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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工业园区主导产业选择 

杨大庆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６）

［摘　要］主导产业在工业园区产业体系处于支配地位。结合工业园区的发展特征，合理设定主导产业的选择基准，并构建
科学的产业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株洲高新区优势产业为案例，从产业规模、扩张能力、市场竞争、技术创

新、社会效益等进行评价，科学确定主导产业，从而构建紧密协作、特色鲜明的工业园区产业体系。最后，从加强产业关联协

作、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加快招商引资步伐、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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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园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是增强区域
经济实力的载体和平台，在产业集群化发展中扮演

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

巨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发展工业园区，要按照产

业结构演化的规律，合理选择主导产业，建立以主

导产业为核心、各产业紧密协作、特色鲜明的园区

产业体系。

主导产业的选择是区域经济理论中的重要分

支。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中

首次提出了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基准，认为应该选

择较强扩散效应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将主导产业

的优势辐射传递到产业关联链上的各产业中，以带

动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１］；１９５７年日本的筱原三
代平提出了选择主导产业的两个重要基准，即“生

产率上升基准”和“收入弹性基准”［１］；１９５８年美国
经济学家赫希曼提出了“产业关联度基准”，他认为

产业关联度高的产业对其他产业会产生较强的前

向关联、后向关联、旁侧关联，选择那些产业关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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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可以带动整个产业的发

展［１］；日本政府又先后引入“创造就业机会基准”、

“防止过度密集基准”、“丰富劳动的内容基准”等

加以补充。

我国学者在国外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

国情，提出了一些主导产业的选择基准，如：动态比

较优势基准、生产协调状态最佳基准、国际竞争力

上升率基准、增长后劲最大化基准、效率基准、短缺

替代弹性基准、可持续发展基准、瓶颈效应基准。

关爱萍，王瑜［２］指出区域主导产业判定和选择的六

项基准：持续发展基准；市场基准或需求基准；效率

基准；技术进步基准；产业关联基准和竞争优势基

准；赵玉林，张倩男［３］构建了区域主导产业的５个
选择基准和评价指标体系；仵雁鹏［４］运用投影寻踪

法对中部地区的主导产业选择做了定量分析；陈立

龙，胡振华［５］设计了主导产业评价模型，对湖南省

主导产业进行了评价和选择。

总而言之，以上文献都从某些角度揭示了区域

主导产业应具有的属性，但没有将工业园区纳入主

导产业评价与选择范围。在实证研究的方法上，大

部分实证文献采用了德尔菲法或层次分析法，存在

不客观性。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力图避免人

为给定指标的权重影响评价结果。

　　一、工业园区主导产业评价模型

（一）选择基准

工业园区是我国产业发展的集聚区，技术创新

与扩散速度快，产品竞争力强，往往成为一个地区主

要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园区选择主导产业，应该更

加注重产业规模、发展潜力、市场竞争能力、技术创

新水平和社会效益状况，因而必须遵从以下五个选

择基准：

１．产业规模基准。主导产业的产业规模大，生
产企业多，企业资产雄厚，在整个区域经济中占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能够对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产

生决定性影响。

２．产业扩张基准。主导产业必须能体现地区
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方向，并且市场对该产品的需求

会日益扩大。主导产业的发展，能促进居民收入水

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诱导、带动和促进其

他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个经济的成长，引导产

业结构的升级。

３．市场竞争力基准。主导产业具有区域比较
优势，在国内外市场中占有较高的份额，产品需求

弹性高，具有较为广阔的市场前景，并且显示出较

强的市场竞争力，以保证产业的发展获得持续的拉

动力。

４．技术创新基准。主导产业必须体现技术进
步的主要方向和发展趋势，应具有较强的先进技术

的潜力，从而推动区域内产业整体技术进步的速

度，从而提高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的技术

附加值，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５．社会效益基准。主导产业一方面应符合可
持续发展原则，主要表现为资源消耗低和环境污染

