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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借鉴区域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采用区位商方法，从统计数据分析入手，对湖北省 16个重工业制造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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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当前，全球经济区域化、区域经济特色 

化态势日益明显，特色就是凝聚力 、就是竞 

争力。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先后发出了信息 

化带动工业化 、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走新型 

工业化道路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动员令 ， 

这是在我国基本实现初级工业化、步人工业 

化中期阶段的大背景下加快发展 、力促跨越 

的重大战略抉择。根据工业化发展阶段理 

论，可以预见，我国的重化工业必将在今后 

一 段时期得到充分发展。科学评价区域特色 

主导产业，选准产业发展重点和方向，已经 

成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振兴区域经济，特 

别是振兴欠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环节。湖北 

作为老工业基地 、科教大省 ，具备较完整的 

重化工业体系和较好的创新发展条件，改革 

开放以来整体上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 

是，武汉“一枝独秀”、相对超前发展与其它 

大部分市州发展相对不足、滞后于全省整体 

工业化进程的区域非平衡发展问题仍十分 

突出，成为湖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制 

约因素。应该说，特色主导产业欠明，致使工 

业化发展的产业基础支撑欠牢、加快发展的 

经济手段不足是导致上述局面的重要原因 

之一。 

鉴于此，本文拟借鉴区域经济学的比较 

个有系统的产业体系。 

总之，在中部这样一个区域结构复杂的 

体系中，要求中部各个经济区域要在国家产 

业政策的指导下，加强中部区域间的交流； 

积极培育符合自身资源禀赋条件的地区主 

导产业。在主导产业成长为区域性支柱产业 

的加速扩张过程中，打破区域内部和区域之 

间的低水平均衡；再由社会分工体系的自然 

演进，主导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和置换，促 

成区域结构和发展水平的高位均衡或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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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理论，采用区位商方法，从统计数据分 

析人手，对 16个重工业制造行业(石油加工 

及炼焦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化 

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非 

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 

业 、普通机械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 

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 

公用机械制造业 )在全省各主要市州之间、 

之内发展的比较优势状况予以评价，并据此 

提出各主要市州特色主导产业的布局建议， 

推动产业特色突破和经济持续增长，加快新 

型工业化进程。 

l 区域特色主导产业选择的理论与 

方法简介 

在区域经济学中，通常把区位商方法和 

行业产值占区域工业总产值比重(以下简称 

产值比重)方法结合起来，用以判断某一产 

业是否构成区域的比较优势产业部门。 

(1)区位商方法。区位商是指一个区域 

特定产业的产值占该区域工业总产值的比 

表1 3市州2002年产业区位商及产值比值 

重 与全省或全 国该特 

定产业产值占全省或 

全 国工 业总产值 的比 

重之间的比值，即前一 

比重 (区域 )除以后一 

比重 (全省或全国 )的 

商。可见，实际上是以 

全省或 全 国产业结 构 

的均值 作为参照 系来 

判定 区域产业 的比较 

优势状况，或区域产业 

的专业化 、特色化能力 

和水平 。其计算公式 

为： 

q =(e )／(E／E) 

其中：q 为 i地区 

产业的区位商；e 为 i 

地区 产业的产值 ；e 

为 i地 区的工业 总产 

值；E为全省或全国 

产业的产值 ； 为全省 

或全国的工业总值。 

若 q >1，则认为 

表2 4市州2002年产业区位商及产值比值 

注：1一石油加工及炼焦业；2一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3．医药制造业；4．化 

学纤维制造业；5一橡胶制品业；6一塑料制品业；7一非金属矿物制品业；8-黑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9一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0．金属制品业；11．普 

通机械制造业；12一专用设备制造业；13一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4一电气机械及 

器材制造业；15一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16一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 

业。 

资料来源：湖北统计年鉴(2003)；相应地区2002年统计年报。 

产业是 i地区的比较优势产业部门，且 

q 值越大，表示i地区 产业的比较优 

势越大，产业专业化、特色化水平越高； 

若q ≤1，则认为 产业是 i地区的自给 

性产业部门。 

区域经济学区位商理论还认为，当 

某区域特定产业产值占该区域工业总 

产值的比重高于全省或全国平均比重， 

即 q >1时，表示该产业产品或服务在 

满足了该区域的消费需求后还有剩余， 

可用于向区外输出，从而成为区域间具 

有比较优势或专业化、特色化能力的产 

业部门；区域特定产业产值占该区域工 

业总产值的比重高出全省或全国平均 

值越多，则可用于向区外输出的产品或 

服务越多，区域间比较优势越大，专业 

化水平、特色化程度越高。 

(2)区域特色主导产业选择方法。 

蒌 麓 蔷 篓 在实证分析过程中，本研究将区位商 医药制造业；4一化学纤维制造业；5一橡胶制品业；6一塑料制品’ ’ 。。。 。．⋯ ’ ’．： 一． ’。 
业；7．非金属矿物制品业；8．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9．qy>~2且严但比重≥10％明广L业郜I J远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0一金属制品业；11一普通机械 定为既定区域的一级特色主导产业；将 

~g％

业

Vt 1 5 端 16； 区位 5且产龇重 ％的产 械及器材制造业；一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一仪一⋯ ～ ～ 。一 。：～ 
器仪表b．3C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业{}l5I1远足为耽足区域的一缴特色王 

资料来源：湖北统计年鉴(2003)；相应地区2002年统计年 导产业；将区位商q ≥1．5且产值比 
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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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I>5％的产业部门选定为既定区域的三级 

