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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全国范围来看 ,江苏、浙江和上海的制造业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但运用偏离 - 份额分析法比较

来看 ,两省一市的制造业总体上具有如下特点 :产业互补性较强 ;结构层次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 ;垂直型的

区际分工格局已初步形成。这一方面反映出二省一市各自不同的产业定位及发展路径 ,另一方面也意味

着合理的区域分工有助于制造业竞争力的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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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特别是浦东开发以来 ,作为我国传统

制造业基地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简称长三角) ,随着

促进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的激活和外部资本的进

入 ,其制造业快速发展。2006 年 ,江苏、上海、浙江

实现 制 造 业 总 产 值 83884153 亿 元、增 加 值

20013165 亿元 ,创造利润总额 4044135 亿元 ,完成

利税总额 6654186 亿元 ,分别占全国制造业总产值、

增加值、利润总额、利税总额的 30161 %、27107 %、

32137 %和 28126 %。其中 ,江苏、浙江、上海的制造

业无论是经济指标还是效益指标都位居全国前列 ,

在国内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就长三角内部来看 ,

江苏、浙江、上海的制造业竞争力却具有明显的梯度

差异 ,28 个具体行业的竞争力也各有特征 ,而且与

2000 年相比 ,两省一市制造业的相对竞争力也发生

了较大的变化。因此 ,在区域经济合作成为世界经

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之际 ,在打造世界制造业基地成

为长三角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的情况下 ,对江苏、浙

江、上海的制造业竞争力进行分析比较 ,将有助于各

地更好地开展产业分工协作 ,以推动本区域制造业

升级发展和进一步增强竞争力。

1 　数学模型的建立

偏离 %份额分析法 ( shif t2share analysis ,简称

为 SS 分析法)由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 ·B ·克雷默

于 1942 年提出 ,后经 E ·S ·邓恩和埃德家 ·胡佛

的完善以及在应用中的进一步发展 ,成为现在普遍

采用的形式。偏离 - 份额分析法从产业结构因素和

竞争力因素两方面解释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

与其他方法相比 ,该方法能比较准确地确定区域内

各部门或产业的发展状况与全局相关部门或产业相

比竞争力的大小 ,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动态性。

偏离 %份额分析法是把区域经济的变化看作一

个动态的过程 ,以其所在大区域或整个国家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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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个分量 ,即增长分量 ( t he national

growt h effect ) 、产业结构分量 ( t he indust rial mix

effect) 和竞争力分量 ( t he shif t share eff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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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力的部门。如果一个地区各产业的增长速度与全

国同一产业的增长速度完全相同 ,即排除掉由于各

地区同一产业竞争力 (或生产率)不同造成的增长速

度上的差异 ,那么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与全国经济增

长速度的差异则是由结构因素所形成的。如果一个

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全国完全相同 ,那么地区经济增

长速度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只能由地区竞争

力来解释。因此 ,偏离 - 份额分析法既是一种能说

明地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即结构因素与竞争力

因素所起的作用程度的计算方法 ,同时又是可进行

地区间经济增长的结构决定因素差异比较的方法。

在分析长三角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时可以设立以

下偏离 %份额分析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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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Fk ( T) 表示 T时期长三角 k产业的产值 , 则 :

Fk ( T) = ∑
n

i

F ik ( T) 。 (1)

式 (1)中 , Fik ( T) 表示 T时期 i 地区 k 产业的产

值 , i = 1、2、3 ,分别表示江苏、上海与浙江 , k 代表除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工艺品及其他制

造业之外的 28 个制造业行业。

若用 F( T) 表示 T 时期长三角所有产业的总产

值 ,则 F( T) = ∑
n

k

F k ( T) ,其中 T = t0 为基期 , T =

t 为报告期。

根据偏离 %份额分析法 ,可以将 i地区 k 产业在

报告期内的增长额 ( Gik ) 分离出增长分量 ( N ik ) 、结

构分量 ( Pik ) 和竞争力分量 ( D ik ) :

Gik = ΔF ik

= Fik ( t) - Fik ( t0 )

= Fik ( t0 ) [
F( t)
F( t0 )

- 1 ] + Fik ( t0 ) [
Fk ( t)
Fk ( t0 )

