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建华         张 豪1 

Jian-hua Zhang  Hao Zhang 

湖北省朝阳产业评价指标体系选择与实证研究 

Research on the Choice of Sunrise Industry in Hubei 

 

摘 要：朝阳产业往往代表产业未来发展方向，培育地区朝阳产业不仅能带动经济增长，更能优化产

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因此，如何选择朝阳产业至关重要。本文采用市场需求、经济效益、比较优势、

产业带动、就业吸纳和资源环境密度等标准，构建了六个层面九个指标的朝阳产业选择指标体系，充分

考虑到经济、人文、环境等因素。同时，收集了湖北省相关指标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筛选出湖北

省的朝阳产业，并对其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给出了湖北省发展朝阳产业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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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nrise industry always represents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industry, and 

cultivating the region sunrise industry can not only stimulate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romote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refore, it is vital to 

choose sunrise industry. Taking the benchmarks of market demand standard, economic benefit 

standard, and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standard, industry drive standard as the standards to 

frame index system,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composed of six levels and nine indices is built 

for the choice of sunrise industries. The system takes full account of the economic,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Simultaneously,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method in the decision made to pick out the sunrise industries in Hubei province, with 

relevant data collected and a qualitative analysis made for the sunrise industries thus picked out. 

Combining quantitative analysis with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 article gives some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Sunrise industry in 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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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结构性矛盾所在地，而中部最为突出的省份就是湖北省，逆向

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安排，使湖北省的二元经济结构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急需主导产业的强劲带

动，而主导产业的形成往往来源于同时期的朝阳产业。而朝阳产业代表着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培

育地区朝阳产业不仅能带动经济增长，更能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因此，如何选择朝阳产

业至关重要。然而，朝阳产业则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和技术创新条件下才能形成，并且其存在

和发展是动态而非静止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条件下，对湖北省朝阳产业会有不同

的选择。因此，正确选择湖北省朝阳产业并给以积极的引导、鼓励和扶持，是实现湖北省产业结构

转换，优化产业结构的前提与基础，也是制定产业政策、发展国民经济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值得

指出的是,国内外学者均从工业发达国家、先进省市已经走过的工业化进程中，概括出朝阳产业选

择更替趋势的经验，以既成的历史资料作为分析对象，对其进行理论分析。但是，本文所研究的只

是侧重于一种评价准则，其意义在于：要从多方面、多纬度进行综合判断。所以，就一个地区的朝

阳产业选择而言，就必须进一步考虑到湖北省的具体情况，包括湖北省所处的工业化阶段、产业结

构。以及人口、资源等诸多现实因素。 

一、朝阳产业及其特点 

（一）朝阳产业的内涵 

朝阳产业是指在技术革新及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等因素的推动下，竞争力地位逐渐上升并得到显

著发展的产业。这类产业往往具有生命力强、发展前景广阔、成长速度快、增长幅度高、经济社会

影响力大等特点。由于该类产业的发展势头犹如初升的太阳，因而被形象地喻为“朝阳产业”。值

得一提的是，朝阳产业具有动态的内涵，伴随着日异月新的经济社会环境，朝阳产业所包含的产业

类别也将出现较大的差异。比如，国籍的不同导致同一产业在一个国家是朝阳产业，在另一个国家

不一定是朝阳产业；时间的不同导致同一个国家，同一产业在一个时期是朝阳产业，而在另一个时

期可能不是。当科学技术、生产方式、生产手段发生改变，或者人们消费水平、消费习惯、消费模

式及市场预期发生变异的情况下，原来的“朝阳产业”甚至会演变为“夕阳产业”，抑或逐渐退出

历史舞台，也是极有可能的[1]。正因为如此，这种动态变化要求政策制定者要正确把握朝阳产业发

展的客观规律，正确选择适合本土发展的朝阳产业，及时制定适合的发展政策。 

（二）朝阳产业的界定 

朝阳产业有别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朝阳产业侧重于市场需求，强调市场的重要性，只要需求旺

盛就极有可能是朝阳产业。而战略性新兴产业侧重于技术要求，强调技术基础的重要性，只有技术

密集型企业才极有可能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但是两者之间又有交集，朝阳产业有可能是战略性新

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有可能是朝阳产业。另外，在一定条件下，朝阳产业可能是未来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主导产业甚至是支柱产业，对经济发展发挥极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往往具有基础

