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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和发展底线的贵州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1

李桥兴，徐思慧，宋山梅

（贵州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合理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是贵州省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对贵州省实施脱贫攻

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采用灰关联法对贵州省近十年（2006—2015）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遴选出生物医药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新能源产业等作为贵州省优先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节能环保产业，

新材料产业作为重点培育和扶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针对这些产业应利用贵州特色资源优势，制定相关的资金与人

才政策，使产业取得跳跃式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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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指明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方向。战略性新兴

产业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兼具主导性、未知性和创新性等诸多特点；[1][2]孙国民认为其特点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

战略性和技术创造新兴性等方面。[3]综合 Porter、肖兴志、朱瑞博等众多学者观点，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国家战略布局为导向、

以需求为基础、以发展潜力为前提、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以技术领先为支撑、以资源优势为载体、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处于

成长期的产业。[4][5][6]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应体现当今知识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的世界发展潮流，与生态经济和绿色发

展等观念不谋而合。部分学者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选择原则与基准之一，[7][8]将能源消耗产值率、三废排放

指数等纳入选择指标体系，[9][10]同时认为绿色化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才能代表技术的革新方向和经济迅猛发展的转变趋势。2016

年底，国务院新出台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首次将数字创意产业与之前确定的七大产业（即新材料、

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等）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范畴。“十三五”时期

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机遇期。

贵州省属于典型的南方嘻斯特地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最集中的连片喀斯特地区，同时兼具生态脆弱和经济贫困等特征。

贵州省需要坚守“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避免走“发展一破坏一治理”的老路，坚持“保护与发展”的发展原则，将保护和

建设好生态环境作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11]坚持生态与发展协调推进、选择符合喀斯特地区特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是贵州省合理规划产业空间布局、制定产业政策和推动产业高效发展的重要环节。

二、灰色关联分析法
                                                       
1[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资助“我国南方喀斯特地区大健康产业的布局机制研究”（71663011）；贵州省教育

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面向大数据的灰色关联分析建模及其在大健康产业中的应用”（2016ssd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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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相继提出多种遴选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方法，如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SWOT 分析法、因子分析法、模

糊综合评价法以及多方法融合的优化方法等。[12][13]灰色关联分析法是邓聚龙教授提出的一种多因素统计分析方法。该方法以多

因素数据列为依据，根据因素间的几何对应关系来判断不同序列之间的联系程度。
[14]

该方法使用数据较少，计算简洁，无须考

虑样本的规律性，而被多领域广泛使用。如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
[15]
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分析、

[16]
电力系统黑启动方案优

选、[17]岩石分级粉碎的冻胀特性分析[18]等。鉴于灰关联算法使用数据少且指标单一，很可能会出现因考虑不全面的结果偏差。

由于当前贵州省的产业统计数据有限且分布规律不明显，同时统计手段的局限性导致数据灰度较大，采用灰关联算法恰好能够

有效避免此类问题。因此，本文使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 2006-2015年共十年间贵州省的 GDP、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

等时间数据序列进行关联度计算并排序，并以此为主要依据选择贵州省应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对产业发展提出相

应的对策和建议。

邓氏灰色关联分析算法简单介绍如下[14]：

分别记 和 为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选用均值化方法进行无

量纲化处理如下：

得到新序列为 和 。

根据新序列计算差值

得到差值序列为 ，以及最大差值 和最小差值 ，则有关

联系数

其中ζ记为分辨系数（其值一般可取 1/2），得出关联度系数序列

并且令比较序列 f与参考序列的关联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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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之间的关联度序列为 ，最后根据关联度序列的数值大小进行排序。

关联度大说明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之间的联系较为密切，反之关联性较少。

三、贵州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分析

为了遴选符合贵州省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本文采用贵州省近十年（2006-2015年）的地区生产总值、第一产业增加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及相关数据，分别使用三次灰色关联算法得出与 GDP关联度排名靠前的若干产业。

