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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制造业细分产业竞争力分析
———基于新旧动能转换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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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制造业是山东工业经济的主体ꎬ如何提升其细分产业竞争力、破解制造业发展快

速下行的局面ꎬ是山东省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ꎮ 从价值形成角度构建了山东省

制造业细分产业竞争力评价体系ꎬ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山东省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制造业细分产业结构

特征和细分产业竞争力变化状况进行测度和分析ꎮ 实证结果表明:山东省制造业细分产业竞争力

主要表现为获利能力ꎬ而研发投入等创新能力对竞争力的贡献不明显ꎻ经过多年的结构调整ꎬ传统

制造业仍是山东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ꎬ在细分产业竞争力排名中居前ꎻ新兴产业的竞争力较弱ꎬ不
足以支撑山东经济持续稳定发展ꎮ 因此ꎬ积极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两者均

衡发展ꎬ通过科技创新在传统产业中激发新的增长点成为山东经济新旧动能转化、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ꎮ
[关键词] 　 产业竞争力ꎻ制造业ꎻ细分产业ꎻ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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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ꎬ是实体经济和现代产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ꎬ
制造业的健康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ꎮ 制造业不仅创造着大量的物质财

富ꎬ是一国的财富之源ꎬ同时制造业还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和技术创新的使用者与传播者

(黄群慧ꎬ２０１６) [１]ꎬ孕育着一国的创新潜能ꎬ而这种创新潜能对当前新旧动能转换战略的顺利

实施具有决定性意义ꎮ 针对当前制造业发展存在的问题ꎬ«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指明了发展的方

向:“突破一批重点领域关键共性技术ꎬ促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ꎬ走创新驱动的发

展道路”ꎮ 这意味着制造业必须转变发展方式ꎬ由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的

传统旧动能发展方式ꎬ转向更多地依靠以知识、技术、信息等创新型要素为支撑的新动能发展

方式ꎮ 面对当前国内外经济下行、制造业外延式发展受阻的局面ꎬ如何激活制造业的发展潜

能ꎬ推动制造业发展新旧动能转换ꎬ进而推动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产业竞争力提升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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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ꎮ
山东是制造业大省ꎬ制造业是山东实体经济的绝对主力ꎮ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制造业在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构成中的占比分别为 ９０.９％、９２.５％、９１.７％、８７.３％ꎬ由此可见制造业的发展

对山东经济发展的重要性ꎮ 然而近些年来山东制造业的发展面临着快速下行的局面ꎬ相关统

计指标总资产贡献率的变化趋势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ꎬ山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

资产贡献率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９.８８％下降到 ２０１５ 年 １４.７０％、２０１６ 年 １４.０９％ꎬ然后快速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 １２.９６％ꎬ有加速下降趋势ꎮ 总资产贡献率是市场主体财富创造能力和资产运作效率的一个

重要指标ꎬ该指标持续、快速下降反映出制造业发展的内在机制或动力出现了问题ꎮ
针对目前山东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困境ꎬ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山东应仿效经济发达的广东

和江苏ꎬ移植并扶持新兴产业ꎬ置换和淘汰传统产业ꎬ以此重振山东经济ꎮ 但新兴产业自身的

发展以及与其他产业的衔接和协同是需要一定的基础和条件的ꎮ 山东制造业长期发展所积累

的人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禀赋ꎬ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环境和产业生态环境ꎬ既是其发展的现实

基础ꎬ也是其发展的制约因素ꎮ 所以ꎬ要破解山东制造业发展的困局ꎬ首先需要厘清山东制造

业的产业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ꎬ正确认识山东制造业产业竞争优势与劣势ꎬ深入探究山东制

造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根源和发展趋势ꎬ然后在此基础上ꎬ根据山东经济实际和社会需要ꎬ
精准化培养和扶持有生命力和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或传统细分产业ꎬ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ꎬ
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ꎬ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ꎬ更好地推动山东经济发展ꎮ

国外关于产业竞争力的研究起步较早ꎬ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产业竞争力影响因

素的诠释方面ꎮ １９９０ 年ꎬ哈佛商学院著名学者 Ｐｏｒｔｅｒ Ｍ Ｅ 提出钻石理论模型ꎬ用来解释一个

国家某种产业为什么会在国际上有较强的竞争力ꎮ 他认为ꎬ产业国际竞争力是由生产要素ꎬ国
内市场需求ꎬ相关与支持性产业ꎬ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等四个主要因素ꎬ以及政府行

为、机遇两个辅助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ꎮ 此后不断有学者对钻石理论模型进行完善或修正ꎮ
Ｄｕｎｎｉｎｇ(１９９３) [２] 强调生产和市场的全球化对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影响ꎬ他认为各国的钻石模

型会因为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程度和参与形式的不同而不同ꎮ Ｃｈｏ(１９９４) [３]则强调人的因

素包括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影响ꎬ用包括工人、政治家、职业经理人、企业家四

种人力因素ꎬ商业环境、资源禀赋、国内需求、相关产业四种非人力的外在因素ꎬ以及机遇的九

因素模型来解释韩国的产业竞争力ꎮ Ｓｉｒｉｋｒａｉ 和 Ｔａｎｇ(２００６) [４]将管理能力、技术能力作为内部

影响因素ꎬ产业竞争条件、政府作用作为外部影响因素ꎬ从生产能力、产品附加值、市场扩张、财
务回报、无形价值五个方面度量了泰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的竞争力ꎮ Ｋｌｅｙｎｈａｎｓ(２０１６) [５]通过对

１０５７ 家公司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ꎬ验证了科学技术的溢出效应对产业竞争力的推动作用ꎮ
Ｍｅｌｅｏ(２０１４) [６]分析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碳排放量的重新修订对于意大利造纸业竞争力的影

响ꎬ Ｋｕｍａｒ 和 Ｐｒａｂｈａｋａｒ(２０１９) [７]研究气候政策对于国家出口竞争力的影响ꎬ两者的研究都证

实了制度与政策是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ꎮ
国内学者关于产业竞争力的研究在 ２０００ 年以后比较活跃ꎬ主要聚焦于产业竞争力评价体

