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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偏离—份额法的城市产业结构分析

———以湖北省随州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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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城市的产业结构及竞争力进行合理的分析,找出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对于其产业结

构调整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方法,对湖北省随州市2000—2010年间的三次产

业发展变化的总体及工业和服务业中的31个具体行业进行SSM分析,从而对三次产业结构的总体结构与发展

状况做出评价,也对随州市各具体行业按区域竞争优势、竞争力分量等指标进行了分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随
州市三次产业结构基本合理,产业竞争力弱胜于湖北省平均水平;随州市大多数工业行业处于快速上升阶段,构
成了其区域优势。提出了优化第二产业增长、重点发展第三产业以及扶持特定重点行业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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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

升级优化,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趋势

不可避免,这为中部崛起的提供了有利契机。湖北

省随州市,作为一个典型的中部三线城市,其产业发

展现状如何、产业结构合理与否、优势产业何在,将
会直接影响其招商引资与产业规划的决策。因此,
对其产业结构及竞争力进行合理的分析、找出具有

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对于其产业结构调整与

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偏离-份额分析法(shift-sharemethod,SSM)

是一个在国外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分析中被普遍使

用的方法。该方法最早由 Fabricant提出,并用来

分析劳动力转移对生产力的效应[1];Marquillas将

其扩展到对劳动力和资本在企业内流动对经济和产

业结构的效应研究[2],Houston和 Mustafa等在应

用中作了进一步发展[3-4]。近年来,SSM 在生产力

增长结构分解应用研究中仍是一种较流行的分析方

法,一些学者应用此方法进行了综合生产增长的分

解研究,如Fagerberg[5]和 Knudsen[6]等。
在国内,陈朝泰最早引入SSM 法,用于分析三

次产业结构[7]。至今10余年间,国内学术界在运用

SSM法分析区域经济与产业结构中,已取得了丰富

的研究成果。如王大虎等运用偏离-份额法对廊坊

市产业结构与竞争力进行了分析[8],时保国等采用

了贵州省2001-2008年的产业数据分析了全省产

业结构演进过程中的问题[9],刘云枫等基于近5年

的数据重点测度了北京市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质

量和竞争力[10],苏振东等则利用动态偏离-份额分

析法研究了中国三次产业以及工业内部历年结构变

动中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流动所引起的“结构红利”问
题[11]。这些文献中,既有对区域3次产业结构的比

例及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的,也有对具体的部门如工

业、服务业进行研究的。本文将运用偏离-份额分

析法对湖北省随州市的三次产业结构和二、三产业

部分行业进行偏离-份额分析,以了解其产业结构

现状、竞争力优势所在,从而为随州市产业结构调整、
在湖北省区域分工中进行准确定位提供一定借鉴

意义。

  一、模型构建

偏离-份额法将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视作一个

动态过程,以其所在区域或整个国家的发展变化为

基准,将区域自身经济总量的变动分解为3部分:份
额分量、竞争力偏离分量与结构偏离分量,从而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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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的发展或衰退,评价其竞争优势与经济结

构,进而确定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部门、产业结构调

整原则以及未来经济的合理发展方向。
本文将依据偏离-份额法对随州市的三次产业

结构以及工业、服务业中31个具体部门进行分析,
一是判断随州市的三次产业结构是否合理,该如何

调整;二是寻找随州市最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
从而有针对性的加以扶持,形成核心竞争力。

1.基本参数的设定

设初始期城市i经济总规模为bi,0,末期经济总

规模为bi,t,该城市第j产业的初始期和末期经济规

模分别为bij,0,bij,t(j=1,2,3……n)。B0,Bt分别

表示i城市所在大区域在相应时期初期与末期经济

总规模,以Bj,0与Bj,t表示所在区域初期与末期第j
个产业部门的规模。因此,区域i第j 个产业部门

在[0,t]的增长率为rij=(bij,t-bij,0)/bij,0(j=1,

2,3……n);所在大区域j产业部门在[0,t]的增长

率为Rj=(Bj,t-Bj,0)/Bj,0(j=1,2,3……n);以
所在大区域或全国各产业部门所占的份额,将i区

域各产业部门规模标准化得到:
b’ij=bij,0*(Bj,0/Bj,0)

2.对产业部门增量的具体分解

以Gij表示城市i 第j 产业部门的增长量,则

Gij=bij,t-bij,0,且Gij可以分解为Nij,Pij,Dij3个

分量,其中:
Nij=b’ij*Rj;

Pij=(bij,0-b’ij)*Rj;

