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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区域经济增长
与产业结构的偏离 －份额分析

徐雅静，王品

（郑州轻工业学院 数学与信息科学系，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十一五”期间河南省１８个省辖市经济增长的情况进行比较分
析，得出结论：总体来看，河南省各省辖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全省有１／２的省辖
市其经济增长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对其产业结构应予调整；分产业来看，河南省第一产业增速缓

慢，第二产业增速最快，第三产业仍需大力发展。河南省应根据区域特点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充分

发挥各地区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的独特优势，以促进河南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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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产业结构合理
与否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经济增长也会促使

产业结构发生变化。２０１１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到了战略

高度，并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来

抓。河南是全国第一粮食生产大省，也是重要的经

济大省、迅速发展的新兴工业大省，在全国占在重要

地位。但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

合理，在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两方面都

面临着发展难题。随着中原经济区被中央列入全国

经济发展规划，河南省的区位优势越来越突出。调

结构促发展是河南省“十二五”建设规划的重要内

容，分析各地区产业结构的现状及特点，研究其产业

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制定合理的产业

政策、加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快中原经济区建

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文献综述

　　２０世纪以来，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经查阅有关文

献发现，关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关系的研究大

体分为三类：一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如刘建

党［１］从需求、供给和贸易角度入手，梳理了产业结

构变化、演进的内在机制，并探讨了产业结构变化与

经济增长的联系机制，提出了劳动力配置理论、扩张

需求的投资理论、技术进步理论和外部效应理论。

二是从三个产业部门出发研究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这类研究运用的方法不尽相同，有的运用

回归分析的方法，有的运用 ＶＡＲ模型，有的运用灰
色关联理论的数学模型，有的运用协整理论和格兰

杰因果关系检验理论等。学者们多认为产业结构对

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对于哪个产业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最显著，看法不一。［２－３］三是从空间角

度探讨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这类研究

大多数运用的是偏离－份额分析法。偏离－份额分
析的基本思路是将被研究区域的经济增长与标准区

域（通常指一个国家或一个省）的经济增长联系起

来比较，认为从产业结构因素和区域因素（竞争因

素）两个方面分别解释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能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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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确定区域内各部门或各产业的发展状况与标

准区相关部门或产业相比的产业的结构优劣、竞争

力的大小，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动态性。［４］

近几年，国内学者开始采用偏离 －份额分析方
法对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主

要是针对某个省或某些区域进行的［５－７］。这些研究

对相关区域的产业发展状况作出了明确的定位和认

识，揭示了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推动效应的区域差

异。陈德福等［８］采用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经济数据，运用
偏离－份额分析方法，研究了河南省产业结构对地
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文章没有进一步按三个产业

分类分析各地区域因素的强弱和产业结构的优劣。

吴开等［９］采用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经济数据，运用偏离－
份额分析法对中原城市群的产业结构进行了分析，

但文章涉及地区较少，未对河南省整体情况进行

分析。

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必须是动态、及时和全面

的，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开局之年，从空间角度对

“十一五”期间河南省区域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进

行深入全面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本文拟采用偏

离－份额分析方法，对“十一五”期间河南省１８个
省辖市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比较分析，阐述各省辖

市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的相对优劣，揭示产业结

构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中原经济区建设

提供参考。

　　二、运用偏离 －份额分析法分析河
南省经济增长情况

　　１．偏离－份额分析法模型
偏离 －份额分析法（ＳＳＭ）由美国经济学家

Ｄｕｎｎ、Ｐｅｒｌｏｆｆ、Ｌａｍｐａｒｄ、Ｍｕｔｈ等人于１９６０年代相继
提出，１９８０年代初Ｄｕｎｎ集各家之长，总结出现在普
遍采用的形式。［１０］根据偏离 －份额分析法，一个地
区的经济增长（Ｇ）可以分解为３个分量，即区域份
额分量（Ｎ）、产业结构偏离分量（Ｐ）和竞争力偏离
份额（Ｄ），可用数学关系式表示为：Ｇ＝Ｎ＋Ｐ＋Ｄ。
偏离－份额分析法以此式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和衰退
的原因，评价区域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的强弱，找

