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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县域经济主导产业的选择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从产业结构学和区域经

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县域经济主导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主导产业选择的标准。以广东省广宁

县作为案例分析该县主导产业的发展战略。

关键词:主导产业;县域经济;产业集群;产业结构;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5)02-0030-04

Study on election of leading industry of country economy

YU Hui

(Schoo l o f Economics &Management , Northwest Sci-Tech Univer sity o f Agriculture

and Fo restry , Yang ling 526020 , China)

Abstract:The selection o f country economy's leading industry play s a vital important ro le in

developing country economy . Based on the regional economics and industrial econom ics , this

paper argues the effects of the leading indust ry on economic grow th and the cri teria of how to

select the leading indust ry . Finally , the article presents a case study of GuangNing to show i ts

leading indust ry st rateg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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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域经济是指在县域内以城镇经济为中心 ,以

农村经济为基础 ,各种经济成分有机构成的一种区

域经济 ,它处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部 、城市

经济与农村经济的连接点 ,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

重要基础 。县域经济的主导产业则是指对县域经济

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并能带动相关产业协同发展的支

柱产业。主导产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着整个县域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水平 。正确选择

主导产业是提升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

本文将运用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县

域经济主导产业的内涵和作用 ,并结合实例分析主

导产业选择的方法及标准 。

一 、主导产业内涵

主导产业的概念是随着产业发展理论的兴起而

逐步形成的。罗斯托是主导产业理论研究的先驱

者 ,他认为区域经济增长阶段的演进与经济部门重

要性的依次变化存在对应关系。按照罗斯托的解

释 ,在众多的产业部门中 ,每一发展阶段都有与之相

对应的 、起主宰作用的产业 ,即主导产业。经济增长

总是先由某一部门采用先进技术开始 。由于采用了

先进的技术 ,降低了成本 ,扩大了市场 ,增加了利润

和积累 ,扩大了对其他一系列部门产品的需求 ,从而

带动了整个区域经济发展。这种起带头作用的部门

不是一成不变的 ,一旦其先进的技术及其影响扩散

到各个部门之后 ,它就会陷入衰败 ,新的主导产业有

可能取而代之。主导产业的带动与扩散作用是通过

前瞻影响 、后顾影响与旁侧影响实现的 。前瞻影响

是主导产业对以其产出为投入的产业影响 ,后顾影

响是主导产业为其提供投入的产业影响 ,旁侧影响



是主导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1] 。罗斯托

的理论诠释了主导产业的一些特征。首先 ,主导产

业在区域产业结构系统的产出应占据较大比重 ,这

样才能形成支柱作用;其次 ,主导产业和其他辅助产

业有较强产业关联度 ,这样能更好的发挥主导产业

的引导作用和扩散效应;其三 ,主导产业的概念是相

对的和动态的 ,它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而相

应变化。

二 、主导产业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提升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

