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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产业转移分为国际产业转移和区域产业转移，
前者指的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
后者指的是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 产

业转移理论以不平衡发展规律为基础，承认区域间

不平衡的现实， 主张发达地区应首先加快发展，然

后通过产业和要素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带动整个

经济的发展。 [1]

改革开放以来， 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其区位优

势，率先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但经

过多年的发展，随着其产业发展从初级工业化转化

为高级工业化，其资本相对饱和，土地、劳动力、资

源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要完成从规模扩张到结构

提升的转变，需要将加工工业和低端的劳动密集型

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而且，随着技术创新与经济全

球化浪潮的推进, 东部地区向中西部转移的产业也

必然从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展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密

集型产业。 这对作为产业转移承接地的中西部地区

在人才、信息、技术等方面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因

此，考察这些地区是否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相关条

件和发展空间，显得异常重要和迫切。
本文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重庆市与其他 15 个

省市 区（即四川、贵 州、云南、上 海、江 苏、浙 江、福

建、山东、广东、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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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业进行对比，应用区位商和竞争力指数这两

种方法，考察重庆市在服务业各行业里具有的比较

优势和竞争优势。
二、服务业、服务业竞争力及评价方法

一般意义上的服务业即第三产业，包括生产性

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以及

政府公共服务等诸多行业和领域 （乔忠、 瞿振元，
2005）。 [2] 第三产业是英国经济学家、新西兰奥塔哥

大学教授费希尔在 1935 年首先提出的， 是指除了

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行业。 第一产业

包括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

力和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

则是提供各种服务的产业，也称广义服务业。
因受到不同因素的制约，服务业在各个地区的

分布状况存在着差异。 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经济发

展水平不同或相似的国家，而且存在于一个国家内

部各个地区之中（李江帆，2005）[3]。 中国社会科学院

的金碚博士给产业竞争力的定义为:“在国际间自由

贸易条件下(或在排除了贸易壁垒因素的假设条件下),
一国特定产业以其相对于他国的更高生产力, 向国

际市场提供符合消费者(包括生产性消费者)或购买

者需求的更多产品,并持续地获得盈利的能力” (金
碚,2003)[4]。 把这一定义引用到服务业，可以将区域

服务业竞争力定义为：一个国家内部某个地区的服

务业在该国市场竞争中，取得有利的生产条件和市

场份额，提供服务性产品和服务，获得最佳收益的

能力。 它可以表现为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前者指

服务业比较优势，后者指服务业竞争优势。
国内外关于区域服务业竞争力的评价方法研

究较少，大多采用模糊评价方法进行定性分析。 本

文认为，服务业竞争力表现为静态上的比较优势和

动态上的竞争优势两个方面，因此采用定量的研究

方法， 应用区位商和竞争力指数两种评价指数，对

区域间的服务业竞争力进行评价(黄志亮、饶光明 ,
2006)[6]。

（1）区位商，表示服务产业的比较优势，即静态

的服务业竞争力，计算公式：Q=NiA/NAi。 其中：Ni 为

研 究 区 域 某 部 门 产 值；Ai 为 研 究 区 域 所 有 部 门 产

值；N 为背景区域某部门产值；A 为背景区域所有部

门产值。 区位商越大，则该地区该部门所占比例相

对越高；一般认为，区位商大于 1，则该地区该部门

可能是专业化部门或具有比较优势。

（2）竞争力指数，指各地区各行业总产值占全

国总量的比重的变化，可以反映其在全国同行业竞

争力的大小。 比重增加越快，在全国市场的份额增

加越快，竞争力也越强；反之，比重减少越多，越不

具有竞争力。 因此，用竞争力指数来评价服务业的

竞争优势，即动态的服务业竞争力。 计算公式：RQ=
Ni2 Gi1/ Gi2 Ni1，RS= Ni2 Si1/ Si2 Ni1。 其中：RQ 为全国范

围内的竞争力指数；RS 为考察区域的竞争力指数；
Ni2 为所研究时间段的考察区域某部门产值；Ni1 为

基年的考察区域某部门产值；Si2 为所研究时间段考

察区域的某部门总产值；Si1 为基年的考察区域某部

门总产值；Gi2 为所研究时 间段的全国 某部门 总 产

值；Gi1 为基年的全国某部门总产值。
三、重庆与十五个省市区服务业竞争力比较

1．考察范围。 2003 年国家统计局对三次产业作

了新划分，规定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

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 但是，由于 2003 年

前后国家和地区的统计年鉴对服务业的统计口径不

一， 本文将服务业的考察范围主要界定为： 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

融业，房地产业，其他服务业 6 个行业。
2．规模比较。 通过对比 2005 年和 2006 年重庆

市和其他 15 个典型省市区的服务业人均总产值，
发现短短一年时间，人均总产值增长很快。 重庆的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批发和零售业这两个产

业的人均增加值分别从 782.59 亿元增长到 924.47
亿元、从 992.42 亿元增长到 1 119.41 亿元，均大于

全国的人均水平的增加值，这恰好说明了重庆打造

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可喜进展。 这些数据也充分说

明了重庆具有较大的承接服务业产业转移的基础

优势。
3．比较优势比较。 通过计算重庆和 15 个典型省

市区的服务业总体和每个具体行业的区位商，我们

发现，重庆市整体服务业的区位商为 1.04，与湖南

并列第四位，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区位

商为 1.20，仅次于山西 1.41；批发 和零售业的 区位

商为 1.01，位于第九位；住宿和餐饮业的区位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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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显示，重庆市批发和零售业位于 X 轴上大

