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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

摘 要 区域间的 经 济发展水平差别可 用梯度表示
,

其中产业梯度是 区域经济梯度最直接
、

最本质的体现
。

根据产业梯度转移理论
,

运用 比较劳动 生 产率和 区位 商计算分析 了我国长三 角地 区 的 上 海市
、

江 苏省
、

浙

江省 年 个工 业部 门 的产业梯度 系数
,

得 出该三省 市工业产业发展取向差异
,

据此提 出 了该 区城 内

部产业 分工协调和周边省市产业承接的相关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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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认为 一 国之 内不同地 区 的

产业存在一定梯度
,

当高梯度地 区 的产业处 于工业

生产生命循环阶段 中的成熟阶段 时
,

各种生产要素

在扩展效应影响下
,

受利润 的驱使会流动到相对较

低梯度地区
。

一个地区的某种产业处于整个 国家

该产业梯度之何层次
,

主要受两个因子的影响 一是

创新 因子
,

我们用 比较劳动生产率来综合表示 二是

市场因子
,

我们用 区位商来综合表示
。

创新 因子反

映本质原因
,

市场 因子反映外在原因
。

产业梯度

是产业创新水平和市场 占有程度的函数
。

从产业发

展史看
,

创新水平和市场 占有程度彼此都起乘数作

用
,

因此可 以将产业梯度系数取 比较劳动生产率和

区位商的乘积
,

即

产业梯度系数 一 比较劳动生产率 区位商
。

比较劳动生产率

比较劳动生产率是反映一个地区某行业相对优

势度的综合指标
,

代表该行业技术创新要素
,

体现该

产业的竞争能力
,

反映其技术
、

劳动者素质的高低
。

如果 比较劳动生产率小于
,

则说明劳动生产率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 大于
,

则说明其劳动生产率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
。

可用式 计算某 区域与其外围区

域的工业行业 比较劳动生产率

比较 劳 动 生 产 率
地区某产业增加值

地区某产业从业人员

全国同行业增加值
全国同行业从业人员

区位商

区位商 是测度一个 地 区某

一产业相对于参照地 区 的产业集中程度的方法
,

参

照地区通常是其所在国家
。

区位商在衡量某一区域

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
,

反映某一产业的专业化程度
,

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 区域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
,

是一个很有用的指标
。

其计算公式为

。

艺
。

。

习
。

艺艺
。

式 中 为第 个地区
,

为第 个产业 。 为第

个地 区 的第 个产业的产出指标汉 。 为 地 区

产业的区位商
。

长三角地区工业行业的产业梯度系数

我们采用位于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

江省 年 个工业部门的产值
、

增加值和各部

门从业人数等工业发展指标
,

对长三角地 区 的 比较

劳动生产率
、

区位商和产业梯度系数进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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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 计算 地 区 该 三省 市 工 业产 业 梯 度系 数

。

根据 各 省 统计 年 鉴 中 的数 据

,

利 用 式 可计 算 计 算 结果

得 出 年 该 三 省 市 工业 分 行 业 的 比 较劳 动 生 产 年 长 三 角地 区上 海 市
、

江 苏 省
、

浙 江 省 工

率
,

利 用 式 可计 算 得 出该 三 省 市 工业 分 行业 区 位 业 产 业 比较 劳 动 生产 率
、

区 位 商
、

产 业梯 度 系 数数 据

商
,

再 根 据表 数 据 和式 计 算 出 年 长 三 角 如 表 所 示
。

表 年长 三角地 区三 省市工 业产业 比较 劳动生 产率
、

区位商
、

梯度 系数表

犷
资料来源 根据上 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统计 年鉴 。。 及有关数据整理 所得

。

。 长 三 角 工 业 产 业 发 展 取 向 的 差 异 , 该孤嚣翼盟瓷髦默黔礁尝
主导 产 业 选择 取 向 的差 异 处 于低 梯 度川

。

从 表 可 以看 出
,

长 三 角 地 区 大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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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业产业梯度系数都大于
。

我们将梯度系数大

于 的产业分成两类 一类是在三省市中梯度系数

均大于 的产业 一类是在三省市中有的大于
、

有

的小于 的产业
。

前一类产业共 个
,

从梯度系数值来看
,

尽管

它们都大于
,

但也存在较大差异
。

例如上海的烟

草加工业
,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

医药制造业
,

通用

设备制造业
,

仪器仪表及文化
、

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

电力
、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均远远高于江苏
、

浙江

两省
,

而江苏的木材加工及木
、

竹
、

藤
、

棕
、

草制造业
,

造纸及纸制品业和浙江的皮革
、

毛皮
、

羽毛 绒 及其

制品业和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也明显高于其他两省

市
。

后一类去除数据空缺的 个产业共有 个产

业
,

这些产业的地区发展同样存在较大差异
。

例如
,

上海的石油加工
、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

黑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业
,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通信设备
、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四个产业都是在本

