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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呼包鄂榆四市的产业结构趋同化分析和产业结构专门化分析，发现四市产业发

展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叉，并且有同质性竞争现象，个别产业发展存在互补性，具有产业转移的可能性。

呼包鄂榆城市群内存在产业协同发展水平较低、转型发展困难、创新发展动力不足、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等问题。针对问题，本文从强化城市群内产业分工协作、打造优势产业集群、合力提升创新能力、促进

现代服务业发展方面提出建议。

关键词 ：城市群  产业  协同发展

城市群是区域经济的空间

载体，作为拉动经济社会发展、

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引

擎，城市群对推动地区高质量发

展的作用越来越凸显。2018 年 3

月，国务院批复了《呼包鄂榆城

市群发展规划》，将呼包鄂榆城

市群建设纳入国家战略，强调了

呼包鄂榆城市群在推进形成西部

大开发新格局、推进新型城镇化

和完善沿边开发开放布局中的重

要地位。    

                

一、呼包鄂榆城市群产

业发展现状

呼包鄂榆城市群规划范围

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和陕西省榆

林市，合计国土面积 17.55 万平

方公里，2019 年常住人口 1154.6

万人，地区生产总值 13247.3 亿

元， 分 别 占 全 国 的 1.3%、0.8%

和 1.3%。城市群内交通设施相

互连接、人文交流底蕴深厚，资

源合作潜力巨大，产业分工协作

体系逐步建立，研究呼包鄂榆城

市群产业协同发展，对提高其区

域经济竞争力，培育中西部地区

经济新增长极具有重要意义。

（一）产业结构趋同化分析

根据产业结构理论，本文

用产业相似系数对呼包鄂榆城市

群各城市的产业结构进行分析，

公式如下 ：

在 上 式 中，Sij 表 示 i 地 区

和 j 地区产业结构的相似系数，

Xik 和 Xjk 分别表示 k 产业在 i 地

区和 j 地区中所占的比重。通过

对呼包鄂榆四市三次产业结构相

似系数的计算，发现呼包鄂榆城

市群的三次产业结构趋同现象颇

为严重，其中呼和浩特和包头、

榆林和鄂尔多斯的相似系数达

到 0.98 以 上 ( 分 别 为 0.9847 和

0.9854)，鄂尔多斯市与包头市的

相似系数达到 0.9278，相似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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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是呼和浩特市和榆林市，为

0.7488。

（二）产业结构专门化分析

1. 三次产业的区位商分析

为了解呼包鄂榆城市群各

城市的专业化部门，笔者用区位

商作为指标对四市产业的专业化

水平进行分析，公式如下 ：

式 中，LQij 表 示 i 地 区 j 产

业的区位商，Lij 表示 i 地区 j 产

LL
LL

LQ
j

iij
ij /

/
=

业产值，Li 表示 i 地区的总产值，

Lj 表示全国 j 产业产值，L 表示

全国总产值，结果如表 1。

从表 1 三次产业的区位商

来看，呼包鄂榆四市的产业发展

存在着明显的梯度和各自的比较

优势。呼和浩特市第三产业区位

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呼和浩特

0.58 

0.76 

1.23 

包头

0.50 

1.01 

1.06 

鄂尔多斯

0.48 

1.49 

0.71 

榆林

0.85 

1.67 

0.54 

资料来源 ：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
数据整理所得。

表 1   2019 年呼包鄂榆城市群各城市
三次产业专门化程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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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为 1.23，第三产业是地区的专

业化部门，在竞争中具有比较优

势 ；包头市次之，第三产业区

位商为 1.06 ；榆林市第三产业区

位商最低，为 0.54，专业化水平

低。鄂尔多斯市、榆林市作为资

源型城市，两市的第二产业专业

化水平高于第一、第三产业专业

化水平，区位商分别为 1.49 和

1.67，第二产业是地区的专业化

部门，具有比较优势。

2. 分产业的区位商分析

对呼包鄂榆四市从产业的

角度进行区位商分析，涵盖三次

产业的 19 个类别，研究各地各

产业的比较优势，结果如表 2 ：

从细分产业来看，2019 年

呼和浩特市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共有 14 个，其中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的 LQij 值均大于

