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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技术主导产业

选择研究

文 钱 泉 聂小桃

摘要：本文利用偏离份额法分析

了广东省 2005—2009 年高技术产业

发展现状，在传统主导产业选择基准

上引入偏离份额基准，通过构建高技

术主导产业选择的指标体系，用因子

分析法建立决策模型。 结果表明广

东省目前应重点发展的高技术主导

产业有电子元件制造业、通信设备制

造业、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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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广东省高技术产业持续

高速发展。 但总体而言，广东省高技

术产业的快速增长更多是利用廉价

劳动力推动起来的结果，并没有根本

上改变产业技术创新落后和经济粗

放式增长的局限，仍存在发展水平不

高、自主研发能力较弱、科研机构创

新能力不能有效支撑产业发展、高新

区主导产业不明显及过度竞争严重

等问题。

国内外研究高技术产业的文献

比较多， 有关 广 东 省高 技 术 主 导 产

业选择的研究较少。 笔者认为已有

文 献 存 在 以 下 不 足 ： 第 一， 选 择 基

准只说明了主导产业应具有的内在

特性， 未反映 其时 空 范 围 及 确 立 的

客观基础。 第二， 现有的定量研究只

利用某年的 数 据， 表 现 不 出主 导 产

业特征和作用的连续性。 为弥补以

上不足， 本文选择的时间段为 2005
—2009 年， 首先利用 SSM 法分析广

东省高技术 产 业 发 展 现 状， 并 将 三

个偏离分量引入到主导产业选择指

标体系中， 用 因 子 分 析 法 做进 一 步

选择， 以求科 学 客观 地 评 价 广 东 省

高技术主导产业。 这对指明广东省

高技术产业发 展方 向、 选 择 战 略 性

新兴产业和优化产业结构都具有很

强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二、基于 SSM 的初步选择

偏离份额法（Shift－Share Method,
SSM）其原理是将区域经济的变化看

成一个动态 过 程， 以 其 所 在上 级 区

域的经济发展 为参 照 系， 将 区 域 自

身经济总量 G 在某一时期的变动分

解为 份 额 偏 离 变 量 N， 产 业 结 构 偏

离 分 量 P 和 竞 争 力 偏 离 分 量 D， 以

此来说明该区域产业发展现状及评

价 具 有 相 对 竞 争 优 势 的 产 业 部 门 。

其中， N＞0 且值越大， 说明该产业

发展前景越好。 P＞0 且值越大， 说

明该产业部门的结构对经济总量增

长的贡献越大。D＞0 且值越大，说明

该产业部门的竞争力对经济增长的

作用越大。

本 文 共 选 取 2005—2009 年 16
个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以同一时

期国家 16 个相同产业为参照标准，

来分析高技术产业的变动特点，初步

选择最有可能成为主导产业的几个

产业部门。 数据全部来源于 2006—

2010 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和《广东省统计年鉴》。

根据以上数学模型对数据进行

处理，结果显示：第 一， 除 雷 达 及 配

套设备制造业 N＝0 外，各产业 5 年

内均为全国性增长产业，其中电子计

算机整机、电子元件、通信设备等制

造业发展势头占优。 第二，各产业的

结构分量都为正值，说明广东省高技

术产业相对全国具备良好的结构优

势，产业结构较为合理。 其中电子元

件、电子计算机整机、电子器件、通用

设备制造结 构 偏 离 分 量 最高， 产 业

结构优势最为显著。 2009 年，四大产

业结构优势制造业占整个高技术产

业增加值的 64.52%， 在高技术产业

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 第三，尽管

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工业总产值占

全国较大比重，但其竞争力偏离分量

却达到-1800.29 亿元，竞争力相对下

降，原因是因为广东省计算机制造业

的生产主要采取进口部件加工方式，

只从事低端 产 品 的 加 工 装配， 缺 乏

关键核心技术支撑。 其次偏低的是

仪器仪表制造业， 竞争力偏离分量

为-340.52 亿元， 主要是因为该行业

多为中小企业，且生产技术主要以引

进吸收为主， 自主研发的能力较弱，

尚未形成规模优势。 通信设备、电子

计算机外部设备等制造业竞争偏离

分量较高，是广东省优势产业，也是

国内发展基础较好，具有较强竞争力

的产业。

若将优势行业的标准设为总偏

离 量（P+D＞0）为 正，同 时 竞 争 力 分

量（D＞0）、份额分量（N＞0）也为正，

则前五大优势行业为通信设备制造、

电子元件制造、电子计算机外部设备

制造、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医疗仪器

设备及器械制造，它们是广东省最具

发展潜力、具有较好发展基础和很强

竞争力的高技术产业。

三、基于因子分析法的进一步

选择研究

上文初步选出五大优势产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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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能作为最终的主导产业，还必

