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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urban function, this paper selected Liaoning province as study area and 
used shift-share method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output value from 1978 to 2010. 
Moreover, this paper made the cluster analyze about positive and negative situation of the shift share effect in 
14 areas and cities. Conclusion shows that: each level city’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not balanced; due to 
some resources cities’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single, regional less competitive; three industries development is 
insufficient. These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iaoning province. Fi- 
nally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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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城市经济功能理论的基础上，以辽宁省的产业结构为研究对象，运用偏离–份额分析

模型定量分析了各地级市 1978~2010 年以来的产业结构演进状况，并对辽宁省 14 个地级市的区域竞

争份额进行了聚类分析。研究表明：辽宁省各地级市经济发展不平衡；部分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单一，

区域竞争力下降；各地级市普遍存在三产发展不足的情况。这些都将为辽宁省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参

考，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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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

加速，各类城市的发展壮大已成为一种趋势，城市的

发展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城市功能是由经济功

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和其它功能构成的系统，其

中经济功能是城市系统的基本功能，是与外界区域或

城市系统相互作用的主要内容，城市功能的发挥也主

要依赖于其经济功能。 

城市的每一种经济功能都需要一定的载体，这种

载体就是城市的产业。产业结构决定着城市空间的结

构和布局，影响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变化[1]。城市经济

功能演替必然会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产业结构

的不断调整也促进了城市经济功能的完善[2]。因此，

研究城市经济功能的演变首先要着眼于产业结构的

变化。研究产业结构的方法有投入产出法、系统动力

学方法、数学优化方法和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等，其

中的偏离份额模型自提出以来，已经在研究产业结构

方面得到了广泛且有效的应用。本文基于偏离份额分

析法对辽宁省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经济功能历史

演化进行研究，以期为其今后发展提供参考。 

2. 研究区概况 

辽宁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南部，是中国东北经济

区和环渤海经济区的重要结合部，是东北地区通往关

内的交通要道，也是东北地区和内蒙古通向世界、连

接欧亚大陆桥的重要门户和前沿地带。陆地面积 14.59

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陆地面积 1.5%，下辖 14 个市，

总人口为 4375 万人。改革开放后，经过三十几年的改

革和调整，辽宁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果，2011 年辽

宁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GDP 突破 2 万亿元，达到

22,02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增幅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2.9 个百分点，经济总量稳居全国第 7 位。但是

高增长率的背后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主要工业部

门面临着资源枯竭、原材料匮乏、技术水平低下、产

品销路不畅等困境[3]。目前，在可持续发展成为主流

和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下，辽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

然要求进行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从而使资源利用率

提高，环境污染减少，科技含量提高，经济效益增加。 

3. 研究方法 

3.1. 偏离份额模型在国内外的应用 

偏离–份额分析模型 初是由 Creamer(1943)[4]

提出，后经美国学者 Dunn(1960)[5]等总结概括而成。

国外学者运用该方法进行了大量研究，如 J. Esteban 

(2000)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分析了欧洲的产业集聚程度
[6]；Rachel Franklin 和 David A. Plane(2004)对区域出

生率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并以意大利为例，运用偏

离份额模型对意大利在 1952~1991 年间出生率下降的

原因进行了研究 [7]；Georgios Fotopoulos，Dimitris 

Kallioras 和 George Petrakos(2010)用该法分析了国际

贸易、专业化程度和产业结构对希腊就业人数增长

的影响[8]。在近几十年的文献研究中，偏离–份额分

析法不仅在经济学和地理学等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

应用，而且其分析模型也得到了不断修正与拓展，如

Richard & Prentice(1988)以新英格兰为例做了动态偏

离份额的实证分析[9]；Daniel C. Knudsen(2000)分析了

传统偏离份额模型和方差型偏离份额模型之间的关

联以及他们各自的优缺点[10]；Nazara & Hewing(2004)

在偏离–份额分析中考虑到区域之间的空间相互作

用，从而推演了 20 种区域增长的分解公式[11]。 

偏离份额模型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引入我国后也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国内学者运用偏离份额模型主要进

