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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格局与产业发展】

中部地区产业竞争优势演化特征及其提升路径*

吴 志 军 舒 晓 杰

摘 要：产业竞争优势演化特征反映了中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与竞争优势的调整趋势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

响。以“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为背景分析2006—2020年中部地区产业竞争优势演化对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意义以

及崛起战略实施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结果表明：虽然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正在不断深化，资本、人才等核心

生产要素加速集聚，各产业部门转型升级速度加快，但仍面临着传统产业优势下滑、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基础支

撑能力不强等问题。中部地区三次产业竞争优势的提升路径主要是促进农业现代化、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和优化

现代服务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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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包括豫、晋、鄂、皖、湘、赣六省，地缘

辽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交通运输发达，生

产要素密集、产业基础深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

要支撑，对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新布局影响深

远。但在1990—2004年，中部地区面临着大量人口

外流、资源能耗严重、传统产业衰弱等难题，地区生

产总值（GDP）增速、城乡居民消费与收入水平等各

项主要经济指标均显著落后于全国，陷入“中部塌

陷”困境（陈甬军等，2006）。为了打破中部地区发

展困境，谋划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2004年
我国明确提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自“十一

五”规划以来，我国出台了大量支持中部地区高质

量发展的相关政策，促使中部地区不断深化产业转

型升级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竞

争优势演化也为中部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为促

进中部崛起带来了新动能（滕飞等，2017）。

一、文献梳理

回顾中部地区发展历程，始终面临着经济结构

偏重、产业结构不优等问题，严重滞缓了区域经济

增长与高质量发展（唐天伟等，2010）。从产业结构

角度看，中部地区经济结构较为落后，长期依赖传

统工业，重工业与资源性产业占比高，且创新型产

业发展水平较低；从发展方式角度看，中部区域经

济增长过度依靠传统重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经济效

益不佳（Shi & Gong，2021）；从产业链角度看，中部

产业中上游占比重偏大、产品偏传统且附加值较

低，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薄弱（喻新安等，2014）。而

在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后，受政府政策导向、工业

品出口扩张、消费结构升级等因素影响，中部地区

主导产业与优势产业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先后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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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二产业规模扩张、传统制造业丧失竞争优势和

第三产业引领经济发展三个阶段。随着产业结构

不断优化，创新发展活力不足、生产模式与路径相

对固化、经济结构偏重化、新旧动能转换不优等长

期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中部地区崛起步伐加快，逐

渐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郭克莎，2019）。2006—
2020年三个五年规划期间，中部地区经济增速显著

加快，GDP同比增长高于全国水平（见图1），生产总

值年均增速高达12.48%，超出全国水平2.74个百分

点；中部六省 GDP 占全国比重由 19.53%上升到

21.93%，经济地位不断提高。

区域发展的本质是充分利用区位、人口、经济、

技术、自然、政策、创新等因素形成发展水平与竞争

力领先于全国的优势产业与产业集群（Muhammad
et al.，2020），为区域带来最佳效益的过程（朱传耿

等，2002）。因此，就区域高质量发展与促进中部崛

起的内在要求来看，产业竞争优势对中部地区提升

高质量发展水平、融入新发展格局构建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也是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再上新台阶的重

要依托（Kuznets，1971）。中部地区需要进一步深化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进三次产业从第二产业主导

型结构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第一第二产业为支柱

的新产业结构转变，推动传统种植业、畜牧业与重

工业转型升级，提高服务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

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中的比重（Xin，
2022）。中部六省应立足省情实际、区位优势、产业

