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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我国第二产业占比持续下降，从结构来看，采矿业、劳动密集

型产业的收缩是我国工业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 

1、从全国工业细分行业的省域分布来看，采矿业中煤炭、铁矿、油气

产业以西北、华北地区为主，中部地区则有着相对丰富的有色、非金属矿资

源。 

在重化工业方面，江浙粤优势明显，尤其是在更接近消费端的化纤、

橡胶塑料等产业上；环渤海湾区域则在钢铁、炼油、电热力产业上占比较

高。 

在轻工业方面，尤其是外贸占比较大的行业，如纺织服装、文体用品

等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等东部沿海地区，种类多，占

比高。 

在科技装备产业方面，长三角、珠三角优势明显，各项产业的营收占

比均名列前茅；西南地区电子产业占比逐步提升，中部的装备业、汽车制造

业存在一定优势。但是，京津冀在全国的产业竞争中有所落后。 

2、从各省市的产业结构来看，江浙沪粤等省份以科技装备业为主，重

化工业为辅，兼顾外贸型轻工业。 

华北、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上仍高度依赖重化工业，甚至有加强的趋势，

科技装备业方面主要以汽车制造为主，设备制造业相对薄弱。 

西北地区产业高度依赖采矿业和重化工业，科技装备业占比极低，产

业结构升级任重道远。 

川渝、中部地区则是高技术制造业和重化工业均衡发展，川渝地区依

托计算机电子、汽车等产业，有着更高的科技装备业占比。 

云贵地区当前仍以重化工业为主，谋求以电子产业为突破口升级产业，

但是提升空间仍然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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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从推进“供给侧改革”到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了

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持续致力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那么，当前我国产业结

构处于何种阶段，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效如何？ 

本文将在介绍中国产业结构概况的基础上，分别从不同产业的省域分布、

不同省份内部的产业结构两个角度展开讨论，以期回答上述问题。 

 

一、中国产业结构变化 

近年来我国 GDP 增速有所放缓，2019 年我国 GDP 增速录得 6.0%。其中，

既有我国人口红利消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放缓、产业转型升级等内部因素

影响；亦有欧美经济放缓、逆全球化趋势加强等外部因素的拖累。尽管 GDP 增

速有所下行，但是人均 GDP 稳步提升，2019 年我国人均 GDP 首次突破 1 万美

元大关，迈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中。经济发展亦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 

 

图表 1  中国 GDP 增速及人均 GDP 走势情况 

 

注：由于 2020 年人口数据尚未公布，2020 年人均 GDP 使用 2019 年人口数量简单计算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1、第二产业占比持续下行 

 在产业结构方面，2013 年-2019 年间，我国第三产业增速持续高于第二产

业。由此导致的是我国第二产业占比持续下行，由 2010 年的 49.0%降至了 2020

年的 38.5%。而第三产业占比则由 2010 年的 42.6%升至 2020 年的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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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及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从具体细分产业来看，我国第二产业中制造业占比由 2010 年的 31.6%下降

至 2020 年的 26.2%，下降 5.4 个百分点，采矿业和电力则由 8.5%下降 3.8 个百

分点至 4.6%。我们进一步通过计算各行业工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速表现，来观测

影响工业占 GDP 比重下滑的主要行业。 

 2、采矿业、轻工业占比下滑 

从数据来看，2011-2020 年采矿业、电力业的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在所有工

业行业中接近垫底。此外，我国传统的出口优势产业如纺服、制鞋、纺织等，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退，与欧美贸易摩擦的上升，东南亚国家的成长，产业

转移压力不断增大。不过，随着我国对产业升级、绿色经济重视程度的提升，

燃气供应（12.4%）、计算机电子（11.1%）、医药（10.6%）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工

业增加值平均增速远高于其他产业。 

 

图表 3  工业细分行业 2011-2020 年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考虑到 2015 年启动的“供给侧改革”对我国工业生产、工业结构产生了明

显影响，因此，我们以 2015 年为界，分别计算 2011-2015 年和 2016-2020 年两

段时间里各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情况。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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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5 年以来，我国工业行业的增加值平均增速出现了普遍下滑，仅

电力供应、水供应、专用设备业的平均增速出现上行。 

（2）采矿业各行业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下降幅度最大，由此前的高速增长

切换至低速增长甚至是零增长状态。 

 （3）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制鞋业、纺织业、纺服、家具业工业增加值平均增

速同样出现大幅下滑。高新技术产业下滑幅度较小。 

 

图表 4  所有工业行业 2011-2015、2016-2020 年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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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环境变化下，劳动密集型产业收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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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2010-2015,2016-2020 年各省市 GDP 平均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由于不同省份对应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其经济增速的潜力也存在一定差

异。我们可以结合各省人均 GDP 的水平来衡量其经济动能变化情况。从 2019

年的数据情况来看，发达地区尽管经济水平较高，但其经济增速韧性较强，而

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动能亦可能存在挑战。这一表现与发展经济学基于国别的

经典结论并不一致。 

其中，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东部发达省份的人均 GDP

最为靠前，其 GDP 增速从全国来看亦处于中游水平，显示出较强的经济活力。

而人均 GDP 水平稍低于上述省份的天津、山东两地，其 GDP 增速反而弱于上

述省份，有掉队风险。 

中西部省份的经济增速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适配，经济稳步增长。但是，

重庆、河南、河北等省份的经济增速，相较于相同人均 GDP 的其他省份略显疲

软。此外，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等东北、西北省份不仅经济发展水平较

低，其经济增速甚至低于发达省份，经济追赶压力较大。 

 

图表 6  内地各省份 2019 年人均 GDP 及 GDP 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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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省市三次产业结构情况 

从各省市的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来看，第二产业占比下降，第三产业

占比的提升成为普遍趋势。从 2019 年数据来看，东中部省份的第二产业占比

最高。东北、西南欠发达省份的第二产业占比靠后。从第二产业占比的变化情

况来看，东北、华北、西北省份反而是去工业化进程最快的地区，山东、河南

的第二产业占比下降亦相对较快。而作为国际开放前沿的东中部省份，目前却

是我国的工业大省，其去工业化进程反而相对缓慢。 

 

图表 7  各省市 2010、2015、2019 年第二产业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从第二产业占比与人均 GDP 的关系来看，除了北京、上海、海南等地之

外，人均 GDP越高的地区，往往其第二产业占比也越高。人均 GDP 越高的地

区，其外贸占比越高，更加依赖于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源泉以参与国际分工，

创造财富。 

 

图表 8  各省市 2019 年人均 GDP 和第二产业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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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工业门类的省域分布情况 

我们可以通过计算各省市第二产业占全国的比重来观测我国工业分布情

况，2019 年我国工业占比最靠前的 4 个省份均来自东部沿海：江苏（11.5%）、

广东（11.3%）、山东(7.4%)、浙江（6.9%）。中部省份的河南（6.1%）、湖北（5.0%）、

安徽（4.0%）、湖南（3.9%）等紧随其后。对比之下，西部省份仅四川（4.5%）、

陕西（3.1%）两省第二产业占比超过 3%。 

 

图表 9  2019 年我国内地各省市第二产业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第二产业占比的变化趋势基本与各省市的工业增加值增速表现相同。江苏、

广东、浙江、福建等东部省份近年来第二产业占比呈上升趋势，湖北、安徽、

江西紧随其后。辽宁、黑龙江、吉林、河北、天津、内蒙古等东北、华北省份

的第二产业占比出现了大幅下降。 

 

图表 10  内地各省市 2010、2015、2019 年工业增加值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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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市的产业结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受产业政策、经济发展等多因素影

响。我们将各项工业行业按照采矿业、轻工业、重化工业、科技装备业进行分

类，分别计算各省市 2012 年以来四大类产业占比情况，并且计算 2015-2019 年

占比均值与 2012-2014 年占比均值之差，来观测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 

 可以发现，2015年以来我国内地所有省市的采矿业占比均出现下降。在重

化工业方面，除西藏（+12.8%）、内蒙（+12.3%）、辽宁（+8.2%）、宁夏（+2.9%）、

山东（+2.8%）等 8 个省份出现上升，其他省份占比均出现下行。 

在轻工业方面，新疆、黑龙江、湖南、海南等部分省市有所提升，多数依

托当地特色产业，如新疆的纺织业、黑龙江、湖南的农副食品加工业、贵州的

酒水饮料业等。 

在科技装备业方面，仅西藏（-6.5%）、海南（-2.1%）、福建（-1.6%）、辽宁

（-0.3%）、山东（-0.1%）5 省出现下滑，其他省份均出现回升。其中，湖北、

北京、河南、浙江、贵州等省提升较快。 

 

