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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位商法的湖北省十堰市主导产业分析 

董昕恬 

(江南大学商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摘 要】：湖北省十堰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它既是一座车城，也是一座山城、旅游城，是鄂豫川陕渝毗邻地

区的中心城市。根据 2020 年统计年鉴，2019 年湖北省十堰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012.7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增长 7.0%。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59232元，比上年增长 7.3%,于省内排名中等。采用区位商分

析法，结合相关数据对湖北省十堰市产业结构进行分类和剖析，阐明其优势主导产业、弱势产业以及产业结构不平

衡等问题，进而为促进湖北省十堰市的产业转型升级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区位商 主导产业 湖北省十堰市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湖北省十堰市以建设“现代新车城、绿色生态市”为目标，紧抓项目建设，补短板、调结构、稳增长，努力实现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根据 2020 年统计年鉴 2019 年湖北省十堰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012.7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7.0%。按

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59232元，比上年增长 7.3%,于省内排名中等。同时，十堰市也是湖北省开发强度较高，发展

基础较牢固，发展水平较高，发展前景较为良好的区域。本文运用区位商分析法，对其产业进行分析，并深度挖掘其产业结构

中存在的问题，根据相关结论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对湖北省十堰市的产业发展继续保持活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1 文献综述 

针对湖北省十堰市的产业发展，国内的学者展开了诸多的研究。陈瑞雪、刘晓东等学者以经济新常态为背景，分析了湖北

省十堰市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路径，认为坚持生态立市、产业强市、文明兴市的新发展战略，对推进十堰的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强艳芳、房珊琪、杨珺等人调研十堰市各县区产业结构变化的环境效应，为十堰市寻求更好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

奠定理论基础，以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十堰市为典型区域，通过基于年度统计数据和实地调查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法，系统分

析比较了中线水源地十堰市各县市的产业结构演变对其环境效应的影响。 

随着湖北省十堰市经济的崛起，该区域已经成为国内相关学者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对该区域经济的

良性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但是我们也应当关注由于经济崛起与相关研究起步的时间较短，目前，围绕湖北省十堰市的

研究多集中在宏观政策领域，缺乏对其经济发展中的子系统的研究分析，尤其是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产业结构研究还相

对较少，因此本文从主导产业及产业结构入手，探讨湖北省十堰市产业发展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对完善相关研究成果具

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2 主导产业相关理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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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区域专业化部门的地位 

区域专业化部门是区域经济的核心。原因有以下几点： 

(1)为充分发挥各个地区的优势，通过经济区划建立地域分工，分工合作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地区优势的基础上，建立专

业化部门，其顺利发展直接影响到地区、国家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 

(2)专业化部门，尤其是主导专业化部门的发展，能促进地区全盘经济的发展。如匹兹堡地区的钢铁业、底特律地区的汽车

业，休斯敦地区的石油业，只要稍有上下波动，就会立刻波及全区经济。 

(3)只有聚焦强化专业化部门，迅速积累资金，才能输入区外先进技术，输入本地区需要而又难以生产的生产与生活资料，

扩大投资，增加就业。 

2.2区域专业化部门确定的区位商法 

区位商(Location quotient)它由哈盖特(P.Haggett)首次提出并运用于区位分析中，所谓区位商，是指某区域某行业就业

人员数与该区域全部行业就业人员数之比和全国范围内，该行业从业人员数与全国所有行业就业人员数之比相除所得的商。将

其作为评价区域优势产业基本的分析方法，十分有效。 

学术界认可区位商指数能够被用来测量某地区某产业的集聚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qij指 j 地区第二(第三)产业中 i 产业的就业人数，qj指 j 地区第二(第三)产业总就业人数，qik指 k 国家第二(第三)

产业中 i产业的总就业人数，qk指 k国家第二(第三)产业总就业人数，LQ即 j地区第二(第三)产业中 i产业的区位商。 

如果 LQ>1,说明 j地区第二(第三)产业中 i产业在该地区产业集聚程度高，其发展程度高于全国同类产业的平均水平，具有

行业优势，竞争力较强；如果 LQ<1,表示该产业在该地区较为分散，发展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劣势，只是一个自给性部

门；如果 LQ=1,则表明该产业与全国水平相当，处于一般水平。 

2.3主导专业性部门 

在一个地区中，专业化部门可以是很多的，但只有主导专业化部门，即主导产业才能够在地区经济中起主宰作用，能带动

地区全盘经济发展。一个专业化部门要成为主导专业化部门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区位商较高，一般大于 2,生产主要为外区服务。 

(2)占区域生产总值的较大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对主宰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支配作用。有的部门，如某种手工艺产品，其产品

中尽管有 80%以上是供外区消费的，区位商很高，但这种行业总的产值不大，仍不能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3)与地区内多数部门之间存在着生产或非生产的联系。这种联系越广泛深刻，专业化部门的发展越有可能通过聚集经济与

乘数效应的作用促进整个地区经济发展。反之，有的部门即使产值大，区位商高，但是很少关联到地区其它经济部门，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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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主导专业化部门的作用。 

