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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偏移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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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以湖南省产业结构为研究对象, 对现在研究成果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 对产业结构竞争力的内涵进行了

界定, 建立了区域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偏离份额模型对湖南省现有产业进行了实证研究, 发现存在农业增长缓慢, 

基础不稳,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不明显等问题。提出了湖南省产业竞争力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湖南省；产业结构；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08)06 -0065 -04 

区域产业竞争优势可以通过区域产业竞争力反映。区域产业竞争力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区域产业结构竞争力, 即区域内各产

业所占总产值的比重及其相互间比例关系是否合理, 以及对区域竞争力所产生的影响;二是特定产业的竞争力, 即区域内各产

业自身具有的竞争力, 表现为特定产业产出品的市场开拓、市场占有和获利能力, 反映了该区域特定产业与其他区域相同产业

的竞争能力。区域产业结构及其产业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 决定了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状况。

因而, 客观分析区域产业结构及其优势, 对于认识和把握区域经济竞争力,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基于研究产业结构

及其优势对于湖南整体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以湖南省作为标准参照系, 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SSM)对湖南产业结构和竞争力

进行了实证分析。 

一、湖南产业结构竞争力模型设定与分析 

1 、湖南产业结构竞争力模型设定。 

根据偏离份额分析模型(S hif t-Sha re Metho d)的原理, 以一定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基准, 分别测算区域

经济按全国平均增长率可能形成的假定份额, 将这一假定份额与区域经济实际增长量进行比较, 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相对于全国

平均水平的偏离情况。于是, 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量可以分解成3 个分量, 即份额分量、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地区

经济增长出现的偏离(快于或慢于全国平均水平), 可以从产业结构因素和竞争力因素两个方面加以分析说明。如产业结构是否

由快速增长型产业构成, 可以解释地区经济增长偏离的结构份额;如果该地区产业结构与全国各产业增长同步, 这种偏离则要

用区域产业竞争力份额来解释, 竞争力份额包括了区位因素、生产率水平和管理水平等不能被细分的影响因素。 

湖南区域用e 表示, 全国用E 表示, 各时期基期均设为0 , 末期为t , 将区域经济划分为n 个部门, 用j 表示, 即以ej , 0 , 

ej, t(j =1 , 2 , 3), 分别代表湖南三次产业部门在基期和末期的产值, 以Ej, 0 ,Ej, t (j=1 , 2 , 3)分别代表全国三次产

业部门在基期和末期的产值。则湖南第j 产业部门在某时期基期至末期间变化率为rj =ej,t -ej , 0/ej,0(j =1 , 2 , 3), 全

国第j 产业部门在某时期基期至末期间变化率为R j =Ej,t –Ej,0/E j,0 (j=1 , 2 , 3)。以全国各产业部门所占份额将湖南

各产业部门的规模标准化为e′j=e0 -Ej , 0/E0(j =1 , 2 , 3)。将湖南某时期基期至末期间每个产业部门的增长量设为Gj ,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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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 t -ej , 0 。三个分量设为Nj =e′j ×Rj , Pj =(ej, 0 -e′j )×Rj , Dj =ej, 0 ×(rj -Rj), 则G j =Nj +Pj +Dj 。

其中Nj 表示份额分量, 指湖南第j 产业以全国该行业平均增长率增长时可以达到的增长量, Nj 为正值表示湖南第j 行业的实

际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反之结果相反。Pj 表示结构偏离分量, 指由湖南行业比重与全国各行业比重的差异所引起的湖南

某行业增长相对于全国标准而产生的偏离, Pj为正值表明湖南的产业结构优于全国的产业结构,Dj 表示竞争力分量, 指由于湖

南某产业增长速度与全国该产业增长速度差异而引起的偏离,Dj 为正值表明湖南产业竞争力强。 

笔者分别对湖南1995 年～ 2000 年, 2000 年～ 2004 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偏离份额分析和对比分析。由于资料所限, “十