出区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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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ｅｉｊ，ｔ表示ｊ区域ｉ产业第 ｔ期的产值，Ｅｉ，ｔ表示
全省ｉ产业第 ｔ期总产值，Ｅｔ表示全省第 ｔ期总产
值。则有

Ｅｉｔ＝∑
ｊ
ｅｉｊ，ｔ

Ｅｔ＝∑
ｉ
Ｅｉ，ｔ

假设ｔ＝０表示基期年，ｔ＝Ｔ表示报告期年，用
Ｇｉｊ、Ｎｉｊ、Ｐｉｊ、Ｄｉｊ分别表示计算期（时间区间［０，Ｔ］）内
ｊ区域ｉ产业的产值增长总量、区域份额分量、产业
结构偏离分量、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那么区域份

额分量的相关表达式为

Ｎｉｊ＝ｅｉｊ，０（ＥＴ／Ｅ０－１）
Ｎｊ＝Ｎ１ｊ＋Ｎ２ｊ＋Ｎ３ｊ

其中，Ｎｉｊ为区域份额分量，它反映了 ｊ区域 ｉ产
业以全省ＧＤＰ增长率增长而得到的增长量；Ｎｊ为 ｊ
区域三次产业总产值的区域份额分量。

产业结构偏离分量的相关表达式为

Ｐｉｊ＝ｅｉｊ，０（Ｅｉ，Ｔ／Ｅｉ，０－ＥＴ／Ｅ０）
Ｐｊ＝Ｐ１ｊ＋Ｐ２ｊ＋Ｐ３ｊ

其中，Ｐｉｊ为结构偏离分量（或产业结构效应），
它反映了ｊ区域ｉ产业产值增长偏离全省ＧＤＰ增长
的部分，Ｐｉｊ越大说明ｊ区域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越大。Ｅｉ，Ｔ／Ｅｉ，０－ＥＴ／Ｅ０表示全省 ｉ产业产值增长
率与全省ＧＤＰ增长率的差异。Ｐｊ表示 ｊ区域三次
产业结构偏离分量总和，Ｐｊ为正表示 ｊ区域以快速
增长型产业为主，产业结构与全省相比处于优势；Ｐｊ
为负表示 ｊ区域以慢速增长型产业为主，产业结构
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处于劣势。Ｐｊ越大说明 ｊ区
域产业结构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

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的相关表达式为

Ｄｉｊ＝ｅｉｊ，０（ｅｉｊ，Ｔ／ｅｉｊ，０－Ｅｉ，Ｔ／Ｅｉ，０）
Ｄｊ＝Ｄ１ｊ＋Ｄ２ｊ＋Ｄ３ｊ

其中，Ｄｉｊ为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它反映了 ｊ区
域ｉ产业增长速度与全省 ｉ产业增长速度的差异引
起的偏差，反映了ｊ区域ｉ产业的相对竞争力。Ｄｉｊ为
正，说明ｊ区域处于有利区域，其 ｉ产业竞争力高于
平均水平；反之，Ｄｉｊ为负，说明ｊ区域处于不利区域，
其ｉ产业竞争力低于平均水平。Ｄｉｊ为正且越大，说
明ｊ区域 ｉ产业的竞争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大。
Ｄｊ表示ｊ区域三次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总和。Ｄｊ越
大说明ｊ区域产业部门的竞争力越强。

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表达式为

Ｇｉｊ＝ｅｉｊ，Ｔ!ｅｉｊ，０＝Ｎｉｊ＋Ｐｉｊ＋Ｄｉｊ
Ｇｊ＝Ｇ１ｊ＋Ｇ２ｊ＋Ｇ３ｊ＝Ｎｊ＋Ｐｊ＋Ｄｊ

其中，Ｇｉｊ表示ｊ区域 ｉ产业的增量，它等于区域
份额、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及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之

和；Ｇｊ表示 ｊ区域三次产业增量总和，即 ｊ区域的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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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Ｐ的增长量。Ｐｊ＋Ｄｊ称为 ｊ区域的总偏离分量，
如果总偏离分量为正，则说明 ｊ区域的经济增长高
于全省的实际增长水平；反之，则说明ｊ区域的经济
增长低于全省的实际增长水平。

