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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工与工作总结 

 我在本组的分工主要在产业战略规划方面。在前往自贡之前，我负责第一产业的资料分

析；在自贡开始调研之后，我与沈晶晶同学一起负责工业主导产业的分析与战略规划，这也

是工作的主要部分。 

 此外，借由在沿滩区城乡建设与住房保障局实习的便利，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联动

发展收集了资料，提供了案例分析。 

 

二、研究过程与结论 

（一）调研过程 

 在自贡调研期间，我们从了解沿滩工业集中区开始研究自贡市的工业发展现状和规划。

自贡市具有工业基础，但传统产业发展势头不足，新兴产业尚未有明显优势。 

在当前自贡市工业经济带发展空间布局规划中，一共有三个工业区——板仓工业园、沿

滩工业集中区、晨光工业集中区。我们主要了解的是沿滩工业集中区以及沿滩区整体的工业

发展情况，化工及新材料、机械装备制造和农副产品深加工这三类产业是发展重点。 

（二）理论分析 

 要对自贡市的工业产业进行系统的分析，我参考了地区主导产业选择方面的文献，试图

通过定量分析确定自贡市的主导产业。 

 在确定计算指标的过程中，由于缺乏产业关联度、技术进步两项基准相关指标的数据资

料，最终选择规模优势、区域比较优势、市场需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5 项基准，共 13

个指标进行计算；产业关联度指标之下的产业关联度系数通过查找四川省产业分析的文献提

供参考。 

 考虑到具体计算结果中缺乏产业关联、技术进步方面的指标，放弃 SPSS 因子分析，改

为参考一篇所选取的基准同样不够全面的文献，在按各项基准排序确定可能的主导产业后，

再整合分析，是一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式。 

（三）研究结论 

 根据各项基准的分析结果，通用设备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为当前自贡市的支柱产业，

保持优势，进一步提高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医药制造

业有很好的发展潜力，可以考虑作为新兴产业和未来的支柱产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在产业规模上排至第二，但缺乏其他方面的优势，然而在自贡市的相关规划中，盐化工类

产业受到重视，具有政策优势，是潜在的主导产业。 

 

三、课程感受与建议 

（一）课程感受 

1.战略规划是个“大”作业 

 与其他课程的“大作业”相比，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在“大”上更令人印象深刻。它要求

对整个地级市情况的掌握与分析，所考查的能力，除了资料收集、实地调研、数据分析之外，

最有难度的是“战略”眼光，让我们体会了一把“远见卓识”之不易。 

2.我们还不会“调研” 

 一开始对于到自贡进行“实地调研”就有些感觉无从下手——这不是一个居住小区或者



一个具体的命题，而是对整个城市的了解。理论我们知道，自然条件、历史发展、人文特色

等等，去访问有关部门、去了解群众的想法、去亲身体验。但事实上我们对文字资料的依赖

非常大，而缺乏对“实地”的利用——也许有时间和人手不足的因素在，我们在当地最大的

收获大概就是获得了更详细的文字资料。 

3.有压力才有动力 

 对这项作业的感受是从跃跃欲试到逐渐体会到难度，相应地，我们在“压榨”之下也有

了更大的收获。因此建议此项作业延续下去，它带给我们对一个规划人员的近距离感受。 

（二）课程建议 

1.时间安排 

 以地级市为对象、利用暑期实地调研其实是很好的学习方式，但事实上由于还有实习的

任务，我们的空余时间并不多，若非结合实习课题，我们的实地调研成果将更少。此外，课

堂教学与实践之间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也使课堂教学的效果不足，对理论知识的消化不够。 

 可以考虑把作业对象改为更靠近学校所在地的区域，让我们能在上课期间进行实践，把

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 

2.分组人数 

 通常战略规划会包含数个专题，我们分组的人数就显得不足，这使得最终的规划成果事

实上比较“单薄”，也许把小组人数增加到十人左右会更合适。 

3.老师指导 

 由于完成作业的主要时间段是在假期，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多的是小组成员之间的

讨论、摸索。一个真正的地级市的规划要怎么做，我们还有很多要学习的东西，因此与在上

课期间完成作业相配合，老师在实地调研和分析方法上给予更多的监督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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