图表 11  2015-2019 年产业占比均值与 2012-2014 年产业占比均值之差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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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  2015-2019 年与 2012-2014 年科技装备业、重化工业产业占比均值之差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4、各省市工业企业经营效率 

我们通过计算各省市工业资产利润率①，来观察各省市工业产业的资产回

报情况。从数据来看，2013 年我国有 20 个省份的工业资产利润率超过 6.0%，

但到了 2019年仅剩 8个省份，2020年受疫情影响更是只有 6个省份实现了 6.0%

以上的 ROA。 

 从绝对表现上看，东中部地区的工业资产回报率最高，2020年江西（8.6%）、

福建（8.4%）、湖南（8.5%）工业资产利润率位列前三。此外，西部省份如四

川、陕西、贵州排名亦相对靠前。华北、东北、西北地区的工业资产回报率依

次下行。 

 从变化趋势来看，2018 年以来，西北地区省份的工业资产利润率改善最为

明显。此外，云南、四川、贵州等西南省份的工业资产利润率亦稳步改善。而

山东、河南、江苏、江西、天津等传统工业大省的工业资产利润率均出现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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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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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  2015-2019 年以来历年内地各省市工业资产利润率情况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进一步结合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表现，我们可以发现河南、山东、河北、

江西等资产回报率下滑较大的省份，其资产负债率的上升最快。而这一阶段，

西北、西南地区大部分省份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则稳中有降，“去杠杆”政策取

得了一定的效果，亦带来工业企业经营业绩改善。 

 

图表 14  内地各省市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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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5  内地各省市 2015-2020 年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ROA 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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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  2018 年主要采矿业营收占比前五省市分布情况 

 

注：因 2019 年部分省市数据缺失，此处选用 2018 年数据计算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图表 17  2018 年全国各省市采矿业营收占比情况 

 

注：为了便于产业结构比较，将山东放入华北地区、将山西放入西北地区；标“-”表

示该省市该项产业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青海、黑龙江 2018 年未公布数据，故其占比

选用 2019 年数据代替。同时，因各地统计数据与全国统计数据之间存在误差，故内地

各省市占比加总不为100%，下同。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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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0.56% 1.05% 0.36% 0.06% 3.26%

四川 2.50% 8.35% 7.43% 3.48% 7.63%

贵州 4.66% - 0.59% 1.73% 4.03%

云南 1.65% - 3.26% 6.56% 3.13%

西藏 - - 0.03% 1.70% 0.08%

山西 31.76% 1.05% 4.53% 0.60% 0.15%

内蒙古 12.12% 0.34% 5.44% 5.64% 0.80%

陕西 12.52% 17.03% 3.90% 9.30% 5.32%

甘肃 0.72% 3.14% 0.71% 1.42% 0.34%

青海 0.17% 1.92% 0.30% 2.01% 0.19%

宁夏 1.78% - - - 0.15%

新疆 1.68% 14.87% 3.20% 2.82% 0.50%

华北东北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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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业产业中，营收占比均列入前五。 

对于与下游消费品联系更为紧密的化工、化纤、橡胶塑料、金属制品等行

业中，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份由于离市场更近，对产业控制力更强。 

而炼油、钢铁、金属制品等领域，渤海湾地区的山东、河北、辽宁、天津

具备一定的资源优势与工业基础，营收占比靠前。 

 

图表 18  2018 年重化工业营收占比前五省市分布情况 

 

注：因 2019 年部分省市数据缺失，此处选用 2018 年数据计算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图表 19  2018 年全国各省市重化工业营收占比情况（1）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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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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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江苏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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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江苏

广东

山东

河北

江苏

山东

江西

河南

甘肃

江苏

广东

北京

浙江

山东

广东

江苏

福建

河南

四川浙江

山东

河北

辽宁

区域 省市 燃料加工 化工 化纤 橡胶塑料 非金属矿 钢铁

北京 1.52% 0.52% 0.04% 0.42% 1.04% 0.17%

天津 2.24% 1.74% 0.06% 1.63% 0.75% 4.10%

河北 4.93% 2.66% 3.14% 2.68% 2.99% 19.63%

山东 22.75% 13.74% 1.94% 11.94% 7.13% 7.89%

辽宁 11.09% 2.46% 0.34% 1.52% 2.17% 6.08%

吉林 0.21% 1.32% 0.90% 0.58% 0.60% 0.87%

黑龙江 2.52% 0.56% 0.01% 0.50% 0.42% 0.50%

上海 2.98% 4.79% 0.31% 3.91% 1.40% 2.71%

江苏 4.71% 17.56% 33.52% 11.04% 7.81% 13.83%

浙江 3.75% 9.46% 34.94% 10.40% 5.55% 3.30%

广东 7.52% 8.52% 1.60% 19.88% 9.94% 3.87%

福建 3.10% 3.06% 15.36% 7.09% 7.69% 2.97%

广西 1.96% 1.09% 0.01% 0.75% 2.86% 3.10%

海南 1.34% 0.46% - 0.08% 0.37% -

安徽 1.21% 2.98% 1.24% 5.41% 5.47% 3.02%

江西 1.41% 2.38% 1.09% 2.41% 5.05% 2.28%

河南 2.23% 4.31% 2.19% 3.83% 8.82% 3.68%

湖北 1.93% 4.53% 0.68% 4.11% 6.32% 3.50%

湖南 1.85% 3.65% 0.41% 2.54% 5.57% 2.37%

重庆 0.16% 1.11% 0.34% 1.71% 2.56% 0.85%

四川 1.72% 3.35% 3.62% 4.13% 7.18% 3.55%

贵州 0.18% 1.18% - 0.84% 2.23% 0.58%

云南 1.72% 1.32% 0.20% 0.57% 1.54% 1.87%

西藏 - 0.01% - 0.00% 0.18% -

山西 4.05% 1.06% 0.00% 0.18% 0.92% 3.88%

内蒙古 1.92% 2.24% - 0.17% 0.53% 2.84%

陕西 4.19% 1.98% 0.27% 1.29% 2.77% 1.20%

甘肃 2.06% 0.22% 0.01% 0.20% 0.76% 1.81%

青海 0.06% 0.42% - 0.01% 0.19% 0.26%

宁夏 1.45% 0.65% - 0.18% 0.30% 1.61%

新疆 3.46% 1.37% 1.63% 0.51% 1.02% 0.81%

华北东北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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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  2018 年全国各省市重化工业营收占比情况（2）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3、轻工业产业分布 

 从我国轻工业产业分布情况来看，东部沿海省份在轻工业领域存在着绝对

优势。尤其是对于出口依赖度较高的产业，由于东部地区贸易条件更加优越，

发展时间长，其有着非常强的产业影响力。像文体用品、纺织、纺服、造纸等

产业，营收占比前五的省份均由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包揽，且营收

占比非常高。 

相较之下，如酒水饮料、烟草制品、农副食品、食品制造、木材加工等行

业，由于内需占比较大，多数省市区均有布局，且省市区间的营收占比差异较

小。当然，其中具有资源优势、或品牌优势的省份所占比例更为靠前，比如云

南省的烟草业；四川、贵州的酒水饮料业；山东、福建的木材加工业等。 

 