市产业梯度系数列前 位的主导产业
,

其产业梯度

系数值分别为
、 、

和
,

而江苏省这 四个产业的梯度系数值分别

为
、 、

和
,

浙江省分别为
、 、

和
,

系数绝对数值小
,

排名在各 自省份也居

后列
。

由此可 以看出
,

长三角地 区虽然在产业发展方

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

但由于经济基础
、

资源察赋
、

技术条件
、

资金投向
、

产业分工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三

省市在工业主导产业 的选择取向上存在较大差异

上海市的主导产业 主要是一些 资金密集型
、

技术密

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 江苏省的主导产业主要

是一些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和少数劳动

密集型的产业 浙江省的主导产业主要是技术密集

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

主导产业转移取向的差异

在对产业梯度系数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

我们再

追溯分析比较劳动生产率与区位商两项指标
。

根据

表 的计算结果
,

我们依据 比较劳动生产率与区位

商大于 或小于 组成产业梯度 的联合矩阵 见 图
,

统计长三角三省市工业产业分布情况
,

并分析转

移产业的差异
。

表 的统计结果显示
,

长三角地 区绝大多数工

业产业都位于联合矩阵的区域 和区域 中
。

从产

业发展的角度来看
,

位于区域 的产业 比较劳动生

比较劳动生产率

区位商

圈 长三角工业产业梯度联合矩阵分布

表 长三角工业产业梯度联合矩阵统计衰

上上上海市市 江苏省省 浙江省省

区区域

区区域

区区域 皿皿

区区域

产率和区位商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说明这一工业

行业技术创新要素优
,

行业专业化水平高
,

因此该行

业有扩张转移的优势 位于区域 的产业虽然专业

化水平不高
,

但由于相对劳动生产率高
,

仍有转移可

能
,

当然
,

是整体转移还是部分转移或是转移生产链

上的某个环节需要视具体情况判别
。

我们对这两个

区域中的工业产业做进一步分析对 比可发现 区域

工中三省市均在列 的有纺织服装
、

鞋
、

帽制造业
,

文

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

医药制造业
,

塑料制品业
,

金属

制品业
,

通用设备制造业
,

专用设备制造业
,

废弃资

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等 个产业
,

另有上海的

食品制造业
,

烟草加工业
,

石油加工
、

炼焦及核燃料

加工业
,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燃气生产和供应
,

江

苏的其他矿采选业
,

浙江的皮革
、

毛皮
、

羽毛 绒 及

其制品业
,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

电力
、

热力的生产

和供应业
,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 个行业为各省市

特有 再比较区域
,

三省市同列人这一区域的有饮

料制造业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等 个产业
,

另有上海的纺织业
,

木材加工及

木
、

竹
、

藤
、

棕
、

草制造业
,

造纸及纸制品业
,

化学纤维

制造业
,

江苏的家具制造业
,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

制
,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燃气生产和供应
,

浙江的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 个行业为各省市特

有
。

启示与对策

以上分析表明
,

长三角三省市在产业发展取向

上存在差异
,

研究分析这种差异对三省市 自身及外

围地区的产业政策制定具有较大的导向意义
。

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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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差异
,

我们提出今后长三角内外产业发展 的对

策如下

优化发展取向
,

提升总体竞争力
。

一方面
,

长

三角地 区三省市应着眼于世界制造业向本地区转移

而带来的产业集聚和对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正面

效应
,

另一方面应着眼于各 自要素结构的动态变化

以及 由此带来的比较优势的变化 在产业发展取 向

上
,

既要发挥规模效应
,

又要避免过度重复建设
,

应

选择一种和长 三角其他 区域的产业发展 相协调 的
“

趋同
”

的产业发展定位
,

争取在基础产业和新兴产

业上协调发展
,

共同打造地区产业总体竞争力阵 〕
。

主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①各省市要集中有

限的资源
,

着力发展 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
。

对

于那些产业梯度系数高
、

相对地位重要或有潜在优

势的产业
,

要加大扶持力度
,

在产业组织
、

研究
、

开发

等方面创立 自己 的特色
,

形成经济规模
。

②要加强

整个地 区 的合作
,

通过对三省市产业 比较劳动生产

率和区位商等因素进行分析
,

优化地 区整体产业发

展取向
,

着力发展各省市共有的高梯度系数产业
,

形

成长江三角洲区域整体产业发展的共识
。

互补发展优势
,

发挥整体效应
。

从工业各行

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看
,

长三角地 区三省市之 间存

在转移产业差异
,

三省市可 以利用各 自在工业各行

业 中居于的不同梯度层次实现不 同的转移策略
。

具体来说可 以从以下方面进行 ①三省市中同

处于图 中区域 的产业是三 省市共 同的主导产

业
,

应通过强强联合等方式发挥区域工业发展整体

效应
。

②三省市位于图 中区域 工中的在转移优势

产业和主导产业发展上有差异 的产业
,

应根据各省

市 自身的发展空间和制约因素
,

结合产业增加值 比

例
、

发展速度
、

关联度等指标分析其发展水平的具体

不同
,

通过优势互补 的方式
,

形成三 省市产业分重

点
、

分层次
、

分步骤转移的态势
。

辐射发展外围
,

协调产业承接
。

产业梯度反

映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

产业在各地 区 间存在高梯

度向低梯度转移的规律
,

通过将不再具有 比较优势

的产业转移到低梯度地 区
,

重塑转移方的比较优势
,

提高吸收方的产业结构层次和水平
,

实现产业转移

方和吸收方产业结构优化的双赢困
。

基于上文分析

结果
,

位于图 中区域
、

班的产业具有转移趋势
,

长三角周边省市应在明确长三角各省市转移产业的

共性与差异的基础上
,

综合各 自的资源察赋
、

区位条

件
、

产业政策
,

依据劳动地域分工
,

发挥产业 比较优

势
,

主动创造条件
,

弥补与长三角地 区的产业传递梯

度落差
,

既不能被动地接受长三角的辐射
,

又要避免

与长三角共有优势的竞争
,

要在深度分工 中找准互

补发展定位
,

在拾遗补缺中寻求产业承接点
,

形成适

合 自身条件的产业发展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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