系分析、研究方法以及区域间产业竞争力实证研究ꎮ 黄祖辉和张昱(２００２) [８] 从静态竞争力评

价、竞争力潜在变动趋势估计、以及竞争力影响因素对竞争力变动的贡献这三个层面出发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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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系列指标与模型ꎬ构建产业竞争力实证研究的系统性框架ꎮ 赵玲玲和马行裕(２００３) [９] 以

总量竞争力、产业结构竞争力、市场竞争力、涉外竞争力、 技术创新竞争力、集中度竞争力、企
业竞争力、支撑产业竞争力等八个方面 ６９ 个指标分析建立工业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ꎬ具
有较强的综合性ꎮ 喻荣春和孙学君(２００５) [１０]通过梳理国内外产业竞争力相关文献ꎬ界定区域

产业竞争力的决定要素ꎬ确立多层次区域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及参考权重ꎮ 王连芬和张少杰

(２００８) [１１]在初步确立评价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的基础上ꎬ分析了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的设

计ꎬ通过评价指标的可行性分析、冗余度分析和区分度分析建立了产业竞争力测度指标体系ꎮ
在实证分析方面ꎬ顾江和高莉莉(２０１２) [１２]采用因子分析法对 ３１ 省市省际文化产业竞争

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ꎬ认为地区经济综合实力、文化资源及其开发能力、市场化程度、政策支持

力度和文化创意人才等都是影响文化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ꎮ 孔凡斌和李华旭(２０１７) [１３] 利

用主成分分析法ꎬ从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产业效率、产业创新、产业生态和产业综合方面对长

江经济带沿江地区产业竞争力进行评价ꎬ将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划分为富有竞争力区间ꎬ中等

产业竞争力区间和缺乏产业竞争力区间ꎮ 任保平和李禹墨(２０１８) [１４]综合考虑环境保护、涉外

能力、技术创新、支持条件、经济总量和信息化六个方面因素ꎬ建立评价指标体系ꎬ采用主成分

分析和聚类分析ꎬ对全国 ３０ 个省份工业体系竞争力进行评估ꎬ得出结论工业体系整体竞争力

呈现良好上升态势ꎬ但各省份内部指标之间存在着发展不均衡的问题ꎮ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ꎬ产业竞争力研究主要从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

方法、评价体系、区域间整体竞争力比较以及某个产业竞争力的国家间或区域间比较等维度进

行理论和实证分析ꎬ缺乏关于区域内各产业发展状况的全面评估研究ꎮ 本文从细分产业和价

值形成视角ꎬ研究山东制造业各细分产业的竞争力ꎬ旨在全面系统地理解山东制造业产业结构

特征和发展态势ꎬ为破解山东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困局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ꎬ并从中探寻山东经

济发展的新动能ꎮ
二、研究方法、指标体系与数据处理

(一)研究方法

根据相关定义ꎬ产业竞争力是指产业在生产效率、满足市场需求、持续获利等方面所体现

的竞争能力ꎬ所以要全面准确地度量一个产业的竞争能力需要建立一个综合的评价指标体系ꎮ
由于综合指标体系中包含的具体评价指标数量较多ꎬ且指标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ꎬ而主成分分

析法能够将存在相关性的多指标体系进行提炼简化ꎬ在保留较为全面信息的同时有效降低指

标维数ꎬ利于数据分析ꎬ因此本文选择主成分分析法对产业竞争力进行相关测算评价ꎮ
同时产业竞争力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ꎬ随着时间推移和产业演进ꎬ其相应指标权重会产生

变化ꎮ 为了准确测度产业竞争力的动态变化ꎬ本文采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ꎮ 时序全局主

成分分析法是在主成分分析法的基础上ꎬ导入时序数据进行分析ꎬ能够反映产业竞争力的动态

变化状况ꎮ
(二)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产业竞争力的定义ꎬ通常从生产效率、市场需求状况、持续获利能力等方面衡量一个

具体产业的竞争能力ꎮ 虽然已有大量文献对产业竞争力的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ꎬ但由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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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考察层次、研究视角的差异性ꎬ所建立的指标体系也有所不同ꎮ 基于指标体系的科学性、
系统性、动态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以及细分产业竞争力评价的要求ꎬ本文从价值形成视角建立

细分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ꎬ选取获利能力、生产能力、市场能力、成长能力和创新能力等 ５ 类一

级指标以及 １４ 项二级指标进行分析ꎮ
本文选取主成分分析法为各级指标赋予权重ꎮ 与其他专家打分法等主观赋权相比ꎬ主成

分分析法赋权更具客观性ꎮ 综合借鉴各学者关于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研究成果(赵彦云、张
明倩ꎬ２００５[１５]ꎻ金碚ꎬ２００３[１６])ꎬ结合产业实际情况ꎬ建立细分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如下(见表

１)ꎮ
　 表 １ 细分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公式

获利能力

总资产贡献率 Ｘ１ (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利息支出) / 平均资产总额×１００％
产值利税率 Ｘ２ (利税总额 / 工业总产值)×１００％

成本费用利润率 Ｘ３ (利润总额 / 成本费用总额)×１００％

生产能力
产值 Ｘ４ 工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工业最终产品或提供工业性劳务活动的总价值量

人均产值 Ｘ５ 工业总产值 / 从业人员数量

市场能力

市场占有率 Ｘ６ 省销售产值 / 全国销售产值

销售产值利税率 Ｘ７ (利税总额 / 工业销售产值)×１００％
流动资产周转率 Ｘ８ 产品销售收入 / 全部流动资产平均余额

产品销售率 Ｘ９ (工业销售产值 / 工业总产值)×１００％

成长能力

产值增长率 Ｘ１０ (产值增长额 / 上年产值)×１００％
利润增长率 Ｘ１１ (利润增长额 / 上年利润总额)×１００％

人均产值增长率 Ｘ１２ (人均产值增长额 / 上年人均产值总额)×１００％

创新能力
Ｒ＆Ｄ 经费支出 Ｘ１３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

Ｒ＆Ｄ 人员投入 Ｘ１４ Ｒ＆Ｄ 人员数量

从价值形成的角度看ꎬ产业获利能力是细分产业过去和现在竞争力的结果ꎬ产业竞争力的

提高最直观地体现为持续获利能力的提升ꎮ 获利能力用总资产贡献率 Ｘ１、产值利税率 Ｘ２、成
本费用利润率 Ｘ３三个指标来表示ꎮ 总资产贡献率是资产新增价值(利润＋税金＋利息)与平均