2，具有明显的产业优势。包头

市 LQij 值大于 1 的产业共有 16

个，其中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采矿业，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LQij 值均

大于 2，具有明显的产业优势。

鄂 尔 多 斯 市 LQij 值 大 于 1 的 产

业共有 6 个，其中采矿业区位商

为 8.14，专业化程度高，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区

位商为 2.67，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区位商为 2.29，产业

优势明显 ；榆林市 LQij 值大于 1

的产业共有 5 个，其中采矿业区

表 2  2019 年呼包鄂榆城市群各市分产业区位商计算结果

数据来源 ：各地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产业

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呼和浩特

1.02 

0.02 

0.56 

2.68 

0.40 

1.22 

1.58 

1.35 

1.44 

1.56 

1.29 

0.44 

1.85 

3.10 

0.91 

1.14 

1.11 

2.85 

1.33 

包头

1.05 

2.86 

1.93 

3.22 

0.70 

0.91 

1.50 

1.81 

0.78 

1.40 

1.76 

1.26 

1.04 

2.11 

1.20 

1.41 

1.72 

1.49 

1.68 

鄂尔多斯

0.67 

8.14 

0.61 

2.67 

0.21 

0.50 

0.76 

0.46 

0.50 

1.06 

0.64 

0.69 

0.58 

2.29 

0.12 

0.97 

0.84 

1.14 

1.89 

榆林

0.43 

7.07 

0.58 

1.70 

0.41 

0.74 

0.98 

0.82 

0.35 

0.37 

0.35 

0.35 

0.58 

2.88 

0.41 

1.15 

0.99 

0.97 

2.01 

呼包鄂榆

0.76 

4.48 

0.79 

2.45 

0.41 

0.86 

1.20 

1.06 

0.78 

1.04 

0.92 

0.59 

1.04 

2.70 

0.63 

1.15 

1.11 

1.66 

1.72 

位商为 7.07，专业化程度高，水

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区位

为 2.88，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

社会组织为2.01，产业优势明显。

整 体 来 看， 呼 包 鄂 榆 城

市 群 的 比 较 优 势 产 业 为 采 矿

业（4.48），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 施 管 理 业（2.70）， 电 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45），三个产业专业化水平较

高，城市群的优势产业集中在第

二产业。从各城市来看，呼和浩

特市具有比较优势产业以第三产

业为主，服务业专业化程度较

高，成为拉动其经济增长的动

力，并对周边城市有带动作用。

包头市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集中

在第二、第三产业。鄂尔多斯市

与榆林市第二产业优势明显，特

别是采矿业，具有高度专业化水

平，但两地第三产业专业化水平

较低，有待大力提升。

二、呼包鄂榆城市群产

业协同发展面临的问题

呼包鄂榆四市产业发展存

在不同程度的交叉，并且存在同

质性竞争现象，个别产业发展存

在互补性，具有形成完整的产业

体系并打造完整产业链条的可能

性，具体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

方面的问题 ：

（一）缺少区域协同发展机

制，产业协同发展水平低

由于呼包鄂榆城市群内煤

炭、天然气、稀土等资源富集，

区域 REGION北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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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主要城市在第二产业内部存在

区域产业同构、同质化竞争现

象，特别是鄂尔多斯市和榆林

市，生产要素配置、产业发展方

向相似，存在重复性建设与资源

浪费情况。根据四市“十三五”

