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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承接与

空间布局优化策略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产业发展梯度系数与承接能力指数测算

刘佳骏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要: 通过区域产业发展梯度系数测算方法，分析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 11 省市的产业发展比

较优势，确定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各省市可以重点开放转移的优势产业; 通过产业承接能力

指数测算，定量分析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产业梯度的实证分析揭示了长三

角地区存在向长江中上游地区开放转移优势产业的动力，产业承接能力指数分析则表明不同省

市对不同产业承接的比较优势条件。基于实证分析，提出长江经济带未来产业转移承接合作与

协同发展、实现整体经济带产业布局优化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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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dustrial Gradient Transfer and
Cooperation in the Yangtze Ｒiver Economic Belt

LIU Jiajun

(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836，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through the measurement of industrial gradient coefficient of the Yangtze
Ｒiver Economic Belt in different areas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industry and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province are undertaken; secondly，by means of the measurement of industrial undertaking
capacity index it make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 capacity of industrial transfer of different regions
in the Yangtze Ｒiver Economic Belt．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Yangtze Ｒiver Delta region
has the power for transferring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Ｒiver，and the analysis of



the industrial carrying capacity index indicates that the different regions have different conditions for
different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es for futur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layout optimization of Yangtze Ｒiver Economic Belt．
Key words: Yangtze Ｒiver Economic Belt; industrial transfer to undertake; industry layout optimiza-
tion

一、引言

长江经济带承东启西，覆盖上海、江苏、浙江、

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 11

省市，面积约为 205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 21%，

人口和经济总量均超过全国的 40%，是我国国土

开发和经济布局“T”形空间结构战略中极其重要

的发展轴，综合实力强、生态地位重要，具有独特

优势和巨大发展潜力［1］。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地

理三大阶梯，资源、环境、交通、产业基础等发展条

件差异较大，地区间发展差距明显。近年来，沿江

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日益明显，产业结构也

呈现出较大差异，长江经济带区域内产业逐渐呈

现梯度转移的趋势。2016 年 3 月，中共中央发布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描绘了长江经济带

发展的宏伟蓝图。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为中国新

一轮改革转型，实施新区域开放开发，推动沿江现

有产能改造提升、有序转移承接，促进经济增长空

间从沿海向沿江内陆拓展，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

补、协作互动格局，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距，打破

行政分割和市场壁垒，推动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

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统一融合，促进区域经济

协同发展，提升国土空间利用效率，提供了重要

支撑［2］。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共同构建了一

个横跨东、中、西部三个不同发展区域，高、中、低

三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协调发展新体系。

这一新体系有利于推进沿线的产业梯度转移承接

与合作，有利于各区域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

使资源配置得到进一步优化，释放互补效应，从而

形成各省市区域的错位竞争与合理分工，产生协

同作用，促进我国整体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3］。

因此，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将与“一带一路”形成互

动新格局，区域内产业转移与承接发展对加强沿

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开放的统筹力度，增强与“一带

一路”战略之间的衔接互动，提升长江经济带开放

型经济水平，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4］。

目前，针对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过程中转移

与承接合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是在长江经济带内各区域比较优势研究方面。牛

禄青认为，各地规划趋同是产业同构的源泉之一，

长江经济带产业同质化较为严重，钢铁、化工、医

药和造纸等“三高”产业争先恐后地沿长江布局，

既带来了恶性竞争和产能过剩，又对长江生态环

境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污染隐患［5］。沈惊宏等利

用经济联系总量、城市流强度等指标测算长三角

与皖江城市带各城市的区域联系大小来分析皖江

城市带各城市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可能的规模梯

次［6］。于文静对长江经济带三大地区的经济协调

度进行了时序评价，指出长江经济带东、中、西三

大地区之间的差异逐年增大，且因差异过大导致

整个经济带的经济无法实现协调发展［7］。二是在

构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机制体制方面。曾刚从新

时期长江经济带建设规划的背景与意义、战略目

标及长江经济带建设的科学基础、九省二市的发

展基础条件、战略部署等方面入手，全面系统地论

述了支撑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理

论、劳动地区分工理论、产业转移理论、区域创新

系统理论、增长极理论以及交通联系、经济联系、

社会联系、创新合作、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生态环

境安全合作、上海自贸区与流域一体化制度创新

等重要理论与战略问题［8］。黄庆华等利用偏离份

额分析法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演变及政策取向

进行了研究，认为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演变的影

响因素包括政策导向、要素价格、区域分工、产业

发展规律等，提出长江经济带各地区既要利用黄

金水道优势建立内部协作机制，又要加强与黄河

经济带、珠江经济带的互动［9］。

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割裂了产业移出地和

产业承接地的内在关系，专注于孤立地分析产业

转移地的产业转移趋势和承接产业地区承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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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力，缺少将两者纳入到同一分析框架中去

