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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出台，长江经济带战略正式进入筹划实施阶段，推
动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各区域产业分工协作，成为长江经济带战略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基于 ２０００年以来长
江经济带产业结构演变的特征，运用泰尔指数法、Ｍｏｏｒｅ指数法和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方法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区域差异及
优化升级趋势及产业结构趋同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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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回顾
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体系中各类产业（或部

门）之间的组成状态、生产联系以及数量比例关系。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

高度化，是产业结构的效率和水平趋向提高的过程
和状态。 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实质上是产业（或部
门）联系聚合质量的提高及协调能力和关联作用增
强的动态过程，包括产业素质的协调、产业联系方式
的协调以及产业之间相对地位的协调。 所谓区域产
业结构高度化是产业结构由低水平状态向高服务

化、高度加工度化和高附加价值等高水平状态动态
演进，使产业的产值结构、就业结构、技术结构以及
资产结构不断调整提升的过程。
目前，对于产业结构的实证研究成果丰富。 在

使用研究指标方面，除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等常规
指标外，目前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指标有结构偏
离指数和泰尔指数，体现产业结构均衡程度。 测度
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指标主要集中点，一是第三产业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或高新技术产业占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体现产业结构的高附加值化、高技
术化特征；二是 Ｍｏｏｒｅ结构变动指数，使用空间向量

度量的方法，通过向量空间夹角大小体现三次产业
结构变化幅度；三是偏离份额分析，通过结构分量和
竞争分量分解，研究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四
是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法，通过比较两个产业结构系
统的相似程度，分析区域间的要素流动及产业比较
优势。 目前，国内学者对产业结构的分析大多集中
在国家或省区等单个区域层面，较注重产业结构与
经济增长关系或产业结构与环境的关系方面的实证

研究，而关于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实证
研究较少。 罗蓉（２００７）认为应从产业布局、产业转
移和产业升级三个方面统筹长江经济带的发展。 黄
庆华等（２０１４）运用 ＳＳＭ模型对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２ 年长江
经济带三次产业结构演变进行研究。 吴传清等
（２０１４）和孙智君等（２０１４）对长江经济带工业全要
素生产率和新型工业化水平进行了分析和测度。 其
余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长江经济带空间结构及经济

差异、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
意义和重点。 鉴于此，本文基于 ２０００年以来长江经
济带产业结构演变的特征，运用泰尔指数法、Ｍｏｏｒｅ
指数法和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方法对长江经济带产业

结构区域差异及优化升级趋势及产业结构问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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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的政策建议。
二、 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的实证研究
（一）长江经济带范围及经济发展现状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

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 １１ 省（市）。
按照地理位置可以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上游地区

（川、渝、贵、滇）、中游地区（鄂、湘、赣、皖）和下游地
区（苏、浙、沪），与我国东、中、西经济区域划分一
致。 长江经济带面积约 ２０５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５７９４１万人，分别占我国国土面积和总人口的
２１．３５％和 ４２．７９％。 ２０１２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２３５９１４．９５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 ４５．４１％；实现
人均 ＧＤＰ ４０８７３ 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１．０６ 倍；经
济密度为 １１５１ 万元／平方公里，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２．１３倍。 长江经济带已经成为我国沿海经济带之
后，最具有竞争力、最具有活力的第二大综合经济
带。 但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差异较明显，呈现沿流
域由东向西梯度递减态势。 ２０１２ 年下游地区人均
ＧＤＰ是分别是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的 ２．１ 和 ２．５
倍；经济最发达的上海人均 ＧＤＰ是经济落后地区贵
州省的 ４．３倍。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促进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增强长江经济带综合实力和支撑能力，是实现我国
区域协调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举措，意
义重大。

（二）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演进及特征
２０１２年长江经济带 ９ 省 ２ 市 ＧＤＰ 总量为

２３５９１４．９５亿元，人均 ＧＤＰ为 ４０８７３元，三次产业产
值结构为 ９．１∶４９．１∶４１．８，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为
３６．６∶２９．７∶３５．５，城镇化率为 ５１．８％。 按照国际上
对工业化阶段的划分，长江经济带整体上处于工业
化中期阶段。 而三大区域工业化水平差异明显，长
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处于工业化初期，中游地区处于
工业化中期，下游地区处于工业化后期。 上游地区
贵州和云南处于工业化初期，而下游的江苏、浙江处
于工业化后期，尤其上海已经处于后工业化时期。
从产值结构来看，２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长江经济带整

