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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很多场合人们对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不分 , 因此本文对主导产业和支柱产

业进行了辨析 , 并且以安徽工业为例介绍了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各自的选择基准和选择

方法 , 对各地确定主导产业 、支柱产业和制定主导产业 、支柱产业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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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辨析

1、主导产业。主导产业是指能够较多地吸收先进技术 ,保持高于全社会的增长速度并对其他产业的发展

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的产业部门 ,是产业结构的核心内容和产业结构演化的中心。它的主要特点是:(1)具有

高创新率 , 即能迅速地引入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2)具有高速增长的能力 , 其增长率较整个经济的增长率

高;(3)具有很强的带动其他产业部门发展的能力 ,即具有很高的“扩散效应” 。这种扩散效应又具体包括:一

是前向效应 , 是指主导产业部门的发展诱发出新的经济活动或产生出新的经济部门;二是后向效应 , 是指主

导产业的发展对向其提供投入品的产业部门的带动作用;三是旁侧效应 ,是指主导产业部门的发展对地区的

影响 ,包括地区经济结构 、基础设施 、城镇建设以及人员素质等方面的影响。主导产业正是通过这几个方面带

动各个产业部门的发展 ,引起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为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创造条件。

2、支柱产业。支柱产业是指在一定时期内 ,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体系的主体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

技术密度高 、产业关联度强 、发展规模大 、经济效益好 ,对整个国民经济起支撑作用的产业。它的主要特征是:

(1)支柱产业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其产值占区域总产值的较大份额 , 为区域财政上交的利税较多 , 通常达到

10%以上。因此 ,在一些地方政府看来 ,保护和扶植地方支柱产业 ,往往是区域产业政策的一件头等大事。(2)

支柱产业在资源配置 、技术装备 、社会需求等方面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经过市场竞争和重组形成的支柱产业

在区域范围内占据垄断地位 ,在当地具有一定知名度 ,抗风险能力较强。(3)支柱产业是当地历史文化 、自然

资源 、经济运行模式高效率组合的产物。经济发达地区的支柱产业多以技术密集型 、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 ,而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支柱产业多以资源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

3、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的关系。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之间存在着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 ,具体表

现如下:

(1)动态上看 ,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之间在某种条件下存在着时间上的继起性。可以说 ,主导产业是未来

的 、潜在的支柱产业。在一定条件下 ,当前的主导产业将会转化为未来的支柱产业。但并不是所有的主导产业

都会转化为支柱产业 , 只有当其蕴含的先进技术与一切影响生产的因素诸如各种资源 、市场需求 、制度和意

识形态等相适合 , 才能发生转化并且随着条件而改变 , 具体条件包括社会对技术进步的强烈要求 , 和产业结

构升级等。在实践中 ,人们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混淆了它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处的时

期的差异 ,今天的优势产业 ,过去可能是主导产业 ,而今天的主导产业 ,在未来肯定是支柱产业 、优势产业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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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 、安徽主导产业的选择

1、选择主导产业的基准。在产业经济理论中 ,主导产业的选择基准主要有筱原基准 、准赫希曼基准 、罗斯

托基准 , 此外还有要素密集度基准 、边际储蓄基准 , 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还进一步提出了一些有中国国情特

色的基准 ,如增长后劲基准 、短缺替代弹性基准 、瓶颈效应弹性基准 、可持续性基准 、合理性基准 、比较优势标

准等。所有的基准都有其长处和不足 , 有的基准比较适合国家主导产业的选择 , 有的比较适合地区主导产业

的选择。作为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应考虑到区域主导产业的实际情况及资料的可取性 ,我们选取筱原三代平

提出的 “需求收入弹性基准” 及 “生产率上升率基准” 、比较优势基准和产业关联基准四个标准来选择主导产

业。

①需求收入弹性标准

某一产业的产品的需求增加率
需求收入弹性系数=

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率

从根本上说 , 产业结构的变动是由社会需求的变化引起的 , 它的演进往往随着社会需求变化而兴起 , 逐

步发展成熟 , 然后随着边际效用递减而趋于衰落。社会需求是推动产业发展最直接也是最大的原动力 , 其结

构变化则是产业结构变化和发展的原动力。需求收入弹性大的产业 ,其产品的增加值由于能够带来更大的收

入 ,从而能创造更大的需求 ,因此这类产业能够从社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动力。不仅其发展的机遇好 ,而且发展