3 研究地区的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3.1研究地区的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了 2019 年湖北省统计年鉴数据与 2019 年十堰市统计年鉴数据，选取了就业与人口的分行业在岗职工人数来进行

区位商计算。 

3.2研究地区的数据处理 

按照统计年鉴行业划分标准，将行业分为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等十九项。根据十堰市这些行业分别进行了

数据采集与整理，并输入 Excel表，用区位商算法进行下一步计算，本文研究所采用数据为就业人口数(单位：人)。 

表 1根据 2020年湖北省与十堰市统计年鉴得出的 2019年区域商相关数据表 

 
分行业就业人数(人) 商比 区位商 

 
十堰市 湖北省 十堰市 湖北省 十堰市 

总计 639375 10891623 
   

农、林、牧、渔业 7424 152928 0.0116 0.0140 0.8270 

采矿业 4419 127559 0.0069 0.0117 0.5901 

制造业 217687 3374241 0.3405 0.3098 1.0990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5511 184147 0.0243 0.0169 1.4349 

建筑业 59254 2025984 0.0927 0.1860 0.4982 

批发和零售业 105553 1019100 0.1651 0.0936 1.764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3186 401474 0.0206 0.0369 0.5595 

住宿和餐饮业 10089 319601 0.0158 0.0293 0.5377 

 

(续表 1) 

 
分行业就业人数(人) 商比 区位商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8408 188772 0.0132 0.0173 0.7587 

金融业 9278 168888 0.0145 0.0155 0.9358 

房地产业 18343 306474 0.0287 0.0281 1.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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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0625 283583 0.0166 0.0260 0.6382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 5150 198929 0.0081 0.0183 0.441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548 124326 0.0087 0.0114 0.7602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0643 95451 0.0166 0.0088 1.8994 

教育 49582 724295 0.0775 0.0665 1.1661 

卫生和社会工作 36365 417557 0.0569 0.0383 1.483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445 100554 0.0070 0.0092 0.7530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7865 677760 0.0749 0.0622 1.2030 

 

4 研究地区的数据结果与分析 

(1)由 2020年统计年鉴的数据得出，十堰市 LQ>1的产业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卫生和社会工作；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教育；制造业；房地产业共 8 个产业，意味着这几个产业

集聚度较高，大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 LQ值非常接近于 2,具有比较优势。 

(2)LQ<1的产业有金融业；农、林、牧、渔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采矿业；建筑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共 11

个产业，说明其具有相对弱势。 

(3)根据《十堰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其战略地位明确强调：十堰是湖北省发展汽车制造业和生态文化旅游业的

重要战略支撑点。同样，由《2020 年十堰市统计年鉴》可知，全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中，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5.1%,高新技

术产业实现增加值 368.2亿元，比上年增长 11.1%;全年全市旅游接待总人数 7540.3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5.8%;旅游总收入 773.3

亿元，增长 31.8%。入境游客 20.4万人次，增长 2.1%;旅游外汇收入 6992万美元，增长 3.5%。虽然汽车制造业与文化旅游业均

呈现利好趋势，但由计算所得的区位商可知，制造业的 LQ值为 1.0990,旅游业所属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 LQ值为 0.6382,均存

在一定的上升空间。因此，十堰市的产业结构还需进一步分析与调整。 

(4)十堰市产业就未来发展来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具有发展良好的发展前景；但科技创新能力弱，内生动力不

足，多数产品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产业竞争优势不明显，亟待提高。同时十堰市还应注重：力求建成国家生态发展示范地区、

国际知名的生态文化旅游区、国家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鄂渝陕豫四省(市)交界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和生态宜居城市。即稳

步提升制造业与旅游业，加快成为特色主导。 

5 建议与展望 

结合上述的产业结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5.1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主体多元化 

在未来的发展规划中，要以提高十堰市的制造业(汽车产业)、科技创新、服务业、旅游业的市场规模为主导，优化产业组



 

 5 

织，发展产业集群。 

5.2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首先，以将十堰基地打造成国内一流的商用车和军车基地，以及东风主要的新能源、微车和汽车零部件装备基地为目标，

聚焦十堰汽车产业转型升级，让“智造”引领车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同时，推动十堰汽车产业实现三大质变，即核心技术自主化、制造模式智能化、新能源汽车加强化。从追求产量，到追求

自主、绿色、智能化，实现十堰汽车产业从“制造”到“智造”的飞跃，“中国商用车之都”升级现代汽车城。 

最后，转型升级稳固十堰市在汉随襄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带中的地位，加快调整工业结构，构建主导产业支撑有力、新兴

产业协同发力的完整工业体系。 

6 展望与讨论 

通过以湖北省十堰市为研究目标，采用区位商的方法，对其优势产业进行了识别和分析，本文作为一篇时政性论文对城市

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发展方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但是，本文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仅采用单个指标——区位商从而确定主导产业存在些许偏颇。同时，数据也不够

完善，绝大部分来源于统计年鉴，鉴于未来，还可以采用更多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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