性的地位。因此，朝阳产业并非特指某一类或几类产业，而是根据不同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和社会经



 

 

 

朝阳产业 

 

 

战略性 

新兴产业 

 

 

支柱产业 

 

 

主导产业 

济环境，呈现出不同的产业类别，具体如图 1 所示，箭头的虚线表示有可能转化，不一定成立。 

 

 

 

 

 

 

 

 

 

 

 

 

 

图 1 朝阳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界定图 

（三）朝阳产业的属性 

虽然朝阳产业在不同的经济地域、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其所含的产

业类别将呈现出极大的动态性。但就一般而言，朝阳产业具有以下四点共同的产业属性。 

1.发展速度快 

所谓“朝阳”就是初升的太阳，代表着新生的力量。只有发展前景好、成长速度快的产业才能

作为新世纪的朝阳产业，这往往也是朝阳产业最显著地特点。一般而论，朝阳产业的增长速度要远

远高于该行业增长速度的平均水平，且较少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比如，在经济衰退的时候，

朝阳产业具有强大的免疫能力，其发展速度基本不会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在经济回升时，朝阳

产业的发展将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牵引整个经济的攀升。 

2.市场需求大 

市场需求是所有产业生存、发展和壮大的必要条件，也是判断某种产业是否具有发展潜力的关

键因素之一。朝阳产业往往是那些需求量大、发展潜力好的产业，它们是面临较大现实需求、或能

够创造出较大市场需求的产业。市场需求也决定了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内需的

大小，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缺少市场需求的产业可能会逐渐走向衰退，只有具有巨大潜在或

现实市场需求的产业才不会停止自我发展。 

3.战略地位高 

朝阳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占领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它的发展往往有利于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

并且为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产业基础。它们在一些重要的竞争性领域能够保持产业技



 

术的领先地位，能够随着产业结构进程的演进，逐渐演变为经济体系中的主导产业甚至支柱产业，

并成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牵引力。 

4.导向性明确 

朝阳产业的选择具有一定的信号显示作用，它往往能够体现政府政策的导向，是未来经济发展重

心的风向标，是引导资金投放、人才集聚、技术研发和产业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朝阳产业的形成往

往能引起国内外社会的广泛关注，也能积极的给其他相关企业带来经济发展的正外部性，而这一正外

部性又能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进而引起该地区相关产业的联动效应，刺激地区经济的增长。 

二、朝阳产业选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根据朝阳产业的概念及其属性，在参考主导产业评价选择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选取市场需

求、经济效益、比较优势、产业带动、就业吸纳和资源环境密度等多重标准，构建朝阳产业选择评

价的指标体系，各标准的具体内涵阐述如下。 

(一)市场需求标准 

市场需求标准可由需求收入弹性指标进行量化分析。需求收入弹性指的是伴随经济增长与发展，

商品社会需求的增加，旨在反应产业的现实和潜在需求，及其引致的产业发展潜力。一般而论，需

求收入弹性系数愈大，市场容量则愈大，产业发展的潜力也愈大[2]。因此，较大的需求收入弹性是

朝阳产业选择的重要基准之一。由经济学中弹性计算公式可知：第 i 产业部门的收入弹性指标 ei 可

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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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 为国民收入，qi为第 i 产业部门产品的需求量。若 ei 越大，表明该产业的需求弹性越

高，部门的市场扩张力就越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将获得更快的发展速度，可能会取得更好的发

展效益，朝阳产业应该是收人弹性较大的部门。 

（二）经济效益标准 

产业生存及其持续发展需要良好的经济效益作为保证，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往往能稳定生产，扩

大经营。因此，朝阳产业应该是具备良好经济效益的产业，能够对生产总值的增长有突出贡献，可

以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孕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效益标准可以用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来表示[3]，

具体公式如下： 

1-

1-

P

P-P
=PI  

PI 代表从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P 代表产业本年主营业务收入，P-1 代表产业上年主营

业务收入。假如 PI 指标大于零，表示产业本年的经济效益良好，指标值越高，表明该产业增长速

度越快，经济效益越好，市场潜力越大；若该指标小于零，则相反。 



 

（三）比较优势标准 

发展优势的产业，经过动态发展之后，转变为朝阳产业并在一定的可能性条件下演变为该地区

的主导产业，从而带动整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朝阳产业的发展优势体现在技术领先、资源

