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 7月 

第26卷第7期 

重 庆 大 学 学报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Ju1．2003 

V01．26 No．7 

文章编号：1000—582X(2OO3)07-0143一o4 

重庆市产业结构的专业化和综合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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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西部地区为参照系，通过测算重庆市3次产业结构及 l3个产业部门的区位熵、集中系 

数、多样化指数等指标，进行专业化分析和综合发展分析，并与西部地区其它省区比较，明确我市主导专 

业化部门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们与非专业化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主导专业化部门 

在西部地区的地位、作用和优势，为我市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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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域分工与区域专业化部门 

分工与专业化一直是技术进步的强大推进器，亚 

当 ·斯密早已明确指出。这里首先要明确 ，地域分工 

与区域经济专业化是建立在区域经济综合发展的基础 

之上的，因而地域分工与区域专业化不能简单地理解 

为区域经济偏集于某一产业。区域产业结构专业化程 

度高并不意味着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其根本原因在于 

作为一个经济空间只要在地理上大于一定的范围，区 

域经济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宏观经济，它的发展内在地 

要求自身的相对完整性。就区域产业结构来说则要求 

投入产出链条在区域内有一定限度的延伸，以便在相 

互依存的产业地理集聚的前提下，相互促进，共 同发 

展。但是任何一种资源都有其局限性，只有专业化才 

能使某一方面充分发展，因而地域分工与协作才能使 

得 1+1>2的整体效应发挥出来。地域分工的主要依 

据在于g1)区域 自然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察赋不同， 

它包括某一区域发展某一资源型产业的可能性、交通 

运输条件和对外联系对市场范围的局限性；2)区域人 

口分布不同，尤其是具备某些特殊才能的人力资源，在 

任何区域都有稀缺性；3)由于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其 

他经济发展条件的差异，如资本的丰裕程度、技术创新 

和扩散的可能性、企业家精神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心理 

等等uJ。正是在这些不同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不同产 

业才会在不同区域有不同的发展前景、发展速度和 

效益。 

以上的分析表明，地域分工的实质是产业分工在 

地理空间上的表现形式。因此区域产业结构专业化集 

中地表现为区域经济活动偏集于某一个或几个具有代 

表性的主要产业，形成区域专业化产业部门。因而，可 

以说区域结构专业化是地域分工的表现，区域专业化 

产业部门与地域分工相联系。那么，什么是区域专业 

化部门?多年来经济学界一直把直接为外界地区提供 

商品或劳务的产业部门称为专业化部门，但是该定义 

在很多情况下不适用，因为它不能正确、全面地反映地 

域分工的实际情况 ，如在某产棉区，其棉花大部分在区 

内加工成棉纺织品，然后再往外销，按过去的定义该产 

业不是专业化部门，然而目前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一个 

地区的那些直接或间接地为外界地区提供商品或劳务 

的部门即为该地区的专业化部门 J。按此定义，该产 

棉区生产棉花的部门是专业化部 门，比较接近实际 

情况。 

重庆市作为国民经济的子系统，其独特的 自然资 

源和区位优势决定了其产业结构的专业化属性。找出 

其主导专业化部门在其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 

它和非专业化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明确其在西部地 

区的地位、作用和优势，对于重庆市抓住西部大开发的 

历史机遇，用好中央给予重庆市的优惠政策并制定出 

合理的产业政策，促进其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实现 

自身经济的跳跃式增长发挥其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作 

用，显然十分必要。 

区域专业化部门是地区经济的核心因为：1)通过 

经济区划建立地域分工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各个区 

域的优势，分工合作，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区域专业 

化部门正是在地区优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重庆 

市而言，专业化部门能否顺利建立和发展不仅关系到 

重庆市自身能否乘西部大开发的东风实现跳跃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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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且还会影响到西部大开发战略 目标的顺利实现， 

