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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促进有色金属产业集聚是提升贵州省有色金属产业竞争力的主要途径之一，因而准

确测度和把握有色金属产业集聚与贵州有色金属产业竞争力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文章把贵州

省放在西部九省中进行对比分析，选取区位熵反映有色金属产业集聚度，选择企业数量区位熵

反映矿产资源产业区域集聚度，选取产业产值区位熵反映有色金属产业经济集聚度，而有色金

属产业竞争力则选取产值利润率借以反映。具体实证数据均来源于西部 9 个省份的 2013 统计

年鉴与 2013 年的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年鉴。通过实证研究认为贵州省有色金属产业存在诸如区

域集聚、经济集聚不足，产值利润率低下，产业集聚效应难以充分发挥等问题。最后提出提升

贵州省有色金属产业竞争力的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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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工业化发展的一种结果，产业集聚是产业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和集中体现，同时产业集

聚的最后目标又恰恰是产业竞争力。产业集聚往往会表现出较强的持续竞争力，因此研究一个

地区的产业集聚程度以及它与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对于该产业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产业集聚度问题的研究背景 

“产业集聚”这一概念是由 Marshall 首次提出，自此以后，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产业集

聚进行了界定。马歇尔作为产业聚集理论的创始人，第一次把“外部经济性”与“专业化”等

概念运用在产业聚集理论研究。他认为“区域竞争的优势不是来自于单个企业，而是来自于企

业之间的合作[1]”。到二十世纪初，产业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M. Poter)首次提出了著名

的“钻石理论”。他把区域竞争力与产业聚集二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为产业聚集理论的形成

奠定了基础。同时波特从企业竞争力的角度来解释产业集聚机理，认为产业聚集对企业相互间

作用具有增强作用。20 世纪末克鲁格曼(Krugman)则引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理论，认

为产业聚集是基于递增收益、不完全竞争经济理论、累积因果关系、路径依赖和范围经济等共

同协同结果。克鲁格曼的工作使产业聚集理论更具有实际性，使得产业集聚理论进入了新的发

展里程碑[2]。 

经济学家贝恩认为产业聚集和高度形成的垄断正好位于所有市场分布范围的两极。从长远

来看，市场在从垄断市场向竞争市场的发展过程中会改变市场本身性质，市场绩效最终会发生

“由坏到好”的显著变化。因而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哈佛学派强调完全竞争和产业聚集的重要

性，以维护所谓的“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3]。然而产业组织学则认为：在产业联系的空间



模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才是产业聚集的重要理论基础。另外，经济学

家斯托波和斯考特的分析研究共同认为：地方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聚集经济，生产的分工和公

司之间交易活动的结构是增长中心的高技术形成的主要部分；交易成本越大，生产商在空间聚

集以及降低成本的可能性也就会越大；专业化灵魂会促进产业聚集。按照以前的产业经济学家

观点，企业一旦控制了上游投入品价格的垂直一体化企业，就能够通过这个控制办法来提高投

入品价格，并最终将下游的非一体化竞争企业打败。然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则认为垂直一体

化向垂直分离的专业化方向演变是产业空间行为的最终发展趋势。 

虽然许多学者对产业集聚的定义和理解不相同，他们评定的方法也不相同，但都认为产业

集群具有地理集中性、产业相关性、发展共生性和区域经济推动性等特征[4]。正是这些特征

使得企业能获得外部经济效应，可以提高企业分工协作和创新能力，协同推动经济发展。 

有色金属产业是我国西部的优势资源之一，其金属总储量超过全国的半数，在全国占有相

当重要的地位。过去受自然环境与社会的限制，西部地区的矿产开发程度较低，而我国现行的

西部大开发计划是我国现阶段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使得西部地区成为了新时期发展较快的地

区，随着大批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完成，西部地区的有色金属产业竞争力也不断提高

。贵州是矿产资源大省，自 2003 年黔东南、西南地区陆续发现金矿资源后，贵州地区的部分

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在全国优势越来越明显。近些年来，随着贵州省的铝、钛、黄金等有色金属