２．数据分解结果与分析
本文针对“十一五”期间河南省１８个省辖市的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状况进行研究，数据选自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河南省统计年鉴》。以２００６年为基

期，２０１０年为报告期，将各市国内生产总值，将第一
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数据代入上述模型，计算

得出河南省各省辖市的产值偏离份额分量总表（见

表１）和各省辖市按三次产业分类的偏离份额明细
表（见表２）。
３．结果分析
从表１可以看出，河南省各省辖市产业结构及

产业竞争力两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４种

表１　河南省各省辖市产值偏离份额分量总表
省辖市 ＧＤＰ增长量／Ｇｊ 区域份额／Ｎｊ 产业结构偏离分量／Ｐｊ 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Ｄｊ 总偏离分量／Ｐｊ＋Ｄｊ
郑州市 ２０２７．４１ １７１６．６８ ６５．２２ ２４５．５２ ３１０．７４
开封市 ４５１．８７ ４０５．２３ －２３．６５ ７０．２９ ４６．６４
洛阳市 ９８６．５５ １１３７．１０ ３７．１６ －１８７．７０ －１５０．５４
平顶山市 ６３５．３９ ５７５．８８ １８．５７ ４０．９４ ５９．５０
安阳市 ６６９．５５ ５５０．８１ ６．９６ １１１．７９ １１８．７４
鹤壁市 ２０７．４５ １８８．９９ ２．５９ １５．８７ １８．４６
新乡市 ５４９．９６ ５４５．６５ ０．５０ ３．８１ ４．３１
焦作市 ５４６．８２ ５９６．０５ ２５．８０ －７５．０３ －４９．２４
濮阳市 ３１９．１５ ３８８．９９ ９．８９ －７９．７３ －６９．８４
许昌市 ５９７．９５ ６１２．６２ １３．７８ －２８．４５ －１４．６７
漯河市 ３００．２２ ３２４．２２ ５．９８ －２９．９８ －２４．０１
三门峡市 ４６２．２７ ３５１．３９ １４．７９ ９６．０８ １１０．８８
南阳市 ７５０．３０ １０２５．７２ －３２．００ －２４３．４１ －２７５．４２
商丘市 ４９２．７８ ５５５．０５ －４１．０７ －２１．２０ －６２．２７
信阳市 ５０３．４７ ５０１．６３ －３２．０６ ３３．９０ １．８４
周口市 ５５０．５６ ５７７．８４ －４４．４７ １７．１８ －２７．２８
驻马店市 ４８１．７８ ４８７．６２ －３７．５３ ３１．６９ －５．８３７
济源市 １６２．３４ １５４．３５ ９．５５ －１．５６ ７．９９１