进行分析。虽然有学者将产业转移和产业承接结

合起来分析，但由于缺乏对长江经济带内部区域

产业发展梯度与产业承接地承载能力水平的实证

定量分析，对沿江各省市开发开放优势产业和重

点承接产业区域的识别不够清晰，提出的对策针

对性与科学性不强。因此，本文在基于长江经济

带梯度开发与产业转移承接战略的基础上，通过

对长江经济带各产业部门进行产业发展梯度与各

省市承接产业能力指数的分析测算，确定长江经

济带内各省市处于优势地位的产业和长江中、上

游省市适合产业承接的重点区域，并提出未来长

江经济带梯度产业转移承接与产业布局优化的策

略。为促进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①区域产业合

作和结构优化升级、加速各类要素资源的合理配

置和有序流动，优化长江经济带产业空间格局，以

及政府制定和完善产业转移承接与产业布局优化

引导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 一) 区域产业发展梯度系数的测算方法

一个区域的某产业所处产业梯度层级可以由

该地区的产业梯度系数表示，产业梯度系数由两

个要素决定，即用比较劳动生产率衡量的创新因

子和用区位商来衡量的市场因子。因此，一区域

产业梯度系数可描述为由比较劳动生产率与区位

商的函数，即一地区产业创新水平及产业市场占

有程度的函数，表达式为:

f( dij ) = bij × qij ( 1)

其中: dij为 i 地区 j 产业的产业梯度系数，bij为 i 地

区 j 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qij 为 i 地区 j 产业的

区位商。

比较劳动生产率反映的是某一区域特定产业

的创新水平，它取决于该地区该产业从业者的综

合素质、技术创新水平和技术转化为生产的能力

等因素与所在区域该部分因素平均水平的比较。

若该指标值大于 1，则说明其劳动生产率高于该区

域的平均水平，若一区域比较劳动生产率指标值

小于 1，则说明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比整个区域的

平均水平低。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bij =
vij
eij

( 2)

其中: bij为 i 地区 j 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eij 为 i

地区 j 产业从业人员在整个区域同行业从业人员

中所占的比重，vij为 i 地区 j 产业总产值在整个区

域同行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

区位商反映的是某一区域特定产业的相对专

业化程度，它取决于该地区该产业的资源利用效

率、专用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等因素与整

个区域平均水平的比较。如果一区域某个产业区

位商大于 1，说明该产业的生产专业化水平比其所

在区域的平均水平高，具备比较优势。区位商越

大，表示该产业在其所在区域的比较优势越明显，

专业化水平越高。具体公式如下:

qij =
gij

cj
( 3)

其中: qij为 i 地区 j 产业的区位商，gij 为 i 地区 j 产

业产值占该地区 GDP 的比重，cj 为全国 j 产业产

值占全国 GDP 的比重。

( 二) 承接产业转移能力指数测算方法

1． 承接产业转移能力指数指标体系构建与

说明

为了对长江经济带内不同省区承接产业转移

能力水平进行定量比较，从而对各省区产业承接

选择进行科学判定，需要建立科学、统一、可操作

的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的建立需要遵循以下

三方面原则: 一是要重点考虑承接地对转移产业

的吸引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市场规

模与对外联系程度是吸引产业来本地发展的重要

因素。二是要重点考虑承接地对转移产业的支撑

能力，要让转入产业在承接地落地发展，融入本地

经济，就要充分考虑本地的产业配套能力、基础设

施水平、劳动力和资金供给能力，以及产业发展对

当地环境的危害程度与本地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情

况。三是要重点考虑承接地对产业的发展能力，

也就是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各类因素，包括高

素质劳动力供给能力、创新成果产出水平、科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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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与行政区划相衔接，本文将长江经济带划
分为上、中、下游地区。上游地区包括重庆、四川、云南、贵州 4
省市，中游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 4 省，下游地区包
括上海、浙江、江苏 3 省市，这与传统的按河流特征及流域地
形划分的上、中、下游有一定的差异。下同，不再说明。



金投入力度、企业盈利水平等。基于以上考虑，将

指标体系划分为产业吸引能力、产业支撑能力、产

业发展能力 3 个二级指标，以及 23 个三级指标

( 表 1) 。

表 1 长江经济带内省区承接产业转移

能力指数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 级 指 标

指标

方向

产

业

转

移

承

接

指

数

产
业
吸
引
能
力

产

业

支

撑

能

力

产
业
发
展
能
力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正向

区域 GDP 占全国的比重 /% 正向

在职人员年平均工资 /万元 逆向

货运量 /万吨 正向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万美元 正向

人均 GDP/元 正向

城市化率 /% 正向

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率 /% 正向

二级以上公路网密度 / ( km/km2 ) 正向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万户 正向

工业增加值占比 /% 正向

第三产业占比 /% 正向

万元产值废水排放量 / ( 吨 /万元) 逆向

万元产值固体废弃物排放量 / ( 吨 /万元) 逆向

万元产值 NOx 排放量 / ( 吨 /万元) 逆向

万元产值 SO2 排放量 / ( 吨 /万元) 逆向

能源效率 /万元 GDP 能耗 正向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万元 正向

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 正向

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 /% 正向

科学技术人员占就业人口比重 /% 正向

专利申请受理量 /项 正向

规模以上企业利润总额 /万元 正向

2． 计算方法

因为指标体系中出现了逆向行为指标，为避

免较大误差，首先要将数据进行同向化处理，具体

方法如下:

uk ( xkj ) =
Xij =

Xij － min{ Xj}
max{ Xj} － min{ Xj}

，正向指标

Xij =
max{ Xj} － Xij

max{ Xj} － min{ Xj}
，

{ }
负向指标

接下来利用 SPSS 软件主成分分析法对构成

表征产业吸引能力、产业支撑能力、产业发展能力

的 23 项指标进行主成分提取。在做主成分分析

之前，要对数据进行 KMO 和球形检验，三项指数

的 KMO 值分别为 0． 826、0． 811、0． 762，均 大 于

0. 7，且球形检验显著，说明所选指标相关性大，样

本指标数据适合做主成分分析。利用式( 4 ) 计算

提取主成分，利用式( 5) 计算得到各项指数的综合

主成分。

Ij = ∑
n

i

yij·j
M槡 j

× x( )i ( 4)

