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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确定工业支柱产业的综合评估与判定方法的研究现状入手，指 出了现行方法的不足，然后从工业支柱产业的理论依 

据 出发，筛选 了一组确定支柱产业的评价指标。并以因素分析为基本分析方法，设计了一个确定支柱产业的综评方法 ，且以重庆 

为 案例 ，运 用此法进行 综评 判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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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current researe|~s ofdeterminingleadingindustry’S evaluatingindexes，this paper points outtheir drawbacks and sdects 

a series ofevaluating in&xes from the theory ofleadingindustry．Basing On the factor analysis method and taking Chonsqi~ as咖 nple，it estab— 

lishes a synthetical method of evaluating and determining the leading~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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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业支柱产业综合评估及判定的研究意义与现状 

支柱产业指一定时期 内，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经济 

中占有较大比重，在区域产业及 区域经济增 长中对总量控制 

影响大 ，具有举足轻重作用 的产业L1】。科学判定 一个地 区的 

支柱产业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工业支柱产业的选择判 

定对处于工业化过程 中的中国，特别是 目前实施西部大 开发 

战略中的西部地区提升第 二产业 比重 ，实现工业化和提 高工 

业质量 ，增强工业核心竞争力，以及优化经济结构，避免产业 

结 构 的趋 同等 方面 意义重 犬。工 业 支柱 产业 的评 判选 择 是否 

科学 、准确 、合理，直接关 系到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战略的 

成效。然而 ，目前我国各个 区域对工业支柱产业 的选择判定 

标准或衡量尺度还不够科学、明确，仍然采用传统 的经验型方 

法，存在不少弊端 ，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趋同性 有些区域不论 自身的条件，都急着上 马相同的 

项 目，把同一行业作为本 区域 的支柱产业 。特别突出的是“九 

五”期间全国 20多个地 区都把汽车作为 自己的支柱产业。这 

种近视政策造成了大规模的重复建设 ，不但导致 了资源的严 

重浪费，而且大大削弱了各地区的竞争力。 

随意性 不少地方制定工业结构发展战略往往 以现有工 

业结构为其产业结构发展的战略依据 ，随意性较大。通常就 

是将现有工业结构 中产值较大的几个行业确定为支柱 产业 。 

把产值从大到小按不同行业排队，然后依名次确定第一主导 

产业 、第二主导产业 ，再加上 当年流行的 比如高新技术、旅游， 

如此就构成了该区域下一个五年计划的产业 目标。 

盲从性 有些区域在制定 自己的产业政策发展战略时， 

往往就是将大区域的五年计划拿来 ，稍加修改 ，就变为 自己的 

发展计划 。比如 ：有的地区经济基础差 ，资源贫乏，但也照搬大 

区的产业发展战略 ，也将老工业基地的调整对象纳入 自己的 

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根本没有 自己的特色。 

鉴于上述凭经验、想当然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给 区域经济 

发展造成的严重后果，本文从科学研究方法出发，发挥地 区优 

势和特色经济 ，防止产业结构的趋同，给各区域选择工业支柱 

产业提供一个科学有效 的评判方法，迫切需要设置一个支柱 

产业判定的综合原则及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一个切 

实有效的支柱产业综评判定方法。为此 ，本文 在设定工业支 

柱产业评判原则和指标的基础上，以重庆为案例，采用因素分 

析法，综合评判重庆的支柱产业。 

二、综合评判指标体 系的建立与判定方法 

鉴于 目前研究的不足 ，本文在指标 的选择上坚持 了科学 

的原则与方法，并对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结合改进后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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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分析法 ，采用软件 SPSS FOIl WINDOWS 10．8进行计算。 

