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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结构调整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内容。能否科学地确定主导产业群事关内蒙古能否在 21 世纪成为我

国北方重要支点 ,而主导产业的选择应建立在比较优势分析基础上。本文在建立评价产业优势指标体系的基础

上 ,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 , 得出各产业的比较优势度 , 并对此进行了分析 , 其结果与内蒙古在 21 世纪建设成为我

国重要能源基地 、绿色食品加工基地和稀土研究与开发基地的战略目标一致 , 从而为内蒙古组建主导产业群提供

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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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 ,农牧业一直是内蒙古经济发展的重要

支柱产业 ,为内蒙古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作

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粗放型的经营方式给生态环境

带来了巨大压力 , 2001 年多次罕见的沙尘暴敲响了警

钟。从长远目标来看 ,传统的发展模式是得不偿失的 ,

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只有进

行产业结构调整 ,农业的过度开垦造成大面积的沙化

和牧畜数量超过草原承载能力的过度放牧造成的草原

严重退化等问题迎刃而解。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对国

民经济实施调控的重大战略决策。其中 ,产业结构调

整成了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必须以

市场为导向 ,结合地区的自然 、经济 、社会和技术条件 ,

综合各种有利和不利因素 ,选择一批能发挥地区优势 ,

具有较高效益的主导产业 ,从而带动地区经济的快速

发展成为当务之急。另外 ,产业结构合理性取决于是

否依据地区特色找出比较优势产业(即主导产业)。因

为市场和国家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段 ,主要扶持主导产

业发展 ,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最终推动国民经济的迅

速增长。

2　研究思路与方法

2.1　指标体系的建立

衡量产业比较优势的算法很多 ,如单指标法(区位

商 、国际比较优势指数 、SHIFT SHARE分析法)、多指标

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灰色关联度分析法 、广 T 关联法 、

多指标综合分析法)。目前 ,多数学者从区位商角度研

究产业比较优势的较多 ,并认为由地区的不同 ,其区位

商划分标准也不同。如内蒙古产业区位商大于 0.9 就

认为具有竞争力。然而每个产业不是单独的 ,而是与

其他产业互补互动 ,形成产业链。在这种背景下 ,仅用

区位商来判定产业比较优势是不够的。文章根据全面

的 、动态的 、易得资料等原则 ,以规模 、效益 、增长作为

准则层来建立指标体系的(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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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产业比较优势评价指标体系结构图
Fig.1　The index system of industry advantage evaluation

2.2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因所选指标的量纲不同 ,其数据变化太大 ,不利于

不同指标间在量上进行比较。为得出科学性 、可比性

结果 ,计算比较优势度时将各指标首先标准化处理。

设 Xi 表示第 i 个产业指标数据 ,则标准化后的指标值

为:

x' i=(xi -ximin)/(ximax-ximin)(i=1 , 2 ,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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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imax=Maxxi
1≤i≤35

　　　ximin=Minxi
1≤i≤35

2.3　权重的确定

从指标体系可以看出 ,各指标对产业优势度的贡

献率是不同的 ,必须确定每个指标的权重。一般运用

层次分析法(AHP),其基本原理是将每个指标两两进行

比较 ,构造判断矩阵 ,然后通过求解判断矩阵的最大特

征值和它所对应的特征向量 ,就得出每个指标的相对

重要程度 ,即权重值。

2.4　计算综合优势度

利用标准化的指标数据和相对应的权重值 ,可以

计算出综合比较优势度。其公式为:

yi=∑
n

i=1
wix' i×100　　(i=1 , 2 , ...,35)

其中 , x' i 是标准化的指标数据;wi 为用确定的各个指

标的权重值。乘以 100 是为了使所有综合优势度得分

值介于 0—100 之间。

2.5　优势度的划分

一般情况下 ,产业优势度大于平均值均属于具有

比较优势产业 ,但其比较优势度是不同的。为此 ,我们

用标准差来划分其强弱程度。

б=[(yi- y)2/35] 0.5　　(i=1 ,2 , ..., 35)