I = ∑
m

j
Ij·Mj ∑

m

j
M( )j ( 5)

其中: Ij 表示在主成分分析中提取的每个次级能

力的第 j 个主成分，j 表示主成分的个数; yij表示在

主成分分析中第 i 个三级指标在第 j 个主成分下

的载荷值，i 表示每个次级能力选取的指标个数;

Mj 表示在主成分分析中提取的第 j 个主成分的方

差贡献率，即第 j 个主成分对指标的解释程度; xi

表示每个次级能力下第 i 个三级指标的值; I 表示

每个次级能力提取的综合主成分值，即每个次级

指数的值。

承接产业转移能力指数利用式( 6) ，由产业吸

引能力、产业支撑能力、产业发展能力综合而得。

各项能力的赋值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也

考虑了各项能力对区域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性。

Iu = 3 αIa × βIb × γI槡 c ( 6)

其中: Iu 表示承接产业转移指数，Ia 表示产业吸

引指数，Ib 表示产业支撑指数，Ic 表示产业发展

指数，α，β，γ 为通过熵值法确定的权重。

本研究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过程如下:

第一步: 将每项指标值 xtj 做正向化处理，对评

价指标做比重变换: ρtj =
xtj

∑
n

j = 1
xtj

;

第 二 步: 对 评 价 指 标 的 熵 值 计 算: φ j =

－∑
r

t = 0
ρtj［lnρtj］;

第三步: 将熵值逆向化: ω j =
maxφ j

φ j
，ω ≥ 1，

j∈［1，n］;

第四步: 计算标值 xtj 的权重: φ j =
ω j

∑
n

j = 1
ω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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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果

( 一)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分行业产业梯度系数

测算结果分析

本文依据上述产业梯度计算模型，主要利用

《中国统计年鉴 2016》《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2016》

及各省市 2016 年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计算得出

2015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和长三角地区 36 个工

业行业的产业梯度系数，详细结果见表 2。

计算结果显示，在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四川

和重庆的产业发展梯度系数大于 1 的产业分别为

10 个和 9 个，四川的饮料制造业、黑色金属矿选业

和水的生产供应业处于经济带最高水平，产业发

展梯度系数分别为 3． 696 2、1． 604 9 和 2． 627 1，

重庆的工艺品和其他制造业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的产业梯度系数分别为 9． 414 4 和 2． 351 8，处

于经济带最高水平，且重庆的工艺品和其他制造

业在长江经济带内具有绝对优势。云南和贵州两

省的产业发展梯度系数大于 1 的产业分别为 6 个

和 4 个，云贵两省的烟草制造业水平处于长江经

济带前两位，产业发展梯度系数分别为 9． 768 8 和

7． 915 7，两省烟草制造业在长江经济带内具有绝对

优势。云南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处于经济带内产

业发展最高水平，产业发展梯度系数为 1． 769 1。

表 2 长江中上游地区与长三角主要工业产业发展梯度系数( 2015 年)

行业
上游地区

云南 贵州 四川 重庆

中游地区

安徽 湖南 湖北 江西

下游地区

江苏 浙江 上海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 769 1 1． 433 3 0． 682 7 0． 255 5 0． 681 5 0． 709 8 0． 050 6 0． 138 3 0． 025 9 0． 033 3 0． 044 4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 907 4 0． 735 8 1． 604 9 0． 012 3 1． 075 3 0． 454 3 1． 423 4 1． 203 7 0． 042 0 0． 053 1 0． 071 6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 048 1 0． 849 3 1． 214 8 0． 012 3 0． 387 6 1． 720 9 0． 3654 3． 428 3 0． 022 2 0． 027 2 0． 037 0

非金属矿采选业 1． 460 4 1． 183 9 2． 548 0 1． 135 8 1． 765 4 2． 214 7 3． 655 4 2． 753 0 0． 288 9 0． 360 5 0． 488 9

农副食品加工业 0． 242 0 0． 196 3 0． 798 7 0． 412 3 1． 704 9 0． 134 6 2． 123 4 1． 240 7 0． 364 2 0． 455 5 0． 618 5

食品制造业 0． 349 4 0． 282 7 0． 869 1 0． 318 5 0． 800 0 0． 496 3 1． 207 4 1． 102 4 0． 370 4 0． 461 7 0． 627 1

饮料制造业 0． 286 4 0． 232 1 3． 696 2 0． 372 8 1． 112 3 0． 919 7 2． 665 3 0． 533 3 0． 423 4 0． 528 4 0． 717 3

烟草制品业 9． 768 8 7． 915 7 0． 896 3 0． 859 2 0． 843 2 2． 469 0 2． 113 5 0． 486 4 2． 238 2 2． 793 7 3． 792 4

纺织业 0． 019 8 0． 016 0 0． 676 5 0． 362 9 0． 945 6 0． 514 8 1． 751 8 1． 376 5 1． 917 2 2． 393 7 3． 249 3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0． 004 9 0． 003 7 0． 340 7 0． 263 0 0． 927 1 0． 479 0 1． 283 9 2． 792 5 1． 438 2 1． 795 0 2． 436 9