行产业结构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

研究对象来看，主要包括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研究；

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选择的研究；各类产业结构的分

析，如农业、工业、服务业以及旅游业等[12-18]。二是

从研究的空间尺度上，包括省域、市域和县域等[19-23]。 

城市经济功能表征了城市在区域中的经济影响

力。查阅文献发现以往学者对城市经济功能的研究多

采用定性方法，这有助于认识城市经济功能发展的方

向及其趋势，但却不能表明其发展的程度[24]。偏离份

额分析是测定产业结构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一个

基本方法，本文运用该方法对城市经济功能进行比较

研究，既可以使城市经济功能研究由定性描述转变为

定量分析，又可以丰富城市经济功能理论，为今后的

研究提供参考。 

3.2. 偏离份额模型 

偏离份额分析是把区域经济的变化看作为一个动

态的过程，以区域所在地或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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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j j jP b b R j                  (6) 照系，将区域自身经济总量在某一时期的变动分解为

三部分：份额分量(the national growth effect)、结构偏

离分量(the industrial nix effect)和竞争力偏离分量(the 

shift share effect)，即区域经济增长总量(G) = 份额分

量(N) + 结构偏离分量(P) + 竞争力偏离分量(D)。该

方法用来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和衰退的原因，评价区域

经济结构优劣和自身竞争力的强弱，找出区域具有相

对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进而确定区域未来经济发展

的合理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25]。 

 ,0j j j jD b r R                  (7) 

Nj为份额分量，表示标准化的 j 产业部门按所在

大区的平均增长率增长所带来的变化量，反映所在大

区该行业的发展对区域该行业发展的拉动作用。Pj为

结构偏离分量，表示区域第 j 个产业部门比重与所在

大区相应部门比重的差异引起的偏差，反映了部门结

构对增长的影响和贡献。Pj为正且越大，说明 j 部门

结构素质越好，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越大；反之，

说明部门结构素质较差。Dj为竞争力偏离分量，表示

区域第 j 个产业部门增长速度与所在大区的相应部门

增长速度的差别引起的偏差，反映区域第 j 个产业部

门相对竞争能力。Dj为正且越大，说明 j 部门的竞争

力越强，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作用越大；反之，说

明 j 产业部门优势不明显，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本文以辽宁省 14 个地级市的三次产业产值为对

象，应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分析辽宁省 14 个地级市的

产业结构情况与区域优势。 

假设：1981 年、1991 年和 2001 年分别为基期(0

期)，1990 年、2000 年和 2010 年为相应的末期(t 期)，

参照区域为辽宁省相应的总体水平。b0表示辽宁省各

个市在基期的经济总规模，bt 表示辽宁省各个市在末

期的经济总规模；以 B0 和 Bt 表示辽宁省在相应时期

基期和末期的经济总量规模。按照一定的规则，把辽

宁省各市的经济划分成 j(j = 1,2,3,…,n)个产业部门，

分别用 bj,0和 bj,t表示第 j 个产业部门在基期与末期经

济规模，并且 Bj,0和 Bj,t表示辽宁省基期和末期的第 j
个产业部门的规模。 

j jPD P Dj                   (8) 

, ,0j j t jG b b                   (9) 

PDj 称为总偏离分量，反映区域第 j 个部门总的

增长优势。那么，区域总的经济量 G 可以分别表示为： 

G N P D                   (10) 

则：辽宁省第 j 个产业部门在[0,t]时间段内的增

长率为： 
对 Nj求和即得到整个区域的增长份额 N，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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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分别对 Pj、Dj求和可分别得到整个区域的

产业结构转移份额 P、区域竞争力份额 D，即： 
辽宁省各个市第 j 个产业部门在[0,t]时间段内的

增长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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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辽宁省的份额按下式将 14 个地级市的各产业

部门的产值标准化得到：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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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j j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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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偏离份额模型对城市经济功能演化的 
分析 

辽宁省各地级市第 j 产业的增长可表示为： 

j j jG N P D   j                    (4) 

4.1. 数据来源与处理 其中： 

j jN b R  j                         (5) 本文数据来源于辽宁历年统计年鉴[26]和统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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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各产值均为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值。为了使分析具

有系统性、客观性和合理性，按照偏离份额分析法国

际惯例[27]做法，一般取 5 年或 10 年作为一个阶段。

本文选取 10 年作为一个阶段，分别选取了 1981~1990

年、1991~2000 年和 2001~2010 年三个阶段的数据进

行偏离份额分析，将各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三次产业

值代入模型计算出辽宁省各地级市的偏离份额各分

量，计算结果见表 1~3。 

辽宁省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建国以来为我国

的经济发展和国防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尽管近年来 
 

Table 1. Shift-share analysis result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each level city of Liaoning from 1981 to 1990 (unit: hundred million RMB) 
表 1. 1981~1990 辽宁省各地级市产业结构偏离–份额分析表 (单位：亿元) 

