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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广西北部湾城市群产业现状，广西北部湾城市群产业整合可采用连接式、共享式、点面式、
网络式等产业整合模式。为加快广西北部湾城市群产业整合以提升其综合竞争力，广西北部湾城市群应集聚

产业优势，壮大产业规模，优化产业结构，培育产业集群，增强产业竞争力，提高产业关联度，积极承接产业转

移，推进产业升级换代，优化产业整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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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或地区间经济发展最核心的竞争是城市群

发展的竞争，而在城市群发展竞争中，产业整合与协

调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目前，国内学者对广西北

部湾城市群产业整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广西北部湾城市群必须根据优势产业资源集

中力量打造好地区优势产业集群，合理规划城市间

产业分工和布局，促进产业整合，如韦海鸣［1］，张协

奎［2］，吕余生、杨鹏［3］。第二，利用广西北部湾城市

群的后发优势，在扶植好地区优势产业的基础上，还

需积极承接中东部产业转移，实现广西北部湾城市

群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同发展，如邓春玉［4］。第三，

通过与国内其他城市群的对比，发现广西北部湾城

市群发展不足，必须发挥后发优势，借鉴成熟城市群

采取的产业整合与协同发展的模式，如曾鹏、杨德

云［5］，喻微锋［6］。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

广西北部湾城市群产业发展现状的分析，系统阐述

广西北部湾城市群的产业整合模式，并提出相应的

发展策略。

一、广西北部湾城市群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2008 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上升为国家

战略以后，广西北部湾城市群发展比较迅速，只有

2009 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较慢，

2010 年经济增速达到了 28． 7% ( 见表 1 ) ，说明广西

北部湾经济区发展态势良好，总体发展潜力较大。

表 1 2005 ～ 2010 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4 市生产总值

单位: 亿元

年份 南宁 北海 钦州 防城港 广西北部湾

2005 723． 36 181． 62 205． 52 94． 77 1205． 27

2006 870． 15 199． 64 245． 07 119． 61 1434． 47

2007 1069． 01 246． 58 303． 92 159． 28 1778． 79

2008 1316． 21 313． 88 377． 42 212． 18 2219． 69

2009 1524． 71 321． 06 396． 18 251． 04 2347． 847

2010 1800． 43 397． 60 504． 20 319． 54 3021． 57

数据来源: 2005 ～ 2009 年数据来自《广西统计年鉴》，

2010 年数据来自各市发改委初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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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表现之外，广西北部湾

经济区的产业发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在区位方面，广西北部湾城市群的最大优势是

沿海沿边沿江，处于我国东、中、西三个地带的交汇

点，是连接粤港澳和西部的重要通道，但由于落后的

低端商品贸易、出口加工贸易、物流、区内高等级公

路、高速铁路、沿边口岸和沿海港口、专用码头、航

道、泊位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经济运行机制等因

素，限制了广西北部湾城市群区位优势的发挥和经

济的发展。
在产业资源利用方面，广西北部湾城市群岸线、

土地、淡水、海洋、矿产、港口、农林、药物、旅游等产

业资源都十分丰富，然而在广西北部湾城市群的发

展现实中，缺乏科学的制度来规范资源的开发、整合

与利用，造成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的现象。加上

经济发展基础较薄弱，金融、人力、科技这些核心产业

资源严重不足，与国内其他城市群仍存在较大差距。
在产业发展方面，由表 2 可以看出: 广西北部湾

城市群经济增速虽较快，但由于广西北部湾城市群

经济发展起步较晚，产业总体规模较小、水平较低，

增长绝对数量较少。此外，从一二三次产业结构的

对比来看，广西北部湾城市群与国内其他城市群产

业结构水平也还存在较大差距，产业结构有待优化。

表 2 2009 年广西北部湾城市群与国内其他

主要城市群的产业规模对比

广西北部湾 长株潭 珠三角 长三角

GDP 总量( 亿元) 2450 5507 32106 59711

单位面积 GDP 产出
( 亿元 /平方公里)

0． 0577 0． 1967 0． 7699 0． 2834

GDP 增速( % ) 15． 9 20． 6 9． 4 11． 0

第一产业产值( 亿元) 443． 79 376． 53 738． 44 2269． 02

第 一 产 业 产 值 占
GDP 比重( % )

18． 1 6． 8 2． 3 3． 4

第二产业产值( 亿元) 928． 97 2841． 64 15346． 61 30333． 19

第 二 产 业 产 值 占
GDP 比重( % )

