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008年 6月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第 25卷第 3期

June. 2008 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125　NO. 3

宜宾市九县一区经济差异性研究
3

刘 　杨 1 ,李春明 2 ,郑彩玲 3 ,杨 　璠 4 ,唐智鑫 5

(1, 2, 4.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宜宾 644000; 3. 宜宾外国语实验中学 ,四川 宜宾 644000;

5. 宜宾统计局 ,四川 宜宾 644000)

[摘要 ]宜宾市是川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城市 ,主要采用变异系数方法以及产业基尼系数分

解方法对宜宾市区县的经济区域差异进行动态时序量化分析 ,为宜宾市区域平衡发展的提出

一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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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宾位于川滇黔结合部 ,是攀西和六盘水地区

出入长江黄金水道、成渝经济区以及联结南贵昆经

济区走向东南亚的重要门户。宜宾市陆地面积达

到 1. 33万平方公里 ,总人 488. 7万人 ,下辖一区九

县。2005年 ,全市 GDP总量达到 366. 04亿元 ,居

四川省第四位 ,形成饮料食品、能源、化工为主导 ,

轻纺、机械、建材、造纸、电子等为支撑的现代产业

体系。其中 ,饮料食品、能源、化工、轻纺等产业在

四川省内具有较强竞争力。2005年 GDP年均增

长 12. 4% ,分别高于全国 3个百分点、全省 1. 3个

百分点 ,人均 GDP达到 7805元。然而翠屏区的

GDP总量达到 136. 56亿元 ,占全市 GDP总量的

37. 3% ;而屏山县 GDP总量仅为 10. 9亿元 ,只占

全市 GDP总量的 2. 97% ,相当于翠屏区的 7. 98%。

人均 GDP翠屏区达到 20411元 ,屏山县仅为 3758

元 ,相差 5倍多。全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性

收入 7626元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3068元 ,

城乡收入差距有两倍多。宜宾的区域经济差异比

较显著。

一、宜宾区县区域差异研究的方法
在研究区域差异问题中 ,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

的分析方法是主要的分析方法。绝对差距方法包

括平均差、标准差、离差和极差等方法 ,但是这些方

法不能全面地反映区域差距的结构性特征。相对

差距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变异系数法、基尼系数和泰

尔指数等具体方法 ,它们能较细致反映区域差距的

结构性特征 [ 1 ]。

(1)变异系数法。使用各地区加权人均值差

异系数来消除不同人口规模对人均 GDP相对差异

系数的影响 ,并结合运用相对差异系数与 σ系数

共同反映不同指标地区相对差距变化。还可以分

解为某一部门的加权变异系数和任意两部门之间

的加权协方差变异系数。

(2)基尼系数常用于衡量地区差距 ,是测度收

入差别最常用的指标 ,有着多方面的优点 :一是可

以用一个数值来反映收入差别的总体状况 ;二是可

以从收入构成的角度很方便地进行分解分析 ;三是

能够结合人口分布因素来计算地区不平等的程度 ;

四是进行基尼系数的产业分解比加权变异系数方

法更方便。

二、宜宾区县区域差异动态变化的测度
1.对宜宾区县城乡收入差异动态变化进行分析

采用相对偏离变异系数的方法对宜宾城乡居

民收入十年间 ( 1997年 - 2006年 )差距进行动态

变化进行分析 (城镇居民采用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

民采用纯收入进行衡量 ) ,分别观察各个区县对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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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区域差异所占的贡献份额。

为了分析宜宾各区县的城乡收入差异变化 ,根

据统计年鉴收集宜宾各区县 1997 - 2006年十年间人

均 GDP值和城乡收入值 ,整理得出表 1和表 2值。
表 1: 1997年 - 2006年宜宾各区县人均 GDP

地区 /年份
1997年 - 2006年宜宾各区县人均 GDP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翠屏区 6197 7000 7763 8445 9683 11147 12700 14676 17653 20020

