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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九大工业产业竞争力评价 

傅智能  贾慧英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湖北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中部地区占有绝对优势，起着引领中部工业崛起

的重要作用；纺织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产业的竞争力也比较突出，是湖北率先实现中部崛起的

支柱性产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综合竞争力排名第三，是湖北传统优势产

业。湖北今后对重要战略支点的建设，须更加重视科研技术和制度创新，全面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工业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区域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中部崛起的关键是区域工业的快速发展。和东部沿海相比，中部

地区工业的发展程度都不高，中部六省都在积极探索自己独特的工业化路子，湖北也提出了“工业兴，湖北兴，工业强，湖北

强”的响亮口号。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各地应重点发展各自优势产业，实行错位发展。本文将通过建立工业竞争力指标体系来

评价湖北九大工业产业在中部的竞争力，为湖北工业产业发展选择提供参考。 

一、区域工业产业竞争力的内涵 

区域产业竞争力是指在一国内部各区域之间的竞争中，特定区域的特定产业在市场上的表现或地位（即该区域产业所具有

的提供有效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本文将从四个方面来评价工业产业竞争力。 

第一，竞争实力，竞争实力是反映产业“要素供给”方面的实力，包括人力、财力、技术创新实力三个方面。评价人力的

指标主要有大学文化劳动者比重、技术工人素质、企业家素质；反映财力的指标有产值（规模）、总资产；评价技术创新实力

的指标主要有研究与开发经费强度、研究与开发人员强度。 

第二，竞争能力，包括市场化能力、资源转化能力、技术创新能力。评价市场化能力的主要指标有经济增长率、市场占有

率、显示性比较优势；资源转化能力是反映产业将资源转化为产品的效率和赢利能力，包括全员劳动生产率、总资产贡献率、

增加值率三个指标；技术创新能力是反映产业将技术转化为商品的能力，包括创新度（新产品产值率）、专利数比重两个指标。 

第三，竞争潜力，竞争潜力是指产业发展的潜在能力，主要指一国产业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包括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

反映比较优势的指标有资源秉赋、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 

第四，竞争活力，竞争活力是反映私人、外资、港澳台资本参与该产业发展的积极性指标。 

二、工业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指标筛选依据科学性、客观性、可获得性和可比性原则，据此选择以下四大类15 个分项指标来评价九大工业产业的竞争力。 

一是竞争实力方面，选取三个指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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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该区域本产业从业人数，反映了该地区该产业的人力资源优势； 

P2：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反映了该地区该产业的生产能力； 

P3：产业总资产，反映了该地区该产业的资本优势。 

二是竞争能力方面，主要包括市场化能力、资源转化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指标如下： 

P4：市场占有指数，市场占有指数= 该地区该产业的销售收入/ 该产业六省平均销售收入。该指数旨在衡量产业的市场竞

争力。该指标表明区域产业在区际市场竞争中所具有的实力地盘的大小，是体现产业市场扩张能力的重要指标。一般地，较高

的市场占有率标志着产业竞争力处于较佳的实现状态； 

P5：盈利指数，盈利指数= 该地区该产业利润总额与销售收入的比值/ 六省平均利润总额与平均销售收入的比值。该指标

反映了该产业的盈利竞争能力，值越大，表明该产业的盈利能力越强。若盈利指数大于1，则表明该地区本产业的盈利能力超过

中部平均水平；反之，则表明盈利能力不足； 

P6：规模指数，规模指数= 该地区该产业的产业增加值/该产业六省平均产业增加值。该指数用于衡量产业竞争力发展的基

础能力———产出能力。大于1，表示该地区该产业产出能力与六省平均水平相比具有优势。否则，不具备产出规模方面的优势； 

P7：全员劳动生产率，全员劳动生产率= 该地区该产业工业增加值／该地区该产业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该指标是考核

产业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是产业的生产技术水平、经营管理水平、职工技术熟练程度和劳动积极性的综合表现； 

P8：总资产贡献率，总资产贡献率（%）＝（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利息支出）／平均资产总额×100 %。该指标是反映企

业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评价和考核企业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它是企业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的集中体现。该指标用规模以上