体处于“二三一”的产业发展阶段，第一产业比重缓
慢下降，第二产业占比缓慢上升，第三产业占比较前
期上升较快，后期变化缓慢，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整
体素质都得到大幅提高。 从三大区域来看，下游的
“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在近几年不断优化，第二
产业增加值比重在逐渐下降，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快速上升，经济类型由工业化中后期向服务经济转
化。 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战略的实
施，长江中上游经济发展迅速，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
的阶段，工业产值比重上升较快，特别是长江中游地
区从 ２００５年开始，第二产业比重已经超过第三产业
比重。
按照克拉克定律，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优

化就是使农业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不断下降，工业和
服务业相对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 与产值结构一
样，就业结构也向合理化和高度化趋势明显，第一产
业就业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非农就业比重都显著
上升，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已经超过第二产业就业比
重，但长江经济带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一直较
高。 从三大区域来看，２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各区域第一产
业就业比重都呈现下降趋势；长江经济带上游和中
游地区农业就业比重较高，超过二、三产业就业比
重；而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从 ２００３年开始第一产业
就业比重低于第二和第三产业。

（三） 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测评
１．测评方法与指标
（１）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度量。 泰尔指数（TL）又

称泰尔熵，最早由泰尔（１９６７）提出，多用于收入差
距程度的衡量。 干春晖等人研究发现，该指标可以
衡量研究区域三大产业在样本期间内的产值（Y）与
从业人员（L）之间比值（人均产值）的均衡程度，也
是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理想指标。 公式为：

TL＝∑
n

i ＝１
（
Yi

Y ） ｌｎ（ Yi

Li ／
Y
L ） （１）

其中，Yi ／Y表示产出结构，而 Y／L 反映生产效
率；泰尔指数不为零，表明产业结构偏离了均衡状
态，产业结构不合理；数值越大，表明产业结构偏离
均衡状态越是明显，产业结构不合理程度越大。

（２）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度量。 Ｍｏｏｒｅ 结构变动
指数法是一种用向量空间夹角反映产业结构变动幅

度的空间向量度量方法。 它的作用原理是把三次产
业看作一组三维空间向量，不同的时间段内产业结
构变动程度，在空间向量中就表现为向量之间的夹
角的变动大小。 计算公式为：

θ＝ａｒｃ ｃｏｓ ∑
n

i ＝１
Wi，t１Wi，t２

∑
n

i ＝１
W２

i，t１ ∑
n

i ＝１
W２

i，t２

（２）

其中，Wi，t１ 、Wi，t２分别表示第 t１ 期和 t２ 期第 i 产
业所占比重；θ表示矢量（产业份额）之间变化的总
夹角，所以 θ的范围在 ０ ～π／２ 之间。 θ的角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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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产业结构变化的速度越快。
本文研究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产业结构高度化变动

趋势，因此可以将 ２０００ 年设定为基期，通过分别计
算以后各年与 ２０００年向量之间的夹角，所有夹角变
化的总体情况，即可反映研究时间段内该区域产业
结构高度化的整体变化速率。

２．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时间维度为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２年，文中的统

计数据来源于长江经济带 １１省（市）２００１ ～２０１３ 年
的统计年鉴。

３．测评结果与分析
（１） 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合理化。 从表 １中可

以看出，从总体上来看，２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长江经济带
ＴＬ指数不断下降，表明产业结构不断向合理化趋势
发展。 但是三大区域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差异较
大，上游地区合理化速度缓慢，２０１２ 年泰尔指数仅
比 ２０００ 年下降 ７．２８％；而下游地区下降比例达
６７．９４％。 中游地区合理化程度呈现下降趋势，结合
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分析，这主要是该地区第二产
业人均产值较大，与第一产业人均产值和第三产业
人均产值产生的偏离太大有关。
表 １ 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合理化测评结果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Ｉ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崓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ｓ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Ｙ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潩
长江
经济带

０ **．２９８ ０ ＬＬ．３１６ ０   ．３１１ ０   ．３０７ ０ ２２．２８７ ０ ＴＴ．２８８ ０ ｖｖ．２８６ ０   ．２５４ ０   ．２４１ ０ ＼＼．２３４ ０   ．２３１ ０   ．２２２ ０ ＢＢ．１８８