充沛、发展基础等方面。技术层面上，这种优势使得朝阳行业的专业技术处于一流水平；资源层面

上，这种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会使得该资源进一步流向朝阳行业；在发展基础上，这种优势使得发

展更为强劲，基础更为牢固。可以采用区位商以及区域内增加值比重对该地区产业的比较优势进行

度量，计算公式分别为： 

G/G

G/G
SI

j

iij
ij  

式中，SIij为 i 地区 j 产业的区位商，Gij为 i 地区 j 产业的增加值，Gi为 i 地区的产业增加值总

额，Gj为全国 j 产业的增加值，G 为全国各产业增加值总额。运用此指标，可以通过判断第 i 区域，

第 j 产业产值比重是否高于全国平均来确定其第 i 区域在第 j 产业在产业规模上的相对优势。如果

SIij＞1，可说明第 i 区域在第 j 产业规模上具有相对优势，反之则不具有相对优势[4]。另外，朝阳

产业也应有一定的规模，产业贡献率比较大，可以用区域内增加值比重来衡量，计算公式为： 

i

ij
ij G

G
WI   

式中，WIij 为 i 地区 j 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其他变量含义与上文一致，WIij 值越大，该产业是

朝阳产业的可能性就越大。 

（四）产业带动标准 

朝阳产业是这样一种产业，它往往具有较强的增长趋势或增长潜力，并且还可能够拉动其相关

联产业的兴起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它具有较大的前、后向联系和影响，并通过这种关联与

影响产生对一系列部门或产业的带动与推进作用，同时使这些部门或产业派生出对其它部门的进一

步连带作用，从而产生并加强了经济发展中的连锁反应和加速效应。一般来说，衡量某一产业关联

效应的指标主要有影响力系数与感应度系数。 

1.影响力系数  

影响力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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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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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b
为完全需求系数矩阵的第 j 列数之和

○1
。在国民经济某部门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的

时候，影响力系数 Fj 反映了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产生的生产需求的波及程度。并且其值越大，说明



 

第 j 部门对其他部门的拉动作用就越大
[5]
。 

2.感应度系数  

感应度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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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的时候，该系数 Ej 反映了某部门因此受到的需求感

应程度，即该部门为满足其他部门生产所需而提供的产量
[5]
。反映了 i 部门受其他部门生产发展影

响程度的强弱，其值越大说明这种影响就越大，就越要多考虑增加这个部门的产出
○2
。 

（五）就业吸纳标准 

朝阳产业需要考虑到地区社会发展和稳定就业的权衡，要有助于创造出大量的新的就业岗位，

进而全面提升区域的就业吸纳能力。本文用就业增长率度量朝阳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具体计算公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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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i′为年末 i 产业部门职工总数，yi 为年初产业部门职工总数。该指标表示朝阳产业吸

纳劳动力的能力，反映了产业在经济社会中的战略性地位
[6]
。 

（六）资源环境密度标准 

朝阳产业的发展必须遵循“资源节约、环境 保护”的原则。否则，该类产业的发展将不可持

续，也不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政策。本文利用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及能源消耗产值率两个指

标反映产业的资源环境密度
[7]
。 

1.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是利润与成本费用的比率，属于净利润指标；该指标可以更好的反映产业

的经济效益水平。该指标值越大，说明该产业的经济效益水平较高。其计算公式为： 

i

i
i C

P
L   

在上式中，Li 为 i 产业的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Pi 为 i 产业的利润，Ci 为 i 产业的成本费用。 

2.能源消耗产值率 

该指标反映单位能源所产生的产值。指标值越大，说明该产业越节约能源。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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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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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i 为能源消耗产值率，Ni 为产业 i 的总产值，Ci 为产业 i 的能源消费总量。 

三、湖北省朝阳产业发展的依据 

（一） 自我优势 

随着国际国内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国际重要生产环节及重要产业加快向中国转移，中国国内

东部沿海产业加速向中西部转移，这将为中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及产业发展带来新的历史

机遇和发展前景。而湖北省地处东部沿海高经济梯度向西部低经济梯度之间的过渡地带，一方面在

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同时，能方便地利用西部资源，在国际国内产业转移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战略

支点地位。另一方面，“中部崛起”国家战略深入实施，对包含湖北省在内的中部地区政策支持力

度持续加大，一批重大建设项目陆续开工，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

术产业基地及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等产业发展载体正积极建设，城市化及工业化进程加快进行，中部