区域 省市 有色 金属制品 电热力 燃气供应 水力

北京 0.15% 1.05% 8.25% 6.49% 6.01%

天津 1.13% 2.21% 1.48% 2.34% 3.37%

河北 0.80% 6.35% 4.42% 4.98% 2.50%

山东 11.90% 7.87% 5.98% 4.84% 6.66%

辽宁 1.82% 2.22% 3.03% 1.70% 2.85%

吉林 0.19% 0.34% 1.43% 0.61% 0.78%

黑龙江 0.10% 0.23% 1.82% 0.67% 0.91%

上海 0.78% 3.21% 2.01% 5.53% 4.04%

江苏 7.48% 16.77% 8.37% 7.44% 7.23%

浙江 5.63% 8.33% 8.48% 8.45% 8.56%

广东 6.68% 16.86% 10.68% 13.70% 18.15%

福建 4.18% 4.69% 2.98% 4.40% 2.69%

广西 2.33% 0.74% 1.99% 0.99% 1.52%

海南 0.01% 0.02% 0.43% 0.27% 0.47%

安徽 6.47% 4.07% 3.07% 2.60% 2.62%

江西 11.51% 2.46% 1.94% 2.07% 3.73%

河南 9.07% 4.09% 3.75% 4.98% 3.97%

湖北 1.54% 4.67% 3.07% 2.36% 3.74%

湖南 4.18% 4.07% 2.48% 2.18% 5.24%

重庆 1.26% 1.43% 1.26% 3.68% 2.25%

四川 1.74% 4.78% 3.48% 6.23% 7.57%

贵州 0.86% 0.58% 1.83% 0.65% 1.51%

云南 4.40% 0.55% 2.12% 1.07% 1.66%

西藏 - 0.00% 0.09% 0.03% 0.07%

山西 1.67% 0.78% 3.04% 3.23% 1.13%

内蒙古 2.92% 0.31% 3.62% 2.26% 1.70%

陕西 2.60% 1.01% 2.30% 4.32% 1.45%

甘肃 7.39% 0.36% 1.41% 0.58% 0.42%

青海 1.07% 0.04% 0.86% 0.28% 0.11%

宁夏 0.59% 0.11% 1.50% 1.50% 0.66%

新疆 2.60% 0.18% 2.15% 1.66% 1.05%

华北东北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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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1  2018 年轻工业营收占比前五省市分布情况 

 

注：因 2019 年部分省市数据缺失，此处选用 2018 年数据计算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图表 22  2018 年全国各省市轻工业营收占比情况（1）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省份 文体用品 制鞋业 纺织业 纺织服装 造纸业 家具制造 木材加工 烟草制品 印刷业 酒水饮料 农副食品 食品制造

广东 26.78% 14.01% 7.69% 16.56% 18.26% 29.12% 18.53% 6.38% 6.70% 9.22%

福建 14.44% 32.08% 11.34% 13.49% 8.48% 8.11% 13.57% 6.74% 8.96%

江苏 13.63% 18.26% 15.43% 10.32% 9.52% 10.86% 7.31%

浙江 8.92% 8.88% 15.63% 12.04% 11.70% 13.93% 9.40% 7.05%

上海 10.03%

山东 7.62% 15.48% 8.83% 14.23% 17.80% 15.23% 8.00%

河北 6.94%

河南 7.35% 5.66% 7.91% 9.98%

湖北 7.46% 7.80% 7.58%

湖南 7.56% 10.30% 6.76%

四川 5.84% 6.58% 19.90% 6.03%

贵州 7.65%

云南 16.39%

广西 11.34%

CR5 71.40% 69.25% 68.40% 66.36% 62.98% 62.67% 59.78% 53.58% 50.81% 47.98% 44.18% 42.19%

区域 省市 农副食品 食品制造 酒水饮料 烟草制品 纺织业 纺织服装

北京 0.79% 3.27% 1.89% - 0.06% 0.75%

天津 1.08% 1.63% 0.61% - 0.38% 0.12%

河北 3.16% 4.25% 2.34% 2.56% 2.14% 0.93%

山东 15.23% 8.00% 5.49% 3.21% 15.48% 8.83%

辽宁 3.25% 1.10% 0.94% 0.79% 0.29% 0.72%

吉林 1.79% 0.81% 1.47% 1.59% 0.49% 0.27%

黑龙江 3.31% 2.95% 1.49% 1.00% 0.11% 0.03%

上海 0.81% 4.00% 0.95% 10.03% 0.75% 2.12%

江苏 6.37% 4.68% 7.31% 6.40% 18.26% 15.43%

浙江 1.87% 2.76% 3.13% 9.40% 15.63% 12.04%

广东 6.70% 9.22% 6.38% 4.66% 7.69% 16.56%

福建 6.47% 8.96% 6.74% 2.74% 11.34% 13.49%

广西 4.41% 1.13% 1.85% 2.36% 0.71% 0.93%

海南 0.31% 0.26% 0.12% 0.31% 0.02% -

安徽 4.52% 3.26% 3.78% 3.78% 2.57% 5.11%

江西 3.66% 1.79% 1.81% 2.37% 3.19% 5.59%

河南 7.91% 9.98% 5.34% 4.94% 4.55% 6.04%

湖北 7.58% 5.35% 5.99% 7.46% 7.60% 5.00%

湖南 6.76% 5.96% 4.50% 10.30% 2.40% 1.71%

重庆 1.71% 1.34% 1.27% 1.57% 0.22% 0.37%

四川 5.02% 6.03% 19.90% 2.42% 2.47% 1.50%

贵州 0.55% 0.73% 7.65% 4.01% 0.07% 0.27%

云南 1.71% 1.38% 2.41% 16.39% 0.11% 0.12%

西藏 0.01% 0.04% 0.14% - 0.00% 0.00%

山西 0.46% 0.62% 1.33% 0.47% 0.07% 0.13%

内蒙古 0.84% 5.30% 0.42% 1.12% 0.20% 0.19%

陕西 2.64% 2.88% 3.76% 2.14% 1.02% 0.42%

甘肃 0.38% 0.38% 0.53% 1.63% 0.04% 0.01%

青海 0.07% 0.09% 0.10% - 0.01% 0.02%

宁夏 0.20% 0.94% 0.17% - 0.36% 0.02%

新疆 0.87% 1.10% 0.62% 0.48% 1.60% 0.17%

华北东北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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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3  2018 年全国各省市轻工业营收占比情况（2）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4、科技装备产业分布 

 前文谈到，当前我国轻工业、采矿业增加值占 GDP 比值持续下行，但科技

装备产业①在工业中的比重持续上升。 

 从科技装备业的区域分布来看，东部地区一马当先，长三角、珠三角是我

国科技产业的动力引擎。其中，江苏、广东在所有科技装备产业的营收占比均

进入全国前五。江苏贡献了全国 36.7%的仪器仪表业营业收入，广东计算机电

子产业的营收占比则达到 36.6%。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虽然工业产值全国占比

偏低，但是多个科技装备产业营收占比进入全国前五。福建地区虽然在轻工业

领域优势突出，但是科技装备产业发展偏慢，产业结构仍存升级空间。 

 

 
①
 科技装备产业是本文参考其他文章中产业分类结构所提出的分类方法，具体包括电气机械、

计算机电子、汽车制造等加工组装业；专用设备、通用设备、仪器仪表等装备制造业以及医药

产业。 

区域 省市 制鞋业 木材加工 家具制造 造纸业 印刷业 文体用品

北京 0.06% 0.10% 1.28% 0.52% 2.45% 1.24%

天津 0.18% 0.13% 1.06% 1.93% 0.84% 0.80%

河北 6.94% 1.48% 1.74% 2.02% 2.22% 1.38%

山东 3.70% 17.80% 4.14% 14.23% 6.43% 7.62%

辽宁 0.39% 0.77% 0.93% 0.84% 0.37% 0.15%

吉林 0.01% 0.97% 0.21% 0.38% 0.34% 0.06%

黑龙江 0.44% 0.56% 0.31% 0.31% 0.19% 0.02%

上海 1.47% 0.58% 4.81% 2.14% 3.14% 4.32%

江苏 4.66% 9.52% 4.43% 10.32% 10.86% 13.63%

浙江 8.88% 4.84% 13.93% 11.70% 7.05% 8.92%

广东 14.01% 5.31% 29.12% 18.26% 18.53% 26.78%

福建 32.08% 13.57% 8.11% 8.48% 6.37% 14.44%

广西 0.77% 11.34% 1.02% 2.30% 1.28% 1.00%

海南 0.00% 0.06% 0.02% 1.02% 0.07% 0.00%

安徽 3.23% 6.13% 3.89% 2.53% 5.49% 3.13%

江西 4.18% 3.25% 5.28% 2.29% 3.96% 3.46%

河南 7.35% 5.55% 5.66% 3.93% 3.59% 4.25%

湖北 2.05% 4.29% 2.80% 3.72% 7.80% 3.78%

湖南 5.36% 7.56% 3.14% 5.16% 6.08% 2.70%

重庆 1.48% 1.31% 1.28% 2.20% 2.57% 0.79%

四川 1.88% 3.68% 5.84% 3.97% 6.58% 0.96%

贵州 0.34% 0.64% 0.60% 0.53% 0.59% 0.22%

云南 0.09% 0.77% 0.10% 0.63% 1.23% 1.01%

西藏 - - - 0.01% 0.01% 0.01%

山西 0.01% 0.18% 0.02% 0.22% 0.27% 0.06%

内蒙古 0.04% 0.09% 0.02% 0.43% 0.07% 0.00%

陕西 0.24% 0.56% 0.76% 0.78% 2.78% 0.48%

甘肃 0.05% 0.01% 0.01% 0.07% 0.07% 0.01%

青海 - - - 0.00% 0.01% 0.02%

宁夏 0.04% 0.02% - 0.16% 0.17% 0.02%

新疆 0.01% 0.12% 0.10% 0.14% 0.07% 0.02%

华北东北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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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4  2018 年科技装备业营收占比前五省市分布情况 