宜宾县 2249 2535 2745 2431 3173 3573 3993 4455 5419 5709

南溪县 1923 2181 2417 2613 2861 3234 3639 4116 4948 5957

江安县 1713 1020 2184 2330 2299 2601 2926 3311 4034 5566

长宁县 2076 2483 2827 3014 3332 3800 4322 4826 5809 6955

高县 1455 1746 1943 2125 2436 2748 3119 3497 4327 5640

珙县 1888 2135 2262 2245 2255 2995 3259 3688 4348 4837

筠连县 2651 2960 3279 3426 2763 2524 2799 3175 3937 6571

兴文县 1320 1532 1967 2089 2137 2408 2725 3059 3610 4580

屏山县 1794 2091 2326 2447 2642 2975 3305 3726 3926 3032

　数据来源 :宜宾统计年鉴和四川省统计年鉴 1997年 - 2006年。

表 2: 1997年 - 2006年宜宾市各区县城乡收入差异动态变化表

地区 /年份
1997年 - 2006年宜宾市各区县城乡收入差异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翠屏区 2002 2661 2830 3404 4065 4254 4699. 01 4587. 1 4810. 9 4866. 1

宜宾县 1747 2387 3003 3236 3767 3907 4321. 34 4431. 7 4857. 8 4839. 4

南溪县 1649 2405 2527 3015 3485 3690 3905. 75 4266 4281. 7 4536

江安县 1693 2387 2600 3136 3653 4060 4253. 49 4379. 1 3477. 3 4626. 2

长宁县 1493 2054 2372 2650 3390 3630 3873. 43 3883. 3 3961. 7 4078. 9

高县 1412 2139 2590 2773 2882 2973 3150. 22 2221. 6 3363. 4 3590. 3

珙县 1645 2327 2524 2675 2978 3391 3554. 84 3427. 2 3608 4014

筠连县 1467. 2 2087 2636 3059 3000 3398 4050. 59 3959. 5 3946 3800. 4

兴文县 1513 1901 2210 2337 2680 2797 3155. 45 3234. 3 3055. 9 3405. 6

屏山县 1552 1586 1853 1920 2298 2636 2856. 9 2880. 2 3178. 3 3270. 5

　数据来源 :宜宾统计年鉴和四川省统计年鉴 1997年 - 2006年 ,部分数据根据地方收入增长率计算而来

　　从表 1可以看出 : 2006年翠屏区的人均 GDP

最高 ,到达了 20020元 ,是屏山县人均 GDP 3032元

的 6. 6倍 ,是宜宾市人均差异最大值。南溪 ,长宁

和筠连等县的人均 GDP的差异比较小 ,但是与翠

屏区的差异仍然比较明显。翠屏区属于城市工业

基础较发达的地区。宜宾市各地区城乡收入除了

兴文县和屏山县地区外 ,收入差异较集中分布在

3500 - 4900元之间 ,最高的 4866元 (翠屏区 )也不

到五千元。

1997年 - 2006年宜宾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平

均比值较高的是翠屏区、宜宾县和江安县 ,城乡收

入比分别达到 : 2. 32、2. 52、2. 49 ,最高达到了

2. 52∶1,最低达到 2. 14∶1,主要集中分布 2. 3∶1

左右 ,宜宾市的平均城乡收入差异之比低于四川其

他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之比 ,与 2004年成都的城乡

收入差距之比达到 2. 41∶1相差不大 ,但是要高于

表 3:宜宾各区县 1997 - 2006年 GDP、

人均 GDP、城乡收入变化比较

市 各区县 排序
人均 GDP变化

平均值 (元 )

城乡居民收入

变化平均值

城乡收入差异

平均变动之比

宜

宾

翠屏区 1 11528. 4 3818 2. 32

宜宾县 3 3628. 2 3650 2. 52

南溪县 5 3388. 9 3376 2. 38

江安县 6 2798. 4 3427 2. 49

长宁县 2 3944. 4 3139 2. 16

高县 10 2903. 6 2709 2. 14

珙县 7 2991. 2 3014 2. 26

筠连县 4 3408. 5 3140 2. 38

兴文县 9 2542. 7 2629 2. 24

屏山县 8 2826. 4 2403 2. 24

　资料来源 :《四川统计年鉴 1997 - 2006》、《宜宾统计年鉴

1997 -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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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的城乡收入 2. 01∶1。[ 1 ]从人均 GDP、人均

