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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了解重庆产业结构变化，调整现阶段产业发展，本文采用区位商法和灰色关联度法对重庆 %$$I—"##* 年

工业专门化部门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进行计算，并对计算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交通运设输设备制造业

具有十分明显的比较优势，但与重庆 JBK 的灰色关联系数却不高，应利用好重庆在西部地区的增长极作用，适时地

培育出新的、类似于交通运设输设备制造业这样具有突出优势的产业。医药制造业具有较为显著的比较优势，且与

重庆 JBK 的灰色关联系数高，应考虑将其列为未来发展的主导产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比较优势不明显，但是与

重庆 JBK 的灰色关联系数较高，应在未来工业用水的供应量方面应加大投入，避免出现因缺水而制约整个城市的经

济发展的情况出现；D）烟草制造、饮料、金属与非金属采矿选业虽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与经济的灰色关联也很紧

密，但是这些行业自身经济总量不大，且与其它产业的关联度小，难于对重庆经济产生强有力的、持久稳定的拉动作

用，所以应适度的发展这一类产业。通过此分析，明确了重庆工业部门的比较优势现状，并注意到在发展经济注重

劳动地域分工时，不但要协调各个工业产业之间比例关系，还应培育包括医药制造业等在内的潜在的主导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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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市不但是一个区域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且

还是富有效率的非农产业的聚集地。区域的发展必

须依赖于城市经济来刺激和拉动。不同区域具有不

同的自然条件，人口与劳动力，位置与交通信息，经

济与社会等条件，因此造成了城市发展中产业结构

差异性。劳动地域的分工及经济要素在地域之间的

流动加剧了区域的产业部门专门化，使城市基础部

门进一步演化，在其中出现了城市的主导产业，并使

城市产业结构处于不断地动态调整和升级过程中。

当一国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之后，其产业结构

和贸易结构也将随之改变［%］。发展经济学家金德尔

伯格甚至认为：“ 比较经济原理解释一国的现状比

指导该国应朝什么方向发展可能更为有用。天赋要

素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源甚至自然

资源会随着时间和技术的进步而变化。它们也会由

于资本和劳力的国际转移而变化。”［"］不论是经济

区一级的大区域，还是县域一级的小区域，这种比较

优势经济原理在任何一个范围的区域都适用。各国

（地区）只有发挥比较优势，才能更好地利用国际分

工和地区分工，取得比较利益，提高本国资源的利用

率，积累资本，改进技术，促进经济更快发展［D］。

灰色关联分析被广泛的运用于区域产业结构各

方面的研究，众多学者对三次产业结构的宏观运

行［+GH］及优化调整［*GF］、各产业投资关联［I］和与能源

消费关系［$］的较多，但多数侧重于概念性和宏观性，

对比较优势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联研究较少。如周

生路［%#］等人对桂林经济发展及产业关联进行了研

究，但仅在三次产业分析层次上，且并未考虑区域分

工的因素；李学鑫等对中原城市群的产业结构与分

工进行了灰色关联分析，但并未对城市专业化部门

与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因此，本文以重庆为例进

行实证研究，目的在于从地域分工的角度来了解经

济运行状况。

重庆是“ 黄金水道”长江上游重要的经济中心

之一。直辖 %# 多年来，重庆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

展，其辐射范围不断扩大，对周边乃至整个西南地区

的经济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对区域经济发展而

言，区域所布局的产业最好是“ 人无我有，人有我

优”［%"］。从产业比较优势的角度出发，在防止成渝

经济区主导产业同构现象出现的同时［%D］，观察重庆

专门化部门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度，这对于了解重庆

产业结构变化，调整现阶段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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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意义。

! 分析方法及数据处理

!" ! 产业专门化部门的测度方法

区位商法是测度区域产业比较优势应用较多的

方法，它是用来衡量一定区域内某一部门对该地区

以外地区影响程度的一个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 # $% "
&

% # !
$% ’% "