地区的发展基础、体制机制及政策环境将更加地完善，经济社会自我发展能力持续增强。湖北省作

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领跑者，是“中部崛起”战略实施的重要支撑。因此，新时期转型下的湖北

省，朝阳产业的发展更具有广阔的发展机遇及前景。 

（二） 湖北省朝阳产业发展的工业化基础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衡量工业化阶段演进的指标主要有人均 GDP、三次产业结构、就业结

构、工业内部结构、城市化水平等五个方面。2012 年湖北省的人均 GDP 是 38501.75 元，将 2012

年的人均 GDP 按 1996 年的不变价进行计算为：3683.44 美元。按照钱纳里、郭克莎
○3

等人的划分

方法，湖北省处于工业化的第二个阶段。由湖北省统计局数据显示，至 2012 年，湖北省的三次产

业构成为：12.8:50.3:36.9。根据西蒙·库兹涅茨的经验分析判断，湖北省的工业化水平正在走向成

熟阶段。从 2001 年起，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的比率逐渐下降，10 年来减幅已经达到了 2.0%；产

业重心逐渐的从一、二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根据库兹涅茨的经验分析判断，湖北省已进入工

业化的中后期阶段。湖北省霍夫曼比例从 2001 年以来总体呈下降趋势，到 2012 年只有 0.106，根

据霍夫曼法则
○4

表明湖北省处于工业化的第四个阶段。2012 年底湖北省全省常住人口
○5 5779 万人，

其中：城镇 3091.77 万人，乡村 2687.23 万人，城镇化率达到 53.5%。据此判断，湖北省已经基本

实现城市化，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十五”以来，湖北省的工业化进程迅速，人均 GDP 逐年增长，产业结

构不断优化，重工业化程度持续提高，城市化水平较高。根据上述不同角度和标准对湖北省的工业

化水平的分析，可以判断：湖北省目前处于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阶段，且很快就要达到

后期的初级阶段。根据工业化发展规律，在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地区产业结构将剧烈调整，

产业间的新老更替速度加快。此时，地区将涌现出大量朝阳产业，且呈现出巨大的增长爆发力。因

此，湖北省必须准确抓住地区产业发展趋势，正确判断哪些产业属于朝阳产业，支持并引导这些产

业健康发展，以便将来逐步形成主导产业，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并在选准行业领域

的基础上，做出产业发展的正确决策。 



 

（三） 湖北省朝阳产业发展的市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消费结构变动迅速（见表 1、2），由于湖北省所占比重在“十一五”末

期还超过了 50%，和先进省份比较还偏高，根据恩格尔定律，食品消费所占比重还将继续下降，但

值得注意的是，食品消费所占比重下降，只是对初级品的消费需求的下降所致，对于加工性食品、

保健食品的消费还将增加。人们在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条件下，不再满足“吃穿住行”的物质消费

需求，对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的精神消费需求不断增强，进入“十二五”期间，家用电器需求旺盛，

居住需求增长迅速，但是农村居民还是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消费趋势。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消费

能力的增强扩大了湖北省的市场，增加了湖北省的需求。消费能力的提高，不仅能打开市场，扩大

内需，更能滋养产业的发展壮大，培育企业茁壮成长。2012 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 6100 美

元，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资本已经不是那么短缺。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现在符

合比较优势了，这一发展环境就提供了转型期湖北省朝阳产业发展的温床。 

表 1  湖北省农村家庭年每人消费性结构支出情况 

指标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食品 0.49 0.47 0.48 0.47 0.45 0.43 0.39 

衣着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家庭设备用品 0.05 0.05 0.05 0.06 0.06 0.06 0.07 

医疗保健 0.06 0.06 0.06 0.06 0.06 0.07 0.09 

交通通信 0.09 0.09 0.09 0.08 0.08 0.08 0.08 

娱乐教育文化 

服务 
0.11 0.11 0.09 0.07 0.08 0.07 0.07 

居住 0.13 0.14 0.14 0.18 0.19 0.20 0.22 

杂项商品与服务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资料来源：《湖北省统计年鉴(2012)》,上表经过计算加工整理。 

表 2 湖北省城镇居民年每人消费性结构支出情况 

指标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食品 0.37  0.39  0.40  0.43  0.40  0.39  0.41  