 

注：因 2019 年部分省市数据缺失，此处选用 2018 年数据计算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山东地区科技装备产业布局亦相对均衡。但需要关注的是，其 2018 年以来

多个产业营收占比出现了大幅下降，折射出其产业竞争力下滑趋势。近年来，

随着我国电子产业西进，四川、重庆的计算机电子营收占比亦步入全国前五。

中部地区在装备制造业方面存在一定优势，但整体占比偏低，提升较慢。反观

京津冀地区，其在科技装备产业领域营收占比无一进入前五，高端产业的竞争

力要显著弱于长三角、珠三角，甚至有被中西部发达省份甩开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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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5  2018 年全国各省市科技装备业营收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四、重点产业的省域分布 

前文中，我们对工业门类的省域分布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将

针对几个重点行业的省域分布展开分析，观测不同省市的产业布局情况。 

1、能源行业 

从能源行业来看，国内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在内的传统能源的开采集

中在北部以及西南地区。如前所述，当前煤炭生产集中在山西、内蒙、陕西三

地。2020 年，三省市的合计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即达到 71.4%，是我国煤炭主产

区，新疆产量占比亦达到 6.9%。 

 在国内原油生产方面，天津是我国原油产量最大的地区，2020 年产量达到

3242万吨，黑龙江、新疆、山东、陕西等省市紧随其后。 

在天然气生产方面，陕西、四川、新疆、广东等地的天然气开采量较高，

其他地区天然气较为有限。 

  

区域 省市 通用设备 专用设备 汽车制造 运输设备 电气机械计算机电子仪器仪表 医药制造

北京 1.59% 2.76% 5.40% 3.73% 1.22% 3.14% 3.50% 4.81%

天津 1.70% 1.68% 2.69% 3.30% 1.38% 1.68% 1.01% 2.17%

河北 1.84% 3.05% 3.23% 3.51% 2.05% 0.34% 1.59% 3.80%

山东 8.92% 9.32% 6.24% 10.25% 5.45% 3.28% 4.66% 12.12%

辽宁 2.70% 1.77% 3.90% 3.11% 0.95% 0.56% 1.31% 2.20%

吉林 0.27% 0.28% 8.66% 3.52% 0.10% 0.06% 0.15% 2.43%

黑龙江 0.59% 1.36% 0.45% 0.99% 0.23% 0.02% 0.48% 1.37%

上海 8.36% 4.61% 10.36% 5.87% 3.82% 5.36% 5.35% 3.53%

江苏 20.74% 20.03% 8.73% 22.31% 21.73% 16.47% 36.72% 14.31%

浙江 12.60% 6.52% 6.66% 5.45% 11.59% 4.20% 11.38% 5.98%

广东 10.71% 11.29% 10.47% 7.48% 22.30% 36.57% 13.14% 6.77%

福建 3.37% 3.58% 1.61% 2.49% 3.50% 3.86% 2.86% 1.40%

广西 0.88% 1.54% 2.74% 1.43% 0.58% 1.17% 0.32% 1.02%

海南 0.00% 0.01% 0.04% 0.00% 0.09% 0.01% - 0.94%

安徽 3.93% 3.82% 2.99% 1.34% 5.89% 2.47% 1.88% 3.74%

江西 1.87% 1.61% 2.06% 1.05% 3.98% 2.54% 1.83% 4.39%

河南 5.17% 6.93% 2.83% 4.42% 3.58% 3.81% 4.62% 4.74%

湖北 3.26% 4.15% 8.43% 5.48% 3.39% 2.17% 2.45% 5.31%

湖南 3.58% 9.08% 2.15% 7.02% 2.29% 1.59% 2.29% 4.02%

重庆 1.98% 1.44% 4.72% 7.40% 1.56% 4.25% 1.73% 2.22%

四川 4.40% 3.90% 3.60% 7.00% 2.25% 4.51% 2.20% 5.55%

贵州 0.23% 0.25% 0.19% 1.68% 0.33% 0.59% 0.21% 1.20%

云南 0.17% 0.23% 0.40% 0.35% 0.21% 0.27% 0.25% 1.58%

西藏 - - - - 0.00% - - 0.04%

山西 0.28% 0.85% 0.47% 1.06% 0.27% 0.91% 0.33% 0.85%

内蒙古 0.06% 0.08% 0.14% 0.15% 0.13% 0.12% 0.00% 0.63%

陕西 1.12% 1.90% 2.01% 2.94% 1.46% 0.69% 1.37% 2.62%

甘肃 0.11% 0.22% 0.01% 0.02% 0.14% 0.08% 0.01% 0.49%

青海 0.04% 0.00% - 0.00% 0.16% 0.03% 0.01% 0.09%

宁夏 0.11% 0.13% 0.01% - 0.12% 0.10% 0.19% 0.22%

新疆 0.01% 0.12% 0.04% 0.01% 0.61% 0.03% 0.00% 0.31%

华北东北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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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6  2020 年全国分省区主要能源品产量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兴业研究 

 

在发电量方面， 由于我国煤炭资源丰富，我国电力结构高度依赖火力发电，

其占比达到 71.2%。西南地区，依托自身优厚的水利条件，水利发电占比全国

最高。而东部地区则依托自身海岸线优势、技术优势，核能占比全国最高，但

是当前核能利用比率整体偏低。在风光发电方面，西北地区基于自身地理位置，

有着天然的发展优势。2020 年内蒙、新疆的风光发电量达到 804、549 亿千瓦

时。此外，河北（第 3）、江苏（第 8）、山东（第 9）的风光发电量亦排名靠前。 

 

 

原煤 原油 天然气 发电量 火力 水力 核能 风力 太阳能

万吨 万吨 亿立方米

上海 0 52 15 819 804 0 0 15 1

江苏 1,022 150 4 5,050 4,391 32 356 207 65

浙江 0 0 0 3,367 2,428 152 712 32 43

福建 646 0 0 2,537 1,561 208 653 112 3

广东 0 1,613 132 5,010 3,576 155 1,161 88 30

广西 242 48 0 1,890 1,065 556 168 91 9

海南 0 31 1 319 208 5 96 6 4

北京 0 0 20 441 429 11 0 0 1

天津 0 3,242 36 753 738 0 0 11 4

河北 4,975 544 6 3,196 2,751 5 0 341 100

山东 10,922 2,246 6 5,514 5,067 8 191 191 56

辽宁 3,092 1,049 7 2,051 1,498 33 327 169 24

吉林 1,002 395 20 945 750 74 0 98 23

黑龙江 5,206 3,001 47 1,084 922 25 0 121 15

安徽 11,084 0 2 2,682 2,527 41 0 47 67

江西 281 0 0 1,318 1,158 74 0 52 34

河南 10,490 240 3 2,749 2,482 134 0 88 45

湖北 40 54 1 2,907 1,216 1,575 0 73 43

湖南 1,053 0 0 1,496 851 539 0 94 11

重庆 939 0 80 775 535 223 0 13 4

四川 2,158 8 452 3,981 524 3,349 0 85 22

贵州 11,935 0 5 2,174 1,329 710 0 95 40

云南 5,266 0 0 3,451 410 2,763 0 248 30

西藏 0 0 0 69 4 58 0 0 7

山西 106,307 0 85 3,367 3,019 44 0 214 89

内蒙古 100,091 11 0 5,634 4,782 48 0 673 132

陕西 67,943 2,694 527 2,278 2,009 121 0 82 67

甘肃 3,848 969 4 1,601 874 379 0 242 105

青海 1,092 229 64 858 104 572 0 62 120

宁夏 8,152 0 0 1,825 1,529 22 0 174 99

新疆 26,587 2,918 371 4,032 3,258 226 0 423 126

中部地区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亿千瓦时
省市地区

东部地区

华北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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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7  2020 年全国分省区主要能源品产量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兴业研究 

 

