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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优势产业是指在经济发展中具有较强市场竞争优势、获取附加值能力强、资本

积累能力强、对本地区经济具有较强影响力且可以持续发展的产业，重点布局和发展特色优

势产业是欠发达地区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武陵山片区产业经济系统变迁的基

础上，对武陵山片区优势产业的确立及发展现状进行了考察，并以武陵山片区的张家界市为

例，运用系统动力模型对优势产业自我发展的机理和路径进行了模拟和仿真，最后对武陵山

片区优势产业的发展给出了政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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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产业是指在经济发展中具有较强市场竞争优势、获取附加值能力强、资本积累能力强、对本

地区经济具有较强影响力且可以持续发展的产业。发展地区优势产业是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客观

规律，武陵山片区的经济发展无论是从产业的结构水平还是经济总量来看都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为尽快减少差距，迫切需要武陵山片区加快发展具有地区特色的优势产业，促进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

和经济优势转化，这不仅有利于武陵山片区区域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武陵山连片贫闲区贫困人口的

脱贫致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本文在对武陵山片区优势产业的确立及发展现状考察的基础

上，采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武陵山片区张家界市旅游业自我发展进行模拟与仿真，为武陵山片区优势

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理论上的指引。

一、文献综述

区域优势产业的重要性一直都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其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比较优势理论

和竞争优势理论。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杨宗岳通过考察资源优势对陕西省的优势产业进行了分析;魏益华认为区域优

势产业属于资源配置范畴，应该立足于区域资源，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西部地区

优势产业的培育和创新的思路;宋德勇和熊思敏以山西的煤炭业为例讨论了中部地区优势产业的培育;



陈永忠等认为优势产业是在一个地区或行业的经济中有较大比重的产业，并具有相对的资源优势和一

定的生产规模，是经济发展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一种或几种产业(行业）的组合，并对如何培育地方优势

产业进行了讨论;赵君和蔡翔构建了一个优势产业的评价模型，对广西制造业的优势产业进行了选择和

评价，认为广西制造业的优势产业需要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方面的优势，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刘颖琦等针对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自然资源丰富、民族众多的特点构筑了优势产

业发展的测评体系;刘玫等认为，发展基于区域现实优势和潜在优势的优势产业，能够更加充分发挥地

区独特的优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避免区域内和区域间的产业结构趋同，更好地促进地区的产业结

构调整和发展，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讨论了中部地区工业行业中的优势产业。

基于竞争优势理论，王缉慈认为地方竞争优势除了来自于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外，还来自于基于“

规模效益递增”的产业集聚，并通过实际的案例分析了在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企业集群时应注意的问

题;盖文启和朱平晨从柔性集聚体(flexible production agglomeration)理论出发，分析了产业柔性

集聚与区域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认为产业在空间范围内的柔性集聚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外部经济获

得、创新功能增强等种主要的途径，提升集聚区域的竞争力，刘恒江和陈继样则从产业集群动力机制

出发，分析了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内源动力和外源动力，并提出了有利于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新模式

。范剑勇利用制造业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地区专业化和产业集中率的变化情况，发现自改革以来中国

地区间的专业化水平和市场一体化水平己有提高，产业布局发生了根本改变，但仍处于“产业高集聚

、地区低专业化”的状况。

也有很多学者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并非对立或相互替代的关系，它们只是着眼点

、侧重点和涉及范围的不同而已。蔡宁和吴结兵将基于资源的企业理论与“结构一行为一绩效”(SCP)

分析框架相结合来解释集群所带来的竞，优势，认为集群作为一种中间组织形式构成了新的竞争单位

，其竞争优势来源于资源禀赋及集群对于资源的整合能力;林毅夫和李永军认为竞争优势的建立离不开

比较优势，只有充分依靠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够建立竞争优势，最大限度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

这些文献对优势产业及其竞争力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仅从理论上探讨了优势产

业的选择和培养，也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优势产业的发展。然而，在诸多的文献中，针对武陵山连片

特困区优势产业的选择和发展的研究几乎为空白。本文将在考察武陵山片区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对武

