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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首先介绍了产业关联效应基准、需求的收入弹性基准、生产率上升率基准、比较优势基

准、过密环境基准、丰富劳动内容基准 5 类主导产业选择基准，政府决策型、市场主导型、公

私合作型 3 种主导产业选择模式; 然后用伊春市、大兴安岭地区现有的经济转型主导产业规划

表明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主导产业选择的现状，指出与国外成功转型的资源型城市或地区

相比较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在主导产业选择方面存在技术水平低、关联效应差、对自然资

源的强烈依赖性三方面的不足; 最后从主导产业选择的调整和主导产业的再选择 2 个方面讨论

了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主导产业的调整问题，并给出森林生态建设产业、森林生态旅游产

业、北药产业、碳汇产业、生态养老产业 5 个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部分可选主导产业的主

导产业和非主导产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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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Leading Industry Selection of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Forestry Ｒesource-Based Cities

FU Cun-jun，GENG Yu-de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Harbin 150040 China)

Abstract: The choice of leading industry affects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For the question in the previous theory research and the practice，the paper advices that Hei-
longjiang province forestry resource-based cities should change the single benchmark based on stock
relative advantage，and the single decision-making form based on the government，consider the selec-
tion criteria and macro development situation comprehensively to re-select the leading industry，to in-
crease the technical elements richness of the selected industry，to improve the leading industry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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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 年 11 月 12 日国务院发布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 2013 － 2020 年) 》确定的

18 座林业资源型城市中，黑龙江省有 6 座，主要分布在大、小兴安岭林区，实施经济转型实现城市可

持续性发展的意义重大。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主导产业选择是关键问题之一。在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

城市主导产业的已有研究中，有基于定性判断的，也有定量分析的。在定性研究中，以伊春市为对

象［1］，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市场经济要求和比较优势等基准，推定伊春市应发展木材精深加工、生态

畜牧、森林生态旅游、绿色食品、北药开发五大优势特色产业; 以黑河市为对象［2］、以大兴安岭地区

为对象［3］，分别研究其主导产业选择问题。综合来看，虽然研究对象不同但他们的研究结论比较类似，

定性研究大多是以非资源型城市为参照，基于相对优势理论，结果是黑龙江省不同的林业资源型城市的

主导产业选择高度相似，“特色产业”在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间毫无特色。在定量研究方面，主要

是依据区位商和产值比重基准，结合区内增加值比重和产业竞争力，研究伊春市经济转型的主导产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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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问题［4］; 依据比较优势基准、产业规模基准等主导产业选择基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伊春市

经济转型的主导产业选择问题［5］; 采用比较优势基准，演算出黑龙江省国有林区的主导产业选择问

题［6］，等等。从定量研究的过程与结果来看，采用的数据皆为反映经济客观现实的数据，因而主导产

业的选择就是从既有产业中 “择优录用”。遵循这种研究逻辑，一个可能的误区是: 如果资源型城市处

于成熟期，那么煤炭城市的主导产业就是煤炭开采，森林城市的主导产业就是森林采伐，石油城市就是

石油开采，选择的可能都是体量大前景差的产业; 而当前弱小但发展前景广阔的产业将很难被及时发

现，资源型城市也就难以通过主导产业的选择与培育迅速实现经济转型。

1 主导产业选择基准

主导产业的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 W. 罗斯托于 1960 年在 《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提出的: “革

新创造的可能或利用新的有利可图或至今未开发的资源的可能，将造成很高的增长率并带动这一经济中

其他方面的扩充力量”［7］。主导产业是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引导和带动作用、影响国民经济质量的关

键性产业。从量的方面看，主导产业就是在当前或未来经济总量中占据较大比重的产业; 从质的方面

看，主导产业是对当前或未来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性质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产业。如何识别和选择主导产

业是以发展经济为导向的国家、地区和城市异常关注的问题，也是产业经济理论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之

一。为此，理论界提出以下几个主要基准用以判别主导产业［8］:

第一，产业关联效应基准。合理的主导产业的关联效应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前向关联效应，指主导

产业的发展应具有推动相关原材料、设备和技术等要素产业快速发展的作用; 二是后向关联效应，是指

主导产业发展对后续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三是旁侧关联效应，是指主导产业发展，对基础设施的建