主导产业具有较强的关联效应 。主导产业对一

产业结构系统的引导功能是通过其带头作用实现

的 ,而带动作用的实现则依赖于扩散效应。一个产

业是否具有较强的扩散效应 ,被认为是能否成为主

导产业的主要特征。因为如果一个产业具有了扩散

效应 ,它就可能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引导整个产业

结构的发展方向;反之 ,就至多只能得到自身的发

展。以浙江省嘉善县为例 ,该县选择木材加工为主

导产业 ,通过开拓市场 、引进外资 、行政推动等有效

措施 ,在较短的时间发展起了一个庞大的木业产业

集群 。嘉善木业在自身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 ,带动

了交通运输 、树脂 、胶带 、木业机械 、地板 、家具等相

关产业的发展。嘉善县通过木业产业超常规发展及

其对关联产业的扩散效应 ,形成颇具产业竞争力的

县域产业集群。

(二)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

主导产业的发展 ,要求生产要素的集约化经营 ,

这样才能将县域内分散的资源有效的整合。中国县

域内乡镇企业多处于分散的非专业状态 ,主导产业

的集聚化经营有利于节约建设资金 ,节约耕地 ,降低

工业成本 。同时 ,主导产业通过带动关联产业的协

同发展而形成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的发展可以促进

县域经济内产业分工和协作 ,而产业分工和协作又

能促进人口 、资金 、技术 、信息等生产要素向农村小

城镇集聚 ,进而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

(三)推动县域经济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质是随着科技发展 、分工

深化 ,产业结构不断向高附加值化 、高技术化 、高

集约化演进的一种趋势 。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升

级的关键的动力 。主导产业能够迅速吸收先进的

科学技术成果 ,创造较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多的附

加价值 。产业结构的升级表现为对需求的更大满

足和对资源的更有效利用 ,而要达到这一目标 ,产

业技术必须不断得到提升 。主导产业作为产业结

构升级的“领头羊” ,必然要求其能够迅速吸收先

进的科学技术成果 ,提升自身的产业技术水平 。

从主导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影响角度 ,同样要求主

导产业能够迅速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 2] 。因

为通过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 ,取得产业技术

的进步 ,一方面可以改变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 ,

波及其他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 ,产业结构的升级

也可使主导产业本身获得产业的扩展和提供更多

的产出。

(四)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

中国农业人口的 80%居住在县域乡村和县属

城镇 ,县域农业是县域经济乃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和前提。而中国农业发展的关键是解决农

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 ,使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 ,

从而实现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

换
[ 3]
。县域经济主导产业的发展通过其扩散作用带

动关联产业发展 ,能形成规模较大的产业集群 ,集群

内的分工和协作又进一步衍生出更多的专业化经济

实体。随着产业集群内部经济实体规模不断扩大 、

竞争力不断增强 ,劳动力的需求也会相应增长。劳

动力需求的增长能进一步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增长以

及主导产业的发展 ,这样便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如

图 1所示)。

图 1　县域经济主导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关联效应

三 、主导产业选择的标准

主导产业的选择是产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

县域经济主导产业的选择正确与否 ,对县域经济的

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 ,如何选择主导产

业呢  主要有以下几条标准 。

(一)产业的区位商

区位商是衡量一个地区产业结构专门化程度的

指标 ,其计算公式为:

LQij =
Y ij

Y j
÷
T i

T

式中:LQij为 j 区域 i 产业的区位商;Y ij为 j 区域 i

产业的经济活动水平(以总产值 、增加值或就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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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表示);Y j 为 j 区域所有产业的总水平;T i 为基础