&

% # !
’%

上式中，!"% 为 % 部门的区位商；% 表示第 % 个产业；&
为所计算的地区或全国部门个数；$% 为 $ 地区 % 部门

产值或就业人数；’% 为全国 % 部门产值或就业人数。

一般的，当!"% ( ! 时，表明 %部门在该地区的影响高

于全国水平，往往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也就成为专

门化部门，值越大，专门化程度越高；当 !"% # ! 时，

表明该部门影响未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 $ 灰色关联分析方法［!%］

设 *!，*$，⋯，*& 为 + 个因素，反应各因素变化

特 性 的 数 据 列 分 别 为 ｛,!（ -）｝， ｛,$（ -）｝，⋯，

｛,&（ -）｝，- # !，$，⋯，.。因素 ,/ 对 ,% 的关联系数计

算方法及步骤。

!）消除量纲的影响，以保证原始数据的统一

性，便于变量进行对比，采用初值化算子进行无量纲

化处理，即对各要素的原始数据初值变换或均值变

换，其公式为

*0/ #
*0/

,/（!）
# ｛,0/（ -）｝，- # !，$，⋯，.

$）求差序列，即计算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的绝

对差 ! %/（ -）# ,0%（ -）1 ,0/（ -） ，%，/ # !，$，⋯，+。

&）求出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绝对差的最大值

与最小值，计算关联系数，确定关联度。

"%/（ -）#
!’() 2 3!’*+

!%/（ -）2 3!’*+
，- # !，$，&，⋯，.

式中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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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介于［-，!］，通常取值为 -) %。

#）求取关联度，在实际计算中常用近似公式

"%/ $
!
."

.

% # !
"%/（ -）。

!" & 灰色关联实证分析

本文分别选取 !../、$--!、$--#、$--0 年 # 个时

间片段重庆市第二产业 &0 个行业（工艺品及其他制

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为《 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 年新增，为保证数据的可比较性

故舍去）的数值进行计算分析，将相应数据代入上

述公式计算，列举出位于前 !/ 位的重庆产业区位商

系数表（见表 !）、重庆产业区位商位序变动表（见表

$，其中“ 1 ”表示后退，“ 2 ”表示前进）。下面用灰

色关联理论对重庆专门化产业（ 平均区位商 3 !）与

456 进行关联分析。

表 !7 重庆产业区位商

8*9" !7 :);<=>?(*@ @AB*>(A) C<A>(D)> () EFA)GC()G

行业 !../ 年 $--! 年 $--# 年 $--0 年 平均

! 交通运设输设备制造业 &" $! #" /$ #" H. %" ## #" %0%

$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 #0 &" -& $" && &" /$ #" 00

&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 0% $" 0H !" H# !" 0/ !" .&%

# 烟草制造业 !" /H !" %% !" .! !" %. !" H&

% 医药制造业 $" -0 !" %% !" ! !" /- !" 0$H %

0 非金属矿物制造业 !" 0. !" &H !" &/ !" &H !" #%$ %

H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 &# !" %& !" !. !" $& !" &$$ %

/ 煤炭开采及洗煤业 !" &H -" .0 !" &% !" !! !" !.H %

.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 $- !" !& !" !& !" !0 !" !%%

!- 非金属矿采选业 !" !$ !" &H !" -$ !" -$ !" !&$ %

!! 通用设备制造业 !" $0 !" -0 !" -- !" $- !" !&

!$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 0% !" !0 -" !/ !" -/$ %

!&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 !" $- !" !! !" %H !" -%H %

!# 饮料制造业 !" -# !" -. -" H! !" $# !" -$

!%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 -$ !" $! !" &/ -" 0& !" -0

!0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 -" .% -" H. -" %0 -" .%

!H 印刷品及记录媒介的复制 -" H. -" .- -" 0. !" -% -" /%H %

!/ 食品制造业 -" .& -" %. -" /& -" 0H -" H%%

7 7 注：数据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0］和《国家统计年鉴》［!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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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重庆比较优势产业区位商位序变动数

#$%& !" ’($)*+, -) .$)/ 01 203$4-0) 5604-+)4 01
3078$.$4-9+ $:9$)4$*+ -):6,4.; -) ’(0)*5-)*

行业 <==> ? !@@< !@@< ? !@@A !@@A ? !@@B <==> ? !@@B

<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 @ <

!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 A C @ ? <

C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D ? ! @ C

A 烟草制造业 ? <@ <! ? ! @

D 医药制造业 ? C ? E <@ @

B 非金属矿物制造业 ? ! @ < ? <

E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A ? ! @ !