上游地区 ０ **．３５７ ０ ＬＬ．４１１ ０   ．４０８ ０   ．４１０ ０ ２２．３９４ ０ ＴＴ．４０１ ０ ｖｖ．４１０ ０   ．３７２ ０   ．３６８ ０ ＼＼．３６５ ０   ．３７２ ０   ．３５９ ０ ＢＢ．３３１

中游地区 ０ **．２１０ ０ ＬＬ．２１９ ０   ．２２１ ０   ．２１８ ０ ２２．１９８ ０ ＴＴ．２１１ ０ ｖｖ．２１９ ０   ．２０４ ０   ．１９９ ０ ＼＼．２０９ ０   ．２２７ ０   ．２３６ ０ ＢＢ．２２４

下游地区 ０ **．２０９ ０ ＬＬ．２０３ ０   ．１８９ ０   ．１７３ ０ ２２．１５２ ０ ＴＴ．１４１ ０ ｖｖ．１３０ ０   ．１０８ ０   ．１００ ０ ＼＼．０９１ ０   ．０７９ ０   ．０７０ ０ ＢＢ．０６７

  （２） 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高度化。 从表 ２可以
看出，２０００年以来，长江经济带各地区产业结构非
农化趋势加快，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总体呈上升趋
势。 从变动速度来看，中游地区高度化速率较大，
２０１２年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 １４．０８ 度，这主要是由于中
部地区第二产业加速发展的结果；而由产值结构和
就业结构的演进特征可看出，下游地区产业高度化
程度最高，但是由 Ｍｏｏｒｅ指数测算，其高度化变动速
率较小。
表 ２ 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高度化测评结果

单位：度

年份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鬃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Ｋ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靠
长江经济带 １ ００．０６ ２ 怂怂．１６ ３ ｆｆ．３０ ３   ．７０ ４ 湝湝．８３ ５ ７７．９８ ５ 乙乙．９１ ６ ｝｝．０８ ６ ７７．３０ ７   ．１３ ７ ǐǐ．２６ ６ ｅｅ．９７

上游地区 １ ００．５９ ２ 怂怂．６０ ３ ｆｆ．４６ ３   ．２０ ４ 湝湝．６２ ６ ７７．９７ ７ 乙乙．０８ ８ ｝｝．５９ ９ ７７．４４ １１．８９ １２   ．３７ １１ ｔｔ．７３

中游地区 １ ００．３３ ２ 怂怂．５４ ４ ｆｆ．３８ ４   ．４７ ６ 湝湝．７７ ８ ７７．７７ ９ 乙乙．４４ １０   ．２４ １１ ＦＦ．３８ １３．８８ １５   ．４２ １５ ｔｔ．４１

下游地区 １ ００．０７ １ 怂怂．８２ ２ ｆｆ．０９ ２   ．７３ ３ 湝湝．０４ ３ ７７．４９ ３ 乙乙．６７ ３ ｝｝．９５ ５ ７７．１６ ５   ．５５ ６ ǐǐ．１２ ７ ｅｅ．４０

  （四）产业结构趋同问题的实证分析
１．测度方法与指标
一般采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和区位熵指标结合

分析产业结构相似性和部门专业化程度来衡量区域

产业结构趋同问题。 产业结构趋同分析，可以体现
资源配置和地区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因此是
衡量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重要方法。

（１） 产业结构相似性。 研究产业结构相似性的
一般常用指标是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研究中

心提出的相似系数。 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Sij的计算
公式为：

Sij ＝
∑
n

k ＝１
（XikXjk）

∑
n

k ＝１
X２

ik∑
n

k ＝１
X２

jk

（３）

其中，Xik和 Xjk分别表示地区 i 和地区 j 中部门
k所占的比重，０≤Sij≤１。 如果相似系数值为 ０，则
说明两个区域之间产业结构完全不存在趋同问题；
如果相似系数值为 １，则说明两个研究区域之间产
业结构是完全相同的。 如果数值越大表示所研究两
个区域之间产业结构相似度越高。 依据相关研究，
国家之间产业结构相似的评价标准一般为 ０．８５，由
于一国范围内地区差异较小，可将相似系数的评判
标准增加到 ０．９０。

（２）地方专业化。 区位熵是反映某一产业部门
的专业化相对程度的重要指标，体现出具体行业存
在的相似或差异，是相似系数分析的很好补充。 通
过产值计算的区位熵又称产值集中指数，其计算公
式为：