（一）GDP与第一、第二产业增加值的灰色关联分析

1.列出原始数据并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以 2006-2015 年贵州省的生产总值为参考数列，以相应年份贵州省的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为比较数列，使用

公式（1）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得出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原始数据与均值化数据

年份
GDP 第一产业增加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

原始数据 均值化数据 原始数据 均值化数据 原始数据 均值化数据

2006 2338 0.405171219 382.06 0.472812 967.54 0.422646448 

2007 2884 0.499792042 446.38 0.55241 1124.79 0.491337307 

2008 3561 0.617114931 539.19 0.667266 1370.03 0.598464470 

2009 3912 0.677942604 550.27 0.680978 1476.62 0.645025733 

2010 4602 0.797518370 625.03 0.773496 1800.06 0.786312675 

2011 5701 0.987973104 726.22 0.898722 2194.33 0.958539988 

2012 6852 1.187439346 891.91 1.103768 2677.54 1.169618590 

2013 8086 1.401289339 998.47 1.23564 3276.24 1.431146205 

2014 9266 1.605781228 1280.45 1.5846 3857.44 1.685029368 

2015 10502 1.819977818 1640.61 2.03031 4147.83 1.811879216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贵州统计年鉴》（2006-2015)整理。

2.求差值序数列及关联度系数

使用公式（2）对均值化数据进行差值处理，将结果的绝对值记入表 2，并得出最大绝对差 M=0.165649367 和最小绝对差

m=0.0030344899；然后采用公式（3）求出各自的关联系数，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差序数列和关联度系数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差序数列 关联度系数 差序数列 关联度系数

2006 0.067640791 0.232756454 0.017475229 0.575773533 

2007 0.052618116 0.283298090 0.008454735 0.78336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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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0.050150701 0.293775601 0.018650461 0.556558429 

2009 0.003034899 0.999979120 0.032916870 0.396093593 

2010 0.024022870 0.482889526 0.011205695 0.705760926 

2011 0.089251600 0.185220830 0.029433116 0.426092533 

2012 0.083670933 0.195533064 0.017820756 0.569987844 

2013 0.165649367 0.107562504 0.029856866 0.422203050 

2014 0.021181589 0.519237900 0.079248139 0.204558996 

2015 0.210331850 0.086380363 0.008098602 0.794672127 

3.求灰色关联度

根据公式（4）求得灰色关联度，分别得到 GDP 与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的灰色关联度分别是 0.338663345 和

0.54350617。

计算结果显示：贵州省第二产业增加值对 GDP的贡献比第一产业增加值大。

（二）第二产业增加值与工业、建筑业的灰色关联分析

类似以上计算过程，可计算第二产业增加值与工业、建筑业的灰色关联度。

以贵州省 2006-2015 年的第二产业增加值为参考数列，分别以贵州省 2006-2015 年的工业增加值和建筑业增加值为比较数

列（见表 3），计算灰关联度分别为 0.658554675 和 0.333081547。结果显示工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关联度明显较大，

说明工业对贵州省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表 3 原始数据

年份 第二产业增加值 工业增加值 建筑业增加值

2006 967.54 839.13 128.41 

2007 1124.79 978.86 145.93 

2008 1370.03 1195.30 174.73 

2009 1476.62 1252.67 223.95 

2010 1800.06 1516.87 283.19 

2011 2194.33 1829.20 365.13 

2012 2677.54 2217.06 460.48 

2013 3276.24 2686.52 590.69 

2014 3857.44 3140.88 717.69 

2015 4147.83 3315.58 833.44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贵州统计年鉴》（2006-2015）整理。

（三）工业与 36个产北的关联度分析

分析工业与其包含的 36个具体产业的关联度，需第三次计算其灰色关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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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2015 年的工业总产值数据缺失，选取贵州省 2006-2014 年的工业总产值为参考数列，选取贵州省 2006-2014 年的 36 个

工业产业产值为比较数列，并参照前面步骤对原始数据进行相关处理后，分别计算工业总产值与各工业之间的关联度，获得关

联度及其排名如表 4。

表 4 关联度计算及排名

产业 关联度 排名

橡胶制品业 0.834145506 1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0.805337167 2