的效益也好 , 发展的速度会更快 , 在国民经济增长中所占份额也会更大。因此需求收入弹性最大化是主导产

业选择的重要基准。

②生产率上升标准

报告期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率=〔 -1〕 ×100%

基期全要素生产率

生产率是指产出与投入要素之比或投入要素的单位产出。全要素生产率是指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 ,

即总产出量与全部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投入量之比。目前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技术进步的最基本指标。在

社会再生产过程中 , 全要素生产率上升高的产业 , 其技术进步的速度都比较快 , 单位产品的生产费用也比较

低。这样 ,就必然要吸引各种资源向该产业流动 ,使该产业在技术和资源的供给上比其他产业有更多的保证 ,

从而使该产业比其他产业发展更快 , 对一个地区经济增长贡献作用力度更大。因此 , 应优先选择生产率上升

率高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

③比较优势基准。地区主导产业必须建立在地区经济优势的基础上 , 因为地区主导产业首先是专业化产

业。这种经济优势是同其他地区比较而言的 ,即比较经济优势。比较经济优势可以用比较优势系数表示 ,它是

比较集中率系数 、比较增长率系数 、比较劳动生产率系数 、比较利税率系数的乘积。即:比较优势系数=比较

集中率系数×比较增长率系数×比较劳动生产率系数×比较利税率系数。

比较集中率系数=某地区该产业的产值÷某地区所有产业产值/全国该产业的产值÷全国所有产业总产值

比较增长率=某地区该产业的增长率 ÷某地区所有产业增长率/全国该产业的增长率 ÷全国所有产业增长率

比较劳动生产率=某地区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某地区所有产业增长率/全国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全国所有产业劳动生产率

比较利税率系数=某地区该产业的产值利税率/全国该产业值利税率

作为地区主导产业 , 其比较优势系数必须大于 1 , 否则不应予考虑 ,最好是选比较集中率系数 、比较增长

率系数 、比较劳动生产率系数 、比较利税率系数都大于 1的产业。当地区内不同产业进行比较时 ,可以按比较

优势系数值的大小进行排队 ,无疑应优先选择比较优势系数最大的作为主导产业。

④产业关联基准。区域主导产业对区域经济的带动效应 ,表现为直接作用于区内产业及最终带动区域经

济增长。就区域主导产业与区内产业的关系而言 , 区域主导产业必须与区域内的其他产业有较强的关联性 ,

联系愈广泛 、愈深刻 , 主导产业的发展就愈能通过聚集经济和乘数效应的作用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有

些产业虽然比较优势大 , 或者产业规模大 , 但如果与区域其他产业部门很少联系 , 也不能成为区域主导产

业。产业关联效应可用产业的“感应度系数” 、“影响力系数”表示。这里 ,一种产业影响其他产业的程度叫影响

力 ,受其他产业影响的程度叫感应度。如果把这种程度系数化 ,就得到影响力系数与感应度系数。

某产业感应度系数=该产业在列昂惕夫逆矩阵中的行系数均值/全部产业大列昂惕夫逆矩阵力行系数



41

某产业影响力系数=该产业在列昂惕夫逆矩阵中的列系数均值/全部产业大列昂惕夫逆矩阵中的列系数均值的平均

一个产业的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 ,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都高 ,大于 1 ,简