发展规划，各地不仅将煤化工、

电力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优势

产业转型升级作为产业发展主要

方向，也将新材料、高端装备制

造、电子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作为经济发展新动能来培

育，各城市没有明确的产业定

位，产业对接协作意识不强，协

作产业少，同构产业多。

（二）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

压力大，影响地区可持续发展

2019 年，鄂尔多斯市和榆

林市第二产业的比重分别为 58%

和 65%，且第二产业内部大多与

煤炭产业发展相关，现代服务业

发展迟缓，抗风险能力较差。此

外，受限于开发装备、利用方式

及技术水平，能矿资源综合利用

效率和深加工能力依然不高，煤

炭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

制约着两市能源化工产业提质增

效，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任务艰

巨 ；同时，新材料、新能源、大

数据、云计算、生物科技、节能

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

务业发展动能不足，这些都制约

着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经

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城市的可持

续发展。

（三）创新发展能力较低，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困难

近年来，呼包鄂榆城市群

高新技术产业有所发展，但是对

科学技术投入远不能满足产业变

革的需求，关键技术的自主研发

和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困难，总

体来看，城市群产业自主创新

能力、科技含量、质量效益不

高。如呼和浩特市的云计算、

大数据产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

段，产业链条仍需进一步拓展

和延伸 ；包头市稀土新材料产

业核心技术创新不足，缺乏稀

土功能材料深加工环节的关键

技术 ；榆林市镁产业的产品仍

以原料镁为主，属于典型的原

料型产业，附加值低。

（四）产业结构不合理，第

三产业发展滞后

综上分析发现，只有呼和

浩特市的第三产业是比较优势产

业，并且是地区发展的主导产

业，但优势并不明显 ；包头市第

三产业处于全国平均水平，鄂尔

多斯市和榆林市第三产业具有比

较劣势。四市就第三产业内部结

构来看，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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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呼包鄂榆城市群产

业协同发展的建议

为深化呼包鄂榆产业分工

协作，形成城市群内部产业横向

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新格

局，需结合各地资源禀赋、产业

基础、比较优势产业和产业专业

化程度，合理布局，联动发展。

（一）推动区域沟通联动，

强化产业分工协作

呼包鄂榆城市群要在区域

产业协作方面破解体制机制障

碍，加强政府间沟通协作，统筹

布局整个区域的产业布局。首

先，呼和浩特市要继续将第三产

业做大做强，并强化第三产业内

部各产业的专业化程度，加强与

包头、鄂尔多斯、榆林三市的第

三产业合作，如发挥呼和浩特市

大数据产业引领带动作用，在城

市群内部形成大数据产业集聚。

其次，包头市应加强具有比较优

势产业的专业化程度，形成与呼

和浩特市第三产业联动发展，与

鄂尔多斯、榆林第二产业协同发

展的格局。最后，鄂尔多斯市和

榆林市应探索建立产业协作平

台，引导能源化工产业实施跨园

区产业链整合提升工程，形成能

源化工产业集群，同时两市应大

力发展制造业和第三产业。

（二）不断延伸产业链条，

打造优势产业集群

鄂尔多斯市、榆林市要形

成跨行政区域的统一协调机制，

弱化产业趋同，减少重复建设，

建立上下游衍生配套的集聚格

局，形成产业梯度，不断提高能

源化工产品的附加值和资源综合

利用率，打造高端能源化工产业

集群，建设国家级能源化工产业

基地。包头市要推进有色金属全

产业链发展，以集约化、精细

化、循环化为路径，与榆林市联

手打造有色金属生产加工产业

链，与鄂尔多斯市发展煤炭采掘

机械、新能源设备等特色装备制

造。四市要因地施策、联合培育

新产业和新业态，如生态环保、

电子信息、生物科技等资源消耗

少、发展空间广、技术含量高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

（三）加强核心技术攻关，

合力提升创新能力

一要重视基础研究，加强

创新主体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建

立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创新体

系，探索建立区域协同创新体制

改革试验区，形成城市群内生产

要素自由流动与协同发展的长效

机制。二要结合城市群建设全国

高端能源化工基地的目标，以榆

林市和鄂尔多斯市为主体，研究

申报国家级煤炭清洁加工与综合

利用创新中心 ；参照包头市稀土

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经验，整合

榆林市镁及镁合金产业的科研资

源，建设国家级镁合金综合利用

工程技术中心。三要不断优化创

新环境，依托城市群内高新园

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培育

一批低成本、便利化、有活力、

开放式的创客空间，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形成创新创业热潮。

（四）调整产业结构，推进

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

大 力 发 展 文 化 旅 游、 金

融、商贸流通和信息服务等现代

服务业，提升呼包鄂榆城市群的

现代服务业协同水平。一要整合

城市群内特有的草原、沙漠、民

族文化等旅游资源，着力打造草

原生态观光、大漠风情体验、特

色民俗文化等差异化旅游产品，

共筑大旅游的格局。二要促进商

贸物流业发展，推进城市群内物

流基础设施和信息平台互联互

通，完善客运货运服务网络，合

理布局物流中心，实现人流、物

流、信息流畅通无阻。三要着力

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

信息产业，以新产业、新业态推

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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