衣着 0.10  0.12  0.12  0.09  0.12  0.12  0.13  

家庭设备用品 0.83  0.05  0.06  0.07  0.07  0.08  0.06  

医疗保健 0.65  0.07  0.06  0.07  0.07  0.06  0.07  

交通通信 0.86  0.10  0.10  0.10  0.09  0.11  0.11  

娱乐教育文化 0.13  0.13  0.13  0.11  0.12  0.11  0.11  

居住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09  

杂项商品与服务 0.54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资料来源：《湖北省统计年鉴(2012)》,上表经过计算加工整理。 



 

四、湖北省朝阳产业选择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是根据《湖北省统计年鉴（2007-2012）》计算而来，其中影响力和感应度系数
[6]
是根

据湖北省 2007 年 42 部门投入产出表计算而来。由于服务业的特殊性，湖北省统计年鉴中缺少相关

第三产业的指标数据，因此个别数据参考了《中国第三产业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

鉴 2012》、《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2012》以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12》。 

本文选取湖北省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部分产业，对其需求弹性系数、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区位商、增加值比重、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就业吸收率、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和能源消耗产

值率等九个指标进行了测算，并且，这九个指标均为一级指标，不需要二级指标的转换来进行主成

分分析，算出的数据结果如表 3、表 4 所示。运用 STATA12 统计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法，运用主

成分模型对各指标赋予相应权重，并根据主成分分析模型计算综合系数 F，并排序。在指标选择的

时候，朝阳产业应该满足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标准，故在计算综合系数时，应考虑工业成本费用利

润率和能源消耗产值率等度量资源环境密度的指标。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产业（如金融业、批发

和零售业等）一般是能源消耗较低的行业，且在公开的统计年鉴中没有第三产业单独的能源消耗数

据，但是新世纪兴起的第三产业中有满足朝阳产业所定义的产业，又不能将其忽视。因此，鉴于数

据的可得性及第三产业低能源消耗的产业特征，在计算第三产业的综合系数时，剔除了能源消耗产

值率这一指标。为保证计算口径一致，我们将全部国民经济行业划分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两个子

样本分别计算综合系数 F 并排序。 

表 3  湖北省第三产业指标数据表 

            行业       

指标 
金融业 批发和零售业 房地产 住宿和餐饮业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

需求弹性 0.0163 0.0506 0.0124 0.0420 0.0502 

影响力系数 0.7447 0.6519 0.7178 0.9801 0.9537 

感应度系数 1.1378 1.3662 1.3221 0.8988 1.3967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0.1104 0.2674 0.0840 0.3496 0.3396 

区位商 1.1777 1.4633 1.0725 1.1754 1.0830 

增加值比重 0.0353 0.0785 0.0398 0.0231 0.0488 

就业吸收率 1.0093 0.2879 -0.0029 0.1782 0.0711 

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0.4653 0.0292 0.2521 0.0327 0.0612 

资料来源：根据《2007 年湖北省投入产出表》、《2007-2012 年湖北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进行计算所得。 

（二）朝阳产业选择指标的因子分析 

本文运用统计软件包 STATA12 对各个指标进行计算，并运用 KMO 指标计算得出整体 KMO 为



 

0.6412，超过 0.6，说明数据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利用 STATA12 得出各个因子所对应的特征值、

贡献率、累计贡献率、各指标变量正交旋转后的载荷矩阵等,计算结果如表 5 所示。表 5 表示的是

湖北省第二产业数据计算出来的特征值，从表中可以看出，按照程序开始设定的特征值大于 1 的原

则，STATA12 提取了 4 个因子代替原来的 9 个指标，从图 2 中明显看出。其中累计方差贡献率达

到 81.54%，超过了 80%，因此，可以认为前四个因子已经对大多数的数据给出了充分的概括，进

一步证明该方法是合理可行的，故可以提取这 4 个公共因子。同理，可以对湖北省第三产业进行同

样的数据处理，STATA12 提取出前三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 93.84%，超过了 90%。鉴于篇

幅有限，对于湖北省第三产业数据结果只给出了最后的排序表，如表 7。最后，利用选出的公共因

子进一步分析得出主成分因子载荷矩阵，并利用正交旋转法，经过四次迭代收敛，得到旋转后的主

成分因子载荷矩阵（表 6）。 

表 4  湖北省第二产业指标数据表 

 

 

 