甚至还会影响到更大的经济系统 ，即全国经济系统的 

正常运转；2)区域专业化部门特别是主导专业化部门 

的发展能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如美国底特律地区的 

汽车工业、匹兹堡地区的钢铁工业、休斯顿地区的石油 

工业就曾极大地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一个地区若 

是不集中力量发展区域专业化部门，而是把过多的力 

量分散用于发展辅助部门和区域的自给性部门，不仅 

专业化部门得不到发展，而且辅助部门和 自给性部门 

的发展也会受到局限 ；3)只有专业化部门的发展， 

通过出口给外地区才能为本区域积累资金 ，才能由外 

地区输入新技术、新设备等本区域缺少的生产资料和 

生活资料，也才能扩大本区域的投资，增加就业。 

2 重庆市产业结构的专业化分析 

这里通过计算重庆市各个产业部门的区位熵和集 

中系数，对其进行专业化分析，并与西部地区其它省区 

相比较，，得到了重庆市的优势产业部门。区位熵又称 

专门化率，它由哈盖特(P．haggett)首先提出并用于区 

位分析中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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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程度，以及某一区域在高 

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方面，区位熵是一个很有意义 

的指标．在产业结构研究中，运用区位熵指标主要是分 

析区域主导专业化部门状况。其计算公式为： 

Q= ／【 】 
式中，Q为某区域i部门对于高层次区域的区位熵，d 

为某区域 i部门的有关指标 (通常可用产值、生产能 

力、就业人数等，笔者采用GDP指标)， 为高层次区 

域(这里指西部地区)第 i部门的相应指标，n为产业 

部门的数量。通过计算区域的区位熵，就可以找出该 

区域在高层次区域中具有一定地位的专业化产业部 

门，并根据区位熵值的大小来衡量其专业化率，专业化 

熵值越大，则专业化率也就越大。计算结果见表 1。 

集中系数是指某一地区的某一产业部门按人口平 

均的产量、产值等相对数与较高层次区域该部门相应 

指标的比值。集中系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某地区 

的专业化部门及其在较高层次区域按人口平均相对指 

标衡量所处的地位。集中系数越大表明该地区该产业 

部门按人口平均产量或产值来衡量，具有较高的专业 

化程度。笔者取各产业的增加值分别计算西部地区各 

省区的集中系数，计算结果见表 2。 

表 l 西部地区各省区产业结构的区位熵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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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广西 内蒙 

0．424 5 0。643 5 0。274 2 0。955 6 2．631 4 l_513 4 l_685 7 3．708 4 2。189 8 3．316 9 0．448 3 1．177 6 

0．961 5 0．892 5 0．468 6 0．872 1 1．00r7 3 l_22o 0 0．571 4 1．Or76 6 l_124 O 2．077 6 1．180 9 1．673 2 

l_136 0 1．0oO 3 0．487 7 1．028 8 1．231 9 0．68o 9 l_023 2 0．922 1 0．907 2 1．471 1 1．326 7 l_047 7 

l_495 0 l_223 0 0．547 4 l_082 6 0．565 7 0。701 4 1．399 9 2．316 4 l_855 9 l_798 3 2．233 9 0．651 4 

l_417 2 l_193 0 0．536 6 1．39o 6 0．146 9 0．843 4 0．904 2 0．747 1 0．898 4 0．617 5 0。968 4 0．668 6 

2．226 4 0．994 6 0．610 9 o．764 9 0．926 2 1．146 8 0．378 8 0．527 0．628 2 1．521 2 0．77l 5 l_155 8 

1．061 3 0．919 9 0．645 5 1．247 5 2．1l5 0 1．0 6 0．623 4 l_ll4 9 0．967 6 l_263 4 1．165 4 l_027 2 

1．212 2 0．785 9 0．612 5 1．047 7 1．666 8 1。339 8 O．565 7 1．583 9 1．O82 1 l_841 O 1．041 2 1．1o5 3 

3．伽 4 0。728 5 0．294 4 0．822 7 l_422 5 1。4O9 9 l_035 7 0．962 3 0．763 3 0．940 4 0．408 4 0．734 8 

1．316 4 0．892 1 0．596 9 0．738 8 2．5o7 4 l_194 3 0．570 6 2．426 7 l_ll6 8 l_821 9 0．945 0 l_236 4 