2、冶金行业 

钢铁、有色、非金属矿制品作为重要的工业品，与建筑业、制造业息息相

关，但随着我国产能结构升级、绿色生产要求的提升，未来冶金行业仍将面临

调整压力。 

从钢铁行业的分布来看，河北、江苏、山东、辽宁、山西是我国钢铁冶炼

的主要地区。环渤海湾是我国钢铁生产主要基地。此外，其他中东部省份的钢

铁生产规模较为接近，各省均布局有自己的钢铁产业。 

从有色行业的分布来看，有色金属开采方面，山东、内蒙、新疆、云南、

河南等地是我国有色金属的主要来源。这与前文中的有色矿采营收占比分布基

本相同。中部、西北地区的有色资源较为丰富，但是在铜材、铝材的生产方面，

东部沿海省份、中部地区则成为有色冶炼的主力。一方面，当地工业生产对于

有色需求较强，另一方面，其具备较为成熟的重化工业基础进行冶炼。 

在非金属矿制品方面，由于水泥储存时间短、运输半径小，因此，大部分

省份均布局有水泥生产。其中，基建、地产需求强劲的东中部、西南地区水泥

产量更高，而东北、西北等地的需求相对有限，产量较低。在平板玻璃方面，

河北、湖北、广东、安徽等省凭借着自身的非金属矿资源以及自身的工业基础，

在平板玻璃生产量上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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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8  2020 年全国分省区主要冶炼工业品生产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兴业研究 

 

3、汽车和装备制造业 

 在汽车工业方面，广东、上海、吉林、北京、湖北、广西、重庆等地是我

国汽车主要生产地区。这些省市往往有着一批合资车企，在汽车生产方面有着

较长的发展历史。整车生产能力较强的地区，其发动机产量亦相对更高。汽车

产业链的整体发展，既有利于整车企业，同时亦能够推动配套零部件产业的发

展。 

在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产业方面，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有着绝对的优势。从

全国金属切削机床的生产来看，生产高度集中在江浙粤。此外，山东和辽宁工

业基础较强，产业发展历史悠久，亦有着较强的装备制造基础。 

在电子产品生产方面，计算机、手机生产广东一马当先，川渝、河南亦成

为我国电子产品重要生产基地；江浙沪、甘肃、广东、北京等地是我国集成电

路的主要生产基地。 

值得注意的是，甘肃在集成电路领域异军突起，2020年其集成电路产量占

比达到 17.5%。当前，甘肃的华天科技、天光半导体等企业在半导体封装测试

领域均已位居全球前列，地区初步形成集成电路产业链，拥有集成电路设计、

粗钢 钢材 十种有色金属 铜材 铝材 水泥 平板玻璃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重量箱

上海 1,576 1,880 0 25 49 390 0

江苏 12,108 15,005 97 370 417 15,313 1,740

浙江 1,457 3,807 54 274 226 13,236 4,253

福建 2,467 3,862 74 18 169 9,704 5,362

广东 3,382 4,866 46 262 528 17,076 9,964

广西 2,275 4,731 414 11 210 12,137 2,650

海南 0 0 0 0 0 1,839 425

北京 0 184 0 0 0 287 48

天津 2,172 5,724 1 31 61 552 3,152

河北 24,977 31,320 4 10 72 11,717 13,728

山东 7,994 11,269 929 78 1,138 15,768 7,782

辽宁 7,609 7,578 125 22 114 5,335 4,683

吉林 1,526 1,662 13 0 9 1,991 1,199

黑龙江 987 879 13 1 15 2,135 399

安徽 3,697 3,607 225 236 91 14,176 4,489

江西 2,682 3,094 203 385 128 9,770 445

河南 3,530 4,233 419 68 1,032 11,722 1,900

湖北 3,557 3,649 81 42 122 10,109 9,585

湖南 2,613 2,730 215 52 132 11,035 3,821

重庆 900 1,310 56 31 220 6,505 1,596

四川 2,793 3,437 121 18 163 14,496 5,886

贵州 462 741 163 0 41 10,797 1,655

云南 2,233 2,641 511 21 44 12,985 2,449

西藏 0 0 0 0 0 1,085 0

山西 6,638 6,181 98 2 37 5,387 2,252

内蒙古 3,120 2,884 726 1 284 3,532 1,041

陕西 1,522 2,020 221 4 29 6,799 2,223

甘肃 1,059 1,103 351 73 118 4,651 519

青海 193 189 268 0 149 1,216 74

宁夏 467 482 127 0 54 1,978 423

新疆 1,306 1,421 614 10 130 3,969 829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东部地区

华北东北

中部地区

省市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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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封测能力。甘肃经验无疑为其他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图表 29  2020 年全国分省区主要高技术工业品产量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兴业研究 

 

 4、医药、消费行业 

 从医药产业的分布情况来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医药产业相对成

熟，省内医药上市公司市值占全国比重靠前。此外，山东、吉林、川渝、湖南

湖北等地紧随其后，已具备一定的医药基础。 

 

发动机 汽车产量 金属切削机床 移动通信手持机 微型计算机 集成电路

万千瓦 万辆 千台 万台 万台 万块

上海 31,813 265 4.10 3,889 1,800 2,886,703

江苏 15,457 75 60.20 5,527 5,029 8,348,695

浙江 7,356 90 111.20 3,705 139 1,741,020

福建 - 18 11.60 2,383 1,494 169,473

广东 28,523 313 54.80 61,980 4,622 3,735,745

广西 19,939 174 1.10 1,505 185 2,021

海南 - - - 0.13

北京 20,187 166 8.80 9,929 552 1,707,053

天津 8,600 95 0.90 7 189,211

河北 3,333 98 2.00 4,705

山东 38,616 88 49.30 606 0.26 221,627

辽宁 12,916 75 27.70 16 46 73,980

吉林 9,526 265 - 4.80

黑龙江 3,681 7.17 0.40 37 26,475

安徽 9,258 91 19.70 91 3,097 91,791

江西 - 45 3.50 5,649 2,188 33,073

河南 516 47 2.30 13,625 0.52 332.90

湖北 16,771 209 8.30 2,667 1,720 5,693

湖南 366 37 3.30 2,369 185 178,477

重庆 27,758 158 7.70 13,450 9,130 454,900

四川 1,741 69 8.50 13,320 7,527 1,063,659

贵州 - 7.55 1.90 1,353 0.07 6,913

云南 4,659 0.54 34.90 575 83 51,472

西藏 - - -

山西 - 4.80 - 2,261

内蒙古 2.86 - -

陕西 1,648 63 20.70 1,708 560,576

甘肃 - 0.10 1.30 52 4,572,888

青海 - - 0.10

宁夏 - 0.10 1.90

新疆 - 0.87 - 489 1.00

省份地区

东部地区

华北东北

中部地区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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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0  内地各省市 A、H 股医药上市公司市值情况 

 

注：剔除 ST 股票以及 2020 年 3 月以后上市的股票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从生物医药园区来看， 江苏、山东、广东是我国当之无愧的医药大省，其

省内生物医药园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领先全国。此外，中部地区的医药制

造业的整体水平亦排名靠前，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同时，吉林除汽车之外，

在医药领域的表现整体较为突出。 

 

图表 31  2020 年全国生物医药园区前 100 强的省域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赛迪顾问, 兴业研究 

 

 在消费领域，北京、广东、上海等消费大省有着全国最多的消费品牌。其

中，北京有着最多的互联网（22 个）、教育（8 个）、文化传媒（7 个）品牌。

广东、上海则各有 7 个互联网品牌，亦是互联网产业重要孵化地。此外，广东

在日化、食品饮料、家电等传统优势领域亦培养了多个品牌。全国入围的3 个

酒店品牌：锦江、华住、如家则均在上海。四川有着 5 个酒类知名品牌，与其

全国酒水饮料营收占比最高的情况相呼应。 

 山东和江苏虽然都是工业大省，但是在消费品牌的打造方面要弱于其他几

个发达省份。其他省份的消费品牌数量较少，主要以自身特色品牌为主。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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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的茅台、老干妈；内蒙古的伊利、蒙牛；山西的汾酒等。 

 

图表 32  2020 年全国品牌 500 强中消费相关行业省域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品牌联盟, 兴业研究 

 

五、各省份内部的工业细分结构 

 产业分布格局之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各省市内部的产业结构，了解

各省市产业的构成情况，了解其产业结构变迁路径。 

 1、东部省市产业结构 

 东部省市采矿业占比极低。在其他产业方面，由于各省市内部经济发展水

平不同，产业结构上存在一定差异。第一梯队的江浙沪粤，产业结构上以高技

术制造业为主，重化工业次之，同时兼顾一定的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福建各

项产业相对均衡，对轻工业的依赖要明显高于前述省份。广西以钢铁、有色、

木材加工等原材料行业为主，海南则主要依赖炼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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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3  东部省份 2019 年产业结构情况 