设、区域市场繁荣、就业面扩大以及其他产业的发展等等的促进作用。
第二，需求的收入弹性基准。需求的收入弹性基准是指在某区域市场上，某产业产品的需求变动率

跟随国民收入变动率的变动幅度，它一般反映的是收入增长对该产业产品的需求增长的影响程度。选择

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大的行业，国民收入小幅度增长就会推动该产业大幅度的增长，从而出现产业发展速

度高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现象，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体量会逐渐增加，占据重要位置。
第三，生产率上升率基准。由于技术进步速度不同，客观上可能造成各产业部门在生产效率提高速

度上的差异，生产效率上升速度快的产业，其单位产品的成本将会快速的下降，能够创造更多的国民收

入，对生产要素产生吸附效应，从而导致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将生产率上升速度快的

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有利于提高对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有利于摆脱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束缚，降低

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提升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第四，比较优势基准。比较优势理论是李嘉图在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其核心

思想是: 一个国家倘若专门生产自己相对优势较大的产品，并通过国际贸易换取自己不具有相对优势的

产品就能获得利益。比较优势基准是基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国 ( 地区) 应将具有比较优

势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充分利用国家分工和地区分工获取最大的利益，提高本国 ( 地区) 的社会福

利，积累资本，促进区域的综合发展。
第五，过密环境基准和丰富劳动内容基准。过密环境基准将环境与生态保护纳入主导产业选择考

量，要求主导产业必须少环境污染、低能源消耗，强化社会防止和改善公害的能力，避免走上 “先破

坏、后治理”的高代价经济发展道路。丰富劳动内容基准要求在选择主导产业时优先考虑发展能为劳

动者提供舒适、安全的工作岗位和稳定的劳动场所的产业，以提高社会成员的满意度和舒适度。
这五大类主导产业选择基准在产业结构与升级研究领域中属于影响较大、应用较广泛的基准，在此

基础上不同的学者又分别提出了技术密集度基准、可持续性发展基准、国际竞争力上升基准、供给弹性

基准、技术进步基准、劳动就业基准、生产要素相对集约基准等等。不过很多学者同时也认为，很少有

能够满足以上所有选择基准的产业。一般而言，主导产业很难满足所有的选择基准。
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应将主导产业基准和具体环境因素结合，综合考虑可选主导产业发展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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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导产业选择模式

在主导产业选择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如何协调运用是一个关键问题。根据政府与市场在主导

产业选择中的角色与地位关系，可将产业选择模式分为政府决策型、市场主导型和公私合作型 3 种。
2. 1 政府决策型选择模式

在国内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忽视，但在主导产业的选择方面，政府应该扮演什

么角色，还是需要慎重思考的。例如: 辽宁省阜新市在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

始终在主导产业的选择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先后将化工产业、纺织产业和电子产业选作城市经济转型

的主导产业，最终都没有实现最初的规划目标，2001 年确定将现代农业作为主导产业，才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但随后发展较好的却是煤化工产业和以风电为主的新能源产业。由城市政府决定主导产业的选

择，主要的问题是所选的产业往往缺乏必要的市场基因，难以有效融入区域市场的经济生态系统中成为

其中关键环节，在城市经济中表现较为 “另类”，难以成为城市经济的主导因素; 而且城市政府需要为

所选主导产业提供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因选择主导产业过程存在较强的主观性而将城市政府置于巨大

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中。当然，也存在 “英明”的城市政府，所选择的主导产业最后被证明是正确

的。
2. 2 市场主导型选择模式

如果将完全由政府决定的主导产业比作人工林，那么经由市场优胜劣汰自形成的主导产业就是原始

森林。原始森林能够自形成体系健全的生态系统，能在区域内自我构建堪称完美的物质、能量、信息的

循环系统，具有强劲的生命力。问题是: 原始森林的自形成需要漫长的周期，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紧

迫性显然不容其静待城市经济的 “原始森林”自形成过程。
2. 3 公私合作型选择模式

在主导产业的选择中，政府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都有其积极的一面，单方面的力量运用也都存在可

