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 IO － SSM 方法的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主导产业选择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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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经济新常态下国家提出的重大战略。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综合经

济实力不平衡、产业趋同或无序竞争、区域创新资源聚集程度差异大，当前长江经济带产业分工中的核心问题是，

如何依据经济带各省市现有产业条件对其产业功能进行定位。本文运用IO － SSM 方法( 投入产出法、份额偏离法) 

等，梳理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主导产业，并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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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区域间协同发展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当前长江经济带已经成为继沿海大开放、西部大开

发、中部崛起、京津冀一体化后滞后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十八大以后，国家层面也先后出台了《依托长江建设中国经济新

支撑带指导意见》《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 2014 －2020 年) 》

等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顶层设计。长江经济带是规模大、密度高、活力强、影响广的内河流域经济带，国家级新区如上海浦东新

区、重庆两江新区、浙江舟山新区和四川天府新区大都布局在长江经济带范围内。经济带上、中、下游之间产业梯度和要素禀

赋差异较为显著，在国家城镇化战略布局的“两横三纵”格局中，长江经济带可发挥很好的“串联”作用，通过重大工程，可

将链接成渝经济区、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和基础设施，实现要素流动，进一步实现产业转移、升级和新型城镇

集聚发展，对于构建沿海与中西部相互支撑、良性互动的新棋局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对长江经济带不同省市间主导产业选择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未来产业发展建议。 

二、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产业的发展概况 

( 一)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产业特征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 GDP 增速较快，且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据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统计局网站数据分析，从 2005年至 2014 年

9 省 2 市十年的数据来看， 2005 年 GDP 为 80178. 2 亿元， 2014 年为 284643. 3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产值从 9296. 42 亿

元增长到 23798. 3 亿元，增长了 1. 56 倍，第二产业产值从 38577. 8 亿元增长到 133469. 5 亿元，增长了 2. 46 倍，第三

产业产值从 32304 亿元增长到 127375. 4 亿元，也增长了 2. 94 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速较快，明显高于第一产业的增速，

其中第三产业的增速最高。2014 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一、二、三产业在 GDP 中的占比分别为 8. 36%， 46. 89%和 44. 75%，长

江经济带的第三产业的比重持续增大，整体产业结构已经呈现出了“二三一”的格局并朝着“三二一”的结构变化( 详见图 1) 。

2005 － 2014 年，第一产业比重由 11. 59%下降到 8. 36%，第二产业比重由 48. 12%下降到了 46. 89%; 第三产业由 40. 29% 上

升到 44. 75%，长江经济带第一产业比重持续降低，第二产业呈现出波动性上升的态势，而第三产业发展态势良好，比重持续提

高。过去十年中，总体上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增速和比重均超过第一产业，“二三一”产

业格局明显，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正在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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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东部地区的产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长江下游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中上游又是中国

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加上长江黄金水道的运输成本优势，长江经济带“产业西进”的特征表现非常突出。中游和上游

地区受益于东部等地区的产业转移而出现了较快的增长， 2006 年之后开始超越下游地区。2006 年以前，要素流动呈现出向长

江下游的长三角城市群集聚的趋势，下游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上游和中游地区，分别为15. 9% 13. 4%和13. 3%。2006 年以来，

经济要素由下游向中上游转移的趋势比较明显， 2006 － 2012 年期间，下、中、上游地区经济增速分别为13. 9%， 18. 5% 和

18.0%，中游和上游经济增长速度己经显著高于下游地区。 

( 二)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产业发展的问题 

第一、经济带各省市产业趋同或无序竞争。由于目前暂缺乏统一的规划指导，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诸侯经济”式的发展

理念造成流域经济体本应具备的整体性、关联性不足，协调合作不畅，联动式发展遭遇行政壁垒，行政区域交界地带因壁垒梗

阻难成发展合力，形成“集体行动”困境，无序发展带来内耗制约沿江开放开发。从发展动力看，土地、政策、劳动力等要素

驱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模式受到极大挑战。 

第二、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综合经济实力不平衡。国家正在制定《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以期从宏观层面推进长江

经济带务实发展。长江经济带地域跨度大，区域间产业差距大，东部地区是经济带的经济重心，整体的经济态势呈现出由东向

西剃度递减，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征。在国家“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影响下略，中西部地区经济