陵山片区的优势产业的确立及发展进行探讨，并以武陵山片区的张家界市为例，运用系统动力模型对

优势产业自我发展的机理和路径进行模拟和仿真，进而对武陵山片区优势产业的发展给出政策性建议

，为武陵山片区优势产业的发展从理论和实践上提供指导。

二、武陵山片区特色优势产业的选择及发展现状

优势产业的选择一般需要进行深入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学者们尝试了不同的方法如指标法、专家

评定法、主成分分析法、DEA 法、聚类分析法等等。在此，我们依据武陵山片区的资源优势、区位特点

、产业基础以及各产业增加值、总收入占地区 GDP 的比重，和各产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等指标，



可得出武陵山片区的优势产业主要有优质矿产资源及其加工产业、旅游及民族文化产业、特色农牧产

品及其加工业等。

(一）优质矿产资源及其加工业的发展现状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武陵山片区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目前发现的矿藏资源包括

锰、钒、锑、汞、铁、铝、镍、钼、铅、锌等多种矿产，其储量店全国前列。地处黔、湘、渝边区结

合部的松桃自治县、湖南省花垣县、重庆市秀山自治县境内的锰矿，储藏量达到 0.9 亿吨，是我国锰

储藏量 M 为集中的地区，号称“锰三角”。另外，铜仁和湘西州境内还分布着我国特有的大型钒矿带

。

武陵山片区丰富的矿产资源使得区域内的铜仁、湘西州以及渝东南等均将矿产业作为自己的优势

产业来大力发展。以湘西州为例，目前已发现 63 种矿产，500 多处矿产地，有 18 个矿种己探明资源量

。其中花垣民乐锰矿、风凰茶田汞矿探明资源量全国排行第二，居湖南省内首位。而花垣渔塘铅锌矿

带是湖南咨最具资源潜力的铅锌矿带之一；此外还行纵贯全州的、我国特有的大型黑色岩系钒矿带、

石煤矿带、磷矿带和省内仅产于湘西州的铝土矿，以及非金属矿、饰面大理石、含钾页岩等。2011 年

，湘西自治州铽矿石成品矿达 201.5 万吨，电解锰产量 59.4 万吨，锌产量达 23.2 万吨，锰锌铝等矿

产业实现增加值 74.5 亿元，A 全州丁业增加值的 58.9%，已成为了湘西州的支柱产业。

近年来，武陵山片区以“锰三角”为 1 点，在大力推进矿区整合的同时，加快了萌点矿区的技改

进度，逐步淘汰落后产能，不断做大做强矿产业，推进片区矿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日益成熟的采选冶

炼加 T 技术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将推动武陵山片区矿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成为武陵山片区富有成长性的

优势产业。

(二）旅游及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

武陵山片区旅游资源异常丰富，主要可分为自然旅游资源、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少数民族文化旅

游资源等。其中自然旅游资源拥有武隆(位于渝东南)、武陵源(位于湖南张家界)、莨山(位于湖南邵阳)