资产总额的比值ꎬ反映了产业全部资产创造价值的能力ꎬ是总资产运作效率的直观体现ꎬ也是

评价产业竞争力的核心指标ꎮ 产值利税率主要反映了利税总额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ꎮ 成本

费用利润率反映了利润和成本费用的比值ꎬ成本费用利润率越高ꎬ单位成本可获得的利润就越

多ꎮ 三个指标由宽到窄ꎬ从不同角度反映产业的获利状况ꎬ是产业创造价值的当期结果ꎮ
生产能力选取产值 Ｘ４、人均产值 Ｘ５两个指标来衡量ꎮ 产值反映一定时间内产业的生产规

模ꎮ 人均产值则从人均的角度反映产业的生产能力ꎬ是评价产业生产能力的重要指标ꎬ同时也

是劳动生产效率的反映ꎬ人均产值越高则相关产业劳动生产率越高ꎮ
市场能力由市场占有率 Ｘ６、销售产值利税率 Ｘ７、流动资产周转率 Ｘ８、产品销售率 Ｘ９四个

指标表示ꎮ 市场占有率是产品销量(或销售额)在市场同类产品中所占比重ꎬ可以用来反映某

一细分产业产品在全国市场中的地位ꎮ 市场占有率越高ꎬ反映在相应的价位下市场对该产品

认可度越高ꎮ 销售产值利税率的高低反映了售出的产品利润和税收之和占产值的比重ꎬ在税

收比例一定的情况下ꎬ销售产值利税率越高ꎬ该产品的利润越高ꎬ说明市场对该产品需求旺盛ꎬ
该产业的竞争力越强ꎮ 流动资产周转率反映了流动资产周转速度ꎬ是一定时期内主营业务销

售收入与流动资产平均余额的比值ꎮ 流动资产周转率越高通常意味着该产业资产的利用率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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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ꎬ产品流通速度越快ꎬ总体经营情况越好ꎮ 产品销售率反映产品已实现销售的程度ꎬ是分析

产品产销衔接情况、研究产品市场满足程度的指标ꎮ
成长能力用产值增长率 Ｘ１０、利润增长率 Ｘ１１、人均产值增长率 Ｘ１２这三个指标ꎬ分别从规

模、利润、劳动生产效率三个方面来描述产业的成长性ꎬ展现产业发展的惯性和趋势ꎮ
创新能力代表了产业潜在的竞争力ꎬ集聚着产业未来的获利能力ꎬ是决定产业竞争力的关

键因素ꎮ 由于创新成果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和持续投入的理性人假设ꎬ本文细分产业的创新

能力用 Ｒ＆Ｄ 经费支出 Ｘ１３和 Ｒ＆Ｄ 人员投入 Ｘ１４表示ꎮ 从理论上分析ꎬ产业 Ｒ＆Ｄ 经费支出和

Ｒ＆Ｄ 人员投入的持续增加能有效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和创新水平ꎬ使产业在市场中更具有

竞争力ꎮ
(三)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软件对规模以上制造业细分产业竞争力进行分析ꎮ 细分产业竞争力

相关指标数据来自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①«中国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
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ꎬ或由其中的原始数据经整理计算得出ꎮ 统计数据的预处理包括

两方面:一是缺失数据处理ꎬ对于部分年份缺失的数据通过线性回归拟合法、趋势外推法等方

法进行推导获得ꎬ确保数据分析和权重赋值的准确性ꎻ二是标准化处理ꎬ消除指标间度量单位

和量级的影响ꎮ
三、实证结果

(一)主成分的提取

为考察制造业细分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以及是否适合采用

主成分分析方法ꎬ选取 ＫＭＯ 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度检验方法进行分析ꎬ具体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ＫＭＯ 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的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 度量 ０.５４５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４４２１.９６２
ｄｆ ９１
Ｓｉｇ. ０.０００

由表 ２ 可知ꎬ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统计量为 ４４２１.９６２ꎬ对应的概率 ｐ 值接近 ０ꎮ 同时ꎬＫＭＯ
检验值大于 ０.５ꎬ表明样本之间具有一定相关性ꎬ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研究是合理的ꎮ

表 ３ 描述了主成分分析的初始解情况以及因子解的情况ꎮ 依据特征值大于 １ 的原则ꎬ选
取主成分 Ｆ１、Ｆ２、Ｆ３、Ｆ４ꎬ将 １４ 个指标缩减到了 ４ 个ꎮ 第一主成分解释了原始数据 ３０.６２２％的

信息ꎬ第二主成分解释了原始数据 ２０.２４７％的信息ꎬ第三主成分解释了原始数据 １４.１１０％的信

息ꎬ第四主成分解释了原始数据 ９.５１２％的信息ꎬ四个主成分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 ７４.４９２％ꎬ解
释了原始数近 ７５％的信息ꎮ

采用回归法计算各评价指标权重系数ꎬ具体数值如表 ４ 所示ꎮ 根据表 ４ 显示的因子载荷

系数ꎬ可进一步构建山东制造业细分产业竞争力评价模型中四类主成分的表达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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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各主成分的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１ ４.２８７ ３０.６２２ ３０.６２２ ４.２８７ ３０.６２２ ３０.６２２
２ ２.８３５ ２０.２４７ ５０.８６９ ２.８３５ ２０.２４７ ５０.８６９
３ １.９７５ １４.１１０ ６４.９７９ １.９７５ １４.１１０ ６４.９７９
４ １.３３２ ９.５１２ ７４.４９２ １.３３２ ９.５１２ ７４.４９２
５ ０.９３８ ６.７０１ ８１.１９３
６ ０.８６９ ６.２０８ ８７.４０１
７ ０.６０９ ４.３４７ ９１.７４８
８ ０.３９３ ２.８０８ ９４.５５６
９ ０.３４９ ２.４９４ ９７.０５０
１０ ０.１９９ １.４１８ ９８.４６８
１１ ０.１２７ ０.９０８ ９９.３７７
１２ ０.０６０ ０.４２８ ９９.８０４
１３ ０.０２７ ０.１９５ ９９.９９９
１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０