能的风险和不足，公私合作模式就是要求在城市主导产业选择中，协调政府和市场双方的力量，促进二

者在主导产业的选择与支持政策等方面进行充分合作，提高主导产业选择的合理性和产业政策的有效

性，分散主导产业决策的风险，降低产业政策实施的成本。
公私合作方式之一: 建立具有广泛参与性的组织，包括城市政府官员、商界领袖、市民代表和相关

领域的专家，对主导产业的选择通过多种途径的讨论和论证，确定相关的产业政策，然后由政府向经济

系统输入信号，引导资源向所选择的主导产业领域配置，逐渐确立所选产业在城市经济系统中的主导地

位。严格来讲，这种方式中的非政府力量并非完全的市场力量，但明显降低了政府力量的作用，增加了

包含有市场因子的非政府力量因素。
公私合作方式之二: 政府在城市经济转型的初期主要强化对城市基础设施、教育、公共安全与卫

生、人文与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建设，并加强制度建设，为经济发展营造自由、平等、公平的市场环境，

为创业培育肥沃的土壤; 然后紧盯城市经济发展态势，一旦发现具有主导产业“天分”的 “苗头”，及

时加以分析研究，如果确认该产业在城市有发展前途，能够将其培育成城市的主导产业，就应当采取适

当的措施来引导，扶持该产业的形成、发展和壮大。两种方式都借助了政府和市场的力量，不同的是第

一种方式相对积极主动，能够加快城市经济转型的进程，但主观性相对较强，风险较大; 第二种方式相

对消极，时滞较长，但所选的产业往往生命力更强，成为主导产业的可能性更高。
可行的策略是: 在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中，将两种方式综合使用。

3 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主导产业选择

3. 1 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主导产业选择的现状

在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中，伊春市是最典型资源枯竭型城市，也是经济转型中最积极和高调

的，以伊春市为例研究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具有代表性。另外，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资

源枯竭特征明显，经济转型实践内容也较为丰富。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都是在政府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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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文件指导下实施的，因此转型实践中的主导产业选择也是以政府相关规划文件为依据。根据 《伊春

市林业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方案 ( 2005 年 11 月) 》、《大兴安岭林区经济转型专项规划 ( 2004 年 1
月) 》、《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专项规划 ( 2004 年 3 月) 》、《大小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与经济转

型规划 ( 2010 － 2020 年) 》 ( 中央政府规划Ⅰ) 、《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 2013 － 2020 年) 》
( 中央政府规划Ⅱ) 文件资料可以看出，伊春市与大兴安岭地区经济转型主导产业规划如表 1 所示。

表 1 伊春市与大兴安岭地区经济转型主导产业规划
Table 1 The leading industry planning of Yichun and Greater Khingan range area economy transformation

城市
伊春市

发布时间 主导产业

大兴安岭地区

发布时间 主导产业

城市政府规划 2005 年 11 月 木材精深加工、森林生态旅
游、生态畜牧、绿色食品、北
药、冶金建材和绿色能源工业

2004 年 01 月 林产工业、生态旅游业、绿色食品业、特
色种养殖业、兴安北药产业、矿产采掘加工
业、食品加工业、外贸业和其他产品加工

省级政府规划 2004 年 03 月 绿色 ( 有机) 食品业、生态
旅游业、北药种植加工、木材
深加工、建筑材料和黄金业

2004 年 03 月 绿色 ( 有机) 食品业、生态旅游业、北药
种植加工、木材深加工、建筑材料和黄金业

中央政府规划Ⅰ2010 年 12 月 木材精深加工、森林生态旅
游、绿色食品、清洁能源、北
药

2010 年 12 月 生态休闲旅游、林木产品精深加工、绿色
食品加工、医药、轻工、物流

中央政府规划Ⅱ2013 年 11 月 木制工艺品产业 2013 年 11 月 蓝莓开发产业

3. 2 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主导产业选择的问题

西方先行工业化国家在资源型城市转型方面有成功的先例 ( 表 2) ，其主导产业选择的经验可以为

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提供有价值的借鉴。与国外成功转型的资源型城市或地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

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在主导产业选择方面存在三方面的不足:

表 2 国外资源型城市 ( 地区) 主导产业选择
Table 2 The leading industry choice of the foreign resource-based cities ( area)

城市或地区 资源类型 转型起始时间 主导产业

法国洛林地区 煤炭、铁矿 20 世纪 80 年代 核电、计算机、激光、电子、生物制药、环保机械和汽车制造

德国鲁尔地区 煤炭、钢铁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化学、汽车、机械制造、信息通信以及环保工业

