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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偏离度'行业结构偏离度与

竞争力评价!重庆例证!

张应良&周B庆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U""H#J&

摘B要!本文利用重庆市 !""J#!"#" 年数据&以全国平均水平为参照系&研究了重庆市三

次产业结构整体状况与三次产业内部各个行业的产业结构偏离程度及竞争力水平' 在研究

中&本文拓展了传统意义的偏离份额分析方法&引入时间维度对静态的偏离份额方法进行改

良&从而发现重庆市第一产业发展稳健但行业结构不太合理&第二产业以制造业为主导产业&

第三产业内各主导行业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因此&推进产业内主导行业的结构升级及提升

主导行业竞争力水平是整体产业升级的较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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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国内外的研究和实践表明!产业结构的合理

转换能力即产业结构优化的提高能够有效地促进

经济持续增长" 钱纳里#赛尔奎因提出产业结构

是影响经济长期波动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增

长的主要驱动力" 赫希曼提出了产业结构的非均

衡增长理论*主导部门理论+" 孙广生*!""%+认

为经济波动实际上是各个产业波动的综合效果!

各行业的波动幅度一般都要大于整个宏观经济!

各产业的总产值和增加值在长期内有较好的相关

性" 曾铮*!""K+认为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

周期性波动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王丽英等

*!"#"+分析表明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增

长的贡献不可忽视"

从上述文献中可知!产业结构优化及升级是

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研究地区的产业结构的

偏离程度及竞争力水平!可以反映出地区经济发

展的总态势!并为当地政府对经济阶段评判和主

导产业选择提供理性依据" 近年来!重庆市进入

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在$十一五%规划时期地

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工业生产总值亦突破了万

亿元" 但重庆市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其产业内主

导产业优势是否明显!其竞争力水平是否达到全国

平均水平!这些问题关系到重庆市未来经济发展态

势与可持续化发展进程!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

二'偏离份额分析的方法原理

偏离,份额分析模型是 #EU$ 年 /+5,R5+O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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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并由周起业#刘再兴在 !" 世纪 K" 年引入中

国的" 其基本原理为在选定时间范围和背景区域

内!把区域变化看作一个动态过程并将其所处的

更大区位的经济发展作为参照系或标准区域!在

/"!%0时段内区域 6第 $个产业的增长量 >

%

可以

分解为份额分量I

$6

#结构偏离分量E

$6

和竞争力分

量J

$6

" 其中!份额分量 I

$6

表示区域 6第 $个产业

按照全国的增长速度而产生变化量&结构偏离分

量E

$6

表示区域6第 $个产业按照全国 $产业增速

增长与按照全国所有产业增速增长的偏离值!E

$6

值越大! 说明产业结构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越

大&竞争力分量 J

$6

表示区域 6第 $个产业的增值

与按照全国$产业增速计算的增值的偏离值!J

$6

值越大!表示竞争力水平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

越大" 其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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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上式中!5

$6!"

表示$区域6产业基期的总产量!

A

!为全国在/"!%0时段内经济增长总水平! A

!

$

为

$区域在/"!%0时段内经济增长总水平!A

!

$6

为 $区

域6产业部门在/"!%0时段内的变化率"

上述方法是基于静态数据研究的!亦称为传

统偏离份额分析方法" 传统偏离份额分析是研究

地区产业的产业布局合理性的重要方法!但其无

法显示时间维度的动态变化趋势!而动态的偏离

份额分析方法则在此基础上引入时间维度!其表

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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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其中!N

$6!%

表示 %时期 6地区 $产业的增值!

N

$6!%b#

表示%b# 时期6地区$产业的增值"

三'重庆市产业结构偏离度及竞争力

分析

本文将全国作为参考系!以 !""J 年为基期!