38． 0 51． 6 47． 8 50． 8

第三产业产值 ( 亿

元)
1087． 25 2288． 56 16020． 83 27347． 64

第 三 产 业 产 值 占
GDP 比重( % )

44． 4 43． 6 49． 9 45． 8

数据来源:《广西统计年鉴 2010》《湖南统计年鉴 2010》
《广东统计年鉴 2010》

在产业竞争力方面，由于广西北部湾城市群的

产业集群偏重政府引导，产业集群不仅数量偏少，而

且发展后劲并不强劲; 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方面，面

临着区内桂东产业转移示范区以及区外湘云贵等地

区的竞争，承接产业力度不足; 过于依赖国家项目投

入，经济发展潜力有限; 科技创新投入和产业转型升

级意识不强。总之，广西北部湾城市群产业软硬环

境比之于国内其他城市群都有待改善，产业竞争力

还比较弱小。
在产业分工协作上，虽然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在

2008 年初就已经正式建立，但由于 4 市行政的独立，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的协调能力

有限，各地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非良性竞争，导致产

业布局不尽合理，基础设施等存在一定的重复建设，

城市间选择产业也存在部分雷同，这些因素都阻碍

了产业发展整体效率的提高。

二、广西北部湾城市群的产业整合模式选择

根据广西北部湾城市群产业现状，本文认为，应

采用连接式、共享式、点面式、网络式产业整合模式

对广西北部湾城市群产业进行整合。
( 一) 连接式整合

连接式整合又分为横向连接和纵向连接。其中

横向连接指通过充分利用各种产业资源和承接区域

内产业转移，实现城市群内部三次产业间更紧密的

相互连接，三次产业中各次产业内部企业通过产业

链条相互关联，提高产业关联度，实现经济效益最大

化。纵向连接则指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转

型与升级，然后辐射带动相关产业联动式发展。
( 二) 共享式整合

通过资金、信息、人力、技术等产业要素的共享

和合理配置，实现各产业协同共进式发展，实现各生

产要素随着产业的形成、演进、升级、淘汰等过程在

产业间自由地流动。
( 三) 点面式整合

通过引入或培育核心企业、构建创新型产业发

展模式，打造真正具有集聚扩散效应的产业集群，以

单个或若干成熟的产业集群带动区域经济的全面发

展，通过增强产业竞争力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城市群

发展水平。
( 四) 网络式整合

在产业实现连接式、共享式、点面式整合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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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通过合理的产业布局，在不断壮大产业总体规模