Dij=bij,0*(rij-Rj)

Nij称为份额分量(或区域平均增长效应);Pij

称为结构偏离分量(或产业结构效应),指城市部门

比重与大区域相应部门比重差异引起的城市i第j
部门增长相对于大区域标准所产生的偏差;Dij称为

区域竞争力偏离分量(产业竞争力效应),指区域i
第j部门增长速度与全国或大区域相应部门增长速

度的差别引起的增长偏差,反映了区域j部门相对

竞争能力。Pij越大说明该城市产业结构对经济总

量增长的贡献越大。Dij越大说明城市的j 部门竞

争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大。

3.结构效果与区域竞争效果指数

引入Kj,0=bij,0/Bj,0,Kj,t=bij,t/Bj,t分别表示

i区域j部门在初期与末期占同期全国或大区域相

应部门的比重。且定义i区域对于全国或大区域的

相对增长率为L,于是有:

L=(bt/b0)/(Bt/B0)

可分解如下:

L=(∑Kj,0·bj,t/b0)/(Bt/B0)*

       (bt/∑Kj,0·bj,t)=wu

其中,w=(∑Kj,0·bj,t/b0)/(Bt/B0),为结

构效果指数;u=(bt/∑Kj,0·bj,t),是区域竞争

效果指数。
如果L 大于1,则区域i增长快于全国或所在

大区域。w 大于1,则区域经济中朝阳产业、增长

快的产业部门比重大,区域总体经济结构比较好,
产业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大。u大于1,则区

域i各产业部门总的增长势头大,具有很强的竞争

力。

  二、随州市三次产业结构分析

考虑到随州市2000年才建 立 地 级 市,选 取

2000-2010年间的样本数据,并选取湖北省平均值

作为参照系。数据根据《随州五年(2000-2004)》、
《随州统计年鉴(2007-2011)》及《湖北省统计年鉴》
(2001-2011)整理而得。

1.随州市三次产业发展现状

随州市建市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结构明显

优化。随州市三次产业结构状况见表1。从见表1
可以看出,2000—2010年随州市,GDP总值不断增

长 ,第一次产业占比从2000年的28.29%下降到

2010年的25.76%,下降2.53%;第二、三产业占比

分别上升0.23%、2.30%。
表1 随州市三次产业结构状况

年份 2000 2003 2006 2010
GDP总值/亿元 120.11 143.01 189.67 218.33
第一产业值/亿元 33.98 36.6 49.15 56.25
第一产业占比/% 28.29 25.59 25.91 25.76
第二产业值/亿元 50.4 63.10 87.99 92.1
第二产业占比/% 41.96 44.12 46.39 42.19
第三产业值/亿元 35.73 43.31 52.53 69.98
第三产业占比/% 29.75 30.28 27.70 32.05

  2.随州市三次产业结构评价

随州市三次产业偏离分析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发现,随州市的第一产业在全省的

份额分量为5.38亿元,第二产业为20.73亿元,第
三产业为18.77亿元;增长率分别为66%、83%、

96%,而全省平均分别为72%、58%、106%,所以除

了第二产业增长速度快于全省平均水平外,第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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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均落后于全省水平,说明

了随州市的工业化增长速度高于全省,正处于于急

剧工业化阶段。而以湖北省平均水平为参照系的结

构分量,第一产业为19.15亿元,第二产业为8.73
亿元,第三产业为19.24亿元,说明了随州因为产业

结构优于全省平均水平而获得的部门结构对GDP
增长贡献。以湖北省为参照系的区域竞争力偏离分

量显示的,是随州市第j部门增长速度与湖北省相

应部门增长速度的差别引起的增长偏差,反映了随

州市j部门相对竞争能力,此值越大,说明区域j部

门的增长速度越快,其竞争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

大。由上表看出,第一产业的增长速度慢于全省平

均水平,因为竞争力较弱而丧失了2.26亿元的

GDP;第三产业同样发展速度非常慢,落后于106%
的平均增长水平,因而丧失了3.76亿元的GDP;只
有第二产业竞争力将强,增长速度迅猛,超过湖北省

58%的平均增长速度,因而为随州市 GDP贡献了

12.24亿元。
表2 随州市三次产业偏离分析结果 亿元

指标 bij,0 bij,t rij Rj rij-Rij Gij Nij Pij Dij PDij

第一产业 33.98 56.25 0.66 0.72 -0.06 22.27 5.38 19.15 -2.26 16.88
第二产业 50.40 92.10 0.83 0.58 0.25 41.7 20.73 8.73 12.24 20.97
第三产业 35.73 69.98 0.96 1.06 -0.10 34.25 18.77 19.24 -3.76 15.48