行业 

需求

弹性 

影响

力系

数 

感应

度系

数 

主营

业务

收入

增长

率 

区位

商 

增加

值比

重 

就业

吸收

率 

工业

成本

费用

率 

能源

消耗

产值

率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012
1  

0.960
1  

1.816
0  

0.057

195 
0.039

3  
0.001

1  
0.639

2  
0.096

2  
0.062

5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004
6  

1.815
1  

0.980
7  

-0.499

42 
0.030

0  
0.000

8  
0.547

4  
0.019

8  
0.016

2  

金属矿采选业 0.073
3  

1.204
3  

0.708
5  

0.445

835 
0.133

6  
0.002

5  
0.948

9  
0.084

4  
0.157

2  

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 0.041
2  

1.316
7  

0.730
9  

1.497

411 
0.489

8  
0.003

6  
0.760

3  
0.182

3  
0.080

8  

食品业 0.057
8  

1.051
3  

1.190
9  

0.745

766 
0.842

4  
0.057

3  
0.987

9  
0.137

4  
0.085

3  

纺织业 0.053
0  

1.224
0  

1.189
2  

0.357

374 
0.800

9  
0.022

7  
0.923

4  
0.074

4  
0.123

5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0.045
9  

1.088
1  

0.777
3  

0.458

666 
0.562

4  
0.007

6  
0.779

6  
0.095

0  
0.103

2  

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0.077
0  

1.233
4  

1.544
0  

0.641

007 
0.626

7  
0.010

2  
1.077

4  
0.080

1  
0.050

6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0.031
3  

1.290
1  

1.405
5  

0.529

576 
0.373

7  
0.003

3  
0.966

1  
0.003

8  
0.591

1  

化学工业（包含医药制造业） 0.056
0  

1.158
2  

2.476
1  

0.219

857 
0.703

1  
0.040

6  
0.837

4  
0.077

4  
0.019

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060 1.132 1.128 0.351 0.404 0.023 0.176 0.084 0.011

指标 



 

5  3  1  471 4  9  8  8  7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053
2  

1.184
5  

1.893
5  

0.413

965 
1.178

5  
0.031

6  
1.061

6  
0.033

5  
0.044

7  

金属制品业 0.065
5  

1.127
2  

1.359
0  

0.294

276 
1.278

5  
0.018

5  
0.987

9  
0.061

8  
0.229

6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0.002
2  

1.090
8  

1.048
6  

0.411

508 
0.691

8  
0.031

0  
0.731

8  
0.076

2  
0.119

5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022
3  

1.104
7  

0.725
7  

-0.040

43 
0.927

3  
0.032

8  
0.944

4  
0.107

6  
0.218

2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030
5  

1.061
5  

0.792
7  

0.190

784 
0.606

7  
0.012

5  
1.012

4  
0.058

7  
0.415

4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

备制造业 
0.100

9  
1.007

9  
0.869

3  

0.210

18 
1.522

5  
0.018

0  
1.447

7  
0.083

6  
0.979

3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0.009
9  

0.876
2  

1.475
5  

0.602

027 
1.341

8  
0.033

1  
1.291

1  
0.068

6  
0.003

7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0.049
1  

0.721
5  

0.651
2  

0.064

597 
2.269

3  
0.016

3  
1.263

2  
0.144

4  
1.070

7  

建筑业 0.038
8  

1.246
8  

0.749
2  

0.335

72 
1.135

5  
0.053

9  
1.284

1  
0.047

3  
0.198

6  

资料来源：根据《2007 年湖北省投入产出表》、《湖北省统计年鉴（2007-2012）》相关数据进行计算所得。 

 

 

图 2  经主成分分析法确定的湖北省第二产业数据特征值图 



 

表 5 湖北省第二产业数据的解释总方差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 累积% 合计 方差% 累积% 合计 方差% 累积% 

1 3.16111 0.3512 0.3512 3.16111 0.3512 0.3512 2.73246 0.3036 0.3036 

2 1.73485 0.1928 0.5440 1.73485 0.1928 0.5440 1.79701 0.1997 0.5033 

3 1.40206 0.1558 0.6998 1.40206 0.1558 0.6998 1.44024 0.1600 0.6633 

4 1.04084 0.1156 0.8154 1.04084 0.1156 0.8154 1.36915 0.1521   0.8154 

5 0.74962 0.0833 0.8987       

6 0.36310 0.0403 0.9391       

7 0.24090 0.0268 0.9658       

8 0.17588 0.0195 0.9854       

9 0.13164 0.0146 1.0000       

从表 6可以看出,第 1主成分 F1在区位商、就业吸收率和能源消耗产值率三个指标上载荷较大,

说明这一个因子体现了一个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可持续发展的指标。第 2 主成分 F2 在主营业务收入