医药制造业 0.774964693 3

食品制造业 0.763374153 4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0.749601967 5

烟草制品业 0.737868747 6

通用设备制造业 0.725151009 7

通信、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715604887 8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0.711248301 9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0.695220083 10

#农副食品加工业 0.663454887 11

纺织业 0.651689568 12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0.559045143 19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557164884 20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0.540520990 21

专用设备制造业 0.528561732 22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516980321 23

纺织服装、服饰业 0.511732651 24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508434665 25

非金属矿采选业 0.485706197 26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473109170 27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451423524 28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446648808 29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438462932 30

造纸及纸制品业 0.628531780 13

饮料制造业 0.621506863 1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0.610961480 15

金属制品业 0.607270828 16

印刷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0.599368138 17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593639244 18

家具制造业 0.368807087 31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0.338051989 32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0.334413950 33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302462141 34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0.29295035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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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制品业 0.284486909 36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贵州统计年鉴》（2006-2014）等整理和计算。

四、结果分析及建议

本文依据《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 版）和《国民行业分类标准》，将贵州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所

属的具体工业进行对应归纳整理，然后将各产业关联度值进行排名见表 5（注：《中国统计年鉴》、《贵州统计年鉴》中新能源

产业和数字创意产业的工业数据缺失）。表 5显示：

表 5 贵州省战略性新兴工业产业关联度

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贵州省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工业 排名

生物产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2

医药制造业 3

同端设备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7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21

专用设备制造业 22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30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通信、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8

新能源产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9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5

节能环保产业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0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32

新材料产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7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4

新能源汽车产业

数字创意产业

1.贵州省在生物医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以及新能源产业等方面发展态势较好。生物产业中的化

学制品制药产业、医药制造业分别排名第 2 位和第 3 位；高端装备制造业中的通用设备制造业排名第 7 位；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中的通信和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排名第 8位；新能源产业中的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排名第 9位。

2.贵州省的节能环保产业、新材料产业等具有很大发展潜力。节能环保领域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排名 20，废弃资源和废旧

材料回收加工业排名 32；新材料领域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排名 27，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排名 34。这些产业虽然排名靠

后，但对工业总产值贡献不小。

3.新能源汽车产业和数字创意产业正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在关联度表中，这两个产业无依托部门排入，说明目前这两大

产业还不具备一定规模。当地政府可根据国家和贵州省的发展规划，在政府干预下考虑这两个产业的适当发展，充分发挥政府

的指导性作用。

鉴于每个产业发展趋势不同，本文接下来具体分析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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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物产业发展势头迅猛。表 5 中关联度排名第二、第三的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产业均有一部分属于生

物医药领域，其排名前十且同处靠前位置，表明生物产业在贵州的发展具有明显优势。贵州省的生物产业由于其特有的比较优

势，能够创造高产值、高利润。贵州省是四大中药材产地之一，良好的气候条件适宜中草药的种植和生长，医药种类繁多且医

药文化源远流长。同时，良好的制药基础伴随生物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已形成了集聚式的产业布局，带动效应日渐凸显。经

过多年探索和发展，已有如贵州益佰、贵州百灵等实力雄厚的制药企业，且苗药新药的研制与生产也日渐取得新成就。

2.高端装备制造业有良好的发展优势。表 5 显示，共有四个部门属于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且通用设备制造业关联度排名前

十。贵州省高端装备制造业虽起步较晚，但能抓住产业转型升级这个重要的契机，依靠本土优势军工资源，积极发展航空航天、

智能装备、轨道交通、节能装备等新兴产业，大力推动了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目前，贵州省高端装备制造业以贵安新区为

核心，初步形成了“一核、两翼、三带”的发展格局（《贵州省“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3.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前景广阔。通信、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属于该领域，关联度排名第八位。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在贵州省生产总值中贡献巨大。贵州要实现“后发赶超”和“守住生态与发展两条底线”，不能依靠重工业，而需要