表２　河南省各省辖市按三次产业分类的偏离份额明细表

省辖市

区域份额

第一产

业／Ｎ１ｊ
第二产

业／Ｎ２ｊ
　第三产
　业／Ｎ３ｊ

产业结构偏离分量

第一产

业／Ｎ１ｊ
第二产

业／Ｎ２ｊ
　第三产
　业／Ｎ３ｊ

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

第一产

业／Ｎ１ｊ
第二产

业／Ｎ２ｊ
第三产

业／Ｎ３ｊ
郑州市 ６５．７０ ９１３．０４ ７３７．９４ －２３．９２ １２７．３８ －３８．２４ ５．７１ １５８．６０ ８１．２１
开封市 １１１．８５ １６８．７０ １２４．６７ －４０．７２ ２３．５３ －６．４６ １６．９８ １０．５５ ４２．７５
洛阳市 １１０．８６ ６８３．０９ ３４３．１５ －４０．３６ ９５．３０ －１７．７８ －１２．９１ －１８３．３６ ８．５８
平顶山市 ６２．６１ ３５５．１９ １５８．０９ －２２．７９ ４９．５５ －８．１９ １．４７ ４８．１０ －８．６３
阳市 ８３．４３ ３２１．６９ １４５．６９ －３０．３７ ４４．８８ －７．５５ ８．１７ ６５．４１ ３８．２１
鹤壁市 ３０．４４ １１４．４０ ４４．１６ －１１．０８ １５．９６ －２．２９ －６．２３ ３７．４２ －１５．３３
新乡市 ８３．１５ ２８６．０９ １７６．４０ －３０．２７ ３９．９１ －９．１４ ６．７４ ２４．９３ －２７．８５
焦作市 ５２．９２ ３８２．６４ １６０．４９ －１９．２７ ５３．３８ －８．３２ ５．５７ －２９．５１ －５１．１０
濮阳市 ５７．４３ ２５０．７７ ８０．７９ －２０．９１ ３４．９９ －４．１９ ３．７４ －６４．５６ －１８．９１
许昌市 ９０．６９ ３８５．９５ １３５．９８ －３３．０２ ５３．８４ －７．０５ －１４．０９ ９．５１ －２３．８７
漯河市 ５４．０７ ２０７．２８ ６２．８７ －１９．６８ ２８．９２ －３．２６ －１１．１４ －４．７４ －１４．１０
三门峡市 ３１．４１ ２２３．７４ ９６．２４ －１１．４３ ３１．２１ －４．９９ １３．１９ ８１．７９ １．１０
南阳市 ２５２．１７ ５２２．０７ ２５１．４８ －９１．８１ ７２．８３ －１３．０３ －５４．９５ －１９０．１６ １．７０
商丘市 １７６．７６ ２２４．１５ １５４．１４ －６４．３５ ３１．２７ －７．９９ －２０．２２ １３．８０ －１４．７９
信阳市 １４０．１３ １９６．９８ １６４．５３ －５１．０２ ２７．４８ －８．５３ ３４．５７ ５．３８ －６．０５
周口市 １９１．８３ ２３７．１６ １４８．８６ －６９．８４ ３３．０９ －７．７１ １８．６５ ９．５０ －１０．９７
驻马店市 １５７．３６ １９２．７３ １３７．５４ －５７．２９ ２６．８９ －７．１３ ６．０４ －４．３８ ３０．０４
济源市 ９．５５ １０７．３０ ３７．５０ －３．４８ １４．９７ －１．９４ －１．２９ １１．７３ －１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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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情况。（１）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及产业竞争力偏
离分量均为正值。处于这种组合的省辖市有６个，
占河南省省辖市总量的３３．３％，分别是郑州市、平
顶山市、安阳市、鹤壁市、新乡市、三门峡市。这些地

区的产业结构比较合理，且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产业

结构效应和产业竞争力优势共同拉动经济增长，这

些地区未来经济发展势头强劲。（２）产业结构偏离
分量为正值，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为负值。处于这

种组合的省辖市有 ６个，占河南省省辖市总量的
３３．３％，分别是洛阳市、焦作市、濮阳市、许昌市、漯
河市、济源市。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比较合理，有利

于经济增长，但缺乏竞争力，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产

业结构因素，区域未来发展动力不足，产业竞争力亟

待提高。（３）产业结构偏离分量为负值，产业竞争
力偏离分量为正值。处于这种组合的省辖市有 ４
个，占河南省省辖市总量的２２．２％，分别是开封市、
信阳市、周口市、驻马店市。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较

差，不利于经济增长，但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经济增

长主要依赖于产业竞争力因素的拉动。（４）产业结
构偏离分量及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均为负值。处于

这种组合的省辖市有２个，分别是南阳市和商丘市，
占河南省省辖市总量的１１．２％，这两个地区的产业
结构差，且缺乏竞争优势，其经济发展落后于全省经

济发展。对于此类地区，应该在未来的发展中给予

政策调整和扶持，加速产业结构的深层次调整，努力

提高产业竞争力。

从表２可以看出：（１）河南省１８个省辖市第一
产业的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均为负值，说明河南省第

一产业增长率低于全省ＧＤＰ增长率，第一产业不是
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１８个省辖市中第一产业竞
争力偏离分量为正值的有１１个省辖市，分别是郑州
市、开封市、平顶山市、安阳市、新乡市、焦作市、濮阳