增长率和工业成本费用率这两个指标上的载荷较大,是反映了一个产业利润状况的综合性指标。第

3个主成分F3在感应度系数和增加值比重这两个指标上的载荷较大,说明第三主成分反映了一个产

业关联效应的指标。第 4 主成分 F4 在需求弹性和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上载荷较大,是体现一个市场

优势及经济效益的综合性指标。 

表 6 湖北省第二产业数据主成分因子载荷矩阵表 

变量 
成分 

独特性 
1 2 3 4 

需求弹性 0.2239 0.1025 -0.0156 0.9162 0.0997 

影响力系数 -0.6562 -0.4518 -0.207 0.1123 0.3098 

感应度系数 -0.203 -0.3248 0.7452 0.1168 0.2843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0.0321 0.7147 -0.0365 0.6213 0.1008  

区位商 0.9115 0.1457 0.1103 0.0802 0.1294 

增加值比重 0.3461 0.1391 0.7504 -0.1162 0.2842 

就业吸收率 0.8299 -0.1112 0.0289 0.2559 0.2325  

工业成本费用率 0.0681 0.9548 -0.0611 0.0649 0.0757 

能源消耗产值率 0.752 -0.0372 -0.5105 0.1669 0.1447  

将主成分载荷矩阵（表 6）中的数据除以主成分相对应的特征值 开平方就可以得到 F1，F2，



 

F3，F4 所对应的系数 ija ，即可得到特征向量 ije ，再将特征向量与标准化后的数据相乘,然后就可

以得出主成分表达式
n

ij j
i=1

aF X 。其中 X1-X9 分别指的是需求弹性、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区位商、增加值比重、就业吸收率、工业成本费用率、能源消耗产值率。F

代表最后的综合评价系数。分别计算出如下等式： 

1 1 2 3 4 5 6 7 8 9

2 1 2 3 4 5 6 7 8 9

3 1 2 3 4 5 6 7 8 9

4

=0.13X 0.40 0.11 0.02 0.51 0.19 0.47 0.04 0.42

=0.08X 0.34 0.25 0.54 0.11 0.11 0.08 0.72 0.03

=-0.01X 0.17 0.63 0.03 0.09 0.63 0.02 0.05 0.43

=0

F X X X X X X X X

F X X X X X X X X

F X X X X X X X X

F

       
       

       

1 2 3 4 5 6 7 8 9.90X 0.11 0.11 0.61 0.08 0.11 0.25 0.06 0.16X X X X X X X X       

 

以各主成分的贡献率为权重,计算主成分综合模型: 

1 2 3 40.3512 0.1928 0.1558 0.1156F F F F F     

根据主成分综合模型即可计算综合主成分值,并对其按综合主成分值进行排序,即可对各产业

进行综合评价比较见表 7、表 8。本文从表 7 中挑选排名前三的产业，从表 8 中挑选出排名前 10 的

产业作为湖北省的朝阳产业，优先发展。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住宿和餐饮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金属

制品业；建筑业；食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造纸印刷及文教体

育用品制造业；纺织业。当然，没有入选的产业也并非完全不是朝阳产业，其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

改变而转化，只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这 13 类产业。 

表 7 湖北省第三产业综合系数排序表 

               行业  

  指标 
金融业 批发和零售业 房地产 住宿和餐饮业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

F1 -0.02605 0.586985 0.386691 0.625637 0.6646 

F2 0.684829 0.873249 0.647105 0.320319 0.513586 

F3 0.648036 0.237576 -0.14118 0.290223 -0.09057 

F 2.574834 4.734877 2.935137 3.448901 3.624693 

综合排序 5 1 4 3 2 

 

 



 

 

表 8  湖北省第二产业综合系数排序表 

                   指标 

行业         
F1 F2 F3 F4 F 综合排序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21236 -0.7267 0.961176 0.538925 -0.00264 18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49363 -1.164 0.323877 0.155543 -0.32934 20 

金属矿采选业 0.057431 -0.34851 0.185709 0.830327 0.077896 17 

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 0.05659 0.30408 0.205326 1.431133 0.27593 8 

食品业 0.415324 -0.1321 0.636982 1.088317 0.345445 6 

纺织业 0.313813 -0.45158 0.577171 0.853037 0.21168 10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0.208147 -0.24932 0.311065 0.791123 0.164951 16 