-

F( t)
F( t0 )

] + Fik ( t0 ) [
Fik ( t)
Fik ( t0 )

-
Fk ( t)
Fk ( t0 )

]

= N ik + Pik + D ik 。 (2)

式 (2)中 ,ΔF ik 为 i 地区 k 产业计划期内产值的

增加额 , Fik ( t0 ) 为 i 地区 k 产业的基期产值 , Fik ( t)

为 i地区 k 产业的报告期产值。根据上述模型 , i地区

k 产业产值的增加额由三部分构成。

①N ik = Fik ( t0 ) [
F( t)
F( t0 )

- 1 ] ,为增长分量 ,即 i

地区 k 产业按长三角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而应有的增

长额 ,其中 F( t)
F( t0 )

- 1 为长三角总产值的增长率。

② Pik = Fik ( t0 ) [
Fk ( t)
Fk ( t0 )

-
F( t)
F( t0 )

] ,为产业结构

分量 ,即 i 地区 k 产业产值增长偏离长三角 i 产业平

均增长的部分 ,它的增长是由于 i地区 k 产业相对于

长三角总产值的增长差异引起的 ,它反映了 i 地区 k

产业以长三角为标准产业结构的优劣程度。其中 ,

Fk ( t)
Fk ( t0 )

-
F( t)
F( t0 )

表示长三角第 k 产业产值增长率和

长三角总产值的增长率的差异 ,它对于所有的地区

都是不变的 ,只取决于 Fik 的结构。

③D ik = Fik ( t0 ) [
Fik ( t)
Fik ( t0 )

-
Fk ( t)
Fk ( t0 )

] ,为 i 地区 k

产业增长额分解的剩余部分 ,即扣除长三角经济增

长和部门结构变动因素之后的增长额。由于剩余成

分的正负和大小体现该部门在长三角同行业中的相

对增长水平 ,因而也被称作竞争分量 ,它反映了区位

条件或地区竞争力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利用竞

争力分量既可以判断地区 i 的区域产业在长三角同

行业所占有的竞争地位 ,又可以了解在长三角经济

增长中各产业部门的相对扩张和收缩发生在哪些地

区。其中 ,
Fik ( t)
Fik ( t0 )

-
Fk ( t)
Fk ( t0 )

表示 i 地区 k 产业产值的

增长率与长三角 k 产业产值的增长率的差值。当

Fik ( t)
Fik ( t0 )

-
Fk ( t)
Fk ( t0 )

> 0 时 , i地区 k 产业的发展状况取

决于基期的实力 ;当 Fik ( t)
Fik ( t0 )

-
Fk ( t)
Fk ( t0 )

< 0时 , Fik ( t0 )

越大 , i地区 k 产业竞争能力越处于劣势。其中 , Pik +

D ik 为 i 地区 k 产业与长三角的总偏离量。

将式 (2) 两端同时除以 Fik ( t0 ) , 便得到了以增

长率形式表示的 i 地区 k 产业偏离份额方程。

相应地 , i 地区的经济增长额 ( Gi) 也分为增长

分量 ( Ni) 、产业结构分量 ( Pi) 和竞争力分量 ( D) 。

①增长分量。N i = ∑
k

N ik = ∑
k

F ik ( t0 ) [
F( t)
F( t0 )

- 1 ] ,其中 N i 表示 i 地区制造业按整个研究区域即

长三角制造业增长速度而应有的增长份额。

② 产 业 结 构 分 量。 Pi = ∑
k

P ik =

∑
k

F ik ( t0 ) [
Fk ( t)
Fk ( t0 )

-
F( t)
F( t0 )

] ,其中 Pi 表示 i 地区制

造业结构的优劣程度 ,如果 i 地区以快速增长型产

业为主 ,则 P > 0 ;反之 , P < 0。

③ 竞 争 力 分 量。 D i = ∑
k

D ik =

∑
k

F ik ( t0 ) [
Fik ( t)
Fik ( t0 )

-
Fk ( t)
Fk ( t0 )

] ,其中 D i 表示 i 地区制

造业在长三角两省一市中的地位和竞争力大小。显

然 ,当 i地区的多数产业都具有竞争力时 ,则 D > 0 ;