　 表 ４ 主成分载荷矩阵

指标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４
Ｘ１ ０.８６８ ０.１１１ ０.２０８ ０.３０２
Ｘ２ ０.８６３ ０.４５２ ０.１０１ ０.０２８
Ｘ３ ０.７６８ ０.３１２ ０.２５３ －０.０５７
Ｘ４ －０.６４５ ０.５０３ ０.４０２ ０.２４９
Ｘ５ ０.０８４ ０.５２４ ０.２０７ ０.１８１
Ｘ６ －０.３９７ －０.０８７ ０.５１４ ０.５９５
Ｘ７ ０.８６１ ０.４５１ ０.１０２ ０.０２１
Ｘ８ －０.０５９ －０.６０９ －０.０１３ ０.６６７
Ｘ９ ０.２４８ ０.１９７ －０.００２ ０.３７３
Ｘ１０ ０.１４２ －０.４８５ ０.７１０ －０.１３４
Ｘ１１ ０.１０２ －０.３９１ ０.６４０ －０.３５１
Ｘ１２ ０.１８７ －０.４６３ ０.５３１ －０.１７３
Ｘ１３ －０.６３１ ０.６５５ ０.２８９ －０.１１９
Ｘ１４ －０.５９１ ０.５８４ ０.３１６ －０.１３４

通过主成分特征值和载荷系数计算各指标在主成分中的权重ꎬ四个主成分计算公式分

别为:
Ｆ１ ＝ ０.４１９Ｘ１＋０.４１７Ｘ２＋０.３７１Ｘ３－０.３１２Ｘ４＋０.０４１Ｘ５－０.１９２Ｘ６＋０.４１６Ｘ７－０.０２８Ｘ８

＋０.１２０Ｘ９＋０.０６９Ｘ１０＋０.０４９Ｘ１１＋０.０９０Ｘ１２－０.３０５Ｘ１３－０.２８５Ｘ１４ (１)

Ｆ２ ＝ ０.０６６Ｘ１＋０.２６８Ｘ２＋０.１８５Ｘ３＋０.２９９Ｘ４＋０.３１１Ｘ５－０.０５２Ｘ６＋０.２６８Ｘ７－０.３６２Ｘ８

＋０.１１７Ｘ９－０.２８８Ｘ１０－０.２３２Ｘ１１－０.２７５Ｘ１２＋０.３８９Ｘ１３＋０.３４７Ｘ１４ (２)

Ｆ３ ＝ ０.１４８Ｘ１＋０.０７２Ｘ２＋０.１８０Ｘ３＋０.２８６Ｘ４＋０.１４７Ｘ５＋０.３６６Ｘ６＋０.０７３Ｘ７－０.００９Ｘ８

－０.００１Ｘ９＋０.５０５Ｘ１０＋０.４５５Ｘ１１＋０.３７８Ｘ１２＋０.２０６Ｘ１３＋０.２２５Ｘ１４ (３)

Ｆ４ ＝ ０.２６２Ｘ１＋０.０２４Ｘ２－０.０４９Ｘ３＋０.２１６Ｘ４＋０.１５７Ｘ５＋０.５１６Ｘ６＋０.０１８Ｘ７＋０.５７８Ｘ８

＋０.３２３Ｘ９－０.１１６Ｘ１０－０.３０４Ｘ１１－０.１５０Ｘ１２－０.１０３Ｘ１３－０.１１６Ｘ１４ (４)
(二)主成分分析

通过主成分分析ꎬ可以得出四类主成分所表示的具体含义以及相关指标构成ꎮ 第一主成

分是反映细分产业获利能力的一个综合指标ꎮ 在第一主成分中获利能力的三个指标总资产贡

献率 Ｘ１、产值利税率 Ｘ２、成本费用利润率 Ｘ３ꎬ和市场能力的销售产值利税率 Ｘ７四项指标为正

值且有较大载荷ꎬ相应指标值的增加会显著提升第一主成分的得分ꎮ 销售产值利税率 Ｘ７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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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其归为市场能力指标ꎬ但它同时也是评价获利能力的指标ꎮ 因此第一主成分主要代表

了获利能力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ꎬ同时第一主成分对原始数据所解释的信息是最多的ꎬ对第一

主成分影响较大的获利能力指标对总体得分影响也较大ꎮ 第二主成分是反映细分产业创新能

力和生产能力的一个综合指标ꎮ 第二主成分中影响较大的指标包括代表生产能力的产值 Ｘ４、
人均产值 Ｘ５ꎬ和创新能力的 Ｒ＆Ｄ 支出 Ｘ１３、Ｒ＆Ｄ 人员投入 Ｘ１４ꎬ这些指标的提高会显著地提高

第二主成分的得分ꎬ从而提高产业的竞争力ꎮ 第三主成分主要反映细分产业的成长能力ꎮ 其

中代表产业成长能力的产值增长率 Ｘ１０、利润增长率 Ｘ１１、人均产值增长率 Ｘ１２这三个指标值的

增加会使第三主成分的取值显著提高ꎬ另外代表市场能力的市场占有率 Ｘ６指标的作用在此体

现也很明显ꎮ 第四主成分是代表市场能力的综合指标ꎮ 在这个主成分中市场占有率 Ｘ６、流动

资产周转率 Ｘ８、产品销售率 Ｘ９这三个指标对主成分得分影响较大ꎮ
(三)竞争力评价模型及评价结果排名

由表 ３ 可计算得出四类主成分的权重以及总得分计算公式:
Ｆ＝ ０.４１１Ｆ１＋０.２７２Ｆ２＋０.１８９Ｆ３＋０.１２８Ｆ４ (５)

