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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将 !@@A C!@#@ 年重庆市工业行业的增长率分为区域增长份额#产业结构

偏离份额和区位偏离份额 K 个部分$对重庆市 KE 个工业部门进行研究$找出各个工业部门的结构效应和竞

争力效应%通过对测算结果的分析$重庆市 KE 个工业部门对于全国来说大多数属于增长性部门$在全国范围

内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关键词!偏离份额分析法%重庆%工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MJ!# 文献标志码!O

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失衡问题一直存在并困扰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

结构升级一度成为国内经济学者对产业政策和理论研究的重点%#&

. 在全球工业结构调整和新一轮西部大

开发的大背景下#具有较强工业基础的重庆#要想抓住发展机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又好又

快发展#就必须着力推进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因此#通过分析各工业行业的优势'劣势#对自身工业产业

的发展状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才能制订出有针对性的'能充分发挥行业优势的发展规划#促进工业结构优

化升级#全面提高工业发展水平. 选取重庆市的 KE 个主要工业行业#用偏离N份额!=.2_<N=.;P4"分析方法对

相关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分析各行业的优劣势#找出促进各个行业发展的切入点#对制定促进各个行业发展

的政策具有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模型建立和数据处理%!&

#+#(偏离份额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偏离份额分析法的基本思路是把区域经济的变化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以其所在更大区域或整个国家

的经济发展作为参照系#将区域自身经济总量在某一时期的变动分解为 K 个分量#即份额分量'结构偏离分

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以此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和衰退的原因#评价区域经济结构优势和自身竞争力的强弱#

找出区域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进而可以确定区域未来经济发展的合理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的

原则.

#+!(数学模型

以国家作为标准区域来对照研究重庆市各个工业部门产业结构调整情况. 重庆市工业总产值用 ;表

示#国家对应工业总产值用'表示. 基期用 @ 表示#末期用#表示#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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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市某工业从基期至末期的变化率为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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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 . 以全国各工业部门所占份额将重庆市各工业部门的规模标准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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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总的增长量OWMY7Y4#这样就把总的增长量分解为 K 个分量)

!#" 地区份额分量. 地区份额分量M$

3

S$,

S$#

M

S

$

3

S$,

S$#

;I

S

W+

S

表示重庆市如果能够按照与全国同比例增

长#到计划期末应该增加的数量. 地区份额分量M f@#说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高于全国的实际增长水平$

反之#则说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低于全国的实际增长水平.

!!" 产业结构偏离分量. 结构偏离分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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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称作同差异引起的区域该

产业部门增长相对于所在大区标准所产生的偏差. 结构偏离分量如果为正值#则说明该区域以快速增长型

产业为主#产业结构优于全国产业结构$反之#则说明该区域以慢速增长型产业为主#产业结构落后于全国

平均水平.

!K" 竞争力偏离分量. 竞争力偏离分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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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称为差异偏离分量#是指假

定特定区域各产业部门实际的增长率与按全国对应部门相同比例增长所产生的偏离. 竞争力偏离分量如

果为正#则说明该区域产业部门的竞争力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反之#则说明该区域产业部门的竞争力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

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合称为偏离分量. 即偏离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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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明特定地区与全国相比较在发展上偏离的程度及其形成的原因. 引入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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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重庆市S工业部门在初期和末期占同期全国相应工业部门的比重#则重庆市对于全国的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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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增长率可分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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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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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和 (分别为结构效果指数和区域竞争力效果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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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可知#若O

J

愈大#L大于 ##则区域增长快

于全国. 若7

J

愈大#Q大于 ##则说明区域经济中朝阳的'增长快的产业部门比重大#区域总体经济结构比较

好#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 若4

J

较大#(大于 ##则说明各产业部门总的增长势头大#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K(数据来源

以重庆市和全国 KE 个工业部门工业总产值为实例#以 !@@A 年为基期#!@#@ 年为末期#采用数据来自于

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0

%K&

'/重庆市统计年鉴0

%J&

#共选取了 KE 个工业行业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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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份额分析法计算的结果和分析

!/#(数据说明

为了表格编辑方便#以数字代表行业#分别是1#2代表煤炭开采和洗选业$1!2代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业$1K2代表褐色金属矿采选业$1J2代表有色金属矿采选业$1D2代表非金属矿采选业$1A2代表农副食品加