反之 , D < 0。

2 　数据处理与分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 1999 —2004 年浙江省、江

苏省和上海市的统计年鉴。运用偏离 %份额分析

法 ,将 2000 年 (基期)和 2004 年 (报告期)江苏、上海

和浙江两省一市制造业总产值代入式 (2) ,可编制出

三地的制造业总产值偏离 %份额分析表 (见表 1) 。

同时 ,为了便于比较两省一市制造业竞争力的发展

演化 ,我们列出了洪银兴等人用同样方法做出的基

期为 1995 年、报告期为 2002 年的分析表 (见表 2)

86

技术经济 　　　　　　　　　　　　　　　　　　　　　　　　　　　　　　　　　　　　　 　第 27 卷 　第 9 期



表 1 　长三角两省一市制造业总产值偏离 - 份额分析表

区域
2000 年总产值

(亿元)

2004 年总产值

(亿元)

计划期区域

增长总量 ( G)

长三角增长分量

( N)

产业结构分量

( P)

竞争力分量

( D)

总偏离量

( P + D)

江苏 9830195 23443112 136121 17 13474136 - 11 83 139164 1371 81

浙江 6160147 16868134 107071 87 8443158 - 7061 32 2970161 22641 29

上海 6275156 12474177 61991 21 8601132 7081 14 - 3110125 - 24021 11

　　资料来源 :根据 2001 年、2005 年的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的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得出。

表 2 　长三角工业总产值偏离份额 - 分析表[ 1]

区域
1995 年总产值

(亿元)

2002 年总产值

(亿元)

计划期区域

增长总量 ( G)

长三角增长分量

( N)

产业结构分量

( P)

竞争力分量

( D)

总偏离量

( P + D)

江苏 6982146 10452187 3470141 36301 61 - 1001 30 - 611 37 - 1611 66

浙江 4353183 6603165 2249182 22161 89 - 1461 14 1441 93 - 11 21

上海 3957143 6204152 2247109 20571 87 2721 77 - 1081 12 1641 65

　　从表 1、表 2 可以看出 :

1) 2004 年浙江制造业竞争力延续了 2000 年的

强劲增长势头 ,竞争力因素对制造业总产值的贡献

达 2970161 亿元 ,远远高于长三角平均水平 ,结果使

得总偏离量不仅扭转了 2002 年的负值局面 ,而且达

到 2264129 亿元 ,成为长三角的最高水平。但与此

同时 ,浙江制造业产业结构劣势拉动制造业下降量

也高达 706132 亿元 ,结构不合理成为浙江制造业进

一步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2)上海的情况则刚好相反 ,虽然其制造业结构

优势带来的增量高达 708114 亿元 ,在长三角排第

一 ,但制造业竞争力劣势却拉动经济下降 2402111

亿元 ,结果导致其总偏离量在两省一市中从 2002 年

的最高变成 2004 年的最低 ,代替 2002 年的江苏而

成为三地中的最弱者 ,制造业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 :第一 ,2000 年上

海服务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首次超过了 50 % ,这

标志着上海进入从工业经济时代向服务经济时代的

跨越性转变时期[2 ] 。2003 年上海又提出要打造国

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 ,这使得上海的服务

业发展速度加快 ,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因商务成本上升而大量迁出 ,从而产业结构得到调

整与升级。第二 ,上海科研实力与技术水平在长三

角处于领先地位 ,在积极承接国际制造业、服务业转

移并全面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 ,逐渐侧重于发展

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或环节 ,从而优化了制造业结

构。第三 ,虽然上海制造业发展也较快 ,但与井喷式

发展的江苏、浙江相比 ,商务成本日益上涨也导致上

海制造业相对于长三角其他两省来说 ,竞争力明显

下降。

3)江苏无论是增长总量还是增长分量都排在首

位 ,而且与 2002 年相比 ,江苏制造业的产业结构、竞

争力都有较大改善。产业结构分量从 - 100130 亿

元提高到 - 1183 亿元 ,竞争力分量从 - 61137 亿元

提高到 139164 亿元。虽然产业结构依然没有“扭亏

为盈”,但竞争力的大幅度提升使得总偏离量从

2002 年三地中的最低提升为 137181 亿元 ,略高于

长三角平均水平。

由于地区制造业竞争力分量是各细分行业竞争

力分量的累加 ,因此 ,如果要进一步了解造成江苏、

上海、浙江两省一市制造业结构状况及竞争力水平

的原因 ,还必须分析制造业行业的特征。下面我们

仍然运用偏离 - 份额模型进行分析。表 3、表 4 和

表 5 分别是 2004 年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的 28

个制造业行业的偏离 %份额分析表。

表 3 　2004 年江苏制造业行业偏离 - 份额分析表

行业
2004 年产值

(亿元)

