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长江经济带的重庆制造业结构与竞争力研究1 

曾玖林，邓延平 

【摘要】: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背景下，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研究了2008－2012年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制造

业发展状况。分析了重庆制造业总体实力水平，提出了进一步提升重庆制造业竞争力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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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要把长江经济

带打造成为中国经济新支撑带。长江干流全长6300公里，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20%，横跨9省2市，2013年

经济总量占到全国GDP总量的45.62%，三类产业比值为9．1∶49．1∶41．8。重庆市是长江经济带上游核心城市与中国重要的现

代制造业基地。重庆市直辖以来，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8%，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近2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是全

市工业的主体，产出贡献率在全市工业中的份额达80%以上
［1］

。因此，在长江经济带建设如火如荼的时期，对重庆制造业产业结

构和竞争力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制造业结构与竞争力 

根据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制造业在2008－2012年工业生产总值，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进行计算，可以得出各省市制造业

增长总量、结构分量以及竞争力分量等结果。由于云南省2008年统计口径存在较大差异，运用2009年各行业产值和增长率计算

出其2008年各行业工业产值。 

偏离－份额分析法(Shift-ShareMethod，SSM)是研究特定时间范围和背景区域内区域经济变化动态过程的主要方法
［2］

。用

rij(t0)和rij(t)分别表示长江经济带第j省市在第i行业的基期和末期的产值量。 

Gj=Nj+Pj+Dj代表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从2008年到2012年制造业工业产值的增长总量。 

Nij为份额分量，表达式为Nij=rij(t0)［r(t)/r(t0)－1］，即长江经济带第j省市在第i行业依照长江经济带制造业总产值增

长速度应有的增加量。 

Pij为结构分量，表达式为Pij=rij(t0)［ri(t)/ri(t0)－r(t)/r(t0)］，即长江经济带第j省市在第i行业产值偏离长江经济带

第i行业产值平均增长的部分。 

Dij为竞争分量，表达式为Dij=rij(t0)［rij(t)/rij(t0)－ri(t)/ri(t0)］，即长江经济带第j省市在第i行业增加额分解的剩余

部分，除去经济增长和部门或产业结构变动因素之后的增加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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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省市历年统计年鉴计算获得表 1。从表 1 看出，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省市中，仅有上海、云南、浙江制造业的发展水平

低于 11省市平均值，占比为 3/11，重庆制造业发展水平位居第五，总偏离分量为 2859．94亿元，其中结构偏离分量为 579．06

亿元，排在第二位，竞争力偏离分量为 2280.88亿元，排在第六位。安徽、湖南、江西三省制造业发展水平远高于 11省市的均

值，总偏离分量分别为 8478．32亿元、7386．7亿元和 5562．54亿元。在总偏离分量为正的各省市中，只有江苏的结构偏离分

量为负值，并且其结构偏离分量是 11 省市中最低的，其余 7省市的结构分量和竞争力分量均为正值。 

 

二、制造业结构偏离状态比较分析 

对表 1中数据分析发现，2008年以来重庆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在长江经济带中居于中间位置，但其结构偏离分量排在第二位，

仅次于四川。主要原因是在重庆制造业结构中重、轻、化工业的地位远高于沿线其他省市制造业内部的同类行业。为了更为详

细地研究重庆制造业内部结构状况，针对重庆制造业总产值比重前 10位的行业与沿线其他省市同行业进行了对比分析。 

 



 

对表2中的数据分析:2012年重庆制造业产值比重前10位中，只有3个行业的比重高于10省市平均比重，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分别高出10省市平均比重21．6、5．91、0．23个百分点。这

说明以重工业著称的重庆，其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逐步转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行业。不难发现，明显低于10省市平均

比重的有7个行业，表明重庆制造业结构升级相对滞后。尤其重庆制造业产值比重前10位大多为重化工业，仅有的农副食品加工

业也低于平均比重0．6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重庆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比重在2000年为0．02，未进入

重庆制造业比重前10位行列
［4］

，到2012年比重达0．125，位居第2位。 

三、制造业竞争力偏离状态比较分析 

为了更加全面地说明重庆制造业内部各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计算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各行业竞争力偏离分量，并结合 2012

－2008 年各行业产值的比值分析其发展的具体情况
［5］

。制造业按照最新国家标准分类，仍将汽车制造业纳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将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纳入其他制造业进行计算，因此按照 29 个行业进行计算。另外，由于表格过大过长，表 3

只选取前 20个行业，按照同行业重庆比值由大到小的顺序编制。表 4按重庆各行业竞争力偏离分量递增的顺序排列。 

 

总的来看，在29个行业中，重庆制造业竞争力偏离为负的有6个行业，占6/29;按照2012年的数据计算，占制造业总产值比

重前10位的行业中，有2个竞争力偏离分量为负，但存在一个现象，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竞争力偏离分量最小，其总产值比重

最大。位于长江经济带下游中心城市上海，其制造业竞争力偏离为正的仅有2个行业，这两个行业均未在上海制造业总产值比重



 

前10位行业之中。处于长江经济带中游核心的湖北，其制造业竞争力偏离分量为正的有15个行业，其中有5个行业出现在湖北制

造业产值比重前10位中。 

下面结合在制造业总产值比重和竞争力偏离分量大小，将29个行业分类进行讨论: 

(1)重庆制造业产值比重前10位和竞争力偏 

离分量为负的最大前 10 位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两个行业。重庆这两个行业 2012 年分别是

2008 年的 1．91倍、1．4倍，其 2012 年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 30．33%和 4.02%。然而，在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中，湖南的这