少；另一方面，可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

入，促进消费，带动服务业和其他行业发展。

（二）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上述选择基准，将主导产业评价指标体系

设计为产业规模指数、产业扩张指数、市场竞争指

数、技术创新指数、社会效益指数等５个一级指标，
１８个二级指标，见表１所示。

１．产业规模指数。包括总产值、规模企业单位
数、总资产３个指标，反映某一产业的总体规模和
控制的经济资源。

２．产业扩张指数。包括工业增加值增幅、预期
产业结构、预期产业增长率和预期工业增长贡献率

４个指标，反映某一产业的扩张能力和产业格局中
的地位。

３．市场竞争指数。包括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利
润率、需求收入弹性、销售收入利税率 ４个指标。
全要素生产率反映某一产业发展满足市场的需求

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平均利润率和销售收入利税

率反映产业的效益水平；需求收入弹性反映市场需

求的增长潜力。

４．技术创新指数。包括Ｒ＆Ｄ投入占工业增加
值比重、技术进步影响率、研发人员占从业人员比

重、人均申请专利数４个指标，反映某一产业的技
术创新和扩散能力，产品的技术含量。

５．社会效益指数。包括单位产值能源消耗强
度、拉动收入增长贡献率、单位产值就业人数３个
指标，反映某一产业在能源节约、促进社会就业、提

高人均收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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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主导产业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变量名称 二级指标名称 二级指标说明

产业

规模

指数

Ｘ１ 总产值（万元）

Ｘ２ 规模企业单位数（个）

Ｘ３ 资产总计（千元）

产业

扩张

指数

Ｘ４ 增加值增幅（％） ２０１１年工业增加值增幅

Ｘ５ 预期产业结构（万元） “十二五”规划中２０１５年预期产值

Ｘ６ 预期产业增长率（％） “十二五”规划中２０１５年产值预期增幅

Ｘ７ 预期经济增长贡献率（％） ２０１５年预期增加值增量／预期地区生产总值增量

市场

竞争

指数

Ｘ８ 全要素生产率
以劳动力投入、固定资产投入、主营业务产出为变量，利用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计算得到

Ｘ９ 平均利润率（％） 利润总额／总资产

Ｘ１０ 需求收入弹性 产业产品需求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率，通过行业数据搜集获取

Ｘ１１ 销售收入利税率（％） 利税总额／工业产品销售产值当年价

技术创新指数

Ｘ１２ Ｒ＆Ｄ占ＧＤＰ比重（％） Ｒ＆Ｄ投入／ＧＤＰ

Ｘ１３ 技术进步影响率（％） 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指标

Ｘ１４ 研发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 研发人数／产业从业总人数

Ｘ１５ 人均申请专利数（件／人） 专利总数／人数

社会

效益

指数

Ｘ１６ 单位产值能源消耗强度（吨标准煤／万元） 能源消耗／产值

Ｘ１７ 收入增长贡献率（％） 规划期应付工资／基期应付工资

Ｘ１８ 单位增加值就业人数（个／元） 就业人数／工业增加值

（三）评价方法

主导产业评价模型采取主层次分析法。主成

分分析法（ＰＣＡ）是一种数学变换的方法，它把给
定的一组相关变量通过线性变换转成另一组不相

关的变量，这些新的变量按照方差依次递减的顺序

排列。在数学变换中保持变量的总方差不变，使第

一变量具有最大的方差，称为第一主成分，第二变

量的方差次大，并且和第一变量不相关，称为第二

主成分。依次类推，１个变量就有１个主成分。
主层次分析法的优点在于无需经过调查问卷

和主观的经验赋值，通过设计选择指标，并选择相

应的数据，进行变量的不相关处理，以去除变量间

的相互影响因素为目标实现对指标权重的确定。

主导产业评价模型可表示为：

Ｆｐ ＝α１ｍＺＸ１＋α２ｍＺＸ２＋…αｐｍＺＸｐＦ （１）

Ｆ＝
λ１
∑λ

Ｆ１＋
λ２
∑λ

Ｆ２＋…
λ１ｐ
∑λ

Ｆｐ （２）

其中ａ１ｉ，ａ２ｉ，…，ａｐｉ（ｉ＝１，……，ｍ）为原始变
量Ｘ的协方差阵Σ的特征值λｉ（λ１≥λ２≥…≥λｐ
≥０）对应的特征向量，ＺＸ１，ＺＸ２，……，ＺＸｐ是Ｘ