等 3 处卅界级自然遗产以及天门山、石柱黄水、梵净山、乌江画廊等 40 多处国家级资源区；历史文化

旅游资源拥行凤凰古城、洪江古城、芷江和平城、龙潭古镇等多处国家级、省级资源；少数民族文化

旅游资源包括怀化大湘西文化、通道侗族文化、风凰苗族文化等多处闽家或省级保护的文化资源。丰

富的旅游资源使得旅游业自然成为了武陵山片区的优势产业之一。表 1 显示了 2014 年武陵山片区内部

分地区旅游业发展的状况。



近年来，在以张家界为旅游龙头的带动下，武陵山片区立足于本地特色旅游资源，以市场为导向

、以概念为引领，在政府的主导下大力推进旅游产品的促销，加快构筑战略性旅游支柱产业体系，并

与周边区域联动建立和完善了各景区形象标识系统，强化了旅游品牌塑造和旅游基础配袞的完善，不

断推动着武陵山片区旅游业的发展，使其成为地区战略性支柱产业。

(三）特色农牧产品及其加工业

武陵山片区独特的气候、土壤和丰富的农牧资源，为发展特色农牧业及农牧产品加工提供了良好

的基础。从片区内特色农牧业及农牧产品加工业的工业增加值所占比東和特色农牧业及其加工业的利

润份额来看，武陵山片区的特色农牧业主要包括：以渝东南区、恩施、怀化、铜仁等为主的油茶种植

基地；以渝东南区、湘西州、安化等为主的高山茶和富硒茶基地以及石阡苔茶、江口藤茶、正安白茶

、余庆苦丁茶、安化黑茶等特色茶基地；以渝东南区、恩施、张家界、铜仁等为主的优质烤烟基地；

其他还包括遍布武陵山片区的特色中药材基地、绿色生态牛羊生猪等肉类基地、绿色生态特色水果蔬

菜基地等等。

发展特色农业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有效举措。近年来，武陵山片区的各级政府立足区域特点和

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地方特色农业，形成了推动本地农业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以湘西州为例，近年

来湘西州围绕着猕猴桃、茶叶、烟叶、蔬菜、百合、畜牧养殖等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到 2014 年已形成

特色农产业基地达 240 万封，产值近 60 亿元，州级以上农业经营龙头企业 127 家，不断加大农产品品

牌创建力度，16 个农产品获国家绿色产品认证，68 个品种获国家无公害农产品认证，4 个农产品品牌

获中国驰名商标，31 个农产品品牌获湖南省著名商标，8 个为湖南省名牌产品，在增强特色农产品市

场竞争优势的同时，也提高了农民的收入，特色农牧业己经成为湘西州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三、基于系统动力模型的优势产业自我发展——以张家界旅游产业为例



优势产业是区域经济系统中的-部分，一方面，优势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和区

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有利于区域产业经济系统优化与升级，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地区经济

可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优势产业的自我发展亦离不开地区产业经济系统的支撑，其自我发展属

于本地经济系统演变的一部分，其发展会受到本地产仆经济系统的制约。因此，分析武陵山片区优势

产业的自我发展必须从系统的角度去考虑，全面考虑系统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机理，系统动力学方法

无疑是分析这类问题最适宜方法之一。

(一）模型的建立

1.糢型的假设条件

假设 1:整个张家界地区产业经济系统的发展不受区域外其他因素的影响。模型主要分析张家界地

区身的就业结构、投资结构、优势资源对张家界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地区产业经济系统的影响。虽然旅

游业是外向性很强的产业，受外界经济环境影响很大，但其自身发展所依赖的资本与劳动力的投入主

要还是依靠本地来提供，因此模型中忽略外来资本以及劳动力流入等因素对张家界市产业经济系统的

影响。



2.糢型主要变量及流图

在设计模型时，我们将张家界地区的产业经济系统视为一个整体，系统中的各个产业作为子系统

。根据研究的需要，我们选择了整个产业经济系统中的农业、工业和旅游业等三个产业作为模拟和仿

真的研究对象。在对整个系统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我们选取了如下一些变量，其含义及数据选用

如表 2 所示，代表张家界旅游业发展及产业经济系统的流图则如图 1 所示，其中虚线框内代表张家界

旅游业，两边分别为农业及工业。

3.所用主要方程

借鉴现有文献的做法，我们由各产业的生产函数导出了增长方程，其中：



(二）模型的检验

为检验模型的仿真效果，我们按照所选用的三个产业对张家界市 1989—2014 年经济系统进行了模

拟仿真考察，我们假定农业的规模效应不变，工业和旅游业两个产业具有规模递增效应。劳动力数量

在农业、工业及旅游业的分布基本保持为 65%:10%:25%;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 GDP 总量 20%，在三个产

业中的分配大致为 2%:10%:8%;优势资源的开发速度根据森林覆盖率的变动量选为 2.5%。将上述变量带

入模型，对 1989—2009 年张家界三个产业所组成的经济系统的演进情况进行仿真，与实际结果比较如

图 2 所示。



其中，图 2(a)为 1989—2014 年张家界市农业、工业和旅游业三个产业产值的真实变化情况，（b)



