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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历来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但目前的研究均集中阐述产业

升级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尚未深入探讨区域经济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文章利用现有研究

文献构建了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框架，进而分析了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作用机制。
分析结果表明，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发展间有两种互动机制: 一是产业升级通过结构优化、素质提升和价值

转换的方式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二是区域经济发展会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和经济质量层面促进区域产业升

级。由于这两种互动机制是共同存在的，故在发展区域经济的过程中，必须统筹考虑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发

展的相互作用机制，以同步推动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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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主要工业国家均掀起了第三次产业转型升级的浪潮，力图通过产业层

次高端化、产业链条整体化和产业部门集聚化的方式，增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以推动区域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对于这个过程，经济学家比较重视探讨产业升级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还未全面分

析区域经济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因此，为呈现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本文首

先构建了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框架，其次分析了产业升级对区域经济的推动机制，最后阐

述了区域经济发展对产业升级的促进机制。

一、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框架

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发展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经济问题。钱纳里等(1995)在分

析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仅在竞争均衡的条件下，把资本积累、劳动力的质

量、中间投入增加及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视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在非均衡条件下，生产结构

转变能够推动劳动力和资本等资源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从而加速经济的增长。［1］

罗斯托(2001)则认为在非均衡动态结构的演进过程中，不断转化的产业结构增强了产业的核心能力，

优化了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最终提高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2］
随着区域经济学的兴起及

全球产业的渐次升级，经济学家们逐步聚焦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机制。现有文献主

要研究了产业升级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进机制。这些文献不但利用产业数据来检验产业升级对区域

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还用理论模型来阐述产业升级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过程。但是，由于产业升

级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内涵较为丰富，致使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机制非常复杂。首先，

产业升级利用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素质提升及产业质量转换的方式，通过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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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物质资本积累等因素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其次，区域经济发展也能在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结构

和经济发展质量层面，通过市场容量、收入水平和出口需求等因素影响产业升级。从现有研究来看，

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机制如图 1 所示。

图 1 显示，产业升级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产品生产函数关系。
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因变量，产业升级为自变量，可构建产品生产函数 Q = F( IS，IQ，IV)。其中:Q 表示

区域经济发展，IS 表示产业结构，IQ 表示产业素质，IV 表示产业价值。(2) 产业生产函数关系。以产

业升级为因变量，区域经济发展为自变量，能构造产业生产函数 Q = F(DG，DC，DQ)。其中:DG 代表

区域经济增长总量，DC 代表区域经济增长结构，DQ 代表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因而，从这两方面的关

系可知，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有两类作用机制:第一，产业升级通过产品生产函数推动区域

经济发展。产业升级与生产函数的影响又分为三种类型，即产业结构调整重新优化了区域产业结构，

提高了产业间的协调度，增进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 产业素质提升组合了产业生产要素，以增强产

业的技术和经营水平，改进产品品质;［3］
产业价值转换整合了产业的能力禀赋，推动战略性产业的转

型，从而重构产业的产品空间结构，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4］
第二，区域经济发展通过产业生产函数促

进产业升级。首先，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影响了区域经济总量，从而通过国民收入、市场需求及居民储

蓄等经济变量推进产业升级;其次，区域经济增长结构决定了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指明了产业

升级的价值层次;最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要求提升产业素质，从而改变产业的增长结构，推动产业进

入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二、产业升级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产业升级会改变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向。一种是在超额利润的引导下，生产要素从低利润产业向

高利润产业转移，另一种是在市场竞争的推动下，生产要素从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移动。［5］
在这

两种要素配置导向下，产业升级体现为三种形态。(1) 产业结构调整。分产业部门看，结构调整是产

业结构从“一、二、三”到“二、三、一”再到“三、二、一”的转变过程;从产品用途看，结构调整是产业从

轻工业向重工业再向技术及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化过程。［6］(2)产业素质提升。产业部门通过生产要