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表示； 

P9：工业增加值率，工业增加值率= 工业增加值（现价）/ 工业总产出（现价）×100% 。工业增加值率的大小直接反映该

产业企业降低中间消耗的经济效益，反映投入产出的效果。工业增加值率越高，企业的附加值越高，盈利水平越高，投入产出

的效果越佳。增加值率是一个地区工业企业盈利能力和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其增加值率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

和效益水平； 

P10：成本费用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 利润总额/ 成本费用总额×100%。成本费用利润率指标表明每付出一元成本费用

可获得多少利润，体现了经营耗费所带来的经营成果。该项指标越高，利润就越大，反映企业的经济效益越好； 

P11：管理水平指数，管理水平指数= 营业收入/ 管理费用。管理费用是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为组织和管理生产经营活动而

发生的各项费用。该指标间接反映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值越大，表明该地区的经营环境越好，企业的管理创新能力越强； 

P12：产业技术进步指数= 该产业利润总额/ 其产业总资产。技术进步指数是产业开发、吸收和运用科学技术能力的重要体

现，是产业竞争力的动态方面。一般地，产业技术进步指数越大，则其竞争优势就越具有可持续性。 

三是竞争潜力方面，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P13：产业相对专业化系数，产业相对专业化系数= 该省该产业工业增加值/ 该区域工业增加值的总和*100%。该系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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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区域产业专业化程度。值越大，表明该产业的竞争力越强； 

P14：增长潜力指数，增长潜力指数=（2008 年的工业增加值/ 2006 年的工业增加值）^（1/ 3）- 1。通常产业具有较强

的竞争潜力会呈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反之，则增长速度缓慢甚至出现衰退的现象，因此产业的竞争潜力可通过增长潜力指数

来体现。该指数越大，表明该产业的竞争潜力越大。 

四是竞争活力方面，选取1 个指标： 

P15：国有企业单位数比重，国有企业单位数比重=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单位数/ 该地区该产业规模以上企业单位数。这是

反映产业竞争活力的重要指标。数值越小，表明该地区该产业发展越有活力；反之，则表明该产业缺乏活力。 

 

三、湖北九大工业产业竞争力综合评价分析 

根据上面构建的指标体系，对九大产业分别做因子分析，并对中部各省进行排名，分行业客观评价湖北工业产业的竞争力。

使用spss17.0 对原始指标数据作因子分析，选取特征根大于1 的主因子，所选取的主因子的累积贡献率在92%以上。用主因子

所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作为各主因子的权重来计算综合得分，根据综合得分进行排名。 

1、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设备制造业在中部地区占有绝对优势，成为湖北省工业发展的主攻目标 

作为湖北经济的主要增长部门，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业2008年实现工业总产值491.68 亿元，就业人数8.22 万人，其市场占

有率、规模指数、总资产贡献率、成本费用利润率等产业规模因子和产业效率因子指标均排在六省之首，且远远高于其他省份。 

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业具有能源消耗低，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等特点，该产业之所以能在湖北率先发展起来，一方面是因

为湖北最大的优势是科教优势，仅武汉就聚集了42 所高校和56 个国家级科研院所，科教资源指标在全国综合排名第5位，为这

一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高素质人力资源。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战略引导，湖北第一个提出要在武汉建设中国硅谷，目前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规模。东湖高新区，“中国光谷”已经成为我国光电子领域智力最密集的区域，在光通信领域已经拥有4 项

国际标准，光纤光缆的生产规模跃居全球第2 位，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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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是湖北的传统支柱行业。目前拥有总资产2742.03 亿元，2008 年工业总产值达2424.07 亿元， 从业

人数28.61 万人，人力、财力和生产能力都是河南的二倍，在中部遥遥领先。该产业增加值占湖北工业增加值总额的12.83%。

目前，湖北汽车产业已经形成重、中、轻、微、轿、专等多型谱、宽系列的产品格局，电动汽车研发也取得突破，混合动力汽

车进入产业化阶段。全省机械汽车工业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其中年产值过百亿元的企业有5 

家。形成了武汉、襄樊、十堰“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其中，在东风旗下神龙、东风本田和东风乘用车等车企带领下，武汉

已形成汽车产业集群。“车城”十堰是国内最大的商用车生产基地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专用车和零部件生产基地之一。襄樊汽