LQij ＝
qij ／qj
qi ／q （４）

其中，qij和 qj 分别表示 j区域 i产业产值和工业
总产值，qi 表示全国 i 产业产值，q 是全国工业总产
值。 LQij值越大，该产业在全国的专业化程度就越
高；当 LQij ＞１时，表明 i产业在 j区域的专业化程度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属于其专门化部门。 一般当区
位熵值在 １ ～２ 之间，认为专业化程度较高；区位熵
值在 ２以上，则认为该产业专业化程度很高。 由于
区位熵只能反映区域产业生产专业化的相对程度，
因此会出现区位熵大于 １，而产值规模却很小的现
象。 因此，需要同时满足区位熵大于 １，产值比重达
３％以上，才能比较客观地展现该区域产业整体真实
的专业化程度。

２．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长江经济带 １１ 个省（市）统计年鉴中

４１个行业的工业总产值。 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研究
范围为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区位熵
研究范围为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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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测评结果与分析
（１） 产业结构相似性。 从表 ３ 可看出，长江经

济带各省区间工业结构具有相当程度的趋同现象，
区域特征明显。 上游地区各省区之间结构相似系数
较低，中游和下游地区各省区之间工业结构相似系
数较高。 跨区域来看，上游和中游地区工业结构相
似系数较高；由于资源禀赋和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的
差异，上游省区与下游省区不存在产业趋同问题。
在中游地区内部，除鄂湘、鄂赣两组省区外，其余各
组省区工业结构相似系数平均值均在 ０．８ 以上，湘
赣达到 ０．８８０９。 在下游地区内部，江苏和上海、浙
江工业结构趋同现象明显，尤其江苏和上海的工业
结构相似程度越来越高，２００４ ～２０１１ 年连续 ８ 年工
业结构相似系数在 ０．９ 以上，平均相似系数达
０．８８５６。

表 ３ 长江经济带产业相似系数较高区域情况
区域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 平均值

中游地区

鄂／湘 ０ 苘苘．８４５９ ０   ．８２３６ ０ ｄｄ．７７２４ ０   ．７８８ ０   ．８１０６
鄂／皖 ０ 苘苘．８７９３ ０   ．８５７８ ０ ｄｄ．８６２８ ０ èè．８５２６ ０   ．８３２２
湘／赣 ０ 苘苘．９２２１ ０   ．９３１９ ０ ｄｄ．８５７３ ０ èè．８３２６ ０   ．８８０９
湘／皖 ０ 苘苘．８８５８ ０   ．９０９６ ０ ｄｄ．８８１１ ０ èè．８３５６ ０   ．８８０３
赣／皖 ０   ．８９４ ０   ．８９１６ ０ ｄｄ．８２６５ ０ èè．７７４６ ０   ．８４８３

下游地区
苏／浙 ０ 苘苘．９３６９ ０   ．８１５９ ０ ｄｄ．８５８５ ０ èè．８５７５ ０   ．８６７３
苏／沪 ０ 苘苘．８４６１ ０   ．９１７５ ０ ｕｕ．９０２ ０ èè．８６３３ ０   ．８８５６

上游—中游

川／鄂 ０ 苘苘．７８３９ ０   ．８５２６ ０ ｄｄ．８２２７ ０ èè．８６６１ ０   ．８１８６
川／湘 ０ 苘苘．７５６５ ０ １１．８８２ ０ ｄｄ．８７４９ ０ èè．８５２８ ０   ．８４４９
川／皖 ０ 苘苘．８２７６ ０   ．８８５１ ０ ｕｕ．８０２ ０ èè．８３３７ ０   ．８５３５
渝／鄂 ０ 苘苘．８１０２ ０   ．８７０９ ０ ｄｄ．８８７８ ０ èè．８１４９ ０   ．８０２９

  表 ４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年长江经济带
各省区工业专业化部门情况

区域
上游地区 中游地区 下游地区

四川 重庆 贵州 云南 湖北 湖南 江西 安徽 江苏 浙江 上海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 * ★ * ★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
农副食品加工业 * * * * *
食品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 ★ ★ *
烟草制品业 ★ ★ ★
纺织业 * * ★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 * ★
皮革、毛皮、羽毛（绒） ★

石油加工 * * *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 * * * * * *

医药 * * ★ ★
化学纤维 ★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 *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 * * * *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 * * * * * * *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 ★ ★ ★ ★ *