五”资料计算到2004 年末。通过对比分析, 不仅可以形成偏离份额分析结论, 还可通过两组数据的对比来弥补偏离份额模型静

态分析的局限性。 

2 、数据处理与分析结果。 

从表1 和表2 的总增长数据分析, 可以看出湖南的各产业均处于发展态势。就总增长而言,1995 年～ 2000 年间, 湖南增

长的速度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比平均增长多完成19 %的增长(374 .74亿元)。2000 年～ 2004 年, 湖南比全国平均增长水平少

完成3 %的增长(35 .89 亿元)。从三大产业分别看, 在1995 年～ 2000 年间, 湖南第一产业产值低于全国第一产业产值平均增

长水平1 %, 第二产业产值超出全国第二产业平均增长水平10 %, 第三产业超出全国平均增长水平50 %;而在2000年～ 2004 年, 

湖南第一产业超出全国平均增长水平37 %, 第二产业低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21 %,第三产业超出全国平均增长水平25 %, 可以看

出, 在“ 十五” 期间, 湖南除第二、三产业的增长不如“九五”期间明显, 第一产业产值都有着明显的增长和提高。湖南产

业结构的逐步调整和优化通过产值增长得以体现。 

 

 

从增长的相对偏离情况来看, 湖南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其中具有竞争力优势的产业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增长规模过

小。具体表现为第二、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下降缓慢, 第二、三产业在三大产业中比重过低, 规模增长过慢, 对地区经

济增长的贡献没有充分发挥。下面分别从产业结构偏离和竞争偏离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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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结构偏离情况来看, 在“九五”期间, 湖南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分量为53 .70 亿元, 即第一产业的在产业结构中所

占比重稍高于全国第一产业的平均比重, 在“十五”期间湖南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分量为71 亿元, 湖南第一产业在三大产业中的

结构比重已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同时结构增长率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第一产业随经济的发展在产业结构中应呈现逐

步下降的趋势, 湖南第一产业的比重高居不下说明湖南的产业发展速度慢于全国平均水平。湖南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在“九

五”期间为-158 .67 亿元, 到“十五”期间, 结构偏离分量为-239 .70 亿元。这个负值是由于第二产业在整个产业格局中比

重过低造成的, 可见湖南经济在10 年中的增长来自工业部门规模扩张的部分很少, 相比全国平均的工业部门规模, 湖南的工

业没有达到其应有的规模。过小的工业部门限制了湖南地区本应更大的经济增长空间。正是由于第二产业的结构比重过低, 造

成湖南产业结构偏离分量为负值。就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偏离分量来看, 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分量一直为正, 但在表1 中结构

增长率与全国持平, 表2 中高于平均水平11 个百分点, 结构偏离增长量由-3 .68 亿元上升为97 .53 亿元, 可以说湖南第三产

业的结构比重10 年来一直在提高, 并且增速一直高于全国第三产业的增长水平, 但相比全国第三产业的平均发展规模, 湖南

第三产业规模也还是太小, 同时增长的加速度也在减小。 

从竞争偏离分量来分析, 湖南的产业竞争力分量在“九五”期间高于全国平均值483 .41 亿元,十五期间则高出30 .19 亿

元。这说明湖南的产业具有竞争力, 而且行业竞争优势开始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分析具体产业, 不难看出增长主要来

源于第一、三产业的竞争优势。对比“九五” 、“十五”期间可以看出, 湖南第一产业竞争力较强, 表现为产业竞争力分量由

负为正值。在表1中第一产业产值增长率低于全国水平1 %, 表2 中第一产业的产值增长率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7 %, 同时结合

在产业结构中分析的第一产业所占结构比重是增加的, 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可以说湖南第一产业运用的资源能带来较多的产

出, 对地区经济增长所作贡献开始上升。由于实际增长率是上升的, 因而湖南第一产业表现出具有行业竞争力, 行业竞争能力

增长率从表1 中的-1 %上升到表2 中37 %, 已经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湖南第二产业竞争偏离分量有明显的下降:在“九五”

期间湖南第二产业竞争力分量的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 %, “十五” 期间第二产业竞争分量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1 %, 

