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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纵横·

基于梯度系数的产业选择研究*

———以江西省承接产业转移为例

刘友金1，廖倩2，聂瑶3，朱婵4

( 湖南科技大学，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东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也越来越大，科学引

导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选取江西省 37 个工业部

门为分析对象，并以中部各省为参照，引入产业梯度系数，分析得出江西省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产业选择，主

要是: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采选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草制品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

加工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纺织服装、鞋、帽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金

属矿采选业等。然而，产业梯度系数所反映的江西省应该承接的产业与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承接的产业存在一

定出入，因此，江西省政府应科学规划产业承接，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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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评述

国家在 2006 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

进中部崛起的若干意见》，中部地区包括江西省在内

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2009 年，国务院颁布《促进

中部崛起计划》; 在 2009 年 12 月 12 日，国务院批准

通过《江西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将其上升为国

家区域发展战略。随着国家的政策向包括江西在内

的中部地区倾斜，江西省发展投资环境日益改善，承

接产业转移的机会增多。区域经济发展与该区域产

业结构的先进性、合理性及产业的正确选择分不开，

作为后发国家或地区利用产业选择这一后发优势是

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如何科学的选

择产业的承接，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对江西省实现资

源合理配置及经济全面、快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

产业转移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些产业向其

他国家或地区转移的现象或过程，对一个国家内部

而言，产业转移指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产业从一个

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的过程［1］。学术界主要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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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对外投资动因等方面展开对产业转移的

研究。如赤松要( 1932) 的雁行模式理论是基于比较

优势的角度解释了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变换发展

及产业在国家之间转移的过程［2］。小岛清( 1978) 的

边际产业转移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从该国已

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 称为边际产业)

依次进行转移［3］。刘易斯( 1954) 认为发达国家的劳

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原因是因为发达

国家已经失去了此类产业的比较优势［4］。对产业转

移对外投资动因进行研究的有: 弗农( 1966 ) 提出的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阐述了产品先发展国家

通过国际投资的形式把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其他

国家［5］。邓宁( 1988) 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从发达地

区的角度对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向外转移生产的

相关问题进行研究［6］。而卢根鑫( 1994) 则认为价值

构成的相异性导致了重合产业绝对成本的高低落

差，才使得发达国家或区域被迫调整产业结构进行

产业转移［7］。潘伟志( 2003) 觉得产业转移是由于资

源供给和产品需求条件的变化引起的产业在一国内

部或国家间的转移活动［8］。陈建军( 2009) 从企业开

放型发展战略的角度对产业转移进行研究［9］。

产业选择的理论主要是基于主导产业的理论发

展起来的，而产业的选择之所以被提出，说到底归结

于经济的不平衡增长现象。罗斯托( 1960 ) 认为，在

近代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一个“主导产业

部门体系”，这些主导产业部门通过直接( 自身的增

长) 或间接( 通过后向、前向、侧向联系) 效应带动整

个经济的增长［10］。国内也有利用产业梯度系数对

承接地进行产业选择的研究，例如贺清云［11］、周五

七［12］，均是从产业承接地出发，通过分析产业梯度

系数得出承接地的优势产业。

二、江西省与中部各省的产业梯度系数分析

1． 产业梯度及其系数

梯度的本意是指事物在空间上呈现的递增或递

减的分布特征。在区域经济学中，用梯度来表示一

定空间距离内的经济变量分布特征，如要素禀赋梯

度、经济发展梯度、技术梯度、产业梯度等［13］。在赫

希曼( 1958) 、威廉姆森( 1965 ) ［14］的不平衡发展理

论和美国哈佛大学弗农( 1966 ) ［15］等人的工业生产

生命循环阶段论发展基础上，区域经济学家克鲁默、

海特( 1975) ［16］等人创立了区域发展梯度理论。麦

克萨维提出了梯度推移策略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

初期，由于受经济实力限制，都会要求优先发展基础

较好的地区，导致区域经济差距较大，然后再通过扩

散效应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17］。

戴宏伟( 2003 ) ［18］在考虑到劳动生产率对区域

产业比较优势影响的基础上，最先用区位商和劳动

生产率的乘积来衡量区域产业梯度水平，并称之为

产业梯度系数，即产业梯度系数计算公式为: 产业梯

度系数 = 区位商 × 比较劳动生产率。该系数表示的

是某地区某一产业在整个区域中所处的位置，产业

梯度系数大于 1，说明该地区的这一产业在整个地区

中处于高梯度，具有发展优势; 反之，小于 1 则处于

低梯度，没有发展优势，并以此作为区域产业分工布

局的重要依据。它主要受两个因子的影响: 创新因

子和产业集中因子。创新因子用比较劳动生产率来

表示，它取决于该地区该产业劳动者的技能、技术创

新水平和转化为生产的能力等因素与全国平均水平

的比较; 产业集中因子即专业化生产程度，用区位商

来表示。

2． 产业梯度系数测算方法

由以上内容得知，产业梯度系数计算公式为: 产

业梯度系数 = 区位商 × 比较劳动生产率。

具体分析如下:

( 1) 区位商分析

区位商是评价区域优势产业的基本分析方法。

区位商又称专门化率，它由哈盖特首先提出并运用

于区位分析中，在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

况，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优劣势，以及某一区域在高

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通过计算某一区域

产业的区位商，可以找出该区域在全国具有一定地

位的优势产业，并根据区位商( LQ) 值的大小来衡量

其专门化率。LQ 的值越大，则专门化率也越大。具

体公式为:

LQ = ( N1 /A1) ( N0 /A0) ( 1)

式中 N1 为研究区域某部门产值; A1 为研究区

域所有部门产值; N0 为全国某部门产值; A0 为全国

所有部门产值。区位商即表示地区的专业化水平;

区位商越大，专业化水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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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比较劳动生产率分析

比较劳动生产率( CPOR) 大致能客观地反映一

个部门当年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比较劳动生产率大

于 1，说明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区域全部产业劳

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说明该产业具有比较优势。

具体公式为:

CPOR = ( X1 /G1) ( L0 /F0) ( 2)

式中 X1 为各产业总产值; G1 为各产业从业人

员; L0 为全国各产业总产值; F0 为全国各产业从业

人员。

3． 江西省选择承接产业的产业梯度系数分析

( 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为了详细考察江西省各个产业的优势，本文选

取了中部其他各省作为参照，选择了中部各省的 37

个规模以上工业产业部门为研究对象，运用产业梯

度系数比较得出江西省的优势产业。需要说明的一

点是，由于河南省相关数据的缺失无法得出该省的

产业梯度系数，所以本文剔除河南省用其余四省与

江西进行比较。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

计年 鉴 2011》以 及 中 部 各 省 2011 工 业 经 济 统 计

年鉴。

( 2) 计算过程与结果

按照上述思路，分别计算出江西省与其他中部

各省( 缺少河南省情况下) 的产业梯度系数( 结果如

表 1) ，我们发现江西省有 24 个产业的梯度系数大于

1，说明这些产业均具有比较优势。在黑色金属矿采

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等 24 个

产业在中部 5 个省市中梯度系数最高( 缺乏河南省

数据的情况下) 。江西省产业梯度系数排名前十的产

业为: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采选业、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

回收加工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

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及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表 1 中部五省产业梯度系数( 2010)

行 业 江西 山西 湖北 安徽 湖南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 003510258 10． 07812527 0． 035873439 1． 135831 0． 794755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6． 732064195 0． 250666808 1． 167682296 0． 754877 0． 411617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4． 165051976 3． 296229306 0． 295104758 0． 418284 2． 37359

非金属矿采选业 11． 22251878 0． 356661538 2． 062517592 1． 137859 2． 700685

农副食品加工业 2． 990980202 0． 456917657 1． 371615668 1． 468684 1． 630843

食品制造业 2． 850174343 0． 595572629 0． 914864345 0． 615579 1． 193176

饮料制造业 0． 785193983 0． 896112952 1． 987931809 0． 878868 1． 182668

烟草制品业 0． 293831414 0． 318572565 2． 235399614 1． 157113 3． 356596

纺织业 2． 29716384 0． 147974427 0． 840140098 0． 490331 0． 484022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5． 728824016 0． 085214004 1． 004066449 0． 557741 0． 665818

皮革、毛皮、羽毛( 绒) 及其制品业 2． 117222266 0． 004053673 0． 099329615 0． 940336 0． 823377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9． 578618398 0． 074797796 0． 525344418 1． 410356 2． 240107

家具制造业 2． 883090026 0． 040107886 0． 258438876 0． 733044 1． 729297

造纸及纸制品业 2． 527099361 0． 191555095 0． 671321954 0． 592277 1． 714503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3． 854672457 0． 329271549 1． 130705003 1． 209305 1． 96388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3． 046357026 0． 083076875 0． 508729482 0． 556519 0． 870807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3． 003979794 10． 37642527 1． 095515359 0． 426176 0． 458544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4． 595379043 1． 353903164 0． 743691053 0． 757606 0． 604863