皮革、毛皮、羽毛( 绒) 及其制品业 0． 018 5 0． 014 8 0． 746 9 0． 637 0 1． 220 9 0． 575 3 0． 192 6 0． 866 6 0． 746 9 0． 930 8 1． 264 1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 139 5 0． 113 6 0． 679 0 0． 107 4 1． 988 8 1． 513 5 0． 879 0 1． 285 1 0． 856 8 1． 069 1 1． 451 8

家具制造业 0． 003 7 0． 002 5 1． 293 8 0． 774 0 1． 441 9 1． 483 9 0． 574 1 1． 481 4 0． 665 4 0． 830 8 1． 128 4

造纸及纸制品业 0． 223 4 0． 181 5 0． 706 1 0． 943 2 0． 786 4 1． 379 0 1． 334 5 1． 135 8 0． 981 4 1． 224 6 1． 662 9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0． 882 7 0． 714 8 1． 340 7 1． 081 4 2． 496 2 2． 023 4 1． 304 9 2． 332 0 0． 853 1 1． 065 4 1． 445 6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0． 319 7 0． 259 2 0． 191 4 0． 102 5 0． 414 8 0． 297 5 0． 240 7 0． 714 8 0． 667 9 0． 833 3 1． 130 8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0． 137 0 0． 111 1 0． 183 9 0． 016 0 0． 392 6 0． 551 8 0． 756 8 0． 308 6 1． 097 5 1． 369 1 1． 859 2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0． 560 5 0． 454 3 0． 549 4 0． 367 9 0． 828 4 0． 534 5 1． 187 6 0． 996 3 1． 698 7 2． 119 7 2． 878 9

医药制造业 0． 765 4 0． 619 7 1． 018 5 0． 587 6 0． 816 0 0． 930 8 0． 977 7 1． 860 4 0． 956 8 1． 193 8 1． 620 9

化学纤维制造业 0． 2716 0． 219 7 0． 321 0 0． 011 1 0． 153 1 0． 067 9 0． 213 6 0． 427 1 3． 336 9 4． 164 0 5． 654 1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0． 258 0 0． 208 6 0． 855 5 0． 932 1 2． 118 4 0． 867 9 1． 153 0 0． 976 5 0． 979 0 1． 220 9 1． 658 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 365 4 0． 296 3 1． 000 0 0． 658 0 1． 401 2 1． 009 8 1． 455 5 1． 840 7 0． 558 0 0． 696 3 0． 945 6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 587 6 0． 476 5 0． 337 0 0． 382 7 0． 928 4 0． 398 7 1． 103 7 0． 664 2 0． 879 0 1． 097 5 1． 490 1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 376 5 1． 116 0 0． 372 8 0． 613 6 2． 057 9 1． 574 0 0． 624 7 7． 388 6 0． 760 5 0． 949 3 1． 28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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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表 2)

行业
上游地区

云南 贵州 四川 重庆

中游地区

安徽 湖南 湖北 江西

下游地区

江苏 浙江 上海

金属制品业 0． 093 8 0． 076 5 0． 667 9 0． 455 5 0． 960 5 0． 818 5 1． 150 6 0． 941 9 0． 972 8 1． 213 5 1． 648 1

通用设备制造业 0． 072 8 0． 059 3 1． 295 0 0． 528 4 1． 608 6 1． 188 8 1． 002 4 0． 706 1 1． 483 9 1． 851 8 2． 513 5

专用设备制造业 0． 095 1 0． 076 5 0． 823 4 0． 308 6 1． 325 9 4． 476 4 0． 682 7 0． 460 5 0． 875 3 1． 092 6 1． 482 7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 144 4 0． 117 3 0． 540 7 2． 351 8 0． 966 6 0． 475 3 1． 939 4 0． 530 8 1． 002 4 1． 250 6 1． 698 7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 066 7 0． 054 3 0． 412 3 1． 100 0 3． 711 0 0． 672 8 0． 749 4 1． 179 0 1． 575 2 1． 966 6 2． 670 3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 011 1 0． 008 6 0． 887 6 1． 770 3 0． 356 8 0． 332 1 0． 461 7 0． 335 8 1． 358 0 1． 695 0 2． 301 1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0． 125 9 0． 102 5 0． 301 2 1． 080 2 1． 118 5 1． 486 4 0． 337 0 1． 003 7 3． 394 9 4． 236 9 5． 752 9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0． 858 0 0． 695 0 2． 867 8 9． 414 4 6． 044 2 5． 439 3 7． 704 6 2． 225 8 4． 031 9 5． 031 9 6． 831 8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0． 013 6 0． 011 1 0． 266 7 0． 848 1 6． 583 7 0． 713 6 0． 453 1 0． 693 8 0． 965 4 1． 206 1 1． 637 0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0． 860 5 0． 697 5 0． 401 2 0． 401 2 2． 138 2 0． 393 8 0． 806 1 0． 656 8 1． 806 1 2． 254 2 3． 061 6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0． 503 7 0． 408 6 0． 865 4 1． 079 0 0． 702 4 0． 607 4 0． 375 3 0． 437 0 0． 975 3 1． 217 2 1． 653 0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 122 2 0． 909 8 2． 627 1 1． 014 8 0． 917 2 1． 348 1 0． 585 2 1． 319 7 1． 404 9 1． 754 3 2． 381 4