注：1)表5—1和表5—2中的数字序列 1，2，⋯，17表示第1产业，第2产业、工业、建筑业、第3产业、农林牧渔服务业、地质勘 

察及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业、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 

育文化艺术及广电业、科研与综合技术服务业。 ． 

2)表中数据根据 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区位熵和集中系数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刻画了区 

域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因此，在对重庆市进行产业 

结构的专业化分析时必须结合这两个指标进行综合分 

析。Jil1．，还要考虑到西部各省区的人 口分布情况，如 

西藏、青海、内蒙、贵州和云南等省区人口分布较少，所 

以集中系数偏大这个事实。此外还要考虑区域的销售 

及出口状况、消费结构与劳动生产率的状况等多种因 

素，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分析结果如下： 

1)与西部地区其它省区相比，重庆市第一产业的 

区位熵较低，仅为0．807 4，仅高于陕西和青海两省，说 

明重庆市第一产业产品不能 自给，(包括初级产品和 

加工品的出口比例较小，需要从其它地区进 口)专业 

化程度较低，农业显然不能成重庆的主导专业化部门， 

从集中系数来分析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重庆市第 
一 产业按人均 GDP衡量，专业化程度较低，仅高于陕 

西、青海、宁夏和贵州。2)第二产业的区位熵接近于1， 

不是很高，集中系数较高。考虑到重庆工业品的出口比 

例较高(主要是机电产品、化工医药产品、纺织原料、 

金属材料、食品等)，重庆的第二产业的专业化程度是 

较高的。其中工业的区位熵和集中系数均较高，建筑业 

的区位熵和集中系数稍低，在西部地区处于中间水平， 

说明建筑业的专业化程度不及工业。3)第三产业总的 

来说，其区位熵和集中系数均较高，区位熵仅次于西藏 

和青海，集中系数仅次于青海和新疆，考虑到进出口状 

况和人口数量，重庆市第三产业的专业化程度在西部 

地区是最高的。其中农林牧渔服务业的专业化程度比 

较低，其区位熵和集中系数仅高于贵州和广西；地质勘 

察及水利管理业的专业化程度在所有的产业部门(按 

13大产业部门来分)中是最低的；交通、运输、仓储及 

邮电业仅高于云南、贵州和甘肃3省；批发、零售、贸易 

及餐饮业、金融业、保险业专业化率较高，其区位熵和 

集中系数均居于前位，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科研及 

综合技术服务业的专业化程度最高，是重庆的专业化 

产业部门；卫生、体育及社会福利事业、教育文化艺术 

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居中。从表中可以看到，西藏、青海、 

宁夏某些产业的区位熵和集中系数高出其它省市很 

多，这主要是由于其人口数量、劳动生产率、出口状况 

的影响，加之该地区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其消费结构 

与整个西部地区相比，具有各 自的特点，这也会影响到 

其区位熵和集中系数的数值，并不能说明该地区某些 

产业专业化率较高的结论。当然，该地区确有其专业化 

率较高的产业部门，但是在这里不进行深入地分析。总 

的来看，我市在西部地区占优势的产业部门是：工业、 

批零贸易及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 

业、科研及综合技术服务业。 

3 重庆市产业部门的综合发展分析 

这里运用结构多样化指数对重庆市3次产业结构 

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进行综合发展分析。结构多样化 

指数分为原始多样化指数和精确多样化指数，原始多 

样化指数与产业综合发展程度成反比，计算公式为： 

= ∑[yl+(yl+y2)+(yl+y2+y3)+⋯ 
+(yl+y2+⋯ +y-)] 

式中， 为原始多样化指数，yl，y2，⋯y-为各产业产 

值的比重，且 yl+y2+⋯+y-=100％；精确多样化指 

数与区域产业的综合发展程度成正比，计算公式为： 

xw xI—xo／x’l̂x—xq 

式中 l为精确多样化指数， 为最小原始多样化指 

数【6J。假定某区域产业发展最为综合 ，按区域产业结 

构计算的原始多样化指数即为最小原始多样化指数， 

笔者取西部地区中最小的原始多样化指数为 。当区 

域只存在一个产业部门时，原始多样化指数就最小，即 

x̂=yl×／V，yl=100，Ⅳ为产业部门的数目。当区域 

产业发展较为单一时，精确多样化指数的值较小；当区 

域产业部门的发展较为平衡时，精确多样化指数的值 

7 8 9 m n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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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计算结果见表 3： 
表3 西部地区产业综合发展分析表 