 

注：上图数据为各省内部工业细分行业营收占所有工业企业的比重，标“-”表示该省

市该项产业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2、华北、东北省市产业结构 

 华北、东北地区一方面相对于国内其他省市，油气、铁矿石资源相对丰富；

另一方面重化工业发展历史悠久，当前华北、东北省市产业结构上仍然高度依

赖钢铁、炼化、汽车工业。此外，山东、东北地区作为我国的蔬菜、粮食生产

基地，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业的占比亦相对较高。 

 北京、天津作为相对发达的地区，计算机电子、医药等高技术制造业的占

比要高于同区域其他省市。而山东虽然在前文中提到，其多个产业均进入全国

营收前五的省份中，但是其内部产业结构上装备制造业、计算机电子、医药产

业的占比偏低，炼化、钢铁占比过高。这或许是其与长三角地区差距逐渐拉大

的原因。 

行业大类 细分行业 上海 江苏 浙江 广东 福建 广西 海南

煤炭开采 - 0.13% 0.00% - 0.16% 0.13% -

油气开采 0.06% - - 0.42% - 0.09% 0.50%

黑色矿采 - 0.03% 0.00% 0.02% 0.41% 0.37% 0.66%

有色矿采 - 0.00% 0.01% 0.05% 0.14% 0.64% 0.45%

非金属矿采 - 0.04% 0.22% 0.13% 0.55% 0.64% 0.21%

农副食品 1.07% 2.26% 1.23% 2.30% 6.06% 9.82% 6.94%

食品制造 2.15% 0.66% 0.72% 1.53% 3.19% 0.92% 2.56%

酒水饮料 0.39% 0.55% 0.66% 0.68% 2.00% 1.27% 0.89%

烟草制品 2.65% 0.71% 1.22% 0.36% 0.51% 1.38% 1.36%

纺织业 0.52% 3.79% 5.91% 1.43% 5.96% 0.82% 0.28%

纺织服装 0.90% 1.62% 2.87% 2.07% 4.63% 0.41% -

制鞋业 0.39% 0.25% 1.44% 1.18% 7.44% 0.32% 0.01%

木材加工 0.13% 0.59% 0.62% 0.36% 2.60% 6.22% 0.60%

家具制造 0.82% 0.29% 1.31% 1.52% 1.15% 0.26% 0.05%

造纸业 0.78% 1.13% 1.96% 1.68% 2.23% 1.77% 7.02%

印刷业 0.58% 0.56% 0.67% 0.92% 0.80% 0.25% 0.23%

文体用品 1.68% 1.06% 1.67% 2.38% 3.94% 0.65% 0.03%

炼油 3.55% 1.60% 2.43% 2.20% 2.72% 5.27% 27.96%

化工 8.64% 7.91% 8.02% 3.97% 4.34% 2.98% 12.89%

化纤 0.07% 2.26% 4.41% 0.12% 2.39% -

橡胶塑料 2.60% 2.63% 3.64% 3.87% 3.36% 0.75% 0.98%

非金属制品 2.08% 3.43% 4.49% 3.96% 7.75% 7.69% 8.44%

钢铁 4.32% 7.85% 2.54% 1.86% 3.80% 12.44% -

有色 1.45% 3.54% 3.68% 2.63% 4.50% 8.30% 0.18%

金属制品 2.92% 4.51% 4.27% 4.50% 3.05% 1.15% 0.32%

电热力供应 3.17% 4.60% 7.16% 4.96% 3.56% 7.86% 12.75%

通用设备 8.69% 6.28% 6.77% 3.19% 2.54% 1.72% 0.04%

专用设备 3.75% 4.38% 2.72% 2.62% 2.02% 1.96% 0.17%

汽车制造 20.80% 5.76% 6.91% 5.80% 2.26% 10.74% 0.42%

运输设备 2.21% 2.08% 0.97% 0.69% 0.53% 0.40% 0.02%

电气机械 6.36% 10.16% 10.53% 10.55% 4.27% 1.46% 2.45%

计算机电子 13.81% 13.84% 6.67% 27.92% 7.71% 7.36% 0.22%

仪器仪表 1.14% 1.34% 1.45% 0.89% 0.49% 0.14% -

医药 2.50% 2.73% 2.06% 1.08% 0.71% 1.06% 10.55%

采矿业

轻工业

重化工业

科技装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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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4  华北、东北省份 2019 年产业结构情况 

 

注：上图数据为各省内部工业细分行业营收占所有工业企业的比重，标“-”表示该省

市该项产业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河北省由于 2019 年数据尚未公布，故选用 2018 年

数据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3、西北省市产业结构 

 西北各省市的产业结构与其资源禀赋密切相关。西北地区矿产资源丰富， 

产业结构上高度依赖采矿业，其中内蒙、山西的工业营收中来自煤炭开采的比

例更是达到 21.1%和 37.4%。采矿业发展亦使得西北省份的钢铁、有色冶炼、

炼化产业成为当地支柱产业。但是除陕西外，其他省份的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均

较低，工业产业亟待提升技能点。轻工业方面，当地资源相对丰富的产业往往

占比较高，比如新疆的纺织业、内蒙的食品制造业等，其他产业则乏善可陈。 

 

行业大类 细分行业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东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煤炭开采 - 0.01% 2.28% 1.33% 0.63% 0.53% 4.44%

油气开采 - 5.20% 0.52% 0.92% 0.99% 1.11% 11.34%

黑色矿采 1.53% 0.31% 1.39% 0.25% 1.25% 0.27% 0.13%

有色矿采 - - 0.06% 0.25% 0.50% 0.27% 0.77%

非金属矿采 - 0.14% 0.15% 0.13% 0.22% 0.04% 0.16%

农副食品 1.73% 2.73% 3.94% 7.25% 6.26% 6.20% 15.63%

食品制造 2.52% 1.68% 2.06% 1.39% 0.73% 0.84% 5.67%

酒水饮料 1.13% 0.54% 0.94% 0.73% 0.51% 1.36% 2.30%

烟草制品 - - 0.63% 0.39% 0.28% 1.13% 1.12%

纺织业 0.09% 0.53% 1.54% 2.39% 0.24% 0.08% 0.26%

纺织服装 0.54% 0.10% 0.42% 0.96% 0.46% 0.28% 0.05%

制鞋业 0.03% 0.11% 2.22% 0.27% 0.13% 0.02% 0.51%

木材加工 0.03% 0.07% 0.36% 1.25% 0.26% 0.40% 0.48%

家具制造 0.37% 0.37% 0.32% 0.23% 0.22% 0.05% 0.22%

造纸业 0.29% 1.32% 0.73% 1.85% 0.45% 0.29% 0.42%

印刷业 0.68% 0.30% 0.38% 0.32% 0.09% 0.11% 0.13%

文体用品 0.74% 0.55% 0.49% 0.72% 0.08% 0.03% 0.03%

炼油 2.78% 5.15% 6.03% 12.82% 23.09% 0.68% 12.28%

化工 1.41% 5.92% 4.93% 10.00% 6.50% 6.65% 3.70%

化纤 0.02% 0.66% 0.20% 0.09% 0.55% 0.01%

橡胶塑料 0.36% 2.11% 1.73% 2.76% 1.26% 0.96% 1.29%

非金属制品 2.24% 2.58% 3.83% 4.42% 3.68% 1.92% 2.30%

钢铁 0.40% 14.49% 33.21% 7.36% 13.61% 4.26% 3.57%

有色 0.29% 3.74% 1.06% 7.54% 4.20% 0.82% 0.59%

金属制品 1.57% 4.26% 5.66% 3.12% 3.03% 0.69% 0.81%

电热力供应 24.21% 4.94% 7.20% 6.14% 6.61% 6.61% 12.15%

通用设备 2.53% 3.65% 1.83% 3.60% 3.33% 0.61% 2.28%

专用设备 3.88% 2.93% 2.35% 2.56% 1.68% 0.54% 4.04%

汽车制造 19.64% 13.01% 6.88% 5.21% 11.04% 53.52% 3.70%

运输设备 2.01% 2.05% 1.08% 1.31% 3.21% 2.97% 1.13%

电气机械 3.48% 5.14% 3.39% 2.65% 2.41% 0.33% 1.50%

计算机电子 15.86% 9.15% 0.94% 3.38% 2.41% 0.39% 0.19%

仪器仪表 1.44% 0.53% 0.34% 0.37% 0.36% 0.05% 0.35%

医药 5.68% 3.06% 2.41% 2.90% 1.81% 3.85% 3.29%

采矿业

轻工业

重化工业

科技装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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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5  西北省份 2019 年产业结构情况 