美国休斯顿 石油 20 世纪 60 年代 石油、天然气产业，油气装备制造及相关金属加工产业，航天
及相关电子、精密机械、仪表等行业，教育、医疗、旅游会展业

日本九州地区 煤炭、钢铁 20 世纪 80 年代 集成电路、汽车、陶瓷、环保、机器人

第一，技术水平低。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要晚于国外成功转型的资源型城市 ( 或地

区) 20 年以上，但是选择的主导产业技术含量却要远低于国外。例如: 日本九州地区 20 世纪 80 年代

转型所选择的主导产业有集成电路、机器人，同时期法国洛林地区选择的主导产业有核电、计算机、激

光、电子、生物制药等，德国鲁尔地区所选技术含量高的产业有信息通信、环保工业等，美国休斯顿更

是成功的将航天领域的相关产业建设成城市的主导产业。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所选主导产业只

是木产品精深加工、蓝莓种植与加工、绿色食品加工业、等等，所选产业与现今技术先进的行业领域缺

乏紧密联系，与主导社会变革的现代工业、现代信息产业关系不密切，产品的技术含量低且提升的空间

有限，不符合主导产业选择的生产效率上升率基准。
第二，关联效应差。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所选的主导产业关联效应差，如木产品精深加工，对

原材料、加工设备、技术研发等产业的前向关联效应不明显，对后续产业相关领域的发展的后向关联效

应也不明显。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外资源型城市 ( 或地区) 所选主导产业关联效应则特别明显，如被

法国洛林、德国鲁尔和日本九州选作主导产业的汽车制造产业，对钢铁制造业、橡胶制造、电气机械及

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业都有显著的带动效应。美国休斯顿市的

国家航天中心更是带动了 1 300 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第三，对自然资源的强烈依赖性。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摆脱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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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依赖性，但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规划所选择的主导产业的发展，却仍建立在区域内的自然资

源禀赋上，例如: 北药种植加工、绿色食品产业、特色养殖业、等等，严重受限于林地资源和自然气

候。木产品精深加工的发展建立在区域内原木资源上，在 2014 年 4 月 1 日黑龙江省国有林区全面禁伐

后区域内原木供应失去保障，在全球生态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的情况下，木材进口的难度也在不断增大。
与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所选主导产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相反，国外资源型城市成功转型所选

主导产业所需原材料，几乎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施采购，产业发展不会因为区域内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而

受限，也不会因为区域内气候变化而出现巨大的波动，因而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空间。
由此可见，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所选主导产业不符合多个主要的选择基准，因而其选

择的合理性是有待商榷的。但是，将其作为非主导产业发展是可行的。
3. 3 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主导产业的调整

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是在可采伐森林资源枯竭的状况下，为实现城市经济的增长被迫实施

的。因发展经济的紧迫性，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往往关注的是如何实现当前经济更快的增长，而并

特别不关注这种增长是通过何种产业实现的。实质上，资源型城市转型不仅仅是要扭转当前城市经济衰

退的趋势，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调整城市主导产业，实现城市经济持续性增长，避免重蹈覆辙。黑龙江省

林业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通过主导产业的选择，或者改变了对森林资源的利用方式，或者从对森林资源

的依赖转向对其他自然资源如矿产的依赖，但本质上依然属于资源投入型经济。这种高度依赖自然资源

的主导产业，会导致城市经济增长受制于自然资源禀赋，导致维持经济增长的成本持续上升和经济效益

逐渐下降。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要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就需要结合宏观发展趋势、合理利用

市场力量选择主导产业，并将主导产业的发展确定在技术革新和效率提高的基础上，这正是先行工业化

国家现代化经济建立的基础。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 将经济发展建立在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基础

上是一种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将经济发展建立在自然资源投入基础上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以先进

的生产代替旧的生产方式，是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9］，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主导产业选

择应该遵循这一规律。
3. 3. 1 主导产业选择的调整

第一，重新思考原定的主导产业内容与方向。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所选择主导产业部分需要改

变其主导产业的定性，如调整对木产品精深加工主导产业的定性，只将其作为非主导产业发展，不再加

大政策扶持的力度，不再投入财政资源对其实施补贴; 部分所选主导产业需要改变所选产业发展的方

向，如将北药产业的重点放在种植技术、加工技术、北药开发与应用技术等方面的研发方面，通过专项

政策引导市场资源向该方向配置，提高北药产业的技术要素丰富度，逐渐形成研究开发、生产加工、物

流管理、品牌营销等体系健全的现代制药产业集群，其主导产业的作用将会显著增加。
第二，将静态主导产业选择调整为动态主导产业选择。静态主导产业选择是指一旦主导产业确定，