比重

( %)

增长分量

( N ik )

产业结构分量

( Pik )

竞争力分量

( D ik )

总偏离量

( Pik + D ik )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4105112 17151 1296190 1413177 4481 23 1862100

纺织业 2280114 9173 1696176 - 301186 - 3521 72 - 654158

化学原料及制造业 2223114 9148 1432161 - 231122 - 231 49 - 254171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2113174 9102 633159 361107 6561 81 1017188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578184 6173 973194 - 80103 - 251 66 - 105169

普通机械制造业 1567188 6169 951126 220164 - 2981 05 - 77141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139159 4186 697127 - 53195 - 121 46 - 66141

金属制品业 1036135 4142 548152 - 53103 1401 67 87164

96

　　　　　　　　　　　　　　　　　　　　　　　　　　　周彩红 :基于 SS 分析法的苏、浙、沪制造业竞争力比较



续表

行业
2004 年产值

(亿元)

比重

( %)

增长分量

( N ik )

产业结构分量

( Pik )

竞争力分量

( D ik )

总偏离量

( Pik + D ik )

服装及纤维制品制造业 7201 19 31 07 5751 26 - 307145 32168 - 27417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6811 55 21 91 5391 43 - 140168 - 110177 - 251145
专用设备制造业 6681 97 21 85 4941 79 - 147166 - 39116 - 186182
化学纤维制造业 6101 83 21 61 3971 64 - 99145 22152 - 76193
食品加工业 6101 36 21 60 4991 15 - 223125 - 29172 - 252197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5641 87 21 41 3101 44 113108 - 85116 27192
塑料制品业 5311 83 21 27 3791 18 - 41173 - 82126 - 123199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4451 65 11 90 3421 42 - 21109 - 125151 - 146160

医药制造业 3701 22 11 58 2171 75 - 69151 63111 - 6140
造纸及纸制品业 3611 83 11 54 2591 21 - 68151 - 17199 - 86150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3091 94 11 32 1821 28 - 13188 8156 - 5132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2921 62 11 25 1741 51 19167 - 28188 - 9121

饮料制造业 1971 59 01 84 1781 81 - 124106 12138 - 111168
橡胶制品业 1851 57 01 79 1171 52 - 14147 - 3122 - 17169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1791 22 01 76 1291 02 - 38144 - 5149 - 43193
食品制造业 1731 82 01 74 1411 97 - 70122 - 1151 - 71173
烟草加工业 1671 02 01 71 651 76 18165 34163 53128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1651 81 01 71 1221 44 - 53170 7174 - 45196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931 61 01 40 741 85 - 22126 - 13159 - 35185
家具制造业 661 82 01 29 411 13 27175 - 32107 - 4132

合计 234431 12 1001 00 134741 36 - 1183 139164 137181

表 4 　2004 年浙江省制造业偏离 - 份额分析表

行业
2004 年产值

(亿元)

比重

( %)

增长分量

( N ik )

产业结构分量

( Pik )

竞争力分量

( D ik )

总偏离量

( Pik + D ik )

纺织业 2470111 14164 1197142 - 213102 6121 08 3991 05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497173 8188 758111 - 62130 2481 80 1861 50

普通机械制造业 1363100 8108 538172 124195 3061 28 4311 23

化学原料及制造业 1038136 6116 513117 - 82183 2331 61 1501 78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926110 5149 444146 - 34139 1911 75 1571 36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909118 5139 390142 425160 - 1911 69 2331 91