素密集化方式，变革产业部门的要素组合方式，寻求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生产符合市场需求的产

品。［7］(3)产业价值转换。产业部门发挥生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利用高精尖技术及工艺，制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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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及附加值均高的产品，提升产业在产业价值链和产业分工体系中的位置。这三种产业升级形态

均以不同的经济传导机制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
(一)产业结构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作为产业升级的重要形态之一，产业结构调整已被证明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结构要素。有研

究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分析了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发现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有协整

关系，且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8］
而从产业结构的动态演化过程看，产业结构调整

是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维度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
产业结构合理化反映了产业间的关系协调程度，也揭示了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情况，衡量了生产要

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的耦合程度。［9］
产业结构合理化不但包括了产业间的规模比例协调、关联程度协

调及发展速度协调，还包括了产值结构协调、技术结构协调和中间要素结构的协调等方面的协调。在促

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从产业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区域经济要持续发展，必须调整主导产业、
辅助产业及基础产业的结构，理顺主导产业、辅助产业和基础产业间的关系，培育主导产业，发展辅助产

业，夯实基础产业，并将主导、辅助和基础产业打造成紧密协作的分工有机体，以此集合主导产业、辅助产

业和基础产业的合力，推动区域经济稳健发展。最为重要的是，与辅助产业和基础产业相比，由于主导产

业的增长率和增长弹性很大，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最大，所以在发展区域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发展全新或

高层次的主导产业，创新主导产业的技术、生产、组织及管理方式，提高区域主导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

进区域经济发展活力。从产业部门看，增加第一产业在区域经济中的份额，会增大区域经济的规模，但不

可能提高劳动和资本的收入水平，而扩大第二产业在区域经济中比例，既能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提高资

本所有者的边际收益，还能降低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减少劳动者的边际收益，最终拉开了资本所有者和劳

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影响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度。但提高第三产业在区域经济中的比重，可能会缩

减区域经济的规模，却可改进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增加劳动者的边际收益。因此，与第一和第二产业相

比，第三产业能抑制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但缩小了国民经济的增长规模。所以，区域经

济要保持稳步增长必须转变第一产业的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改造第二产业的生产结构及组织形式，优

化第三产业的生产布局和发展规模，并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协调三次产业的比例、速度和规模，［10］
增强三

次产业发展的协调性和耦合性。
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产业结构由低层级向高层级发展的过程。在高度化的趋势方面，从生产对象

的差异性看，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产业由占比较大的第一产业转变为占比较大的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

从生产要素投入类型看，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产业从占比较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为占比较多的资

金、技术或者知识密集型产业;从产品的生产阶段看，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产业从占比较大的初级产品

生产产业升级为占比较大的中间产品或者最终产品生产产业。而在高度化的度量方面，由于经济领

域出现服务化趋势，可运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来衡量产业高度化的程度。以中国

为例，2010 ～ 2014 年，东部地区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比值由 2010 年的 0． 90 增长到 2014 年

的 1． 07，年均增长 4． 4% ;中部地区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比值由 2010 年的 0． 66 增长到 2014
年的 0． 79，年均增长 4． 6% ;西部地区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比值由 2010 年的 0． 74 增长到

2014 年的 0． 86，年均增长 3． 8%。这些数据表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逐年

上升，但东部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与之相应，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总

量也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的原因是，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低端生产要素价格逐渐上升，

使土地、劳动等低端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转移到资本、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上，从而引导产业部门利

用高端生产要素发展高层次产业，或者通过技术创新等方式升级低层次产业。这种结构变动会引起

产业技术、制度、管理及市场的变化，使生产要素流向区域内效率更高的产业或者企业部门，以提高区

域内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与区域产业的生产效率，最终推动区域经济发展。［11］

(二)产业素质升级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产业素质是产业在现有的资源条件下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通过技术、组织及经营等方面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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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形成比较稳定的产业品质。在市场经济中，产业素质主要表现为产业技术水平、产业劳动力素质