城乡收入差异变化及比值综合排序 ,屏山县和兴文

县的城乡收入变化幅度最小 ,可以归为一类区 ,主

要是在宜宾经济中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县域经济整

体薄弱 ,各县的经济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低等重

要因素制约了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宜宾、南溪、长

宁等县分居 3 - 7位 ,可以归为二类区 ,这类地区旅

游和矿产资源开发较一类区丰富 ,工业发展具有资

源优势。随着十一五期间 ,宜宾市建立以宜宾市、

珙兴、金筠为三条工业发展轴线 ,加快向家坝水电

站建设和天堂坝电厂 ,筠连县煤田煤电综合开发等

项目和工程的推进 ,带动了长宁、南溪、筠连等县经

济发展 ,使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为了更细致了解宜宾各区县的城乡收入动态变化

情况 ,可以从表 4和图 1:宜宾的各个区县城乡收

入差异变动之比值进行序时分析。
表 4:宜宾市各区县 1997年 - 2006年城乡收入差异比值

地区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翠屏区 1. 88 2. 14 2. 16 2. 34 2. 54 2. 54 2. 62 2. 38 2. 32 2. 24

宜宾县 1. 97 2. 30 2. 55 2. 59 2. 76 2. 72 2. 79 2. 57 2. 55 2. 41

南溪县 1. 92 2. 33 2. 26 2. 43 2. 57 2. 57 2. 57 2. 48 2. 35 2. 33

江安县 1. 99 2. 38 2. 42 2. 61 2. 79 2. 88 2. 86 2. 66 1. 88 2. 44

长宁县 1. 72 1. 96 2. 05 2. 12 2. 38 2. 41 2. 42 2. 25 2. 16 2. 11

高县 1. 79 2. 17 2. 34 2. 36 2. 35 2. 32 2. 32 1. 59 2. 09 2. 06

珙县 1. 92 2. 29 2. 23 2. 25 2. 33 2. 45 2. 43 2. 23 2. 20 2. 23

筠连县 1. 80 2. 10 2. 40 2. 58 2. 49 2. 59 2. 78 2. 51 2. 34 2. 18

兴文县 1. 94 2. 16 2. 26 2. 25 2. 36 2. 35 2. 43 2. 31 2. 15 2. 19

屏山县 2. 10 2. 03 2. 12 2. 09 2. 24 2. 34 2. 37 2. 29 2. 41 2. 40

　资料来源 :《四川统计年鉴 1997 - 2006》、《宜宾统计年鉴 1997 - 2006》计算得出 ,部分数据由地区经济增长率推算而来。

　　从图 1可以看出 ,除高县和江安县外 ,宜宾其

他区县的城乡收入变化比较平缓 ,集中分布在

2. 25 - 2. 85之间 ,增长的幅度较小 ,城乡的收入差

异与我国同期城乡收入扩大趋势相比较小。如我

国 2001年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 3

倍 ,而同期宜宾的大部分地区集中分布在 2. 5∶1,

城乡差异水平小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果把非货币

因素考虑进去 ,宜宾各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将会达

到 3∶1左右 ,也比同期我国城乡收入差异 : 3. 5∶1

小 17%左右。与近期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

势相比 ,宜宾市平均城乡收入差距比例变化趋缓 ,

扩大趋势不显著。

2. 采用相对偏离变异系数法对宜宾区县收入

差异动态变化分析

首先分别计算各个地区的人均收入的相对偏

离贡献率 ,然后进行比较。相对偏离贡献率计算公

式为 [ 2 ]
:

( (X i - �X ) 2 ·Pi / P)
1
2 / �X

pi 为 i地区的人口数 , X i 为 i地区的人均

GDP, N为区县数 , P为全市人口总数 , �X为全市人

均 GDP。

图 1:宜宾市各区县城乡收入差异变动图

根据公式和表 1,表 2数据计算后结果如表 5

所示。

再计算宜宾市 1997年 - 2006年总的人均收

入的变异系数 ,计算公式如下 [ 2 ] :

v =
∑
n

i
( (X i - �X ) 2

Pi / p)
1
2

�X
Pi 为 i地区的人口数 , X i 为 i地区的人均

GDP, N为区县数 , P为全市人口总数 , �X为全市人

均 GDP。计算结果如表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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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宜宾各区县 1997年 - 2006年城乡收入相对偏离度动态变化表

