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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的广西林下经济
优势产业选择分析

*

黄启
(福建工程学院, 福建摇 福州 350001)

摘要: 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广西自治区林下经济各产业的产业结构特点、 区位竞争力和产值增长量, 以探索

林下经济各产业的发展潜力, 为优势产业的选择和发展提供参考。 结果表明: 林业生态服务、 林业生产服务为

林下经济的优势产业, 水果种植与采集、 森林药材种植与采集、 花卉及其他观赏植物种植、 林业旅游与休闲服

务为次级优势产业。 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第一产业应加强品牌宣传和拓宽销售渠道, 第二产业加大科技投入力度,
第三产业推动林业生态、 林业生产和林业旅游的融合发展等建议。
关键词: 林下经济; 优势产业选择; 产业结构潜力; 偏离—片额分析

中图分类号: F 307郾 2摇 摇 文献标识码: A摇 摇 文章编号: 1672-8246 (2020) 06-0166-05

The Choice of Guangxi Under鄄forest Economic Industris
Based on Shift鄄share Analysis

HUANG Qi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Fujian 350001, P郾 R郾 China)

Abstract: The shift鄄share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location com鄄
petitiveness and output value growth of various industries in the under鄄forest economy of Guangxi Prefectrue to ex鄄
plore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various industries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sel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d鄄
vantageous industr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orestry ecological services and forestry production services are the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and fruit planting and gathering,forest medicinal materials planting and gathering,flower
don and other ornamental plants,forestry tourism and leisure services are secondary industries. According to the re鄄
search results,it is proposed that the primary industry should strengthen brand promotion and expand sales chan鄄
nels,the secondary industry should increase invest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and the tertiary industry should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ecology,forestry production and forestry tourism.
Key words: Under鄄forest economy; advantage industry selec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potential; Shift鄄share anal鄄
ysis

自 2008 年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
林下经济逐渐成为新时期我国林业经济的重要增长

点。 2010 年和 2012 年中央一号文件与国务院办公

厅分别提出了 “要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种养业冶 和

《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意见》, 体现了国家对

我国林业建设的高度重视[1]。 之后, 尽管学者们

对林下经济发展路径和主要模式研究较多, 但大多

针对林下经济整体产业, 多采用定量研究方法,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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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运用定性方法针对林下经济细分产业的研

究[2-3]。 对此, 该研究针对林下经济细分产业的发

展情况进行分析, 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找出林下

经济的优势产业, 为林业发展提供参考。

1摇 研究方法与数据

1郾 1摇 研究方法

偏离-份额分析法是一种根据全国经济发展情

况对地区产业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水平进行评价,
从而进一步对该地区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并提出其调

整方向的方法[4]。 偏离-份额分析法将区域经济总

量在某一阶段中的变动分解成为份额、 结构偏离和

竞争力偏离 3 个分量, 通过对各个分量的分析得出

该区域经济发展或衰退的原因, 同时对经济结构和

产业优劣进行评价, 找出该区域的优势产业, 为未

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势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该方

法在林业经济领域的应用主要是对边际林业产业结

构的分析和林业优势产业的选择研究方面。 为了实

现对广西林下经济产业结构和及期变动情况的数学

表达, 本研究将 1 年设为一个周期, 通过各个细分

产业的偏离值的计算, 以累积值来表示其整体偏离

状况。 下面的数据模型为其表达式:
G i =Ni+P i+Di淤
Ni =Yi0伊R 于
P i =Yi0伊R i-Yi0伊R 盂
Di =Yi0伊ri-Yi0伊R i榆
Si =P i+Di =G i-Ni虞
其中: G i表示林下经济中的 i 产业在特定阶段

内的经济增长量, 根据偏离-份额分析法将其分解

成 Ni、 P i和 Di三个分量; Ni表示该产业的全国份

额分量, 指 i 产业按全国范围的林下经济增长率增

长所得到的经济增长量, 当该值为负时, 表明实际

增长水平低于假定增长水平, 当该值为正时, 表明

实际增长水平高于假定增长水平, P i表示该产业的

产业结构偏离分量, 也就是说该产业的结构优势为

林下经济带来了经济增长量, 当 P i >0 时, 表明林

下经济产业结构优势带来的经济增长量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具有产业结构优势; Di表示该产业的竞争