和产业组织水平。这三种产业素质表现决定了区域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也影响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速

度和质量。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表明，在技术进步缓慢的条件下，由于生产要素边际收益的递减作用，致使

长期经济增长率逐渐趋向于零。［12］
因此，如果将技术进步作为内生要素纳入经济增长函数中，那么技

术进步就成为长期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13］
同样，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产业的技术进步仍然发挥

了决定性的作用:(1)产业技术进步能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改变市场需求结构，扩大市场需求总量，增

加区域经济发展的市场容量。(2)产业技术进步增加新的市场供给，转变市场供给结构，弥补市场需

求缺口，从而提高区域经济的产出总量。(3)产业技术进步增加社会就业总量，重构了社会就业结构，

提高社会总体就业水平，拉动了区域的就业总量。(4) 区域技术进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或企业的发

展，直接提升区域产业发展的层次，进而增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5)区域技术进步优化了社会投

资结构，强化了产业竞争能力，继而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地位。［14］
然而，虽然区域产业技术进步能推动

区域经济发展，但在产业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产业或者企业可以通过“干中学”来提高生产率，也可以

向其他产业或者企业“学习”来提高生产率。［15］
产业间或者企业间发生的“学习”主要源自知识或技术

的溢出效应。这意味着一个产业或者企业掌握的知识或技术不但增进了自身的生产率，也会提升其

他产业或者企业的生产率。［16］
不过，如果考虑到知识或技术的异质性及知识或技术的吸收能力，那么

知识或技术的溢出效应会受到许多因素的限制。［17］
在这些因素中，区域的劳动力素质、技术水平、物

质资本、地理位置、产业政策等因素都会影响知识或技术的溢出效果。
劳动力素质是产业素质的具体表现，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动因素。在劳动力素质的构成中，劳

动力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和经营素质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1) 劳动力的市场

意识浓厚，成就动机强烈，思想观念开放，善于接受新观念、新技术和新事物，可降低产业或者企业的

教育培训费用，发挥劳动力的学习及创新优势，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持续力。(2) 受教育水平决定了

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及人力资本的增值空间。教育水平高的劳动力具备较强的学习和动手能力，能满

足产业升级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也能降低了产业或企业的用工成本，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充实

的人力资本。(3)科技素质体现了劳动力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的能力。高科技素质的劳动力拥

有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具备产业升级必备的专业技能，能够在优化产业技术流程和改进产业制造工

艺中发挥作用，间接推动了区域经济转型升级。(4) 产业素质的提升不仅需要产业技术的支撑，也需

要经营管理水平的创新。如果劳动力有一定的经营管理水平，那其在产业素质提升中可以发挥自身

的经营管理优势去配置产业资源，从而提高产业的产出效益。另外，Schumpeter et al(1934) 在分析经

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时强调，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也能引起经济增长。在 Schumpeter 看来，

“新组合”意味着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创造性破坏”，这是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来实现

的。［18］
因此，在产业劳动力中，企业家的数量及质量直接影响了产业素质的提升幅度。由于企业家可

以自我决定人力资本的运用水平，产业部门必须创新企业家能力的激励制度，以提高企业家人力资本

的边际收益率，激发企业家发挥人力资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产业的组织水平主要表现为产业集群的发展。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由于空间的接近性和业务的

关联性，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会形成相互竞争和合作的市场关系，共同完善了区域性的分工和市场体

系。此外，因产业的配套性和协作的支撑性，产业集群必然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研究机构及行业协

会等组织建立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的互动机制，从而构造了产业集群与产业集群外部联系的区域

复合体。［19］
这都会从不同的层面推进区域经济发展。(1)产业集群降低了区域内第一产业的比重，提

高了区域内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从而优化了区域内的产业结构，进一步提升了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

