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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200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时点数据，使用区位商对福建省整体及其内部九大地市的工业产业

部门进行衡量和比较，使用人口重心对福建省人口的分布和移动路径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海西能够在

新一轮的发展中脱颖而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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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海峡西岸经济区（以下简称海西）是指以福

建为主体，涵盖周边区域，对应台湾海峡，具有自

身特点和独特优势，自然集聚，客观存在的区域

经济综合体［1］。 2009年5月14日，国务院出台《关于

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

见》，明确的把福建省作为海西建设的主力军，据

此，本文把海陕西岸经济区的主体功能区界定为

福建省。
在本文我们使用人口重心来了解福建省40

年来人口分布的变动情况和变动速度；通过人口

重心的变化及移动路径的分析，了解人口分布演

变的历史过程及其伸展方向，分析人口变动规律

及原因；使用区位商来衡量目前福建省的产业集

聚的现状及优势，为福建省制定人口与经济发展

战略提供科学的依据。

二、测量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方法。 我们使用区位商这一指标作为产

业集聚的度量。 它是反映各产业专业化程度的指

标，计算公式为：
LQij= =(eij/enj)/(Ein/Enn)
式中，LQij为j区域i产业的区位商；eij为j区域i

产业经济水平；enj为j区域所有产业的总水平；Ein

为全国i产业的经济水平；Enn为全国总经济水平。
LQij>1， 则说明j区域i产业具有相对的竞争优势，
即能够输出产品到其他地区，专业化程度高也就

意味着该产业生产较为集中， 具有相对规模优

势、发展较快，在整个区域中具有一定的比较优

势。 LQij最大的产业为j区域的专业化产业或优势

产业部门。
用全国经济水平衡量区域专业化程度，一般

使用下列指标：就业量、薪酬总额、工业增加值、
总产值、生产量和社会收支总额等。 在实际测量

中，通常选用就业量来计算。 根据数据获得难易

程度不同，本文是选取就业人数这一指标来计算

区位商的。
重心这个概念来源于力学，是指一个物体各

部分所受重力产生的合力的作用点，在该点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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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力保持均衡状态。 人口重心是假设所有区域为

同质的，每个人都是这个平面的一个点，具有相

同的重量， 则重心为区域的平方和最小的点，即

一定空间平面上力矩达到平衡的一点，计算公式

为：
X=∫xdp/p
Y=∫ydp/p （1）
其中：X，Y为人口重心的横坐标和纵坐标，xi，

yi分别为把这一地域划分为无限小的各区域的位

置，dp为相应的人口数。 在实际计算中，我们使用

下面的计算方法：
X=∑Pixi/∑Pi

Y=∑Piyi/∑Pi （2）
其中：X，Y分别表示人口重心的横坐标和纵

坐标，xi，yi分别表示第i个区域的（省、市、区）的首

府坐标，Pi为第i个区域的人口数。
我们根据研究的需要，可以把人口重心的计

算公式继续分解，以便能够得到影响人口重心轨

迹的因素，特别是流动人口的影响。 具体方法参

见（刘娟，2007）。
（二）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中国统计

出版社出版的 《福建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

计年鉴》（2005），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福建经

济与社会统计年鉴（社会科技篇）》（2005）、《福建

经济与社会统计年鉴 （工业与交通篇）》（2005）、
《福 建 经 济 与 社 会 统 计 年 鉴 （劳 动 就 业 篇 ）》
（2005）， 福建省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

四次人口普查数据，2004年普通年份的统计年鉴

的调查数据，以及福建省政府的政府报告等相关

文件资料的数据。

三、实证研究发现

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载体，而产业集聚是

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产业组织形式。 很多

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

有着密切关系。 本文根据倪鹏飞（2005）的研究整

理出福建部分，可以清晰地看到福建省和全国其

他地区相比的产业集聚优势主要分布的行业，从

表1可以看到集聚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及毛皮制

造业、非金属制造业、竹木加工产业、家具制造产

业、食品饮料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工艺

品制造业、造纸印刷业等行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公布的中国百佳集群（聚）名单，
福建有5个［2］，分别是石狮市的中国休闲运动服装