!"#" 年为报告期!将重庆市 !""J,!"#" 年间的

相关数据除去价格因素处理后进行动态偏离份额

分析"

表 #B!""J*!"#" 年 重庆市动态偏离份额总体分析$单位!亿元&

年

份

全国

增长速度

重庆总

增量>

增长

速率Q

份额

分量I

所占

比率Q

结构

分量E

所占

比率Q

竞争

分量J

所占

比率Q

总偏离量

EfJ

所占

比率Q

!""J,!""% #!)H U$!)# #!)U U$E)% #!)H b$)$U b")"E% bU)! b")#!" bH)J b")!!

!""%,!""H #U)! J%!)" #U)J JJ!)$ #U)! ")JK ")"#J E)# ")!$U E)H ")!J

!""H,!""K E)% %UE)" #U)J U!E)E E)% b")%" b")"#$ !#E)H U)E!$ !#E)# U)E#

!""K,!""E E)! H%!)% #U)E UH")E E)! ")%$ ")"#! !E#)" J)%EJ !E#)H J)H#

!""E,!"#" #")U #""J)K #H)# %#$)# #")U %)!! ")#"% $K%)J %)JK! $E!)H %)%E

平均值 ##)! %K!)$ #U)H J"#)! ##)! ")H" ")""J #K")U $)U%$ #K#)# $)UH

B注)#)!""J 采用的是现值!!""J,!"#" 年均采用的是以上一年为基期的实际NOP值"

!)数据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局!中国国家统计局"

BB从表 # 可以看出!重庆市经济进入了高速发

展的时期!这六年来平均经济增长速度高达

#U)HQ!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 $ 个百分点!!"#"

年更是呈现了爆发性的增长" 但是我们注意到其

产业结构并不十分合理!结构分量 E在这六年间

平均值只达到了 ")H"!基本与全国水平持平!有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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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份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没有显著变化

的趋势!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微乎其微!产业结

构高级化迫在眉睫" 竞争力水平起点较全国平均

水平低!但在 !""H 年之后有明显改善!竞争力水

平高速发展!证明$十一五%规划关于振兴老工业

基地的政策正在逐步发挥作用!但是!仍存在较大

的进步空间"

表 !B!""J*!"#" 年重庆三次产业的偏离份额分析方法B$单位!亿元&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份额分量 结构分量 竞争力分量 份额分量 结构分量 竞争力分量 份额分量 结构分量 竞争力分量

!""J,!""% JK)HU b$J)JH bUK)%% #EK)!% ##)#K JK)"# #K!)JK !#)"J b#$)J#

!""%,!""H %!)"! bUJ)%! #$)$K !JE)$K #%)J" JH)UJ !$")E# !E)H" b%#)H"

!""H,!""K UJ)"% b#E)E# %)%J !"K)JH J)!% #K")#% #H%)!J #U)"J $!)KH

!""K,!""E U%)"! b!J)#$ %)JK !$J)HH #K)JK !"$)%H #KE)#! H)#H K")HE

!""E,!"#" JJ)"# b$!)J" E)%U $#U)E! JE)$H $#")J! !U$)#E b!")%U %%)$$

平均值 J$)$H b$#)HJ b!)UK !U$)$K !!)#K #%#)E% !"U)U# #")!H !")E%

B注)#)!""J 采用的是现值!!""%,!"#" 年均采用的是以上一年为基期的实际NOP值"

! 数据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局#中国国家统计局"

BB从表 ! 可得到以下结论)

!

重庆市第一产业呈现持续稳步发展的总体

趋势!但结构分布略显不合理" !""J,!""% 年间

重庆农业经济份额在整个地区经济中所占比例迅

速由 #$)UQ降至 E)EQ!!""% 年以后基本上保持

在 #"Q以下*除 !""H 年为 #")$Q+!说明重庆市

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工业为主!进入工业化的中后

期" 虽然农业生产总值在重庆市生产总值中所占

比重减少!但重庆市农业呈现相对稳健发展趋势!