经过Ｚ标准化处理的值。令评价指标按顺序分别为
变量Ｘ１—Ｘ１７，并通过使用 ＳＰＳＳ软件进行 Ｚ标准
化、变量抽取、旋转等分析方法进行数据测算。

　　二、工业园区主导产业评价模型的应用

（一）评价范围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株洲高新区为例。株洲高新区（天元

区）是１９９２年成立的国家级高新区，包括天台工业
园、金德工业园、栗雨工业园、欧洲工业园、创业服

务中心等特色园区。规划总面积 ３６．７平方公里，
聚集了时代新材、时代电子、南车株洲所风电事业

部、南方阀门、钻石切削、北汽控股、唐人神等龙头

企业。２０１１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１７９亿元，同比
增长１５．８％；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２７０亿元，增长
３７．９％；工业增加值９１．８亿元，增长２１．３％。

本文对株洲高新区的食品、轨道交通装备制

造、汽车、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风电七大产

业进行评价。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１年株洲高新区、天
元区统计年鉴》《株洲市“十二五”工业发展规划》

《株洲高新区、天元区“十二五”工业发展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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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２。
表２　株洲高新区各优势产业的变量原始值

变量Ｘ 食品
轨道交通

装备制造
汽车 电子信息 新材料 生物医药 风电

Ｘ１ ８９６５７０．１２０ ５５５６３５．４２０ ５９２０９．８００ ６８５９０．８３０ ６２１３１２．８９０ ３６９６．２００ ２４０１９３．０００

Ｘ２ ４．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９．０００

Ｘ３ ２４３７２７０．０００ ４９１３８５３．０００ ２７３４１７９．０００ ７１４６９７．０００ ５１６０６１４．０００ ６０３０４．０００ １９３８８２０．９８０

Ｘ４ ０．４３５ ０．２９７ ０．５０４ －０．３１１ ０．２４３ ０．２００ １．７１６

Ｘ５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Ｘ６ ０．１８０ ０．３５０ ０．５５０ ０．１７５ ０．１９０ ０．３２０ ０．５４０

Ｘ７ ０．２８８ ０．２９７ ０．４６６ ０．０７６ ０．２４４ ０．０５２ ０．１５０

Ｘ８ １．２５８ １．０５３ １．２９２ ０．６４３ ０．８３９ １．２７２ １．６０５

Ｘ９ ０．０５０ ０．０８４ －０．０６５ ０．２０８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７

Ｘ１０ １．９１０ １．７８１ １．９６０ ２．６８０ ２．０６７ １．６６０ ２．５００

Ｘ１１ ０．１７６ １．３９１ －２．３９９ ２．６９６ １．６２５ ０．６１５ ４．６１２

Ｘ１２ ０．２７６ ０．３０３ ０．６１２ ０．５６２ ０．４１６ ０．６４２ ０．６２３

Ｘ１３ １．２５８ １．０６３ １．６４７ １．３９３ １．０８０ ０．８９７ １．０６３

Ｘ１４ ０．１０２ ０．１６７ ０．０９８ ０．３５０ ０．０８８ ０．０１３ ０．１１６

Ｘ１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７１ ０．０１２

Ｘ１６ －０．１８０ －０．０６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６００ －０．０７０ －０．０１０