行业发展迅速，成为了贵州省工业重要经济支柱之一，甚至在整个西部地区享有重要的地位。

在贵州境内形成了以中铝贵州分公司和遵义氧化铝有限公司、遵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核心，

年产 220 万吨氧化铝、100 万吨电解铝的生产能力，铝加工板材年加工能力 16 万吨。但就目

前的现状来看，贵州省的有色金属产业并没有走在西部的最前列，这主要源于贵州的有色金属

资源勘查程度低、开采利用率不高、供应链短、缺少高附加值的产品等问题。贵州的有色金属

产业急需新的发展，而提升有色金属的工业集聚度是有效利用贵州有色金属资源、提高贵州地

区有色金属工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目前，就整个西部地区的情况来看，已经形成一些优势产

业。对于贵州而言，贵州的优势产业—有色金属产业有没有形成产业集聚？产业集聚处在一个

怎样的水平？它们与工业竞争力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贵州

地区有色金属工业集聚今后的发展方向、被扶持力度等方面政策的制定，并且极大的影响了贵

州有色金属竞争力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 

为了研究贵州地区的有色金属工业，文章将贵州放入我国西部九省中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

对比分析，并根据贵州有色金属产业的具体情况，将有色金属工业分为有色金属矿产采选与有

色金属冶炼加工两个行业，对贵州有色金属工业的产业集聚度进行分析，并研究了集聚度与竞

争力之间的关系。这将有助于优化贵州有色金属的市场结构，规范矿业公司经营行为，提高贵

州有色金属工业市场的竞争力。 

 

二、产业集聚度与产业竞争力关系研究述评 

1978 年 Starrett 提出了著名的空间不可能定理应该是最早的关于工业集聚度与工业竞争

力关系的研究[5]。他认为在集聚条件中的完全竞争市场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提出了测量产业

集聚度的不完全竞争模型。Poter 进一步指出，当公司战略、结构、竞争和生产要素、需求、

相关支撑产业以及机遇、政府等因素，由于区位关系而集中于一个特定区域内并最终整合为一



个整体后，彼此之间的互相作用会加大，而这种集聚所带来竞争优势会进一步吸引更多相关企

业集聚[6]，这就是“钻石理论”中所说的集群竞争力。后来的马歇尔也基本认同这一理论。

这一类观点，被称为因素论[7]。另一种常见理论是能力论，它强调环境对于集聚的影响力。

通过政府对市场的引导与市场本身的机制，加强集聚度，可以提高产业利用率，增快发展速度

，从而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典型代表是 Lynn and Fulvvia(2000)，他们认为：特定的区域资

源与背景制度可以影响到产业增长与衰退[8]。 

国外普遍认为：产业的竞争力反映在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及企业的增长速度、生产效率、产

业结构优化以及创新力上。显然，产业聚集所体现的持续产业竞争力会表现在竞争优势上。这

种竞争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集聚内企业相互合作与竞争会进一步体现群体协同效应，

带来竞争优势，例如成本优势、区位优势与市场竞争优势、基于质量基础的差别化优势等；另

一方面支撑机构和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会打造出一个区域性创新系统，进而提升区域创造力，

实现可持续的竞争力。 

从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我国产业集聚现象初具规模，国内学者也开始对集聚与竞争力进

行研究。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应该发展低成本的产业集聚，并且要形成基于

合作的创新网络。刘恒江、陈继祥(2004)发现，区域内产业集聚会使资源、技术以及其他生产

要素得到合理配置，从而会提高这一产业的规避风险和利用资源的能力。李婉萍、罗贤栋(2003

，2005)认为竞争力是产业集聚现象的内在特点，他们构建了一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来挖掘其

因果关系。综合来看，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的产业集聚度与区域经济、竞争力等关系的研究，

多利用 GR 指数、H 指数、EG 指数等组合评价产业集聚度等方法。在参考相关的文献研究的基

础上，文章试图基于 H 指数对贵州地区的有色金属工业集聚度的定量评价，明确其与工业竞争

力之间的联系，为贵州地区的有色金属工业的集聚发展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三、西部地区有色金属产业集聚度和竞争力评价指数的设确定 