基础、资源禀赋和发展需要，打造以先进制造业、现

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经济支撑能力

强大的现代产业体系（李晓沛等，2022）。

二、中印地区产业竞争优势演化的现状

考虑到 2006—2020年三个五年规划等国家战

略及政策导向、产业发展环境、经济增速变化趋势

等重要因素的影响，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竞争

优势演化可以从三个阶段（2006—2010年、2011—
2015年、2016—2020年）分别进行环比动态分析，从

中部地区全域和各市（州）两个层面深入探讨产业

竞争优势演化在中部崛起实施中的现状。

从中部地区整体偏离状况来看（见表 1），

2006—2020年中部 GDP平均增量为 179394.08亿

元，高于按全国增速得出的共享分量 155077.61亿

元，说明中部地区经济总量相较全国增长更快。从

经济结构角度来看，三次产业均为增长型部门（见

图 2），其中，第三产业 2006—2020年的平均增量为

95716.47亿元，占中部地区GDP平均增量比重高达

53.36%；第二产业占比约38.94%，稍逊于第三产业；

比重最低的第一产业则仅占7.7%，产业规模长期保

持稳定。分阶段来看，三个五年规划期间，第三产

业规模不断扩大，平均增量保持上涨趋势、稳步发

展，到“十三五”期间，平均增量相比于“十一五”期

间增长了四倍；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平均增量变

化呈“V”形，在“十二五”期间达到低点，发展较为

乏力。

从结构性转移增长来看，中部地区2006—2020
年总体经济的结构性转移增长为-4681.5，经济结构

落后于全国水平。从三次产业来看，中部地区第一

产业占GDP比重一直高于全国水平，三个五年规划

期间，第一产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一直处于优势地

（年份）

图1 中部地区六省与全国GDP同比增长及比重

数据来源：2006—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中部地区各省及

各市（州）统计年鉴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图2 中部地区三次产业增长量变化

（年份）

（
亿
元
）

数据来源：2006—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中部地区各省及各

市（州）统计年鉴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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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结构性转移增长稳定在1000左右。第二产业的

结构性转移增长在三个阶段保持稳步增长，2010年
第二产业占中部地区GDP的比重高达 50.92%，“十

三五”期间结构性转移增长高达 4214.88。这说明

基于深厚的工业与制造业基础，第二产业在中部地

区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保持结构性优势地位，是

中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而第三产业虽然一直

处于结构性劣势，但其结构性转移增长持续上升，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16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正式

反超第二产业，成为促进中部地区经济稳步发展的

坚实支撑。

从竞争力转移增长来看，中部地区总体经济的

竞争力转移增长 28998.09，远远优于结构性转移增

长，这表明产业竞争力优势正式成为推动中部地区

总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2006—2020年中部地区

第二产业竞争力转移增长 15261.94，第三产业为

14661.31，二者构成了中部地区的竞争力核心优势，

极大促进了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见表1）。具体来说，

“十一五”期间，第二产业的竞争力转移增长高达

6311.98，高于三次产业之和，引领中部地区走出了发

展困境。但“十三五”期间，第二产业竞争力转移增长

下滑至-2976.44，在全国产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而第三产业竞争力转移增长在三个阶段保持上升趋

势，从“十一五”期间落后于全国发展至“十二五”期间

竞争优势极为显著。及至“十三五”期间，第三产业

竞争力转移增长达到7528.75，超过“十二五”时期一

倍有余，成为推动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强大动能。

由此可见，虽然第二产业在中部地区三次产业

中结构性贡献为正，但在全国已经失去优势地位，

而第三产业发展至“十三五”期间在全国已具有较

强的竞争力优势，是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

因素。

年份

2006—2020

2006—2010

2011—2015

2016—2020

总体经济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总体经济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总体经济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总体经济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增长量

179394.08
13816.65
69861.08
95716.47
43141.1
4219.7
23377.4
15544.2
44475.2
2676.6
14660.2
27138.6
61147.58
4705.15
18449.38
37992.97

共享分量

155077.61
10684.54
54522.86
89870.2
37626.75
2951.43
17041.58
17633.75
39235.31
2537.3