发展梯度系数大于 1 的产业类型数量 6 4 10 9 18 14 18 18 14 24 28

在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安徽省有 18 个产业

的梯度系数大于 1，其中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

草制品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

造业与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的产业发

展梯度系数分别为 1． 988 8、2． 118 4、3． 711 0 和

6． 583 7，该部分产业发展处于经济带内最高水平。

湖南、湖北两省分别有 14 和 18 个产业类型的发

展梯度系数大于 1，其中湖南省的家具制造业与专

用设备制造业处于经济带内产业发展最高水平，

产业发展梯度系数分别为 1． 483 9 和 4． 476 4，湖

北省的非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与食品

制造业处于经济带内产业发展最高水平，产业发

展梯度系数分别为 3． 655 4、2． 123 4 和 1． 207 4。

江西省有 18 个产业的梯度系数大于 1，其中有色

金属矿采选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医药制造

业，非金属矿物制品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处于经济带内产业发展最高水平，产业发展梯

度系数分别为 3． 428 3、2． 792 5、1． 860 4、1． 840 7

和 7． 388 6。

长江下游 3 省市即长三角地区有 66 个产业

的梯度系数大于 1，其中，江苏 14 个、浙江 24 个、

上海 28 个。上海市除采掘业和农副食品加工业，

饮料和食品制造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个别产业的产

业梯度系数略小于 1 之外，其余产业的产业梯度

系数都大于 1，其中纺织业，烟草制品业，化学纤维

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工艺

品及其他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的

梯度指数在 3． 0 以上，其中纺织业，皮革、毛皮、羽

毛( 绒) 及其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文教体育用

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

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黑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

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

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电力、热力的

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共计 14 个行业

处于经济带内产业发展最高水平。江苏、浙江两

省虽然没有梯度系数排名第一的产业类型，但大

部分制造业均处于前三位，这充分说明长三角地

区制造业各产业处于较高的发展梯度，具备向长

江中上 游 其 他 低 梯 度 地 区 转 移 的 客 观 实 力 和

动力。

产业发展梯度系数测算的目的在于对某一地

区特定产业发展的相对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产业

发展梯度系数大于 1，说明该产业高于整个区域平

均水平，在地区间的产业竞争中具有一定的比较

优势。长江经济带各省的比较优势产业既是其开

发开放的重点产业，也是有基础向外溢出转移的

重点产业。根据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内各行业

发展梯度系数排序 ( 表 3 ) ，可以得出长三角和整

个长江经济带沿线各产业类型的梯度优势。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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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各省市间已经

具备了转移的基础条件，不同类型产业梯度势差

明显。下游长三角地区除煤炭、有色与非金属采

掘业外，其他类型的产业占有相当优势，将是产业

外向转移疏解的活跃区位; 中游省市原材料加工

业、装备制造业、通信电子设备、食品和轻工纺织

业等行业产业发展梯度系数处于中游，且具有一

定的发展基础，将是产业转入承接的重点区域; 上

游省市除四川与重庆两省市在装备制造、饮料与

农副食品加工、有色与非金属加工、木材加工与废

弃资源回收等产业具有一定比较优势外，其他优

势产业均是依托本地特色资源而发展的资源型产

业，且均处于采掘与初级加工层级，云贵地区除烟

草和煤炭采选业外，其他类型产业发展滞后，产业

亟待升级，但又受到本地区生态环境保护要求限

制，未来承接生态友好型产业优势明显。

表 3 长江中上游地区与长三角主要工业产业梯度系数等级( 2015 年)

行业
上游地区

云南 贵州 四川 重庆

中游地区

安徽 湖南 湖北 江西

下游地区

江苏 浙江 上海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 2 4 6 5 3 8 7 9 10 11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5 6 1 11 4 7 2 3 10 9 8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4 5 3 11 6 2 7 1 10 9 8

非金属矿采选业 6 7 3 8 5 4 1 2 11 10 9

农副食品加工业 9 10 4 7 2 11 1 3 8 6 5

食品制造业 9 11 3 10 4 6 1 2 8 7 5

饮料制造业 10 11 1 9 3 4 2 6 8 7 5

烟草制品业 1 2 8 9 10 5 7 11 6 4 3

纺织业 10 11 7 9 6 8 4 5 3 2 1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10 11 8 9 6 7 5 1 4 3 2

皮革、毛皮、羽毛( 绒) 及其制品业 10 11 5 7 2 8 9 4 5 3 1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9 10 8 11 1 2 6 4 7 5 3

家具制造业 10 11 4 7 3 1 9 2 8 6 5

造纸及纸制品业 10 11 9 7 8 2 3 5 6 4 1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9 11 5 7 1 3 6 2 10 8 4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6 8 10 11 5 7 9 3 4 2 1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9 10 8 11 6 5 4 7 3 2 1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7 10 8 11 6 9 4 5 3 2 1

医药制造业 9 10 4 11 8 7 5 1 6 3 2

化学纤维制造业 6 7 5 11 9 10 8 4 3 2 1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0 11 9 7 1 8 4 6 5 3 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0 11 5 8 3 4 2 1 9 7 6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7 8 11 10 4 9 2 6 5 3 1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4 6 11 10 2 3 9 1 8 7 5