!""H,!"#" 年间重庆市农业发展速度略高于全

国平均发展水平 # 到 ! 个百分点!从份额分量上

看保持稳定水平!竞争力在 !""J 年以后也基本保

持稳定水平!略高于全国水平" 但应注意到重庆

市农业结构分布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不够合

理!结构分量在六年间都是负值!且没有明显的好

转趋势!笔者认为这是由于自然禀赋因素和重庆

市重工业#轻农业的倾向有关" 因此!发展现代农

业!用现代产业体系转变农业布局!促进农业规模

化#生态化及建立以城带乡的长期有效机制是改

变农业发展布局的重中之重"

"

重庆市第二产业发展态势强劲!竞争力水

平迅速提高!基本上步入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

化中期" 自 !""H 年以后!重庆市工业生产总值在

地区生产总值比例已超过 J"Q!在 !"#" 年达到

JJQ!根据钱纳里工业化阶段论!重庆基本上进入

了工业化中期" !""J,!"#" 年重庆市工业生产

总值增速均高达 #HQ以上!!"#" 年甚至达到了

!!)HQ!其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进入

了高速发展时期" 从竞争力分量上看!重庆市竞

争力水平大幅提高!竞争力分量在 !""H 以后呈现

爆发式增长!发展趋势良好" 但是!从产业结构分

量上来看!虽然每年都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

其产业结构优势并不明显!其 % 年均值为 !!)#K

亿元!与竞争力水平比其优势不大" 笔者认为这

是由于重庆是一个传统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老

化!产业结构低端化等因素造成的" 发展新兴工

业及提升传统工业将是下个阶段工业发展的

重点"

#

重庆市第三产业持续发展!所占经济份额

有所回落!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自 !""J 年以

来!第三产业占总体经济份额从 U#)JQ降至

$%)UQ!但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从 !""% 年的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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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E)!亿元增至 !"#" 年的 ! KK#)"K 亿元!其发

展速度在调查期间基本上维持 #!Q g#$Q!在

!""H,!"#" 年后!其发展速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 到 $ 个百分点" 笔者认为由于重庆工业化进程

的加速!导致农业和第三产业在地区经济总产值

份额变小是符合工业化发展中期的规律的!由其

发展速度来看!其发展态势比较良好" 从结构分

量上来看!重庆市在全国平均水平线上下小幅浮

动!说明其结构分布优化趋势尚不明朗!存在较大

的上升空间" 从竞争力分量上看!其基本上呈现

上升的趋势!略高于全国基本水平" 这说明重庆

市第三产业还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仍处在产值

上升期#产业结构优化及竞争力水平上升期!政府

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促进新的增长极形成"

四'重庆市行业结构偏离度及竞争力

分析

由上可知!重庆市现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工

业化中期!第二产业从发展速度上和所在权重上

都保持相对的优势!第一#三产业高于全国发展的

平均水平!三次产业都面临着产业结构不合理的

困境" 因此!详细分析三次产业内各行业的产业

结构及竞争力水平状况有助于政府改善三次产业

结构及竞争水平"

$一&第一产业内行业的分析

将第一产业分为农#林#牧#渔四个行业!以全

国为参考系!将 !""J,!"#" 年重庆农业总产值绝

对数经过除去价格因素的处理后做动态偏离份额

处理后得到表 $ 结果"

表 $B!""%*!"#" 年重庆第一产业行业的偏离份额分析$单位!亿元&

年 农业 林业 牧业 渔业

份
份额

分量

结构

分量

竞争

分量

份额

分量

结构

分量

竞争

分量

份额

分量

结构

分量

竞争

力量

份额

分量

结构

分量

竞争

分量

!""%,!""H !#)!$ b$)J# #")K$ #)$U ")JJ b")KU ##)KE !)#$ b")## #)"" ")"U b")$U

!""H,!""K #K)$H b$)## ##)KE #)#$ ")%! b")#$ #")#E !)%J b")!# ")KU ")!! ")JJ

!""K,!""E #K)K% b#)J! ##)!$ #)#% ")JJ ")E% #")$J b")HK b")%K ")KK ")!! ")KK

!""E,!"#" #!)UK ")$H $U)KK ")K% ")%K b")$E H)KE b$)!$ b#)$$ ")%# ")#J ")K%

注)#)数据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局!中国国家统计局"

!)表中数据均是以 !""%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

BB如表 $ 所示!从份额分量上看!农业及牧业在

重庆市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较重!是第一产业中的

支柱产业!林业及渔业所占比重较小!笔者认为这

是由于自然资源禀赋造成的" 从结构分量上看!