特色主导产业；将区位商q >1的其它产业部 

门选定为既定区域的其它比较优势产业。 

2 市州比较优势产业评价 

(1)武汉。比较优势产业有：电子及通信 

设备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交通 

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 

械制造业。应予说明的是，武汉交通运输设 

备制造业的区位商为 1．0491，产值比重为 

20．78％，按上述标准 ，不应纳入三级特色主 

导产业范畴，但考虑到东汽公司的总部已于 

2003年迁至武汉，必将有利于提升武汉该行 

业的区位商和产值比重。因此，本研究认为， 

至少应将该行业选择为武汉的三级特色主 

导产业。 

(2)黄石。比较优势产业有 ：有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 

造业、金属制品业、橡胶制品业。 

(3)襄樊。比较优势产业有：交通运输设 

备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 

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幂 J 县 E币 州 zIJI，z牛 if-业 区 'lff-闼 投 if-但 比值  

． 
鄂州 孝感 黄冈 成宁 随州 恩施 

>

仃

Ik区位商 区位商喜 区位商 区位商喜 区位商喜 区位商喜 
1 0．18 0．73 0．10 0．41 0．0o 0．0o 0．0o 0．0o 0．0o 0．0o 0．02 0．10 

2 0．85 5．3l 2．43 15．18 1．49 9．29 0．31 I．94 O．69 4．33 0．6o 3．77 

3 O．36 1．22 0．17 0．58 3．27 l1．18 0．96 3．28 1．31 4．49 3．21 10．95 

4 3．02 1．54 0．0o 0．0o 0．53 0．27 6．66 3．38 0．0o 0．0o O．0o 0．oo 

5 1．62 0．98 2．86 1．73 0．04 0．02 1．10 0．66 1．43 0．85 0．0o 0．oo 

6 2．52 4．35 0．0o O．0o 0．0o 0．0o 0．0o 0．0o 0．0o 0．0o 0．0o 0，oo 

7 2．03 9．91 1．34 6．55 2．16 10．56 3．0o 14．66 3．21 15．70 1．64 8．oo 

8 3．32 26．76 0．o9 0．71 0．01 0．07 0．47 3．76 0．07 0．54 0．0o 0．oo 

9 0．12 0．25 0．97 1．93 1．18 2．35 0．73 1．45 0．0o 0．0o 0．0o 0．oo 

l0 4．32 10．81 4．04 10．o9 0．98 2．45 3．16 7．91 0．06 0．15 0．19 0，48 

l1 2．08 6，72 0．24 0．77 0．92 2．98 0．40 1．28 0．55 1．78 0．0o 0．oo 

12 1．01 2．42 1．14 2．72 0．75 1．80 0．58 1．40 0．33 0．79 0．0o 0．oo 

13 0．05 0．94 0．33 6．59 0．32 6．29 0．10 2．01 0．69 13．76 0．02 0．47 

14 0．38 1．12 0．96 2．80 0．26 0．76 1．0o 2．92 0．23 0．67 0．0o 0．oo 

l5 0．00 0．0l 0．54 1．89 0．15 0．54 0．00 0．00 0．28 0．99 0．00 0．00 

16 0．08 0，04 0．97 0．50 3．40 1．76 0．0o 0．0o 0．0o 0．0o 0．0o 0．oo 

注：I一石油加工及炼焦业；2-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3-医药制造业；4-化学纤维制造业；5-橡胶制品 

业；6·塑料制品业；7一非金属矿物制品业；8-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9-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0一金属制品业；II·普通机械制造业；I2-专用设备制造业；I3-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4一电气机械及器材制 

造业；15·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16-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资料来源：湖北统计年鉴(2003)；相应地区2002年统计年报。 

表4 湖北各市州特色主导产业布局建议表 

市州名称 一级特色产导产业 二级特色主导产业 三级特色主导产业 其它比较优势产业 

武汉 ⋯制造曩 裹 ⋯⋯机械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黄石 靠无 无 詈 业’金 
金属矿物制品业 

襄樊 裳 无 无 姜 表 
橡胶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 

_卜堰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无 无 及压延加工业、仪器仪表及 

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荆州 料及化学制品无 爱 差 ：暴 
⋯⋯  品业 

宜昌 ⋯ 无 耋器 
荆门妻 ． 、非些 、 lf七医药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金属矿物制品业 学制品制造业 

无 ⋯ 蝴  

孝感 品 无 无 屙矿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黄冈 ’非金届无 无 晨 震囊篆萎 
用机械制造业 

成宁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无 金属制品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 

随州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无 医药制造业、橡胶制品业 

(4)十堰。比较优势产业有：交通运输设 

备制造业、橡

延加工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 

业。 

(5)荆州。比较优势产业有 ：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 

械及器材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6)宜昌。比较优势产业有：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 

矿物制品业、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构及器材 

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 

业、橡胶制品业。 

(7)荆门。比较优势产业有：专用设备制 

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 

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 

(8)其它市州。 

鄂州。比较优势产业有：黑色金属冶炼 

及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塑 

料制品业 、橡胶制品业和化学纤维制造业。 

孝感。比较优势产业有 ：化学原料及化 

学制品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专用设备制造 

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橡胶制品业。 

黄冈。比较优势产业有：医药制造业、非 

金属矿物制品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仪器仪表 

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咸宁。比较优势产业有 ：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金属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和橡胶 

制品业。 

随州。比较优势产业有：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医药制造业和橡胶制品业。 

恩施。比较优势产业有：医药制造业 、非 

金属矿物制品业。 

3 市州特色主导产业布局建议 

根据区域特色主导产业选择标准，特提 

出湖北省各市州特色主导产业布局的建议 

(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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