1.产业集聚度评价指数的确定 

(1)常用的产业集聚度评价指数的方法 

常 用 的 产 业 集 聚 度 评 价 指 数 有 赫 芬 达 尔 — 赫 希 曼 H 指 数 ， 即 赫 芬 达 尔 指 数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区位熵、区域基尼系数、EG 指数和 CR 指数等[6]。H 指数在

一开始常用来衡量垄断与市场竞争关系，在后来慢慢演化成一种衡量产业的地理集聚度的指标

。如果某个产业分布在 n 个地区，则认为这一产业的地理集聚的赫芬达尔指数表示为： 

 

其中，Si 表示这某个产业在 i 地区所占的比例，可以用该产业的工业产值(或就业人数)

占工业总产值(或总就业人数)的份额表示。鉴于 H 指数计算简洁，但这是一个绝对性的地理集



聚度指标[11]。 

区位熵指数用来描述某个地区的专业化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Lij 可以代表 i 地区 j 产业的就业人数、工业产值或是企业数量等，相应的 Li 则

代表 i 地区就业总人数、工业产值或企业数量等，Lj 代表 j 产业在全部地区内的就业总人数

、工业产值或企业数量等，L 代表全部地区的就业总人数、工业产值或企业数量等。由于区位

熵指标直观且便于比较，资料也较为容易取得，是较为普遍的一种指标。 

区域基尼指数是一种表现经济活动中的地理集聚程度，区域基尼指数的数值越大，说明产

业的集聚度越高。这一指数的计算简便，由于忽略了不同产业的企业规模、地理区域大小等差

异，计算方法粗糙，因此造成了比较误差。 

为解决区域基尼指数的误差，Ellision 与 Glaeser 设立了一个新的地理集聚度指数 G： 

 

其中 si 表示某一产业 i 地区的就业人数占这一产业在全部地区的总就业人数的份额，xi

表示 i 地区的所有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所有地区所有产业的总就业的份额。由此得出 EG 为： 

 

其中，HE 表示市场集聚度指数，则表示为： 

 

上式中，Zj 表示 j 企业的就业人数占全部产业的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如果 HE=1，说明这

一产业的就业聚集在某个企业；如果 HE=0，则表示这一产业中存在许多个大小规模类似的企

业，相近于完全竞争市场。EG 指数修正了区域基尼指数的缺陷，可以跨产业相互比较。但是

由于它的数据不好搜集，可能难于找到各个企业的具体数据，在目前缺乏数据的情况下，不推

荐适合使用。 

CR 指数是简化评价产业集聚度的指数，这是表示某一产业中规模排行中前 n 位企业的相



关数据(例如：生产产量、销售产值、从业人数、资产总额等)占整个产业的比例。其公式可表

示为： 

 

其中，xi 表示这一产业中排名第 i 位企业的生产产量或销售产值、从业人数等，N 表示这

一产业中的企业个数。 

(2)有色金属工业的产业集聚度评价指数确定 

大部分研究人员在选择产业集聚度评价时，一般会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和数据的可得性对

上述的指数作出相应的修改与调整，也可以使用多种指数来衡量产业的集聚水平，达到更为均

衡的效果[12]。综上所述，文章根据有色金属工业的产业集聚的特征：地理集聚和经济集聚都

会带动经济发展，使用相关的区位熵指数的测量，用来反映贵州省得有色金属工业集聚与竞争

力之间的关系；根据上述分析，文章选取区位熵指数用来衡量贵州省的有色金属工业的产业集

聚程度。 

使用有色金属工业的企业数量区位熵 NQ 来表示地理的集聚程度，公式为： 

 

其中，Nij 代表 i 地区 j 产业的企业个数，Ni 表示 i 地区的有色金属工业的企业个数，Nj

表示 j 产业的整个西部地区的有色金属工业的企业总数，N 表示整个西部地区的有色金属工业

的企业总数。 

经济集聚水平用有色金属工业的产业产值区位熵 PQ 来表示，公式为： 

 

