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讲 城市（区域）产业发展战略 

 



产业政策（规划）是否需要 

区域产业战略规划的主要任务 

区域产业战略规划相关理论 

区域产业战略规划常用工具 



一、产业政策（规划）是否需要 

• 郑风田：两个日本的启示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278017.html 

 存在的价值：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 

 对产业的保护和扶植，实现超常规发展，缩短赶超时间。  

 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实现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1 产业政策的作用 



2 产业政策的局限性 

 产业政策并非对任何产业都具有同等的作用。  

 产业政策本身并不是万能的，不应当片面夸大产业政策的作用。  

 产业政策的实施是需要一定的成本和代价的。  

 产业政策作为政府行为，也存在失败的可能性。  

3 产业政策目标:直接扶持企业VS.做实产业基础  

 产业基础是指产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果这些条件不

具备，则相应的产业不能够生存，更不可能具有竞争优势。  

 不同的产业发展基础不同。 



4 政策重点——产业结构政策和技术政策 

 产业结构政策。政府为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所制定的

政策。  

 产业组织政策。政府在鼓励有效竞争、反对垄断、保护适度集中的

过程中，为发展规模经济、完善市场秩序、防止和纠正市场弱点而

制定的政策。 

 产业技术政策。是为了支持新技术的研究开发，鼓励引进吸收符合

本区域实际的先进技术，促进技术创新而制定的政策。  

 产业贸易政策。是为了扩大对外贸易、调整贸易结构、发挥本国比

较优势、提高出口效益，以增强国际竞争能力，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而制定的政策。 

 产业保护政策。是国家利用关税或其他壁垒方式为被保护产业排除

竞争威胁的政策。  



5 主要的政策工具   

 产业规划。确定支持的产业和不支持的产业，构建产业体系。 

 财政税收，对特定产业或企业的财政支持与地税部分的减免；通

过政府投资，提供市场不能或不愿介入的公共产品； 

 用地和布局。在经过市场化改革后，土地和规划是地方政府能够

主导的最重要资源，地方政府可以依靠用地和布局引导政策来支

持希望发展的产业和限制不希望发展的产业。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可以选择的政策工具主要有三个： 



二、区域产业战略规划的任务 

1 区域产业评价：抓住关键问题 

2 确定主导产业，构建产业体系 

3 产业布局与空间组织 

4 论述重点产业发展策略 



三、区域产业战略规划相关理论 

1 产业结构演变理论 

配第-克拉克定律：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

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进而再向第三产业转移；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分布

来看，第一产业劳动力逐步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逐步增加。 

霍夫曼法则：资本资料工业在制造业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并超过消费资料工

业所占比重。 

库兹尼茨理论：（1）农业部门实现的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整个国家的比重

处于不断下降之中；（2）工业部门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大体上是上升的，但劳

动力的相对比重是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3）服务部门的劳动力相对比重呈现

上升趋势，但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综合起来看是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 

钱纳里标准结构模式 



2 产业分工理论 

古典理论—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理论（劳动价

值论） 

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相对优势理论 



新古典理论—基于生产要素比较的分工理论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

O模型）（要素比例理论）

：一个国家出口用其相对

富足的要素密集生产的那

些物品，进口该国相对稀

缺的要素密集生产的那些

物品。 



马克思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巴朗斯基地理分工论 

 

 
地理分工是社会分工的空间形式。 

绝对地理分工/相对地理分工 

社会分工的原因：人们自身的差异和周围环境的差异，经济利益

是地理分工发展的动力。 

                Cv>Cp+t 

Cv表示商品在销售地的价格，Cp表示商品在生产地的价格，t表示运

费。 

运输和关税在地理分工的作用 



新古典分工理论 

赤松要的雁行理论 

建立在动态比较优势

原则基础上的追赶型经

济发展模式。 

进口-进口替代-出口 



价值链与微笑曲线 



3 产业空间组织理论 

（1）工业地域综合体 

       着眼于区域内部产业间的经济技术联系，强调区域产业是一个
相互之间有机联系的整体。一个成熟的工业地域综合体应该具有相
对完整的产业链，包含主导工业、相关工业和服务型工业三部分。
期中，主导工业是核心，代表着综合体的结构特点，对整个综合体
发展规模、性质、内容以及发展方向产生深远影响。 



（2）产业集群 

 波特（1998）：产业集群是一组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

机构，它们同处在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性或互补性而紧

密联系在一起。集群通常包括下游产业的公司、互补产品的生产商、

专业化基础结构的供应者和提供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撑

的其他机构。 

 王缉慈（2001）：产业集群是指大量专业化的产业（或企业）及相关

支撑机构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柔性集聚，它们结成密集的合作网络，

植根于当地不断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 



产业集群的优势 

 成本优势 

–  集聚经济与外部规模经济  

– 专业化分工提高了生产率 

– 丰厚的社会资本网络降低交

易成本 

– 劳动力市场的有效供给 

– 降低了企业进入和退出成本  

 市场优势 

– 促进专业市场建设  

– 促进品牌建设  

– 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  

 



