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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地区经济发展现状探讨 

—以产业结构为切入点 

焦云敏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经贸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本文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出发，对浙江三大产业进行了基尼系数及区位熵的计算等实证性分析，认为浙

江经济的腾飞与产业结构优化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以期为浙江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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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浙江在经济方面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及优越性。60 年来，其主要经济指标在

全国保持领先地位，并成为全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和最具活力的省份之一。2010 年，浙江经济再创新高，全省生产总值 2722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8%，全省人均 GDP52059 元，比上年增长 10.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361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14121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11745 亿元，分别增长 3.2%、12.3%和 12.1%。在对外贸易方面，进出口总额达到 2535 亿美元，比上年

增长 35%，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上年的 11.1%提高到 11.4%。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引来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其经济腾飞的原因

更是成为人们思考的重点。本文以浙江产业结构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三大产业及个别具体产业的分布特点和发展动态，来探求

浙江经济的发展动力。 

一、基尼系数法 

基尼系数，又称坚尼系数，是以劳伦茨曲线作为分析工具，来测定居民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同时也是判断居民内部

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中，笔者引用区位基尼系数来作为产业分布的定量分析方法，其计算方式如下：对于

样本地区的所有区位单元，计算每一个区位 GDP在全省 GDP中所占的比重 E，以及每一区位某产业的产值在全省该产业中的份额

e，然后根据两组的比率 e/E从小到大进行排列，分别计算出按顺序排列的 e的累计总和及 E的累计总和，然后使用交叉相乘法

得到区位基尼系数，其计算公式为： 

 

用基尼系数来测算产业结构的方法，可以从静态、动态两个方面进行判断。静态方面，按照基尼系数的设置标准，基尼系

数取值在 0 和 1 之间，数值越大表明产业集中程度越高，专业化优势越明显；数值越小，表明该地区产业分布越均衡，专业化

优势越小。动态方面，基尼系数的变动反映了产业分布的一种发展战略，当变动为负时，表明产业分布正趋于更深层次的均衡，

专业优势正在下降；当变动为零时，表明该产业采取的是平稳均衡发展战略；当变动幅度为正时，表明产业的发展正在向专业

化集中的方向发展，优势产业逐步形成。据此，本文按照浙江地区所划分的十一个市，综合计算了第一产业的区位基尼系数（见

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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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2可以看出，在第一产业结构方面，台州、湖州、舟山、衢州以及丽水等市 GDP所占的比重较大，相比较而言，杭

州和温州等地处弱势，另外，金华和绍兴市的第一产业格局有不断加强的趋势。整体来看，2004—2009 年，浙江地区第一产业

的基尼系数从 0.180上升到 0.184，虽然上升幅度较小，但仍能看出在产业结构方面，各地区根据自身不同的优势特点，向专业

化的趋势发展，通过转化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区域生产格局，以最终形成较为显著的优势产业集群。 

近几年来，浙江凭借规模化的专业市场在第一产业的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成就，如台州的水果罐头，湖州的竹制品、

笋罐头，舟山的水海产品，衢州的畜禽、食用菌生产和丽水的香菇、竹木制品等，这些地区通过集群化的专业生产，已经具备

极大程度的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这对优化产业分布，降低经营成本，增强抗风险能力，提高综合实力等方面，都起了推动作

用。此外，浙江第一产业稳中有升的持续发展为第二、第三产业提供了坚实的发展基础和雄厚的发展资源，进而促使着整个浙

江地区经济的发展。第二产业的区位基尼系数如表 3、表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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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浙江各地区第二产业的分布比较平稳，其中嘉兴市和绍兴市的工业产值在全省一直保持较高趋势，相反，在第

一产业中处于优势的舟山、丽水等地在第二产业方面表现出较低的水平。从 2004 至 2009 年间，浙江省第二产业的区位基尼系

数从 0.034上升至 0.039，这种愈加完善的产业集群，促进许多颇具规模的专业化市场的形成，发挥着巨大的聚集效应。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在三大产业中，浙江省第二、三产业在全省 GDP 中所占的比重逐步上升，其中第二产业比重