其中，Pij 代表 i 地区 j 产业的工业产值，Pi 表示 i 地区的有色金属工业的工业总产值，

Pi 表示 j 产业的整个西部地区的有色金属工业的工业总产值，P 表示整个西部地区的有色金属

工业的工业总产值[13]。 

2.有色金属工业的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数的确定 

由于所研究的集聚产业的所在区域不同，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数的确定方法也有所不同。



比如，某个产业不同区域的竞争力的比较方法可以选择比较市场占有率或市场集中度。而对于

同一区域的不同产业的竞争力比较则要比较该产业的贡献和产业成长状况。市场集中度，是指

行业市场中少数较大企业所占有的市场份额，是衡量市场结构最常见的指标，反映该行业市场

垄断或竞争的程度。一般而言，市场集中度越高，该行业的市场垄断程度越高；反之，集中度

越低，市场竞争越激烈。集中度的度量分为绝对法和相对法，由于相对法所需数据获得难度较

大，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被评价产业均为有色金属工业的产业，文章选取产业产值利润率

来表示各个地区的有色金属工业竞争力的指数。这一个指标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反映出有色金属

工业整体的实力强弱，且简单可行。 

 

四、贵州有色金属产业集聚度与竞争力的衡量 

1.样本与数据 

文章通过贵州省与整个西部地区的有色金属产业集聚程度进行评价对比，西部地区指的是

西部大开发的 12 省，即贵州、广西、云南、四川、重庆、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青海

、内蒙古、新疆与西藏。考虑到重庆市作为直辖市没有可比性和西藏、宁夏的数据缺失，故选

择内蒙古、广西、陕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青海和新疆共九省作为西部整个地区，从

中研究贵州的集聚度与竞争力。根据我国国民经济的行业分类标准 GB/I4754-2002，将有色金

属产业分为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与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业两个产业。同时，考虑到数据资料

的可获得性，衡量年份为 2012 年，具体数据均来源于个省份的 2013 统计年鉴与 2013 年的中

国有色金属产业年鉴。 

2.贵州地区有色金属产业集聚度的衡量 

(1)贵州地区有色金属产业集聚的区位熵 

文章搜集了 2012 年西部九省的有色金属工业的企业数量与产业产量的数据(见表 1)，并

根据所搜集的统计数据，整理得出 2012 年西部九省的两大有色金属工业产业的企业数量区位

熵与产业产值区位熵(见表 2)，借此，以反映各个省份的这两个产业的区域集聚程度和经济集

聚程度。 



 

由表 2 可以得知，贵州省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的企业数量区位熵与产业产值区位熵明显小于

1，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企业数量区位熵与产业产值区位熵都大于 1。这就说明贵

州省的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的企业集聚情况不是很明显，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有明显

的集聚现象。从贵州省最近几年的统计数据来看，近十年来，贵州省的铝、黄金、钛等有色金

属的加工业发展迅速。2012 年贵州省规模以上有色金属工业总产值达到 388 亿元，是 2005 年

的 2.9 倍，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5.9%。 

另外，对比西部九省的各自的企业数量区位熵与产业产量区位熵：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的企业数量区位熵与产业产值区位熵均名列第一，这从侧面说明了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这一产业是贵州省的优势产业。根据贵州省《“十二五”有色金属工业发展规划》，到

2015 年，贵州省三大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初步建成，有色金属工业集聚效应必将彰显：一是贵

阳铝及铝加工基地，新增氧化铝生产能力 180 万吨、电解铝生产能力 80 万吨、铝加工生产能

力 45 万吨；二是遵义铝、钛生产加工基地，新增氧化铝生产能力 260 万吨、电解铝生产能力

80 万吨、铝加工生产能力 75 万吨，海绵钛、高钛铁和钛材深加工生产能力各 1 万吨，电子级

高纯钛生产能力 1000 吨；三是黔西南黄金基地，通过推进贞丰长田等黄金项目建设，黔西南

州黄金生产能力达到每年 15 吨。而由于贵州省的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的企业数量区位熵远低于

整个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这说明贵州省在提高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同时，还需要加

大扶持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的力度。再换一个角度来看，上述两个行业的所有地区的区位熵的值

均低于 2，也就是说，在贵州乃至整个西部地区还没有形成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加大投资发展