依托“高效益、低污染”的产业，如大数据产业。贵州发展大数据产业具有独特的资源环境优势、地理位置优势以及战略优势。

大数据产业的兴起不仅能够推动贵州省经济稳步增长和信息技术产业集群化发展，且对加快贵州城镇化进程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和现实意义。自我国将第一个云计算管理平台和大数据发展聚集区放在贵州开始，短短几年贵州建成了全国首个大数据实验区，

大数据交易中心日渐完善。同时，贵州政府大力支持大数据产业发展，在《贵州省“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中强调需

尽快完善贵安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中关村贵阳科技园等大数据基地的建设，并推动物联网、云计算等基准平台的发展；并在

《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规划纲要》中表示，预计到 2020年，大数据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达到 4500亿元。

4.新能源产业发展稳步前进。表 5 显示，新能源产业中的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关联度排名前十，新能源产业已成为贵州省经

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贵州省新能源产业发展起步较晚，基础设备落后，但发展速度较快。目前，农林生物质发电、风

力发电、煤矿瓦斯发电、垃圾发电、地热发电等项目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形成了多元化发展、共同进步的格局。

5.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空间巨大。水的生产与供应业与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关联度排名虽不靠前，但近年来，贵

州省在资源循环利用、节能减排方面都有较多成效，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发展形势大好。贵州省“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

业规划中提出，将着力推动贵州大龙经济开发区等几个示范基地及贵安新区全国“海绵试点”的建设，推动生态经济建设。

6.新材料产业发展相对迟缓。依据表 5 中排名，新材料产业的壮大对贵州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推动作用，但带动

效应不明显。近年来，贵州省充分发挥两个国家级新材料高新技术发展基地——贵阳、遵义以及福泉工业示范基地的优势，瞄

准特色新材料的研发，以期取得更多成效。

7.新能源汽车产业和数字创意产业处于起步阶段。在表 5中，没有属于这两个产业的部门。贵州省由于资金、资源、技术、

人才等因素的不足，导致这两个产业与其他产业关联度不高、区域带动性不强，规模较小。但贵州省贵阳市的奇瑞万达公司和

安顺市的云马客车等两家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正快速抢占市场、扩大份额，假以时曰有可能成为新一代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根据以上数据及其计算结果分析，本文对贵州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建议如下：生物医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以及新能源产业有良好的发展优势，带动作用较强，可作为贵州优先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产业、

新材料产业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可作为重点培育和扶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数字创意产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

市场份额较小，贵州省应充分发挥政府的指导性作用，协调发展相关产业。

五、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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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生态和谐与绿色发展视角出发，依次对贵州省 GDP和第一二三产业，第二产业和工业、建筑业以及工业和 36个具体

工业等做灰关联分析，得出结论：首要任务是积极发展生物医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

利用贵州特色资源优势，制定相关的资金与人才政策，使产业取得跳跃式进步；其次，抓紧探索和开拓节能环保产业、新材料

产业的发展空间。绿色低碳发展是贵州省发展的宗旨，信息化时代的进步将使贵州省在节能环保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功；再次，

贵州省应充分利用当地材料资源基础，引导新材料产业向更具有地方特色的领域发展。

分析结果同时表明，贵州省应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充分认识生态环境对地区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加快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必要性，紧紧抓住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战略性契机，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并积极引入国内外先进技术提高贵州省的科

研创新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在“十三五”期间，贵州省需牢牢守住“生态与发展”两条底线，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既

有助于生态持续发展与经济高效率增长，更有利于该省经济增长形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

鉴于灰色关联分析法能够有效避免由于系统的不确定与复杂性带来的干扰，该方法可以有效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研

究，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证明了该方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区域产业的统计数据将不断更新

补充，其可获得性也将大大增强，并且产业的关联数据和非结构数据等也不断被发现，将引起灰色关联分析法出现应用危机。

因此，今后需加强大数据环境下的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研究，突破因数据资料的局限性导致分析结果可能出现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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