多年不再调整，相关产业政策也多年不变。动态主导产业选择则要求城市转型组织对经济发展态势始终

保持高度关注，随时可将原定的主导产业从名单中调整出去，也随时可将新的产业加入主导产业名单

中。动态的主导产业选择，既能够给原定主导产业以压力和动力，又可给新兴产业以机会和希望，使主

导产业政策能够对经济发展达到最佳的激励效果。
第三，将公私合作作为主导产业选择模式。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现在主要是政府在主导经济转

型中的主导产业选择，应采用公私合作模式对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的主导产业进行重新选择，重视

市场在主导产业选择中的作用，提高主导产业选择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第四，调整主导产业选择基准的单一性。从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的主导产业选择实践看，选择

基本上是以存量比较优势作为主要基准的。运用单一的基准选择主导产业，显然是有局限性的。首先，

可能会导致不合理的选择，如大兴安岭地区在 2004 年的经济转型规划方案中将木产工业作为主导产业;

其次，会可能导致选择的范围过于狭窄，如果仅仅基于存量比较优势基准选择主导产业，美国休斯敦市

就不会成为世界知名的航天城。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主导产业选择，可基于但不应仅限于存量比较

优势，因存量比较优势可能会逐渐消失，也会出现新的比较优势，也可强力植入完全不同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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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2 主导产业的再选择

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置身于特定时代的宏观环境中，所选主导产业应该符合主要的选择基

准，也应该与宏观经济与社会发展形势相契合: 从经济发展模式看，中国正从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

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 从经济投入要素看，经济出现明显

的信息化、知识化的趋势; 从居民消费结构看，中国居民消费正从数量需求向质量需求的转变、从物质

需求向精神需求的转变、从生存需求向发展需求的转变; 从人口年龄结构看，中国正加速进入老龄化社

会; 另外，国际碳汇市场正逐渐兴起; 等等。这些宏观发展趋势，既构成了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经

济转型的约束条件，又提供了良好的转型契机，从中可以挖掘经济转型的战略发展方向，选择恰当的主

表 3 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部分可选主导产业
Table 3 Heilongjiang province forestry resource-based cities some optional leading industry

可选产业 非主导产业内容 主导产业内容

森林生态建设产业 森林防护、造林 森林生态效益测算与补偿研究、森林防护
与建设技术研究、优质树种培育研究等

森林生态旅游产业 交通、餐饮、住宿、
漂流与森林观光

生态化的交通与住宿、森林食品餐饮、森
林生态文化与教育场馆服务等

北药产业 种植、加工 种植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技术研究等

碳汇产业 碳汇生产与出售 碳汇交易研究与服务、法律研究与咨询、
金融研究与服务、碳汇市场研究与培训等

生态养老产业 个人护理、住宿与餐
饮业

护理培训与教育、心理咨询与教育、文化
娱乐与教育等

导产业类型。综合多

种因素，黑龙江省林

业资源型城市可选择

5 种主导产业: 森林

生态建设、森林生态

旅游、北 药、碳 汇、
生 态 养 老 等 产 业

( 表 3) 。但需注意的

是: 黑龙江省林业资

源型城市在主导产业

的选择与实施中，应

进行合理分工和充分

协作，减少重复建设，减少城市间低水平竞争，协同构建合理的主导产业，提高区域经济转型的效率。

4 小结

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对国家生态环境建设、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是极其显著

的，如何选择经济转型的主导产业，成为其经济转型的关键问题之一。从主导产业选择的基准看，有产

业关联效应基准、需求的收入弹性基准、生产率上升率基准、比较优势基准等; 从主导产业选择的主导

力量看，有政府、市场、公私协作力量。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实践主要是由政府力量主导，基

于比较优势基准对主导产业进行选择，所选的产业主要存在技术水平低、关联性较差、对森林资源的高

度依赖性等问题。黑龙江省林业资源型城市应该重新研究现有规划的主导产业内容，调整单一的存量比

较优势基准，综合考虑宏观发展趋势，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充分合作，选择更合理的产业发展方向，推动

城市经济成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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