(一)综合评判指标体 系的建立 

1．确定支柱产业的理论依据和准则 

确定支柱产业L3J3，即政府根据产业结构 的总体规模 ，确定 

一 定经济时空下的支柱产业 ，确定产业发展 的序列 ，以实现产 

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 级化。支柱产业的选择有一定 的标准， 

该标准可视为产业结构成长合理化的标准，而确定产业结构 

成长合理化 的标准又意味着确定产业结构成长的方向和态 

势。然而，一个重要 的理论前提 ：准则都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正 

确性的准则 ，而是一个根据具体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 

对不同角度与不同层 次需求解决 的问题，分主次缓急的顺 序 

做出取舍的过程。为此 ，准则是一种倾斜式的产业发展战略， 

不可能面面俱到 ，也不可能绝对均衡。另一个理论前提 ：产业 

结构成长的准则不是一个规范产业发展的不变的准则。随着 

产业结构的成长经历不同阶段的变化 ，作为准则也应该要求 

是超前发生变化 ，但这种运动规律 的绝对变化性并不影 响在 
一 定时期准则的相对稳定作用。 

罗斯托准则 美 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 ，支柱产业的确 

定须有足够的资本积累和投资。这就要求一定区域的净投资 

率从 5％提高到 1O％。从而，必须增加储蓄 ，减少消费，防止消 

费早熟。必要时引进外资。要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来吸收支柱 

产业部门的产品，要有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拥有大量的企业 

家为发展支柱产业部门提供组织、管理和人力资本等条件。 

生产率上升率准则 日本经济学家早在 5o年代中期就提 

出了这一准则。生产率上升快的产业有着较快的技术进步速 

度 ，与该产业生产成本的较快下降相对 一致。同时这一产业 

也是投入产出率较高的产业 ，其受资源的限制也较小。在这 

种情况下，这一产业就可能在相对 国民收入上占有越来越大 

的优势 ，资源要向该产业移动。为此 ，有着较高生产率上升率 

的部门将在产业结构中占有更大的比例。 

市场需求准则 人们生产和生活需求的层次性决定了经 

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各发展阶段起支配及带动作 用的支柱 产 

业。这要求工业支柱产业的确定应从 市场需求 出发，拥有一 

定 的基础和较好的发展条件，具有稳定 的市场需求量和较大 

规模的市场容量，能支撑该产业的持久发展。 

产业关联准则 支柱产业关联度高，有较强的前 向、后向 

和旁侧关联效应 ，能够向支柱产业的各方向渗透 ，能带动相关 

产业和地区经济的发展。 

动态比较优势准则L4 J 用发展 的眼光，将那些 目前 比较 

成本费用处劣势，但未来具有 比较优势 ，有可能成为带动产业 

结构升级的幼小产业选择为未来的支柱产业。这要求用发展 

的眼光看产业的潜在优势。同时，参照发达 国家经 历的支柱 

产业部门更替过程 ，将在先进 国曾经带动或正在带动产业结 

构演进 ，但在本国尚处 比较成本劣势的新兴幼小产业作支柱 

产业的重点对象 ，通过国家的扶持 ，幼小产业的比较费用可以 

变化 ，取得优势。 

2．选择支柱产业的指标体系 

样本的选择 以重庆市为案例 ，根据其工业发展的具体 

情况，在重庆市 GDP中占有较大份额的工业行业作 为支柱产 

业的备择样本 ，共 13个行业 ：食品加工 ，食 品制造，饮料制造 ， 

石油加工 ，化工 ，医药 ，化纤 ，黑色金属 ，有色金属，金属制品 ，普 

通机械 ，交通运输(汽车摩托)，电子通信。 

指标体 系的确立 按照上述 5大准则 ，并根 据综合指标 

体系构建所需的原则 ：科学性即指标体系要兼顾“代表性”与 

“包容性”；可行性即指标所涉及的数据是我 国 目前统计制度 

中具有或通过努力能得到的；质与量的统一 即指标体系中既 

有数量指标又有质量指标。同时 ，参考同类研究指标体系，最 

终从重庆市统计年鉴中选取上述行业具有的经济可观测 因素 

变量指标体系共 23项 ，这些指标从经济总量规模与经济效益 

方面分别体现了支柱产业所具有的特征：从 业人员 ，工业总产 

值 ，工业销售产值 ，实 收资本 ，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负债合 

计，所有者权益 ，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利润 ， 

总资产贡献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成本费用利润率 ，新 产品产 

值，利税总额 ，增加值率 ，资本保值增值率，资产负债率 ，全员劳 

动生产率，产品销售率 ，销售利润率 ，人均实现利税。 

数据处理 根据不 同的指标采取不 同的公 式：效益型指 

标公式为 (埘 一maxxij)／(maxX~一min )；成本型指标公式 

为 (max巧 一xij)／(max 一min巧)。 

(二 )工业 支柱产业 综评 方 法及 结果 

1．因素分析与综评 

因素分析法是统计学常用的一种处理经济发展 中多因素 

变量，并揭示其相互关系的科学方法。运用此法 ，可从大量可 

观测因素变量中通过因素分析计算 ，将许多因素变量析取 、综 

合为少数关键因素 ，并对各因素变量的综合得分进行相对次 

序排列 ，建立基本而简洁的概念体系，以达到多因素间差别的 

明朗化 和可操作化 的 目的。本文对 原始指标 改进后 ，运 用 

SPSS FOR WINDOWNS 10．8对重庆的 13个行业 23项指标 的数 

据进行分析，浓缩数据信息 ，简化指标结构 ，用 少数关键指标 

概括最大量的经济事实 ，以揭示事物间的本 质联系。运用上 

述软件求出相关矩阵及其特征值、贡献 比例值和累计 贡献 比 

例值以及因素载荷矩阵(表 1、表 2)。 

从表 1的累计贡献比例值可知 ，只要选择 1、2、3、4这四个 

主因素，其累计贡献 比例值 已达 88．O6％，为此 ，所择四个因素 

能充分反映和代表备择样本的综合水平。从 表 2可知各因子 

在原始变量上的载荷值不太好解释，须进一步因子旋转。又 

因为数据间的相关系数很大，故在用 因素分析 中的主成份分 

析法析取主因子时，采用方差极大斜交旋转 ，从而得到斜交因 

素结构矩阵(表 3)。为此 ，通过计算可得到由原始指标的线性 

组合构成的新 的综合变量 ，可知重庆 13个行业在各因素上的 

因素分数。 

从表 3可看出，各主因子对经济指标的载荷和解释能力 ， 

除 外其余均大于或等于 0．600。按照各因子对不 同经济指 

标的解释能力不 同，分 别取名为：综合竞争 力因子 ，生 产销售 

因子，资本保值增值因子，资产负债因子。为计算综合分数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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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因素特征值、贡献比例值爰累计值 