将四个主成分带入公式(５)计算得到山东制造业细分产业竞争力得分公式:
Ｆ＝ ０.２５２Ｘ１＋０.２６１Ｘ２＋０.２３１Ｘ３＋０.０３５Ｘ４＋０.１４９Ｘ５＋０.０４２Ｘ６＋０.２６０Ｘ７－０.０３８Ｘ８

＋０.１２２Ｘ９＋０.０３０Ｘ１０＋０.００４Ｘ１１＋０.０１５Ｘ１２＋０.００６Ｘ１３＋０.００５Ｘ１４ (６)
根据产业竞争力总得分计算公式ꎬ可以求出山东省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中每年的制造业各细分

产业竞争力得分ꎬ对得分进行排名ꎬ并按 ２０１７ 年的分值进行排序ꎬ结果如表 ５ 所示ꎮ
四、结果分析

(一)细分产业竞争力评价模型分析

利用总得分计算公式对山东制造业细分产业竞争力进行横向比较可以看出:
总资产贡献率 Ｘ１、产值利税率 Ｘ２、成本费用利润率 Ｘ３和销售产值利税率 Ｘ７这四个指标体

现了产业的获利能力ꎬ是决定产业竞争力大小的关键指标ꎬ影响系数分别为 ０.２５２、０.２６１、０.２３１
和 ０.２６０ꎮ 长期获利能力既是产业竞争力高低的体现ꎬ也是产业发展质量高低的体现ꎬ这正是

当前山东把“提质增效”作为产业发展的首要任务的原因ꎮ
人均产值 Ｘ５即劳动效率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较为明显ꎬ影响系数为 ０.１４９ꎮ 但产业规模

Ｘ４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很少ꎬ影响系数仅为 ０.０３５ꎬ这是因为产业规模是对产业生产能力量的

度量ꎬ而随着经济发展ꎬ人们的需求已经从产品量的满足上升为对产品质的追求ꎮ 多样化、个
性化的消费需求使产业的规模优势逐渐消失ꎬ规模的差异对细分产业间竞争力的影响不大ꎮ

市场占有率 Ｘ６对细分产业的竞争力影响很小ꎬ系数仅为 ０.０４２ꎬ这似乎与我们的直观感觉

不一致ꎮ 但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山东传统产业所生产出来的大部分产品技术含量较低ꎬ而工

业化大生产提供的产品又是大量的ꎬ面对有限的市场需求和激烈的市场竞争ꎬ企业往往采取价

格战以博取市场份额ꎬ所以市场占有率高不表现为产品利润和产业竞争力高ꎮ 而代表产销衔

接的产品销售率 Ｘ９对细分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相对较大ꎬ系数为 ０.１２２ꎮ 这是因为产品销售率

反映了社会对产品的接纳程度ꎬ产品销售率高说明产品的供给侧和需求侧趋于有效匹配ꎬ产品

的社会价值容易实现ꎬ生产该产品的产业竞争力就较强ꎮ
８５１



经济与管理评论

区域经济

　 表 ５ 山东制造业细分产业竞争力排名状况

行业名称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烟草制品业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３ ４ ６ ６ ６ ６ ４ ２ ２
医药制造业 ４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４ ４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１５ １２ ９ ９ ９ ５ ５ ５ ５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７ ６ １４ １３ １２ １２ １４ １１ ６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５ ５ ５ ５ ７ ８ ８ ８ ７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２２ １１ １７ １５ １７ １０ １２ ６ ８
食品制造业 １２ ８ １０ １８ １６ １４ １１ ７ ９
纺织业 １８ ９ １３ ７ ４ １５ ６ ９ １０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１７ １６ ２５ ２３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４ １１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２５ ２６ ２６ ２７ ２７ ２７ ２７ ２７ １２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１６ ２２ ４ １２ ８ ９ １０ １６ １３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８ ７ １１ ４ ５ ７ ７ １２ １４
家具制造业 １１ １４ １２ ８ １３ １３ １６ １４ １５
金属制品业 １９ １９ １６ ２０ １８ １８ １９ １９ １６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２０ １３ ２３ ２４ ２３ １９ ２２ １３ １７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２７ ２５ ２４ ２６ ２４ ２４ ２３ ２２ １８
仪器仪表制造业 １０ １０ ７ １１ １０ １６ １３ １７ １９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６ １５ ８ １４ １４ ４ ９ １０ ２０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９ ２１ １５ １０ １１ １１ １７ １８ ２１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２３ １８ １８ １７ ２０ ２２ ２０ ２１ ２２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１３ １７ ２２ ２１ ２１ ２０ １８ ２０ ２３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１４ ２０ １９ １６ １５ １７ １５ １５ ２４
纺织服装、服饰业 ２１ ２３ ２１ ２２ ２２ ２１ ２１ ２３ ２５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２４ ２４ ２０ １９ １９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２６ ２７ ２７ ２５ ２６ ２６ ２６ ２６ ２７

产值增长率 Ｘ１０、利润增长率 Ｘ１１、人均产值增长率 Ｘ１２三个代表产业成长能力的评价指标

以及流动资产周转率 Ｘ８的系数都较小ꎬ分别为 ０.０３、０.００４、０.０１５ 和－０.０３８ꎬ这四个指标值的变

动对产业竞争力影响不大ꎮ
由于山东制造业细分产业创新能力产出数据无法获得ꎬ本文只选取了 Ｒ＆Ｄ 经费支出 Ｘ１３和

Ｒ＆Ｄ 人员投入 Ｘ１４两项指标来描述产业的创新能力ꎬ系数仅为 ０.００６ 和 ０.００５ꎬ说明研发投入的差

异并没有显著地影响各细分产业整体的竞争力ꎮ 创新能力维度在综合竞争力模型的主成分中得

到较好的体现ꎬ但创新能力中各二级指标对综合竞争力的贡献还低于获利能力中的各指标ꎮ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ꎬ指标系数大多数为正数ꎬ意味着随着大部分指标值的增加ꎬ产业竞争