地区 /年份
1997 - 2006年宜宾市各县区城乡收入相对偏离贡献率指标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翠屏区 0. 414 0. 418 0. 46 0. 431 0. 451 0. 468 0. 478 0. 407 0. 489 0. 562

宜宾县 0. 334 0. 335 0. 34 0. 269 0. 314 0. 313 0. 311 0. 275 0. 301 0. 303

南溪县 0. 184 0. 186 0. 19 0. 187 0. 182 0. 182 0. 182 0. 162 0. 179 0. 205

江安县 0. 466 0. 098 0. 2 0. 189 0. 167 0. 167 0. 167 0. 150 0. 167 0. 219

长宁县 0. 202 0. 215 0. 23 0. 219 0. 216 0. 218 0. 220 0. 194 0. 214 0. 245

高县 0. 154 0. 164 0. 17 0. 168 0. 172 0. 172 0. 173 0. 153 0. 173 0. 215

珙县 0. 172 0. 174 0. 17 0. 16 0. 139 0. 164 0. 158 0. 142 0. 153 0. 163

筠连县 0. 253 0. 251 0. 26 0. 235 0. 176 0. 142 0. 140 0. 126 0. 143 0. 227

兴文县 0. 129 0. 133 0. 16 0. 152 0. 139 0. 139 0. 139 0. 124 0. 135 0. 163

屏山县 0. 135 0. 14 0. 15 0. 139 0. 133 0. 133 0. 131 0. 118 0. 120 0. 088

表 6:宜宾市 1997年 - 2006年收入差异总变异系数

年份 /值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总变异系数值 0. 738 0. 731 0. 79 0. 727 0. 726 0. 734 0. 739 0. 645 0. 736 0. 846

经济增长率 0. 11 0. 125 0. 06 0. 12 0. 1188 0. 129 0. 12624 0. 2623 0. 0915 0. 0483

　资料来源 :数据根据上表及统计年鉴计算而来。

　　根据计算得出的宜宾市 1997 - 2006年的收入

差异总变异系数值 ,可以采用最小二乘法建立回归

方程 ,对宜宾市收入差异变动系数进行预测。设每

年宜宾总的变异系数为 Y,宜宾市经济增长率为

X,以宜宾市 1997年 - 2006年的相应数据进行分

析 ,结果如下 :

YI = 0. 837 - 0. 803XI + u

(49. 955) 　 ( - 6. 285)

R
2

= 0. 832　F = 39. 499

S = 0. 019　DW = 2. 155

从由于 F = 39. 499 > F0. 05 (2, 8) = 4. 46, t = 49.

