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特色产业的内涵和特征

特色产业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差异性，路富

裕[1]对特色产业的实质含义做了深刻的阐述，他认

为特色产业是依托一个县或者更大地区的资源、技

术等优势，重点强化特色产品的差异化特点，形成

一批骨干、龙头企业，进而发展成更大规模的经营

群体，实现产业的优势和规模效益最大化。王芳[2]

认为特色产业应在一定经济区域范围内，将特有资

源和特色技术进行有机结合，使得特色产业技能适

应市场发展，又能带来持续的经济效益。从这些研

究中可概括几点特色产业的共同特点：

（1）区域性特征。只有将区域内的特色资源与

独特的生产技术相结合，才能够实现特色产业的持

续性发展。

（2）规模性特征。特色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

重点在资源存量、生产规模和特色产品辐射范围等

方面形成特色经济。

（3）效率性特征。特色产业依托资源的独特

性，在区域内具有比较优势，产业成本效益突出，同

时，延伸特色产业的产业链可提高特色产业关联效

益，辐射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3]。

二、县域特色产业辨识指标体系构建

（一）特色产业的辨识原则

特色产业的辨识应遵循一定的原则进行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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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要按照系统思想从多方面、多角度展开。

（1）动态性原则。特色产业反映了该地区要素

禀赋的特点，在市场竞争中具有或逐渐显现出优

势，在该地区或与其他地区相比具备一定竞争力。

通过综合评价，辨识出区域竞争优势明显、在未来

发展上显示出一定潜力的特色产业。在某一地区

的各个行业，要辨识最具竞争力和发展前景较好的

特色产业，要求在选择指标时，不仅需要将特色产

业目前的发展条件和基本状态纳入评价范围中，更

要动态地评价。

（2）针对性原则。选取评价特色产业的指标应

重点针对特色产业产生和壮大的客观实际条件，然

后，进一步决定选取指标的类型和维度，使得指标

体系具有完整性和针对性的特点。

（3）可行性原则。辨识特色产业考虑的因素很

多，应接合实际情况，充分利用能够收集到的有关

数据，在考虑需要的同时也要考虑可行性，建立务

实的特色产业辨识指标体系。

（二）特色产业评价指标体系

县域特色产业必然具有鲜明的产业特色和较

强的市场竞争力，在区域性、规模性和效率性方面

也能够体现出明显的比较优势。可概括为产业的

发展水平、特色标准和比较优势三个方面。

1. 产业发展水平指标

（1）市场竞争优势指数：能够更全面地反映产

业的竞争优势[4]。其计算公式为：

若产业在市场竞争力方面具备优势，则其市场

竞争指数显示为大于1。

（2）需求收入弹性系数，其计算公式为：

产品的市场需求应作为特色产业发展的导

向[5]。若需求弹性<1，说明国民收入增长远远高于

该产品的社会需求量增长，市场处于饱和状态；需

求弹性=1，说明该产品的社会需求量与国民收入增

长持平，市场尚有开拓空间；需求弹性>1，则表明该

产品市场容量空间较大。

（3）成本费用利税率：

通过该指标可考察产业的成本效益情况。

2. 产业特色标准指标

（1）区位熵：又称区域专业化率[6]。

其计算公式表述为： ，用来描述一个

地区某产业或产品与在全国范围内所占据的地位。

式中，分子 eij/ej表示 j地区 i 产业的经济水平在 j 区

域全部产业的经济总水平中所占比重；分母Ej/E表

示全国 i产业经济水平在全国经济总水平中所占比

重。Rij可以看出 i 产业在区域内的优势情况。若

Rij<1 时，说明 j区域 i 产业处于劣势；若 =1 ，表明区

域i 产业并无明显优势，发展一般；若Rij>1，则表明 j

区域 i产业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明显竞争力，有相当

一部分是服务于区域外的其他地区，显示出其较强

的区位优势。

（2）集中系数：通过区域某产业的人均产值或

产量与全国相应产业的人均产值或产量的比值来

反映该产业的集中程度。计算公式为：

式中，eij为 j区域 i产业的产值；Pj为 j区域的人口；En

为全国 i产业的产值；Pn为全国总人口。当Cij>1 时，

显示出 i产业在本地区较强的集中性。

3. 产业比较优势指标

这一层次指标的选取目的是能够描述产业的

比较优势。

（1）比较劳动生产率：其公式为：

该指标主要通过动态测算来观察某产业的成

长性。若其值保持在1以上且呈上升趋势，即可预

示该产业未来可以进一步挖掘。

（2）增加值贡献率：其公式为：

该指标通过某产业增加值的增长在该地区

GDP增长中的贡献程度来体现产业的经济效益情

况。

（3）利税占有率：

产业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回馈及经济效益可利

用该指标直观体现。

（4）比较输出率系数，计算公式为：

式中，分子Xik/Xi表式 i 区域 k产业生产总量中输出

量所占的比重；分母Xk/X表式全国 k产业的产品总

某市场竞争指数=
某产业销售收入/全国同产业销售收入

某产业总产值/全国同产业总产值

某产业需求收入弹性系数=
该产品需求增长率

国民收入增长率

成本费用利税率=
利税总额

成本费用总额

比较劳动生产率=
某产业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

某产业的劳动者相对比重

增加值贡献率=
某产业期末增加值-初期增加值

本地区期末-期初GDP

利税占有率=
某产业利税总额

本地区利税总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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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中进行区域交换的量所占的比重。两者之比较