金属制品业 * * *
通用设备制造业 * * * *
专用设备制造业 * * * * *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 * * * * * ★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 * * *
通信设备、计算机 * ★
电力、热力 * ★ * * * * *

  注：表中“*”表示地方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部门，“★”表示地

方专业化程度很高的部门。

（２） 地方专业化。 从表 ４ 可看出，区位熵计算
结果与相似系数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结合相似系数

和区位熵的分析来看，长江经济带各省区有一定程
度上的产业趋同现象，主要集中在煤炭、化工、医药、
冶金、机械、电力等高耗能、高耗水和高污染以及资
源依赖较强的产业。 但是还需要测算高技术产业的
专业化程度。
从表 ５ 中可看出，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发展

也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 在上游地区由于近年来四
川和重庆在电子信息、医药、高端装备制造、计算机
制造等高新产业发展迅速，高技术产业逐渐成为其
专业化部门，但是其他省区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较
弱；中游地区由于本身传统制造业发达，转型吃力，
因而高技术产业比重不高；下游地区的江苏和上海
高技术产业发展实力较强。
表 ５ 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区位熵情况

省份 四川 重庆 贵州 云南 湖北 湖南 江西 安徽 江苏 浙江 上海

２０００ 年 １ ｏｏ．１９ ０ ＃＃．５３ ０ 鬃鬃．９５ ０   ．２５ ０ ？？．５７ ０   ．５２ ０   ．９３ ０ ［［．３９ １   ．０３ ０   ．６３ １ ｗｗ．６９
２００５ 年 ０ ｏｏ．６９ ０ ＃＃．３９ ０ 鬃鬃．５８ ０   ．１７ ０ ？？．４８ ０   ．３２ ０   ．５６ ０ ［［．２５ １   ．３７ ０   ．５４ ２ ｗｗ．０６
２０１０ 年 ０ ｏｏ．８３ ０ ＃＃．５１ ０ 鬃鬃．６２ ０   ．２３ ０ ？？．５４ ０   ．４４ ０   ．６６ ０ ［［．３３ １   ．６１ ０   ．６０ １ ｗｗ．９９
２０１１ 年 １ ｏｏ．０７ ０ ＃＃．９８ ０ 鬃鬃．６１ ０   ．２５ ０ ？？．５７ ０   ．５７ ０   ．７７ ０ ［［．４２ １   ．８１ ０   ．６５ ２ ｗｗ．０６

  注：表中数据根据各省高技术产业主营收入和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主营收入计算。 高技术产业划分依据和数据来源于《中国高技术

产业统计年鉴 ２０１３》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三、 结论与建议
第一，总体上来看，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趋

势明显，但是区域差异较大，上中游地区还处于工业
化加速阶段，下游地区已进入工业化后期；中上游地
区产业以工业为主，农业比重较高；下游地区第三产
业发展强劲，已经实现了向服务经济的转化。
第二，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测度来看，

上游地区合理化和高度化趋势速度较缓慢；中游地
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出现下降趋势，而高度化趋
势较快；下游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较高，但是高
度化趋势较缓。
第三，长江经济带各省区存在一定的产业结构

趋同现象，区域特征明显，中上游地区的优势产业以
劳动力密集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科技含量
低，处于产业链的上游；下游地区的产业以外向型和
高科技产业为主，附加值高，处于产业链高端。 因
此，需要加强对长江经济带产业布局的宏观指导，促
进各区域产业分工协作，促进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
由此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快建立区域互动合作协调机制。 要加

快形成以国家为主导、各部委联动、各省市政府为主
体及社会参与的协调协商、交流沟通机制，共同研究
解决区域合作中产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及环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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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重大事项。
第二，坚持创新驱动，加快培育区域主导产业，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高度化的本质是形成以主导产业为核心的、区域内
各产业协调配套的区域经济系统。 因此，根据各地
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形成合理的主导产业体系是长

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
第三，加强区域产业分工协作，积极引导具有成

本优势的资源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具有成本
优势以及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等市场需求高的

产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 加快形成中上游地区和下
游地区资源双向流动机制，引导下游资金、技术、人
才等优势产业经济要素向中上游转移，中上游地区
的矿产、水电等能源资源向下游流动。
第四，以城市群为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工业

化良性互动。 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沿江三大城市群
的引领带动作用，不断提升沿江中心城市的产业势
能，形成产业发展极，促进产业集群和城市群的共同
发展，推动形成合理的区域产业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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