须考虑区位商、产业关联度、技术水

平等反映主导产业特征的指标，综合

各项指标并运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定

量研究，以更客观、更准确地确定最

终的主导产业。

选择主导产业应遵循市场需求、

就业带动、产业关联、技术进步、比较

优势、 可持续发展等传统选择基准，

根据广东省高技术产业发展现状、高

技术主导产业特点， 考虑数据获得

性、计算合理性，本文选取产值增长

率（X1）、需求收入弹性系数（X2）、就

业吸纳率（X3）、产业就业比（X4）、产

业关联系数（X5）、科技投入比（X6）、
技术贡献率（X7）、市场占有率（X8）、
区 位 商 （X9）、份 额 分 量 （X10）、结 构

偏离分量 （X11）、 竞争力偏离分量

(X12）共 12 项因子作为评价指标。需

要说明的是，反映产业关联原则时简

单地用固定资本和销售收入和指标

来代替感应度和敏感力系数，这样做

是有道理的，因为对其他产业产品的

使用可视为资本投资，为其他产业提

供产品可视为销售收入。 各指标计

算 方 法 如 下 ：X1＝（Xt ／X0）1/t，Xt 为 产

业 在 t 时 的 总 产 值 ，X0 为 初 始 总 产

值；X2＝某产业销售收入增长率 ／ 人
均收入增长率，人均收入用城乡居民

可 支 配 收 入 表 示 ；X3＝某 产 业 就 业

人数/该产业总 产 值；X4＝某 产 业 就

业 人 数 /全 部 就 业 人 数 ；X6＝ 产 业

R&D 支 出 /产 业销 售 收 入；X7＝ΔY ／
Y-α（ΔK ／K）-β（ΔL ／ L）， ΔY ／Y 为 产

出 增 长 率 ， ΔK ／K 为 资 本 投 入 增 长

率 ，ΔL ／ L 为 劳 动 投 入 增 长 率 ， α、β
分别为资本 和 劳 动 的 产 出 弹性， 根

据 经 验 取 а＝0.35，β＝0.65；X8＝ 某

产 业 区 域 销 售 额 /该 产 业 全 国 销 售

额 ；X9 ＝（Yij ／Yj） ／ （Ynj ／Yn），Yij、Ynj 分

别 表 示 广 东 和 全 国 i 产 业 总 产 值 ，

Yj、Yn 分别表示所有产业总产值。

本文的指标值确定是先计算出

2005—2009 年 间 16 个 产 业 部 门 各

指标情况，再求 5 年平均值。 根据因

子分析法的原理和步骤，先对指标值

进行标准化处理， 再运用 SPSS 软件

做度量共同度检验，发现各变量之间

呈现较强的线性关系，能够从中提取

公 共 因 子 ，KMO 检 验 值 为 0.557，
Bartlett 值小于 0.0001， 适 合 做 因 子

分析。 根据特征值大于 1 的原则，用

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四个公共因子，

其累计贡献率为 89.09%， 分析比较

理想。 用方差极大化进行因子正交

旋转， 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再根据公式： ， 计算出

四 个 公 因 子 权 重 分 别 为 0.340、

0.274、0.222、0.164，利 用 F=0.340F1＋
0.274F2＋0.222F3＋0.164F4 计 算 各 产

业的综合得分。 计算结果见表 1。
我们发现综合得分排在前五的

产业是电子元件制造、 通信设备制

造、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 电子器件

制造、 电子计算机外部设备制造，这

些产业应该作为广东重点发展的高

技术主导产业。 事实上， 本文的评价

结果与广东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实际

情 况 基 本 相 吻 合， 通 讯 设 备、 计 算

机及电子设备制造业均属于广东省

三大新兴产业中的电子信息业。 早

在 上 世 纪 90 年 代 广 东 就 适 时 跟 进

打造了珠三角信 息 产 业走 廊， 使 电

子信息业成为了国内颇具规模的产

业。 随着 3G 技术的普及和市场需求

的拉 动， 通 讯 设 备、 计 算 机 等 高 技

术产业势必成为拉动广东经济的主

力。

技术水平决定了高技术产业的

发展成败， 很 大 程 度上 影 响 着 广 东

经济的发展。 因此， 必须充分发挥广

东在市场、资金和产业配套等方面的

优势，大力加强集成创新，通过合资

合作等方式， 在 引进 先 进 技 术 的 基

础上进行再 创 新， 不 断 提 高 消 化 吸

收创新能力； 同时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 大力调整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

培养一批研发人才和高级技工人才。
再者， 由于高技术产业是高投入、高

风险产业， 其 快 速成 长 离 不 开 政 府

的扶持，政府应发挥引导作用，为其

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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