工业$1B2代表食品制造业)1E2代表饮料制造业$1"2代表烟草制品业$1#@2代表纺织业$1##2代表纺织服

装'鞋'帽制造业$1#!2代表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1#K2代表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J2代表家具制造业$1#D2代表造纸及纸制品业$1#A2代表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1#B2代表文教体育用

品制造业$1#E2代表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1#"2代表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1!@2代表医药

制造业$1!#2代表化学纤维制造业$1!!2代表橡胶制品业$1!K2代表塑料制品业$1!J2代表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1!D2代表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A2代表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B2代表金属制品业$

1!E2代表通用设备制造业$1!"2代表专用设备制造业$1K@2代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K#2代表电气机械

及器材制造业$1K!2代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KK2代表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

制造业$1KJ2代表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1KD2代表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1KA2代表电力'燃力的

生产和供应业$YKBY代表燃气生产和供应业$1KE2代表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所有计算结果都保留两位小数.

!/!(计算结果

将重庆市工业产业和全国工业产业相应数据代入偏离份额分析法数学模型计算出重庆市工业各部门

的偏离份额各分量!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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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重庆市 KE 个工业部门偏离份额分析表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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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A/"B @/@@ KK/ED #/!B A/BB @/@@ @/!D A/D! A/BB

D "/@# B"/## @/@K B/BE !/@# B@/#@ @/@A #E/@D D#/"" B@/@J

A "J/JK KD#/DA K/EB !/B! #/A" !DA/ED A/DJ #DK/@D "B/!A !D@/K#

B !A/J #@#/D" @/K" !/ED #/J# BD/!J @/DD KA/AB KE/@! BJ/A"

E J!/## ##@/#A @/D! #/A! #/KD AE/!! @/B@ DA/#D ##/KB AB/D!

" D!/A# #@#/E @/DK @/"K @/E! JE/"K @/JK J!/B# D/B" JE/J"

#@ A#/# #AE/DD !/"A #/BA @/EA #@B/DJ !/DD D@/@@ DJ/"" #@J/""

## B/EA K"/K! @/#D J/@@ #/@@ K#/JJ @/#D B/B# !K/DE K#/!"

#! !@/! DD/AJ @/!A #/BD @/"@ KD/KD @/!K #B/"D #B/#B KD/#!

#K J/@J #B/KD @/@K K/!" !/@J #K/!" @/@A E/#E D/@D #K/!K

#J #D/"D JK/A @/@" #/BK #/KJ !B/D" @/#! !#/!D A/!! !B/JB

#D !D/#J #KD/B! @/J@ J/J@ #/@B ##@/A! @/JK !A/JB EK/B! ##@/#"

#A #D/!E DA/EA @/@E !/B! #/@" J#/DA @/@" #A/DB !J/"# J#/JB

#B @/@E #/JB @/@@ #B/KE @/BE #/K" @/@@ @/@A #/KK #/K"

#E #D/AK J@/A# @/BD #/A@ @/"K !D/@# @/B@ #K/EJ #@/JB !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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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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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 BK/!D @/#J K/JJ #/#A DA/B" @/#A #E/"" KB/AJ DA/AK

!K !!/K! EE/E @/JD !/"E #/#B AA/D# @/DK !D/D" J@/J@ AD/""

!J #K!/"J JD"/KB J/"! !/JA #/BK K!B/@K E/D# !!#/JB "B/@D K#E/D!