区域份额分量(N) 产业结构偏离分量(P) 区域竞争力偏离分量(D) PD G 

地区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总计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总计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总计 

 
  

沈阳 22.01 67.00 39.50 128.50 –4.28 –6.35 20.87 10.24 –7.74 12.59 3.65 8.50 18.74 147.24

大连 19.43 59.13 34.86 113.43 –0.99 –2.79 7.68 3.91 –2.71 12.49 3.21 13.00 16.90 130.33

鞍山 15.72 47.83 28.20 91.75 –6.26 9.42 –9.38 –6.22 –4.25 –13.23 –5.99 –23.47 –29.69 62.06

抚顺 10.15 30.88 18.20 59.23 –4.54 4.48 –1.79 –1.85 –1.67 –8.85 –7.83 –18.35 –20.21 39.02

本溪 5.40 16.43 9.69 31.52 –2.58 0.98 2.31 0.71 0. 10 1.46 –8.69 –7.14 –6.43 25.09

丹东 6.03 18.35 10.82 35.20 1.77 –2.30 1.90 1.38 –0.22 –1.95 –1.91 –4.08 –2.70 32.50

锦州 7.29 22.17 13.07 42.53 2.57 –2.08 0.05 0.54 0.80 –3.77 –0.38 –3.35 –2.81 39.72

营口 6.41 19.52 11.51 37.43 1.60 –1.78 1.10 0.92 –1.61 –7.54 –5.96 –15.11 –14.19 23.24

阜新 3.30 10.04 5.92 19.26 0.48 –1.18 1.71 1.01 0.86 –2.66 –2.88 –4.68 –3.67 15.59

辽阳 4.97 15.12 8.91 29.00 1.46 1.12 –4.86 –2.27 –0.43 0.49 2.25 2.30 0.03 29.03

盘锦 2.47 7.51 4.42 14.40 1.74 –0.91 –1.01 –0.18 1.00 18.63 1.83 21.46 21.28 35.68

铁岭 5.24 15.94 9.40 30.58 9. 40 –6.86 –1.37 1.17 4.85 4.51 2.42 11.78 12.95 43.53

朝阳 3.36 10.22 6.03 19.61 0.90 –1.55 1.76 1.10 5.24 0.61 –2.03 3.83 4.93 24.54

葫芦岛 4.34 13. 20 7.78 25.32 

 

2.26 –1.48 –0.68 0.11 0.74 4.50 –0.56 4.68 

 

4.78 30.10

 
Table 2. Shift-share analysis result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each level city of Liaoning from 1991 to 2000 (unit: hundred million RMB) 

表 2. 1991~2000 辽宁省各地级市产业结构偏离–份额分析表 (单位：亿元) 

区域份额分量(N)  产业结构偏离分量(P) 区域竞争力偏离分量(D)  PD G 

地区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总计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总计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总计    

沈阳 65.95 357.19 307.91 731.05 –30.55 –25.30 124.52 68.67 16.03 51.61 32.17 99.81 168.48 899.53

大连 60.33 326.74 281.66 668.73 –4.01 –26.04 53.76 23.71 17.85 115.30 84.29 217.44 241.15 909.88

鞍山 34.38 186.21 160.52 381.12 –16.29 59.85 –54.31 –10.75 17.15 –2.88 82.08 96.35 85.60 466.72

抚顺 21.79 118.00 101.72 241.51 –10.04 30.14 –22.38 –2.29 0.59 –59.08 –21.08 –79.57 –81.85 159.66

本溪 13.85 75.01 64.66 153.53 –5.93 23.92 –23.30 –5.31 1.24 –50.37 13.11 –36.02 –41.33 112.20

丹东 16.81 91.03 78.47 186.32 3.51 –11.24 8.99 1.26 1.36 –42.92 –29.09 –70.65 –69.40 116.92

锦州 20.03 108.50 93.53 222.07 9.54 –16.25 0.88 –5.83 3.90 –50.58 –40.42 –87.10 –92.93 129.14

营口 12.47 67.51 58.20 138.18 7.53 –10.59 –2.99 –6.05 –5.14 6.55 –4.21 –2.80 –8.85 129.33

阜新 8.10 43.87 37.81 89.78 5.27 –8.25 –0.71 –3.69 –11.82 –22.27 –13.91 –48.00 –51.70 38.08