得以推动发展，但是国家宏观战略需要中观层面的策略作为支撑，因此，各省市的主导产业选择显得尤为明显。 

第三、产业结构趋同情况、床戏能力不足等问题较为明显，企业创新能力参差不齐。一方面，在承接相关产业梯度转移、

产业同质化、产业资源争夺等方面存在着较强的竞争关系。另一方面，经济带内企业创新能力参差不齐。从国家高新区在长江

经济带的分布情况来看，截至2012 年底，在全国106 家国家高新区中，江苏省拥有的国家高新区数量最多、类型最为丰富，共

计10 家; 其次为湖南，拥有5 家; 最少的为重庆与贵州，各有1 家。从2012 年国家高新区创新资源聚集指标增长情况来看，

在长江经济带所覆盖的11 省市范围内，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与增加值的比例，东部地区为9. 3，中部地区为3. 4，而西部

地区为－23. 3; 各类研发机构数量上，东部地区为23. 8，中部地区为13. 0，西部地区为16. 1
［13］

。 

三、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主导产业选择实证分析 

( 一) 偏离份额分析法测算结果 



 

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选取了 2005 －2014 年十年间长江经济带 9 省 2 市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邮政业、

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经济增量，计算出 Gij、Nij、Pij、Dij、Tij，并由此遴选出各省市的主导产业，以

及分析出各个省市具有结构优势、份额优势、竞争优势等的产业。以下为各省市的计算及分析结果。 

 

 

( 二) 关键产业与潜导产业测算结果 

通过分别测算 9 省 2 市的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潜导产业系数，可以推断出以下结论: 上海的关键产业是工业，而具

有基础地位与发展潜力的产业分别是工业、批发零售业; 江苏省的关键产业工业，基础产业与潜导产业为工业、交通运输邮政

业、批发零售业与房地产业; 浙江省的关键产业为工业，潜导与基础产业分别是工业、建筑业、金融与房地产业; 安徽、江西、

湖北三省的关键产业均为工业，交通运输邮政业与房地产业成为安徽省的基础与潜导产业，江西省的基础产业与潜导产业分别

为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邮政业与住宿业，湖北省的这两种产业则分别是交通运输邮政业与住宿餐饮业; 湖南的基础产业为农

业、交通运输业，潜导产业是工业; 在西部省市中，重庆的金融业具有较强的潜在优势，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有较大的发展潜

能; 贵州与云南的关键产业为工业，在中，贵州的基础产业与潜导产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邮政业、住宿餐饮业与房

地产业，云南分别是农林牧渔业、住宿餐饮业与金融业。 



 

 

 

 



 

 

 

四、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产业发展建议 

区域均衡增长理论认为虽然在各个不同的区域间存在着要素禀赋、发展程度等不同的差异，但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

作用下生产要素实现自由流动，致使各要素收益平均化而达到各地区经济平衡增长的结果。要实现区域经济均衡，从产业发展

的角度，外部和内部的关系都需要协调处理好，如加大济带内农林牧渔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与金融业投资等投资效果好行

业的投资力度，将这些递增的报酬转化为行业规模报酬。结合前文分析，长江经济带11 省市间的主导产业、基础产业、潜导产

业呈现一定的差异和特点。各省市在具体产业发展中，同时也受到政策、环境、历史、竞争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结合文章实证

分析部分，提出以下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产业发展建议。 

( 一)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合理定位产业选择 

重视工业的发展。做好工业前文分析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差异较大，尤其是工业。工业

是九省二市中大部分省市的主导产业或者关键行业，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意义重大，长江经济带装备制造、石化化工、钢铁冶

金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的工业企业数量众多，不少地区存在产业同构现象，如上海、重庆、成都、南京、南昌、武汉等地

都选择将汽车工业作为其发展的重点产业。不同省市如何选择工业发展的侧重点，形成互补、协调的工业及其他产业的布局，

是经济带产业分工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 

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提升产业分工层次。根据英国古典经济学派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并不

是仅仅局限于生产技术的绝对差别，如果不同的国家生产技术存在相对差别，就会产生生产成本、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各国



 

不同产品比较优势不同，从而产生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可能，进而获得比较利益。从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不难看出，决定

