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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0～2007 年 

工业结构演化看湖南产业集群培育 

贝兴亚 李银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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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0 年湖南加快工业化步伐, 工业实力不断增强, 到2007 年时, 工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通过

与全国同期增长率和各行业在工业中所占比重的比较, 研究湖南工业各行业的相对优势行业及聚集变化趋势, 结

合湖南各行业的规模变化和企业数量变化等情况, 为湖南未来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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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产业集群推动着地方经济的发展, 对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竞争力也有重要意义。通过近年湖南工业结构的分析,可

以客观地分析湖南产业集群的分布情况及产业集群的阶段特征,并对湖南产业集群培育有借鉴意义。 

一、思路及研究方法 

产业集群可以提升区域产业的竞争力,并且在地区经济中呈现出较强聚集优势,通过区域经济相对聚集情况和优势的状况,

可以反溯地区经济中具有产业集群特征的产业。根据这一思路,假定一个地区经济中各产业均衡发展, 各行业和产业的比重和发

展速度始终保持均衡, 不会产生相对优势劣势产业；一旦当地区工业行业之间增长速度出现分歧, 优势行业加速,弱势行业减速, 

各行业原有比重发生变化会导致地区经济的工业结构的变化, 导致优势行业的比重升高,则相对优势的产业比重就会升高。因而, 

工业结构中各产业的增长速度和所占比重的相对变化情况, 可以反映出产业聚集的发展趋势。 

本文通过对2000 年至2007 年湖南工业各行业增长率和比重变化情况,以全国工业行业情况为参照对象, 寻找湖南地区相

对优势的行业或产业,分析湖南产业集群最可能出现的产业领域,并根据这些行业的特点,对未来湖南产业集群的培育提出设想, 

为湖南产业集群发展政策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湖南的相对优势行业确定 

根据以上方法,以湖南与全国各工业行业比重差和增速差为横竖坐标,做二维分布图, 则各行业增长速度差和所占比重差分

布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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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相比全国具有优势的行业, 一般具有增长快于全国平均水平,或者比重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特点。根据上表情看,到

2007 年为止,湖南最具有优势产业主要分布在第1象限。这些行业相对全国同类行业不仅具有增长速度优势,而且相比全国同类

工业行业的平均占比形成一定优势,即相对市场占有率更高,是湖南相对全国平均水平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领域。从产业集群的

角度考虑,2000 -2007 年间该类行业具有在湖南地区的相对聚集特征, 是最有可能产生产业集群的领域。第2 象限的行业是我

省比重较高的行业,已经占有一定的市场优势, 但是近年出现增长放缓的行业, 在现有条件下出现增长瓶颈,需二次发展。第4 

象限的行业是我省增长相对全国同类行业速度更高的行业,但是目前市场份额还不占优,相对增长潜力较大。第3 象限的行业占

比小增长慢,需要针对具体行业进行研究, 可能是不具备本地发展条件,也可能有较大发展空间过去重视不够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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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湖南重点行业的特点和发展变化趋势 

1.湖南支柱产业集群效应突出 

2007 年时,湖南工业比重超过5 %以上的行业有8 个,分别为食品加工、烟草加工、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专用设备制造、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这些产业除了烟草制品、电力

热力生产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外, 都呈现着高增长的势头,支柱作用越来越明显。 

与湖南相比,全国工业比重超过5 %的有7 个行业, 其中大部分不是湖南经济中的支柱产业:石油天然气开采、交通运输设备

制造、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信息及通信设备制造。支柱作用相似的只有化学原料及制品、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电力蒸气热水生产供应这些行业。这说明,湖南经济与全国相比的支柱地位的行业特色比较鲜明,最能显示对湖南经济发展优势

的行业是食品加工、烟草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专用设备制造。 

2.湖南工业的重化工业集群趋势显现 

2007 年湖南比全国工业行业比重高出0 .5 个百分点以上的行业有15 个, 多数都是重化工行业产业, 如非金属矿采选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食品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石

油加工及炼焦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及专用设备制造业；只有造纸及纸制品业、食品制造业、木

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烟草加工业4个行业属轻工业,显示出湖南重化工业相比轻工业的更具相对优势。由于湖南在重化

工行业领域的关联性较强, 未来形成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产业集群的可能性较大。 