 

注：上图数据为各省内部工业细分行业营收占所有工业企业的比重，标“-”表示该省

市该项产业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山西、新疆由于 2019 年数据尚未公布，故选用 2018

年数据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4、西南省市产业结构 

 西南各省市由于发展目标不同、发展历程差异，在产业结构上也存在一定

区别。重庆、四川高技术制造业与重化工业齐头并进，计算机电子、汽车产业

成为当地重要支柱产业。贵州、云南当前的支柱产业仍以重化工业为主，高技

术制造业的发展仍有较大空间。此外，四川、贵州的酒水饮料、云南的烟草业，

也是当地产业的重要内容。西藏由于地理因素限制，工业门类、工业产值均较

低。 

 

行业大类 细分行业 山西 内蒙古 陕西 甘肃 宁夏 新疆

煤炭开采 37.39% 21.14% 11.16% 2.49% 10.59% 3.70%

油气开采 0.46% 0.16% 5.95% 2.95% - 12.14%

黑色矿采 0.77% 1.01% 0.48% 0.27% - 1.02%

有色矿采 0.11% 1.18% 1.10% 0.36% - 1.01%

非金属矿采 0.03% 0.28% 0.88% 0.16% 0.11% 0.16%

农副食品 1.14% 2.93% 5.32% 2.30% 1.90% 3.98%

食品制造 0.59% 7.27% 2.40% 0.72% 3.91% 1.95%

酒水饮料 1.05% 0.38% 2.65% 0.97% 0.49% 0.92%

烟草制品 0.22% 0.69% 0.88% 1.71% - 0.43%

纺织业 0.10% 0.23% 1.06% 0.12% 1.63% 4.23%

纺织服装 0.12% 0.26% 0.35% 0.02% 0.08% 0.28%

制鞋业 0.01% 0.03% 0.12% 0.02% 0.11% 0.01%

木材加工 0.08% 0.07% 0.20% 0.01% 0.05% 0.11%

家具制造 0.01% 0.00% 0.23% - 0.07%

造纸业 0.16% 0.41% 0.42% 0.11% 0.38% 0.19%

印刷业 0.09% 0.02% 0.85% 0.05% 0.22% 0.04%

文体用品 0.04% 0.00% 0.26% 0.01% 0.03%

炼油 9.73% 5.95% 8.75% 9.73% 13.24% 15.50%

化工 3.85% 9.74% 5.21% 2.31% 10.68% 9.30%

化纤 0.00% - 0.10% - 1.26%

橡胶塑料 0.23% 0.25% 1.12% 0.55% 0.73% 1.21%

非金属制品 2.31% 3.28% 6.35% 4.46% 3.45% 4.77%

钢铁 12.89% 13.39% 3.87% 13.93% 16.15% 5.01%

有色 4.34% 11.21% 5.20% 20.19% 5.49% 12.59%

金属制品 1.36% 1.83% 1.56% 0.86% 0.88% 0.58%

电热力供应 9.71% 16.03% 6.59% 10.77% 20.79% 12.83%

通用设备 0.54% 0.28% 1.81% 0.98% 0.98% 0.05%

专用设备 1.28% 0.26% 2.57% 1.10% 1.10% 0.33%

汽车制造 1.97% 0.62% 7.37% 0.14% 0.14% 0.28%

运输设备 0.64% 0.34% 1.45% - - 0.01%

电气机械 0.89% 0.49% 4.02% 1.74% 1.74% 3.69%

计算机电子 5.03% 0.89% 4.86% 2.45% 2.45% 0.27%

仪器仪表 0.14% 0.00% 0.53% 0.32% 0.32% 0.00%

医药 1.06% 0.94% 2.80% 0.90% 0.90% 0.72%

采矿业

轻工业

重化工业

科技装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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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6  西南省份 2019 年产业结构情况 

 

注：上图数据为各省内部工业细分行业营收占所有工业企业的比重，标“-”表示该省

市该项产业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四川、西藏由于 2019 年数据尚未公布，故选用 2018

年数据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5、中部各省产业结构 

 中部各省的差距相对较小，在产业结构方面整体较为接近。首先，各省普

遍呈现重化工业、高技术产业均衡发展态势，产业间占比差距相对较小。在重

化工业方面，由于中部地区非金属矿、有色资源更丰富，相关冶炼产业占比较

高。在高技术产业方面，计算机电子、汽车、电气机械等产业齐头并进，同时

设备制造业的发展亦有一定的优势。在轻工业方面，中部省份轻工业发展较之

行业大类 细分行业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煤炭开采 0.59% 1.40% 9.76% 2.46% -

油气开采 0.49% 1.73% - - -

黑色矿采 0.06% 0.60% 0.21% 0.86% 0.34%

有色矿采 0.01% 0.32% 0.74% 1.71% 24.26%

非金属矿采 0.58% 0.64% 1.25% 0.77% 1.04%

农副食品 4.12% 5.83% 2.59% 5.68% 1.11%

食品制造 1.26% 2.72% 1.37% 2.00% 2.55%

酒水饮料 1.08% 7.49% 13.30% 2.81% 8.51%

烟草制品 0.86% 0.55% 4.54% 11.36% -

纺织业 0.33% 1.65% 0.18% 0.21% 0.11%

纺织服装 0.29% 0.63% 0.26% 0.13% 0.10%

制鞋业 0.59% 0.56% 0.42% 0.08% -

木材加工 0.74% 0.83% 0.66% 0.45% -

家具制造 0.53% 1.01% 0.45% 0.04% -

造纸业 1.59% 1.34% 0.83% 0.55% 0.27%

印刷业 0.92% 1.03% 0.36% 0.52% 0.22%

文体用品 0.44% 0.32% 0.32% 0.72% 0.51%

炼油 0.16% 1.96% 1.38% 5.62% -

化工 3.74% 5.79% 6.59% 6.23% 2.72%

化纤 0.16% 0.71% - 0.11% -

橡胶塑料 2.12% 2.48% 2.28% 0.87% 0.19%

非金属制品 6.92% 8.56% 11.16% 6.24% 33.03%

钢铁 3.25% 5.59% 4.58% 9.05% -

有色 3.70% 2.14% 5.47% 15.40% -

金属制品 2.73% 3.96% 2.15% 1.42% 0.23%

电热力供应 3.89% 5.27% 14.10% 11.40% 21.37%

通用设备 3.90% 4.08% 0.93% 0.40% -

专用设备 2.23% 2.80% 0.78% 0.48% -

汽车制造 16.80% 7.13% 1.48% 1.72% -

运输设备 4.25% 2.01% 2.02% 0.28% -

电气机械 4.90% 3.47% 2.67% 1.08% 0.02%

计算机电子 23.78% 11.77% 5.84% 3.15% -

仪器仪表 0.79% 0.44% 0.16% 0.32% -

医药 2.70% 3.28% 3.02% 2.39% 4.12%

采矿业

轻工业

重化工业

科技装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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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更加均衡，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的占比较高。 

 

图表 37  中部省份 2019 年产业结构情况 

 

注：上图数据为各省内部工业细分行业营收占所有工业企业的比重，标“-”表示该省

市该项产业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行业大类 细分行业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煤炭开采 2.12% 0.16% 3.14% 0.02% 0.46%