医药制造业 2． 446413994 1． 022172062 0． 929040211 0． 536979 1． 144912

化学纤维制造业 0． 231303208 0． 038253364 0． 088646497 0． 255118 0． 194763

橡胶制品业 1． 628207219 0． 293874138 0． 490716753 0． 855334 0． 208568

塑料制品业 3． 292108474 0． 179930339 0． 868609663 1． 502274 1． 02379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5． 504230492 1． 180771488 1． 000435328 1． 054869 1． 007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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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 95382661 2． 831333677 1． 380269131 1． 0605 0． 598615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6． 47992111 2． 046608547 0． 567980457 2． 515378 2． 061864

金属制品业 2． 227681751 0． 338070468 0． 879846454 0． 861018 0． 807136

通用设备制造业 0． 64864912 0． 70930896 0． 646486244 0． 785456 0． 961018

专用设备制造业 0． 538275254 1． 23832153 0． 401426368 0． 917063 4． 322694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 931444473 0． 422763503 2． 260642722 1． 129136 0． 544143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3． 659076016 0． 154800892 0． 635925188 2． 573913 0． 756211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 0． 604998872 0． 603106339 0． 372003533 0． 120275 0． 151644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 0． 360619411 0． 237772771 1． 193533427 0． 748402 1． 680845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1． 091875102 0． 183487937 0． 663302414 0． 529767 0． 526461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8． 0630782 0． 040241147 0． 215189904 3． 948656 0． 72474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0． 530942887 1． 583087054 1． 313339094 1． 809277 0． 503592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0． 358173083 0． 765724277 0． 398561547 0． 42188 0． 795953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 64375968 1． 280846249 0． 933992001 0． 507149 1． 195233

三、江西省选择重点承接产业的对策

1． 江西省承接产业转移现状

随着近年来江西省主张开放带动战略，兼以开

放促改革促经济发展，主动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引

进产业的总量和质量实现不断突破，积极有效地促

进了江西省经济的快速发展。江西省 2010 年全年

新批外商投资企业 1092 个，增长 33． 0%，其中新批

合同外资 1000 万美元以上大项目 147 个。实际使

用外商直接投资 51． 01 亿美元，增长 26． 8%。全年

新增具有世界 500 强投资背景的企业 3 家，总数达

40 家。实际引进省外单项投资 5000 万元以上项目

资金 1927． 4 亿元，增长 41． 0%。
表 2 江西省各行业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行业
项目数

( 个)

合同外资金额

( 亿美元)

实际使用外资

( 亿美元)

农、林、牧、
渔业

98 5． 82 5． 39

采矿业 7 0． 96 0． 61

电力、燃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
12 2． 47 1． 38

制造业 710 48． 42 32． 96

建筑业 20 2． 35 0． 93

资料来源: 依据 2010 年《江西统计年鉴》数据制作

2． 江西省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选择

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选择本质上是选择性的招

商工作，即本区域发展什么产业、选择什么产业的投

资商入驻等问题［11］。江西省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

中，不能仅以产业比较优势为唯一的产业承接基准，

因为影响产业承接的因素还有很多，包括产业基础、

市场条件、政策导向等; 从宏观范围内应结合国家区

域产业布局的要求与江西省“十二五”规划，参考黄

新建等学者的相关研究，江西省重点承接的产业如

表 3。
表 3 江西省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选择对比

选择来源 重点行业

1． 国家区域产业布

局主要产业

食品、煤炭、电力、装备制造、化工、建材、交
通、物流

2． 江西省“十二五”
规划主要产业

有色金属业、钢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船

舶制造业、石化业、轻工业、纺织业、装备制

造业、建材业

3． 黄新建等学者建

议重点选择的产

业*

LED 产业、光伏产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非金属材料、医药制造业、汽车制

造业、航空制造业、动力电池制造业、核能

与风能产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4． 梯度系数反映具

有 比 较 优 势 的

产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采

选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草制品业、废弃资

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黑色金属矿采

选业、纺织服装、鞋、帽制品业、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

金属矿采选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 资料来源: 黄新建等《“十二五”期间江西省工业重点产业的

选择》。

表 3 可以看出: ( 1) 江西传统优势产业有色金属

业，包括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采选

业等产业，由于江西省有色金属蕴藏量丰富，这一产

业极具有发展潜力，从产业梯度系数表我们发现，有

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系数位列第一高达 16． 48、

非金属矿采选业位列第二为 11． 22，其它有色金属产

业排名均在前十位。另外，“十二五”规划与黄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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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文章均将有色金属业作为了重点选择的产业，