大则说明区际商品率较高，作为特色产业，该指标

值一般超过1。

（5）就业吸纳率，可反映出产业的劳动力吸收

能力。

指标进行归类后构建如表1所示县域特色产业

辨识的指标体系。目标层是如何有效辨识县域特

色产业集群；准则层是在辨识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时

的基本准则，包括产业发展水平、产业特色标准、产

业比较优势三大类；指标层是具体对县域特色产业

集群发展情况进行辨识的方面，包括市场竞争优势

指数、需求收入弹性系数、等9个具体指标。

三、县域特色产业辨识的实证分析

对安徽省休宁县进行实证分析，考虑休宁县的

产业发展情况，首先应用区位熵分析法对休宁县特

色产业进行初选，在初选基础上应用主成分分析法

进行第二轮选择。

（一）基于区位熵值的初选

1. 各产业数据的提取与区位熵计算

选取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产业提取统计样本，

计算区域内各产业的区位熵值。因为休宁县经济

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区位熵值整体较小，故仅针对

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中区位熵值大于1的行业进行

深入研究。

2. 区位熵值初步分析

区位熵值超过1的产业与全国范围内该产业相

比，显示出其特色和竞争力。从表 2可以看出，休宁

县各产业与全省甚至全国相比存在一定特色、优势

的产业有12个，其中中草药材 、茶叶、竹木、精茶制

造业具有明显特色和优势。 可见，皖南地区药材和

茶资源十分丰富。

（二）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复选

1. 指标数据的提取计算

根据休宁县特色产业初选的结果，选出12个相

关行业，依据休宁县统计年鉴提取休宁县2014—

2016 年三年特色产业评价指标体系中的9项指标，

借助统计软件SPSS进行主成分分析，具体结果如表

3和表4。

从表3可见，所提取的3个主成分可以解释原

始9个指标的85.733%的信息。表4可反映出各主

成分与评价指标间的密切程度。成分1中载荷值较

大的指标为市场竞争优势指数和需求收入弹性系

数，也就是说成分1反映了产业发展水平；成分2中

载荷值较大的指标为区位熵和集中系数，也就是说

成分2反映了产业特色优势；成分3中载荷值较大

就业吸纳率=
j地区 i产业的年平均就业人数

j地区 i产业的工业总产值

表1 县域特色产业辨识的指标体系

目标层

县域特色

产业辨识

的指标体

系

准则层

产业发展水平

产业特色标准

产业比较优势

指标层

市场竞争优势指数

需求收入弹性系数

成本费用利税率

区位熵

集中系数

比较劳动生产率

增加值占有率

利税占有率

比较输出率系数

就业吸纳率

表2 休宁县各大产业中区位熵大于1的行业一览表

产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中草药材

茶叶

竹木

猪肉

酒、饮料和精茶制造

非金属矿采选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住宿和餐饮业

批发和零售业

区位熵

17.75

17.20

10.13

02.781

03.65

02.59

01.24

01.08

01.02

48.72

20.61

09.70

表3 解释的总方差

累积%

32.498

61.290

85.733

1

2

3

合计

2.044

1.822

1.483

方差的%

33.192

29.101

23.440

累积%

33.192

62.293

85.733

合计

3.814

2.538

2.059

方差的%

29.192

28.101

23.440

累积%

33.192

62.293

85.733

合计

3.150

2.123

2.008

方差的%

32.498

28.792

24.443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表4 旋转载荷矩阵

市场竞争优势指数

需求收入弹性系数

成本费用利税率

区位熵

集中系数

比较劳动生产率

增加值贡献率

比较输出率系数

就业吸纳率

1

0.628

0.822

0.799

0.062