则为利用模型对三个产业自我发展状况的仿真。从两图的比较来看，张家界市三个产业自我发展状况

的仿真与真实趋势基本一致。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张家界市由于大力发展旅游业，以旅游为整个地区

产业经济系统发展的龙头，旅游业的总收入持续上升，并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出现快速上扬的态势；农

业和工业的发展较为平缓，其中工业产值直到新世纪以后才首次超过农业产值。由此可以看出，张家

界产业经济系统的发展与其他地区以及我国产业经济系统的演变有着不一样的特征，张家界产业结构

的升级完全是由旅游业的带动来完成的，而其他地区产业结构的演变却足通过丁业化的带动来完成的

。可以说，张家界产业经济系统的演变具有自身独有的特征。从阁中还可以看出，旅游业的真实产值

在图中波动较大，而模拟值却相对比较平滑，这主要是由于旅游业是外向性很强的产业，受外界经济

环境因素千扰比较人，而我们在建模时忽略了外界的影响因素，因此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图 2(c)显示了模型所模拟的张家界市农业、工业和旅游业三个产业的总产值与实际的总产值(来统

计年鉴的数据)之间的比较。从图中可以看到两者之闽的差异较小，其中 1989—2003 年间的趋势变化

几乎重叠在一起，2004—2013 年间两曲线间的吻合度稍有下降，主要反映在 2004—2013 年模拟值偏低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张家界市经济系统的外部因素对这三个产业的影响所造成的。但总体差异较小，

两者变化趋势苺本是一致的，模型的仿真效果很好，模型所校拟的结果还是可倍的，达到了模型建、

的预期目标，模型较为真实地校拟了张家界市农业、工业和旅游业所构成的产业经济系统的自我发展

状况，模型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三）模型仿真结果分析

1.各参数的作用及影响

我们分别通过改变模型中污染对优势旅游资源的损耗率、优势资源的开发速度以及代表旅游创新

能力的技术水甲，对张家界旅游业及其产业经济系统进行了模拟仿真，结果表明：

第一，环境污染损耗率的增加会导致优势旅游业收入增速的大幅减少。从仿真结果来看，在増加

环境污染的损耗率之后，张家界市的农业、工业及旅游业依然呈现出上升的态势，但随着环境污染对

优势旅游资源损耗的加剧，旅游业总收入的增长幅度会大幅减少。污染损耗率每增加 1 个百分点，旅

游收入年平均增速会下降 2.14%〜5.68%。农业和工业的增长幅度也相应下降，但幅度和旅游业相比不

是很大。这表明，环境污染对优势资源的损耗将大幅影响优势产业自身的发展，进而降低整个地区产

业的 A 我发展及结构优化的进程。

第二，旅游产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会导致旅游业收入增速的相应增加。从仿真的结果来看，提高旅

游行业的技术进步率，会导致张家界旅游业收入的进一步提高。技术进步率每增加一个等级，旅游收

入的年平均增速会增加 3.84%〜5.31%，从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和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科学技术的

提高，尤其是借助信息时代的网络技术，将旅游业和互联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运用“互联网+”技术

，不仅会给旅游信息的发布、网络营销技术的应用带来全新模式，而且也会给旅游企业的组织管理模

式带来深刻变化。这不仅会大幅降低旅游资源的推介费用，也会促进旅游产业自身的创新，提升其竞



争力。

第三，优势资源开发速度的提卨对张家界旅游业发展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从仿真的结果来看，

提高优势资源的开发速度，会导致张家界旅游业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同样也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加快地区产业经济结构的转变。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优势旅游资源的幵发并不是无止境的，优势旅

游资源的幵发和利用具有一定的上限，因此，为高效利用优势旅游资源，我们应注意将优势旅游资源

勹其他资源有机结合在一起，将独特的旅游资源与生态环境、历史民族文化结合起来，拓展生态旅游

、红色旅游、民族文化旅游、探险旅游等，将优势旅游资源的效益最大化。

2.张家界旅游业发展的路径仿真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张家界旅游业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发展期，旅游收入得到了大幅提高，到 2010