占绝对优势，已呈现明显的“二、三、一”结构模型，因此，能否发展并保持好第二产业对浙江整体经济的提升有着重大的影

响。由上表可知，在第二产业方面，浙江各个地区已经形成了较显著的规模化、专业化和市场化的产业集群，如温州鹿城区的

制鞋、服装、眼睛、打火机，瓯海的泵阀、阀门，柳市的低压电器，苍南金乡的标牌、包装，钱库的印刷，萧山的轴承、冥币，

上虞嵩夏的制伞，嘉善的木条，分水的制笔，永康的小五金，海宁的皮革，奉化的塑胶，嵊州的领带，安吉的转椅等等，众多

颇具地方特色的块状经济，已经成为浙江优势产业和区域经济的主要支撑，为全省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在推动浙江

由一个“资源小省”转变为“经济大省”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从表 5、表 6可知，2004--2009年，浙江省第三产业区位基尼系数从 0.041上升到 0.048，其杭州、温州等地第三产业 GDP

所占比重较大。据统计，2009年，杭州三大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190.25亿元、2434.89亿元和 2473.52亿元，三大产业结构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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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3.7：50.0：46.3调整为 3.7：47.8：48.5；温州三大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80.31亿元、1314.24亿元和 1132.79亿元，三大

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3.1：53.3：43.6调整为 3.2：52.0：44.8。目前，杭州已基本形成了以汽车销售服务业、房地产业、商贸服

务业、仓储物流业、专业市场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发展格局，温州已基本形成了以旅游业、餐饮业、零售业、邮电业为主体的第

三产业发展格局。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在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已呈现出迅速崛起、后来居上的发展态势。一方面，随着经济的

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各个国家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都在增大；另一方面，经济越发达，居民越富裕的国家，其第三产业的比重

往往就越高。据统计，自 2005年以来，浙江第三产业的增加值跃居全国第四位，至今仍保持较高的增长。全省的经济结构已开

始从“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第三产业的集中优势对产业的快速发展，经济结构方式的转变，城市形象品味的

提升等方面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极大带动了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并最终促使着整个浙江地区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各个地区在不同的产业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优势。第一产业的地区专业化较为显著，相比较而言，第二产业

与第三产业分布比较均衡。总体来看，浙江省三大产业的区位基尼系数都有平稳的上升趋势，这说明浙江省各产业的分布均保

持着逐步的集中趋势，专业化分工逐步显露，这种愈加明显的专业化分工在提高生产效率、节约劳动资源及加强合作往来等方

面都显示出了极大的优越性，提升着浙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二、区位熵法 

由于区位基尼系数只能用来衡量各行业大类的地理集中度，但是对特定地域特定行业在整个地域中的发展状态不能做出很

好的判断，或者说，区位基尼系数只是从广度上来分析整个浙江地区的产业分布状态，但在深度上不能对此做出具体分析。因

此笔者选用区位熵法来分析某产业具体的地方专业化程度，从而进一步反映该地区优势产业的发展水平。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eI为某地区某产业的产值，eT为该地区的总产值，EI全国某产业的产值，ET全国的总产值。按照区位熵的衡量标准，

当 L＞1时，说明该产业在该地区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专业化分工比较明显，并显示出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当 L=1时，说明该

产业在该地区处于均衡状态；当 L＜1时，说明该产业在该地区的专业化程度不高，尚未形成优势产业。据此，本文同样首先算

取了浙江各市三大产业的区位熵，如表 7所示。 

由表 7分析可知，首先就杭州、温州地区而言，无论是 2004还是 2009年，其二、三产业的区位熵都大于 1，显示出较大的

优越性，而第一产业相比略显不足，五年期间，第一、第二产业的区位熵都在下降，而第三产业的区位熵仍保持上升趋势，其

发展重点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其次，宁波、嘉兴、湖州、绍兴和金华、台州地区，第二产业的区位熵均大于 1，第三产业略小

于 1，第一产业更次之，另外，第三产业的区位熵保持着上升趋势，而第二、第一产业变化不太显著，这说明在这些地区的发展

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同时第三产业在稳步发展。再次，舟山、衢州及丽水地区，其第一产业的区位熵明显大于 1，成为这些地

区发展的主要产业；第二产业区位熵也略大于 1，仍具有一定的产业优势，并保持着上升趋势；第三产业虽不达到 1，但是都逐

渐在向 1 接近，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此处对三大产业区位熵的探讨进一步印证了上述用基

尼系数法所分析的三大产业的发展现状。 

鉴于宁波服装产业近几年保持着较高速度的发展，逐步呈现出块状经济的特色，并且是宁波优势产业和区域经济的主要支

柱，因此，本文选取宁波服装产业作为代表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据此，选取相关数据，对宁波服装产业 1995-2008 年的区位