3.湖南规模敏感的优势行业 

湖南工业企业平均规模比全国平均规模水平上升快。2000 年时,湖南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只有烟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印

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4 个行业的企业平均规模高于全国的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规

模, 到 2007 年时, 已经有 11 个行业的企业平均规模超过全国, 新增了专用设备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塑

料制品业、纺织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金属制品业,而家具制造业的

规模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行业中只有专用设备制造业是我省的相对优势行业,说明我省相对优势行业中只有专用设备制造

业的相对全国已具有一定的规模优势。 

从行业规模增长倍数看,2007 年与2000 年相比,湖南工业企业规模扩大达3 倍以上的有16 个行业, 而全国工业企业规模

扩大3 倍以上的只有8 个行业, 其中湖南与全国规模均扩大3 倍以上的6 个行业是, 烟草制品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制

造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湖南增长3 倍以上的其他行业是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专用设

备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塑料制品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其他采矿业、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全国工业企业规模扩大3 倍以上的其他行业是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其中食品制造和农副食品加工业是湖南的相对优势行业, 其规模化趋势特征明显,说明这两大行业规模

的增长是推动其发展和聚集的重要力量。 

综合来看,湖南优势行业的平均规模普遍还不高, 只有专用设备制造业目前的规模化程度较高, 但是规模上升的速度已不

很快,规模化已不是该行业聚集的最重要推动力量；而湖南优势产业中只有食品制造和农副食品加工业的规模化趋势开始显现,

这两大行业目前规模化对产业聚集的意义较大。 

4.创业敏感的湖南优势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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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间新增企业数作为创业活跃与否的指标进行统计,我省创业较活跃的企业类型以重化工业为主。2000 年至2007 年企业

数量增长较多的有19 个行业,其中我省相对全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有

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除此之外,与以上优势行业有一定相关的行业也表现出创业活跃的特征, 如非

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非金属矿采选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塑料制

品业。此外, 部分是可能处在发展机遇期的行业, 创业和就业也增长都较快, 如医药制造业、纺织业等。 

由此可以看出,我省的相对优势行业全部还处在创业敏感的时期,大量企业的创业仍旧是导致产业聚集的主要原因。鼓励创

业和创造更好的创业环境对产业集群的发展会有直接推动作用。同时,应根据各行业技术经济特征和规模经济特征,注重企业做

大做强, 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四、进一步培育发展湖南产业集群的思考 

1.完善创业环境,加强体制机制,推动企业创业聚集 

从湖南的优势产业的特点看,相比全国增速和比重的均占优势的十大优势产业目前都处于对创业活跃期, 具有集群的产生

和聚集的初级阶段特征, 或者说除专用设备制造业外,都正处于通过创业聚集的初始阶段, 而专用设备尽管已经有一定规模,但

是创业增长仍旧是其现阶段增强聚集度的重要力量。此时集群的发展,对创业环境非常敏感, 良好的创业环境和体制机制是保证

产业集群顺利成长的重要条件,政府和园区需要在完善环境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2.适时推动结构升级, 为企业兼并重组提供帮助, 扶植龙头企业 

从目前情况看,湖南优势行业只有专用设备制造业的规模高于全国平均规模,其他优势行业的平均规模并不高。未来随着行

业的不断发展和产业升级, 企业规模会有较大的上升的空间。集群的发展从创业集聚到规模化聚集阶段,政府需要扶助龙头企业,

积极协助企业技术升级, 鼓励资源整合,推动湖南产业集群不断向前发展。扶植龙头企业的过程也并不是等到创业集聚完成以后

才开始的, 而是伴随着集群的规模扩大,产业不断升级而伴随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有较好的发展势头的企业,在不违反公

平竞争的前提下出台一定的产业政策扶持龙头企业发展壮大。 

3.健全集群中介服务体系, 为集群加快发展创造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讲, 集群的形成是一种社会资本的形成,需要产业网络体系的发展。每个产业集群的形成都是区域内各种要素

相互加强联系和交流的过程, 而中介组织可以加速这种交流,因而各类行业组织、技术联盟、技术交易中心等集群服务组织都是

加快集群形成的重要条件。在行业规模较小的时期,政府可以积极支持行业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通过中介交流服务体系的发展, 

加速集群的初期发展。因而各类中介服务组织的建立对于加速区域企业的交流意义重大,政府应该在中介组织发展过程中发挥积

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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