产业、福州市中国显示显像产品、厦门市中国商

用电子产品产业、 晋江市中国休闲运动鞋产业、
漳州市中国休闲食品产业等产业集聚。

表1 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分布

资料来源：倪鹏飞（2005），根据该书第152-170页整理

分析并绘制此表，并对书中某些错误表述作了修正。

根据200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横截面 数 据

计算发现：①福建省39个工业行业只有1/3的产业

区位商大于1，产业优势不明显。 ②产业优势主要

集中在传统行业， 在13个具有优势的行业中，除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外的其

他12个行业属于传统行业，例如服装、化纤、食品

加工、工艺美术、普通机械制造、鞋、塑料等。 ③不

同产业对整个经济的贡献率存在差距，其中高新

技术产业的工业产值贡献较大。 具有产业优势和

集中的高新技术行业只有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种行业， 但是在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的产业比重可以看到，它的产值占全

省全部工业企业产值的20.14%，遥遥领先于其他

的行业，比位居第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多13.34个

百分点。 ④从全省范围看，各地市的产业专业化

率很低，产业雷同现象严重。 计算福建9个设区市

的制造业的区位商， 可以看到30种制造业行业

中，区位商大于1的，福州一共有12个行业，厦门

有13个行业，泉州有6个行业，莆田有7个行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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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有8个行业，龙岩有14个行业，宁德有8个行业，
漳州有12个行业，南平有11个行业。 在区位商大

于1的制造业中，如果以福州为参照系的话，厦门

有10个行业和其相同，泉州有5个、莆田有6个、漳

州有7个、龙岩有5个、宁德有3个、南平有4个、三

明有2个。 如果以南平为参照系，龙岩有6个产业

与其相同、宁德有5个。 ⑤通过聚类分析，福建省

内部的产业发展， 也呈现出沿海———内陆趋势。
一类是福州、厦门、泉州、莆田、漳州，另一类为南

平、龙岩、宁德、三明。
通过对福建省40年来人口重心的变化研究

发现：①和经济表现一致，从1964年—2004年，40
年来福建省的人口重心和几何中心比较，表现出

不均衡性，人口密度东部高于西部，南部高于北

部。 ②通过对影响1982年到2000年的人口重心移

动因素的分解，可以得到：相对1982年人口重心

坐标，1990年福建省人口重心移动的主要影响因

素是新增人口； 相对于1990年的人口重心坐标，
2000年福建省人口重心移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是

流动人口，是流动人口中省内流动人口和省外流

入 人 口 双 重 影 响 使 得2000年 人 口 重 心 相 对 于

1990年人口重心发生了很大的偏移量，其中省外

迁入人口的数量比省内人口流动的作用贡献要

大一些。 ③1990年流动人口省内人口迁入和省外

人口迁入构成和2000年相比，前者主要是以省内

迁入为主，而后者是省外迁入为主。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到福建省的经济发展，要

依靠外来人口的支持， 特别是对海西经济区来

说，如果不借助外来人口、吸引外来人才，那么产

业的发展和经济区的建设也只是一句空话。 根据

《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纲要》的部署，石化产业、
汽车工业、船舶工业、工程机械制造业、电力产业

等为战略产业，林产工业、纺织服装、建材工业、
冶金工业、电机电器制造业、轻工产品制造业以

及优势农产品产业为传统优势产业， 光电产业、
软件产业、生物制药产业、环保产业等为重点发

展的高新技术产业。 福建省现实的产业结构和优

势和在《纲要》中设定的重点产业有很大差距，因

此，如何以市场为导向、高新技术为支撑、产业转

型升级为重点，推动产业集聚，形成较强竞争力

的现代产业结构任重道远。

四、结论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产业集聚是重要的

支撑；但是海西和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地区相

比，无论产业集聚的数量、规模、产出，还是GDP总

量、人均GDP、利用外资能力和人才吸引力等方面

都存在一定差距。 海西为了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

间内脱颖而出，除了把区域内的产业集聚做强做

大， 还要有富有远见的和产业集聚相关的配套，
例如人口战略、资本战略、产业战略、硬件设施、
对台关系等方面建设和培育。

（一）人口战略。 根据国外经验，制造业快速

增加或减少的同时， 伴随着较大规模的人口流

动。 也就是说，制造业向某一区域集聚的同时伴

随着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可

以验证这个定律。 过去20年，珠三角主要是依靠

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经济起飞，但是近几年来

珠三角的高级人才和普通的劳动力的双重压力，
有可能成为珠三角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目前我国