称是“两高”部门 ,是主导产业的最佳选择。二是影响力系数低但感应度系数高 ,或影响力系数高但感应度系

数低的部门 ,即一个系数大于 1 ,一个系数小于 1 ,简称 “一高一低”部门 ,有可能作为主导产业 ,这要看其他的

几项优势能否具备作为主导产业的条件。三是不论影响力系数还是感应度系数均低的产业部门 ,两个系数都

小于 1 ,简称“两低”部门 ,是不适合作为主导产业的。

为了增强被选产业的可比性 , 我们对不同的选择基准确定权重 , 求各产业的综合基准系数或主导产业系数 ,

然后对备选产业进行排序 ,求出主导产业。各基准的权重如下:

表 1: 综合基准系数中各选择基准的权重

基准名称 需求收入 弹性基准 生产率上升基准 比较优势基准影响力 感应度

权重 0.4 0.3 0.2 0.05 0.05

2、安徽省主导产业的选择:

(1)粗选。粗选是指从所有工业产业中粗略地选出主导产业的若干个备选产业 ,因为我们不可能也没有

必要对工业中 37个行业全部进行基准分析 , 粗选对于节省时间来说是必要的。我们以产业的产值规模作为

粗选的标准主导产业要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 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以 2003年安徽省工业各产业产值占全

省工业产值的 5%为标准 ,选取了 9个产业作为备选产业(见表 2)。

表 2:粗选结果

行业 产值 占全省工业比重

全省工业 26102141 1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313671 0.05033

食品加工业 1344393 0.05151

纺织业 1320361 0.05058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1563249 0.0598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291673 0.04949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2180550 0.08354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2832278 0.10851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2150748 0.08240

电力 、蒸汽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1770570 0.06783

资料来源:根据 2004年《安徽省统计年鉴》整理

(2)被选产业的需求收入弹性系数的计算:为了动态地反映需求收入弹性 , 我们计算近三年的各产业的

平均需求收入弹性。计算结果如下:

表 3:被选产业 2001 ～ 2003年的平均需求收入弹性②

产 业 需求增长 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 需求收入弹性

煤炭采选业 18.10% 9.13% 1.98

食品加工业 12.85% 9.13% 1.41

纺织业 2.91% 9.13% 0.32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11.12% 9.13% 1.2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8.12% 9.13% 1.98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25.58% 9.13% 2.80

交通运输设备制业 39.25% 9.13% 4.30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8.35% 9.13% 2.01

电力 、蒸汽 、热水的生产及供应业 23.07% 9.13% 2.53

资料来源:根据 2000～ 2004年《安徽省统计年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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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被选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率的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是以生产函数理论为基础的。先根据

Y= K
α
Lβ ,求出资本弹性α和劳动力弹性 β 。Y、K、L表示增加值的产出量 、资本量和劳动投入量。此式不含技

术进 lnY=αlnk+β lnL , 用安徽省的 2001～ 2003年工业各行业的数据进行回归 , 求出 α、 β 分别为 0.896、

0.045。再根据肯德里克定义的全要素生产率公式: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经济增长率-α×资本增长率-β ×劳动增长率 , 求出 2001～ 2003年的全要素生产

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如下:

表 4: 2001～ 2003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

行 业 增加值增长(年平均)资本增长(年平均)劳动力增长(年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年平均)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25.16% 10.15% -2.24% 16.17%

农副食品加工业 18.28% 0.10% -3.51% 18.35%

纺织业 2.60% -2.69% -7.51% 5.35%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14.01% 8.51% -11.39% 6.9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3.31% 10.60% -5.62% 14.07%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3.65% 7.21% 0.34% 27.17%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42.30% 27.25% 4.62% 17.68%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26.53% 7.59% 9.86% 19.29%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20.24% -0.94% -7.21% 21.41%

资料来源:根据 2000 ～ 2004年《安徽省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4)比较优势系数的计算:根据比较集中率系数 、比较增长率系数 、比较劳动生产率系数和比较利税率系

数的公式计算 ,得如下结果:

表 5: 被选产业的比较优势系数

行业 比较集中率系数 比较产值增长率系数 比较劳动生产率系数 比较利税率系数比较优势系数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2.91 0.89 1.06 0.99 2.71