油气开采 - - 0.24% 0.08% -

黑色矿采 0.48% 0.14% 0.10% 0.29% 0.08%

有色矿采 0.08% 0.75% 0.36% 0.09% 0.66%

非金属矿采 0.49% 0.84% 0.32% 1.08% 0.85%

农副食品 5.69% 4.66% 7.72% 8.11% 8.54%

食品制造 1.53% 1.03% 3.45% 2.22% 3.73%

酒水饮料 1.55% 0.77% 1.49% 2.15% 1.91%

烟草制品 1.07% 0.63% 1.03% 1.60% 2.67%

纺织业 1.74% 2.38% 2.59% 4.54% 1.78%

纺织服装 1.88% 2.51% 1.70% 1.85% 0.87%

制鞋业 0.99% 1.50% 1.48% 0.57% 2.07%

木材加工 1.33% 0.99% 0.98% 0.89% 1.88%

家具制造 0.74% 1.15% 0.69% 0.49% 0.70%

造纸业 0.94% 1.05% 1.07% 1.14% 1.43%

印刷业 0.97% 0.69% 0.56% 1.28% 1.25%

文体用品 1.01% 1.34% 1.28% 1.15% 1.04%

炼油 1.76% 1.81% 2.08% 1.10% 2.07%

化工 5.75% 4.71% 6.13% 7.79% 6.86%

化纤 0.32% 0.28% 0.49% 0.11% 0.09%

橡胶塑料 3.56% 1.89% 1.72% 2.24% 1.89%

非金属制品 8.02% 7.97% 8.53% 7.53% 8.65%

钢铁 5.01% 4.27% 5.24% 4.73% 3.78%

有色 8.34% 18.10% 9.80% 1.86% 5.42%

金属制品 3.67% 2.57% 2.97% 3.80% 4.22%

电热力供应 5.53% 3.70% 5.49% 4.49% 4.32%

通用设备 4.26% 2.44% 4.18% 3.07% 4.46%

专用设备 2.84% 1.49% 3.89% 2.82% 7.35%

汽车制造 6.61% 4.83% 4.77% 14.84% 4.59%

运输设备 0.36% 0.30% 1.14% 1.29% 2.19%

电气机械 9.93% 7.98% 5.21% 4.55% 4.40%

计算机电子 7.52% 9.66% 8.17% 5.33% 6.30%

仪器仪表 0.39% 0.43% 0.80% 0.55% 0.41%

医药 2.16% 3.42% 2.16% 2.58% 2.65%

采矿业

轻工业

重化工业

科技装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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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结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提升，要素禀赋的变化，产业结构上呈现出去

工业化、服务化的现象，第二产业占比持续下降。从结构分析来看，采矿业、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收缩是我国工业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在经济增速总体下降

的背景下，这两大类产业的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大幅下滑，高新技术产业则显

示出较强韧性。 

当前，我国产业分布方面，采矿业中煤炭、铁矿、油气产业以西北、华北

地区为主，中部地区则有着相对丰富的有色、非金属矿资源。 

在重化工业方面，东部省份如江苏、浙江、广东优势较为明显，尤其是在

更接近消费端的化纤、化工、橡胶塑料等产业上。环渤海湾区域则在钢铁、炼

油、电热力产业上产业占比较高。 

轻工业，尤其是外贸占比较大的产业，如纺织服装、文体用品等主要分布

在东南沿海地区。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轻工业种类较多，占比较高。 

在科技装备产业方面，长三角、珠三角优势明显，各项产业的营收占比均

位列全国前茅，江苏、广东是全国先进制造业的领头羊。西南地区近年来电子

产业占比逐步提升，中部的装备业、汽车制造业亦存在一定优势。但是京津冀

在所有科技装备产业的营收占比均未能进入前五，在全国产业竞争中有所落后。 

在各省市产业结构方面，江浙沪粤等省份以科技装备业为主，重化工业为

辅，兼顾外贸型轻工业。华北、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上仍高度依赖重化工业，甚

至在“去产能”的大趋势下其有加强的趋势，科技装备业方面主要以汽车、计

算机电子为主，设备制造业相对薄弱。 

 

图表 38  全国各省份 2019 年产业结构情况 

 

注：河北、山西、新疆、西藏、四川由于 2019 年数据尚未公布，故选用 2018 年数据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西北地区产业高度依赖采矿业和重化工业，科技装备业占比极低，产业结

构升级任重道远。川渝、中部地区则是高技术制造业和重化工业均衡发展，川

渝地区依托计算机电子、汽车等产业，有着更高的科技装备业占比。云贵地区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上
海

广
东

江
苏

浙
江

广
西

福
建

海
南

河
北

辽
宁

山
东

天
津

黑
龙
江

北
京

吉
林

宁
夏

新
疆

甘
肃

内
蒙
古

山
西

陕
西

重
庆

四
川

贵
州

云
南

西
藏

湖
北

安
徽

湖
南

江
西

河
南

采矿业 轻工业 重化工业 科技装备业



                                                                                                         宏观经济 

 

请务必参阅尾页免责声明                                                                                 33 

当前仍以重化工业为主，谋求以电子产业为突破口升级产业，但是仍有较大提

升空间。 

 

图表 39  全国各省市 2019 年工业细分行业营收占比前五情况 

 

注：河北、山西、新疆、西藏、四川由于 2019 年数据尚未公布，故选用 2018 年数据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省市

上海 汽车制造 20.80% 计算机电子 13.81% 通用设备 8.69% 化工 8.64% 电气机械 6.36%

江苏 计算机电子 13.84% 电气机械 10.16% 化工 7.91% 钢铁 7.85% 通用设备 6.28%

浙江 电气机械 10.53% 化工 8.02% 电热力 7.16% 汽车制造 6.91% 通用设备 6.77%

福建 非金属矿 7.75% 计算机电子 7.71% 制鞋业 7.44% 农副食品 6.06% 纺织业 5.96%

广东 计算机电子 27.92% 电气机械 10.55% 汽车制造 5.80% 电热力 4.96% 金属制品 4.50%

海南 石油加工 27.96% 化工 12.89% 电热力 12.75% 医药 10.55% 非金属矿 8.44%

广西 化纤 12.44% 钢铁 10.74% 汽车制造 9.82% 农副食品 8.30% 有色 7.86%

辽宁 石油加工 23.09% 钢铁 13.61% 汽车制造 11.04% 电热力 6.61% 化工 6.50%

吉林 汽车制造 53.52% 化工 6.65% 电热力 6.61% 农副食品 6.20% 钢铁 4.26%

黑龙江 农副食品 15.63% 石油加工 12.28% 电热力 12.15% 油气开采 11.34% 食品制造 5.67%

北京 化纤 24.21% 电热力 19.64% 汽车制造 15.86% 计算机电子 5.68% 医药 3.88%

天津 钢铁 14.49% 汽车制造 13.01% 计算机电子 9.15% 化工 5.92% 油气开采 5.20%

河北 钢铁 33.21% 电热力 7.20% 汽车制造 6.88% 石油加工 6.03% 金属制品 5.66%

山东 石油加工 12.82% 化工 10.00% 有色 7.54% 钢铁 7.36% 农副食品 7.25%

山西 煤炭开采 37.39% 钢铁 12.89% 石油加工 9.73% 电热力 9.71% 计算机电子 5.03%

内蒙古 煤炭开采 21.14% 电热力 16.03% 钢铁 13.39% 有色 11.21% 化工 9.74%

陕西 煤炭开采 11.16% 石油加工 8.75% 汽车制造 7.37% 电热力 6.59% 非金属矿 6.35%

甘肃 家具制造 20.19% 化纤 13.93% 有色 10.77% 钢铁 9.73% 电热力 4.46%

宁夏 文体用品 20.79% 电热力 16.15% 钢铁 13.24% 石油加工 10.68% 化工 10.59%

新疆 石油加工 15.50% 电热力 12.83% 有色 12.59% 油气开采 12.14% 化工 9.30%

重庆 计算机电子 23.78% 汽车制造 16.80% 非金属矿 6.92% 电气机械 4.90% 运输设备 4.25%

四川 计算机电子 11.77% 非金属矿 8.56% 酒水饮料 7.49% 汽车制造 7.13% 农副食品 5.83%

贵州 电热力 14.10% 酒水饮料 13.30% 非金属矿 11.16% 煤炭开采 9.76% 化工 6.59%

云南 有色 15.40% 电热力 11.40% 烟草制品 11.36% 钢铁 9.05% 非金属矿 6.24%

西藏 非金属矿 33.03% 有色矿采 24.26% 电热力 21.37% 酒水饮料 8.51% 医药 4.12%

安徽 电气机械 9.93% 有色 8.34% 非金属矿 8.02% 计算机电子 7.52% 汽车制造 6.61%

江西 有色 18.10% 计算机电子 9.66% 电气机械 7.98% 非金属矿 7.97% 汽车制造 4.83%

河南 有色 9.80% 非金属矿 8.53% 计算机电子 8.17% 农副食品 7.72% 化工 6.13%

湖北 汽车制造 14.84% 农副食品 8.11% 化工 7.79% 非金属矿 7.53% 计算机电子 5.33%

湖南 非金属矿 8.65% 农副食品 8.54% 专用设备 7.35% 化工 6.86% 计算机电子 6.30%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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