力会增加ꎬ指标值的提升对产业竞争力有促进作用ꎮ 其中代表发展质量的获利能力指标—总

资产贡献率 Ｘ１、产值利税率 Ｘ２、成本费用利润率 Ｘ３和销售产值利税率 Ｘ７的提升对产业竞争力

的提升作用显著ꎻ而创新能力指标的提升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较弱ꎬ如何进一步提高创新能力

对制造业综合竞争力的贡献度ꎬ是下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ꎮ
(二)产业竞争力排名与制造业产业结构特征分析

产业竞争力排名较为全面地度量了山东制造业细分产业发展的质量状况ꎬ结合产业规模

和研发投入等主要指标排名(见表 ６)可以发现山东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一些基本特征ꎮ
从表 ５ 竞争力排名的状况可以看出ꎬ山东制造业各细分产业的竞争力排名随着时间的变

化有升有降ꎬ但 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７ 年前十名排名较为稳定ꎮ 在这些细分产业中ꎬ烟草制品业比较

特殊ꎬ一直排在第一名ꎮ 从前述细分产业竞争力总得分公式可知ꎬ获利能力是竞争力大小的主

要影响因素ꎬ烟草制品业作为国家行政垄断行业ꎬ存在巨大的垄断利润ꎬ强大的获利能力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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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排在各细分产业之首ꎮ 尽管如此ꎬ因是行政垄断获利ꎬ并不能表示烟草制品业自身发展

具有很强的竞争力ꎮ 因不具有可比性ꎬ所以在后文细分产业比较中将其剔除ꎮ
　 表 ６ ２０１７ 年各细分产业的研发投入、产业规模与竞争力 (单位:万元)

细分行业
２０１７ 年

研发投入
排名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

总研发投入
排名

２０１７ 年

产业规模

产业规模

排名
研发强度

２０１７
竞争力排名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１７１３５１６ １ １１６７９５０６ １ １４７２０７７７６ １ ０.０１１６ ５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８３５５２６ ８ ４８５３７１８ ９ １１６２３３４３７ ２ ０.００７２ ２２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６１７４０９ １１ ３３５３５４１ １４ １０１０７０８３３ ３ ０.００６１ ２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１１４０００２ ３ ９１８４３７６ ３ ８５４６０４１２ ４ ０.０１３３ １７
纺织业 ４７９５１４ １４ ３５４０３５６ １２ ７８９１５１９６ ５ ０.００６１ １０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１０１００７７ ６ ６４４８６６７ ５ ７４２８５８５８ ６ ０.０１３６ ６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６２４９６０ １０ ３４２３４８５ １３ ６９１３８２０３ ７ ０.００９０ ７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９５８４３２ ７ ５６８９２７３ ７ ６６５９２８１９ ８ ０.０１４４ ８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５４８９５３ １３ ４５０３９２５ １１ ５６０２５８４９ ９ ０.００９８ ２４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１１２３８７６ ４ ７８４６９４５ ４ ５５２１２０９１ １０ ０.０２０４ １８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１１５６４２２ ２ ９６１２４４４ ２ ５５０１３８２６ １１ ０.０２１０ ２３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７８００２５ ９ ５５０４１６３ ８ ５２９９４５２７ １２ ０.０１４７ ２１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５５８７４８ １２ ４７８１９５６ １０ ５１９７５９８５ １３ ０.０１０８ １２
金属制品业 ４０５４１９ １５ ２２７０４６９ １６ ５１０７７８７１ １４ ０.００７９ １６
医药制造业 １０２２６０１ ５ ５８８２６５６ ６ ４４２５５５７７ １５ ０.０２３１ ３
食品制造业 ２７２１７３ １７ １９８７４７４ １７ ２７８７２３７５ １６ ０.００９８ ９
纺织服装、服饰业 ２５２７７７ １８ １１４０７３７ １９ ２５７６２３８３ １７ ０.００９８ ２５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９６００１ ２２ ３１７７３７ ２４ ２５０５３２１５ １８ ０.００３８ １４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２１１１３４ １９ ７７００２６ ２１ ２４８７９５９６ １９ ０.００８５ １３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３７５０７４ １６ ２７８０５９０ １５ ２４０４５１１２ ２０ ０.０１５６ １１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１４９５１６ ２０ １２９１４７５ １８ １２２８９６５０ ２１ ０.０１２２ ４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６１１９５ ２４ ２１７１３９ ２５ １０３６６１３９ ２２ ０.００５９ ２０
仪器仪表制造业 １３６２７７ ２１ ９３９８７７ ２０ ８９７３２９９ ２３ ０.０１５２ １９
家具制造业 ３３１７９ ２６ １１９２０４ ２７ ８６８８３２９ ２４ ０.００３８ １５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６５７００ ２３ ４３４２１０ ２３ ７０４００５４ ２５ ０.００９３ ２６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６０６６２ ２５ ５３２６３９ ２２ ３０８９５４４ ２６ ０.０１９６ ２７
烟草制品业 ８６４９ ２７ １４０３１３ ２６ ３００２６５５ ２７ ０.００２９ １
　 注:(１)研发投入具有滞后性ꎬ选择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的和作为总的研发投入ꎻ(２)２０１７ 年的研发投入与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７ 年总的研发投入具有较高的一致性ꎮ

山东省前十大细分产业大部分属于重化工业ꎬ规模较大ꎬ是山东制造业的主体ꎮ 石油加工、
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这些重化工业产业规模排名与竞争力排名都在前列ꎬ表现出一定的一致

性ꎮ 但由前面的分析可知ꎬ产业规模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很小ꎮ 这些产业之所以表现出较强的

竞争力是由于当时的制度环境使这些细分产业在发展的初期存在一定的行政进入壁垒ꎬ同时这

些细分产业属于重化工业ꎬ在发展的初期具有典型的规模效应ꎬ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ꎬ对民间投

资易形成资金壁垒ꎮ 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使这些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具有较高的利润水平ꎬ表
现为较强的竞争力水平ꎮ 特别是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得分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一