农副食品加工业 1.19 1.06 0.93 0.84 0.98

纺织业 0.93 0.86 0.83 0.86 0.57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0.92 0.94 0.80 0.65 0.4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25 1.03 1.41 2.14 3.87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19 0.95 1.23 1.85 2.57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38 1.00 1.36 0.83 1.56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48 1.07 1.83 1.03 2.99

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1.41 1.00 1.16 1.42 2.31

资料来源:根据 2000 ～ 2004年《安徽省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5)感应度系数 、影响力系数的计算。根据安徽省统计局编制 2002年投入产出表的列昂惕夫矩阵 ,计算

出被选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如下:

表 6: 被选产业的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

行业 影响力系数 感应度系数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4223 0.8862
农副食品加工业 0.8239 1.149
纺织业 0.9162 1.1303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2.8582 1.168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9013 1.0952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9393 1.074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1412 1.2519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72 1.1745
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1.5072 0.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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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安徽省统计局的 2003年《投入产出表》

(6)安徽主导产业计算结果。根据上述计算的需求收入弹性 、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率 、比较优势系数 、感应

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 ,按照表 1的权重 ,计算出每个产业的主导产业系数如下:

表 7: 被选产业的主导产业系数

产业 需求收入弹性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比较优势 影响力系数 感应度系数 主导产业系数 名次

煤炭采选业 1.98 16.17% 2.71 1.4223 0.8862 1.50 6

食品加工业 1.41 18.35% 0.98 0.8239 1.149 0.91 7

纺织业 0.32 5.35% 0.57 0.9162 1.1303 0.36 9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1.22 6.90% 0.45 2.8582 1.1685 0.80 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98 14.07% 3.87 0.9013 1.0952 1.71 3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2.8 27.17% 2.57 1.9393 1.074 1.87 2

交通运输设备制业 4.3 17.68% 1.56 1.1412 1.2519 2.20 1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2.01 19.29% 2.99 0.72 1.1745 1.55 5

电力 、蒸汽 、热水的生产及供应业 2.53 21.41% 2.31 1.5072 0.9171 1.66 4

从主导产业系数的名次看出 , 安徽省的主导产业系数前 4名的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及供应业。从产业关联看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黑色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 ,都大于 1 ,高于平均值 ,最适合作为主导产业。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及供应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至少有一个大于 1 , 且电力蒸汽热水的

生产及供应业的影响力系数较大 ,达 1.5 ,这两个产业也能够作为主导产业。

三 、支柱产业的选择

1、支柱产业的指标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

目前 ,对支柱产业的选择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 ,都不像主导产业的选择那样 ,有很多大家公认的基准。

在实践中很多人用选择主导产业的方法来选择支柱产业是不科学的。根据支柱产业的特征 ,用多元统计分析

中的主成份法选择支柱产业较好。

本文考虑了数据可得性 , 以统计年鉴为基础 , 选取了 17个指标作为支柱产业的评价体系 , 选择这些指

标 ,既考虑了产业的规模 、创造的净值 、又考虑了产业的效益 ,同时还考虑了技术创新 、设备的先进性。它们分

别是:工业总产值(x1)、新产品率(x2)、销售产值(x3)、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x4)、固定资产年平均余额(x5)、

固定资产新度系数(x6)、工业增加值(x7)、销售收入(x8)、增加值率(x9)、总资产贡献率(x10)、工业成本费用

率(x11)、销售利润率(x12)、资金利税率(x13)、全员劳动生产率(x14)、产品销售率(x15)、从业人员(x16)、利税

(x17),其中新产品率=新产品产值÷产值 ,固定资产新度系数=固定资产年平均余额÷固定资产原价。这是

一个产业多指标的评价。使用多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单项指标的局限性 ,提高评价的全

