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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布局系数LQ以及顺序分布模型，从区域特色化角度考察了近 lO年来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区域分布和 

变动差异。我国第一产业分布的区域差异最大，并且在继续扩大，第二产业分布的区域差异在减小；东部地带第三产业分 

布更为集中，尤以三大直辖市的第三产业集中最快，中、西部地带第一产业分布更为集中；东部与中、西部地带三大产业 

结构的差异尚在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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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产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各产业 

部门之间互相关联、互相依存的结合方式，是 

一 种客观存在的比例关系，即各分产业在整 

个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三大产业各自所 

占的比重，何者为大何者为小是在经济发展 

中形成的。就普遍规律而言，第一产业所占比 

重与经济发展水平成反比，第三产业所占比 

重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合理的产业结构 

不仅为各产业部门提供了良好的外部联系条 

件，有利于提高各产业的效益，而且还可以从 

整体上保证地区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 

展，产生良好的整体效益。本文将从第一、二、 

三产业GDP占三大产业总GDP的比重的角 

度来衡量产业结构，亦即用产业部门GDP的 

区域分布代表产业结构的区域分布。 

1 我国 1993年与 2002年产业结构 

的比较 

首先从 GDP在三大产业 中的比例来考 

察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 

产业分布和变动情况(表 1)。 

从表 l可以得到两点基本看 

法： 

第一 。1993年到 2002 

年，全国第一产业比重下降 

了6_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 

比重基本持平，全国第三产 

业比重增幅很大，达 6．8个 

百分点，二、三产业的发展超 

表l 三大地带GDP值在三大产业中的比例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5]、[6]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注：表中全国一、二、三产业GDP的比重分另{j是各省相应的产业GDP值 

的加总与全国GDP的比值(其中全国GDP是东、中、西三大地带各省 

GDP的加总，以方便后面关于布局系数的计算)。 

过了第一产业。这种第一产业发展减缓、第 

三产业日益兴旺的局面，是工业化过程的必 

然趋势，是人们在满足基本的生活资料消费 

以后，把消费重点转移到耐用消费品和服务 

上面的结果。 

第二，从东、中、西三大地带来看。三大 

地带第一产业比例均有所下降，西部下降最 

明显，其第一产业比例下降6．6％；而三大地 

带第三产业比重都有所上升，其中东部上升 

最显著，增幅达 6．4％，西部次之，提高6．2％； 

三大地带的第二产业GDP比重的变化方向 

有所差异，东、中两大地带均下降，其中中部 

下降最多达4．6％，只有西部异军突起，第二 

产业比重上升了6．1％。 

2 产业结构的区域分布和变动分析 

2．1 分析指标和方法 

布局系数(Location Quotient) 称区域特 

化系数，可用于考察各地区三大产业分布的 

不均匀性。其数学表达式为： 

一  

式(1)中，LQ 表示第 i地区 产业的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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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系数， 为第i地区 产业的GDP值， 表 