年张家界旅游总收入达到了地区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结合前文建立的张家界旅游业及产业经济系统

演进的仿真模型，我们对张家界 2010—2020 年旅游业的发展及产业经济系统的演进进行仿真，结果如

图 3 所示。

从仿真图中可以看出，张家界的旅游产业在 2010 一 2020 年间依然保持着强劲的上升势头，旅游

产业的总收入到 2020 年将接近 500 亿元，同时带动了工业的直线上升，工业增加仿将在 2020 年达到

250 亿元左右，农业增加值也会小幅增长，到 2020 年将达到近 80 亿元的水平。

同时，在不考虑其他产业的条件下，以农业、工业、旅游业所构成的产业经济系统的结构也得到

进一步优化，2013—2020 年张家界产业经济系统演进路径如表 3 所示。



从表 3 仿真的结果来肴，在现有经济运行的条件下，未来几年张家界市产业经济系统整体变动幅

度不大，其中农业所占比重将打所下降，由鉍初的 12.6%下降到 9%左右；丁业比重有所上升，其比重

将达到 31%;旅游业的比重则基木维持在 60%左石，产业结构将更趋于合理。

四、地区优势产业自我发展的政策性建议

武陵山片区优势产业的 n 我发展不仪能有效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亦有利于促进地区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更有利于增加地区农户收入，带动贫困农户脱贫致富。但地区优势产业的自我发展

有着自身内在规律，必须根据地区 n 身的特点，在资源比较优势的作用下，形成 k 域的优势产业进而

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发展模式的转变。从对张家界优势旅游业发展模

拟仿真来看，武陵山片区在发展优势产业过程中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特色优势产业的自我发展必须依托地区比较优势

优势产业及特色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优势理论基础之上的。武陵山片区虽然产业基础薄弱，资金

、人才和技术比较缺乏，但资源十分丰富。因此，以本地匣的特色资源为依托，是武陵山片区经济发

展与产业升级的内在需求。张家界旅游业的发展为此提供了很好的示范，通过紧抓具有优势资源的旅

游业，逐步开发具有独特优势的旅游资源，在不断提高旅游业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

的发展，有效促进了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了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

(二）特色优势产业的自我发展必须注重科技创新

近年来，武陵山片区逐步明确了以优质矿产资源及其加工业、特色农牧产品及其加工以及旅游及

民族文化业作为地区的优势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及壮大都必须依靠科技创新，这是支搾和引领这些

优势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从张家界旅游业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的仿真来看，无论对农业、工业还是

优势旅游业而言，科技发展及技术进步均能促进各产业的快速发展，实现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吋

持续增咬。

(三）特色优势产业的自我发展必须加以科学规划

地区特色优势产业的自我发展必须进行科学的规划指导。对其发展过程屮的各个环节以及各个方

面都耑进行周全长远的规划，包括产业扶持与发展政策制定、专业化市场迮设、生产要素配筲等诸多

方面，都应结合地区经济发展进行综合性与整体性考虑。从张家界旅游业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的仿真

来看，优势旅游资源开发速度的提高虽然能促使张家界旅游业收入的进一步提高，但优势旅游资源的

开发并不是无止境的，必须加以科学规划和利用，将资源的开发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相结合，并对地方

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实施保护性开发，才能实现张家界旅游产业的提质与可持续的自我发展。

(四）特色优势产业的自我发展必须注重对生态环境保护



特色优势产业自我发展的问时必须注重对地方生态环境的保护，无论是与优质矿产资源、优势旅

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相关的地区优势产业发展，还是与特色农产品种植及深加工相关的地区优势产业发

展，都必须走生态化发展道路。环境的污染及破坏+仅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也会给优势产业的自我

发展带来很大的阻碍，妨碍地区优势产业的可持续自我发展。从以上系统动力学模型的仿真屮我们可

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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