金属制品业 10 11 8 9 5 7 3 6 4 2 1

通用设备制造业 10 11 5 9 3 6 7 8 4 2 1

专用设备制造业 10 11 6 9 3 1 7 8 5 4 2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0 11 7 1 6 9 2 8 5 4 3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0 11 9 6 1 8 7 5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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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表 3)

行业
上游地区

云南 贵州 四川 重庆

中游地区

安徽 湖南 湖北 江西

下游地区

江苏 浙江 上海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0 11 5 2 7 9 6 8 4 3 1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10 11 9 6 5 4 8 7 3 2 1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10 11 8 1 4 5 2 9 7 6 3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10 11 9 5 1 6 8 7 4 3 2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5 7 9 10 3 11 6 8 4 2 1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8 10 5 3 6 7 11 9 4 2 1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7 10 1 8 9 5 11 6 4 3 2

( 二) 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重点产业发展梯

度比较分析

1． 沿线各省市采掘业产业发展梯度比较

由于本区域内的资源禀赋优势，在煤炭、黑色

金属、有色金属和非金属采选业中，上游省市在该

部分类型产业梯度上具有绝对的优势，中游有色

金属采选业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中、上游省市

产业发展与该地区内自然资源禀赋的天然优势高

度相关。采掘行业由于对自然资源禀赋依赖性较

高，因此，此类型产业一般不会主动发生向区外转

移。但是，当本地资源发生枯竭时，原有产业迅速

衰败，大批人力资源外流，并伴随着矿产开发导致

的环境问题，地区产业发展转型难度较大，同时，

长期以来受到传统产业发展限制，其他产业发展

基础较差，承接转入产业能力较低，短时间内难以

引入和培育较为合适的接续产业，这也是云、贵、

川地区资源型省市转型面临的巨大难题。

2． 沿线各省市原材料加工产业发展梯度比较

除中游湖南、湖北、江西 3 省在有色与非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方面占有优势外，其他行业下

游长三角地区均占有绝对优势。原材料加工业的

区域产业梯度集中分布状况典型地反映出长江经

济带产业发展与空间布局上的不合理。上游省市

依托优势资源禀赋在采掘业上占有相当的梯度优

势，但这种优势没有沿产业链向高附加值方向转

化，而且中、上游省市产业发展空间被下游长三角

地区长期以来发展积累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

进一步挤占。最终，原材料加工业在长江主航道

下游沿线城市按照“囚徒困境”的博弈均衡方式集

聚，这样会导致下游省市逐渐丧失技术创新的动

力，同时使长江上游资源产区陷入“资源诅咒”，长

期下去必将阻碍长江经济带整个区域经济的平衡

发展。中、上游地区应在原有基础上延伸产业链，

将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优势，实现传

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和附加值提升，下游省市应考

虑通过对外投资、“飞地园区”、技术合作等方式在

本区域内将初级原材料加工业退出，利用技术与

资本优势加速产业升级，使本地区产业始终处于

价值链的高端，引领整个经济带的产业发展。

3． 沿线各省市轻工纺织业产业发展梯度比较

总体上，由于历史原因轻工纺织产业在下游

长三角地区占有一定优势，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

业和烟草制品业在中、上游部分省市占有一定优

势。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在产业升级进程中，部分

纺织服装、鞋帽产业由于人力与土地成本上升的

原因已经开始向外转移，但是转移指向往往是海

外，如孟加拉、印尼和越南等国家，长江中、上游省

市承接相关产业项目落地并不密集。这说明，一

方面在承接纺织业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中、上

游省市相关土地成本与政策优势并不明显，同时

我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人力资源成本逐步提升，

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减弱，在全球化背景下，此

类型产业存在逐步向国外转移的趋势; 另一方面，

中、上游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和相关生产性服务业

发展水平较差，产业工人技术水平较低，在诸如轻

纺工业等传统产业中，长江中、上游省区在加工技

术与设计等方面创新能力较差，竞争优势不够明

显，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该产业沿长江向上游转

移的趋势。这就要求，未来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应

根据各自优势，提升区域内基础设施和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水平，加大产业工人培养的投入，提升人

力资源质量，选准优势产业进行发展。同时，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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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做好长江经济带沿线产业布局，促进区域内

分工与协作，逐步发展并整体提升高附加值产品

和高层次产业。

4． 沿线各省市石油化学工业产业发展梯度

比较

2000 年以来是我国石油化学工业发展最快的

时期，大批石化项目在沿海与长三角地区落地，产

业发展速度和质量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经过近

20 年发展，下游长三角地区在化学纤维制造业、石

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医药制造业、化学

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上已经占有绝对优势。但

是，随着长三角地区城市规模扩张与人口密度增

大，土地资源价格上涨，资源环境承载力已经接近

极限，生产成本与安全风险日益增大。在相关资

源和环境约束日益严格的条件下，为了充分利用

中上游的油气、土地资源与环境优势，下游长三角

地区应重点考虑从自主创新的角度，在全球石化

产业链分工上努力实现突破，着力提升产业国际

竞争力，依托技术、资本优势与国家“一带一路”战

略，加快本地区此类型优势产业走出去的步伐，通

过油气田投资与共同开发，强化资源控制能力，提

高石化产业国际市场占有率。上游省市可主动承

接该部分产业的加工制造环节，将分布过于集中

在长三角地区的化学纤维制造业和化学原料及化

学制品制造业，依托黄金水道陆续转移承接下来。

5． 沿线省市装备制造业产业发展梯度比较

下游长三角地区在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

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及办

公用机械制造业、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等行业均占有绝对的发展优势，尤以通信设备