国际贸易的基础是比较利益。长江经济带11 省市发展历史、基础条件、资源禀赋、产业选择各不相同，本文研究结果也很好的

印证了这一点。如上海市工业可成为其主导产业，但上海等东部经济发达的省份产业逐渐迈向高级化，可逐渐淘汰掉传统工业、

传统服务业，而在工业中继续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据统计，上海市2014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3453. 23 亿元，比2013 

年增长7. 4%，占上海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4. 7%。其中，制造业增加值1613. 23 亿元，增长6. 3%; 服务业增加值1840. 00 亿

元，增长8. 5%。全年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

业完成工业总产值8113. 34 亿元，比上年增长5. 5%。而前文分析中，湖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中西部省市可以将工

业作为主导产业、基础产业，在继续做大做工业领域比较优势部门，应该打破过往“诸侯经济”式的发展思维，结合自身的资

源禀赋，有序承接东部转移。据实证分析部分，各省市间基础产业、潜导产业在存在一定差异，对于各省市产业分工、产业承

接有利。对于农林牧渔业是基础产业的省市，应该充分利用好自身的资源优势。《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

导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带，除了防治污染外，对于农业可发展为主导产业、基础产业的贵州、湖北、

湖南、江西等省份，可发展绿色有机无公害蔬菜种植等，向东部省市输送。 

凸显长江经济带的“黄金水道”优势。交通运输业在经济带中有七个省份具有发展潜能与基础地位，从经济带各个省市的

发展规划中可以看出，加大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交通运输业是各个省市重点打造的行业，将交通运输业与物流业进行

有效整合。重视长江经济带的“黄金水道”优势，推动中西部地区尽快建成公路、铁路、航空、水运干线，组建水路运输系统、

陆路联运系统、航空运输系统等综合运输体系。根据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的发展现状，可以在武汉、重庆、四川等中西部地区

建设、完善以公路、铁路、水运为主要运输方式的物流集散中心，在各个中心通过自动控制技术、条码和二维码技术等新技术，

提升物流自动化水平。 

( 二) 尽快建立完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产业发展合作机制 

经济带流域范围极大，由中央相关部委来协调经济带各省市因跨区域而产生的利益冲突、重大合作协同等问题，例如能快

速解决公共物品供给、长期项目决策等问题，但是仅靠这种“由上自下”的模式易产生信息反馈不及时、权力寻租与资源整合

低效率等问题。与此形成比较的是，如果仅仅依靠经济带内各个省市之间“平行协调”，各省市之间会因地位平等而显得协调

组织灵活、区域自发组织和社会组织参与度高，同时也会产生协调机构的权威性不足、重大项目和公共物品提供效率低的问题。 

对此，应该尽快建立完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经济合作机制。国家应该尽快出台《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对

各个省市的主导产业、基础产业、潜导产业进行宏观指导。在国家设立长江经济带建设委员会，在发改委设立办公室，协调各

省市的产业与项目布局等，如对选择的相同的主导的省市，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指导，解决资源配置的“无形之手”与外部性、

垄断、公共产品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避免形成产业重复发展或者无序竞争。健全长江经济带咨询决策机构，确保各省市之间

科学高效的落实合作内容与制度。根据市场原则，建立和完善合作收益和成本分担补偿。建立和充分运用各项专项基金，重点

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落后地区产业转移对接倾斜。对规章制度进行不断的完善，避免甚至杜绝经济带各级政

府对经济合作的进行不恰当干预，以及合作组织机构偏离公平原则的权力运用行为。此外，建立“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产业协同

发展指数”，动态观测各个省市各产业、各部门的经济发展情况，及时解决资源错配等问题。 

( 三) 利用“互联网+”等积极推动传统产业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提出的“两只鸟论”，其中包括了对于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方式的坚决遏制，以及

对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新型业态和新型产业发展的支持，以期实现传统产业升级。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早在

2010 年，国务院就出台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并在决定中对于我国现阶段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征

进行了明确，提出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等培育和发展的

重点领域。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中，李克强提出了互联网+行动计划。根据国务院发改委今年提出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引领发展》报告，我国今年一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27 个重点行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39643. 7 亿元，同比增长11. 1%。

新型计算机产品、电子器件产品、视听设备、光纤光缆制造、生物化学农药及微生物农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新型

铁路运输设备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风能原动设备制造等9 个行业逆势加速增长。经济带各省市积极运用高新技术、

先进适用技术和信息技术，利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传统产业创新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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