> 煤炭开采及洗煤业 ? > <@ ? D ? C

=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 = << @ !

<@ 非金属矿采选业 < ? < @ @

<< 通用设备制造业 ! ? D D !

<!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 ? <= ? <=

<C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C ? > B !<

<A 饮料制造业 C ? E << E

<D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 <@ ? <A ? A

<B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 ? = ? D ? <D

<E 印刷品及记录媒介的复制 D ? B E B

<> 食品制造业 ? < < ? < ? <

表 C" 重庆专门化行业与 FGH
灰色关联度

#$%& C" F.$; 30..+2$4-0) 30+11-3-+)4 01
,8+3-$2-I+: -):6,4.; $): FGH -) ’(0)*5-)*

行业名称 关联系数

< 交通运设输设备制造业 @& >>= =

!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 =D= E

C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

械制造业
@& =!C >

A 烟草制造业 @& ==@ B

D 医药制造业 @& =>< C

B 非金属矿物制造业 @& =>B E

E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 =DB !

> 煤炭开采及洗煤业 @& =B< B

=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 =D@ >

<@ 非金属矿采选业 @& =E! E

<< 通用设备制造业 @& =DE =

<!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B= =

<C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
@& BE= B

<A 饮料制造业 @& =>> E

<D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 >=! >

" " <）以全市 FGH 和平均区位商 J < 的 <D 个产业

部门作为变量，对各变量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FGH）K｛<，<& D!D E，<& >B= C，!& C=B C｝；

!"< K｛<，!& A!> @，A& >>> E，B& =DE >｝；

⋯⋯

!"<D K｛<，<& B=C >，E& DBD C，B& @<@ >｝；

!）以 !"@ 为参考序列，其它 <D 个产业部门为比

较序列，求差序列。

!!"< K｛@，@& =@! C，C& @<= A，A& DB< D｝；

⋯⋯

!!"<D K｛@，@& <B> <，D& B=B @，C& B<A D｝；

C）在参考序列中找出最大值 !!L7$M 与最小值

!!L7-)，根据公式计算关联系数及关联度，结果如表

C 所示。

! 结果分析

!& < 从时间序列分析产业区位商

!& <& < 从计算出的 #$ 值大小分析 " <==>、!@@<、

!@@A 和 !@@B 年间重庆市 CB 个工业部门存在明显差

异（见表 <），可以把 #$ J ! 的行业纳为产业专门化

显著行业，< N #$ N ! 的行业纳为产业专门化不显著

行业，#$ N < 的行业纳为不具有比较优势行业。

<==> 年产业专门化显著行业有 C 个，产业专门

化不显著行业有 <C 个，不具有比较优势行业有 !@
个，最大值为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 AB，最小值为石

油天然气开采业 @& @C；!@@< 年产业专门化显著行业

有 A 个，产业专门化不显著行业有 <@ 个，不具有比

较优势行业有 !! 个，最大值为交通运设输备制造业

A& >!，最小值为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 @& @!；!@@A 年

产业专门化显著行业有 ! 个，产业专门化不显著行

业有 <C 个，不具有比较优势行业有 !< 个，最大值为

交通运设输备制造业 A& E=，最小值为文教及体育用

品制造业 @& @<；!@@B 年产业专门化显著行业有 !
个，产业专门化不显著行业有 <! 个，不具有比较优

势行业有 !! 个，最大值为交通运设输设备制造业，

最小值为文教及体育用品制造业 @& @<。

在计算期内，交通运设输设备制造业的区位商

一直位居前列，并且区位商逐年递增。其专业化水

平高，比较优势明显，是重庆稳定持久的支柱产业。

目前，重庆已经拥有嘉陵、隆 鑫、长安、力帆、红岩等

众多全国知名汽（ 摩）车生产企业。由于该产业波

及范围广，与之关联的产业多，因此，有力的带动了

冶金、化工、仪器仪表、塑料、水电等与它前向、后向

和侧向关联的产业发展，使工业经济格局更趋多样

化。除此之外，煤炭开采及洗煤业、非金属矿采选业

和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等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采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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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也保持着一定的比较优势。