辽阳 13.07 70.77 61.00 144.84 2.67 7.18 –19.06 –9.21 –2.19 –21.71 16.82 –7.08 –16.28 128.56

盘锦 14.24 77.09 66.46 157.79 –0.72 17.20 –26.37 –9.89 0.99 100.19 2.57 103.75 93.87 251.66

铁岭 17.95 97.21 83.80 198.97 25.30 –33.63 –13.22 –21.54 –28.42 –41.56 –40.72 –110.70 –132.25 66.72

朝阳 11.07 59.94 51.67 122.67 10.03 –10.68 –9.62 –10.27 –14.01 –38.42 –14.79 –67.22 –77.50 45.17

葫芦岛 13.88 75.19 64.82 153.89 

 

3.69 3.71 –16.12 –8.72 –3.24 –32.16 4.33 –31.07 

 

–39.78 1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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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Shift-share analysis result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each level city of Liaoning from 2001 to 2010 (unit: hundred million RMB) 
表 3. 2001~2010 辽宁省各地级市产业结构偏离–份额分析表 (单位：亿元) 

区域份额分量(N) 产业结构偏离分量(P) 区域竞争力偏离分量(D) PD G 

地区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总计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总计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总计 
 

  

沈阳 266.96 1851.42 1179.53 3297.91 –114.01 –176.90 268.21 –22.70 3.17 313.13 189.56 505.86 483.16 3781.07

大连 266.78 1850.18 1178.74 3295.70 –44.45 –76.96 110.64 –10.78 11.38 277.04 349.18 637.60 626.82 3922.52

鞍山 10.32 71.60 45.62 127.55 85.12 1032.83 507.70 1625.65 –50.26 –307.72 88.28 –269.70 1355.95 1483.50

抚顺 4.46 30.95 19.72 55.13 36.79 447.34 173.36 657.49 –7.11 –107.72 39.44 –75.39 582.11 637.24

本溪 3.16 21.92 13.97 39.05 26.06 259.08 154.05 439.19 –0.51 164.00 41.32 204.81 644.01 683.06

丹东 7.66 53.11 33.84 94.61 63.14 154.43 162.85 380.42 –6.18 98.44 –24.97 67.29 447.70 542.31

锦州 12.21 84.70 53.96 150.88 100.70 158.38 136.37 395.44 –18.17 112.75 55.25 149.83 545.27 696.15

营口 5.96 41.31 26.32 73.59 49.11 247.97 140.29 437.37 –5.43 171.71 132.87 299.15 736.52 810.11

阜新 2.20 15.29 9.74 27.23 18.17 69.44 66.85 154.47 62.07 46.29 18.49 126.85 281.32 308.55

辽阳 4.98 34.56 22.02 61.56 41.08 217.51 155.94 414.53 –23.29 131.44 –29.43 78.72 493.25 554.81

盘锦 6.97 48.32 30.78 86.07 57.44 608.17 100.47 766.09 –15.16 –252.60 41.06 –226.70 539.39 625.46

铁岭 8.80 61.00 38.86 108.66 72.52 86.91 76.59 236.02 20.13 185.22 34.21 239.56 475.58 584.24

朝阳 5.50 38.17 24.32 67.99 45.37 52.53 64.74 162.64 59.43 212.49 61.01 332.93 495.57 563.56

葫芦岛 6.58 45.65 29.09 81.32 

 

54.27 213.05 134.47 401.80 –19.72 –95.47 –20.53 –135.72 

 

266.09 347.41

 

辽宁经济始终保持较快发展，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但

由于改革开放后的政策倾斜以及辽宁自身问题的存

在，其发展与东南沿海的省份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

距。当前，辽宁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应对产

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辽宁省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产业

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参见图 1、图 2。 

由图 1 可以看出，在 1981~1990 年间，辽宁省的

生产总值缓慢增加，一产、二产、三产产值也呈现出

缓慢增加的态势。在 2001~2010 年间，辽宁省的生产

总值急剧上升，增长速度依然是第三产业 > 第二产业 

> 第一产业。这是因为辽宁省是我国 早建立的老工

业基地之一，有相当的工业基础。在改革开放后，辽

宁认真贯彻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

使其生产总值保持持续较快增长，从而使辽宁省经济

较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也取得了新成绩。第三产业

发展是生产力提高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辽宁省在

对自身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后，第三产业得到了一定的

发展，使第三产业的增速大于第一、第二产业。 

从图 2 来看，各个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变

化趋势有所不同，在各时段表现出来的特征也不同。

第一产业在 1978~1984 年间略有上升之后开始缓慢下

降，总体呈下降趋势；在 1978~1992 年间，第二产业

所占比重较快的下降，第三产业所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持续上升；在 1978~1980 年间，第一产业所占比