化学纤维制造业 731104 4133 233162 - 58143 3851 40 3261 97

服装及纤维制品制造业 706138 4119 546152 - 292109 531 22 - 2381 88

塑料制品业 703142 4117 323144 - 35160 1791 60 1441 00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687103 4107 328185 37107 811 18 1181 25

金属制品业 658159 3190 357115 - 34153 751 39 401 86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561100 3133 187170 68137 1671 97 2361 3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557160 3131 297124 - 77152 1211 01 431 49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530144 3114 167175 95160 1441 71 2401 30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503119 2198 345160 - 21128 - 731 27 - 941 56

专用设备制造业 414145 2146 245191 - 73139 621 51 - 101 88

造纸及纸制品业 403152 2139 232187 - 61155 621 30 01 75

食品加工业 355195 2111 243121 - 108178 441 07 - 641 71

医药制造业 299198 1178 208106 - 66142 61 54 - 591 88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207141 1123 119154 - 9111 91 75 01 65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195178 1116 109118 - 32153 391 47 61 94

橡胶制品业 190153 1113 97109 - 11195 341 55 221 60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182170 1108 87128 - 38128 701 02 311 74

饮料制造业 176126 1104 187176 - 130127 - 181 22 - 1481 49

家具制造业 174160 1104 47177 32122 591 76 911 98

烟草加工业 154126 0191 75162 21144 21 03 231 47

食品制造业 140166 0183 101137 - 50114 151 47 - 341 67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129107 0177 57176 - 17118 461 35 291 17

合计 16868134 100100 8443158 - 706132 29701 61 2264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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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在江苏制造业 28 个行业中 ,电子及通

信设备制造业工业总产值比重占江苏制造业总产值

的 17151 % ,其产业结构分量对制造业总产值的贡

献达 1413177 亿元 ,其竞争力优势带来的增量为

448123 亿元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是江苏的绝对

优势产业。而作为江苏第二大制造业行业的纺织

业 ,与 2000 年相比 (产业结构分量为 - 524198 亿

元 ,竞争力分量为 109177 亿元) ,竞争力下降 ,发展

速度减缓。2004 年江苏制造业产业结构分量的提

升主要得益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业 ,普通机械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烟草加工

业和家具制造业等 7 个行业的产业结构优势 ,而竞

争力分量的增加则得益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服装及纤

维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仪器

仪表及文化和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

加工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等 10 个行业的

竞争力优势。

2004 年 ,在浙江的 28 个制造业行业中 ,除了电

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饮料制造

业 3 个行业的竞争力分量为负值外 ,其余 25 个行业

的竞争力分量都为正值 ,这充分显示出浙江制造业

在长三角的巨大优势。但与此同时 ,在浙江的 28 个

制造业行业中 ,除了普通机械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

备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家具

制造业 ,烟草加工业等 7 个行业外 ,其他 21 个行业

的产业结构分量全为负值 ,从而造成浙江制造业产

业结构分量在长三角最低。与 2000 年相比 (产业结

构分量为 - 417128 亿元 ,竞争力分量为 - 23110 亿

元) ,浙江的第一大产业 ———纺织业不仅产业结构有

所优化 ,而且竞争力也代替江苏成为长三角最强。

但同时也正是因为在纺织业等传统产业的巨大优

势 ,浙江制造业结构在长三角两省一市中层次较低 ,

并且调整优化的过程进展缓慢。
表 5 　2004 年上海制造业偏离份额分析表

行业
2004 年产值

(亿元)

比重

( %)

增长分量

( N ik )

产业结构分量

( Pik )

竞争力分量

( D ik )

总偏离量

( Pik + D ik )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2807176 22151 1086174 1184168 - 256155 9281 13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564118 12154 1055122 - 81164 - 179129 - 2601 93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063101 8152 810185 462108 - 801152 - 3391 44

普通机械制造业 926116 7142 476135 110149 - 8123 1021 26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813134 6152 629115 - 51170 - 223114 - 2741 84

化学原料及制造业 733168 5188 601183 - 97114 - 210112 - 3071 25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661135 5130 277131 - 17108 198178 1811 71

金属制品业 479103 3184 425167 - 41116 - 216105 - 2571 21

专用设备制造业 313102 2151 235103 - 70114 - 23135 - 931 49

服装及纤维制品制造业 310114 2149 331137 - 177111 - 85190 - 2631 00

纺织业 287169 2131 352155 - 62172 - 259136 - 3221 0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76154 2122 195124 - 50192 - 10124 - 611 15