偏离分量, 也就是该产业区位竞争力优势所带来的

经济增长量, 当 Di>0 时, 说明该产业的区位竞争

优势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Si表示该产业的总偏离

分量, 当 Si>0 时, 表明该产业的相对表现比全国

平均水平要高。
1郾 2摇 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广西为例, 选取 2014—2018 年的

《中国林业统计年鉴》 中广西和全国林业产业发展

的相关数据。 其中, 2014 年数据作为基期, 2018
年数据作为报告期。 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

快林下经济发展的意见》, 共有 11 种林下经济类

型: (1) 水果种植与采集; (2) 坚果种植与采集;
(3) 茶等饮料作物种植与采集; (4) 森林药材种

植与采集; (5) 森林食品种植与采集; (6) 花卉

及其他观赏植物种植; (7) 陆生野生动物繁育与

利用; (8) 非木质林产品加工制造业; (9) 林业

旅游与休闲服务; (10) 林业生态服务; (11) 林

业生产服务[5]。 有关数据见表 1。

表 1摇 广西林下经济产业及其产值

Tab郾 1摇 Forestry industry date of Guizhou province 1伊104 元

林下经济产业指标 报告期全国总产值 报告期广西产值 基期全国总产值 基期广西产值

水果种植与采集 72 713 805 6 585 509 54 929 079 3 480 624
坚果、含油果和香料作物种植与采集 22 609 905 735 577 17 415 409 521 727
茶及其他饮料作物的种植与采集 14 898 935 459 579 9 961 757 353 100
森林药材种植与采集 10 665 654 459 707 6 845 605 218 343
森林食品种植与采集 12 471 843 429 953 9 732 759 302 205
花卉及其他观赏植物种植 26 140 638 2 333 177 18 546 312 1 078 273
陆生野生动物繁育与利用 5 088 690 38 438 5 352 041 374 883
非木质林产品加工制造业 58 241 270 2 310 481 40 340 167 1 546 113
林业旅游与休闲服务 130 437 115 4 421 355 53 212 379 2 003 383
林业生态服务 10 323 153 193 823 5 095 105 88 217
林业生产服务 6 079 008 595 149 2 490 581 243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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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摇 结果与分析

2郾 1摇 偏离-份额各分量计算

基于 1郾 1 的公式淤 ~ 虞, 分别计算林下经济各

产业的全国份额分量 (N)、 产业结构分量 (P)、 竞

争力分量 (D) 和偏离分量指标 (S), 进而构建广

西林下经济产业偏离-份额分析表 (表 2)。 从表 2
可以看出, 广西林下经济产业结构分量 P = -523
488, 竞争力分量 D= 2 230 066郾 6。 其中仅有 3 个产

业的产业结构分量 (P) 值大于 0 (即这 3 个产业的

产业结构对林业产值增长的贡献优于全国平均水

平), 分别为林业旅游与休闲服务、 林业生产服务和

林业生态服务。 其余 8 个产业的 P 值均小于 0 (即
这 8 个产业的产业结构对林业产值的贡献率落后于

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水果种植与采集、 非木质林产

品加工制造业的情况尤为突出。 从整体林下经济产

业来看, 广西林下经济产业结构较为落后的均为第

一、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各个产业的竞争力偏量份额 (D) 来看, 仅

有茶及其他饮料作物的种植与采集、 陆生野生动物

繁育与利用、 林业旅游与休闲服务 3 个产业为负

值, 说明这 3 个产业竞争力不及全国平均水平。 其

他产业均大于 0, 说明这些产业具有一定的区域优

势。 在偏离分量上, 有 5 个产业 (坚果种植与采

集、 茶及等饮料作物的种植与采集、 森林食品种植

与采集、 陆生野生动物繁育与利用、 非木质林产品

加工制造业) 的偏离分量 (S) 值小于 0, 说明这

5 个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较差。 水果种植与采集、
森林药材种植与采集、 花卉及其他观赏植物种植、
林业旅游与休闲服务、 林业生态服务、 林业生产服

务产业的总偏离份额 (S) 值均大于 0, 说明这些

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较好。

表 2摇 林下经济发展的偏离-份额分析的偏离值

Tab郾 2摇 Devi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shift鄄share analysis 1伊104 元