10604.46
26093.56
52173.39
3493.9

17210.94
31468.55

转移分量

24316.59
3132.11
15338.22
5846.26
5514.55
1268.27
6335.82
-2089.55
5240.09
139.3

4055.74
1045.04
8974.11
1211.25
1238.44
6524.42

结构性转移增长

-4681.5
4057.26
76.28

-8815.04
-585.04
1120.75
23.84

-1729.63
634.41
948.38
2299.33
-2613.31
4296.41
1085.86
4214.88
-1004.33

竞争力转移增长

28998.09
-925.15
15261.94
14661.31
6099.59
147.52
6311.98
-359.91
4605.68
-809.08
1756.41
3658.35
4677.7
125.39

-2976.44
7528.75

表1 中部地区总体经济及三次产业偏离份额分析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2006—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中部地区各省及各市（州）

统计年鉴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中部地区产业竞争优势演化

存在的问题

在中部崛起战略政策引导下，中部地区正在不

断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加速形成资本、人才等核

心生产要素的集聚，各产业部门转型升级速度加快，

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从产业竞争

优势来看（见表 2），中部地区的整体产业部门和总

体经济水平在全国处于竞争优势地位，经济增势猛

烈，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领先于全国水平。但

是，中部地区因为深居内陆，人才资源流失严重，过

度依赖粗放式发展，仍面临着传统产业优势下滑、经

济结构不合理、产业基础支撑能力不强等问题。

1.第一产业竞争优势演化存在的问题

中部地区作为全国著名的农产品生产基地，第

72



一产业规模稳定、基础坚实，在中部各产业部门中

处于结构性优势，曾经是中部地区经济稳定增长的

重要支撑。但随着市场需求与经济环境发展变化，

生产模式传统、技术含量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的

第一产业在全国逐渐丧失了竞争优势，反而制约了

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从第一产业实证结果来看（见表 3），中部地区

约41%的市（州）第一产业发展较为稳定（包括稳定

型与相对稳定型）；35座城市从 2006—2010年竞争

力转移增长为正衰退至 2016—2020年竞争力转移

增长为负，即第一产业竞争力从在全国具备竞争优

势衰退至处于劣势，属于衰退型；8座城市从第一产

业竞争力落后于全国发展至 2016—2020年全国占

竞争优势，属于发展型。就“十三五”来看，有超过

半数市（州）第一产业在城市产业结构中占据优势，

约23%的市（州）第一产业在全国具有竞争优势（见

表 2）。而包括六座省会城市在内，有 28座城市结

构性转移增长与竞争力转移增长均为负值，即第一

产业在城市产业结构与竞争力上都处于劣势。

为了能够更精准且清晰地反映中部地区的产

业结构性因素和竞争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

响，深入剖析产业竞争优势演化在中部崛起实施中

年份

2006—2020
2006—2010
2011—2015
2016—2020

产业结构性优势

97.63
99.27
98

99.45

产业竞争力优势

115
107.63
103.2
102.15

总体经济竞争优势

112.29
106.85
101.14
101.59

第一产业
竞争优势

95.6
101.42
94.78
100.63

第二产业
竞争优势

120.35
116.84
102.63
96.8

第三产业
竞争优势

115.08
98.88
105.95
107.21

表2 中部地区总体经济及三次产业竞争优势分析 （%）

数据来源：2006—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中部地区各省及各市（州）

统计年鉴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表3 中部地区各市（州）第一产业结构性转移增长与竞争力转移增长演变类型表