的同时，实现以产业节点( 企业) 通过产业链条整合

形成网状连接，实现产业时间、空间、经济关联的立

体整合，生产要素能够沿着立体的网络状路径顺畅

移动的综合产业整合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产业整合的动态模式是根据上

述整合模式依次进行增进的，通过产业间的相互关

联( 连接式) ，从而促进共享产业资源，提高利用产业

资源的效率( 共享式) ，在此基础上，形成局部的产业

集聚发展，以该局部的产业集聚又带动周边的产业

要素进入，从而实现“集聚—扩散”循环效应，以局部

带动全局发展( 点面式) ，在多个局部和核心产业经

济圈发展以后，相互之间又进行关联，实现资源的相

互输送和产业间的协同、互补( 网络式) ，最终，通过这

样不断递进的产业整合模式实现地区和区域经济的

不断发展、繁荣。

三、加快广西北部湾城市群产业整合，提升广西

北部湾城市群综合竞争力

( 一) 集聚产业优势，整合产业资源

一方面，充分利用广西北部湾现有的产业优势

资源，大力发展优势产业，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通过

技术、先进管理模式等降低产业发展单位成本; 另一

方面，加大力度弥补广西北部湾缺乏的产业资源，为

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资源要素支持。具体措

施有: 加大技术投入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 充分利用

沿海沿边沿江的区位优势，发展好物流加工产业、港
口运输业等沿海沿边优势产业; 多种融资手段并举，

充分拓宽融资渠道; 加快完善广西北部湾城市群的

交通、港口、能源、水利、市政建设等方面的经济服务

设施; 引进和培养人才并重，为广西北部湾经济建设

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源保障; 重视广西北部湾非政府

组织和民间学术机构的科研成果，发挥各类机构的

辅助决策作用; 广西北部湾城市群发展相关部门应

形成定期的交流沟通机制，互通政策的落实情况和

实施力度。
( 二) 壮大产业规模，提升发展水平

广西北部湾城市群有众多具有优势的产业，比

如铝产业、制糖业、机械制造业、海洋养殖业、沿海生

态旅游业等，这些产业在国内和东盟都具有一定的

优势，应加大力度培育好优势产业，壮大产业规模，

依托优势产业发展相关和辅助产业，形成“重点突

出、主次分明、层次清晰、相互补充”产业格局。第

一，通过加大投入、积极引导、重点发展、均衡培育提

升产业经济总体水平; 第二，充分发挥好政府投资的

导向作用，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激活民间资本; 第三，

鼓励扶持民资投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支持民营

资本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 第四，在扩大融资渠

道和融资规模的同时，要转变增长方式，提高资金利

用率; 第五，根据产业特色、地区特色、先天基础、资

源禀赋形成地区产业的错位发展，形成各地积极、有
序、平稳、健康的产业发展规模和结构。

( 三) 立足现有基础，优化产业结构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

仍然较大，与成熟的现代化都市产业有着较大的差

距。要在积极发挥好第一产业的国民经济基础作用

的同时，积极探索规模经济的发展模式，增加科技含

量提高第一产业的产量和质量，同时解放第一产业

的劳动力到第二、第三产业中来; 通过改造、扩建、新
上项目，把主导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依靠科技创

新，大搞精深加工、“吃干榨净”，实现多层次开发、增
值，不断延长产业链条，通过推动下游配套产业发展

等措施发展好现代化工业和先进制造业。第三产业

的发展，要在培育和发展好现有批发零售业和餐饮

服务业的同时，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积极发展会

展业，注重金融业、物流业等现代服务产业并举，为

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转移创造活力，也为城市群的高

端发展提供支撑和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和调整

打下基础。
此外，要明确产业分工。从宏观上确定区域产

业发展的总体规划，突出各区域产业发展的重点方

向，真正形成产业错位发展的良性联动分工格局。
根据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内各城市的不同特点和对各

产业区位熵的测度，应从宏观上确定区域产业发展

的总体规划，突出各区域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真正

形成产业错位发展的良性联动分工格局。在发展过

程中，要分层次、有重点地推进。在项目规划与布局

时，要根据各市实际情况，合理安排项目和投入。据

此，广西 北 部 湾 城 市 群 应 采 取 的 产 业 分 工 如 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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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广西北部湾城市群的产业分工

城市 产业类型

南宁
现代化农业，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综合性为主的第

二产业，商贸业、会展业、金融业

北海
国际商贸、滨海旅游、高新技术产业、海洋产业、文化

教育和现代农业

钦州
重化工业为主的临海工业、港口服务型的第三产业、
现代特色农业、滨海文化旅游

防城港

港口运输、中转贸易、边境贸易，出口加工装配、船舶

修造等为主的临海工业、滨海跨国旅游和现代特色

农业

( 四) 促进产业集聚，培育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对产业发展和地区经济都具有极其重

要的意义，大力发展好产业集群发挥产业集群的带

动效应，是促进产业资源整合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
首先，要采取“双轨联动”发展产业集群。应选择市

