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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特色产业内涵和特征分析的基础上，从产业比较优势和产业关联性两方面选取了４个指标对武陵山片区的１６
个产业部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文化旅游业是当前武陵山片区最具特色的产业部门，武陵山片区应在此基础上构建以旅

游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循环联动模式，通过构建农业与旅游业结合产业群、工业与旅游业结合产业群、旅游带动型产业群、不

可联动型工业群四大产业集群，推动片区经济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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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陵山片区（以下简称片区）是指以武陵山脉
为核心的经济单元，行政区划上包括鄂、湘、黔、渝

四省市交界地区的７１个县（市、区），总面积１７．１８
万ｋｍ２，２０１２年末总人口达到３６５０万。片区内世
居有土家、苗、侗、白、回、仡佬等９个少数民族，是
全国１８个重点扶持的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如何
抓住机遇，选择正确的产业发展政策，合理调整产

业结构是当前片区经济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黄

廷安［１］从区域规划对接的角度对片区经济发展进

行了思考；姜锋［２］、李忠斌［３］、石雄［４］等对片区特色

农业的发展从组织管理、发展路径等方面进行了研

究；戚本杰［５］对片区新型工业化困境与出路进行了

探讨。何伟军［６］等对片区主导产业选择及产业集

群做了调查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本片区

发展方向进行了探索，本文拟在现有研究的基础

上，尝试从现有资源优势、区位特点和产业基础出

发，分析片区特色产业资源，创新特色优势产业发

展，以形成结构合理、互利共赢的产业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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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区情特点与特色产业分析

（一）区情特点

从整体上看，武陵山片区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

特点：

１．自然环境的过渡性。从地形上看，武陵山
大致呈西南 －东北走向，西南连贵州省佛顶山，东
北接湖南省常德壶瓶山，长约３２０ｋｍ，宽约１２０ｋｍ，
平均海拔在１０００ｍ左右，主峰为贵州省境内的梵
净山，海拔２４９１ｍ，其东有雪峰山，西有大娄山，北
边有大巴山，南边为苗岭，沅水、澧水绵延其中。独

特的地形条件使得武陵山片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具

有较强的过渡性特点。其一是地貌上的过渡性。

从宏观层次上看，武陵山片区位于中国第二阶梯和

第三阶梯的分界线上，处于西南山地和洞庭湖平原

的交界地带。片区内山水组合良好，景观资源丰富，

地域差异和垂直分异明显，为片区发展旅游文化类

特色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山水背景。其二是气候上的

过渡性。从片区所处的纬度带看，属亚热带向暖温

带过渡的气候类型，同时独特的山地条件赋予了片

区独特的局地气候，片区内光热资源丰富，雨量充

沛，且雨热同步，对农作物生长有利，片区内生物物

种多样，素有“华中动植物基因库”之称，为特色农业

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其三是地理区

位上的过渡性。从片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片区

处于中部经济带和西部经济带的过渡地带，也是成

渝经济圈和长株潭经济圈的交界地带，这为产业的

承接和转移提供了较好的地缘条件。

２．经济社会的封闭性。片区四面环山，交通
闭塞，信息不通，片区经济具有较强的封闭性，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片区７１个县（市、区）中有
４２个属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１３个为省级
重点县，２０１２年片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１２５１元，明显低于全国及周边地区的平均水平。
城镇化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约２０个百分点，教育、
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软硬件建设严重滞后，城乡

居民就业困难，人均教育、卫生支出仅相当于全国

平均水平的５１％。基础设施和专业人才严重缺乏，
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

３．地域文化的原生态性。武陵山片区是以土
家族、苗族、侗族、白族等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孕育了一体多元、古朴神秘、

灿烂优美的地域文化，是楚文化、蜀文化、陕晋文

化、徽商文化与黔贵文化厚重的历史“沉积带”。在

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以土家族、苗族、侗族、仡佬

族文化为特色的多民族地域性文化，如湘西地区的

“赶尸、蛊毒、辰州符”三大古谜、土家族阳戏，黔江南

溪号子、秀山花灯、土家山歌、恩施跳丧舞、侗族拦门

酒、苗族三月三等少数民族传统节庆习俗，古老而神

秘，片区民俗风情浓郁，民间工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十分丰富，地域文化的原生态性特点突出。

（二）特色产业

１．特色产业的内涵及特征。关于特色产业的
内涵，国内学者对其理解不一，尚无明确的定义［７］。

在区域产业结构的分析中是按照产业功能来划分

的［８］，但特色产业明显不属于产业功能的范畴。什

么是特色，一般英语中翻译为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有特
征、特性、特色、特点、特有、属性等词的意思。《辞