955 > t0. 025 (8) = 2. 306,模型通过 t - 检验和 F - 检

验 , R2 = 0. 832,表示回归方程的拟合度较好 , D -

W检验证明 u非自相关 ,所以模型在总体上显著。

宜宾市收入的差异变异系数与经济增长率呈负相

关 ,也就是 ,经济增长越快 ,宜宾城乡收入变异系数

变化越小。经济增长对缩小宜宾市城乡收入差异

变动有益。

从地区人均收入偏离全市平均水平份额来比

较分析 ,翠屏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宜宾其他

地区 ,除屏山县外 ,珙县、筠连县和宜宾县位于宜宾

市沿江纵向延伸线上 ,受宜宾市经济辐射带动作用

较强 ,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高。随着筠连县

探明大型煤矿的开发 ,将成为川西南的主要是矿产

与能源工业基地 ,对其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有非常

重要的带动作用。而屏山、兴文、长宁分布在宜宾

的外围地区 ,生态资源丰富 ,农业生产条件较好 ,但

长期发展较缓慢 ,工业发展积累不足 ,城镇化水平

较低。高县、南溪等县虽然近年工业有了一定发

展 ,但是工业基础较弱 ,工业化水平不高。因此应

重点培育发展生态产品、生物制药、食品饮料、旅游

产品为主导产业 ,推进环保产业 ,大力发展循环经

济 ,走“三高三低 ”(即经济效益高、科技含量高、社

会贡献率高、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低、产品成本

低 )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从相对偏离贡献率来分析比较 ,贡献率越大 ,

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明显 ,与平均水平差距越

大 ;相反 ,贡献率越小 ,城乡经济发展水平越低 ,城

乡差距不明显。比较贡献率可以看出 ,翠屏区的贡

献率最高 ,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很明显 ,收入差距大 ,

而其他地区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明显 ,总的来

说 ,宜宾市城乡收入差距不很悬殊 ,人均收入的总

体水平比较低 ,城镇化水平较低。

3. 采用基尼系数对宜宾产业结构分解

1997年以来 ,宜宾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以结构调整为主线 ,不断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步

伐 ,稳步发展农业 ,大力发展工业 ,加强基础产业基

础设施建设 ,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产业结构逐渐升

级。三次产业结构显现出农业比重明显下降、第二

产业比重较快提高、第三产业比重逐渐提升的趋

势。一方面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大力发展循环经

济 ,开展退耕还林工程及开发生态旅游 ,从根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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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宜宾市场状况 ;另一方面通过第三产业的稳

步发展 ,积极扩大内需 ,弥补了传统产业由于缺乏

市场需求而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造成的影响 ,大量

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城乡过剩劳动力 ,产业结构逐步

得到优化。如表 7所示 :

表 7:宜宾 1997 - 2006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率 (单位 : % )

项目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一产业 28. 57 26. 78 25. 58 23. 6 21. 97 20. 5 20. 4 19. 4 20. 5 21. 6

GDP 二产业 41. 8 41. 65 43. 02 44. 8 46. 46 47. 8 47. 8 49. 6 49. 5 48. 8

三产业 29. 63 31. 58 31. 4 31. 59 31. 58 31. 8 31. 8 31 30 29. 6

　数据来源 :根据四川省统计年鉴和宜宾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为了进一步了解宜宾各个区域之间产业的差

距 ,本文以 1997 - 2006年十年间宜宾市第三产业

的相关数据为基础 ,运用基尼系数产业分解法对宜

宾市第三产业的总体异同性做出动态时序分析 ,从

而探索宜宾市产业结构总体演替规律 ,其公式

为 [ 4 ]
:

Ck =
2
n ∑

n

i =1
ixik -

n + 1
n

; xik =
yik

∑
n

i =1
yik

; ( x1k < x2k

< ⋯xnk ) (1)

G = ∑k
(μk /μ) Ck = ∑k

Sk Ck (2)

SK =μk /μ (3)

C′k =
Sk Ck

G
(4)

Dk =
Ck

G
(5)

式中 : i为某地区 , i = 1, 2, 3, ⋯, n; k为某产

业 , k = 1, 2, 3; Ck为 k产业的基尼系数 ; yik为 i地区

k产业人均产值 ; xik 是按 i地区 k产业的人均产值

占各地区该产业人均产值加总的比例由低到高的

顺序排列 ; G为总的基尼系数 ;μk 和μ分别表示人

均 k产业的总产值和人均 GDP; C′k 和 Dk 分别表示

k产业的基尼贡献率和相对集中率 ,其中相对集中

率大于 1,表示该产业有扩大总体基尼系数的作

用 ,而相对集中率小于 1,则表示该产业有缩小总

体基尼系数的作用。根据相关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如下 :