农业及牧业的波动性稍大!而林业及渔业和全国

平均水平相比则略显优势" 从竞争力分量上看!

农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而林业#牧业#渔业则稍

差!大部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上述分析中可

知!农业作为重庆市第一产业的主要产业!其具有

较强的竞争优势!但产业结构仍需进一步升级!发

展新型的现代农业#促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及建

立工业与农业挂钩#工业反哺农业的有效机制将

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突破口&牧业作为第一产业

的第二大行业!其竞争力分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说明牧业仍没有完全发挥其竞争优势!大力发展

重庆市生猪产业优势及创造品牌效应将是牧业的

突破口&而林业及渔业在整个第一产业所占份额

最小!其发展空间并不大!笔者认为适当减小开发

力度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及旅游业是较好的

选择"

$二&第二产业内行业的分析

本文将第二产业分为 $K 个行业!!""H 年为

基期!!"#" 年为报告期!并按各个行业 !"#" 年总

产值从大到小依次排序后使用偏离份额分析方法

可以得到表 U 结果"

从表 U 可知!重庆市工业中以交通运输设备

制造业*如汽车工业+#化学化工#电气机械制造#

金属制造业及相关产业*包括有色金属和黑色金

属等+#电力为主导产业!!"#" 年其生产总值占第

二产业总产值占 %!)HQ&通用设备#通信设备#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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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UB!""H 年与 !"#" 年重庆市工业内行业情况BB$单位!亿元&

!"#" 年行业产值占工

业总产值前十位行业

!"#" 年行业产值占

工业总产值比重*Q+

份额

分量

结构

分量

竞争

分量
总增长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H % # #U%)" J"U)"" b$!K)% # $!#)$U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JK J #H%)! #J)JH EE)!% !E#)"H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JJ #JU)$ #H)#U ##K)!$ !KE)H!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J! K #%")E bU#)$E #U")HK !%")$U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J" ! #$H)! %$)%K %E)"K !%E)EU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UE U !"!)H bJ$)%E !!)$U #H#)$H

通用设备制造业 ")"UK # #!%)K $!)#U #"J)K# !%U)H"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U$ % !$")% bJ!)UK bEH)%# K")JH

农副食品加工业 ")"$K U EE)E $H)J% H%)"% !#$)JJ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J $ H%)UH H#)%% %E)"E !#H)!!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U % $E)!% b#H)UE #UE)#H #H")E$

专用设备制造业 ")"!U # %#)UJ !%)U$ UH)UU #$J)$!

医药制造业 ")"#E H HU)UE #!)UE bE)$% HH)%!

纺织业 ")"#K U J%)$" b#J)HU J")!U E")K"

金属制品业 ")"#H % UU)%J !)#U J!)$% EE)#J

造纸及纸制品业 ")"#U K !$)#E b!)$E K!)KK #"$)%E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

制造业
")"#! U U$)%! b#U)$K !$)E# J$)#J

饮料制造业 ")"#! $%)J! $)KH #E)$$ JE)H!

