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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滇中城市群作为云南省优先开发区，其产业结构近年来一直处于“二、三、一”的演进状态。在剖析滇中
城市群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时空演进特征的基础上，运用以结构多元化系数和区位熵为主要指标体系的关联分析
方法，对滇中城市群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产业结构演进状态进行评价，并提出滇中城市群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对策建
议，以期为滇中城市群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功能区划的演进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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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转轨经济大国，作为一个后起

的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演进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

的好坏，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是产业演进的判断

标准［1］。因此，研究产业结构是分析与制定区域产业发

展战略的必要条件。对于产业演进的研究，宏观、中观

尺度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而从中观、微观尺度切入对城

市( 群) 的产业演进的研究则相对欠缺。本研究以滇中

城市群为例，在剖析滇中城市群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时

空演进特征的基础上，运用以结构多元化系数和区位熵

为主要指标体系的关联分析方法，评价滇中城市群产业

结构演进状态，以期构建一个城市群产业结构演进状态的

研究评价体系，从而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做出有益探索。
滇中城市群包括昆明、玉溪、曲靖、楚雄 4 个州市，

国土面积约 9． 56 万 km2，2010 年地区生产总值4 266． 9
亿元，占云南省的 59． 06%，是云南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省级优先开发区、带动云南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区，也

是中国西部特色鲜明的竞争力较强的门户城市群。

1 滇中城市群经济发展的时空特征

1． 1 经济发展的时间演进特征

滇中城市群 2001 年至 2010 年经济呈现快速增长态

势，2010 年滇中城市群 GDP 达到 4 266． 9 亿元，人均

GDP 达到 30 973 元。2001—2010 年间，滇中城市群地

区生产总值从 1 463． 35 亿元提高到 3 450． 56 亿元( 以

2005 年为基年) ，年均增长率达到 10% ( 图 1) 。滇中城

市群 的 经 济 增 长 速 度 低 于 全 国 经 济 增 长 速 度

( 11． 11% ) ，略低于云南省经济增长速度( 10． 12% ) 。

图 1 2001—2010 年滇中

城市群 GDP 及经济增长率变动情况

Fig． 1 Change of GDP and economic growth rate of
Yunnan central urban agglomeration area from 2001 to 2010

滇中 城 市 群 近 10 年 经 济 呈 现 平 稳 增 长 态 势，

2001—2005 年，人均 GDP 从 9 220 元增长到 14 820 元，

年均增长率为 12． 6%，低于全国年均增长率( 13． 25% ) ，

高于云南省年均增长率( 11． 71% ) ; 2005—2010 年，滇

中城市群人均 GDP 从 17 381 元增长到 30 973 元，年均

增长率为 15． 54%，接近全国水平( 15． 88% ) 和云南省水

平( 15． 26% ) ( 图 2 ) 。2010 年滇中城市群的人均 GDP
为 30 973 元，略高于全国人均水平( 29 748 元) 。
1． 2 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特征

根据 2010 年滇中城市群各市的 GDP 和人均 GDP
指标，分析滇中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首先，从

地区生产总值来看，各州市的经济发展差异大。2010 年

昆明、曲 靖、玉 溪 和 楚 雄 州 的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分 别 是

2 120． 3，1 005． 6，736． 4 和 404． 6 亿元，其中，最高的昆

明是最低的楚雄州的 5． 24 倍。其次，从人均 GDP 来看，

各州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也较大，昆明、曲靖、玉溪和

楚雄分别是 33 549，17 228，32 089，14 960 元，最高的昆

明的人均GDP是最低的楚雄州的2 ． 24倍。其中，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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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1—2010 年滇中