因素 特征值 贡献比例％ 累计贡献比例％ 

1 12．662 55．050 55．Q50 

2 4．724 20．538 75．588 

3 1．754 7．626 83．2l3 

4 1．115 4．847 88．060 

5 0．962 4．182 92．242 
6 0．714 3．1o4 95．347 

7 0．531 2．307 97．653 

8 O．27l 1．176 98． 9 

9 0．183 0．795 99．624 

lO 5．3(i5E一02 O．233 99．857 
l1 2．974E一02 O．129 99．987 

l2 3．O77E一03 1．338E—o2 ∞ ．o00 

l3 5．479E—l6 2．382E—l5 ∞ ．o00 

14 4．42OE—l6 1．922E一15 ∞ ．o00 

l5 3．441E—l6 1．496E一15 00．0()0 

l6 2．352E—l6 1．022E—l5 ∞ ．o00 

l7 l o02E一16 4．357E—l6 ∞ ．o00 

l8 8．24lE—l8 3．583E—l7 ∞ ．o00 

19 —4．85E一17 —2．11E—l6 00．o00 

20 一1．OlE一16 —4．40E—l6 ∞ ．o00 

2l —1．46E—l6 —6．35E—l6 ∞ ．o00 
22 —2．16E一16 —9．41E一16 00．∞0 

23 —4．50E—l6 一1．96E—l5 ．00．o00 

表 2 因素载荷矩阵 

先确定四个主因子的权重系数： = √∑ ；其中 为第n 
， n= 1 

个主因子所对应的特征值。然后根据各主因子内部的载荷系数 

(表 3)，可得出样本的综合评价分数计算公式为：m7．=r + 

rzf2j+raf3j+ j o其中 啊( =1，2，⋯⋯ ，13)为样本的综合得 

分 ； (n=1，2，3，4)为主因子权重系数。 为第 个样本在 四 

个主因子上的得分。最后，通过表3的数据，运用公式可计算出 

样本的综合分数如表 4。 

2．综评结果与结论 

第一 ，通过对重庆工业支柱产业备择样本分析得到的综合 

集成分数表明 ：重庆工业支柱产业可确定为交通运输(汽车摩 

托)、冶金、化工 ，而电子通信 、食品(饮料制造 、食 品加工、食品 

制造 )具有较好 的发 展潜力。同时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对 

比L5 吻合性较好 ，与重庆发展现有三大支柱产业 汽车摩托 、化 

工、冶金 ，培育电子信息、食品、旅游、建筑四大新的支柱产业的 

现实较好吻合。表明这种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效度。 

表 3 斜交旋转因素结构矩阵 

表 4 综评分数及排名 

产业名称 综评分数 排名 产业名称 综评分数 排名 

交通运输 25 O77 789 l 黑色金属 4 575 390 3 
医药 2 690 200 6 化 纤 l l06 350 ll 

化 工 5 445 36l 2 石 油加 工 l 492 766 8 

电子通信 1 381 903 9 食品制造 746 372．5 13 
普通机械 2 715 363 5 金属制品 l 03O 581 12 
饮料制造 1 569 680 7 食品加 工 l 241 21l lO 
有色金属 3 133266 4 

第二 ，各产业分值级差较大。位于首位的交通运输行业其 

分值具有绝对优势。这与重庆市长期 以来以汽车 、摩托车为重 

点的政策导向有关。而其他有发展潜力的产业综合分值明显 

较低 ，这表明，重庆要培育新的支柱产业还须对其加大投入，政 

策上扶持，着力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支柱产业群。 

第三 ，这种方法对其他地区工业支柱产业的评估与确定有 

较好的示范作用，还可综合运用聚类分析法，采用组内变数连 

接 ，得出树状 图，与此法相互印证，以进一步确定此法的科学 

性。同时，此法还可推广用于区域竞争力综合评估、企业核心 

竞争力综评等方面。 

参考文献： 

[1]吴玉鸣．~-_qk支柱产业综合评估与判定[J]．~-_qk经济 ，2002，(4)：35 

— 38． 

[2]崔功豪．区域分析与规划[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3]张海鹏．贵州工业支柱产业的选择[J]．工业经济 ，2002，(12)：78— 

82． 

[4]樊纲．论竞争力——关于科技进 步与 经济 高效益 [J]．管理世界 ， 

1998，(3)：57—59． 

[5]罗晓梅 ．新重庆的崛起与中国西部经济的发展[M]．重庆：重庆 出 

版社 。1999．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