直处于第 ５ 名的位置ꎬ并且自 ２００９ 年起ꎬ成为山东产值规模最大的细分产业ꎮ 但从表 ６ 中研发

投入指标来看ꎬ这些产业研发强度低ꎬ技术含量低ꎬ产品附加值低ꎬ发展后劲不足ꎮ
与农业相关的农副食品加工业和纺织业两个制造业体量较大ꎬ产业规模多年以来分别处

在第 １－２ 名和第 ３－４ 名的位置ꎬ因此其发展状况对山东经济的影响较大ꎮ 但这两个细分产业

竞争力 ２０１７ 年分别为第 ２２ 名和第 １０ 名ꎬ同样存在研发投入不足的状况ꎬ研发投入强度仅为

０.００６１ 和 ０.００７２ꎬ产品技术含量低ꎬ附加值低ꎬ并没有表现出与其规模相匹配的竞争力水平ꎮ
医药制造业的产业规模在 ２０１７ 年山东细分产业排名中虽然仅位居第 １５ 位ꎬ但增长迅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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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规模从 ２００６ 年到 ２０１７ 年增长了 ６ 倍ꎬ是细分产业中增长速度最快的ꎻ医药制造业研发投

入 ２０１７ 年已过百亿ꎬ超过通用设备制造业ꎬ排第 ５ꎬ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累计研发投入排第 ６ꎬ研发投

入强度位居第 １ꎬ产业竞争力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稳居第 ３ 位ꎬ发展势头良好ꎮ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专用

设备制造业通常被认为是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产业ꎬ它们的研发投入较高ꎬ２０１７ 年的研发投

入以及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研发投入总和在细分产业排名中分别位列第 ４ 位、第 ２ 位、第 ３ 位和第 ９
或第 ８ 位ꎬ它们的研发强度分别为 ０.０２０４、０.０２１０、０.０１３３ 和 ０.０１４ꎬ也排在前列ꎬ但这些细分产

业却没有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ꎮ ２０１７ 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产业规模排第 １０
位ꎬ竞争力排第 １８ 位ꎻ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产业规模排第 １１ 位ꎬ竞争力排第 ２３ 位ꎻ交通运

输制造业产业规模排第 ４ 位ꎬ竞争力排第 １７ 位ꎻ专用设备制造业产业规模排第 １２ 位ꎬ竞争力

排名第 ２１ 名ꎮ 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制造业的竞争力处于上升

态势ꎬ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的竞争力则处于下降态势ꎮ 技术密集型产

业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体ꎬ在研发投入相对较高的情况下ꎬ如何提升这些产业的技术成果转化

率以及研发投入的产出效率是山东制造业亟须解决的问题ꎮ
通过上述综合分析可以看出ꎬ山东制造业具有显著的结构特征ꎬ支柱产业比较分散ꎬ并且

以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农副食

品加工业、纺织业等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ꎻ这些产业规模大ꎬ竞争力相对较强ꎬ但
大部分产品科技含量低ꎬ缺乏长期发展潜力ꎻ而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规模差距较大ꎬ竞争力相

对较弱ꎬ需要进一步培育和扶持ꎮ
五、结论与建议

以产业竞争力要素构成为基础ꎬ本文基于价值形成视角从获利能力、生产能力、市场能力、
成长能力和创新能力五个维度分析了制造业细分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关系ꎬ并运

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制造业细分产业竞争力评价模型ꎬ通过计算山东制造业各细分产业竞

争力综合得分及相关排名ꎬ考察山东制造业的发展特征以及对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调整

所产生的影响ꎮ 研究结果表明:(１)在细分产业竞争力评价模型中ꎬ获利能力相关指标对产业

竞争力的影响系数最高ꎬ相应指标值的上升将对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作用明显ꎬ但创新能力和成

长能力相关指标的影响系数偏低ꎬ相应指标值的变动对竞争力的影响不显著ꎻ(２)资本密集型

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是山东制造业的主体ꎬ该类产业虽然具有较高的竞争力排名ꎬ但其研发强

度偏低ꎬ技术创新能力较弱ꎬ发展后劲不足ꎻ(３)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

较高的研发投入并未有效带动产业竞争力的提升ꎬ说明产出效率和成果转化水平较低ꎮ
山东制造业的产业结构特征由于适应了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粗放式增长而获得了快速发

展ꎬ也带动了整个山东经济的高速增长ꎮ 但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动和内部需求层次的提高ꎬ原
有的依靠劳动和资本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已无法继续推动制造业和经济的发展ꎬ呈现发展动能

不足、增速持续下滑态势ꎬ因此必须为制造业和经济的发展寻找新动能ꎮ 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

培育新兴产业两种新旧动能转换方式中ꎬ各省对后者表现出更高的热情ꎬ但根据山东制造业产业

结构特征和发展实际ꎬ本文认为ꎬ山东需要重视培育和扶持新兴产业ꎬ但更要重视传统产业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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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升级ꎬ从传统产业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山东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一)立足山东制造业产业结构特征ꎬ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传统制造业并非夕阳产业ꎬ提供适应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才是产业发展的根本目标和努力

方向ꎮ 因此ꎬ应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产业对市场需求的反应能力ꎬ建立科技投入的长效机制ꎬ
提高研发效率ꎬ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的高质量和多样化需求ꎬ促进山东省传统制造业从粗放的生

产模式向“互联网＋”的新型生产模式转变ꎬ加快完成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升级ꎮ
首先ꎬ合理增加科技创新投入ꎬ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多样性ꎮ 山东制造业以传统产业为主ꎬ

不论是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还是农产品

加工和纺织业普遍存在生产方式粗放、产品附加值低、低端产品过剩等现象ꎮ 这些现象需要通

过科技创新来改变ꎬ然而山东科技创新投入较之发达省份存在很大差距ꎮ ２０１８ 年广东、江苏

两省的 Ｒ＆Ｄ 经费投入分别为 ２７０４.７ 亿和 ２５０４.４ 亿ꎬ投入占其 ＧＤＰ 的比重分别为 ２.７８％和

２.７％ꎬ而山东省 Ｒ＆Ｄ 经费投入仅为 １６４３.３ 亿ꎬ投入占比为 ２.１５％ꎬ比全国平均水平 ２.１９％还

要低①ꎬ因此需要加大科技研发投入ꎮ 通过科技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和科技含量、丰富产品种