!D #BD/#B JE!/A #J/@A #/BA #/@J K@E/K@ #J/A! #AB/DD #!A/#! !"K/AE

!A !!K/EB K""/@B "/#D @/BE #/#B #BJ/A! #@/B# !D#/!! CEB/K# #AK/"#

!B JD/@B #A@/E# #/!# !/DB #/KA ##D/EK #/AD D"/AD DJ/DK ##J/#E

!E #K@/"J JK"/BD D/AE !/KA #/DA K@"/@! E/EA #"D/J# #@J/BD K@@/#A

!" B!/B# !!@/#B #/EK !/@K #/B# #JB/A@ K/#K #!#/!@ !K/!B #JJ/JB

K@ # #KA/D! ! "@K/E BK/#B #/DD #/B! # BA#/A# #!D/ED # E!E/"A C#"K/!# # AKD/BD

K# #DB/JA D@!/ED "/@J !/#" #/K" KJJ/EJ #!/DB !@A/K@ #!D/"B KK!/!B

K! KB/@# !!D/#J K/EB D/@E @/AA #EE/@# !/DD !#/EB #AK/DE #ED/JA

KK D#/DB ##K/KE @/DE #/!@ @/E# A#/EE @/JB J#/K@ !@/## A#/J#

KJ J/"# #A/BJ @/@J !/J# #/!J ##/EK @/@D A/@J D/BJ ##/BE

KD D/"# BB/"" @/@# #!/!@ J/J" B!/#@ @/@J !A/J" JD/DB B!/@A

KA !#B/D# JD#/K! #J/E# #/@B @/EE !K!/BJ #K/@K #BE/KE J#/KK !#"/B@

KB !D/!D A@/!E @/@A #/K" !/!B KD/#@ @/#J DB/#E C!!/!! KJ/"A

KE #@/KE !@/DA @/@! @/"E @/D" #@/#B @/@# A/## J/@D #@/#A

!/K(结果分析

!#" 偏离份额表分析. 从重庆市 KE 个工业部门来看#大多数部门 M

S

#+

S

都大于 ##只有两三个部门 ;I

S

等于 @#说明所分析的 KE 个部门大多数都是全国性增长性部门.

从重庆市 KE 个工业部门产业结构效益来看#每个行业产业结构偏离分量 7

S

#;

S@

C;I

S

都大于零#所以重

庆市这 KE 个部门相对于全国工业增长行业来讲#所占比重都比较大#均有盈余#不存在亏空部门. 其中#交

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对产业结构的贡献最大#达到了 # BAB/!E 亿元$其次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化学原

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分别贡献 KJD/K" 和 KJD/#K 亿元$贡献最小的是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和化学纤维制造

业两个部门#分别贡献 #/K" 和 D/DJ 亿元.

从重庆市 KE 个工业部门竞争力效应来看#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医药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燃气生产和供应业这 D 个工业部门的竞争力偏离分离4

S

小于 @#它们与全国相应

部门相比#由于竞争力因素产业的亏空分别是 C"/E#' C!/KJ' CEB/K#' C#"K/!#' C!!/!! 亿元#这 D 个部

门的T

S

C+

S

小于 @#说明它们的增长率比全国相应工业部门的增长率低#相对于全国而言地位上属于下降部

门. 其他剩余的 KK 个部门4

S

大于零#T

S

C+

P

大于零#说明这些部门相对于全国来讲属于增长部门. 在剩余

的 KK 个增长部门中#增长势头最强的 K 个产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因为强劲的竞争力他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AK/DE 亿元'

#!A/#!亿元和 #!D/"B 亿元. 增长势头最弱的产业是化学纤维制造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文教体育用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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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他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J/DB 亿元'J/@D 亿元和 #/KK 亿元.

!!" 重庆市工业总体情况分析. 根据前面的公式分别计算出重庆市总的结构效果指数 Q'竞争力效果

指数 ('相对增长率 L'工业总产值的总增长量O'总份额分量M'总的结构偏离分量 7和总的竞争力偏离分

量4!表 !". 总的增长量O较大且相对增长率 L大于 ##说明重庆市增长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总的结构

偏离分量7较大#结构效果指数Q大于 ##说明重庆市经济中朝阳产业部门比重大#区域总体经济结构较好#

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 区域竞争力效果指数 (大于 ##说明重庆市各产业部门总的增长势头大#有

较强的竞争力$相对于较大的结构偏离分量来说#竞争力偏离分量4不太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于结构效

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表 !(重庆市工业产业发展总体情况

省份 O M 7 4 Q ( L

重庆市 D "!"/KK !KB/KE J J!D/"A # !DE/EB #/## #/#A #/!"

K(主要结论

!#" 重庆市 KE 个工业部门相对于全国来说大多数都是增长性部门#工业部门产业结构效应对经济增长

的拉动作用都比较大#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这 K

个行业结构效用对经济拉动作用最大.

!!" KE 个工业部门竞争力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差异比较大.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医药制造业'有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燃气生产和供应业这 D 个工业部门相对于全国相应的工业部

门来说都有亏空. 所以#重庆应尽力提高这些工业部门的竞争力#发挥其对工业经济和整个重庆市发展的

拉动作用. 剩余的 KD 个工业部门对重庆市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均有盈余.

!K" 重庆市结构效果指数Q和竞争力效果指数 ('相对增长率 L 均大于 ##说明重庆工业部门在全国范

围内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近几年来#重庆工业发展较为迅速#除了国家和政策的相关政策以外#自身也有一

定的潜力.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根据各个工业部门的结构效应特点和竞争力优劣势#结合部门发展现状来制定

一些政策措施#从而促进重庆市工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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