  (rij-Rj)表示产业j在区域i的增长率与其在

较大区域内增长率的差额,可以用以衡量i区域在j
产业上所具有的竞争优势。观察此项指标,可以发

现随州市三次产业间的竞争力差别显著:第一产业

和第三产业竞争力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第一产业的

增长率较平均水平低6%,而第三产业则比平均水

平低10%;而第二产业的竞争力显著强于全省平均

水平,达25%,在GDP中的竞争力贡献唯一为正且

绝对值较高,达到12.24亿元。可见,在今后相当长

一段时间,随州必须依靠第二产业来带动随州市经

济的发展,以实现工业化,而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分

量较低说明随州市的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相对于湖

北省需要进一步优化。同时,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

在竞争力上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以提升竞争力

偏离分量,加强对GDP的贡献。随州市三次产业结

构总体情况见表3。
表3 随州市三次产业结构总体情况

指标 Gi Ni Pi Di w u L

随州市 98.220 44.880 47.120 6.220 0.996 1.029 1.025

  由表3可以发现,随州市的结构效果指数为

0.996,与湖北省平均水平基本一致;竞争力效果指

数为1.029,随州市的产业总体竞争力弱胜湖北省

平均水平;相比湖北省平均经济增长率,随州市经济

增长稍高一些。由此可以得出优化产业结构的两点

启示:一是加强对第二产业的结构调整,扶助主导产

业,优化升级产业;二是加强对第一和第三产业的竞

争力培育,如营销、质量品质提升和管理等。

3.随州市具体行业SSM分析

对随州市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行业进行

SSM分析,仍然选取湖北省作为参照系,考虑到随

州市的现实产业状况(在工业部门中选取了所有

2010年产值在5000万元以上的行业)和数据局限

(由于湖北省和随州市对第三产业的统计口径并不

一致,只好选择了第三产业中口径一致的4个行

业)。本文共选取了31个具体的行业,其中,属于第

二产业的有27个,属于第三产业的有4个。为方便

分析,将这些行业进行编号,依次为:1.黑色金属矿

采选业、2.有色金属矿采选业、3.非金属矿采选业、

4.农副食品加工业、5.食品制造业、6.饮料制造业

7.烟草制品业8.纺织业9.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10.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11.木材加工

及竹藤棕草制品业、12.家具制造业、13.造纸及纸品

业、14.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15.化学原料及化

学制品制造业、16.医药制造业、17.橡胶制品业、

18.塑料制品业、19.非金属矿物制品业、20.黑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1.通用设备制造业、22.交通

运输设备制造业、23.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24.通
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5.工艺品

及其他制造业、26.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27.建
筑业、28.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29.批发零售

贸易及餐饮业、30.金融保险业、31.房地产业。
(1)SSM结果分析。对上述的31个具体行业

进行SSM分析,可计算出各行业的增长量、份额分

量、结构偏离分量、竞争力偏离分量、发展速度等具

体数值,其结果如表4,其中PDij=Pij+D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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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随州市具体行业偏离-份额分析 亿元

产业结构 Gij Nij Pij Dij PDij rij rij-Rj

第
二
产
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746 0.0020 0.266 0.478 0.744 4.030 2.588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062 0.0010 0.212 -0.151 0.061 0.310 -0.749
非金属矿采选业 1.801 0.0030 0.309 1.489 1.798 4.120 3.405
农副食品加工业 5.300 0.0410 0.680 4.578 5.258 0.930 0.806
食品制造业 2.274 0.0040 0.350 1.920 2.269 5.430 4.586
饮料制造业 -0.432 0.0100 0.332 -0.775 -0.443 -0.520 -0.934
烟草制品业 2.630 0.0270 0.494 2.109 2.603 2.390 1.915
纺织业 0.799 -0.0230 -0.285 1.107 0.822 0.180 0.252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0.096 -0.0090 -0.267 0.372 0.105 0.080 0.327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0.289 -0.0020 -0.531 0.244 -0.287 -0.190 0.163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0.974 0.0006 0.088 0.885 0.973 2.690 2.448
家具制造业 -0.002 -0.0003 -0.102 0.10 -0.002 -0.004 0.167
造纸及纸品业 1.365 0.0007 0.043 1.322 1.364 4.480 4.333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0.475 0.0050 0.607 -1.087 -0.480 -0.280 -0.648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1.586 0.0460 0.744 0.796 1.540 1.230 0.616
医药制造业 -1.400 0.0280 0.781 -2.205 -1.425 -0.470 -0.747
橡胶制品业 0.424 0.0000 -0.010 0.435 0.424 1.530 1.564
塑料制品业 0.113 0.0090 0.547 -0.443 0.104 0.060 -0.24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424 0.0460 0.758 -1.228 -0.471 -0.120 -0.359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2.301 0.0200 0.217 2.064 2.281 8.220 7.377
通用设备制造业 3.636 0.0310 0.964 2.641 3.605 2.940 2.136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903 1.1750 7.763 -8.034 -0.271 0.070 -0.652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248 0.0016 0.063 0.184 0.247 3.050 2.255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4.976 0.2390 8.916 -4.178 4.737 1.050 -0.882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0.164 0.0002 0.048 0.117 0.164 2.700 1.913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4.576 0.0098 0.097 4.469 4.566 55.730 54.437
建筑业 7.470 0.5180 3.890 3.061 6.952 1.660 0.679