林下经济产业指标 N P D S 值

水果种植与采集 2 265 515郾 1 -1 138 572郾 1 1 977 941郾 9 839 369郾 9
坚果、含油果和香料作物种植与采集 339 588郾 6 -183 973郾 1 58 234郾 4 -125 738郾 6
茶及其他饮料作物的种植与采集 229 830郾 5 -54 829郾 4 -68 522郾 0 -123 351郾 5
森林药材种植与采集 142 118郾 0 -20 276郾 2 119 522郾 2 99 246郾 0
森林食品种植与采集 196 703郾 2 -111 653郾 9 42 698郾 6 -68 955郾 2
花卉及其他观赏植物种植 701 840郾 8 -260 310郾 6 813 373郾 8 553 063郾 2
陆生野生动物繁育与利用 244 008郾 9 -262 455郾 2 -317 998郾 6 -580 453郾 9
非木质林产品加工制造业 1 006 354郾 7 -320 261郾 2 78 274郾 5 -241 986郾 7
林业旅游与休闲服务 1 303 988郾 7 1 603 431郾 1 -489 447郾 8 1 113 983郾 3
林业生态服务 57 419郾 9 33 098郾 9 15 087郾 2 48 186郾 1
林业生产服务 158 469郾 1 192 313郾 6 902郾 3 193 215郾 9
共计 6 645 837郾 5 -523 488郾 0 2 230 066郾 6 1 706 578郾 5

2郾 2摇 优势产业选择

从表 2 可以看出, 陆生野生动物繁育与利用产

业的 P、 D、 S 值均小于 0, 且 | N | < | S | , 说明

该产业属于衰退型产业, 因此在后文中不再讨论。
其余 10 个产业的份额分量均大于 0, 且在 S<0 时

均有 | N | > | S | , 因此该 10 个产业均属于增长

型产业。 基于此, 根据 D、 P、 S 与 0 之间的关系,
把广西林下经济的 10 个产业划分为 5 个类别[6]:

第一种, A 类产业 (P>0, D>0, S>0)。 林业

生态服务和林业生产服务的 P、 D、 S 值均大于 0。

说明, 近年来林业生态服务和林业生产服务在广西

发展很快, 属于的增长型产业, 这 2 个产业具备明

显的产业结构优势和区域竞争力优势。 广西应充分

发挥这两个产业并利用区位优势, 进一步增强林业

生态服务和林业生产服务。 由于这两项产业都属于

第三产业, 受技术、 管理服务水平影响大, 因此还

应加大对林业科技、 林业管理与服务的投入, 以促

进优势产业的持续发展。
第二种, B 类产业 (P<0, D>0, S>0)。 水果

种植与采集、 森林药材种植与采集、 花卉及其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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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植物种植虽然不具备产业结构优势, 但区域竞争