海》中对“特色”一词解释为“事物所表现出的独特色

彩、风格等”。可见特色是事物的本质属性，是从不

同侧面说明了事物的与众不同。李文庆［９］、胥留

德［１０］对特色产业的内涵曾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根

据他们的研究，武陵山片区特色产业可以理解为：能

充分利用武陵山片区独特的资源、环境条件，具有规

模、比较优势，能带动片区经济发展、扩大就业、改善

民生的产业部门，其应该具备以下特点：一是独特

性。特色产业要充分利用片区的资源、环境条件，其

它地方难于效仿和复制。二是规模性。特色产业不

是零星的、个别的、偶然的经济行为，它必须具有适

度的规模［１０］，其产品和服务不限于自己消费、当地消

费，应该具有庞大的市场潜力和扩散能力。三是带

动性。发展特色产业的目的归根结底是要带动片区

经济的发展，特色产业的产值不一定要求在ＧＤＰ中
占绝对优势，但应该具有“名片效应”和“眼球经济效

应”，能够提高公众对片区的认知度和美誉度。

２．特色产业在产业功能结构中的关系。根据
区域产业结构理论，可以把区域产业系统分解为主

导产业、支柱产业、关联性产业、派生性产业和基础

性产业五大功能产业［８］，在区域发展中起着不同的

功能和作用，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共同构成区域发

展的产业系统。特色产业虽不属于产业功能的范

畴，但具备产业的一般属性和特点，因此功能产业

６４



方　磊：武陵山片区特色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和特色产业是两个平行的概念，某一产业部门可以

属于主导产业也可以为特色产业，因此特色产业在

区域产业结构中的关系如图１表示。

　　二　片区产业发展现状研究

（一）产业比较研究

为了对武陵山片区的产业发展现状进行比较，

本研究选用产业比较优势和产业关联两个要素进

行评价，其中产业比较优势选用区位熵、比较劳动

生产率两个指标来表征，产业关联选用产业影响力

系数和产业感应度系数两个指标表征［１１］。各指标

计算公式及含义见表１。

图１　特色产业在产业功能结构中关系

表１　武陵山片区产业比较指标及计算公式

产业要素 指标名称 计算公式 指标说明

产业比较

优势

区位熵 ＬＱｊ＝

ａ
Ａ
ｂ
Ｂ

ａ为武陵山片区某产业部门的产量、产值指标，Ａ为全国该产业部门的相应指

标，ｂ为片区全部工业（或服务业）产值指标，Ｂ为全国工业（或服务业）产值

指标。通过计算区位熵，可找出武陵山片区产业部门的专门化程度

比较劳动

生产率
βｊ＝

Ｇｉｊ
Ｌｉｊ
Ｇｉ
Ｌｉ

Ｇｉｊ
Ｌｉｊ为ｉ地区ｊ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Ｇｉ
Ｌｉ为所有工业产业的平均劳动生产

率。反映某部门的产值比重同在此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比重的比率

产业关联

影响力系数 Ｆｊ＝
∑
ｎ

ｉ＝１
ｒｉｊ

１
ｎ

（∑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ｒｉｊ）

∑
ｎ

ｉ＝１
ｒｉｊ为列昂惕夫逆矩阵的第ｊ列之和，１ｎ（∑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ｒｉｊ）为列昂惕夫逆矩

阵的元素均值，影响力系数越大，说明该部门对其他部门的拉动作用

越大

感应度系数 Ｅｊ＝
∑
ｎ

ｉ＝１
ｒｉｊ

１
ｎ

（∑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ｒｉｊ）

∑
ｎ

ｊ＝１
ｒｉｊ为列昂惕夫逆矩阵的第ｉ行之和，１ｎ（∑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ｒｉｊ）为列昂惕夫逆矩

阵的元素均值，感应度系数越大，表示该部门受到其他部门需求的影响

越大

　　首先，以产业增加值（或收入、产量）占片区的
２％以上作为初选标准，筛选出１６个产业部门作为
比较对象。其包括第一产业的种植业、林业、牧业、

渔业，第二产业的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的交通运

输业、仓储及邮政业、批发与零售业、住宿与餐饮

业、旅游业、商业服务业、金融业、教育服务业、房地

产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与福利业１０个产业部门。

为了保证指标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及数据的可比性，

本研究数据以《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和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２》为来源进行计算。

然后，利用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计算，得到每个产
业部门的产业比较优势和产业关联系数的四个指

标，将４个指标值汇总求和，得到各产业部门的综
合值（见表２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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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武陵山片区各产业综合比较结果