稳定型

相对稳定
型

发展型

衰退型

其他

Ⅰ类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运城市

郴州市、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怀化市、濮阳
市、商丘市、岳阳市、张

家界市、驻马店市

无

无

Ⅱ类

亳州市、常德市、池州市、滁州
市、阜阳市、赣州市、宿州市、随
州市、宣城市、宜春市、周口市

蚌埠市、抚州市、淮南市、娄底
市、南阳市、邵阳市、永州市

无

安庆市、鄂州市、衡阳市、黄冈
市、吉安市、荆门市、荆州市、
开封市、六安市、上饶市、十堰
市、咸宁市、襄阳市、孝感市、

信阳市、宜昌市、益阳市

无

Ⅲ类

无

景德镇市、吕梁市

萍乡市

忻州市、鹰潭市

淮北市、九江市、漯河
市、新乡市

Ⅳ类

大同市、焦作市、洛阳市、马鞍
山市、南昌市、太原市、芜湖市

铜陵市、武汉市、长沙市、长治
市、郑州市

无

安阳市、合肥市、鹤壁市、黄山
市、黄石市、晋城市、晋中市、
临汾市、平顶山市、三门峡市、
朔州市、湘潭市、新余市、许昌

市、阳泉市、株洲市

无

注：1.Ⅰ类表示结构性转移增长和竞争性转移增长皆为正；Ⅱ类表示结构性转移增长为正，但竞争性转移增长为负；Ⅲ类

表示结构性转移增长为负，但竞争性转移增长为正；Ⅳ类表示结构性转移增长和竞争性转移增长皆为负。2.稳定型：任何阶

段都是同一类型；相对稳定型：初期阶段和末期阶段类型一致，但中间有所波动；发展型：从初期阶段任何类型到末期阶段 I
类，或者从初期阶段Ⅳ类到末期阶段任何类型；衰退型：从初期阶段 I类到末期阶段任何类型，或者从初期阶段任何类型到末

期阶段Ⅳ类；其他：从初期阶段Ⅱ类到末期阶段Ⅲ类，或者从初期阶段Ⅲ类到末期阶段Ⅱ类。3.初期阶段定义为2006—2010
年，末期阶段定义为2016—2020年。4.表4和表5同注。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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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可以中部地区 82市（州）为研究区域，

分三次产业根据结构性转移增长与竞争力转移增

长将各市（州）划分类型，分析中部地区产业竞争优

势演变特征与经济贡献源。

2.第二产业竞争优势演化存在的问题

得益于煤炭、有色金属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汽

车、钢铁、纺织等工业基础，经济发展初期，第二产

业极大支撑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平均增量近七

万亿元。但受工业产能过剩、产品附加值低、生产

能耗过高、资源利用率低等负面因素影响，第二产

业优势衰减，增量由“十一五”期间的 23377.4亿元

降至“十三五”期间的18449.38亿元（见表1）。由于

传统工业、初级加工业占比较高，技术革新缓慢等

弊端，第二产业竞争优势不断衰减，到“十三五”时

期已基本丧失竞争优势。

从第二产业实证结果来看（见表 4），中部地区

仅有滁州市和太原市发展至 2016—2020年在全国

具备竞争力优势，属于发展型，其中太原市第二产

业在其产业结构中仍居于劣势；49个市（州）属于衰

退型，其中仅有晋中市的第二产业在全国有竞争优

势，22个市（州）第二产业在城市经济结构中仍保持

一定优势，26个市（州）第二产业衰退至2016—2020
年在城市产业结构和全国竞争中均处于劣势；22座
城市第二产业发展较为稳定，且除了阳泉市、濮阳

市以外均在全国具有竞争力优势，其中 5市的第二

产业结构性贡献也为正。总体而言，中部地区第二

产业衰退型市（州）居多，约占全地区的 60%，且主

要以资源型城市为主。

就 2016—2020年来看，中部地区约 29%的市

（州）第二产业在全国占据竞争优势，以山西、安徽

为主。具体而言，仅有 6座城市第二产业处于产业

结构性优势且全国竞争力优势地位，其中滁州市和

吕梁市竞争优势更显著；结构性贡献为正但不具备

竞争力优势的市（州）有32个，包括南昌、合肥、长沙

三座省会城市。结构性转移增长为负，但竞争力转

移增长为正的市（州）有18个，其中阜阳市和赣州市

竞争力较强；包括武汉市、郑州市在内产业结构性

和竞争力转移增长均为负的市（州）有26个，均为衰

退型。

21世纪初，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源驱动，

中部地区凭借煤炭、有色金属等矿产丰富的先天资

源优势得以快速发展，粗加工、高能耗、重污染的传

统工业也一度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十一

五”后，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仍以劳动、资本密集型为

主导，技术密集型比重低，没有脱离粗放式发展模

式，极大滞缓了中部崛起进程。比如铜资源丰富的

上饶市和抚州市，淮南市、马鞍山市、淮北市和铜陵

市等重点矿业城市，均属于第二产业衰退型城市，由

于工业产业链较短、严重污染当地环境、产品传统缺

乏创新等因素，导致城市经济发展后续乏力。

3.第三产业竞争优势演化存在的问题

相较于第二产业结构性转移增长保持上升趋

势，在产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无可撼动，2006—
2020年第三产业结构性转移增长为-8815.04，且在

