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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优势产业的集聚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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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作为国家传统老工业基地之一，经过百年发展，借助资源、区位、政策优

势，抓住建国初期的发展机遇，曾创造过辉煌业绩。进入新世纪，省政府紧紧抓住

国家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历史机遇，欲重振老工业基地雄风，对产业发展

模式进行了大量探索，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得到高度重视。在地区经济和社会长期发

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把产业集群作为促进工业经济增长的有效产业组织形式，

围绕建设两大基地和发展优势产业，营造良好环境，培育和发展多种形式的产业集

群，增强产业的集聚功能，提高产业组织化程度和产业规模竞争力”，本文拟通过

对制造业等优势产业的集聚特征进行深入分析，为今后推进装备制造等12大产业集

群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一、产业集群是提升优势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方式  

  优势产业系比较而言的产业。在某一经济区域内，在其总体经济构成(即主导或

支柱产业)中，资源和生产要素方面具有动态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业，主要表现

为地区产业资本、技术、信息三大要素构成与国内外比较占有相对优势的产业可称

谓本地区的优势产业。  

  区域优势产业的选择有许多的标准或指标，如产品或产业的市场潜力、产业的

比较优势度、产业规模、产业关联度，等等。一般认为，比较优势产业是建立优势

产业的前提，比较优势的存在是区域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产业关联度高的

主导产业并不一定是本地区具有优势的产业，优势产业是特色经济，有持久的竞争

力，最主要的是依仗资源特色保持竞争力和生命力。  

  产业集群可以通过加快改善与创新的发展速度提升优势产业的竞争力。按波特

产业群理论，高竞争力产业集群可以刺激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创造并维持集群所必

需的竞争优势。产业集群拥有的竞争优势，表现在通过集群内企业间的合作与竞争

以及群体协同效应，在生产成本、产品差异化、区域营销以及市场竞争等方面获得

竞争优势；同时通过支撑机构和企业间的相互作用形成区域创新系统，进而提升整

个集群的创新能力。  

  本次评估就是以波特的产业集群理论为指导，运用区位商法和空间集中度指

标，结合数据及统计资料对产业群进行分析，目的在于确定辽宁省的优势产业，以

促进重要产业链的构建和产业群的发展。通过区位商系数可以判断区域是否存在产

业集聚现象；而空间集中度指标在分析整个工业或整个经济的集群状况时，一般计

算前50家、前100家、前200家或前500家最大企业的集中率。  

  二、辽宁优势产业及其集聚特征  

  1、辽宁优势产业的评估  

  通过对辽宁省2005年工业区位商及各行业就业人数占该地区总劳动力比例的计

算，分析得到辽宁省的优势产业，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以石油天然气为代

表的原材料开采加工业；二是以黑色金属矿采选业以及炼钢、钢压延加工业为代表

的钢铁业；三是以通用设备制造业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  

  2、辽宁优势产业的比较分析  

  制造业集聚特征明显。多年来，辽宁省的产业集中度在全国范围内处于较高的

水平。尤其在上世纪80、90年代制造业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1994年，辽宁凭借其

较好的工业基础，制造业的空间集聚达到11.11%，主要布局在沈阳、大连等地，在

全国来说处于较高的水平。2005年辽宁省制造业前四名行业集中率如下表：  

  近年集聚度呈下降趋势。从下表可以看出，2002年，制造业的CR4值较1994年

降低了4.42个百分点，制造业集聚优势正在减弱。而此时广东、江苏、浙江和山东

四省的制造业空间集中度却在迅速提高。这说明加强辽宁制造业产业集群建设更为



紧迫。  

  与发达地区差距拉大。从产业角度分析：辽宁省的优势产业大多是资源型产

业，凭借较好的工业基础，形成产业的空间集聚。而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省

份集聚度较高产业多是新兴机电行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

业)、传统的轻纺工业(如纺织业、食品加工业)以及化学工业等。从集聚程度分析：

集聚程度较高的广东省其集聚度的值达到26.18%，远远高于辽宁产业空间集聚度

6.69%。与这些省份相比，辽宁省的产业集群的发展速度仍未有明显的提高。同时，

由于历史因素及自身资源条件所决定的产业结构与集聚行业密切相关，前四名行业

基本都是资源型的产业，对于新兴行业集群的发展体现得不明显。  

  三、主要问题  

  1、优势产业尚未形成区域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以汽车产业为例，其产业关联度本应很高，涉及钢铁、有色金属、橡胶、塑

料、玻璃，而且涉及提供装备的机械、电子、电器等一系列部门。而辽宁省汽车产

业目前状态较为分散，地方的配套企业只能加工一般加工件，产业链条没有能够延

伸。辽宁整车生产企业以金杯汽车厂为例，其配套齿轮箱的20%是自主生产，有40%

是省内生产，而其余40%都需要省外生产。  

  2、辽宁中小型、非公有企业发展滞后制约产业集群的发展  

  中小企业及非公有企业是形成产业集群的推动力，它不仅有利于增加就业、强

化竞争，而且更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产业集群的发达程

度是与地区中小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改革开放以来，辽宁中小企业及非公有企业

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远不及广东、江苏、浙江等南方发达省份。中小企业发展

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辽宁产业集群的发展。  

  3、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制约产业集群的形成  

  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角度看，产业集群实际上是某种产品的加工深度和产

业链的延伸，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辽宁是国家在“一

五”时期集中力量建立起来的以化工、钢铁、机械为主的重化工业基地，产业结构

以原材料开采、粗加工为主，对资源的依赖性较大。直到目前为止，冶金、机械、

石化三大产业始终居于辽宁支柱产业的位置。由于长期搞资源开发和初加工，辽宁

经济形成了以初加工产品多、中间产品多、最终产品少、高附加值产品少的生产格

局。低度化的产业结构必然形成低水平的产业集群。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与制造业集

群的联系不够紧密，对传统产业带动力不足，不利于传统产业集群的升级改造。  

  四、基本结论  

  通过辽宁工业产业集群的总体评估，可以看出辽宁产业集聚的特点突出在三个

方面：第一，从优势产业看，多集中在资源的开采、加工以及机械设备制造业。在

辽宁“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重点推进的12大产业集群中，属于此类的有装备制

造、船舶制造、汽车及零部件、石化、精细化工、钢铁精深加工、电子信息产品制

造、农产品加工、镁制品和非金属矿制品加工等9大产业集群。第二，从集聚产业吸

纳劳动力状况看，有些行业的区位商很大，但是劳动力所占比例却很小，如其他采

矿业及风机、风扇制造业。而另一些行业吸纳的就业人员所占比例就比较大，如黑

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第三，从产业群发展阶段看，辽宁产业集群发展处于雏

形阶段，几乎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虽然，某些产业具有明显的集聚特

征，但产业群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并未得到有效发挥。今后要根据本省的特点和优

势，结合区域产业布局，突出产业发展重点。在大力发展优势产业群方面，要按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