序号 产业部门 ＬＱｊ βｊ Ｆｊ Ｅｊ 综合值

１ 种植业 ０．３１１ １．２１６ ０．２１３ ０．１７６ １．９１６

２ 林业 ０．２１９ ０．９１５ ０．１５７ ０．２３９ １．５３

３ 牧业 ０．８６１ ０．８２５ ０．５１８ ０．３３３ ２．５３７

４ 渔业 ０．１６１ ０．６１４ ０．２１４ ０．１１４ １．１０３

５ 工业 ０．７５４ ０．８１６ ０．７４１ １．２３５ ３．５４６

６ 建筑业 ０．８１６ ０．７１５ ０．８１７ １．１６１ ３．５０９

７ 交通运输 ０．３１７ ０．５２５ ０．３２４ １．０２１ ２．１８７

８ 仓储及邮政业 ０．２７６ ０．５３１ ０．２６７ ０．９７５ ２．０４９

９ 批发与零售业 ０．５７５ ０．３１４ ０．６８２ ０．４６９ ２．０４

１０ 住宿和餐饮业 ０．６２８ ０．２１５ ０．５４１ ０．５３２ １．９１６

１１ 旅游业 １．４２１ ０．４１７ １．１７２ ０．６４１ ３．６５１

１２ 商业服务业 ０．８７２ ０．１１９ １．０２３ ０．７２４ ２．７３８

１３ 金融业 ０．６１３ ０．１０７ ０．６１３ ０．８３１ ２．１６４

１４ 房地产业 ０．５２１ ０．６７３ ０．９３１ ０．５２１ ２．６４６

１５ 教育服务业 ０．２１６ ０．２７６ ０．１０２ ０．１３４ ０．７２８

１６ 卫生社会保障与福利业 ０．１７６ ０．２５４ ０．１９４ ０．２７９ ０．９０３

图２　武陵山片区各产业综合值比较

　　从综合评价值来看（如图２所示），排在前５位
的产业部门依次为旅游业（１１）工业（５）建筑业（６）
商业服务业（１２）和房地产业（１４）。从比较劳动生
产率指标值来看，工业和建筑业单位产值消耗的劳

动力偏高，仅低于种植业，说明不具备比较优势。

因此从特色产业的内涵来看，只有旅游业能担当特

色产业的使命，但也应该注意到工业部门的感应系

数最大，对其他产业部门的关联性很强。

（二）特色产业现状

１．从旅游资源来看：由于武陵山片区地处中
国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过渡地带，区内自然景观类

型多样，拥有高山峡谷地貌、峰林地貌、喀斯特地

貌、丹霞地貌等诸多地貌类型，其旅游资源几乎涵

盖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ＧＢ／Ｔ１８９７２—
２００３）标准中的所有陆地类型，本片区旅游资源具

有几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具有原生态的自然山水。

区内森林覆盖率达５３％，是我国亚热带森林系统核
心区、长江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生态屏障。这

里生态保存良好，空气洁净，是庞大而奇异的古生物

基因库、天然植物园、动物园及药材宝库，奇山秀水

绚丽多姿，自然景观引人入胜，被誉为大陆的天然氧

吧、生态休闲天堂。二是具有多样化的地域文化。

武陵山片区地域文化是楚文化、蜀文化、陕晋文化、

徽商文化与黔贵文化交融的表现。三是具有原始性

的民族风情。由于与外界相对封闭，这里的民族风

情极具原始性，如湘西地区广布的“赶尸、蛊毒、辰州

符”三大绝技、巫术、傩戏、走阴等古老而神秘。从旅

游发展现状来看，片区大致形成黔江、恩施、张家界、

铜仁、吉首、怀化６个区域旅游中心，其中张家界旅
游业发展稳居首位，并且在全国极具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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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从旅游产业的发展现状来看：武陵山片区
大致形成黔江、恩施、张家界、铜仁、吉首、怀化６个
区域旅游中心，从各地旅游产业发展情况来看（见

表２），张家界旅游产业稳居片区首位，在全省乃至
全国都具有比较优势。其余５地旅游产业规模相
当，但各地都具有较大的后发优势。

表３　２０１２年武陵山片区各地旅游产业发展情况

恩施州 怀化市 张家界 湘西州 铜仁市 渝东南

游客人数（万人次） ２１９８．６ １９７０．６ ３５９０．１ １８４５．６ １９６０．２ ２１４２．３

旅游收入（亿元） １１９．６ １０６．２ ２０８．７ １０４．４ １５８．９ １１２．７

　　数据来源：恩施州、怀化市、张家界市、湘西州、铜仁市等各地２０１２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渝东南

区包括黔江、彭水、酉阳、武隆、秀山和石柱六地，因彭水县未有旅游数据统计，故表中渝东南数据未包括彭水县。

　　三　片区特色产业创新思路与途径

（一）产业创新思路

１９１２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
发展理论》一书中首倡创新理论［１２］，１９８７年，英国
经济学家克里斯·弗里曼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