第
三
产
业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12.020 3.3600 16.130 -7.471 8.660 0.854 -0.531
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 3.466 1.1240 2.659 -0.318 2.342 0.799 -0.073
金融保险业 1.160 -0.0210 -0.134 1.315 1.181 1.126 1.278
房地产业 4.780 0.4110 6.567 -2.198 4.369 1.382 -0.635

  从表4中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在2000—

2010年间,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业、食品制造业是随州市发展最为迅

速的 行 业,它 们 的 增 长 率 分 别 达 到 了 55.730、

8.220、5.430,这些行业的增长速度,相对于湖北省

平均水平而言也高出很多,由此而产生的区域竞争

力偏离分量分别为4.469、2.064、1.92亿元。而与

此相对,随州市这段时期衰退最为严重的行业是饮

料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这

3个行业,其规模分别缩减了52%、47%和28%。
第二,随州市工业部门的结构效果指数w 为0.962,
竞争力效果指数u为1.10,相对于湖北省的相对增

长率L 为1.058。相对增长率L 大于1,说明随州

市的工业部门经济增长速度快于湖北省平均水平,
随州市是湖北省经济快速发展的增长点;结构效果

指数w稍小于1,说明随州工业部门的产业基础、产
业结构弱逊于湖北省的平均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竞争力效果指数u=1.10,说明随州市工业部门的

增长速度相比湖北省平均水平,要高出10%,说明

工业部门市场竞争力较强。第三,随州市的第三产

业的各个行业在2000—2010年间均有增长,但其增

长速度还是普遍偏低。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及

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的增长速度,比
湖北省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低了63.5%、53.1%、

7.3%,其 区 域 竞 争 力 偏 离 分 量 分 别 为-2.198、

-7.471、-0.318亿元。
(2)偏离-份额图分析。偏离-份额分析图分

为产业优势分析图和区域偏离分量图2种,它们都

是由 X、Y 两条坐标轴把坐标系分为4个部分,区
域各产业在坐标系中的位置决定其产业优势及其竞

争力。其中,产业优势分析图以区域产业增长优势

指标PDij为横轴、Nij为纵轴确定。每个产业在坐标

系中的位置不同,表明该产业的优势程度不同。区域

偏离分量图则以区域竞争偏离分量Dij为横轴、Pij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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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轴,进而确定各产业的发展基础和产业的竞争力。
借助这两种偏离-份额图,直观地分析随州市各行业

的产业基础以及竞争优势如图1(图中各点对应的编

号即为上文对各行业的编号,这里以0代替农业)。

图1 随州市产业优势分析

  由图1可以看出,在本文考察的随州市的31个

行业中,有20个处于第一象限,如1.黑色金属矿采

选业、2.有色金属矿采选业、3.非金属矿采选业、

4.农副食品加工业、5.食品制造业等,处于第一象限

的点所代表的行业在湖北省范围内处于上升阶段,
并且在随州具有区域优势的行业,正是由于此类行

业较多,才拉动了整个随州市的工业增长。6.饮料

制造业、14.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16.医药制造

业、19.非金属矿物制品业、22.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这5个行业属于第二象限,这几个行业在全省范围

内处于上升阶段,但在随州市并没有竞争优势。第

三、第四象限的点均代表在湖北省处于衰退阶段的

行业,其中10.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12.家具制造业在随州市没有区域优势,而8.纺织

业、9.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17.橡胶制品业、30.金
融保险业则是随州具有区域优势的行业。