贵州省的有色金属工业将有助于提高行业的专业化水平，使得贵州在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占据

有利的地位，这也是贵州有色金属工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和目标。 

(2)贵州地区有色金属工业竞争力的衡量 

根据统计数据，文章又计算得出各个地区的 2012 年的有色金属工业的产值利润率，借以

反映这两大产业的竞争力程度(见表 3)。 



 

由表 3 可以看出，贵州省的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的产值利润率高于整个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

，位于第二位，是贵州的优势产业。但是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产值利润率在整个西部

九省内也是排到了第 2 位。但是有色金属冶炼以及压延加工业的产值利润率的 7.1%远低于有

色金属矿采选业的 16.53%。这表明贵州省的有色金属工业的加工成本偏高，这是制约贵州有

色金属工业发展的最大问题。 

(3)贵州有色金属工业集聚度与竞争力的对比测评 

产业的集聚分为空间集聚效应和经济集聚效应两种，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响，从而

可以提高区域竞争力。但是，它们之间并不总是同步进行，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关系

。迈克·波特在《簇群和新竞争经济学》中说：企业可能因为诸如技术间断、内部僵化、消费

者需求变化等外部威胁在企业集聚动态演化中失去竞争力；而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谈到

：企业集群过程中伴随的土地、资本以及劳动力等的价格上涨，会制约企业的发展壮大。综上

所述，空间集聚度达到一定程度，会产生集聚负效应，从而降低经济集聚效应和产业、区域竞

争力。为了更好地对比反映贵州省的有色金属工业的集聚度与工业竞争力，进而为贵州省的有

色金属工业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文章使用软件 SPSS 对两者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为了分析的

方便，下面文章将矿采选业与冶炼压延加工业整合在一起进行分析。用企业数量区位熵与产业

产量区位熵代表产业集聚度，用产业产值利润率代表工业竞争力进行阐述。 

令自变量 X 表示区位熵，因变量 Y 表示产值利润率，根据表 2 和表 3 可以分别得出有色金

属矿采选业与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两大产业的企业数量区位熵、产业产值区位熵与产业

产值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得出四个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x11 表示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的企业数量区位熵，x12 表示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的产业

产值区位熵，x21 表示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企业数量区位熵，x22 表示有色金属冶炼

及压延加工业的产业产值区位熵。 

以上四个方程表明：贵州有色金属的产业产值利润率与企业数量区位熵为负相关，与产业

产值区位熵为正相关。也就是说，随着产值区位熵的提高，产业产值利润率会逐渐升高。这就

表明，产业产值区位熵对产业竞争力有带动作用，而企业数量区位熵对产业竞争力有阻碍作用



。由此可以得出，增加有色金属工业的产业经济集聚度对提高贵州地区的有色金属工业的产业

效益和产业发展更有意义。 

 

五、结论与建议 

1.结论 

(1)贵州地区的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与冶炼压延及加工业的发展不均衡。根据表 2 和表 3 的

数据可以得到西部 9 个地区的有色金属工业的企业数量区位熵和产值区位熵的直观比较图(见

图 1)。从整个西部的角度来看，贵州有色金属的矿采选业与冶炼压延及加工业两大产业的实

力不均衡。其中，贵州地区的矿采选业的企业数量区位熵与产业产量区位熵都远远小于西部其

他地区，而冶炼压延及加工业的企业数量区位熵与产业产量区位熵则相较处于优势地位。由于

上下游的发展不均衡，导致了上、下游之间固有的互补性和网络性所带来的集聚效应难以充分

发挥，阻碍了贵州地区的有色金属工业的总体实力和进一步的发展。 

 

(2)贵州地区的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仍停留于企业“扎堆”的区域集聚，经济集聚不足。根

据图 2 可知，贵州地区的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的企业数量区位熵明显大于产业产量区位熵，这说

明产业仍停留于企业“扎堆”的区域集聚，经济集聚不足根据上文中得到的经济集聚对一个地

区的竞争力更有影响力的结论看来，有色金属工业的产业的竞争力依然不足，产业附加值难以

充分实现，在整个西部地区的竞争依然处于不利地位。 

此外，根据相关关系分析发现，产业产值区位熵与产值利润率呈正相关，而企业数量的区

位熵与值利润率没有明显的关系，这说明提高产业产值区位熵会带来产值利润率的增加，即产

业的经济集聚会带来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从图 3 发现，贵州的产业产值区位熵的不足，不仅影