城市群、云南及全国人均 GDP 变动情况

Fig． 2 Change of per capita
GDP of Yunnan central urban agglomeration

area，Yunnan Province and China from 2001 to 2010

曲靖、玉 溪 3 个 市 的 人 均 GDP 高 于 全 省 平 均 水 平

( 15 760元) ，楚雄州人均 GDP 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昆明

和玉溪的人均 GDP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9 748 元) ，曲

靖市、楚雄州的人均 GDP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为全国

平均水平的 1 /2 左右( 图 3) 。上述分析反映出滇中城市

群区域内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相对较大。

图 3 2010 年滇中

城市群、云南及全国的人均 GDP
Fig． 3 The per capita GDP of Yunnan central urban

agglomeration area，Yunnan Province and China in 2010

2 产业结构的时空评价

2． 1 产业结构时间演进评价

从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来看，2001—2010 年，滇中

城市群的产业结构一直处于“二、三、一”的产业结构演

进状态( 图 4) ，整个产业演进的总体趋势具有不平衡性:

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上升，其中，第三

产业劳动力比重上升较快。至 2010 年，滇中城市群的三

次产业产值比重为 10． 9 ∶ 49． 6 ∶ 39． 5。总的来看，滇中

城市群产业结构演变的总体趋势和世界已完成工业化

的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基本一致，产业结构逐

渐趋于合理化和高度化。

图 4 2001—2010 滇中城市群三次产业结构变动

Fig． 4 Chang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of Yunnan central urban agglomeration

area，Yunnan Province and China from 2001 to 2010

2． 2 产业结构的空间差异

从滇中城市群各州市的产值比重看，昆明以第三产

业为主，其他 3 个州市以第二产业为主。各州市的第二、
三产业产值比重都较大，第一产业产值比重较小( 图 5) 。

图 5 2010 年昆明、曲靖、玉溪、楚雄三次产业结构

Fig． 5 Industrial structures of the
cities of Kunming，Qujing，Yuxi and Chuxiong in 2010

昆明市是云南的省会城市，是云南省唯一的特大城

市和西部地区第四大城市( 仅次于成都、重庆、西安) ，是

滇中城市群的核心，也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的

门户枢纽，是中国唯一面向东盟的大都市，2010 年昆明

市三次产业结构表现为“三、二、一”形式( 三次产业产

值结构比重 5． 6 ∶ 45． 4 ∶ 49． 0) ，其主导产业是旅游业、
花卉业、生物资源开发产业，而曲靖、玉溪和楚雄州 3 个

州市的三次产业结构表现为“二、三、一”形式( 三次产

业产值 结 构 比 重 分 别 为 18． 2 ∶ 52． 4 ∶ 29． 4，9． 4 ∶
62． 2 ∶ 28． 4，22． 4 ∶ 42． 5 ∶ 35． 1 ) 。曲靖主导产业为能

源、化工、冶金及汽车产业，2010 年曲靖汽车产量达到

70 948辆。玉溪的主导产业主要是烟草产业，2010 年玉

溪实现“玉溪”品牌销售量52． 43万箱，“红塔山”品牌销

售量 213． 56 万箱。楚雄州的主导产业有建筑业、生物资

源开发产业、冶金化工产业，2010 年楚雄州的医药制药

业产业增加值为 1． 69 亿元，冶金化工业增加值为 3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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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在第二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结构模式下，曲靖、玉

溪和楚雄州的经济都有了较快的发展。

3 产业结构演进状态评价

参照钱纳里的标准模式，2010 年滇中城市群人均

GDP 达到 2 013 美元( 1980 年美元可比价)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比例为 10． 9 ∶ 49． 6 ∶ 39． 5，

就业比例为 32． 3 ∶ 26． 6 ∶ 41． 1。其产业结构和就业结

构数据大致位于标准模式中人均 GDP 2 000 ～ 4 000 美

元的范围，这是否意味着滇中城市群区域产业结构演进

状态合理? 本研究将构建以结构多元化系数和区位熵

为主要指标体系的关联分析方法，对滇中城市群产业结

构演进状态进行评价( 表 1) 。

表 1 钱纳里的标准模式与

2010 年滇中城市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比较

Tab． 1 The comparison of the Chenery’s standard model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Yunnan central urban agglomeration area in 2010