熵进行换算。在本文的计算中，以 1995年为基期，对所需的相关数据都做了处理，即消除各产值价格因素的影响，以使最终计

算结果更加真实，具体数据如表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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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8 可知，1995—2008 年，宁波市服装产业的区位熵均大于 1，按照其衡量标准，宁波服装产业的集中程度一直保持着

非常明显的状态，其专业化程度较高，这种显著的产业优势，不仅直接促使着服装产业的发展，并且对纺织、印染、针织、丝

绸及机械器材等在内的整个产业链的发展都起着很大的带动作用。由此可知，产业的集中优势以及专业化程度对本产业甚至相

关产业的发展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宁波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专业化的市场，促进着浙江整体经济的发展。同样，绍兴的

纺织，萧山的汽配，温岭的的制鞋，海宁的皮革以及永康的五金等均是靠着这种专业化的市场提升着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 

由以上分析可知，浙江各个地区均是凭借产业上的专业化集中优势来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不同的地区在不同产

业上的集中状态不同，但归结而言各产业的集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规律性。第一，产业的集中具有一定的内生性。一般而言，产

业的集中应由当地自身所具有的特点来定，与本地的产业历史、传统文化和资源禀赋密切相关。比如嵊州气候温湿，水质清澈

温软，广大农村种桑养蚕，丝绸纺织传统产业兴隆，为嵊州领带制造业提供良好条件，逐步发展成为闻名国内外的集群性特色

产业。第二，产业的集中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如台州的产业集群不是单个行业的企业集群，而是产业之间具有很强关联性的真

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其模具行业对塑料行业具有直接的支持作用，对汽车摩托车、缝制设备、家用电器的塑料配件生产具有

很大的支撑作用。第三，产业集中具有一定的升级性。改革开放以来，台州走过了持续的产业升级历程，工业产值比重最高的

行业从食品饮料业转到服装皮革业再到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支柱行业的结构不断优化，产业升级的成效相当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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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通过对浙江各地区三大产业的区位基尼系数及宁波服装产业 14年区位熵的发展动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在产业分布方面，浙江各个地区都已形成了不同特定的产业优势。第一产业主要集中在丽水、衢州及舟山地区，第

二产业主要集中在宁波、嘉兴、湖州、绍兴和金华、台州地区，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杭州和温州地区。各地区根据自身所具有

的特点，充分利用特有资源，优选了一个有带动效应、有扩散潜力及发展潜力的产业作为核心产业，由其主导来形成一个产业

集群，达成规模效应，从而进一步形成了区域产业优势，这对整体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效应。 

其次，在产业调整方面，浙江各个地区注重发展自身的优势产业，并兼顾发展潜力产业。2004—2009 年，丽水、衢州及舟

山地区把第一产业作为自身的核心产业，其专业化优势比较显著，但在近年的发展中，主要向第二、三产业的方向发展；宁波、

嘉兴、湖州、绍兴和金华、台州地区把第二产业作为自身的优势产业，五年的发展期间，这些地区第一、二产业保持着平稳的

发展，但在第三产业方面显示出比较大的发展动力；杭州、温州地区的发展主要以第二、三产业为主，近些年间，第二产业的

发展势头略显下降，而第三产业表现着持续较高的发展水平。地区间的产业调整在使各地区在持续发展优势产业的同时，加强

对相关产业及潜力产业的发展，并且及时顺应市场的变化，使各产业间保持协调发展，从而获得最大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 

再次，在产业集中方面，本文以宁波服装产业作为进一步的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局部地区特定产业的集中水平，一窥全豹

来反映浙江整体经济的发展动力。14 年期间，宁波服装产业的区位熵远大于其衡量标准线，已经形成较强的专业化分工局面。

这种专业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促使整个地区甚至其他产业的发展。在以后的发展中，应该保持好并发展好这种优势，拉动相关产

业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强经济辐射，扩大优势效应，实现经济扩张，逐步带动整个地区的协调发展。 

综上所述，产业分布是否合理、产业调整是否协调以及产业集中是否显著等，都极大影响着各个产业及整个地区的发展。

浙江地区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对产业结构进行不断的优化和升级，在努力形成主导产业的同时，适时进行产业转换，发展潜

力产业，带动相关产业，最终促进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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