示i地区所有产业的 GDP值，即分子 表 

示 i地区，产业 GDP占该地区当年 GDP的 

比重； 则是作为考察对象所有地区(在本文 

中指全国)第，产业 GDP值， 为所有地区 

所有产业的GDP值，在本文中指全国当年 

GDP值，即分母 表示全国 产业 GDP占 

全国 GDP的比重。 

布局系数是一个以相对比例表示的，用 

于考察某一时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部门 

GDP分布相对于全国平均分布的分析指标。 

如果一个地区某一产业部门的布局系数 

LQ=I，说明该地区这一产业GDP的分布处 

于全国平均状态；如果 LQ>I，说明该地区这 

一 产业部门GDP的分布与全国平均状态比 

较相对集中，即该地区这一产业部门分布相 

对集中，形成“特化”现象；如果 LQ<I，则说 

明该地区这一产业分布相对分散，形成“非 

特化”现象。 

2．2 l993—2002年我国产业结构的区域特 

化特征 

从“特化”角度出发，采用布局系数指标 

考察中国产业结构分布变动的区域间差异。 

以图 l、图 2分别表示 1993年和2002年中 

国第一、二、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分布的区域 

特化特征。 

从全国范围来看，第一产业特化系数的 

空间分布地区间差异很大，相对于第二、三 

产业，第一产业地区间分布最不均衡。再看 

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东部地带各省除海南 

省外第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基本都处 

于特化状态。与此相反，西部地带第一产业 

相对集中，特化现象显著 ，而第三产业分布 

非特化现象最明显。2002年与 1993年对比 

来看，各地区的三大产业布局结构均发生了 

一 定的变化，而且东、中、西三大地带内部(除 

个别地区外)三大产业特化程度区域差异在 

缩小。 

从各地带某些省、市产业结构的变化， 

可以发现如下一些情况： 

第一，东部地带经济发展水平高，大多 

数省份第二、三产业分布密集，而第一产业 

基本都处于非特化状态。北京、天津、上海三 

大直辖市非农化产业结构特征最为突出， 

1993年和2002年这三大城市的区域特化系 

数分别 是 O-31O、0．330、0．125(1993年1和 

0．219、0．299、0．117(2002年)，可以看到经过 

1O年的发展和调整，这三大城市的第一产业 

非特化特征更加明显，上海更一直是非农化 

最显著的城市。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发达的第三产业是经济中心城市的重要标 

志。北京第三产业的特化程度一直居于全国 

首位，并且经过 1O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北京 

第三产业 占其 GDP的比重 由 1993年 的 

江 占 

图 1 中国产业结构区域特化系数的分布模式(1993年)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5】、[61~1关数据计算及绘制图。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5】、[6la关数据计算及绘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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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上升到 62．2％，因此特化 

系数也由 1．414提高到 1．5以 

上，这表明北京市大力发展第 

三产业成果显著。2002年东部 

地带第三产业特化程度居于第 

二位的是上海市，其第三产业 

GDP比重 由 1993年 的 37．9％ 

增长为 2002年的51．O％，超过 

了上海 GDP的一半。但也应该 

看到，北京、上海作为国际大都 

市与世界其他城市相比差别还 

很大，经济以第二产业为支撑， 

第三产业还不够发达。纽约、伦 

敦、东京等特大城市的第三产 

业占GDP比重均在 8O％以上， 

因此产业结构的转换、调整应 

该继续加大力度。 

福建 三 大产 业 分 布 在 

2002年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辽宁第二、三产业区域特化系 

数均有所减少，说明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在 

其产业结  

问题，应积极探索技术改造 、资产重组的新 

思路、新方法；江苏、浙江、广东的第二产业 

特化程度始终不减，2002年甚至超过三大直 

辖市，这应该归因于地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 

三角洲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 

海南是经济大特区，其热带和亚热带土 

地面积 占全国同类土地面积的 42．5％，因此 

在第一产业发展上具有其他省份不可比拟 

的优势，瓜菜、南繁育种、橡胶、糖蔗、椰子种 

植和加工已构成农业经济产业化的支柱。如 

图所示，海南第一产业特化程度非常突出， 

而且由 1993年的 1．505提高到 2002年的 

2．766。相对于第一产业，海南的第二、三产业 

非特化程度加剧。今后，应该在发挥特殊优 

势以农业为基础的同时，努力发展和加强第 

二 、三产业 。 

第二，西部地带自然环境条件差 ，经济 

发展水平比较低，大部分地区第一产业特化 

系数大于 1，即农业 GDP比重高于全国其他 

地区，有的甚至超过 1．5，如贵州、西藏(1993 

年和2002年均在 1．5以上)。2002年与 1993 

年相比，西部所有地区的第二产业区域特化 

系数均增加了(在图2中，第二产业曲线上 

移，向 1．O线靠拢)，这应该与 1999年提出的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贯彻实施密不可分，经过 