烟草制品业 ")"## # UJ)UU b##)#" U)H! $E)"J

食品制造业 ")"## # !H)HU J)JH !E)EH %$)!K

B注)#)数据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局!中国国家统计局"

!)表中数据是以 !""H 年及 !"#" 年绝对数据为基础"

炭开采及专用设备#医药制造业#纺织业在第二产

业比重逐渐增加" 从份额分量上看!制造业及其

相关产业占全国份额较高!其增加量也较其他行

业高得多&而纺织业及其相关产业占全国份额较

小!且没有明显的增长趋势&通信技术#医疗#食品

加工#造纸等新兴产业增长幅度较高!份额逐渐扩

大" 重庆市下一步的工业布局仍是以制造业及其

相关产业为主!轻工业则相对稳步发展!以辅助重

工业发展!而医疗#通信等新兴行业呈现较强劲的

发展趋势!有可能成为重庆市工业另一增长极或

主导产业" 从结构分量上看!交通运输制造业布

局情况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有明显的战略优势!

扩大其规模效应及集聚效应可以带动经济的高速

发展!汽车工业等企业的产业规模化及产业集聚

升级将是下一阶段的重点&而化学化工及其他制

造业!虽然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优势并不明

显!在考虑资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可以

适当加大开发力度&而通信行业结构则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是下一阶段第二产业的潜在增长点"

从竞争力分量上看!交通运输制造业竞争力水平

较全国平均水平低很多!说明虽然交通运输制造

业是重庆第二产业的主导行业!但重庆交通运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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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在全国仍处于低端水平!产业高级化及品

牌建设#运用高新技术及整合资源是解决的方法"

$三&第三产业内行业的情况

表 % 是将第三产业分为六大行业*分别为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

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其他行业+!以全国为

参考系!以 !""J 年为基期#!"#" 年为报告期!将

!""J,!"#" 年数据进行不变价格处理后!利用偏

离份额分析方法分析第三产业内行业的总体

情况"

表 JB重庆市第三产业内行业的分析情况B$单位!亿元&

B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

年份
份额

分量

结构

分量

竞争

分量

份额

分量

结构

分量

竞争

分量

份额

分量

结构

分量

竞争

分量

!""J,!""% $")E% bE)#$ !!)%! $E)!% #U)HE b!!)$E E)U# b#)"J #)HJ

!""%,!""H U!)## b##)"! J)"" UE)UU #$)"E b#")!% #!)!% bU)KK !)JE

!""H,!""K $#)#% bE)!! #E)#" $H)%! #E)H" $)K" E)"# b")H" !)EJ

!""K,!""E $!)JH b#K)$J b!)EK U")U$ #")H$ $!)E% E)$% bU)"" E)E#

!""E,!"#" $$)%# b!)$% #H)$" UK)U! !U)"$ #%)!J #")K# ")J! bE)HU

B 金融业 房地产业 其他行业

年份
份额

分量

结构

分量

竞争

分量

份额

分量

结构

分量

竞争

分量

份额

分量

结构

分量

竞争

分量

!""J,!""% !%)#K !#)HH b!U)EE !")$U #)E$ b##)#E HH)UK b#K)J" #")"H

!""%,!""H $$)!H !U)#% b$")JK !U)HH #!)EH bJU)%$ EK)%U b!K)HE !#)UE

!""H,!""K !U)UJ %)KE b#)"! #U)$% b#$)"U b#%)$H H$)H" U)"U !H)##

!""K,!""E !J)$H !!)EH $U)U$ ##)HH !)#! ##)"E HH)HK b#U)J% bU)%%

!""E,!"#" $$)!J #)%K $$)EE #U)#U bJ)%! !)!K K$)!E b#$)!J $)!"

BB注)数据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局!中国国家统计局"

BB上文已提到重庆市第三产业仍处在初级阶

段" 从份额分量上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批发和零售业和金融业占全国的份额较大!是重

庆市第三产业的主导产业!而住宿和餐饮业保持

一定的份额基本不变!房地产业所占全国份额在

逐年降低" 从结构分量上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电业#住宿和餐饮业及其他行业在几年间大部分

为负值!说明这四个行业结构分布情况不理想!应

注意改善其结构分布!尤其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的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其合理化" 从竞争力

分量上看!各个行业的竞争力水平不稳定!但总体

竞争力水平略高于全国水平!这说明!各行业都处

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应进一步促进产业高级化"

第三产业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进一步

发展"