塑料制品业 258131 2107 219160 - 24117 - 97134 - 1211 51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222143 1178 145160 - 11109 - 18131 - 291 40

烟草加工业 197144 1158 116128 32198 - 36166 - 31 68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96171 1158 133150 48163 - 82182 - 341 19

食品制造业 184192 1148 161103 - 79165 - 13196 - 931 60

医药制造业 184139 1148 180113 - 57150 - 69165 - 1271 16

食品加工业 133127 1107 115112 - 51149 - 14135 - 651 84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131177 1106 115178 - 34149 - 33198 - 681 48

橡胶制品业 117123 0194 92147 - 11138 - 31133 - 421 71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104185 0184 96108 - 28157 - 32176 - 611 33

造纸及纸制品业 102153 0182 100122 - 26149 - 44132 - 701 81

饮料制造业 98137 0179 89134 - 61198 5184 - 561 15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95136 0176 80115 9103 - 52131 - 431 27

家具制造业 71106 0157 41108 27171 - 27170 01 01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70112 0156 114154 - 50123 - 77176 - 1271 99

化学纤维制造业 70111 0156 323109 - 80180 - 407191 - 4881 71

合计 12474177 1107 8601132 708114 - 3110125 - 2402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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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上海市的制造业除了石油加工及炼焦

业、饮料制造业两个行业具有一定的优势外 ,其余

26 个行业的竞争力分量全都为负值 ,而且总产值排

名前 6 位的制造业行业竞争力分量都是负值 ,上海

重点发展的 6 大工业行业除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

造业外 ,在长三角并没有显示出特别强的优势 ,至少

从表 5 中没有反映出来。但在产业结构方面 ,上海

制造业不仅优势非常明显 ,而且调整和优化的进程

也较快。与 2000 年相比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专用

设备制造业代替纺织业、化学纤维制造业进入总产

值比重排名前 10 位的行业。

为了更直观地比较长三角两省一市的制造业增

长速度与竞争力水平 ,我们把江苏、浙江和上海制造

业 28 个行业的增长分量、产业结构分量、竞争力分

量、总偏离量分别用图表示 ,见图 1、图 2、图 3、图 4 ,

并且按照产业结构分量、竞争力分量的不同特征 ,将

三地的制造业分成 4 组 ,并在表 6 中列出。

图 1 　2004 年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的制造业增长分量

图 2 　2004 年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分量

　　从增长分量看 ,江苏有 19 个行业的长三角增长

分量居两省一市之首 ,特别是化学原料及制造业、食

品加工业的增长份额分别高出排在第二的上海、浙

江一倍多。上海有 5 个行业的长三角增长分量排第

一 ,它们分别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

及压延加工业、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烟草加工业

和食品制造业 ,这几个行业分别是上海建设先进制

造基地的战略重点。浙江有 4 个行业的增长份额排

第一 ,分别为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饮料制造业、皮

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和家具制造业。

由于三地的产业结构增长率即 Fk ( t)
Fk ( t0 )

-
F( t)
F( t0 )

一样 ,所以三地产业结构分量的比较实际上取决于

Fik ( t0 ) 的大小。从图 2 可以看出 ,在产业结构分量为

正值的 7 个制造业行业中 ,江苏在电子及通信设备

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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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中有结构优势 ,上海在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烟草加工业中有优势 ,浙江在皮革、毛皮、羽绒

及其制品业和家具制造业中有微弱优势。在产业结

构分量为负值的 21 个行业中 , 江苏制造业的基数

Fik ( t0 ) 大 ,导致其产业结构分量 Pik 为负的也多。不

过 ,由于江苏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发展特别

突出 , 2000 年其产值占长三角该行业的 46175 % ,

2004 年占长三角该行业的 52148 % ,并且其竞争力

分量也高达 448123 亿元 ,所以从总体上来看 ,江苏

制造业结构不断优化 ,高度化趋势明显。上海的电

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的产业结构分量分别高达 1184168 亿元和 462108