Ｘ１７ ２２．６７３ ６．０７６ ６．８０３ －０．２９７ ３．５８０ １．１２２ －８．６８７

　　（二）评价过程与结果
１．经去量纲，将变量Ｘ经过Ｚ标准化处理的变量ＺＸ值为表３所示。

表３　株洲高新区优势产业的变量ＺＸ值

变量ＺＸ 食品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 汽车 电子信息 新材料 生物医药 风电

ＺＸ１ １．５９０５ ０．５９９６ －０．８４３１ －０．８１５９ ０．７９０５ －１．００４５ －０．３１７１

ＺＸ２ －０．６３００ １．２０７５ －０．８１３７ －０．２６２５ １．３９１２ －１．１８１２ ０．２８８７

ＺＸ３ －０．０６６５ １．２１５６ ０．０８７２ －０．９５８２ １．３４３４ －１．２９７０ －０．３２４５

ＺＸ４ －０．００８４ －０．２３０９ ０．１０２２ －１．２１１５ －０．３１７７ －０．３８７４ ２．０５３７

ＺＸ５ ０．５２７６ ０．５２７６ １．５８２８ －１．０５５２ ０．１７５９ －１．２３１０ －０．５２７６

ＺＸ６ －０．９１６７ ０．１２７２ １．３５５３ －０．９４７４ －０．８５５３ －０．０５７０ １．２９３９

ＺＸ７ ０．４４０５ ０．５０１８ １．６６８５ －１．０２７２ ０．１３０８ －１．１９５２ －０．５１９２

ＺＸ８ ０．３７６４ －０．２６３５ ０．４８２５ －１．５４３３ －０．９３１５ ０．４２０１ １．４５９５

ＺＸ９ －０．０３０７ ０．３７７７ －１．４１３０ １．８７１９ －０．０２８９ －０．２２５８ －０．５５１２

ＺＸ１０ －０．４５２０ －０．７９５９ －０．３１８８ １．５９８９ －０．０３３８ －１．１１７９ １．１１９５

ＺＸ１１ －０．４９１２ ０．０６７０ －１．６７４１ ０．６６６６ ０．１７４４ －０．２８９５ １．５４６９

ＺＸ１２ －１．３７１８ －１．１９７９ ０．７７４３ ０．４５４６ －０．４７３１ ０．９７０２ ０．８４３８

ＺＸ１３ ０．２２８７ －０．５４２０ １．７６６０ ０．７６２２ －０．４７４８ －１．１９８０ －０．５４２０

ＺＸ１４ －０．２９２６ ０．３１３８ －０．３３７７ ２．０４８５ －０．４２７９ －１．１３８０ －０．１６６２

ＺＸ１５ －０．８９２５ －０．０４７８ －０．８９０３ ０．４１６４ －０．０８９４ １．９９６１ －０．４９２６

ＺＸ１６ －０．２１３５ ０．３４７０ ０．５８０６ ０．５８０６ －２．１７５５ ０．３００３ ０．５８０６

ＺＸ１７ １．９０６４ ０．１６８５ ０．２４４６ －０．４９８９ －０．０９２９ －０．３５０３ －１．３７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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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经变量抽取和旋转得到协方差阵Σ的特征值 λｉ（λ１≥ λ２≥ … ≥ λｐ≥０）对应的特征向量为表
４所示。

表４　株洲高新区优势产业各变量的特征向量

λ１ λ２ λ３ λ４ λ５

５．３５３ ４．９４８ ２．８１６ ２．５８５ １．４１７

３．得到各变量的权重为表５所示。

表５　株洲高新区优势产业各变量的权重

变量名称 测算权重值 变量名称 测算权重值

Ｘ１ －０．０２８８ Ｘ１０ －０．０１６７

Ｘ２ －０．００８７ Ｘ１１ －０．１３６０

Ｘ３ ０．０８１４ Ｘ１２ ０．０２１５

Ｘ４ ０．０５９４ Ｘ１３ ０．１７７９

Ｘ５ ０．２０６５ Ｘ１４ －０．０１６０

Ｘ６ ０．１６１８ Ｘ１５ －０．１６１２

Ｘ７ ０．２１２７ Ｘ１６ ０．０５６０

Ｘ８ ０．０６６５ Ｘ１７ ０．０２７４

Ｘ９ －０．１４８６ Ｘ１８ ０．０７２６

４．经计算各变量的加权因子水平，并进行指标因子水平得分汇总处理，得到测算结果见表６。

表６　主导产业评价测算结果

产业分类 产业规模指数 产业扩张指数 市场竞争指数 技术创新指数 社会效益指数 综合指数

食品 １．４５４ １．５５４ １．６０４ １．６６０ １．４４６ １．７１８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 １．５７１ １．７２３ １．４３１ １．３８０ １．５８６ １．６９１