所以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将其作为江西省重点承接的

产业。除此之外，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与纺

织业也是重点选择的产业。( 2 ) 从产业梯度系数表

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有色金属业与化学原料及化学制

品制造业外，剩下的四大产业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产

业。可见，由产业梯度系数表反映的江西省产业优

势大都集中在资源密集产业与劳动密集产业，这是

因为江西省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廉价的劳动力

资源。

比较分析我们得出，产业梯度系数所反映的江

西省应该承接的产业与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承接的产

业存在一定出入。造成江西省上述产业选择相悖可

能是政府的盲目招商、产业基础薄弱、承接产业的配

套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等原因造成的。

其一，政府盲目招商，缺乏针对性。由于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率实际上被当作评估地方政府官员政绩

的标准，地方政府在引进和选择产业发展时，会倾向

于选择能拉动地方 GDP 值高速增长的产业，从而导

致在引入外来资本的过程中出现盲目招商行为，选

择一些不符合该区域实际产业发展规划或是不利于

经济长远发展的产业。另外，由于中部各省地理位

置、资源条件以及产业结构的相似性以及廉价的劳

动力，使得外来资本在选择投资地点时，具有较多的

选择性。因而，为吸引产业投资，地方政府会采取多

种优惠措施如税收、土地等来应对中部各省的激烈

竞争，从而可能导致本地区产业同构，无法充分利用

自身特色优势，使得出现不利于本地的合理的产业

分工和产业的长远发展［19］。

其二，产业集群规模小，基础薄弱。近年来，随

着江西经济的发展，虽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产业基

础，但产业集聚还处于缓慢发展阶段，尚未形成上规

模的聚集区和特色产业带，集聚效果并不明显［20］。

作为一个有色金属资源大省，江西省在有色金属新

型材料业上产业链形成已初具规模，但在技术密集

型产业诸如汽车制造业虽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技术基

础，与国内汽车整体发展水平相比较，在研发产业链

上的企业较少。区域的产业链是否完整是外来资本

投资的重要考量因素，它的一体化可以使企业有效

整合资源、降低成本、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产业链越

长，意味着企业可参与的价值链越长，产生的附加值

越多，因 此 延 长 我 国 产 业 集 群 的 产 业 链 是 当 务

之急［21］［22］。

其三，基础配套设施不够完善，转移成本高。一

个区域是否具有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已经成为一

个吸引外资大规模进入的“第三投资环境”［23］。近

年来，江西的道路交通建设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与沿海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相比较，仍然存在一

定程度的差距。与经济发展较快的省市之间相连的

省际高速公路网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依赖高速公路

网而生存的现代物流企业，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规模小，形式单一，缺乏一体化服务的供应商

等，导致社会化供应链尚未形成，难以有效的降低物

流成本，而且难以满足转移企业对物流服务的需要。

另外，园区产业结构层次低下问题较普遍，全省的工

业园区内，大多为资源密集型产业及劳动力密集型

产业。

3． 江西省科学引导承接产业转移的对策

( 1) 转变政府职能，通过科学规划引导产业承接

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作为产业转移的主体，应

坚持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为导向，转变政府职能，

建设服务型政府，让外来投资企业充分发挥其在产

业转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以达到市场资源配置的

最大化发挥; 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原则通过制定和

实施合理的产业政策，有效地规划和引导外来资本

投资，避免为增加地方 GDP 而采取的硬性指标招商

行为; 根据本省实际情况，由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确定

产业承接的合理性，防止产业同构 与 恶 性 竞 争 的

发生。

( 2) 延伸产业链，推动产业集群形成

结合江西省实际情况，积极发展有色金属此类

资源密集型产业与纺织服装、鞋、帽制品此类劳动密

集型产业，加强资源密集型产业深加工能力; 通过引

进高科技对传统优势产业进行改造，发展上下游产

品以达到延伸产业链的目的; 加大力度投资如汽车、

航空此类高技术密集型产业研发产业链一端的企

业，提高其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依托现有产业优势发

展一批龙头企业，推动企业往专业化分工、集群化方

向发展，形成一批特色鲜明、体系完备、品牌过硬的

产业集群［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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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增强地区承接平台能力，加快产业转移步伐

加大力度建设本省省内及周边交通网络，为外

来投资企业创造高效便利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完

善与周边地区的物流运输体系，进一步降低投资企

业的物流成本; 通过实现土地、电力、水资源、劳动力

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来吸引投资者，让利于商、服务于

商; 工业园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应

积极增强园区综合配套能力，吸引具有龙头带动作

用的大型企业进入园区，以此带动其他相关企业发

展; 对于投资江西省的国家鼓励类产业与外商投资

优势产业的项目，按规定免征关税，鼓励和引导金融

机构对符合条件的产业转移项目提供信贷支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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