面性和科学性 ,但这些多指标中很多指标之间彼此是相关的。如果人为地确定权重 ,简单地加权合成 ,会对某

一因素过高或过低的估计 ,使评价结果不能完全反映产业评价的真实情况。多元统计分析中的主成份法 ,可

以解决这个问题。它可以将多个指标值综合成为一个代表性的综合指标 ,这个综合指标是充分吸取了原始多

个指标中所包含的反映研究对象特征的信息。也就是说这种方法是通过降维 ,把多项指标(如 n项)转化为少

数几项(如m项 ,m<n)综合指标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

2、安徽省支柱产业主成份分析

首先 ,对安徽省工业的 37个行业进行粗选 ,确定具有安徽特色 ,能够发挥区域优势的产业作为主成份分

析对象。选择标准是以工业产值 、工业增加值 、工业利税三个指标的加权值(权重分别为 0.3 , 0.3 , 0.4)。由大

到小选取 20个行业 , 20个行业分别是: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

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 、纺织业 、烟草制品业 、饮料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

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塑料制品业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橡胶制品业 、通信设备计

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

粗选后 ,对 20个行业的 17个指标数据进行主成份分析 ,基本步骤为:选择因素变量 、计算相关系数矩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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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矩阵特征值与特征向量 、计算各主成份得分及排序。由于可观测变量的计量单位不同 ,故需先求出其相