概念［１３］，随后一些学者借鉴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

和方法，将区域经济理论与创新理论相结合，如国

内的王缉慈［１４］、陈秀山［１５］等开创了区域创新的研

究。通过对上述创新理论的梳理，可以得到如下启

示：区域产业的创新可以理解为不同产业或同一产

业不同行业在技术、制度等要素创新的基础上相互

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合为一体，逐步形成新型产

业形态的动态发展过程。武陵山片区最大的优势

表现为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因此片

区产业创新应以环境友好型产业发展为主，围绕增

强生态保护和水源涵养功能，突出绿色、生态、低碳

主题，以改善民生为核心，以旅游产业为先导，以富

民强区为目标，构建武陵山片区产业循环联动发展

模式，可把武陵山片区建成国际生态旅游发展示范

区和国际低碳产业创新孵化区。

（二）产业创新途径

在上述区域产业创新思路的基础上，以武陵

山片区现有的特色产业为基础，构建武陵山片区

产业循环联动发展模式 （见图３所示）。以特色农
业、文化旅游业、加工制造业三大特色产业为基

础，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合形成四大新

型产业形态。

１．农旅结合型集群（图３中的虚线圈１）。主
要是文化旅游业和特色农业的融合和发展，可以形

成果酒酿造、茶艺美食、高山花卉等新兴产业业态。

如我们在邵阳隆回花瑶景区的调查时就发现这里

旅游业和金银花产业的有机融合。这里金银花的

种植面积、垂直尺度、金银花富硒含量等在国内是

独一无二的，为了做到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不断

改良品种，现在从五月到八月均有金银花盛开，与

本区域的旅游旺季基本一致，同时因金银花散发的

植物精气使空气具有很好的养生作用，地方政府也

正大力开发医疗旅游。怀化中方县的葡萄沟景区

也充分利用刺葡萄的资源优势，将刺葡萄观光旅游

与小型葡萄酒庄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产生了较好

的经济效益。

２．工旅结合型集群（图３中的虚线圈２）。主
要是文化旅游业和工业之间的融合发展，可以形成

户外装备的生产、特色药品的制造、饮料食品的生

产等新兴业态。目前在药品生产、饮品食品方面已

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怀化已引进汇源果汁企业

在中方县建厂，充分利用片区的优质柑橘。已经形

成了贸源化工五倍子集团、正清集团、正好、正驰、

湘中制药、长城生物、松龄堂等一批医药企业，正

在酝酿建设大型中药提取厂、中药饮片厂、中药制

剂厂，未来将形成武陵山片区医药中心。

３．带动型旅游集群（图３中的虚线圈３）。主
要为旅游业和一些新兴业态的进一步融合，形成如

山地度假、农耕休闲、美食旅游、休闲养生、旅游购

物、丛林探险、登山徒步多类系新兴旅游产品。主

要通过充分营造重点景区的视觉观赏力与游客吸

引力，不断延伸服务功能，多层面开发新兴旅游产

品，这在张家界市已经有了好的开端。

４．不可联动型工业集群（图３中的虚线圈４）。
主要为加工制造业中的一些传统产业部门，需提高

准入门槛，引导矿产开发向优势大企业集中，引导

矿产加工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减少其生态影响，

并淡化其对本地旅游度假品牌形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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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武陵山片区产业循环联动发展模式

　　四　结论与展望

１．选用区位熵、比较劳动生产率、产业影响力系
数和产业感应度系数四个指标值，分别从产业比较

优势和产业关联两个方面对武陵山片区的１６个产
业部门进行了横向比较，结果表明：旅游产业的比较

优势和产业关联在１６个产业部门中最为显著，旅游
产业可以作为武陵山片区特色产业进行培育和

发展。

２．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主导，以特色农业、加工制
造业业为基础，构建武陵山片区产业循环联动发展

模式，产业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合形成农

业与文化旅游结合产业群、工业与文化旅游结合产

业群、旅游带动型产业群、不可联动型工业群四大新

型产业形态，推动武陵山片区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本研究选取１６个产业部门进行的横向比较，只
能反映产业结构的现状，对片区产业部门的发展前

景、结构基础和竞争力特征的动态比较研究不足，对

片区产业发展的外部约束条件分析不够，对产业循

环联动发展模式的具体应用操作性不强。下一步，

将通过静态和动态两种分析方法，充分考虑外部约

束条件和内部优势，以具体案例阐述产业循环联动

发展模式，使特色产业能够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带动

相关产业发展，进而促进片区经济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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