化和高度化水平。(2)产业集聚不但能整合区域内的自然、资本、人力及科技等资源，发挥各种资源的

协同及耦合作用，还能吸纳区域外的资本、技术、管理及市场等资源，扩大区域经济的汲取能力和配置

能力。而且，企业能够从产业集群中获取多样的投入品，从而降低企业的平均生产水平，提高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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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水平。另外，产业内企业分享投入品还能增强投入品生产商的专业化能力，更加有利于企业

发挥规模效应。(3)企业可以聚合产业集群内其他企业拥有的人才、资金、技术及设备等资源来进行

创新，以降低单个企业的创新成本和风险。同时，区域产业的空间集聚拉近了企业间的地理距离，提

高了企业间的联系度，从而加速了产业技术及知识的外溢速率，有利于企业学习或模仿其他企业的创

新，以提高企业或产业的创新效应。(4)区域产业集聚的分工合作降低了产业内或产业间因生产、流
通及交易转换而付出的成本，提高了产业的生产率和流通率。此外，区域产业集群内的竞争不仅提高

了区域内的产业效率，也完善了区域市场体系，提升了区域市场运行效率。［20］

(三)产业价值转换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产业价值转换是产业通过资本和技术密集化提高生产及经营能力，将产业推向高端价值链环节

的过程，［21］
也是产业内企业转向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专业化过程。［22］

产业价值转换的最终目的是把

产业从低技术水平、低附加价值的状态转变为高技术水平、高附加价值的状态。由此，产业可从产业

分工和产业价值链两个角度来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和附加值，从而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效益。
产业分工中，产业加工环节技术水平不高，附加值空间不大，价值增值率极低且能耗较高。同时，

产业发展过程中，由于土地、能源、低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日益稀缺，提高了这些生产要素的相对价

格，而降低了技术、资本及高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的价格。面对这种情况，产业部门可以增强产品加

工的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水平，以改善产品的生产结构，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的附加

值，［23］
以拓展产业的市场需求，提高产业产出效益，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加工深化的方式

只适合产业内的分工升级，而要提高产业间的分工格局，必须加强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的自主创

新，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升产业的资本、技术及知识密集度，方能占据产业分工的高端位置，开

拓产品的销售及服务渠道，增加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市场潜力。
产业价值链中，处于产业价值链上游的研发、设计、采购、材料等环节技术密集度较高，产品附加

值较大;处于产业价值链中游的加工组装环节劳动密集度较高，产品附加值很低;处于产业价值链下

游的物流、营销、品牌及服务等环节知识密集度较高，产业附加值也较大。所以，产业价值转换的方向

必然是从产业价值链的中游环节转向上游和下游环节。一方面，产业部门要掌握核心技术，加强产品

的研发设计能力，提高零配件产业的配套能力，增进产业间的关联度，以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提升产业

的增值率，扩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市场基础。另一方面，产业部门应增强产业生产性服务能力，提高产

品品牌创建水平，强化产品的营销能力，逐步拓展产品仓储、物流及配送等业务领域，以增加产业的渗

透力和增长力，扩大区域经济发展的领域和规模，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力。

三、区域经济发展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

产业升级虽然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但并不会因此而锁定为静态产业格局。相反，区域经济发展

也会进一步影响产业升级，从而与产业升级形成螺旋式的互动结构，共同向高层次的经济发展态势演

变。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诸多变量中，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和经济质量是推动产业升级的主要因素。三

个因素大都通过收入、储蓄、财政及消费等变量促进产业升级。
(一)区域经济增长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区域经济增长是产业转型的首要条件，也是产业升级的根本动力。考察区域经济增长对产业升

级的促进作用，就是分析区域经济增长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素质升级和产业价值转换的机制。产

业升级固然与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及物质资本积累等因素有关，但区域经济增长决定了产业升