力较强且整体发展情况较好。 说明该 3 个产业虽然

基础较差, 但竞争力较强。 广西大部区域水热条件

丰富, 对发展亚热带水果和森林药材具有较好的前

景, 有利于打造广西特色品牌的林下产品。
第三种, C 类产业 (P>0, D<0, S>0)。 林业

旅游与休闲服务具有产业结构优势, 同时整体产业

发展情况较好, 虽然区位竞争力弱于全国平均水

平, 但综合来看仍属于广西发展前景较好、 发展速

度较快的增长型产业。 基于广西林业旅游竞争水平

差的特点, 应进一步加强与旅游业的融合, 促进其

发展。 以国有林场、 自然保护区、 湿地公园、 森林

公园等为重点, 建设林下垂钓、 特色种养、 生态休

闲等各种森林旅游项目, 打造广西特色林业旅游品

牌。 此外, 林业旅游目的地地处偏远, 其对基础设

施建设要求较高, 因此还要完善交通设施, 提供更

为人性化的服务。
广西有丰富森林旅游资源, 但以往人们对广西

旅游的认识仅局限于 “桂林山水冶, 丰富的森林旅

游资源并没有得到较好的开发。 通过以上分析可

知: 林业旅游与休闲服务在广西仍大有可为。 基于

广西森林旅游资源的特点, 应进一步加强林业与旅

游业的融合, 以森林公园、 湿地公园、 自然保护区

和国有林场为重点, 积极发展森林康养、 特色种

植、 特色养殖、 徒步线路等各种森林旅游项目, 打

造广西特色的森林旅游品牌。
第四种, D 类产业 (P<0, D>0, S<0)。 坚

果、 含油果和香料作物种植与采集, 森林食品种植

与采集, 非木质林产品加工制造业不具备产业结构

优势、 产业整体发展情况较差, 但具有一定竞争优

势。 该类产业属于原有基础较差但发展很快的较差

产业, 总体上仍属于增长产业, 但不具备产业优

势。 但考虑到该类产业的发展速度较快, 具有一定

的发展潜力, 因此也可以适当地增加投入。 可以看

出, 以上产业都属于第一、 第二产业, 可以通过直

播代货、 搭建网购平台等方式打通销售渠道, 通过

规划林产品采摘园等方式寻求产业的转型与升级。
第五种, E 类产业 (P<0, D<0, S<0)。 茶及

其他饮料作物的种植与采集的 P、 D、 S 值均小于

0, 说明该产业基础差, 竞争力弱, 不具有产业优

势。 虽然讦N讦>讦S讦, 说明该产业属增长型产

业, 但从长远来看, 该产业可能缺乏发展潜力, 容

易出现收支不平衡、 经营亏损的情况。

3摇 结论与讨论

3郾 1摇 结论

从整体情况上看, 除陆生野生动物繁育与利用

外, 广西其他林下经济的不同产业均属于增长型产

业, 为广西林业产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这也说

明近年来广西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的正确性。 但从长

远的发展角度来看, 林业生产服务、 林业生态服务

具有长期发展潜力, 现在和未来的发展都会十分快

速, 同时具有突出的产业结构优势和区域竞争优

势, 可作为广西林下经济下一步重点投资和发展的

对象; 水果种植与采集、 森林药材种植与采集、 花

卉及其他观赏植物种植 3 个产业整体发展情况良

好, 区域竞争优势强, 且产值占林下经济总产值

高, 虽然不具备产业结构优势, 也应作为次级优势

产业, 予以一定的投资和扶持; 森林旅游与休闲服

务具有产业结构优势且整体发展情况好, 虽竞争力

不强但发展前景较好, 应予以合理投资; 坚果、 含

油果和香料作物种植与采集, 森林食品种植与采

集, 非木质林产品加工制造业, 茶及其他饮料作物

的种植与采集虽都属增长性产业, 但发展十分缓慢

且有衰退迹象, 应主动寻求产业升级与转型。
3郾 2摇 讨论

从上述的研究中可以看出, 广西林下经济的优

势产业以第三产业和部分第一产业为主, 劣势产业

多为部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基于此, 该研究分

别针对三个产业的发展提出建议。
首先, 加强品牌宣传, 拓宽销售渠道, 推动第

一产业的转型升级。 品牌宣传不仅仅聚焦特色产品

介绍等内容式宣传, 而是要实现品牌、 形象和文化

的传播。 如举办特色产品 LOGO、 吉祥物创作大

赛, 广泛征集社会优秀文艺作品。 传统媒体与新媒

体相结合, 在做好本地区宣传后扩大宣传半径, 吸

引全国各地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目光, 扩大本地产品

的影响力。 将宣传与经营相结合, 开展丰富多样的

销售活动, 结合抖音、 快手直播和电子商务, 不断

拓宽产品销售渠道, 通过市场运作拉动林下第一产

业产品的消费需求。
其次, 在发展林下经济的过程中, 加强科技的

贡献率, 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 以科技驱动第

一、 第二产业的升级转型。 应创新和开发生物质能

源和绿色生态材料, 创新生态科技和产品开发技

术, 加大对水果种植与采集、 森林药材种植与采

集、 花卉及其他观赏植物种植等工业企业研发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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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入。 同时, 注重林业从业人员的技术培训, 促

进和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 发挥科技对产业发展的

支撑作用。
最后, 以林业生态服务和林业生产服务的发展

为基础, 推动林业旅游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 第

一, 一方面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主要包括基础通

讯、 交通、 运输等行业, 着力提高游客的到访率和

二次到访率; 另一方面发展生活性服务, 对传统民

营超市、 便利店、 餐饮进行技能培训, 规范经营秩

序, 促进林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 第二, 推动

林业生态服务与森林旅游的融合发展。 创建林业生

态旅游产品体系, 在传统旅游产品开发的基础上,
创新开发适合广西森林旅游的体验式旅游产品, 如

森林康养、 森林徒步、 森林特色之旅等等, 用具有

本地区资源特色的产品, 充实产品目录, 真正的将

广西森林旅游推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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