关矩阵。用 SPSS11.0软件计算 ,求出相关系数矩阵(如表 8 ,然后求出相关矩阵 R的特征值 、贡献比例值和累

计贡献比例值(表 9)。

表 8: 相关系数矩阵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X17

X1 1.00 0.26 1.00 0.87 0.48 -0.01 0.84 0.95 0.08 -0.07 0.24 0.02 -0.03 0.03 0.35 0.36 0.53

X2 0.26 1.00 0.25 0.27 -0.30 0.12 0.03 0.10 -0.29 -0.21 -0.12 -0.25 -0.17 -0.12 -0.30 -0.20 -0.17

X3 1.00 0.25 1.00 0.87 0.49 -0.02 0.85 0.96 0.10 -0.05 0.25 0.03 -0.02 0.04 0.37 0.36 0.54

X4 0.87 0.27 0.87 1.00 0.47 0.06 0.76 0.83 0.15 -0.15 0.20 0.06 -0.10 -0.15 0.24 0.53 0.46

X5 0.48 -0.30 0.49 0.47 1.00 0.00 0.73 0.66 0.47 -0.09 0.49 0.16 -0.10 -0.08 0.40 0.57 0.63

X6 -0.01 0.12 -0.02 0.06 0.00 1.00 -0.21 -0.05 -0.38 -0.55 -0.23 -0.48 -0.53 -0.67 -0.44 0.16 -0.41

X7 0.84 0.03 0.85 0.76 0.73 -0.21 1.00 0.89 0.58 0.26 0.57 0.44 0.29 0.27 0.50 0.41 0.86

X8 0.95 0.10 0.96 0.83 0.66 -0.05 0.89 1.00 0.20 -0.04 0.35 0.08 -0.02 0.06 0.47 0.36 0.64

X9 0.08 -0 .29 0.10 0.15 0.47 -0.38 0.58 0.20 1.00 0.73 0.62 0.89 0.75 0.58 0.38 0.19 0.80

X10-0.07-0.21-0.05 -0.15 -0.09 -0.55 0.26 -0.04 0.73 1.00 0.37 0.90 0.99 0.91 0.46 -0.30 0.59

X11 0.24-0.12 0.25 0.20 0.49 -0.23 0.57 0.35 0.62 0.37 1.00 0.61 0.40 0.21 0.23 -0.03 0.79

X12 0.02-0.25 0.03 0.06 0.16 -0.48 0.44 0.08 0.89 0.90 0.61 1.00 0.92 0.75 0.40 -0.10 0.77

X1 -0.03 -0.17 -0.02 -0.096-0.10 -0.53 0.29 -0.02 0.75 0.99 0.40 0.92 1.00 0.89 0.43 -0.28 0.61

X14 0.03 -0.12 0.04 -0.145-0.08 -0.67 0.27 0.06 0.58 0.91 0.21 0.75 0.89 1.00 0.53 -0.39 0.53

X15 0.35 -0.30 0.37 0.24 0.40 -0.44 0.50 0.47 0.38 0.46 0.23 0.40 0.43 0.53 1.00 0.10 0.55

X16 0.36 -0 .20 0.36 0.53 0.57 0.16 0.41 0.36 0.19 -0.30 -0.03 -0.10 -0.28 -0.39 0.10 1.00 0.12

X17 0.53 -0.17 0.54 0.46 0.63 -0.41 0.86 0.64 0.80 0.59 0.79 0.77 0.61 0.53 0.55 0.12 1.00

从表 9可以看出 ,特征值大于 1的主成份 4个 ,取主成份数为 4 ,得出累计方差贡献已达 87.29% ,即这 4

个主成份能解释的变异量已达 87.29%,大于 85%,所以 ,选择 4个主成份已能充分地反映和代表各个备选支

柱产业的综合水平。取前 4个主成分作进一步分析 ,并得出因子载荷矩阵(见表 10)。在表 10基础上计算 20

个产业的主成分(F1 、F2 、F3 、F4)得分 ,进行产业综合实力的评价(见表 11)。综合得分计算公式为:

Vi=

其中 , Vi---第 i个产业的综合得分 , CFij---第 i个产业在第 j个主成分上的因子得分 , Varij---第 i

个主成分的贡献率 , i=1 , 2 , …20 , j=1 , 2 , … , 4。

表 9:主成份特征值 、贡献比例值及累计贡献比例值

主成份 特征值 贡献% 累计贡献%

1 7.11 41.82 41.82

2 4.87 28.67 70.48

3 1.73 10.15 80.63

4 1.13 6.66 87.29

5 0.76 4.47 91.76

表 10:主成份因子载荷矩阵

主成分因子 主成份 1 主成份 2 主成份 3 主成份 4

X1 0.6256 0.6843 0.3272 -0.0561

X2 -0.1432 0.2831 0.7309 0.4103

X3 0.6414 0.6746 0.3184 -0.0684

X4 0.5539 0.7078 0.1751 0.0535

X5 0.6021 0.4496 -0.5497 -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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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分因子 主成份 1 主成份 2 主成份 3 主成份 4

X6 -0.4474 0.4622 -0.1914 0.3508

X7 0.9080 0.3895 0.0133 0.0691

X8 0.7107 0.6475 0.1529 0.1005

X9 0.7763 -0.3869 -0.3235 0.2194

X10 0.6064 -0.7481 0.1449 -0.0144

X11 0.6596 -0.1021 -0.2292 0.5171

X12 0.7363 -0.5971 -0.0764 0.2098

X13 0.6240 -0.7211 0.1646 0.0435

X14 0.5800 -0.6738 0.3230 -0.2208

X15 0.6574 -0.0891 -0.0023 -0.5926

X16 0.2177 0.5661 -0.5166 -0.1648

X17 0.9664 -0.0551 -0.0848 0.1609

由表 11可以看出安徽省综合得分高的产业依次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黑

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这几个产业就是安徽的支柱产业。

表 11 各产业的综合得分

行业 主成份及得分 F1 F2 F3 F4 综合得分 名次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55 0.98 -2.07 -1.04 0.23 6

农副食品加工业 -0.59 0.35 -0.01 -0.57 -0.18 10

饮料制造业 -0.54 -0.22 -0.50 0.45 -0.31 15

烟草制品业 2.27 -3.00 0.58 0.04 0.15 7

纺织业 -0.35 0.63 -0.41 -0.84 -0.06 9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97 -0.82 -0.62 0.09 -0.70 20

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0.19 -1.10 0.83 -2.60 -0.48 18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0.29 0.86 -0.42 -0.23 0.07 8

医药制造业 -1.22 -0.53 -0.51 1.54 -0.61 19

塑料制品业 -0.76 -0.10 0.45 0.33 -0.28 13

橡胶制品业 -0.65 -0.68 -0.05 1.01 -0.40 1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61 0.07 -1.03 0.99 0.24 5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51 0.66 0.03 0.20 0.84 3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47 0.19 0.14 -1.91 -0.26 12