!" #" ! 从 !" 值位序变动分析$ 产业 !" 值位序及其

变动在时间上不仅能反映出该产业过去在全国所处

的比较优势地位和在整个城市产业结构中的作用，

而且能以此为参考，从另一个角度明确目前产业在

其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规划未来产业结构的方

向。

虽然各行业 !" 值差异较大，但除个别行业外，

行业之间位序总体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见表

!）。在所列举的 #% 个行业中，#&&% 年—!’’( 年间，

有 #) 个行业的位序变动小于或等于 *。其中，烟草

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煤炭开采及洗煤业、黑色金属

矿采选 业 和 电 力，热 力 的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虽 然 在

#&&%—!’’( 年间的变动小于或等于 *，但在考察的 )
个时间段内其位序变动都曾大于过 &，说明这些产

业在发展中经历了相对静止———幅度较大的相对前

进或落后———相对静止的周期过程。饮料制造业和

印刷品及记录媒介的复制业的位序变动在 * 至 & 之

间，) 个时间段内的位序变化亦是如此，说明其一直

处在比较剧烈的产业间的竞争中。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 ) 个行业的位序变动大于 #’，其中，水

的生产和供应业在考察期的前期较稳定，但在后期

出现大幅的下降，这表现出随着重庆经济发展速度

的加快，工业化的进一步展开与水的生产与供应之

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的位序一直在后退，出现产业衰落的征兆；与前两者

不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则以高的速度获

得了发展。

!" ! 从灰色关联度分析产业专门化产业

重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 +,- 增长的关联

程度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见表 )），其中关联度最为

密切的是烟草制造业 ’" &&’ (，最低的为有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业 ’" (.& (，专门化程度最高的交通运

输设备制造业关联系数为 ’" %%& &。由此可见，最具

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不是关联度最高的产业。因

此，为了保持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不仅仅要关注专

门化程度高的产业，还要培植具有潜力的成为未来

主导产业的潜导产业。

一个专业化部门要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

业，必须同时具备 * 个条件：#）有较高的区位商或专

业化水平（!" / !）；!）在地区生产中占有较大比重；

)）与区内其它产业的关联度较高；*）能够代表区域

产业发展方向［#%］。虽然化工（医药）、冶金等产业具

有成为主导产业的潜力，但从目前来看，重庆以交通

运设输设备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体系暂时还不会改

变。

) 结论与对策

通过对重庆第二产业的产业专门化分析和其对

重庆 +,- 增长关联程度的分析，可以得知重庆工业

结构现状及其所面对的问题。

#）重庆具有比较优势产业数量较多，)( 个工业

部门中的 #0 个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比较优势，主

要集中在机械、医药、能源和冶金行业。但是，这些

行业的专门化程度却具有不同的程度。交通运设输

设备制造业具有十分明显的比较优势，与重庆 +,-
的灰色关联系数却不高。为使重庆在未来的发展中

继续持有稳固的比较优势，应利用好重庆在西部地

区的增长极作用，适时地培育出新的、类似于交通运

设输设备制造业这样具有突出优势的产业。医药制

造业不但具有较为显著的比较优势，且与重庆 +,-
的灰色关联系数高，应考虑将其列为未来发展的主

导产业。

!）在众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比较优势不明显，但是与重庆 +,- 的灰色关

联系数较高。因此，重庆在未来工业用水的供应量

方面应加大投入，充分利用本地区丰富的水资源优

势，避免出现因缺水而制约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的

情况出现。

)）烟草制造、饮料、金属与非金属采矿选业虽

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与经济的灰色关联也很紧

密，但是这些行业自身经济总量不大，且与其它产业

的关联度小，难于对重庆经济产生强有力的、持久稳

定的拉动作用，所以应适度的发展这一类产业。

*）基于比较优势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首先以

要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和行政边界的束缚，使各经济

要素在各地域之间能自由流动为前提，这样，才能使

地域分工的优势体现出来。在以成渝经济区为小背

景时，减少两地区产业结构的趋同性。两地区都应

放弃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加强成都与重庆的区

际贸易，扫清地区贸易保护主义的障碍，降低两地的

交易成本，利用“点 1 轴”式开发模式实现成都与重

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强整个区域的竞争优势。

以全国为大背景，扮演好在全国区域分工中的角色，

利用全国这个大市场实现地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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