学研合作

起到一定的基础作用。首先产业是由大大小小的众多企业

构成的，产业的发展与升级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企业的发

展，企业的发展又取决于技术的创新和突破，因此产学研

合作对产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根源性作用；另外随着经济

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的发展已不仅仅考虑产出

而要兼顾质量，要与社会和谐，与自然和谐。这就是生态产

业的发展，它要求产业与生态环境相和谐，并综合考虑产

业本身的各个要素， 导致产业的发展越来越注重科技产

业，或者重视与高新技术的融合，而对于产业中的技术成

果的提供，产学研合作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4.3 两地产学研合作与其支柱产业的相互关联及其对比

广东省产学研合作的企业创新平台， 主要有如下创

新研究中心：广东有色金属技术创新中心、广东玩具创新

中心、广东鞋业技术创新中心、广东内衣创新中心、广东金

沙技术创新中心、广东南方技术创新中心、 广东省红木家

具 科 技创 新（大 涌）中 心 、广 东 省 休闲 服 装 科 技 创 新 （沙

溪）中心 、广东省专业镇技术创新中心平台、广东省重点

实验室等等。
广东省产学研合作的发展是得到了巨大成功的，在政

府的牵头引导下，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而且对广东省的

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对支柱产业

的成型与发展更是如此。广东省产学研合作的示范基地在

政府引导下，与支柱产业的发展紧密联系，比如珠海市的

省部产学研结合示范市是由珠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山大学、
吉林大学等高等院校合作发起的，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理

工大学与佛山市联姻的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以及很多高

校参与的众多项目，都是高校和企业在政府的牵头下促成

的，它们在宏观上符合国家对经济发展的要求，符合省级

政府对当地发展优势产业要求的精神，因此对广东省的产

业发展和结构调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湖北省产学研合作对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

的贡献，湖北省是我国的科技大省，全省拥有各类科研机

构 985 家，普通高等院校 85 所，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总数

位居全国第 4 位，每年专利申请量超过万件。过去，由于多

种原因，大量的科技成果无法转化，而企业的技术需求又

很难解决。 为将湖北省的科技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促进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

创新体系， 湖北省经委积极探索建立产学研联合的长效

机制，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中小企业结构调整、产

品优化升级和科技成果转化。 2005 年在中小企业信息湖

北网上建立了 “湖北省中小企业产学研对接平台”， 并在

17 所高校、科研院所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的基础上，命

名了 24 个“中小企业共性技术研发推广中心”。 这些中心

具备了以下条件：在本领域科研方面具有国际、国内领先

水平， 已经取得了一批面向省内中小企业的实用科研成

果；有一个敬业、团结、并愿意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的

团队；面向中小企业，研究和推广共性技术；实验、研发能

力较强，实验室软硬件水平较高，具有科技成果研发推广

经验。
广东省产学研合作在政府强有力推动下，其支柱产业

比湖北省更显强势。首先，在政府的引导作用上，广东省产

业目的性强，大部分支柱产业都能寻找到与高校合作的机

会。其次，在科技成果转化上，广东省产学研合作的科技成

果转化能力强，已经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转化机制，湖北

省由于本身产业的发展不强势，导致转化能力弱。最后，由

于湖北高校众多而且质量也是在全国著名的，所以潜力非

常巨大，在未来的发展中，湖北省将会发挥这一巨大的后

劲，为湖北省的经济发展作出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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