表4 中部地区各市（州）第二产业结构性转移增长与竞争力转移增长演变类型表

稳定型

相对稳定
型

发展型

衰退型

其他

Ⅰ类

九江市

晋城市、吕梁
市、许昌市、长

治市

滁州市

无

无

Ⅱ类

阳泉市

濮阳市

无

安阳市、郴州市、鄂州市、鹤壁
市、淮北市、黄石市、焦作市、
景德镇市、娄底市、漯河市、马
鞍山市、南昌市、平顶山市、萍
乡市、三门峡市、铜陵市、芜湖
市、新乡市、新余市、宜昌市、

鹰潭市、株洲市

合肥市、荆门市、十堰市、咸宁
市、湘潭市、襄阳市、孝感市、

长沙市

Ⅲ类

亳州市、阜阳市、赣州市、
宿州市、益阳市、驻马店市

安庆市、蚌埠市、池州市、
黄山市、吉安市、商丘市、
忻州市、宣城市、宜春市

太原市

晋中市

大同市

Ⅳ类

无

无

无

常德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抚州
市、衡阳市、怀化市、淮南市、黄冈市、
荆州市、开封市、临汾市、六安市、洛阳
市、南阳市、上饶市、邵阳市、朔州市、
随州市、武汉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信阳市、永州市、岳阳市、运城市、

张家界市、郑州市、周口市

无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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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五年规划期间均为负值（见表1）。而从第三产

业内部结构来看，虽然中部六省大力推进文旅消费

和康养产业等创新发展，但邮政仓储、批发零售等

传统服务业仍占据较大比重，法律咨询、金融服务

等新型服务产业比重偏低，体系尚不成熟。这表明

中部地区第三产业长期处于结构性劣势，产业结构

仍需进一步优化，也体现了中部经济结构长期偏重

化的弊病。

从第三产业实证结果来看（见表 5），中部地区

第三产业共有 60座发展型城市，其中 40座城市从

2006—2010年产业结构性贡献为负并落后于全国

发展至2016—2020年在全国占据产业竞争力优势，

4座城市发展至第三产业结构性转移增长为正，16
个市（州）发展至第三产业的结构性贡献为正且领

先全国水平；仅有三市属于衰退型，到“十三五”时

期丧失产业竞争力优势；约17%的城市变化较为稳

定，多分布在湖南、湖北。总体而言，第三产业方面

中部地区以发展型市（州）居多。

就2016—2020年来看，中部地区市（州）超过九

成在全国具有第三产业竞争优势，但约61%的城市

产业结构性贡献为负，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促进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具体而言，第三产业结构性和

竞争力转移增长皆为正的市（州）共有21个，6座省

会城市都在此列；11座城市产业结构性贡献为正，

但竞争力落后于全国，其中益阳市、常德市竞争力

较弱，张家界市属于竞争优势衰退；第三产业结构

性转移增长为负，但竞争力相较全国具备优势的市

（州）有45个，滁州市、阜阳市等多市竞争力较强；仅

有5座城市的结构性和竞争力转移增长皆为负值。

自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地区十分重视

第三产业发展，超过九成中部城市的产业竞争力领

先于全国水平，但与促进中部崛起、推动经济高质

量高水平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从

结构比重来看，中部地区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从

2006年的 37.72%提升至 2020年占比 50.34%，但仍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4个百分点，在三次产业中不具