随州市区域偏离分量,见图2。位于第一象限

与第二象限的点,Pij值为正,代表的是随州市工业

部门中,相对于湖北省的平均水平,其基础比较好、
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高的行业。其中位于第一

象限的1.黑色金属矿采选业、3.非金属矿采选业、

4.农副食品加工业、5.食品制造业等14个行业,这
些行业产业基础好并且发展速度很快,强有力地拉

动着随州第二产业的发展。位于第二象限的2.有
色金属矿采选业、6.饮料制造业、14.印刷业和记录

媒介的复制、16.医药制造业等12个行业,这些行业

虽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高,但其Dij值为负,

说明发展速度还是偏慢。位于第四象限的点代表产

业基础薄弱,但发展较快的行业,其中包括8.纺织

业、9.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10.皮革、毛皮、羽毛

(绒)及其制品业等6个行业,这些也是值得进一步

扶持发展的行业。

图2  随州市区域偏离分量

  三、结论与对策

对随州市三次产业和工业、第三产业分行业的

SSM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从总体上而言,随州市三

次产业结构相比湖北省平均水平来讲,都基本合理。
随州市三次产业的总体结构效果指数为0.996,与
湖北省平均水平基本一致;总体竞争力效果指数为

1.029,三次产业的竞争偏离分量之和为6.22亿元,
产业总体竞争力弱胜湖北省平均水平。在随州市工

业部门里面,大多数行业都是在全省范围内处于上

升阶段,并且在随州具有区域优势的行业,这也是随

州市工业部门相对于省平均水平更快发展的原因。
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3点建议。

一是转变粗放型工业发展模式。实证结果表

明,随州市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分量偏低,其工业结

构不尽合理,存在粗放式发展问题。粗放式增长固

然可以实现高速度、高拉动,但其因为高消耗、低效

益而难以持续增长,在市场中必然会因为缺乏核心

竞争力而落败。因此,随州市在一方面大力扶持第

二产业、为其创造良好发展条件的同时,必须加强对

工业发展的前瞻性引导,明确产业定位、完善产业规

划、培育新兴产业、鼓励产业优化升级和向纵深化专

门化方向发展,以结构调整换粗放增长,实现竞争力

提高和效益改善。
二是大力支持第三产业发展。在湖北省第三产

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随州市第三产业结构分量均

为正、竞争力分量均为负,其增长速度缓慢,存量滞

后,急需政策支持以促进成长。一方面,要适应随州

市加速工业化的任务,促进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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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另一方面,也要促进农业产业化、服务业现代

化,以提升其竞争力,加强对GDP的贡献。
三是扶持特定重点行业成长。行业发展是产业

升级、经济结构优化的主要途径,应选择重点行业进

行扶持,就随州市而言,一是应对产业基础好、发展

速度快的比较优势产业的巩固、提高,侧重于从营

销、技术和管理上去实现突破,以更好带动经济增

长;二是对于产业基础不好但是发展速度快的产业,
重点在于创造更好发展条件,优先培育龙头企业,使
其能够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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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IndustrialStructureAnalysisBasedonShift-ShareMethod
———ACaseStudyinSuizhou,HubeiProvince

WANGGan,YANGWei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Wuhan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2)

Abstract Reasonableanalysisonurbanindustrialstructureandcompetitivepower,andrecognition
ofindustrialdepartmentswithrelativecompetitiveadvantagesaresoimportantfortheadjustmentofin-
dustrialstructureand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BasedonShift-Shareanalysismethod,thispaper
analyzesthegeneralconditionsofdevelopmentandchangesoftertiaryindustrybetween2000and2006
inSuizhouaswellas31concreteindustriesofindustryandserviceindustrysoastoassessthegeneral
structureanddevelopmentconditionsoftertiaryindustryandclassifiytheconcreteindustriesinSuizhou
inaccordancewithregionalcompetitiveadvantagesandcompetitivepower.Theresultshowsthat
Suizhou’stertiaryindustrystructurewasbasicallyreasonable,itsindustrialcompetitivepowerwasalit-
tlehigherthantheaveragelevelinHubeiprovince;manyindustrialsectorsinSuizhouwereintherapid
growthstage,whichformstheregionalcomparativeadvantage.Thispaperfinallyproposesthreepolicy
suggestionsonhowtooptimizesecondaryindustrydevelopment,prioritizetertiary-industryandsupport
thedevelopmentofspecificimportantindustries.

Keywords industrystructure;industryanalysis;SSM method;competitiveadvantage;region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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