重上升，产业结构呈“二、一、三”模式。这是由于

辽宁省工业化较早，其工业化深受计划经济体制影

响。在改革开放后，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辽宁忙

于解决经济体制改革期间产生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

多、就业结构调整难的问题，使得这一时期的第二产

业产值比重大幅下降。改革开放初期，辽宁以农村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重点推动农村改革，所以在

1978~1980 年这一时期，第一产业比重上升。 

在 2001~2010 年间，第一产业所占生产总值的比

重整体上仍然呈缓慢下降趋势，而从 2004~2008 年之

间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又有所上升，相应的第三产业

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整体趋势是辽宁省的地区生产

总值迅速上升，第三产业的增长的斜率大于第二产业

和第一产业的，说明第三产业的增长较快。这是因为

在 2003 年，国家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

为辽宁的新一轮发展带来了契机，辽宁省在国家政策

导向及自身产业结构调整下，第二产业比重上升，产

业结构呈“二、三、一”模式。 

4.2. 产业结构调整的总体分析 

1981~1990 年为第一阶段。由表 1 可知，辽宁省

各地级市的地区增长份额(N)均为正值，说明各地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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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evolution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output value in Liaoning province from 1978 to 2010 
图 1. 1978~2010 年辽宁省三次产业产值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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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evolution of the GDP constitute in Liaoning province from 1978 to 2010 
图 2. 1978~2010 辽宁省生产总值构成演进 

 

的经济增长均高于辽宁省的实际增长水平。产业结构

转移份额 P < 0 的城市有鞍山、抚顺、辽阳和盘锦，

说明这几个市的产业结构与其它各市相比不甚合理，

(P)值 大的市是沈阳，值为 10.24，说明其产业结构

在辽宁省是 优的。区域竞争力份额(D)由于受多重因

素影响，如区位条件优劣、管理水平高低、投资规模

大小、城市基础设施好坏、科技发展水平高低等一系

列因素的影响，使各地级市呈现出不一致的结果。三

次产业的区域竞争力份额(Dj)均为正值的只有盘锦和

铁岭，均为负值的市有鞍山、抚顺、丹东和营口，而

沈阳和大连的第一产业的区域竞争力份额为负值，但

其第二产业的竞争力很强，分别为 12.59 和 12.49，排

在全省前两位。 

1991~2000 年为第二阶段。由表 2 可知，在第二

阶段辽宁省的地区增长份额(N)均为正值，各个地级市

的经济增长均优于其所在大区。产业结构分量 P > 0

的城市只有沈阳、大连和丹东，值分别为 68.67、23.71

和 1.26，其余市的 P 值均为负，说明只有这三个市的

产业结构优于辽宁省的产业结构。三次产业的区域竞

争力份额(Dj)均为正值的有沈阳、大连和盘锦，均为

负值的市有阜新、铁岭和朝阳，其中区域竞争力份额

(D) 小的两个市为铁岭和抚顺，分别为–110.70 和

–79.57，说明它们在辽宁省的区域竞争力 弱。 

2001~2010 年为第三阶段。从表 3 可知，三次产

业的区域竞争力份额(Dj)均为正值的有沈阳、大连、

阜新、铁岭和朝阳，均为负值的仅有葫芦岛一市。竞

争力 大的为大连，其值为 673.60；其次是沈阳，其

值为 505.86。竞争力 弱的市是鞍山和盘锦，值分别

为–269.70 和–226.70。各地级市第二产业的总偏离

(PDj)均为正值，其中 大的为大连，其值为 1190.42，

说明大连市的第二产业的发展在辽宁 好，也即工业

发展程度 高。 小的为葫芦岛和盘锦市，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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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9 和 85.56，说明在该阶段，这两个市在辽宁省的