地区 =-_  —  T  
重庆 2．221 2 0．176 2 9．262 0 0．124 0 
四Jll 2．165 9 0．117 7 9．484 7 0．195 3 

贵州 2．．054 6 0 9．262 3 0．124 1 

云南 2．222 5 0．177 6 9．365 1 0．157 0 

西藏 2．221 7 0．176 8 9．464 3 0．188 8 

陕西 2．251 7 0．208 5 8．874 3 0 

甘肃 2．294 5 0．206 2 9．551 5 0．216 7 

青海 2．249 4 0．．206 1 9．213 0 0．108 4 

宁夏 2．226 4 0．180 7 9．233 5 0．114 6 

新疆 2．164 6 0．116 4 9．551 7 0．216 7 

内蒙 2．136 2 0．086 3 9．617 0 0．237 6 

1==亘 ： 垒Q Q： 垒 2：2 Q ：圣丝2 
注：1)表中Xm，、X精，分别表示3次产业综合发展的原始多 

样化指数和精确多样化指数；Xsu、 l2分别表示第 3产业内部 

产业部门综合发展的原始多样化指数和精确多样化指数。 

2)表中{蠢殳i罟根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从表中产业综合发展程度指标可看出，重庆市3次 

产业结构的原始多样化指数和精确多样化指数均高于 

四川、贵州、新疆、内蒙古和广西5省区，而与宁夏、云南 

和西藏相近，说明就综合发展程度来说，重庆市在西部 

地区中处于中间水平，综合程度不很高，原因是重庆市 

第一产业不发达，第二产业比重最大，第三产业的比重 

也较大，这与重庆市老工业基地的地位是一致的；而就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原始多样花指数和精确多样化指数 

高于陕西、青海和宁夏，与贵州相近，表明重庆市第三产 

业的综合发展程度在西部地区中处于较高水平。 

4 结 论 

从以上专业化与综合发展分析可以看出，重庆市 

第一产业的专业化率水平较低，第二产业中，工业的专 

业化率较高，建筑业稍低。第三产业总的说来专业化水 

平较高，其中专业化水平较低的部门是：地质勘查、水 

利管理业、农林牧渔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业 ； 

专业化水平较高的部门是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科研 

及综合技术服务事业、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金融保 

险业；在西部地区中，三次产业综合发展水平不是很 

高，而第三产业内部各产业部门综合发展水平却是较 

高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区域产业结构的发展 

和调整必须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一市场经济条 

件下的区域经济运行原则 ，其核心在于发挥区域 比较 

优势，而不应苛求高水平的综合发展。就重庆市来说， 

应优先发展主导专业化部门，包括金融保险业、工业 

(主要是轻加工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科研及综 

合技术服务业、贸易及餐饮业。这里由于统计资料未单 

独列出旅游业和信息产业的有关数据，无法得到有关 

指标进行定量分析，但是根据重庆市实际的资源状况 

和旅游业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旅游业理当优 

先发展；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技术信息产业在现 

代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已越来越重要，重庆市应站在战 

略的高度把信息技术产业作为优先扶持的产业，这对 

重庆市主动接受知识经济的挑战，抓住西部大开发的 

历史机遇，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不仅是必须的 

而且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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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Specialization and Synthesis Development 

of ChongQing~Industr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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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 ract：Through an analysis on specialization and synthesis development of Chongqing's three—-D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13 major sectors，dominant specialization sectors and their status and functions，the relationships among dominant 

specia!i-~tion sectors an d non — s~ cialimtion ones are given in this paper．This would be helpful for Chongqing to es— 

tablish rational industrial policies，to upgrade its industrial structure lev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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