级的路径和方式。区域经济增长促使人力、资本、技术等要素从第一产业向第二或第三产业转移，这

正是产业升级本身的转型特征。并且，区域经济增长还会引起人口、资本和技术的聚集，从而创造了

产业升级的要素条件。另外，随着区域经济增长，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也影响了产业升级。(1) 区域

经济增长提高了工业化水平，从而增强了第一产业的发展动力，提升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2) 区

域经济增长提升了城市化水平，吸引了农业剩余劳动力，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劳动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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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增长引致的市场需求变化、技术进步、收入变动及财政收支变化会减低第一产业的比

重，提高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当第二及第三产业比重逐渐增加时，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及高度

化水平也随之提升，从而促进了产业的转型升级。(1) 区域经济增长扩大了市场需求规模，转变了市

场需求结构，从而拉动了产业的产出产量，优化了产业的产出结构，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2)区

域经济增长为技术研发及创新提供了资本等支持，进而提高了产业的技术水平，提升了产业产品的技

术含量和附加值。(3)区域经济增长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了居民发展型及享受型消费在总

消费中的比重，继而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提升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水平。(4) 区域经济增长也扩

大了政府财政支出水平，进而降低资本边际收益的递减率，［24］
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产业转型升级，以优

化产业的资本结构。(5)区域经济增长带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引起了第二或第三产业的发展和聚集，

由此可提高产业集群的协调度和耦合度，发挥产业集群的共享、匹配及学习效应，增强了产业的组织

能力。
(二)区域经济结构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区域经济结构是区域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总和，它包括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

构、金融结构及国际收支结构等内容。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看，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是经济结构的基

础，其他类型的经济结构均由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组合或者衍生而成。因此，探讨区域经济结构对产

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必须重点分析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机制。
需求结构是社会有效购买力在市场可供给产品及服务上的分布比例。根据支出上的差别，需求

结构分为消费需求结构、投资需求结构和出口需求结构。这些需求结构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为:

(1)消费需求结构分为居民的消费需求结构和政府的消费需求结构。居民的消费需求结构是居民的

有效购买力在食品、服装、住宅、交通、医疗及教育等消费上的支出比重。在居民的总消费中，基本消

费需求的弹性较小，占居民总消费的比重逐步减少，不会引起相应产业规模的扩大。但随着生活水平

逐步提高，居民越来越重视产品的品种和质量，从而推动了相应产业产品结构及质量的优化。高端消

费需求的弹性较大，占居民总消费的比例逐渐增多，不仅会扩大相应产业的规模，还能引导产业转变

生产结构。而政府的消费需求结构则是政府的有效性支出在行政管理、国防服务、公共安全及教育服

务等方面的分布比重。政府若增加教育、技术、研发等生产性支出，将为产业升级提供劳动力、技术及

资本等要素的支持。(2)投资需求结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存货增加之间的结构比。在固定资本

形成总额中，若与产业有关的厂房、机器设备、计算机软件及矿藏勘探等资本形成总额较高，比较有利

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而在存货增加中，如存货增加值为正，可能会推动相应产业规模的扩大。如存

货增加值为负，则会淘汰产能过剩产业，或者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另外，从投资需求与三次产业的关

系看，投资需求结构对第二产业产量及结构有较大促进作用。在第二产业中，建筑业、能源矿产业及

装备制造业对投资需求有很高的依赖度。因此，投资需求结构的变动均能影响第二产业内各行业的

规模和比重。(3)出口需求结构是国外有效购买力在国内出口产品间的分配比例。当国外对某一出

口产品需求增加时，国内出口该种产品的产业将会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从而引起产业间优胜劣汰，

促进产业间的升级转型。当国外对某一出口产品需求饱和时，国内出口该种产品的产业要么保持现

有的产出规模和产品结构，要么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开辟新的出口需求。这些措施都会导致

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供给结构是市场的有效生产力在市场可消费的产品及服务上的配置比例。由于供给结构与市场