汽车 １．５３９ ２．４０７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０ １．５９４ ３．４９４

电子信息 １．４４８ ０．８３８ １．００２ １．５４６ １．４４７ ０．２８０

新材料 １．５７４ １．４０７ １．４１９ １．４２７ １．３１６ １．１４３

生物医药 １．４３４ ０．９５９ １．６２０ １．００４ １．５８６ ０．６０３

风电 １．４８０ １．６１２ １．４５０ １．５０４ １．５２５ １．５７０

　　从表６可知，株洲高新区的优势产业可以分为

三大梯队。第一梯队为汽车、食品和轨道交通装备

制造三个产业，综合指数在１．６以上；第二梯队为

风电和新材料，综合指数在１～１．６之间；第三梯队

为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综合指数水平低于１。

　　三、主导产业的选择

（一）主导产业的选择

１．优先主导产业：汽车、轨道交通装备。（１）汽

车产业，汽车产业一直以来为株洲的优势产业之

一，拥有北汽控股株洲分公司、南车时代、欧格瑞、

湘火炬等骨干企业，工艺装备水平较高，承担了多

项国家８６３计划电动汽车专项课题，电动汽车传动

系统、汽车齿轮、火花塞等关键零配件在全国同行

中占有重要地位，已经形成了较强的锻铸件、机加

工、热处理、表面处理和模具设计等外协能力。

２０１２年株洲市１０大产业项目中，株洲高新区承担

了建设“发动机、轿车生产线”、“北汽二工厂”、“南

车时代新能源客车基地”等３个重大项目。株洲是

全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首批试点城市，具

有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技术人才优势。同时，株洲

市制定了《汽车千亿产业集群发展规划》，目标是建

成中南地区有较大影响力的汽车产业基地。从产

业评价看，汽车产业的综合得分排名第１（３．４９４），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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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极为明显。扩张指数达到２．４０７，技术创新指

数１．９８０，均位居第１；规模指数为１．５３９，位居第３。

因此，应将其列为优先主导产业。（２）轨道交通装

备制造产业，株洲高新区是国家级株洲轨道交通装

备产业基地，产品基本覆盖了轨道交通装备的所有

领域，拥有准高速动力分散电动车组交流传动系统

等一批国家重点新产品，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很

高。铁路用机车的国内市场占有率约达７０％，城市

轨道交通机车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２５％左右。

拥有１家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３家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４家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等

研发机构，集中了包含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人才

资源，研发实力强大，承担了 ２７项 “８６３”重大专

项，以及多项“火炬计划”、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等国

家计划项目，多项成果获得国家、省级科技进步奖，

拥有一大批自主知识产权。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产业的综合得分排名第 ３

（１．６９１）；产业规模指数 １．５７１，产业扩张指数

１．７２３，社会效益指数１．５８６，均排名第２。因此，应

将其列为优先主导产业。

２．战略关联产业：新材料、电子信息。（１）新材

料产业，新材料产业综合得分较低（１．１４３），其中产

业规模指数相对较高（１．５７４），但社会效益和市场

竞争力一般。新材料作为基础性产业之一，在株洲

高新区产业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拥有株硬刀具、

利德集团、时代新材等骨干企业，产品覆盖有色金

属材料、高分子复合材料及新型陶瓷材料等，广泛

应用于机械、汽车、风电、轨道交通装备等产业领

域。（２）电子信息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的综合得分

最低（０．２８），产业扩张和市场竞争能力偏低，但是

技术创新指数排名第２（１．５４６），具备一定的技术

优势。拥有时代电子、长江新能源、耀祥光电等骨

干企业，对于交通运输装备、风电、汽车的通信网

络、信号系统、电控系统、自动化设备和零部件产品

制造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新材料和电子信息产业在园区产业体系

的支撑作用，可将其确定为战略关联产业，其定位

是为轨道交通装备制造、汽车产业的上下游产业链

延伸和完善发挥重要的关联作用。

３．潜在主导产业：风电。风电产业的综合得分

排名第４（１．５７０），其中产业扩张指数排名第３（１．

６１２）。已经具备机电、电气零部件制造、材料加工

等产业基础，南车风电事业部的龙头作用正逐步显

现。从长期看，风电作为新能源产业的重要领域，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可列为潜在主导产业。