降低了13 亿元。可以说湖南经济增长缓慢主要来源于此。第三产业竞争力也有明显下降, 从表1 中竞争力偏离分量为50 %下降

到表2 中为25 %, 产业竞争力增长率从高于全国平均增长23 %到高于全国14 %, 带来226 .79 亿元的偏离增长量, 这说明第三

产业行业竞争力也在下降。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以来, 湖南各产业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 总体经济实力也有所提高。但是也应看到, 

湖南的产业结构仍存在一些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 才能推动湖南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 

二、提高湖南省产业结构竞争力的对策和建议 

在分析湖南产业结构竞争力之后, 在借鉴别国经验的基础上, 为湖南产业结构竞争力的提高提出的对策建议如下: 

1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实现产业布局合理化。从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趋势看, 第三产

业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也有其必然性。首先, 第三产业不仅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 还可以通过增强

为第一、二产业服务的功能, 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效益;其次, 产业中的金融、信息、咨询、法律等行业正是重中之重的“接口”

行业;最后, 第三产业行业多、门类广, 劳动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行业并存, 具有吸纳各类劳动力就业的独特优势和作用, 

是解决湖南省结构升级过程中劳动力转移问题的主要出路。从湖南省的第三产业的发展现状看, 不管从哪个角度分析都是明显

滞后的。因此,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服务网络, 不仅能创造更多的附加价值, 而且可以吸纳更多的剩

余劳动者,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和困难, 是符合湖南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一条必经道路。 

2 、提高投入要素的知识、技术含量, 增强产业竞争力。在产业要素投入中, 不仅要追求数量的充足, 更重要的是追求内

在质量的提高, 正如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不断追加科技投入, 迅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那样, 只有充分的科技

含量, 要素投入素质才会有较大提高, 生产率的提高才会有坚实的物质基础, 产业内部竞争实力的增强才会有发展的可能, 新

兴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以及对整个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在世界产业结构竞争中才能不被淘汰。因为众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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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未来的产业竞争, 是新技术产业的竞争, 谁拥有最先进的技术以及由此带动的产业部门, 谁就会拥有产业发展主动权和领

导权, 凭此占据广大市场, 赢得竞争胜利。因此, 湖南追加科技投入, 是提高要素投入质量, 提高产业部门生产效率, 提高产

业竞争力的巨大推动力。 

3 、建立开放型产业发展战略, 把引进跨国公司和港商合作, 作为产业发展战略的重点。我省的科研力量薄弱, 如果仅靠

我们自身的研究发展和制造能力, 在近期内难以实现产品升级换代, 因此必须融入国际化发展模式。湖南应接收跨国公司产业

转移, 发展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经济全球化角度考察, 结合湖南的具体省情, 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应是技术先进

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这种产业一方面有利于发挥湖南的比较优势, 另一方面, 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而其产品针对高成长的高

新技术产品配套, 有着较为稳定的销售前景, 不会对国内市场产生过多的挤占。可以说, 这是我省走向世界, 积极参与国际分

工的重大机遇, 也是湖南今后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与重点。 

4 、加快产业组织创新, 重塑产业优势。依靠资本运营推动企业重组, 将一些资产向名牌产品和优势企业集中, 通过产品

经营与资本经营相结合, 扩大经营规模, 提高经营效益。当前, 我省产业组织政策就是要着力培育区域产业链、产业群、实施

“强大活小” 。一方面, 要支持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尽快扩大规模, 增强其竞争力;另一方面, 要鼓励中小

企业在合适的领域发展, 鼓励中小企业为大企业配套, 以保持经济的活力和满足就业需求。 

5 、抓好产业链建设。要善于利用产业链进行招商引资。把订货会与招商有机结合起来, 吸引上游产品的供货商或下游产

品的购买商, 到相关产业集聚区的投资办厂。政府应该积极引导, 推动产业集聚区的发展。要制定相关的配套政策, 包括用地

政策、环保政策、税费政策等, 引导分散的企业逐步向产业集聚区集中。同时还要鼓励投资公司在产业集聚区内设立办事机构, 

这样既有利于改善产业集聚区的融资环境, 也有利于投资项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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