通用设备制造业 -0.60 -0.08 -0.10 -0.10 -0.29 14

专用设备制造业 -0.58 -0.16 0.16 0.27 -0.25 11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93 1.71 2.23 0.31 1.13 1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43 1.06 1.79 0.56 0.70 4

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00 -0.41 0.93 0.93 -0.38 16

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1.91 0.58 -1.43 0.57 0.86 2

四 、结论与建议

由上述主导产业选择 ,安徽省的主导产业依次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非

金属矿物制品业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及供应业。根据支柱产业的选择 ,安徽省的支柱产业依次是: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业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及供应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可见 ,交

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及供应业这三个产业既是主导产业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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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支柱产业 ,只不过排位不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是主导产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是支柱产业。安徽省主

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基本上是以资源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1、加快发展主导产业

一是进一步利用财政 、税收 、信贷等经济杠杆 ,推动主导产业的超常发展。财政支持 ,是对主导产业中规

模较大 、产品又有较好市场前景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技术开发 、技术引进等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税收支

持 ,是对主导产业新建扩建的新科技企业要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信贷支持 ,是充分利用信贷倾斜和优惠政

策为安徽省主导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保证。

二是进一步完善产业政策 ,设立主导产业的行业标准 ,以保证必要的经济效益。政府应从立法角度进一

步完善产业政策 ,建立和健全行业的进入与退出机制 ,对主导产业的重点产品 、产量的设立最低标准 ,以保证

必要的规模 ,防止同行业的恶性竞争 ,同时还要避免和防止重复投资和资源浪费问题。

三是以深化国企改革为契机 ,发展和壮大主导产业规模。深化国企业改革 ,以国企改革为契机 ,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 ,寻找合作对象 ,对国企进行战略重组 , 降低国有股份 , 建立多元化的产权制度 ,通过增量做大做强

主导产业。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 ,将一部分国有存量资产转移出来 ,向主导产业中的优势企业

集中 ,通过存量做大做强主导产业。以产品为龙头 ,或以资产为纽带组建控股公司 ,重点扶持一批上规模的企

业集团 ,同时鼓励中小企业走“小而联”的发展道路 ,实行低成本扩张 ,把企业做大做强。

四是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安徽省的主导产业大都是资源型产业 、传统产业 ,相当一部分企业 ,技术

装备差 ,新产品开发能力弱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用高新技术对其进行技术改造将会大大提高这些企业的

技术含量 ,促进产品更新换代 ,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要注意把握两个关键环节:第

一 ,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等单位建立密切的产学研合作关系 ,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第二 ,支持有

条件的企业积极创造条件 ,创办技术开发中心 ,负责对新技术的跟踪和新产品开发 ,同时 ,鼓励企业加强同省

内外研究开发机构的技术协作 ,采取多种方式提高企业的技术接受能力和开发能力。

2、支柱产业政策导向

对安徽支柱产业的产业政策要区别对待。对成长中的支柱产业进行一定的保护 , 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企业在这一时期主要目标不是获取最大利润 , 而是为了获取最大的成长率和拥有产业内最高的市场份

额。对此类支柱产业的政策目标应当是设法在一定时期内 ,使其成为地区 、国内乃至国际市场的寡头企业。对

于处于成熟期的支柱产业 , 如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及供应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

制造业 , 应当将政策重点放在制度创新 、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上来 , 用创新的思维加快与国际大企业接轨的

步伐 ,加紧产业升级换代步伐 ,让龙头企业更大更强 ,引导区域支柱产业面向全国 ,走向世界。对于即将走上

衰退之路的产业 ,如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中的一部分行业。对这类产业有两

种方案:一是运用各种经济或非经济手段 ,如亏损补贴政策 、产业保护政策等 , 支持支柱产业的发展 ,增强竞

争能力 ,延长支柱产业的成熟期长度。二是也没有必要去通过各种方式维持其作为支柱产业的地位 ,因为这

种维持的机会成本是极高的 ,它既有可能延误新的支柱产业的形成 ,也有可能影响整个产业结构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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