其中 ,б为各产业优势度标准差 , y为各产业优势度平均

值。具体划分标准如下:

yi<y ,无比较优势;

 y<yi<y+б,弱比较优势;

y+б<yi<y+2б,较强比较优势;

y+2б<yi ,强比较优势。

3　实例分析

在较好的经济发展大环境(西部大开发的实施 、全

国经济高速发展 、中国即将入世)内蒙古已进入经济快

速发展阶段 ,并正处在工业化初级阶段向中兴阶段转

化时期。据统计 1998 年全区工业增加值完成 406.32

亿元 ,工业综合经济效益指数达到 74 ,并产销衔接较

好 ,工业产品销售率达到 96.55%。工业是国民经济的

主导部门 ,应加速与优势资源相接续的工业结构调整。

本文用层次分析法算出各指标的权重(见表 1),然后利

用 1998年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 ,得出各产业比较

优势度(表 2)。

表 1　指标权重表
Tab.1　The weight of index

因　子 B1 B2 B3

B层权重 0.42 0.37 0.21

因　子 D1 D2 D3 D 4 D5 D6 D7 D8 D9 D10 D11 D12 D13

C层权重 0.28 0.27 0.16 0.29 0.31 0.15 0.26 0.11 0.17 0.37 0.29 0.18 0.16

表 2　各产业比较优势度表
Tab.2　indexes of industries

产业部门 (1) (2) (3) (4) (5) (6) (7) (8) (9) (10)(11)(12)(13)(14)(15)(16)(17)(18)

优势度 37.64 9.00 26.72 22.11 23.30 34.56 32.53 24.63 25.99 20.85 29.99 19.95 14.45 16.18 16.35 20.96 22.06 20.36

全国平均优势度 29.86 10.50 21.62 20.02 26.56 15.03 35.71 29.77 30.42 38.11 23.71 26.79 26.04 27.34 30.30 34.73 33.47 28.97

产业部门 (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
优势度 15.42 23.05 8.67 5.56 24.56 17.93 16.92 42.06 29.49 26.81 26.90 19.19 18.42 18.96 12.05 9.29 27.42

全国平均优势度 28.78 29.25 27.37 21.48 31.29 27.80 26.06 34.98 35.91 30.28 34.42 34.58 28.15 36.21 28.75 25.00 29.31

注:(1)煤炭采选;(2)石油开采;(3)黑色采矿;(4)有色采矿;(5)非金属采矿;(6)木材采运;(7)食品加工;(8)食品制造;(9)饮料;(10)烟草;(11)

纺织;(12)服装;(13)皮革;(14)木材;(15)家具;(16)造纸;(17)印刷;(18)文体;(19)石油加工;(20)化工;(21)医药;(22)化纤;(23)橡胶;(24)塑

料;(25)建材;(26)黑色;(27)冶金;(28)有色冶金;(29)普通机械;(30)专用设备;(31)运输设备;(32)电器机械;(33)电子通讯;(34)仪器仪表;

(35)电力。

图 2　各产业优势度与全国平均值比较图
Fig.2　Industry indexes of Inner Mongolia

with the advantage valuation of China

从图 2可知 ,内蒙古有煤炭采选 、黑色采矿 、有色采

矿 、木材采运 、纺织 、黑色冶炼的优势度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内蒙古的煤炭储量居全国第二 ,是内蒙古的支

柱产业 ,预计几年后力争年产量达 1 亿 t。但目前存在

着掠夺型开采 、对生态环境破坏大 、综合利用率低等问

题 ,今后应提高科技含量 ,采取煤炭—电力 、煤炭—化

工 、煤炭—建材等高关联度产业发展 ,延长产业链条 ,

将资源优势转为产业优势 ,再转为经济优势 ,使内蒙古

建设成我国重要能源基地。从长远利益看 ,黑色金属

冶炼 、有色金属冶炼应该成为内蒙古今后大力发展的

支柱优势产业 ,这是因为从投入产出角度来看 ,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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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两个支柱优势产业在区内具有比较优势 ,经济效