类ꎬ推动产业走向精细化和高端化ꎬ在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和多样性需求的前提下ꎬ提高

产品附加值ꎬ实现企业的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ꎮ
其次ꎬ利用信息化技术ꎬ提高产业对外界需求反应的灵敏度ꎮ 低端产品过剩是经济供求结

构失衡的结果ꎬ而供求结构失衡的根源在于供给主体对市场需求变动反应迟缓ꎮ 因而ꎬ利用新

兴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各个环节ꎬ根据市场需求变动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ꎬ
才能充分利用各种资源ꎬ实现最佳效率ꎬ具体表现为:在生产方面ꎬ建设智能化生产车间和智能

化物流体系ꎻ在运营方面ꎬ搭建无缝隙的信息化管理系统ꎻ在市场方面ꎬ构建灵敏的对外交流平

台和反馈系统ꎬ实现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供需间信息的及时反馈ꎮ 具有先进的制造能力和管

理能力的微观主体才能随时跟踪市场的变化ꎬ并有能力及时对市场的需求做出反应ꎮ
(二)从技术密集型细分产业中培育山东经济发展新动能

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不是完全割裂的ꎬ新兴产业是随着新的科研成果和新兴技术的诞生

并应用而出现的新的经济部门或行业ꎮ 在山东技术密集型产业中ꎬ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专用

设备制造业等产业的研发投入绝对量和研发投入强度都相对较高ꎬ新产品研发较活跃ꎬ新产品

销售收入也排在前列ꎬ这些技术密集型产业具备从中培育新动能的条件ꎮ 一是医药制造业ꎬ其
技术含量和新产品研发活跃度均很高ꎬ２０１７ 年新产品项目数达 ３５２９ 个ꎬ位居第一ꎬ新产品销

售收入从 ２０１２ 年到 ２０１７ 年增长了近一倍ꎬ２０１７ 年新产品销售收入已过千亿ꎮ 对于这类处于

快速成长期的产业ꎬ应充分发挥其产业特色ꎬ结合新的生物技术与健康产业ꎬ加大政策引导和

扶持力度ꎬ进而形成新的增长点ꎮ 二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

业等产业ꎬ该类产业可借力国家发展战略向高铁、航空航天、海洋工程和智能制造等高端装备

制造业发展的契机ꎬ有效聚集科技创新资源ꎬ打造具有国内外重要影响的优势产业ꎮ 三是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被认为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ꎬ近年来研发投入持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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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ꎬ２０１７ 年研发投入超过百亿ꎬ但高投入并未带来较强的产业竞争力ꎬ其行业优势不明显ꎬ盈
利能力相对较差ꎮ 建议对山东省该类产业发展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论证ꎬ在此基础上从人

才、投入、金融和税收等方面制定支持其发展的专门规划和政策措施ꎬ保障其产业创新投入的

连续性、合理性和有效性ꎮ
(三)提升创新效率ꎬ建立形成创新激励和协调推进机制

根据细分产业竞争力评价结果可知ꎬ研发投入对山东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并不显著ꎮ 为此

需要优化省级层次创新资源的综合配置ꎬ建立形成以创新引领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的激励机制

和协调推进机制ꎬ进一步提高创新能力对制造业综合竞争力的贡献度ꎬ提升创新投入产出效率ꎮ
首先ꎬ激活产业内部的创新力量ꎮ 山东制造业产业构成中国有经济占比较高ꎬ而国有经济

实体激励机制不灵活ꎬ缺乏创新活力和动力ꎮ 这要求各级政府积极改革创新激励机制ꎬ加大对

企业创新税收优惠力度ꎬ降低市场主体创新成本ꎻ通过制度设计让企业产生自我革新的动力ꎬ
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的比例ꎬ夯实在未来产生新的竞争力来源的基础ꎻ增加对创新个体的奖

励力度ꎬ激活个体内在的创新活力ꎬ形成“万众创新”的局面ꎮ
其次ꎬ优化创新资源配置ꎬ发挥高校院所科技人才聚集优势ꎬ服务产业发展ꎮ 省内各种科

研力量条块分割严重ꎬ研究院所之间、研究院所与企业之间无法形成合力ꎬ研发成果转化效率

低ꎬ这样很难对重大现实问题形成突破创新ꎬ因而创新资源无法在山东新旧动能转化中发挥积

极地创新驱动作用ꎮ 所以建议政府部门优化创新资源配置ꎬ打破现有的条框限制ꎬ整合科研力

量ꎬ建立科研和实体经济之间双向互动的激励和协调机制ꎬ支持各类科研院所走向市场、服务

企业ꎬ完善以企业为主体ꎬ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ꎬ积极探索服务于产

业的多样化创新组织形式ꎬ形成对市场需求灵敏反应的有效的创新组织ꎮ
第三ꎬ引进外部科研力量ꎬ优化科技人才结构ꎮ 高层次人才是提升山东制造业竞争力的关

键ꎬ应当借鉴和延伸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份人才引进的成功经验做法ꎬ在发掘和培养本省人才的

同时ꎬ加大高科技人才引进力度ꎬ在“留得住、用得好”上出台更加细化的激励措施ꎬ创造有利于创

新人才发展的外部环境ꎬ促使各领域人才能够在山东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发挥更好的作用ꎬ也促使

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培育、涌现出更多的优秀人才ꎬ形成人才引进、培育和成长的良性循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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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ｔｓ ｓｕｂ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ｏｐ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ａｎ ｕｒｇ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ｏ ｂｅ ｓ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
ｉｎｇ ｓｕｂ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ｕｓ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ｕｂ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９ ｔｏ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ｕｂ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ｓｈｏｗｎ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ｕｃｈ ａｓ Ｒ ＆ Ｄ ｉｎ￣
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ｓ ｎｏｔ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ｔｈｅ ｐｉｌｌａ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ｈａｎ￣
ｄｏｎｇ'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ｐ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ｕｂ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ｗｅａｋ ａｎｄ ｎｏｔ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ｒｅ￣
ｆｏｒｅꎬ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ｔｏ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ｎｅｗ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ｔｈｅ ｋｅｙ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ｎｄ ｏ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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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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