备结构性优势。从具体行业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环

境发展与民众消费结构升级，文娱、旅游、教育、医

疗、康养、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和交通、物流、金融、

研发、信息、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蓬勃发展，但从产

业体系、发展路径等角度来看仍处于初期阶段，产

业规模与经济效益不高。

稳定型

相对稳定
型

发展型

衰退型

其他

Ⅰ类

武汉市、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

合肥市、忻州市、长沙
市

郴州市、池州市、恩施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赣州市、衡阳市、怀化
市、黄山市、九江市、
开封市、洛阳市、南昌
市、邵阳市、宿州市、
太原市、永州市、郑州

市

无

无

Ⅱ类

大同市

益阳市

临汾市、阳泉
市、运城市、长

治市

张家界市

常德市、晋城
市、晋中市、朔

州市

Ⅲ类

黄冈市、襄阳市、驻马店市

咸宁市

安庆市、蚌埠市、亳州市、滁州市、鄂州市、抚州市、
阜阳市、鹤壁市、淮北市、淮南市、黄石市、吉安市、
焦作市、荆门市、荆州市、景德镇市、六安市、娄底
市、漯河市、吕梁市、马鞍山市、南阳市、平顶山市、
濮阳市、商丘市、上饶市、随州市、铜陵市、芜湖市、
孝感市、新乡市、信阳市、许昌市、宣城市、宜昌市、

宜春市、鹰潭市、岳阳市、周口市、株洲市

无

十堰市

Ⅳ类

无

萍乡市、三门峡市、
湘潭市

无

安阳市、新余市

无

表5 中部地区各市（州）第三产业结构性转移增长与竞争力转移增长演变类型表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四、中部地区产业竞争优势的提升路径

我国经济发展迈入新时代，对区域经济增长与

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新方向，也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竞

争优势演化提出了新要求。提升产业竞争优势是

增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动力的核心，也是促进中部

崛起的关键。在此背景下，中部地区应根据高质量

发展需求和自身比较优势，大力发展高效农业，推

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与市场竞争优

势；提升重点产业和优势产业综合竞争力，推动产

业链创新升级，谋划布局先进制造业与新兴产业，

中部地区产业竞争优势演化特征及其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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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以

第三产业为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支撑，重点发展现

代服务业，加强培育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

新业态。

1.促进农业现代化，提升第一产业竞争优势

第一，提升农产品生产效率。通过将现代科技

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过程，加快农机一体化，改造

传统农业生产作业方式，针对种植业、林业、畜牧

业、水产业等具体领域进行科学生产规划和高标准

综合整治，实现主要农产品产业链规模化、供应链

现代化，切实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加强主要农产品

及农副产品的生产保障力度，预防重要农产品供给

短缺问题。

第二，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中部地区需进

一步深化农业供给侧与需求侧改革，推进粮、苗、

饲、农、林、牧、渔联动，加快农副产品推陈出新并着

力提升其附加值，提升农产品差异化竞争优势。此

外，中部各省市还应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文化底蕴

建设农业特色产业集群，加强培育有实力的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打造具有全国知名度的地方品牌。

第三，推动发展高效农业。要鼓励中部城市加

大经济结构改革力度，降低第一产业结构性比重，

并深入优化第一产业内部结构，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打破陈旧固化的农业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探