亿元 ,而且纺织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比

重又不断下降 ,如纺织业从 2000 年占上海制造业总

产值的 10186 %下降到 2004 年的 5171 % ,同期 ,化

学纤维制造业从 33185 %下降到 4107 % ,因此 ,上海

制造业位居长三角产业价值链的高端 ,层次相对较

高。浙江制造业以传统产业为主 ,而且近年来又不

断承接上海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纺织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 ,如纺

织业占长三角的比重从 2000 年的 36188 %上升到

2004 年的 49103 % ,化学纤维制造业从 2000 年的

24148 %上升到 2004 年的 51177 % ,从而使得浙江

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动力不足 ,其制造业产品层次相

对较低。

图 3 　2004 年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的制造业竞争力分量

图 4 　2004 年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的制造业总偏离量

　　从图 3 可以看出 :第一 ,浙江省在 28 个制造业

行业中的 21 个行业 (比重为 75 %) 中都具有竞争优

势 ,这 21 个竞争力分量为正值的行业在总产值中累

计所占的比例高达 90159 % ,可见浙江整体产业竞

争力较强 ,特别是在纺织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普通

机械制造业等传统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力特别强。第

二 ,在江苏的 10 个竞争力分量为正值的行业中 ,有

6 个行业的竞争力较强 ,它们分别是饮料制造业、烟

草加工业、医药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金属制品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这 6 个行

业占江苏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34108 % ,说明江

苏制造业竞争力在长三角有一定的优势 ,特别是电

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由于该行业引进的外资比较

多 ,并在苏州、无锡等地形成了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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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沪宁线形成了一条以微电子、软件、移动通信及网

络设备制造业为主的产业带 ,从而使江苏在该行业

的竞争力非常强 ,有多种产品产量在国内甚至世界

上都位居第一。此外 ,江苏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的竞争力分量也高达 656181 亿元 ,这与江苏实

施沿江开发战略后加强重化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

第三 ,上海仅在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具有竞争优势 ,并

且有 26 个行业的竞争力分量都为负值 ,即使在具有

明显结构优势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行业 ,其竞争力也非常弱 ,两者

的竞 争 力 分 量 分 别 仅 有 - 256155 亿 元 和

- 801152 亿元 ,可见 ,相对于浙江和江苏 ,上海制造

业的竞争优势不明显。

表 6 　不同范围标准的制造业偏离 - 份额因素分类

特征
制造业行业

江苏省 浙江省 上海市

Pik > 0

D ik > 0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

及压延加工业 ;烟草加工业

普通机械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

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家具制造

业 ;烟草加工业

Pik > 0

D ik < 0

普通机械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

家具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普通机械制造

业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黑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 ;家具制造业 ;烟草加工业

Pik < 0

D ik > 0

金属制品业 ;服装及纤维制造业 ;医药

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

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服装及纤维制造业 ;医药

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

制造业 ;纺织业 ;化学原料及制造业 ;电

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

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专用设备制

造业 ;食品加工业 ;塑料制品业 ;造纸及

纸制品业 ;橡胶制品业 ;文教体育用品

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木材加工及竹藤

棕草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饮料制造业

Pik < 0

D ik < 0

纺织业 ;化学原料及制造业 ;电气机械

及器材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

食品加工业 ;塑料制品业 ;石油加工及

炼焦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饮料制造业 ;

橡胶制品业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食

品制造业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 ;印刷

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饮料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服装及纤维制造业 ;医药

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

制造业 ;纺织业 ;化学原料及制造业 ;电

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

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专用设备制

造业 ;食品加工业 ;塑料制品业 ;造纸及

纸制品业 ;橡胶制品业 ;文教体育用品

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木材加工及竹藤

棕草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从图 3 及表 6 可以看出 :第一 ,江苏有 4 个行业