两个行业 2012 年产值是 2008 年的 2．71 倍和 2．28 倍，在沿线 11 省市中增速最快，大约是重庆增速的两倍。在 11 省市中，

江苏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竞争力偏离分量值最大，分量值达 1228．55亿元。江西的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竞争力偏离分

量也是最大，其值为 717．84亿元。因此，可以发现重庆这两个行业与这 11省市同行业竞争力偏离分量最大值分别相差 1522．85

亿元和 857．8亿元。 

 



 

(2)重庆制造业竞争力偏离分量为负的行业。重庆制造业仅有6个行业的值为负，其2012年的产值与2008年的产值之比均未

排在前15位，在行业与总产值之比中排名也靠后。在长江经济带沿线其他省市中，这6个行业(从小到大)的竞争力偏离值最大的

省市分别为江苏、江西、湖南、四川、安徽、江苏，其值分别相差1522．85、857．8、1269．57、264．62、263．66、294．98

亿元，不难发现重庆的这6个行业的竞争力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另外，行业占总产值之比最大的省市分别为重庆、江西、湖南、

贵州、安徽、浙江，2012年与2008年产值之比最大的省市分别为湖南、湖南、湖南、湖南、浙江、四川。 

(3)重庆制造业竞争力偏离为正的行业。重庆共有23个行业的值为正，既是竞争力偏离为正的前10位又是行业占总产值比重

前10位的共有6个行业，这些行业是支撑重庆制造业向前发展的基石，竞争力偏离最强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其

产值达1355．47亿元，占制造业总产值的12．46%，位居第二，5年间工业总产值增长19．6倍，增长速度位居第二。但仍存在不

足的是，这6个行业中有2/3属于重工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耗能高，污染严重
［6］

。 

四、结论与建议 

重庆制造业中竞争力偏离分量较高的有 14个行业，其占制造业总产值的 78．67%。重庆在这 14个行业中的竞争力都强于浙

江，竞争力领先于其余省市(表 4 从左至右的顺序)的行业分别有 13 个、4 个、10 个、5 个、4 个、13 个、14 个、4 个、12 个、

12 个。重庆制造业多数行业的竞争力同安徽、四川、湖南、江西相比还相对滞后。另外，重庆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竞争力都较强，远超沿线大部分省市。 

 

重庆制造业的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以及成渝经济圈的规划。同20世纪90年代的格

局相比，如今重庆的制造业逐步转向以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值为主攻方向的发展道路。相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其他

省市，仍存在制造业增长总量不高，结构偏离分量过低，行业占制造业总产值比值与行业竞争力偏离分量不同步等问题。鉴于

此，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推动消费类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集聚。目前东部地区产业正在转型升级，诸如纺织、服装、食品

加工、轻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陆续向中西部转移。重庆的劳动力、土地、能源等生产要素供给充足，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条

件。 



 

第二，完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打造国家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重庆的电子信息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在各行业中居首

位，增长速度较快，产值占比也较高，在国家力推西部地区向西开放战略大通道大通关的构建中，加快核心技术研发和高端产

品生产，加快建设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完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第三，提档升级汽车产业，打造中国汽车名城。目前，重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竞争力水平位居末尾，而2012年汽车产业

产值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总值的66．03%，且汽车产业也是长江经济带的优势产业。因此，可以考虑长江经济带内区域错位发

展，以重庆现有龙头企业长安汽车为依托，大力研发、生产中高档汽车
［7］

。 

第四，延伸装备制造产业链，打造国家现代装备制造基地。重庆应立足原有产业基础，结合市场需产税改革试点经验，可

以采用房屋的评估价作为计税依据，对住宅和非住宅征收房产税
［6］

。这样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产权所有者的经济实力，体现税

收量能负担原则，实现税收公平。同时能够对房产投机者进行警示，闲置房产持有越多，价值越高，房产税税负越重，有利于

刺激投机者，使其将多余房产投放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另外，采用评估价作为计税依据，可将房价与地方政府收入、纳

税人负担相联系。在经济繁荣时，征收房产税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收入，完善地方公共设施建设;在经济衰退时，房产的计税基

础下降，纳税人房产税税负降低。可见，以评估价作为房产税计税依据对地方政府和纳税人来讲，可接受度都是比较高的。 

采用评估价作为计税依据，就必须确定评估机构。为了保证评估价值公平，地方政府可以委托中介机构进行房地产评估，

并在税务行政复议中增加对房产评估值复议相关的内容。当纳税人对其房产的评估价有异议，且有证据证明评估价不准确时，

可申请重新评估。 

(三)灵活确定税率 

目前中国房产税税率有两种:一种是按房产余值计征的，税率为1．2%;另一种是按房屋租金收入计征的，税率为12%。采用

固定的税率对房产税进行征收计算简单，易于操作，但存在房产税与地方财政需要脱节问题。房产坐落地不同，公共设施配套

不同，价值也就不同，其对地方财政的贡献度也应该不同。不同的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公共设施不同，其地方财政对

房产税的需求也就不同，经济繁荣地区需求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其房产税税率也就应该高于其他地区。所以，改革我国房产税

制，在税率方面，可以采用由中央规定一个房产税税率范围，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地税率的方式;或者在总结中国房产税试

点经验的基础上，对房产税适用累进税率。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有着显著差异，房价浮动范围较宽，因此可以确定房

价级距，对价值较低的房产适用较低的税率，对价值较高的房产适用较高的税率，既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又能发挥税收筹集

财政收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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