产业集群的特征 

 专业化聚集 

 企业网络 

 企业根植性 

 学习型区域 

产业集群的类型 

 传统产业集群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如何构建产业集群？ 



（3）开发区 

 世界银行：开发区是以一种扭曲的

政策对抗另一种扭曲的政策。 

 中国：开发区是指以城市为依托，

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的

特定地区，是政策推动下的一种区

域发展模式。  

 国外：特别经济区（Special 

Economic Zone ，SPZ)，一般可以

分为自由港（含自由贸易区）、出

口加工区、科学工业园区等类型。 

•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 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  

• 保税区  

• 出口加工区  

• 边境经济合作区  

•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 省级开发区   

• 国家级新区 

• 自由贸易区 



我国开发区发展面临的五大转型 

 产业转型：从制造业向生产性服务业 

 发展动力转型：从土地和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 

 管理体制转型：从管委会向一级地方政府 

 开发模式转型：从政府主导向PPP 

 综合转型：从开发区向新城区转型 

 



4 产业区位论 

农业区位论（杜能） 



工业区位理论 

 韦伯最小费用理论：经营者一般在所有费用支出总额最小的

空间进行布局，费用最低点就是企业的最佳区位点。 

 廖什的利润最大化理论：从需求出发，认为最佳区位点既不

是费用最小点也不是收入最大点，而是收入和费用差的最大

点，即利润最大化点。 

 普雷特的行为区位论：企业区区位决策取决于在决策时的信

息占有量和决策者利用信息的能力。 



  商业和服务业区位论 

 戴维斯的商业区位融合模型 

 贝利的商业地域类型 

 纳斯的地价模型 

 加纳的商业中心地区位模型 



胡佛的批发业区位论 

施坚雅的集市区位论 



 生产性服务业：前台主要聚集在大都市在中心区或服务对

象的聚集区。后台主要位于大都市的边缘区。 

 效率追求型公共服务设施区位：需求地点和设施区位点的

总移动费用最小化。 

 公平重视性公共服务设施区位：（1）最大最小化原理。

（2）最大覆盖原理。 



住宅区位论 

 阿伦索（W.Alonso）和埃文斯（W.Evans）交换（或相抵消

）理论 

 家庭生命周期与住宅区位选择 

 住宅与就业的关系 



城镇体系区位论 

 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 

 廖什中心地理论 



跨国企业区位论 

 



 



 



 

不同时期产业布局的主导因素 



1 波士顿矩阵  

四、区域产业政策（规划）常用工具 



2 区位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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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熵大于1，可以认为该产业是地区的专业化部门；区位熵越大，专业化水平越高；

如果区位熵小于或等于1，则认为该产业是自给性部门。区位熵大小是主导产业选择的

一个重要判断指标。 



3 产业效率结构指数  

              通常人们只重视各产业在规模上的相互比例（即产业规模结构），而忽略

了各产业在效率上的差异。“效率”是经济学中最有吸引力的概念之一，提

升产业效率是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宗旨和目标，因此在评价

城市产业结构时，不仅要重视产业的规模结构，还应关注产业效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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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城市规模大的产业效率也高，那么这个城市总体的产业效率也会高，产

业结构也就相对合理。如果一个城市规模大的行业效率低下，而效率高的行

业规模很小，那么这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就存在严重的问题。如果一个城市规

模大的行业效率在提升、或者效率高的 行业规模在扩大，这个城市的产业结

构就是在优化，反之则是在恶化。 



4 集中系数 
 

 



5 收入弹性系数 

 



6 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 

 感应度系数是指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

，某一产业部门由此而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也就是需要该产业

部门为其他产业部门的生产提供的产出量。第i产业的感应度系数

是投入产出逆矩阵的第i行系数之和除以全部产业在投入产出逆矩

阵中各行系数和的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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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力系数反映国民经济某一部门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对国

民经济各部门所产生的需求波及程度。某产业的影响力系数等于该

产业在投入产出逆矩阵中的列系数之和除以全部产业在投入产出逆

矩阵中的各列系数和的均值，第i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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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芬代尔指数 

 



偏离一份额分析法 

•     把区域经济的变化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以其所在大区或

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参照系，将区域自身经济总量在某一时

期的变动分解为三个分量，即份额分量、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和

竞争力偏离分量，以此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和衰退的原因，评价

区域经济结构优劣和自身竞争力的强弱，找出区域具有相对竞

争优势的产业部门，进而可以确定区域未来经济发展的合理方

向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  

ij ij ij ijG N P D  



工业增加值率 

 



空间基尼系数与空间洛伦兹曲线 

 空间基尼系数是衡量产业空间集聚程度指标的

一种，由克鲁格曼在1991年时提出，当时用于

测算美国制造业行业的集聚程度，该方法应用

较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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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制造2025 

 十三五规划纲要相关内容 

 世界经济形势回顾和展望     联合国、其他国际和国内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