索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最佳组合的

生产经营模式。

2.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增强第二产业竞争力

第一，重点布局优势产业。中部地区工业实力

雄厚，应当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加强核心技术攻坚，

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增强优势产业在全国乃至海

外市场的竞争力。中部六省均已实行产业链“链长

制”，可以充分发挥这一制度优势，推动重点产业和

优势产业快速发展，打造支柱产业先进制造业集

群，并带动产业体系整体进步，强化制造业对中部

经济的支撑能力。要推动制造业创新、绿色发展，

加快技术革新升级，加大力度拓展延长产业链，建

设高端产业集群，努力解决产能过剩、能耗过高、污

染严重、附加值低等问题，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生

态化生产。

第二，推动产业链创新升级。加强科研创新平

台与高新技术园区基地建设，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

发展，力争重获优势地位。要打破传统工业束缚，

通过调整工业结构和技术革新升级，促进工业生产

模式实现由粗加工向精加工的转变。深化制造业

与高新技术紧密融合，加快推进新型信息技术在制

造业中的广泛应用，将第二产业发展重心转向高端

产业领域，实现生产流程创新、发展模式创新和产

品多样化。此外，中部地区还要加强区域项目合作

与国际技术交流，以关键技术为突破点，重点谋划

制造业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

备等领域打造万亿级产业赛道，力争将中部打造为

我国高新技术设备与装备制造枢纽。

第三，促进工业绿色化转型。中部地区资源禀

赋优越，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中部地区

应积极采用新技术工艺和新设备材料改造升级基

础产业，降低工业生产中的资源能耗，实现基础工

业低碳化转型升级。一方面，加快冶金、化工、建

材、纺织等高能耗基础工业低碳化改造进程，通过

严格把控新产能与筛选淘汰旧产能有效解决产能

过剩问题，通过内部工序结构性调整与生产流程节

能优化降低传统制造业带来的资源能耗与环境污

染。另一方面，深入推进中心城区企业“退城进

园”，加强中部地区工业企业与园区基地的横向耦

合协同、互利共存，不仅能盘活闲置及低效利用的

土地资源，而且有利于建设深加工产业集群、提升

工业废物综合利用率、实现园区内上下游产业及各

类企业资源循环再利用。

3.优化现代服务业发展，扩大第三产业竞争

优势

第一，提升第三产业结构比重。中部地区的产

业结构不合理问题由来已久，2006—2020年第三产

业结构性贡献一直为负值，占中部地区GDP比重也

远低于全国水平，“十一五”期间与全国产业结构产

生背离，“十三五”期间仍有61%的中部城市第三产

业处于结构性劣势，这种不合理严重滞涩了中部崛

起的步伐。中部各省市可以通过适当的激励措施

激发第三产业创新创业活力，支持提高第三产业在

经济结构中的比重。

第二，培育生产性服务业新业态。要推动第

二产业、第三产业深度融合，对照服务型制造业的

新业态促使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适应调整和改善

产业结构的新要求和新特征。具体来说，中部各省

市应当加强区域开放合作，整合现有物流资源，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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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完善多层次、多方位、精准化、智能化的现代物流

运输网络；依托中部地区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和科

技企业，重点打造产学研一体化的科研创新平台，

加快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效率，促进研发设计等科技

服务业发展；加强郑州、太原、武汉、合肥、长沙、南

昌等区域重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建设健全城乡

金融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政府、企业和民众的多

样化金融需求。

第三，创新发展生活性服务业。要深化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科技对传统

服务行业的改造提升，促使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适

应改善居民消费结构的新趋势和新需求。中部各

省市可以通过扩大文化旅游、康养医疗、教育培训、

家政服务等产业规模，加快商贸服务、餐饮住宿、房

地产等配套服务产业的发展，还积极引进腾讯、网

易等头部企业数字文创平台，大力发展云演艺、电

竞动漫、沉浸式体验等新业态新模式，打造具有显

著影响力的地方特色文化 IP产品，促进文娱消费升

级。各级政府也应遵循市场客观规律，适时适度地

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助力现代服务业发展，改善服

务供给不足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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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ary Features of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Central Region Industries and its
Enhancement Path

Wu Zhijun Shu Xiaojie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reflects the trend of adjustment of the three industrial structure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ir impact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the central region in promoting the rise of the central region
from 2006 to 2020，as well a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sing strategy，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Central Rising Strategy”.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the central region is
continuously deepening the adjustment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accelerat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core production
factors such as capital and talents，and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various industrial sectors，it is still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industrial advantages，unreasonable economic structure，and weak support
capacity of industrial foundation. Finally，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aths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in the central region from three perspectives：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promot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optim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Key Words: The Rise of Central China；Industrial Structure；Industri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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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产业竞争优势演化特征及其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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