五'结论与讨论

重庆市农业处于稳步发展!其所占经济份额

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产业结构略显不合理&第二产

业发展势头强劲!处于高速发展的工业化中期!以

制造业为主的工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第三产业结构水平及竞争力优势有待提高!存在

很大的上升空间!仍处在产值#产业结构及竞争力

水平提高的上升期"

从行业的结构偏离上看!农业及牧业在重庆

市是第一产业的支柱产业!所占比重较重!林业及

渔业所占比重较小" 重庆市第二产业以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业*如汽车工业+#化学化工#电气机械

制造#金属制造业及相关产业*包括有色金属和

黑色金属等+#电力为主导产业!大部分为制造

业&而轻工业在第二产业份额逐渐扩大!但是仍然

份额不大&通信技术#医疗#食品加工#造纸等新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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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增长幅度较高!份额逐渐扩大" 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和金融业重庆市第三

产业的主导产业!而住宿和餐饮业所占份额保持

基本不变!房地产业所占份额在逐年降低"

从行业的竞争力水平上看!第一产业中农业

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牧业竞争力分量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仍没有完全发挥其竞争优势!大力发展

重庆市生猪优势及创造品牌效应将是牧业的突破

口" 第二产业交通运输制造业竞争力水平较全国

平均水平低很多!说明虽然交通运输制造业是重

庆第二产业的主导行业!但重庆交通运输制造业在

全国仍处于低端水平!产业高级化及品牌建设以及

运用高新技术及整合资源是解决的方法" 第三产

业内各个行业的竞争力水平不稳定!但总体竞争力

水平略高于全国水平!这说明!各行业都处在发展

的初级阶段!应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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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8..&./01.(.2$1,"(3 N"("7*2*(%! A.C%8?*,%'($)*+,$%-! !8.(7O$(7 U""H#J! !8$("+

!4&,-#5,)

97':3(1,((',-8,=,*./0*(123(18'+3(1!""JI!"#"! [7':3(1=05+5.5+5(65*.,<5+,15-5<5-*.,--/03(,! =03:W,W5+

:='835:3(8':=+3,-:=+'6='+585<3,=3*( 851+55,(8 6*RW5=5(65*.*<5+,--/0*(123(11:=5+=3,+73(8':=+7,(8 5,60 3(8':=+7*.=05=5+=3I

,+73(8':=+7! [+*,85(:=+,83=3*(,-:03.=:0,+5,(,-7:3:R5=0*8! +5<,RW::=,=36:03.=:0,+5,(,-7:3:R5=0*8 [73(=+*8'63(1=3R583I

R5(:3*( ,(8 .3(8:=0,==0585<5-*WR5(=*./0*(123(11:W+3R,+73(8':=+73::=,[-5['=3=:3(8':=+3,-:=+'6='+53:(*=+,=3*(,-! =0,=

/0*(123(11::56*(8,+73(8':=+73:8*R3(,=58 [7R,('.,6='+3(13(8':=+7,(8 =0,=5,60 -5,83(13(8':=+73( /0*(123(11:=5+=3,+7

3(8':=+70,:[3115+85<5-*WR5(=:W,65)40':! =05+5-,=3<5*W=3R,-R5=0*8 .*+*<5+,--3(8':=+3,-'W1+,83(13:=*W':0 .*+Z,+8 =05

:=+'6='+,-'W1+,83(1*.=05-5,83(13(8':=+73( /0*(123(11:3(8':=+35:,(8 =*W+*R*=5=056*RW5=5(65-5<5-*.=05-5,83(13(8':=+7)

6/% 7(-*&)

3(8':=+3,-:=+'6='+585<3,=3*( 851+55& 3(8':=+3,-:=+'6='+585<3,=3*( 851+55& 87(,R36:03.=:0,+5& 6*RW5=5(65-5<5-

$!

第 $ 期BBBBBBBBB张应良&周B庆.产业结构偏离度(行业结构偏离度与竞争力评价.重庆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