需求关系密切，它对产业升级的作用均是通过市场机制发挥作用。(1) 按照适应性原则，产业部门要

生产或者提供适合市场需求的基本生活消费品，并根据消费者的多样性及高品质消费需求，优化产品

的品种结构，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以增强产业素质。此外，产业部门也要根据战略性原则，发挥自身的

自主创新优势，不断研发新产品，设计新外观，引领市场需求潮流，抢占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位置，增强

产业的领导力。(2)产业部门根据市场的总体需求和产业的发展趋势，淘汰过剩及落后的产业及企

业，引导生产要素向市场潜力大、技术水平高、产品质量好的高新技术产业及企业集聚，以优化产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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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要素的配置，供给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及服务。(3)区域经济发展必然提高消费者的消费层次和品

质，这要求产业部门引进新技术，优化新工艺，构建新业态，不断制造出层次高、质量好、品牌佳及价格低

的新产品，以增加市场的有效供给，满足消费者对高附加值产品的需求，最终提升产业的价值创造力。
(三)区域经济质量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区域经济发展包括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和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两个维度。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反映的

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速度或增长率，而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则表明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劣程度”。［25］
有

研究从有效性、协调性、创新性、持续性、分享性、稳定性来测度经济发展质量。［26］
也有研究从投入产

出效率、结构协调度、经济发展潜力、环境资源破坏度、发展成果共享度等方面评价区域经济发展质

量。［27］
由这些度量指标可知，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主要体现在生产率、自主创新能力、社会福利分配、就

业容纳能力及区域经济协调方面。
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对产业升级的拉动作用为:(1)区域经济发展需要较高的生产率。这意味着产

业部门用较少的劳动、资本、土地、能源等生产要素生产较多的产品。为达到这个标准，产业部门必须

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生产、管理、营销等方面的水平，增强产业的内在素质，才能提高生产要素的投入

产出比。(2)区域经济发展质量表现为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这需要产业部门通过“干中学”、模仿、
引进等方式提高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生产科技含量及附加值均高的产品，也

才能提升产业的层次，实现产业的素质升级。(3)区域经济发展有合理的社会福利分配模式。在这种

模式下，区域经济发展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增加了居民多样化消费的可支配能力，从而提高了产

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程度。(4)区域经济发展增加了社会就业岗位，扩大了社会就业容量，一方

面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缓解了产业升级的用工压力，另一方面增加了就业人员的收

入，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进一步拉动了产业的产出总量，优化了产业的产品结构。(5)区域经济的协

同效应有区域经济竞争和区域经济合作两个方面。在区域经济竞争方面，区域内的地方政府为了完

成上级政府的责任考核，提升辖区居民的社会福利，增加政治晋升的联合概率，［28］
皆通过引进高新技

术、创新生产方式、优化工艺流程等举措升级产业结构及素质，以提高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
在区域经济的合作方面，区域内的地方政府为降低产业升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积极寻求与其他地方

政府的合作，以节约产业技术的研发及推广成本，发挥技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推进产业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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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the Interactive Ｒelationship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Ｒ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ONG Li － hui1，2，YANG Ping － yu2，HUANG Xi － xi2

(1． School of Management，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Wenzhou Business College，Wenzhou 325035，China)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lways been a hot research topic in regional economics． However，current studies focused
more on the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to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studies on
the mechanism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industrial upgrading has not been analyzed in
detail．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literatures，the paper builds the interaction framework of re-
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o further analyze different mechanisms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wo kinds of inter-
active mechanisms exist betwee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1) In-
dustrial upgrading promote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structural optimization，quality
promotion and value transformation; (2) Ｒ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motes regional indus-
trial upgrading through economic growth，economic structure and economic quality． Therefore，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regional economy，due to the coexistence of the two mechanisms，
overall considerations should be taken on the mutual interactions betwee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two simultane-
ously．

Key words:Industrial Upgrading;Ｒ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active Ｒ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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