0.015

0.360

0.154

0.063

0.136

2

0.073

-0.392

0.199

0.882

0.841

0.129

0.023

-0.076

0.300

3

0.321

0.024

0.057

0.276

0.244

0.711

0.804

0.614

0.746

成分

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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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标为比较劳动生产率、增加值贡献率、比较输

出率系数和就业吸纳率，也就是说成分3反映了产

业比较优势。

2. 产业综合排序

采用 SPSS 统计软件对指标体系中9个指标进

行主成分分析，根据主成分分析的原理 [7]，可以得到

所提取的3个成分的得分F1、F2和F3，因此，综合得

分模型为：

F=（F1×0.32498+F2×0.28792+F3×0.24442）/

0.85773

依据这个模型就可以通过计算得出安徽省怀

宁县区位熵大于1的12个产业的综合得分及排序

情况，具体见表5。

在农业各产业中，中草药材、茶叶、竹木这些产

业的综合得分均靠前，显示出这些产业在全国范围

内的明显竞争力。其中，中草药材和茶叶的优势明

显。而且，中草药材的生产效率优势很大，茶叶的

规模优势很大。

休宁县工业产业综合得分排名整体靠后，优势

并不明显，但仍具有一定特色，相对而言，优势产业

主要集中在酒、饮料和精茶制造业，另外，工业上借

助当地资源禀赋较强的特点也已形成一定特色型

制造业。

在休宁县服务业的发展中，当地政府定位于

“休闲养生之都”的发展思路，重点发展的文旅特色

化项目，让围绕旅游业而蓬勃发展的住宿餐饮、居

民服务和批发零售业具备了较强的竞争力。从表5

的综合得分排名来看，与这一情况基本吻合。

县域产业集群发展离不开区域各种现有资源，

休宁县特色产业集群表现出依托当地自然资源和

文化传统的共同特征。充分利用资源禀赋优势，深

度挖掘可用资源能够迅速获得比较优势，快速提高

产业竞争力。而且地域性特色产业集群有着强关

联性这一本质特征，较容易形成相互联系的本地网

络，而本地结网正是产业集群发展和产生创新的基

本条件。

四、结语

只有辨识出县域特色产业，集中各种社会资源

为其服务，才能最大化地发挥比较优势，为产业结

构调整指明方向。依托这种内生的核心竞争力，辅

以科学有效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县域经济方可在未

来的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县域特色产业辨识在

县域经济发展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将县域特

色产业辨识模型应用于休宁县的实证研究，分析结

果表明休宁县的特色产业集群主要有中草药材、茶

叶、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批发

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围绕这些特色资源优

势，可以对大限度地利用休宁县资源禀赋，重点培

育和发展以茶叶种植、菊花种植业为主的特色农业

产业集群；以仪器仪表制造、精茶制造为主的特色

工业产业集群；以茶文化旅游业为主的特色服务业

产业集群。

表5 休宁县各产业综合得分及排名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中草药材

茶叶

竹木

猪肉

酒、饮料和精茶制造

非金属矿采选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住宿和餐饮业

批发和零售业

综合F

2.452

2.074

1.436

-0.162

0.770

-0.517

0.765

-0.528

-0.830

2.655

2.453

0.869

排名

3

4

5

9

7

10

8

11

1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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