3年的发展已初见成效，但效果还不算显著， 

因为西部所有地区的第二产业系数仍小于 

1，仍然全部非特化，只是非特化的程度有所 

减弱，这可能是由于西部大开发时间尚短。 

与第二产业变化方向相反，西部各省除 

四川、西藏外第三产业特化系数均减小，云 

南、甘肃、宁夏，内蒙古四省由原来的特化变 

成了非特化，即第三产业的分布与全国平均 

水平相比相对分散。 

另外，西藏是很特别的省份，1993年其 

第一产业特化系数 2-3，特化程度居于全国 

首位，第二产业特化系数 0．363，非特化程度 

居于全国首位：在“稳定发展第一产业，有重 

点地发展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政 

策的指引下，西藏经过 1O年的调整和发展， 

第三产业异军突起，特化程度超过上海仅次 

于北京，产业结构变为“三一二”型，传统农 

牧业经济模式正在打破，产业结构得到了一 

定程度的优化。 

第三，中部地带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经济 



发展水平都大致介于东部和西部两地带之 

间。大部分省份(除黑龙江、山西外)第一产业 

一 直处于特化状态，而且与 1993年相比，大 

部分地区2002年的第一产业特化程度有所 

加强。安徽、江西、河南、湖南一直是农业大 

省，2002年安徽、江西、河南的第一产业特化 

系数均在 1．5以上，其中江西乃是中部第一 

产业最集中，而第二产业非特化最明显的地 

区。 

与西部地带第二产业特化系数均增加 

相比，中部各地区变化的区域性差异很大。 

黑龙江、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特化系数有 

所增加，其中河南、湖北更有质的飞跃，由 

1993年的非特化状态转变成为2oo2年的特 

化状态。吉林、安徽、江西 3省第二产业特化 

系数有所下降，吉林甚至由特化变为非特 

化。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中部吉林和东部辽宁 

第二产业发展渐显薄弱，党的十六大及时作 

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决策和战略 

部署，有利于促使老工业基地重新焕发青春 

和活力，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中部地带8省2oo2年第三产业特化系 

数除江西、湖南(分别为 1．oo、1．033)接近平 

均水平外，其它 6省均处于非特化，而且无 

论是 1993年还是2oo2年，全国第三产业分 

布非特化最明显的省一直在中部地带，这也 

说明中部地带在发展第三产业的工作上还 

需要加大力度。值得注意的是，湖北省作为 

我国中部地带(长江中游)的经济中一12,，2002 

年第一、二产业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特化现 

象，仅仅趋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第三产业 

还处于非特化状态。 

综上所述，东部第一产业进一步非特 

化，第二产业趋于平缓，向全国平均水平贴 

近，第三产业继续向特化方向发展，也就是 

说东部地带内部三大产业特化程发差异扩 

大；而与东部相反，西部第一产业特化程度 

减弱，第二产业虽仍然j}特化，却向全国平 

均水平方向靠近了，总之西部各省一、二、兰 

产业特化程度的差异趋向收敛。中部介于 

东 、西两大地带之间，但总体来看，中、西部 

地带三大产业特化程度的差异在逐步缩小， 

因此中、西部地带与东部的差异有所扩大。 

3 产业结构区域特化顺序分布模型 

分析 

为了进一步从整体上把握 1993年至 

2002年各地区产业分布状况及其变动趋势， 

我们对各省第一 、二、三产业的区域特化系 

数进行了顺序分布模型分析。 

3．1 顺序分布方法的原理和基本模型 

设各地区产业结构特化系数为P，其从 

大到小的顺序排列位次为N，则顺序分布模 

型为： 

logP=A—BlogN (2) 

式(2)中，A为截距 ，其大小表示各地区 

产业规模的总体变动方向；8为斜率，其大 

小反映各地区产业结构特化程度的差异和 

差异的变动方向。8增 大 ，说明各地区产业 

结构区域特化系数之 的差异呈扩大趋势， 

或者说产业分布呈集中变动趋势 8减小 ， 

则情况与之相反。 

对所求得的模型式可依据其中的 lo 

和loCV的相关数大小作出检验，本文用 R 

来表示lo异P与loCV的相关系数。一般来说， 

R的绝对值大于0．80就可以认为所研究的 

对象基本符合顺序分布规律。 

3。2 顺序分布模型结果分析 

将数据带人顺序分布模型的计算公式， 

结果如表 2所示。相关系数 R均在 0．80以 

势，这可能归因于西部大开发的推进，渐渐 

表现出工业

第三，随着第一、三产业尤其是第～产业 

特化程度区域差异的扩大，第二产业特化程 

度区域差异的缩小，1993—2002年我国三大 

产业区域特化差异之间显示出相对扩大的趋 

势。综合前面所述，10年中，东部地带三大产 

业特化程度差异在扩大，中、西部地带三大产 

业结构的差异在缩小，说明东部地带三大产 

业特化程度差异的扩大效果大于中、西部地 

带三大产业特化程度差异的收敛效果。 

4 结语 

通过考察我国产业结构区域特化系数， 

并结合顺序分布模型，主要得出以下基本看 

法：我国三大产业区域差异仍十分明显，第 

一 产业分布区域差异最大，说明我国第一产 

业区域分布最不平衡；东部地带第一产业和 

第二、三产业特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扩大， 

中、西部地带则相反，三大产业特化程度差 

异缩小。由此可知，东部与中、西部地带产业 

结构的差异进一步扩大，并且东部地带三大 

产业特化程度差异的扩大效果大于中、西部 

表2 中国三大产业区域特化系数顺序分布指数 B的变动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5]、[6]相关数据由SPSS软件分析计算整理而成。 

上，说明产业特化系数符合顺序分布规律。 

由表 2可以看出。中国第一、二、三产业 

区域特化分布及其变动表现出了较大的差 

异性。 

第一，在三大产业中，第一产业特化系 

数的顺序分布指数 B最大，说明我国第一产 

业分布的区域差异最大，显示出中国的第一 

产业 区域布局最不平 衡 ，而且 2oo2年与 

1993年相比第一产业特化系数顺序分布指 

数 8增加了0．076，可见这种差异在继续加 

大。 

第二，1993年第三产业区域特化程度差 

异最小，说明第三产业区域分布相对平衡 

些，但 2oo2年与 1993比较，第三产业区域 

差异扩大了，顺序分布指数8在 10年中扩 

大了0．027，显示出第三产业分布有相对集 

中的趋势。与此同时，第二产业特化系数分 

布指数8缩小至0．123，小于同期第三产业 

分布系数，产业分布表现出相对分散的趋 

地 带三大产业特 

化 程度差异的收 

敛效果。 

综上所述 ，地 

区经济协调发展 

任重而道远，经济 

结构战略性调整任务艰巨，继续推进产业结 

构调整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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