经济(通常为全国)i 产业总水平;T 为基础经济总

水平
[ 4]
。LQij的值越大 , i 产业的专业化程度越高 ,

其转化为主导产业的可能性就越大 。区位商反映了

一个产业在全国的相对优势地位 ,县域经济主导产

业应当选择区位商较高产业。

(二)产业关联度

产业关联度是衡量产业间关联程度的指标。可

将它又分为二类指标:一类是反映直接前 、后向关联

关系强度的指标;另一类是反映包括间接消耗在内

的具有综合波及关联关系强度的指标 ,通常用产业

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表达 。县域经济首先应发

展关联强度较大的产业 ,因为强度较大的产业首先

获得发展后 ,通过前项关联和后项关联的波及效应 ,

可以影响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一般地 ,关联强

度效应较大的产业 ,对其他产业发展的直接带动和

推动作用也比较大。而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较

大的产业 ,则可通过产业间的波及效应 ,对其他产业

的发展产生较大的综合影响。

(三)产业的发展潜力

任何产业都有生长 、成熟以及衰退的生命周期 ,

作为县域经济的主导产业 ,应当在较长的时期能支

撑 、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因此 ,县域经济的主导产

业必须是有发展前途的 ,代表县域经济发展方向的

产业 。同时 ,我们应认识到 ,发展潜力标准是相对的

和动态的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有

些朝阳产业成为成熟产业 ,有些成熟产业步入衰退

期 ,因此 ,在发展县域经济主导产业的过程中 ,政府

还应加强对潜导产业的培育和扶持 ,这样才能形成

一个持续发展和充满活力的产业体系。

(四)产业的市场需求

市场的需求容量是产业竞争力形成的外部条

件 ,它包括市场需求的产品构成 、市场需求的增长状

况和对产品品质要求的需求变化等 。作为平均经济

规模较小的县域经济 ,应当选择市场需求量大 ,有市

场增长潜力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县域经济主导产

业在市场竞争中可选择城市经济所忽略的空隙市场

以及潜在市场 ,以便更好地提升县域经济产业竞

争力 。

四 、实例分析———广宁县主导
产业的选择

(一)广宁县基本情况

广宁县地处广东省西北部 , 全县总面积

2 459. 32 km2 。距广州市 120 km 、肇庆市 90 km 。

省道 960线(四连线)斜贯境内 ,交通便利 。全县总

人口 53万 , 2003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63. 93亿元 ,

其中工业总产值 52. 18亿元 ,农业总产值 11. 75亿

元 。农村人均每年纯收入 4 010元 。广宁县虽地处

经济强省广东省 ,但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 ,造成这

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 ,广宁县地处粤西

山区 ,距离经济发达的珠三角核心区有一定距离 ,因

此珠三角地区对该县的经济辐射比较弱;其次 ,广宁

县属于传统的农业县 ,且山地多 、耕地少 ,农业可耕

地仅占全县总面积 8. 8%;其三 ,与珠三角地区相

比 ,广宁县工业起步较晚 ,工业基础配套设施不够

完善。

(二)广宁县的产业定位及主导产业的选择

正确地选择主导产业是提升县域经济产业竞争

力的关键 ,而产业定位是进行主导产业选择的前提。

产业定位就是根据产业所处的内 、外部环境分析产

业在市场竞争中所面临的机遇和威胁 ,并结合自身

的资源禀赋选择最佳的产业发展模式 。通过表 1可

分析广宁县的产业内 、外部环境 。

表 1　广宁县产业内 、外部环境分析
优势 劣势

 竹子资源丰富 ,可发展相关产业;

 森林覆盖面高 、自然环境优美 ,适宜
发展生态旅游;

 紧邻珠三角地区, 地理位置优越 ,招
商引资有一定优势;

 广贺高速公路广宁段已进入筹建阶
段 ,这将改善广宁的交通状况。

 竹业加工产品技术附加
值不高 、总体效益不高;

 工业基础较薄弱;

 电力 、交通制约;

 耕地面积少 ,农业产业化
程度低。

机遇 威胁

 中国加入 WT O ,广宁可借机发展产
品对外贸易;

 广东省提出“泛珠三角”发展战略给
广宁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政府鼓励发展民营经济。

 面临其他地区市场竞争;

 农业剩余劳动力多 ,就业
压力大;

 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低;

 缺乏高层次人才。

　　从广宁县的内部条件来看 ,丰富的竹业资源是

其最大的优势。而且该县的竹业加工有比较悠久的

历史 ,因此 ,选择竹业加工作为广宁县的主导产业可

以最大限度发挥其资源优势 。从广宁县目前所处的

外部环境来分析 , “泛珠三角”战略的提出以及广东

省对山区县域经济的政策扶持都将为广宁县的发展

提供良好的机遇 。当然 ,广宁县同时也存在一些阻

碍发展的制约因素 ,但这些因素是可以逐渐改善和

克服的 。综合各种因素考虑 ,选择竹业加工为主导

产业符合广宁县的县情 ,有利于将广宁县的资源优

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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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宁主导产业的评价

1. 产业关联度强

广宁县选择竹业作为主导产业 ,带动了行业种

植 、竹子加工 、纸浆 、造纸 、化工以及相关第三产业的

发展 ,并形成一个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广宁的竹业

主导产业所产生的扩散效应如图 2所示 。

图 2　广宁县竹业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

由图 2可知 ,以竹业为主导产业能促进诸多产

业协同发展 ,增强广宁县产业竞争力。

2. 具有较高的产业规模经济

广宁县在发展主导产业过程 ,重点开发大项目 、

扶持大企业 、进行大规划 。近几年 ,广宁县相继引进

了鼎丰制浆 、粤景纸业 、新兴纸业 、天龙竹业等大型

企业落户广宁县 。其中 ,总投资 10亿美元的鼎丰制

浆公司增资扩厂项目已签订合同 ,环境影响评估和

立项工作正积极推进 。大型企业集团对广宁县的投

资形成了较高产业规模经济 ,对县域内其他企业的

发展能起到很好的辐射作用。

3. 可吸纳较多农业劳动力就业

在广宁县的竹业产业链中 ,既包括制浆 、造纸这

样的资本密集型产业 ,也包括竹业种植 、竹业初加

工 、竹业运输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通过资本密集型

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带动 ,广宁县的竹业产业

集群能吸纳县域内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就业 ,推动广

宁县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

4. 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

竹业是可再生资源 ,只要合理规划 ,竹业的开发

不会对自然环境造成破环。对于有可能造成工业污

染的造纸化工 ,都已按要求配备先进的污水处理 、生

化处理设备 ,并安装环保自动监控系统 ,从而将污染

降低到最小限度 。总体而言 ,竹业产业从长远看具

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五 、结　语

县域经济主导产业的选择对县域经济的快速增

长 、产业结构的升级乃至农村的城镇化 、工业化进程

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县域经济基础比较薄

弱 ,发展水平相对滞后 ,经济规模较小 。县域经济在

主导产业的选择上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

则 ,集中有限的资源发展主导产业。同时 ,县域经济

主导产业的发展要以市场为导向 、以资源为依托 、以

协调发展为目的 ,并利用主导产业的关联效应和扩

散效应带动整个县域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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