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发展梯度优势最为显著。

长三角地区在经历了改革开放近 40 年发展积累，

已经承接了一轮国际制造业转移，相关技术、管理

水平与资本已具备了相当的国际竞争优势，目前

应着力提升技术集成和自主开发能力，进一步增

强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使之向

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更高端发展。虽然成渝城

市群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方面占有一定的优

势，长株潭、武汉与南昌-九江组成的长江中游城

市群地区在装备制造业与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上具有一定优势，但从长江经济带内部

来看，长江中、上游省市在该部分产业总体上处于

发展梯度的低端，技术水平与附加值依然较低。

未来，长江中、上游省市应与长三角地区积极合

作、交流，共享优势资源。同时，中、上游地区的制

造业发展应加快提升自身条件，完善基础设施和

相关技术孵化软硬件环境建设，积极拓展国外先

进装备制造业项目来本地区直接投资，为本地区

制造业实现内生性发展夯实基础，赢得机会。

( 三)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产业承接能力指数结

果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长江经济带的上游

和产业吸引指数、产业支撑指数、产业发展指数

( 见表 4) 。

表 4 长江上、中、下游与长三角地区产业

承接能力指数( 2015 年)

指数 Ia Ib Ic Iu

贵州 0． 421 0． 785 1． 275 0． 819

云南 0． 512 0． 768 1． 358 0． 871

四川 1． 421 0． 912 2． 014 1． 435

重庆 1． 568 0． 741 2． 372 1． 545

安徽 1． 547 0． 854 2． 237 1． 531

湖南 1． 132 0． 917 2． 017 1． 342

湖北 1． 254 0． 952 2． 124 1． 429

江西 0． 984 0． 923 1． 769 1． 213

江苏 3． 617 1． 547 3． 739 2． 938

浙江 4． 062 1． 738 4． 199 3． 300

上海 4． 235 1． 375 4． 246 3． 252

长三角 4． 535 1． 812 4． 378 3． 440

1． 产业吸引指数 Ia
产业吸引能力弱的区域 ( Ia ＜ 1． 0 ) 主要分布

在长江经济带的上游省市包括贵州、云南和中游

的江西，这些省市境内分布着重要的生态保护区，

生态保护区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属于禁止开

发地区，生态保护对工业化的约束性较强。同时，

由于受到地形与环境的影响，交通运输等基础设

施条件相对落后，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于全国平均

水平，影响上游地区对外来产业投资的吸引。产

业吸引能力较弱的区域( 1． 0 ＜ Ia ＜ 2． 0 ) 主要分布

在长江经济带的上游和中游地区，包括湖北、湖

南、四川、重庆、安徽，这些省市境内分布着中国重

要的商品粮产区，农产品主产区在国家主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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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规划中属于限制开发区，农业生产对区域工业