响到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的竞争力的不足，还影响到了冶炼压延及加工业的产值利润率，因此推

动矿采选业的经济集聚势在必行。 



 

2.建议 

(1)做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与冶炼压延及加工业的产业平衡。实际上，有色金属产业的持

续发展源头在于上游资源充裕的基础上。然而贵州省有色金属工业发展不均衡，使得矿采选业

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甚至影响到了贵州整个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情况。因此，贵州要大力发

展有色金属经济，必须大力加强地质勘查工作，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地勘队伍，必须做好有

色金属产业的基础保障工作，加强上游采选业的发展，才能够促进采选业与冶炼压延及加工业

的产业平衡。当然，在加强上游采选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要兼顾下游加工业的进一步建设，拉

长有色金属工业产业链下游，均衡有色金属两大产业，形成交叉产业，以提高有色金属工业附

加值；并加强上、下游之间的有效联系，使得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与冶炼压延及加工业能有效地

降低成本，使产业产值利润率得到充分的发展。 

(2)提高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的经济集聚。贵州省要提高产业集聚度尤其是经济集聚度，以

便能更加有效地推动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具体办法有：首先，应加强协调管理，规范有色金属

产业发展，科学制定有色金属产业发展规划，引领产业升级等。第二，要充分利用贵州的主要



资源优势和现有色的金属工业优势基础，整合现有小中型企业，组建大型集团公司，避免出现

“小而全”分散型的有色金属矿业经济，力推民营矿业的整合，建造一批大中型骨干矿业企业

，不断提高矿业整体效益和产业竞争力。第三，在整合力量的同时，要加强产业布局建设，建

立有色金属矿业集中发展区。例如加快发展贵阳和遵义的铝及铝加工产业集聚，打造铝深加工

产业基地，推动建设煤电铝项目，打造遵义的钛及钛加工基地，在形成发展高质量、高质量的

海绵钛及钛合金板等产品的同时，积极扩展的钛产业链；推动黔西南、黔东南的产金基地，稳

健促进铅、锌、锑等其他有色金属平稳发展。鼓励大型企业通过区内并购等壮大规模，提高产

业集中度，从而达到降低成本以及降低市场竞争风险的目的。 

(3)提高有色金属产业核心竞争力。贵州省有色金属产业发展要走技术创新之路，要在坚

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同时，坚持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相结合，通过新技术的引进，迅速提高

有色金属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手段，促进技术进步，以提高有色金属产值利

润率。为此，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工作：首先，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

强化有色金属的技术研究平台建设，充分发挥政府、企业与高等院校之间的技术合作，共同开

展前言技术攻关，突破核心关键技术，为资源综合利用、有效开发、高效生产提供支撑，提高

贵州有色金属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第二，要大力加强财政对有色金属产业的科技投入力度，政

府要提高对高等院校的研发经费，加大对有色金属产业研发创新的资金投入，以突破核心技术

；激励矿产企业加大科研投入，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第三，要完善有色金属产业标准化

的建设，打造一批国家级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风险评估中心及重点实验室，并完善监督机

制，对标准化的实施进行及时的监督和反馈。 

(4)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推动有色金属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改变有色金属产业

结构不合理的现状，提高有色金属产业结构的综合性、配套性、协调性。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可

以采取如下的方法和举措：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布局，并且增加投资，扩大总量；推进企业重组

，对淘汰落后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增强企业的规模化发展；加强贵州省优势有色金属矿产资

源的开发力度：大力发展铝工业，力求发展氧化铝，做大电解铝；推动钛产业发展速度，发展

钛加工，扩大钛产能；继续大力发展黄金、钒等优势有色金属产业，并且提升产品档次等，从

而生产出多元化、特色化、品牌化产品，提高矿产资源的附加值。 

基金项目：广西区经委“广西矿业重金属污染现状及对矿业可持续发展影响的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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