于 1 的位置，说明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

势，但是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均不明显，尤其是竞

争优势仅仅处于边缘。 重庆可以承接一部分外来的

批发和零售业，比如可以引进一些相关的批发和零

售业，带动整个重庆的批发和零售业的发展，进而

促进整个重庆的经济发展。

0，94， 处于比较劣势， 但比较接近于 1； 金融业为

0.80，房地产业为 0.96，处于比较劣势；其他服务业

为 1.10，具有比较优势。
4．竞争优势比较。 从竞争力指数来看，重庆市和

15 个省市区整体服务业在全国范围内的竞争力指

数分别为：1.00，1.00，0.99，0.97，1.00，1.07，1.03，1.05，
1.08，1.03，0.99，1.02，0.99，1.05，1.05，1.05， 可 以 看

出重庆市整体服务业恰好处于竞争优势的边缘。 而

其 中 交 通 运 输 、 仓 储 和 邮 政 业 的 竞 争 力 指 数 为

1.01，具有竞争优势；批发和零售业的竞争力指数为

1.00，处于竞争优势的边缘；住宿和餐饮业为 0.99，
处于竞争劣势；金融业为 0.92，房地产业为 0.93，也

处于竞争劣势；其他服务业为 1.02，处于竞争优势。
四、重庆与十五省市区服务业优势行业分布

如图 1 所示， 重庆市整体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和

竞争优势点位于 X 轴上，并且其比较优势大于 1，这

说明重庆市整体服务业处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

边缘，要提高重庆市整体服务业的竞争力，需要提升

它的竞争优势。 因此，促进外来服务业在重庆集群化

发展是重庆市服务业整体提升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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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显示，重庆市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处于第一象限， 也就是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兼有。
但同样，它的比较优势较显著，而竞争优势不明显，
需要加大其竞争优势。 这充分说明了重庆具有较好

的承接外来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这一服务业

的基础。 要进一步提升重庆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的发展，除了承接外来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还要进一步打通物流通道，完善基础设施，从

而可以创造更大的利润空间。

图 1 重庆市和其余 15 个省市区整体服务业的优势行业分布

图 2 重庆市和其余 15 个省市区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优势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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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重庆市和其他 15 个省市区的房地产业的优势分布

由于重庆市的整体经济较落后和房地产业并

没有出现泡沫，其房地产业如图 6 所示，处于劣势

地位。 针对这一问题，重庆市可以引进一些房地产

的龙头企业，打造优势品牌，从而带动重庆市房地

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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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重庆市和其余 15 个省市区的批发和零售业的优势分布

图 4 表明，重庆市的住宿和餐饮业处于图表的

第四象限，这说明重庆市的住宿和餐饮业与其他省

市区相比处于劣势的地位。 但综合考虑重庆的餐饮

业，可以发现诸如重庆火锅等已经在全国很多地方

开有分店，这充分说明了重庆的餐饮业市场还是具

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图 4 重庆市和其余 15 个省市区的住宿和餐饮业的优势分布

对于金融业这一新兴的服务行业，由于重庆经

济不发达，我们可以预想其一定处于劣势地位。 而

且从图 5 中我们发现确实如此。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

以及重庆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其金融业也会蓬勃发展。 特别是有中央的政策支

持，重庆将打造长江上游金融中心，可以吸引重庆

以外的一些金融业进入重庆金融市场。

图 5 重庆市和其余 15 个省市区的金融业的优势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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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显示，重庆市的其他服务业处于优势地位，
这与其地域文化分不开，如娱乐业；这也与其劳动

力相对便宜有联系，如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业等。 因此，重庆可以将其处于优势地位的其他服

务业发扬光大，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来重庆投资其他

服务业，从而带动重庆市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

五、结束语

在当前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大潮中，中西

部地区承接外来产业转移是否成功，首先要看其是

否具备承接基础和空间。 研究表明，重庆市作为中

西部最大的产业转移承接地，服务业的产业基础薄

弱，在全国处于劣势地位；产出水平和技术水平也

不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在国内市场上竞争

力较弱。 因此，要借承接外来服务业向重庆转移的

历史机遇,着力提升重庆服务业的整体水平。
一是充分发挥商贸服务、劳务输出、交通运输

等传统服务业的优势， 并不断发掘其发展潜力；大

力培育电子信息、外包承接、金融服务、总部经济等

新兴的服务业。
二是深化服务业体制改革，对内对外开放服务

业市场，合理发挥政府的协调监管作用，增加政策

透明度。 尤其是进一步打破行业和部门垄断，打击

各种不公平竞争和恶意竞争行为，为服务业的成长

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三是强化竞争意识， 对服务业进行产业整合。

鼓励国内外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发挥其在服务手段

和管理经验方面的优势，通过兼并、联合形成大型

服务企业集团或成为跨国公司， 提高企业规模，整

合资源，减少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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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重庆市和其他 15 个省市区的其他服务业的优势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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