市、三门峡市、信阳市、周口市、驻马店市，这些地区

的第一产业的增长率高于全省第一产业的增长率，

第一产业具有较强竞争力，有利于经济增长；其余７
个省辖市的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均为负值，说明这

些地区的第一产业的增长率低于全省第一产业的增

长率，第一产业处于劣势，不利于经济增长。（２）河
南省１８个省辖市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均
为正值，说明河南省第二产业增长率高于全省 ＧＤＰ
增长率，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

用。河南省第二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为正值的有

１２个省辖市，包括郑州市、开封市、平顶山市、安阳
市、鹤壁市、新乡市、许昌市、三门峡市、商丘市、信阳

市、周口市、济源市，这些地区的第二产业的增长率

高于全省第二产业的增长率，第二产业具有优势，有

利于经济增长；其余６个省辖市第二产业的竞争力
偏离分量均为负值，说明这些地区的第二产业处于

劣势，不利于经济增长。其中洛阳市和南阳市的产

业结构偏离分量仅次于郑州，位居第二和第三名，但

其第二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为负，居倒数前两名，这

说明“十一五”期间，这两个地区虽然第二产业基础

很好，但第二产业发展速度和全省平均发展速度相

比较为缓慢，区域竞争力处于劣势，严重阻碍了经济

增长。（３）河南省１８个省辖市第三产业的产业结
构偏离分量均为负值，说明河南省第三产业增长率

低于全省ＧＤＰ增长率，第三产业不是推动经济增长
的主力。河南省第三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为正值的

有７个省辖市，包括郑州市、开封市、洛阳市、安阳
市、三门峡市、南阳市和驻马店市，这些地区第三产

业的产业结构基础虽然不很好，但在全省第三产业

中增速较快，具有竞争力，其中郑州市、开封市、安阳

市位居前三名，第三产业具有明显的优势；其余各省

辖市的第三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均为负值，说明这

些地区不仅第三产业基础较差，而且第三产业发展

缓慢，区域竞争力处于劣势，不利于经济增长，提高

这些地区的第三产业竞争力是当务之急。

　　三、结论

上面的研究分析表明，河南省各省辖产业结构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全省３３．３％的地
区的产业结构基本合理，且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产业

结构效应和产业竞争力优势共同拉动了经济增长；

有３３．３％的地区的产业结构比较合理，有利于经济
增长，但缺乏竞争力，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产业结构

因素，区域未来发展动力不足，产业竞争力亟待提

高；有２２．２％的地区的产业结构不太合理，不利于
经济增长，但仍具有竞争力，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产

业竞争力因素的拉动；有１１．２％的地区的产业结构
很不合理，且缺乏竞争优势，其经济发展落后于全省

经济发展。

从总偏离量上看，洛阳、焦作、濮阳、许昌、漯河、

南阳、商丘、周口、驻马店９个省辖市的总偏离量是
负值，说明“十一五”期间全省１／２的地区的经济增
长率低于全省平均增长率，经济增长处于落后地位，

产业结构不利于经济增长，调整优化这些地区的产

业结构成为河南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

从产业部门来看，河南省１８个省辖市中绝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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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的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上都有

利于经济增长，说明河南省的第二产业在拉动河南

省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１８个省辖市中的第一
产业没有一个在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方面同时有

利于经济增长，说明河南的第一产业还存在较大问

题；１８个省辖市中绝大部分地区的第三产业在产业
结构和产业竞争力上均不利于经济增长，说明河南

省的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还存在很多问题。总

体来看，河南省三次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 ２００６
年分别是 １６．５％、５４％、２９．５％，２０１０年分别为
１３７％、５７．４％、２８．８％，产业结构基本保持了“二、
三、一”格局，三次产业产值在“十一五”期间分别增

加了５４．２％、９７．２％、８０．８％，第一产业产值增速最
慢，第二产业增速最快，第三产业产值虽然增速较

快，但产值占ＧＤＰ的比重有所减少，与发达地区产
业结构的“三、二、一”格局还有一定差距。未来河

南省要在保持第二产业强劲发展势头的基础上大力

发展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根据区域特点合理调整

产业结构，充分发挥各地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优

势，以使河南省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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