表 8:宜宾 1997 - 2006年十年间第三产业基尼系数动态时序表

年份
基尼系数

总体 G 一产 G1 二产 G2 三产 G3

基尼贡献率

一产 二产 三产

相对集中率

一产 二产 三产

1997 0. 2833 0. 0278 0. 4221 0. 3339 0. 1767 0. 376 0. 447 0. 529 1. 126 1. 339

1998 0. 2934 0. 0772 0. 4064 0. 3276 0. 172 0. 369 0. 459 0. 525 1. 126 1. 401

1999 0. 2686 0. 071 0. 3711 0. 3053 0. 1643 0. 355 0. 481 0. 538 1. 163 1. 575

2000 0. 3583 0. 0637 0. 5553 0. 2991 0. 1606 0. 387 0. 452 0. 537 1. 294 1. 511

2001 0. 277 0. 0649 0. 3814 0. 2709 0. 1612 0. 489 0. 349 0. 595 1. 805 1. 288

2002 0. 2567 0. 0676 0. 3671 0. 2118 0. 1514 0. 41 0. 438 0. 715 1. 936 2. 068

2003 0. 2804 0. 0703 0. 3927 0. 2464 0. 1543 0. 424 0. 422 0. 626 1. 721 1. 713

2004 0. 2858 0. 0832 0. 3944 0. 2389 0. 1474 0. 428 0. 425 0. 617 1. 792 1. 779

2005 0. 2454 0. 0832 0. 4108 0. 0832 0. 1411 0. 522 0. 337 1. 696 2. 274 1. 050

2006 0. 3225 0. 0735 0. 4688 0. 263 0. 1406 0. 534 0. 325 0. 535 2. 030 1. 236

　数据来源 :四川省 1994 - 2006年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并经计算而得。

　　从总的产业基尼系数分析 , 1997 - 2006年的

基尼系数值逐渐增大 ,产业收入之间的差距在逐步

分化 ,再从产业基尼系数分析 :第一产业基尼系数

主要分布在 0. 06 - 0. 08之间 ,对地区产业收入差

距影响不大 ,第二产业基尼系数主要分布在 0. 36

- 0. 46之间 ,表明第二产业收入的差距是影响宜

宾市各区县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同样第三产业

的差距也是影响地区差异的主要因素。从相对集

中率也可以证明这点。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相对集

中系数普遍都大于 1,说明第二、三产业收入分化

是导致宜宾市各区县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宜宾区域之间产业差距

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差距缘故。

区域产业差距较明显 ,基本形成以宜宾市城区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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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以第二和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发展结构 ,但

是以农牧为主的第一产业仍然占据着较大的份额 ,

这也说明宜宾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 ,但相比成都

等西部重要城市 ,仍处于落后水平。加强产业结构

调整、升级以及延伸来促进各个经济发展地带的产

业联系是宜宾经济发展的重点。

三、宜宾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1. 加快城市化进程 ,调整经济结构 ,提高四川

省整体经济水平

坚持“合理发展特大城市 ,加快发展中心城

市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全面提高城市化水平 ”的

方针 ,使城镇化与工业化相适应。宜宾可以采取集

中发展“一圈、一群、两线 ”,即集中发展翠屏区中

心圈 ,结合发展川南城市群 ,沿江城市带以及川南

资源开发产业带 ,并通过其强大的辐射和扩散影响

力 ,带动和促进城区向其他区域发展 ,实现宜宾经

济的平衡发展。以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城市化 ,以

城市化带动农村发展 ,达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缩

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加快城区主导工业化发展进程 ,发挥其在全市

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和带动作用 ,以工业化带动

第一、三产业的发展。与其他地区相比 ,宜宾的比

较优势在于资源 ,宜宾的物种、矿产、气候、生态和

旅游等资源独特而丰富 ,是宜宾赖以发展的真正基

础。因此把资源密集型产业作为宜宾发展的支柱

产业 ,发展产业循环经济 ,促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

业优势。在发展优势产业的过程中 ,加强其对农业

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2. 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

积极发展品种优良、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优

势农产品。延长农业产业链条 ,使农民在农业功能

拓展中获得更多收益。

要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包括高新技术

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发展乡镇企业 ,乡镇企

业以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为主 ,以龙头企业带动农

业产业化 ,引导乡镇企业与城镇企业在分工上形成

优势互补 ,引导乡镇企业向有条件的小城镇和县城

集中。

3. 大力发展宜宾县域经济 ,促进就业

扶持县域经济发展 ,注重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

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 ,壮大县域经济。因地制

宜 ,推进特色经济的发展。健全就业信息服务体

系 ,引导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 ,

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 ,增加农民务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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