人均
GDP
/美元

产业结构 /% 就业结构 /%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00 48． 0 31． 0 31． 0 81． 0 7． 0 12． 0
300 39． 4 28． 2 32． 4 74． 9 9． 2 15． 9
500 31． 7 33． 4 34． 6 65． 1 13． 2 21． 7
1 000 22． 8 39． 2 37． 8 51． 7 19． 2 29． 1
2 000 15． 4 43． 4 41． 2 38． 1 25． 6 36． 3
4 000 9． 7 45． 6 44． 7 24． 2 32． 6 43． 2

3． 1 产业结构演进系数

不同的产业结构具有不同的整体效益，从而影响经

济发展的速度，各阶段的经济发展速度需要相对应的产

业结构，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演进［2］。

C = ∑ ( P /P，S /P，T /P) 。 ( 1)

式中: C为产业结构演进系数; P为第一产业产值; S为第

二产业产值; T 为第三产业产值。
世界产业演进的趋势表明: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

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多元化发展与产业结构的演进方

向是一致的［3］。换句话说，产业结构多元化程度不断提

高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2010 年

滇中城市群产业结构演进系数为 9． 194，明显高于云南

省产业结构演进系数 6． 520，表明滇中城市群产业结构

演进 领 先 于 云 南 省 平 均 水 平，而 接 近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 9． 900) ，按人均 GDP 统计的滇中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

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现阶段滇中城市群的“二、三、
一”产业结构相对合理，产业演进水平与全国大致同步。
3． 2 区位熵

区位熵( Q ) 又称专业化率，用来衡量研究区域产业

结构的专业化程度和专业化部门［4］。计算公式如下:

Q = ( N1 /A1 ) / ( N0 /A0 ) 。 ( 2)

式中 : N1，A1 为研究地区( 市、州) 某产业及其更高层次

区域( 省、区) 相同产业的净产值; N0 和 A0 为研究地区

( 市、州) 全部产业及其更高层次区域( 省、区) 全部产业

的净产值。根据公式( 2) ，计算出2010 年滇中城市群相对

于云南省及全国各产业的区位熵( 表 2) 。

表 2 2010 年滇中城市群相对云南省及全国各产业区位熵

Tab． 2 The location quotient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of Yunnan central urban agglomeration area in 2010

背景区域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云南省 0． 709 1． 112 0． 987
全国 1． 077 1． 061 0． 916

由表 2 可知: 滇中城市群相对于云南省的第一产业

的区位熵为 0． 709，低于相对于全国的区位熵 1． 077，从

表面看，滇中城市群第一产业在云南不具有竞争优势，

在全国竞争优势较弱。需要指出的是，滇中城市群第一

产业中的水稻种植业、水产养殖业及畜牧业在云南第一

产业产值结构中规模不大，因此，该指标反映出滇中城

市群第一产业的产值和就业集中的相对程度相对云南

较低，这主要是因为占据云南第一产业重要份额的割胶

业及热带水果种植业是滇中城市群所没有的，并不能说

明滇中城市群的第一产业地区竞争力弱，相反，滇中城

市群相对于全国的第一产业的区位熵为 1． 077，表明滇

中城市群的第一产业还是具有一定优势的。
滇中城市群第二产业的区位熵较高，同时滇中城市

群的经济发展水平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再次表明:

在工业化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是地

区经济增长的引擎［5］，第二产业的发展对地区生产总值

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滇中城市群的第三产业的产业区位熵具有省域相

对优势，相对于云南省的产业区位熵为 1． 061，但与全国

相比没有优势，其相对于全国的区位熵为 0． 916，第三产

业结构扩张的市场化完善作用还有待提升。
3． 3 相关系数分析

相关分析法主要揭示各地理要素间相互关系的密

切程度，运用相关系数可以分析滇中城市群国内生产总

值和各产业之间的关系［6］。相关系数的计算，对两个要

素 x和 y，如果这两个要素的样本值分别为 xi 和 yi ( i = 1，

2，3，…，n) ，可以把 x 与 y 的相关系数定义为:

rxy =
∑
n

i = 1
( xi － x) ( yi － y)