益比其他产业更好 ,已有一定的基础 ,进一步发展的前

景良好;从国际分工和协作的角度来看 ,内蒙古这两大

支柱产业既在全国位居前列 ,具备区际竞争优势和周

边其他省区之间又存在着良好的互补合作的条件;黑

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业的产业链长 ,产业关联

效应明显 ,对区域经济带动作用较大 ,常常被不同的国

家和地区选作工业化初期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 ,并且

基本上都获得了成功。另外 ,内蒙古稀土储量占全国

的 80%以上 ,占世界的 70%以上 ,且有易开采 、品位高 、

分布集中等特点。今后在稀土研究与开发方面应进一

步加强扶持力度 ,逐步培育成重要的支柱产业 ,从而促

进内蒙古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内蒙古处在高速发

展时期 ,基建规模越来越大 ,所以建材市场前景广阔 ,

而建材工业发展技术设备要求不高 ,内蒙古可以大力

发展建材工业 ,包括木材加工。纺织业是内蒙古传统

工业 ,有鄂尔多斯等羊绒纺织龙头企业。但最近几年 ,

由于技术 、管理等原因 ,许多纺织企业合并或关闭。今

后应该发挥民族特色 ,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技术更新 ,把

纺织业不利局面扭转过来。

图3　各产业优势度强度划分图
Fig.3　Differentiated intensity of industry between

comparative advantage

通过表 2 计算得出 ,内蒙古各产业优势度平均值

为 21.72 ,标准差为 8.08。根据上述划分优势度强度方

法 ,内蒙古强比较优势产业有煤炭采选 、黑色;较强比

较优势产业有木材采运 、食品加工 、纺织;弱比较优势

产业有黑色采矿 、有色采矿 、非金属采矿 、食品制造 、饮

料 、印刷 、化工 、橡胶 、冶金 、有色冶金 、普通机械 、电力;

其他产业优势度低于全区平均值 ,均属无比较优势。

食品加工主要指具有民族特色的农畜产品加工业。目

前农畜产品加工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已涌现出了鄂

尔多斯 、鹿王 、伊利 、兴发等一批在国内外市场具有较

强竞争力的企业。同时 ,内蒙古优势特色农畜产品很

多 ,如羊绒 、牛奶 、牛羊肉 、小麦 、马铃薯 、大豆 、玉米 、瓜

籽 、中草药等已形成产品优势 ,但还未形成产业优势 ,

关键在于缺乏优势龙头企业的带动。今后在政府的宏

观调控下 ,瞄准市场 ,大力发展农畜产品加工业 ,特别

是绿色食品加工业 ,使内蒙古成为全国主要绿色食品

生产基地。各级政府应进一步优化龙头企业发展的外

部环境 ,强化对龙头企业的支持 ,通过龙头企业的发展

带动产业化基地建设 ,促进农牧业生产的规模化 、市场

化。从产业关联效应及对区域经济带动效应来看 ,电

力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瓶颈” ,内蒙古大力发展火

电工业 ,不仅可以通过前向效应拉动煤炭采选业的发

展 ,通过后向效应拉动耗能工业的发展 ,而且可以很大

程度上缓解全国电力紧张局面 ,使国民经济得以顺利

发展。

4　结语

世纪之交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为西部地区

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供了环境与机遇。当然 ,内

蒙古也不例外。通过分析可得 ,内蒙古工业优势不是

产品质量优势 ,也不是产品成本优势 ,内蒙古工业优势

产业只是生产要素及其配置方面的优势。即从生产力

要素讲 ,内蒙古只有自然资源优势。目前许多产业基

本是资本和劳力密集型产业 ,经济效益虽在区内居各

行业前列 ,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有差距。

确定主导产业群是复杂的 ,文章运用定性到定量

综合集成法 ,以动态 、全面、易得性的数据为基础 ,最终

得出内蒙古产业优势度 ,其结果与内蒙古在 21 世纪建

设成为我国重要能源基地 、绿色食品加工基地和稀土

研究与开发基地的战略目标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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