场与政府共同主导的方式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而

且要把市场放在先导的地位。其次，提高产业集群

内企业的根植性。提高产业集群企业在当地的根植

性，使得企业主体之间反复的社会交往活动得以发

生，在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渐形成共同的认知，以充分

交流信息和分享知识。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有关

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情感交流、价值判

断等方面的知识。知识的交流进一步促进企业主体

之间的交往，强化企业主体之间的地域认同，导致产

业集群中企业价值判断、技术分享等方面的一致性，

这种一致性又进一步促进互动和生产，形成良性循

环，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再次，重视产业集群

品牌建设。最后，要形成明确的产业集群定位与分

工，广西北部湾 4 市应着力打造充分符合地域特征

的产业集群。根据资源、区位、人才等条件，广西北

部湾城市群产业集群分工如表 4 所示。

表 4 广西北部湾四城市产业集群分工

城市 产业集群类型

南宁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生物制药产业集群、电子信息产

业群、汽车配件产业群等

北海
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机电产业集群、林板材产业集群

等

钦州 石化产业集群、物流加工产业集群、电子产业集群等

防城港
边境经济产业集群、粮油食品产业集群、特色农业产

业集群等

( 五) 增强产业竞争力

一是改善需求环境。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需要在

竞争市场上谋求自己更有利的位置，以需求扩张来

拉动经济发展，包括旅游需求、临海重化工业投资需

求、港口等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出口需求等。二是创

造良好的竞争与运行环境。主要包括改变引资理

念、提高科学技术、政府积极推进等方式。三是改善

支持环境。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政府部门必须重视提

供一些产业发展所必需的公共物品。重视区域产业

发展配套服务设施的发展及竞争力的形成。
( 六) 提高产业关联度

广西北部湾城市群不仅要积极发展三次产业，

还要多渠道地构建三次产业的协作机制，加强重点

发展产业的地区优势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合作。首

先，促进第一产业发展，就是要将现代先进管理技

术、现代先进科技积极应用到第一产业中，发展好规

模经济，延长第一产业产品链条。其次，发展好第二

产业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联动，积极弥补第一产

业人口转移到第二产业的专业技术缺口。再次，第

三产业要注重和一、二次产业的联动发展，充分依靠

各次产业间的密切关联实现协同发展。最后，在三

次产业联动的过程中，要注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

发展产业集群构建各类产业园区时一定要注意生态

工业园区的应用，尽可能地构建生态工业园，通过以

关键种为核心构建循环经济的发展体系，在促进产

业发展的同时注重产业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环境

的保护，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 七) 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第一，要完善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性要素。加

强交通设施和现代物流信息系统建设、沿海口岸基

础设施改造、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的开

发利用。第二，提高城市化率和人力资源的综合素

质。加大人力资源的投入，普及基础教育; 建设一批

综合性职业教育培训基地，加大职业和技术培训力

度; 建立产学研结合机制，大专院校应根据新兴产业

的需要，调整专业设置，积极为企业培养紧缺技术人

员。第三，创新体制机制获取竞争优势。面对激烈

的各地承接产业转移竞争，广西北部湾城市群必须

创新招商模式，逐步创新招商引资机制，适应不断发

展变化的外部环境，提高招商效率。第四，着力改善

广西北部湾软环境建设。通过充分发挥政府相关部

门职能作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搞好社会治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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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宣传等措施改善广西北部湾承接产业转移的软

环境。
( 八) 推进产业升级换代

首先，构建产业升级基础性要素。广西北部湾

城市群具有明显的区位、资源、政策、政治等优势，要

通过统筹规划，通过构建产业升级的基础性要素，促

进地区产业转型。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坚持以真正

的技术进步为主体，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立以

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创新

体系，全面提高广西科技整体实力和产业技术水平，

尤其要极大提高广西有资源优势和特色的产业的技

术水平，如生物医药、海洋资源、制糖食品、有色金

属、林产林化、机械及汽车零配件产业等。其次，依

托科技创新，延长产业链条，促进产业高度化。延长

产业链条要以核心企业为依托，发展配套产业、相关

服务业及其下游产业，通过将单一产业发展成产业

群，将散点分布的企业发展成为产业链来带动经济

的联动发展。最后，注重延伸产业链条。要通过科

技创新，提高广西北部湾产业高度化; 要结合当前广

西积极融入泛北部湾经济区域和泛珠三角经济圈，

通过承接粤港澳为重点等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

和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引进先进企业的技术和管理

方式等延伸产业链条; 以重大产业项目建设为核心，

加快产业链延伸，如引进国内该产业领域著名企业，

采取“以商招商”的方式，短期内延伸产业链，打造产

业集群; 突出产业优势，优化工业内部结构; 调整优

化农业结构，积极发展特色种养业; 充分发挥后发优

势，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包括旅游业、商贸业、现代

物流业、金融、信息技术服务、会展等。
( 九) 优化产业整体布局

优化产业整体布局就是要各城市实现错位发

展，避免重复建设以及资源浪费，其措施有: 一是要

提升南宁市增长极作用。南宁市在产业结构发展和

布局上应突出第三产业发展优势，发展高端性服务

业; 重点发展新型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为沿海重

化工业配套的深加工、高附加值产业，真正起到中心

城市对周边区域的经济、文化辐射和向心作用，在发

展先进制造业的同时，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有选择

地向世界 500 强招商，做大做强南宁的总部经济，多

引进能耗少、污染小、附加值高的项目，以保护环境

和生态。二是加快沿海城市群一体化市场体系建

设。在政府层面上，建立统一协调的高效运作机制，

根据国内外城市群的发展经验，在各级政府机构中

设置科学、合理和可操作性的协调运作机制，实行城

市群整体区域管治，能有效地促进城市群产业布局

的优化。要构建统一的公共基础设施服务体系，交

通体系、电力、电信及环境治理等公共服务体系的建

立和完善将有效降低企业之间的空间联系成本和交

易成本，对城市群的产业布局具有很大的导向作用。
构建和整合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是

完善城市群产业布局的前提，在当前应重点推进南、
北、钦、防 4 城市之间的交通网络建设，让沿海城市

真正承担起大西南物资、信息和人才的聚集功能，拉

动广西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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