的增长速度高于长三角平均水平 ,并且由于电子及

通信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烟草

加工业的产业结构分量和竞争力分量都为正值 ,所

以这 3 个行业的增长最快、发展水平高。第二 ,浙江

有 21 个行业的总偏离量都大于零 ,其中又有 16 个

行业的增速快于江苏和上海 ,有 6 个行业的产业结

构分量和竞争力分量都为正值 ,可见 ,虽然浙江制造

业中的传统产业比重过大、产业结构不甚合理 ,但由

于产业总体上竞争力较强 ,从而使浙江制造业依然

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发展潜力大 ,成长性好。第

三 ,上海有 4 个行业的总偏离量大于零 ,其中石油加

工及炼焦业发展水平高于江苏和浙江 ,不仅没有一

个行业的产业结构分量和竞争力分量同时为正值 ,

而且有 21 个行业的总偏离量为负值 ,说明上海制造

业产业结构上的优势还不足以弥补其竞争力方面的

劣势。上海如果想保持制造业的主导产业地位 ,并

与服务业一起推动上海经济快速增长 ,就必须进一

步推动产业升级以提高制造业竞争力。

3 　结论

第一 ,在制造业竞争力方面的差异反映出长三

角内部两省一市的产业互补性较强 ,结构层次存在

梯度差异 ,已初步形成产业间的垂直型分工格局。

浙江不断强化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优势 ;江

苏在实施沿江开发战略以来 ,逐步将发展重点倾向

于电子及通信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上海一方面继续保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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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等重化工业上的优势 ,另一方

面则根据全球制造业的服务业化趋势 ,大力发展为

制造业提供金融、物流、技术、管理、研发、信息、法律

咨询等支持的生产性服务业。

第二 ,制造业竞争力差异反映了三地不同的产

业发展路径或模式。浙江经济起步于以“温州模式”

为代表的民营经济 ,由于受投资规模的限制 ,在产业

选择上往往集中于回收期限短、风险较小的传统制

造业 ,在技术选择上 ,也局限于低技术行业。江苏自

1992 年浦东开发以来 ,逐渐将原来以乡镇企业为主

体的“苏南模式”发展为以“苏州模式”为典型代表的

基于 FDI 的出口加工发展模式 ,并在国际产业资本

的带动下 ,制造业结构实现了优化升级 ,电子及通信

设备等高新技术产品的竞争力大大提高。上海在周

边省市传统制造业竞争力日益提升、自身商务成本

越来越高的情况下 ,主动或被动地将劳动密集型产

业或环节迁出 ;同时 ,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和经济

地位 ,在国际制造业资本向长三角转移的过程中 ,逐

步发展成总部经济中心和生产者服务中心 (这在一

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制造业的地位和竞争力) 。

第三 ,制造业竞争力差异反映出三地面临不同

的升级问题。浙江应该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均收入

水平的提高 ,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和国内外产业分工

结构的变化适时地推动制造业结构高度化 ,而不应

满足于目前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江

苏应该采取措施扩大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的范围 ,

以更好地承接国际产业资本的转移和为外资企业做

配套 ,从而在外资的带动下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和

向产业链高端环节攀升[3 ] 。上海制造业竞争力的现

状意味着 ,上海一方面应该重新审视自己重振制造

业方案 (如 173 计划)的可行性 ,即便可行 ,在打造先

进制造业中心、推动五大战略重点 (即电子、汽车、钢

铁石化等支柱产业 ,装备产业 ,船舶、航天航空等战

略产业 ,光电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 ,以及服装、食

品等都市产业)发展时 ,也应定位在产业链的两端 ,

即上游的研发、设计等环节和下游的售后服务、营销

等环节 ,实施“哑铃”型的制造业发展战略 ;另一方

面 ,应着力打造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 ,积

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以强化其在长三角都

市圈中的龙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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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Manufacturing among Jiangsu , Zhejiang and Shanghai

Based on SS Analysis

Zhou Cai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6 ,China)

Abstract : From across t he count ry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have t he st rong manufacturing sector’s competitiveness. However ,t hrough

utilizing t he shift2share analysis to compare t he difference in manufacturing competitiveness among t he t hree places ,t his paper indicates as fol2
lows :t he indust rial complementary is st rong ;t he st ructure levels have obvious gradient differences ; t he vertical division of regional pattern has

formed initially. The differences in competitiveness among t he t hree places reflect t he differences in indust rial loc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way ,

on t he ot her hand ,also means t hat a reasonable regions division will help furt her to enhance t he competitiveness of t he manufacturing sectors.

Key words : shift2share analysis ; manufacturing ; indust rial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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