工业化程度 低。 

三个阶段都为负值的只有抚顺市。三个阶段，区

域竞争份额由正–负–正变化的城市有辽阳、铁岭、

朝阳三个市。前两个阶段为负，后一阶段为正的城市

有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在三个阶段，区

域竞争份额由负–正–负变化的城市只有鞍山。出现

这些情况的原因在于辽宁省对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

和新的发展战略的提出。辽宁省重点推出了三大区域

发展战略，推动老工业基地走向全面振兴。其战略是

从 2005 年辽宁省确定丹东、大连等沿海岸线的各地

对外开放；在 2008 年，辽宁省将中部城市群确定为

沈阳经济区，从而将沈阳、鞍山、营口等 8 个城市的

经济资源进行整合发展；继而又推出了突破辽西北战

略，将经济发展的目光同时覆盖辽宁相对贫困的西部

和北部地区，初步形成沿海与内陆协调发展的新格

局。其中辽西北地区 5 个城市中，阜新和铁岭被划入

沈阳经济区，锦州和葫芦岛被划入沿海经济带，沈阳

经济区中的营口，同时也属于沿海经济带范围。这些

都使得它们近十年的竞争力份额发生转变。 

4.3. 各地级市的产业结构演进分析 

根据以上表 1、表 2 和表 3 的偏离份额分析结果，

对辽宁省各个地级市三个阶段的区域竞争力偏离份

额(D)进行聚类(本文中的聚类即分类汇总)，以便对各

个市的产业结构演进进行分析。聚类结果见表 4。 

从表 4 中可以发现，在对辽宁省各地级市的区域竞

争份额进行聚类后，可以将辽宁省的地级市分为七类。 

区域竞争份额始终为正值的只有大连市和沈阳

市。在改革开放后的 30 年中，产业结构基础一直较

好，区域竞争力份额 大的市是大连，这与大连所拥

有的区位条件优势以及辽宁省经济政策的倾斜是密

不可分的。沈阳市是东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同时

也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建国以后为国家和地区

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改革开放初期，沈阳正

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时期，这

一时期存在部分国有企业倒闭、工人下岗等一系列问

题，使这一阶段的区域竞争份额较小。后来沈阳市经

过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 2003 年中央提出了振兴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后，沈阳在政策引导下区域竞

争力越来越大。前两个阶段为正值，后一阶段呈负值

的市是盘锦。盘锦市是由辽河油田的开发建设而兴起

的石油化工城市，近年来由于资源的约束和矿业城市

普遍存在的矛盾等原因，产业结构单一，经济支柱缺

乏，使其竞争力下滑。前一阶段为正值，后两阶段为

负值的市是葫芦岛。葫芦岛市由于建市较晚，经济总

量小，对外开放水平低，城市基础设施欠账太多等原

因，使其区域竞争力较小。 
 
Table 4. Positive and negative situation of the shift share effect in 

each level city 
表 4. 各地级市竞争力偏离分量正负情况变化的聚类分析表 

时间段 
 

1981~1990 1991~2000 2001~2010 
地级市 

D > 0 D > 0 D > 0 大连、沈阳 

D > 0 D > 0 D < 0 盘锦 

D > 0 D < 0 D > 0 辽阳、铁岭、朝阳

D > 0 D < 0 D < 0 葫芦岛 

D < 0 D < 0 D < 0 抚顺 

D < 0 D < 0 D > 0 
本溪、丹东、锦州、

营口、阜新 

竞争力偏

离分量

(D)的正

负情况 

D < 0 D > 0 D < 0 鞍山 

5. 结论 

本文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分析了辽宁省各地级

市改革开放后 30 年的产业结构的演进情况。过分析

我们发现，辽宁省的产业结构总体演化情况为：第三

产业所占 GDP 比重持续增加；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总

体呈下降趋势，但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导向

下略有上升；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略微下降。辽宁省各

地级市中，大连市的产业结构及竞争力 好；其次沈

阳的产业结构基础较好，竞争力较强；在三阶段抚顺

的竞争力始终较差。结果表明，辽宁的区域发展不平

衡，部分城市产业结构单一，特别是资源型城市，如

抚顺、阜新、本溪、盘锦和葫芦岛等市，经济结构单

一，市场机制不健全，第三产业发展不足，使得区域

竞争力下降。在今后的发展中，辽宁省要继续优化产

业结构，切实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更大程度

的推进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加快促进产业结构

转型，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促进三次

产业协调发展，加强城镇规划与新农村建设规划的相

互衔接，实现城乡互动发展。推进沿海重点产业园区、

沈阳经济区同城化一体化、辽西北特色产业集群和生

态环境建设，推动三大区域集约发展。在农业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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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特色优势农业，提升农业竞争力；在工业上，

增强工业竞争力；未来第三产业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

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着力拉长产业链，努力提高

装备成套化率，为第一、第二产业做贡献，持续提高

辽宁省的经济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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