车产业近年也发展迅猛。据统计，2008 年底，襄樊汽车及零部件加工制造的企业有300 多家，过亿元企业达到30 家。 

但是，统计结果显示，湖北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呈现竞争活力不足、竞争潜力不强的态势。虽然本省汽车产业集群已经

形成了分工较为明确的上、中、下游产业和完整的自我配套加工体系，但是大部分的中间品和零部件从国外进口或在外地采购，

本地配套的比例很低。另外，市场活力没有调动起来，过多依靠政府的扶持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强劲的竞争力。 

2、纺织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综合竞争力在中部排名第二，河南的优势

更突出 

分析河南省食品工业的发展可以发现，一方面，河南是产粮大省，又是第一人口大省，在这里发展食品加工业有得天独厚

的条件：食品加工原料就地取材，成本较低；劳动力充足，适于发展劳动密集型的食品工业；地处中原，交通四通八达，市场

腹地优势明显。另一方面，双汇、白象、莲花、三全、思念等一大批著名食品品牌，把河南省托举成为全国最大的方便面加工

基地、调味品加工基地、肉类生产加工基地和速冻食品生产加工基地。河南的优势，湖北也具备，河南成功的经验，湖北可以

借鉴。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湖北的资源优势，借鉴河南的成功经验，发展壮大自己。另一方面，避开锋芒，独辟蹊径，创造新

的高附加值的增长点，与河南形成优势互补，共同实现中部崛起。湖北化工具有一定的规模优势和增长潜力，2008 年工业总产

值992.27 亿元（河南1421.07 亿元），工业增加值353.3 亿元（河南374.12 亿元），占湖北工业增加值总额的8.17%，工业增

加值率0.36（河南0.26）。但是，该产业对资源的利用率不高，总资产贡献率15.71%（河南22.97%），规模以上企业成本费用

利润率7.30%（河南10.06%）。湖北化工以基础无机化工为主，磷、盐化工在全国有一定优势，受能源与资源匮乏的制约，石油

化工、有机化工以及附加值较高的精细化工和化工新材料产业发展相对不足。可见，只有深化化工行业产品结构调整和产业升

级并将以重点行业为突破口，才能带动和促进整个行业稳步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 

3、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湖北省综合排名第三 

黑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是湖北重要经济支柱之一，产业分布主要在武汉、黄石、鄂州等区域。2008 年湖北省钢铁业的

增加值占工业总产值的9%，钢铁产业从业人员16.09 万人，产业总资产达1932.32 亿元，在中部六省中排名第一。但是由于产

业链和产业集群的缺乏、产品结构单一、深加工能力不足等大大削弱了该产业的竞争力。据统计，东风神龙汽车公司40%的零部

件供应商在上海、江苏和浙江一带；仅有30%的零部件采购来自武汉及周边城市。导致该产业的市场占有率、生产规模、行业劳

动生产率、资产贡献率等不及河南，各指标综合排名第三，处于中等水平。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但是不具有规模优势。2008 年工业总产值438.04 亿元（安徽1106.99 亿元，

江西550.06 亿元，河南783.63 亿元），市场占有率0.83 （安徽1.84，江西1.04，河南1.44），盈利指数3.34（河南2.34），

产业技术进步指数6.45（河南13.9，江西12.9，安徽9.42）。综合竞争力排在了安徽江西之后，占据第三。 

通用设备制造业的综合竞争力排在了河南、安徽之后，位居第三。虽然湖北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但是对外没有与其他相

关产业形成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对内又不具备很强的研发能力。因此，应着力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通过机制创新加快发展，提

升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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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湖北产业竞争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立足科教资源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将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作为区域发

展的战略重点。第二，延长产业链，积极促成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把生产某种产品的若干同类企业、

为这些企业配套的企业以及相关服务企业高密度地聚集在一起。一方面，要素聚集，选择性增多，为优化配套创造了条件；另

一方面，信息对称，交易费用低，盈利机会多，这些“便利”优势消化了包括运输成本在内的费用。第三，调整产业结构，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结合推进技术进步和加强企业管理，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在产品设计、原料获取、生产制

造、销售使用、废弃物处理等各个环节，努力符合环保法规和标准，推动湖北省产业发展模式从先污染后治理型向全过程预防

型转变。 

（注：本文系湖北省软科学研究专项项目“湖北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阻碍因素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0DEA024-1）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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