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已经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

供给平衡乃至短缺转变。 由此而带来的影响是，
我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对于福建

来说，本身的人口数量比较少，大约3000多万常

住人口，因而相应的人口集聚策略对海西来说也

是重要的。 在人力资源的储备上必须独辟蹊径，
对劳动力富裕地区进行经济援助，但援助不是给

钱给物，而是一种新的方式，例如福州或者厦门

对闽北地区的某些城市支援100万，但是这100万

的使用可以分几批为对方农村或者城镇初中以

上学历的年轻人口提供相关培训，这一举措既可

以缓解对方的适龄就业人口的压力，同时也为自

己储备和培训必要的人才， 同时也可以招商引

资，一举数得。
（二）资本战略。 对于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必要

的条件是投资，但是面对全国各地区对外资的激

烈竞争，我们一方面创造条件招商引资，另一方

面必须想办法为企业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
对中国沪深上市公司统计发现，浙江省有102家、
江苏省有99家、上海市124家（其中浦东有7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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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有155家（其中深圳市有82家）、福建省有

46家企业上市， 可见中国经济发展越快的地区，
从资本市场上获得支撑也越多，这对福建省来说

是一个重要启示。 为了解决资本问题，应该将优

秀的企业尽快在国内外上市，争取利用资本市场

为海西建设提供一条有效的途径。
（三）产业战略。 作为区域内经济发达的城市

福州和厦门要尽快进行产业升级或者转型，应该

着眼于全国或者国际市场，不要和区域内其他城

市争夺资源，尽快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
福建省很多地市的优势产业部门单一，这样在经

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极容易出现

经济的波动，因此，在各地区优势产业的基础上，
必须加快培养其它的优势产业，尽快形成几种以

上的优势产业共同抵御经济风险，从而保证一个

地区的经济发展始终处在良好的轨道上运行。
（四）硬件设施。 目前福建省北承长三角、南

接珠三角、西联内陆腹地、东出台湾海峡的海陆

空立体交通网络已经基本形成。 但是福建省的海

运似乎只停留在货物上，如果福建省能够和东南

沿海之间增加海运（包括乘客），会减少成本，提

高效率。
（五）对台策略。 福建省在对台工作中具有独

特优势，在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

地位作用。 而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也是祖国统

一大业至关重要的环节， 因此和台湾关系上，必

须突破现在的某些体制，争取中央支持建立特别

的经贸区，加强经济和文化上的往来。 福建省可

以对台湾相关人才开放人才市场，通过吸引人才

达到吸引台湾相关产业到福建落户的目的。 此

外，在对台关系上，要有前瞻性，提前研究福建平

潭和台湾岛真的建立高架桥，福建将如何发展之

类问题。
（六）龙头策略。 福州和厦门作为海峡西岸经

济区的重要城市，要充分发挥领头羊的作用。 因

此，要尽快进行产业升级或者转型，应该着眼于

全国或者国际市场。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特意

比较了福建省的厦门、福州两大城市 ［3］的工业企

业部门的区位商，发现有些行业的优势低于省内

其他城市的相同行业，而且在这两个城市产业发

展中是以传统的产业占大多数，高新技术行业较

少。 福州、厦门和省内其他地区的产业布局相似，
说明这些城市共同争夺有限的资源，同样也会在

相同的市场上进行争夺，这样对于省内不具有地

理优势或者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来说比较不公平。
因此要尽快加强福州、厦门等城市的产业发展和

升级，尽快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同以传

统产业为优势的地区形成互补。
注释：

［1］ 这里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定义来源于 《福建年鉴》

（2005），第15页。

［2］《福建省5产业入选中国内地 “百佳产业集群”》，

《福建日报》2007年10月17日。

［3］ 根据倪鹏飞主编，《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3集

群：中国经济的龙脉》第1~10页整理得到：2004年，厦门全

国综合竞争力排名第9位，省内排名第1位；福州全国综合

竞争力排名第32位，省内排名第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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