∑
n

i = 1
( xi － x)槡

2 ∑
n

i = 1
( yi － y)槡

2

，

x = 1
n∑

n

i = 1
xi，y = 1

n∑
n

i = 1
yi 。 ( 3)

式中: x 和 y 表示 x 和 y 样本的平均值; rxy 为 x，y 两要素

之间相关程度的统计指标，rxy 的区间范围为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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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 rxy ＞ 0，表示 x和 y两要素正相关; 假如 rxy ＜ 0，表示

x 和 y 两要素负相关; rxy 的绝对值离 1 越近表明 x 和 y 这

两要素的关系就越密切; rxy 的值越接近 0，表明 x 和 y 这

两要素的关系就越不密切。表 3 为 2001—2010 年滇中城

市群及各产业国内生产总值。

表 3 2001—2010 年滇中城市群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各产业生产总值 亿元

Tab． 3 The GDP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s of Yunnan
central urban agglomeration area from 2001 to 2010

年份 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01 1 276． 40 168． 27 639． 56 468． 57
2002 1 379． 86 178． 04 688． 97 512． 85
2003 1 520． 29 190． 36 767． 97 561． 96
2004 1 772． 33 219． 39 902． 56 650． 38
2005 2 106． 89 265． 22 1 019． 17 822． 50
2006 2 373． 24 281． 25 1 183． 60 908． 39
2007 2 793． 01 328． 87 1 401． 03 1 063． 11
2008 3 289． 69 394． 28 1 659． 40 1 236． 01
2009 3 655． 56 426． 78 1 808． 72 1 420． 06
2010 4 266． 90 464． 20 2 117． 20 1 685． 50

对表 3 中滇中城市群国内生产总值与各产业产值

之间进行相关系数计算后得到相关系数矩阵如下:

r =

r11 r12 r13 r14
r21 r22 r23 r24
r31 r32 r33 r34
r41 r42 r43 r













44

=

1 0． 996 6 0． 999 6 0． 999 1
0． 996 6 1 0． 996 0 0． 994 0
0． 996 6 0． 996 0 1 0． 997 6
0． 996 1 0． 994 0 0．









997 6 1

。

由于相关系数是随着样本数的多少及取样方式的

不同而改变的，所以还要检验滇中城市群国内生产总值

与各产业之间的相关系数的可信度。
本研究采用 2001—2010 年间 10 年的数据，当 n =

10 时，其显著水平 P 值 P0． 1 = 0． 549 4，P0． 05 = 0． 631 9，

P0． 02 = 0． 715 5，P0． 01 = 0． 764 6，P0． 001 = 0． 872 1。显然，

滇中城市群国内生产总值与各产业之间的相关系数 r 都

大于 P0． 001，这说明滇中城市群国内生产总值与各产业之

间的不相关概率只有 0． 001，换言之，各要素之间相关的

概率高达 99． 9%。即本研究所得出的滇中城市群国内生

产总值与各产业之间的相关系数是有效的。
相关系数可作为判定两者之间关联程度的量化依

据，滇中城市群地方生产总值与各产业的相关系数矩阵

显示: r13 ＞ r14 ＞ r12，这表明滇中城市群地方生产总值与

第二产业的关联程度 ＞ 滇中城市群地方生产总值与第

三产业的关联程度 ＞ 滇中城市群地方生产总值与第一

产业的关联程度。这再次说明: 第二产业的提升即工业

化是滇中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引擎。

滇中城市群各产业间的关联程度 r34 ＞ r23 ＞ r24，表

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关联程度 ＞ 第一产业与第二

产业的关联程度 ＞ 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关联程度。换
言之，第二产业的发展对促进第一、三产业的发展具有