发展的约束性较强。同时，这些地区的内需和对

外开放水平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不明显，制约

了当地产业的吸引能力。产业吸引能力强的地区

目前 依 然 处 于 下 游 的 长 三 角 地 区 ( 3． 0 ＜ Ia ＜

5. 0) ，经过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发展，长三角地区

软、硬件环境建设日益成熟，人口集聚，消费水平

与市场开放程度都处于较高水平，强化了长三角

地区的产业吸引能力。

2． 产业支撑指数 Ib

产业支撑能力弱的区域( 0． 7 ＜ Ib ＜ 0． 9 ) 主要

分布在长江经济带的上游省市包括贵州、云南、重

庆和 中 游 的 安 徽，产 业 支 撑 能 力 较 弱 的 区 域

( 0． 9 ＜ Ic ＜ 1． 0) 主要分布在长江经济带的上游和

中游地区，包括湖北、湖南、四川、江西。从指标数

据主成分分析看，这些地区主要受由年末金融机

构存款余额与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构成的“信

息与金融”新因子和第二、三产业占比与固定资产

投资占比构成的“结构和投资”传统因子的影响。

在互联网应用日益频繁的今天，互联网宽带接入

用户数是衡量一地区信息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但

在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信息化水平仍然较低。

此外，万元产值污染物排放量也是影响该部分地

区产业支撑能力的重要因素。由于政府依法加强

了环境综合治理，一直被视为经济增长外生变量

的环境治理成本，通过加大环境违约行为的处罚

力度而逐渐被企业内部化。2016 年国家环境公报

与水资源公报显示，长江经济带区域集聚了全国

29． 8%的工业固体废物、34． 6% 的 SO2、32． 2% 的

NOx 和 44． 3% 的废水排放，全国水资源污染严重

的城市大都集中于长江经济带，长江干支流域水资

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产业支撑能力强的地

区主要分布在下游的长三角地区( 1． 0 ＜ Ib ＜ 2． 0) ，

由于该部分地区区位优势和特殊地位，多年的发

展使得传统因子积累完善，同时，由于软环境优势

明显，创新开放程度都处于高水平的长三角地区

必然会吸引“新因子”首先在这些地区聚集，使之

成为各类要素汇集的“高地”和产业支撑能力最强

的地区。

3． 产业发展指数 Ic

产业发展能力弱的区域( 1． 0 ＜ Ic ＜ 2． 0 ) 主要

分布在长江经济带的上游省市包括贵州、云南和

中游的江西。产业吸引能力较弱的区域 ( 2． 0 ＜

Ic ＜ 3． 0) 主要分布在长江经济带的上游和中游地

区，包括湖北、湖南、四川、重庆、安徽。产业发展

能力弱和较弱的地区分布与产业吸引能力弱和较

弱的地区分布一致，除上海、江苏、浙江外，其他地

区基本都属于该种类型。这说明长江经济带的创

新驱动能力仍未形成合力，中、上游地区处于全球

产业价值链高端和产业科技制高点的领域还比较

少，外资企业中加工贸易比重高，缺乏本土有竞争

力的企业。同时，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率低。

长江经济带的科技教育资源丰富，区域内名牌综

合性大学与科研机构分布较多，但是将科研成果

有效转化为现实创新产品的能力欠缺，科技创新

孵化能力弱，制约了本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外

来投资。产业发展能力与产业吸引能力等级区域

分布一致，这进一步说明，产业转移很大程度上遵

循市场规律，产业的落地与承接地区的要素发展

水平、成本和制度优势密切相关，产业吸引能力与

产业发展能力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因

此，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完善优化软环境，实现产

业承接地内生发展才是改善落后地区产业发展的

关键。

4． 产业承接指数 Iu

产业承接能力弱的区域( Iu ＜ 1． 3) 主要分布在

长江经济带的上游省市包括贵州、云南和中游的江

西。产业吸引能力较弱的区域( 1． 3 ＜ Iu ＜2． 0) 主要

分布在长江经济带的上游和中游地区，包括湖北、

湖南、四川、重庆、安徽。产业承接能力整体上呈

现由下游向上游递减的趋势，这与我国东中西部

发展梯度相一致。中游地区在国家中部崛起、城

市群组团发展和重点产业示范区的带动下，产业

承接能力近年来逐渐增强，虽然长三角的软硬件

基础完善，依然是产业集聚能力最强大的地区，但

是随着该部分省市的资源环境限制和自身转型升

级发展，一大批产业将在国家的主导下，通过长江

黄金水道，逐步沿江向中上游转移，这必将进一步

强化中游承接能力较强的地区产业质量与发展水

平得到快速优先提升，这也将进一步强化该部分

地区的产业承接能力。而云贵地区和江西则应充

分发挥好自身生态条件优势，重点发展生态友好

型产业，与中、下游形成良好分工格局，促进长江

经济带整体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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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承接合作的

空间布局优化策略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笔者提出长江经济带产

业转移承接合作的空间布局优化策略。

在国家层面上，结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与

主体功能区规划区定位，优化产业布局，发挥产业

的集聚优势，推动区域产业合理分工，促进产业在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区域间转移，产业转移按

照大的产业分类进行，沿着产业链条展开。重点

包括以下 3 个方面: 一是提升下游地区高科技产

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能规模、创新能力、市场

竞争力及其在长江经济带中的领先地位，并通过

对接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强与上、中游

省市在高端要素集聚、高端价值链塑造、高端产业

结构提升等方面的紧密合作，引领沿江各省市共

同参与“中国制造 2025”的实施，共同应对全球

“第三次工业革命”及“工业 4． 0”浪潮的机遇与挑

战; 二是通过大型企业向上中游地区的转移和建

立分支机构，带动上、中游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

展，帮助其尽快植入、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

值链体系; 三是沿江各省市联合组建大型工业技

术创新项目联合体，重点对电子信息、生命科学、

新能源、新材料、机器人等高技术产业的重大共性

技术和关键技术环节开展合作创新与联合攻关，

以技术合作推进产业合作［10］。

在长江经济带内部，在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

上、中、下游各省市优势基础上，综合运用产业政

策、土地政策、环境容量和资源配置等手段，遵循

长江经济带各地资源优势、产业基础和资源环境

承载力，推动建立科学合理、分工协作的产业布

局。在政府引导下，通过市场机制逐步实现长江

经济带产业转移和升级，进而使得长江经济带产

业布局得到优化。通过沿线各省市间优势互补与

共赢合作，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产业集聚园

区合作管理模式和运作机制等方面创新，搭建区

域间产业转移与承接服务平台，推动省市间园区

合作共建，出台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与承接指导

目录和负面清单，科学引导长江经济带地区间产

业项目合理布局。

长江下游地区应以建成世界级城市群和“一

带一路”的总枢纽为目标，充分发挥上海国际经

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国际大都市的龙头作

用，依托沪杭甬、沪宁高新技术产业带，打造具有

全球影响力、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制造业基地。

长江中、上游地区应强化成都、重庆、武汉、长沙、

合肥、南昌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推动成渝城

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

群融合发展，促进沿江地区资源优势互补、产业分

工协作，未来将该部分地区建成全国重要的综合

交通枢纽和科技创新、先进装备制造基地。长江

上游地区由于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其产业的承接

要以环境友好为原则，产业承接要经济、社会、生

态和环境效益并重，着力培育资源型转型城市的

环境友好接续产业，完善软硬件环境建设，发挥资

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国有大型企业在该部分地区

的支撑作用，积极与下游长三角地区交流合作，吸

引优势产业的顺利转入与承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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