４．传统支柱产业：食品、生物医药。（１）食品产

业，食品产业的综合得分排名第２（１．７１８），拥有唐

人神、太子奶、金健米业、株洲油脂开发部等骨干企

业，市场竞争、技术创新的优势较为明显。但是，该

产业的扩张能力一般，社会效益较低，特别是与区

内其他产业的关联性不强，带动作用较为有限，不

适合选为主导产业，而应列为传统支柱产业。（２）

生物医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的综合得分较低

（０．６０３），产业规模不大，扩张能力不强，缺乏核心

技术。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和医疗保健水平

的提高，该产业具有一定的市场潜力，应将其列为

传统支柱产业。

（二）存在的问题

１．产业集群有待完善。产业集群的形成不仅

有赖于空间区域要素的集聚，也有赖于产业之间的

关联、配套与协同效应。整体来看，株洲高新区的

优势产业扩张性有限，缺乏垂直和水平的分工协

调。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企业的产品雷同、竞争激

烈、专业化分工不明确。汽车零件配套企业整体技

术水平低，产业规模小，产品竞争力差。由于未真

正形成众多企业相互分工合作的产业链条，导致了

产业链层次不明显或出现结构缺失，成为培育产业

集群的桎梏。

２．创新能力有待提升。我国国家级高新区

Ｒ＆Ｄ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已达到９．５％，而株洲

高新区这一比重仅为３．３６％。各优势产业的研发

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均在７％以下，食品加工、轨

道交通的比重仅为３％左右。研发支出不足导致自

主创新能力较弱，技术水平较低，成为制约产业竞

争力的关键因素。

３．结构有待调整。一是产业结构不尽合理，食

品加工等传统产业仍然占据主要比重，新兴产业的

比例偏低；二是企业结构不合理，前３家企业完成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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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值１４２．７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５２．

８２％，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

三是产品结构不合理，畅销产品少，精深加工产品

少，高新技术产品少；四是产业布局有待优化，大型

企业主要集中在栗雨工业园，而相关配套企业分布

过于分散，很难充分发挥园区的交通区位、资源

禀赋。

４．发展环境有待完善。当前园区的软硬件投

资环境仍有待改善，信息化人才培养体系、信息化

建设的规划与宏观调控仍需加强，社会保障发展滞

后，缺乏足够的风险投资企业等，都制约了主导产

业的发展。

　　四　对策与建议

１．加强产业关联协作。深化主导产业之间，主

导产业与战略关联产业之间的关联关系，深化龙头

企业与配套企业、科研机构之间的关系，形成知识

溢出的机制，克服中小配套企业的人才、条件等障

碍，提高行业的整体抗风险能力。创新产业与企业

的协同机制，突出产业优势，促进产业价值链的延

伸。在关联协作中进一步明确配套企业的专业化

分工，明确未来发展方向，集中资源和企业优势，不

断拓展创新。加强配套企业集群外的相关企业合

作关系建设，引进外部的先进生产工艺和产品技

术，促进生产工艺流、产品技术升级，促进价值链的

转型与升级，形成网络型价值链，形成双赢或多赢

的合作机制。

２．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支持南车株洲研究所、

南车时代电动汽车、株齿、湘火炬等龙头企业的研

发活动，促进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合作。

依托长株潭地区科研和高等院校力量较强的优势，

形成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紧密型产学研联合体，增

强联合开发新产品、新技术的能力。围绕时菱装

备、北汽控股等企业，形成配套企业承接技术转移

的机制，将进口非核心部件的模仿创新交给具备相

应技术能力的中小企业来完成，并通过本土化生

产，达到降低制造成本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双重

作用。

３．加快招商引资步伐。根据主导产业的发展

特点，编制重点招商产业分工企业名录，定期跟踪

重点企业发展投资意向，适时制定重点企业拜访计

划。围绕重点产业集群发展战略，积极引进产业链

延伸上下游相关项目招商，加速产业链完善。

４．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积

极发展金融、现代物流、信息、科技以及商务等生产

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发展，

为主导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软环境支持。引导和

推动企业通过管理创新和业务流程再造，逐步将发

展重点集中于技术研发、市场拓展和品牌运作，将

一些非核心的生产性服务环节剥离为社会化的专

业服务，以核心竞争优势整合配套企业的服务供给

能力，大力发展产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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