明显带动作用，着重发展第二产业对进一步促进滇中城

市群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分析，滇中城市群的产业结构演进与其经济发

展水平大致协调。现阶段滇中城市群“二、三、一”产业

结构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着重

发展第二产业，继续发挥工业的引擎作用，同时协调发

展第三、第一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提高

滇中城市群产业经济的竞争力。

4 促进产业协调发展的思路对策

滇中城市群作为云南省优先开发区和建设我国面

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核心区，承担着省域经济社会发

展的增长极作用，其产业的合理演进关系着全省经济的

跨越式发展。正确把握滇中城市群产业结构演进规律，

提出合理的产业发展思路对策，对于促进滇中城市群及

整个云南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7］。
4． 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基础设施在提高国家生产力的同时还改善着人民

的生活水平，是一个国家物质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

志［8］。自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滇中城市群基础设

施建设取得明显成就，但由于区内地形复杂，加之远离

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基础设施总体发展水平

欠佳，在云南省建设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新

形式和新要求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能最大限度地降低

因经济区位所造成的制约，且随着滇中城市群一体化进

程步伐的加快，必须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4． 2 提高第一产业生产效率

滇中城市群产业结构虽然已进入“二、三、一”的阶

段，但并不说明滇中城市群的农业具有较高的生产效

率。相反，由于滇中城市群地形复杂，很多地区都不宜

进行机械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且市场闭塞，第一产业

生产效率较低。因此，加大对农业的投入，走农业产业

化发展的道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产品的附

加值，提高产业的生产效率，不断引导农业剩余劳动力

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是滇中城市群第一产业调整方向。
4． 3 加快第二产业发展速度

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实践表明: 工业化是

实现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

济发展运行机制中的主要引擎，没有工业化，任何一个

国家和地区想要实现物质财富高度充裕和科学技术高

度发达是不可能的［9］。滇中城市群作为云南省优先开

发区，制造业的结构性扩张仍然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动

力，未来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仍要走工业化道路，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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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工业进行技术改造的同时，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

重视，促进产品的升级换代，并树立产品的品牌效应。
4． 4 构建第三产业服务体系

作为连接消费与生产的纽带和桥梁，第三产业的发

展直接关系到物质生产部门( 第一、二产业) 乃至滇中城

市群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近年来，滇中城

市群第三产业在旅游业尤其是会展经济的带动下得到

了快速发展。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滇中城市群第三

产业内部结构单一，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在其特殊

的内在结构的影响下，并不能适应城市群内第一、第二

产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滇中城市群应

大力丰富第三产业的组成要素，形成城市群第三产业发

展的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加快包括金融保险业、房地

产业、零售批发业、教育和社会服务业等在内的第三产

业的发展，使第三产业成为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
4． 5 利用外贸推动产业升级

在云南省建设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背

景下，滇中城市群作为桥头堡核心区，应积极推动与东

南亚、南亚的联系，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多样化产品出口

结构的形成。相对于与云南接壤的东南亚、南亚国家与

地区，滇中城市群一方面具有比较工业优势，发展滇中

城市群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通过技术创新，培育新的资

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形成多层次的产业结构和多样化的

产品出口结构。另一方面，针对老挝、缅甸等国初级产

品廉价的特点，积极合理扩大进口，适当进口农产品及

手工业产品，实现进出口贸易的良性循环［10］。在此基础

上，扩大生产型资源产品的进口，加大引进国外先进技

术和设备的力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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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es of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of Yunnan Central Urban Agglomeration Area

Hu Zongqun1，Wu Yingmei1，2，Zhang Wei1，Yang Jingsi1，Deng Xiaowei1
( 1． College of Tourism and Geography，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AS，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 Yunnan central urban agglomeration area，as the priority development zone of Yunnan Province，

has been in the evolution in the“secondary，tertiary and primary”industrial structure mode of the late yea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pace-time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Yunnan cen-
tral urban agglomeration area，and also performs an analysis on this kind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state by
the method of industry structure diversification coefficient and location quotient，and some industry-related analysis
methods as well． On this basi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industri-
al structure of Yunnan central urban agglomeration area，which has significant references for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Key words: industry structure evolu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Yunnan central urban agglomerati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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