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0.217263 -0.41393 0.800506 1.103768 0.248811 9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0.251093 -0.55314 0.447718 1.0218 0.169413 15 

化学工业（包含医药制造业） 0.063313 -0.8173 1.44764 0.863936 0.190074 1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24274 -0.37769 0.548099 0.602886 -0.00298 19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471909 -0.57737 1.105849 1.011806 0.343673 7 

金属制品业 0.651399 -0.45871 0.701045 0.905378 0.354217 4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0.225725 -0.33974 0.503081 0.747553 0.178569 14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531976 -0.47994 0.295138 0.548671 0.203706 11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48209 -0.43991 0.214055 0.723073 0.201432 12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 1.414861 -0.35715 0.125125 1.075362 0.571846 2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0.799711 -0.24442 0.929081 1.071414 0.502341 3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87897 -0.14866 0.064545 0.915132 0.747078 1 

建筑业 0.730942 -0.37567 0.325892 0.90302 0.339441 5 

五、湖北省朝阳产业选择的建议 

（一）加快湖北省产业布局调整、发展产业集群 

加快湖北省产业布局及分工调整，应该重点规划发展两大产业带：一是以东湖高新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为龙头，推进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及其配套产业的产业集群；二是以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为龙头，推进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住宿和餐饮业、食品业、造

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等产业集群，建设仙桃、潜江、天门产业聚集带。集聚发展不仅能协

同朝阳产业内部各企业之间、各朝阳产业之间以及朝阳产业和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通过在

市场环境中的相互作用达到合理的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种行业集中、产业集群，



 

延长和优化了产业链，从而达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目的。培育朝阳产业的集群，实际上就

是要培育朝阳产业的自组织能力，在优化其资源配置的过程中，高投入带来高产出、高收益，而且

让朝阳产业具有持续的成长性，市场需求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持续增长，同样行业竞争力也会进

一步提高，生产效率才会更高。 

（二）完善湖北省朝阳产业规划，明晰各产业间的功能定位 

目前，我国各地区在朝阳产业发展方面现有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原因，最主要就在于政府在发

展战略规划上对朝阳产业的选择不够科学、合理、明晰和准确。当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期，而

此时的湖北省正如前文判断，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市场化水平比起发达城市还略显不足。正因此，

政府发挥政策作用的空间就显得比较大，并且，产业发展的规划对全省各行业、各企事业单位的发

展以及资源的流动配置方向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往往是通过制定湖北省的“五年规划

纲要”来实施的。因此，本文建议，政府应根据湖北省的实际经济发展情况，在制定“十二五”规

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本文所提出的各朝阳产业的发展战略地位，即明确当前湖北省经济中的朝

阳产业部门，并制定相关的政策，引导社会资源有重点、有部分的流向有潜力发展成为主导产业甚

至支柱产业的朝阳产业领域，这样也就明晰了这些产业之间的功能定位。 

（三）优化朝阳产业发展环境，促进湖北省经济稳定增长 

如前所述，朝阳产业是动态的，也就是它们会随着时期的不同而不同，今日的朝阳，明日可能

是夕阳，当然也可能转换为主导产业甚至支柱产业。但是，这种转换的重点关键在政府所营造的良

好的社会发展环境。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省，“九省通衢”，处于国内核心交通枢纽的重要节点，具

有“中国的孟菲斯”的美誉。在国家实施“中部崛起”的宏观政策环境下，省政府应当把握机遇，

审时度势。在原有的基础上，依靠武汉东湖国家高新自主创新示范区所提供的智力保障，立足中国

光谷，培育并引导朝阳产业的发展。因此，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朝阳产业创新实践发展的经验基础

上,探索出一条适合湖北省朝阳产业创新发展的现实路径，形成一套切实有效的政策长效机制，构

建以创新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提高朝阳产业的创新能力，引导朝阳产业的健康发展，促进

湖北省产业结构升级，增强自我实力，提高湖北省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和国际竞争力。在优先发

展朝阳产业的基础上，发挥朝阳产业的优势，使其强劲的发展动力推动其他产业的共同发展。鼓励

支持朝阳产业，给予适当的政策补贴，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从而稳定其持续增长能力，努力培养这

些产业转化为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推动其进一步成长，从中努力培育出新的具有主导作用的产业，

从而促进湖北省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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