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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经济管理专业分析框架，深入研究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战略。阐述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对促进资源合理配置、

提升区域竞争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通过对相关理论基础的梳理，明确产业协同发展的内涵、

机制和影响因素。分析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战略要素，包括产业定位与选择、协同模式构建、政策支持体系等。

旨在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助力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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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profes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economic management，this paper deeply studi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regional industr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dustries for 

promoting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enhancing the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expounded. Through the combing of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basis，the connotation，

mechanism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dustri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re clarified. Analyze the strategic elements of 

regional industri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including industrial positioning and selection，collaborative mode 

construction，policy support system，etc. It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dustries，and help the regional economy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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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区域经济发

展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作为推动区域经济进步的关键路径，能够整合区域内的各

类资源，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产业竞争力，进而促进区域

经济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从经济管理专业视角出发，深

入剖析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战略，对于合理运用经济管理理

论和方法，解决区域产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 

（一）产业经济学理论 

产业经济学研究产业间的关系以及产业内部企业间的

关系。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中，产业关联理论表明，不同

产业之间存在着投入产出联系，一个产业的发展会带动相

关产业的发展，这种关联是产业协同的基础。产业集群理论

强调，企业在地理上的集聚可以带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

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产业协同创新和发展。例如，高新技术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现代科技研究 第 4 卷 第 12 期 2024 年 

 83

产业集群中，科研机构、企业和服务机构相互协作，共同推

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从投入产出的量化角度看，通过

投入产出表可以精确计算各产业之间的关联度系数，明确

主导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为产业协同发展提供数

据支撑。 

（二）区域经济学理论 

区域经济学关注区域经济增长、区域差异和区域发展政

策等问题。区域分工理论认为，不同区域应根据自身的资源

禀赋和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然后通过区域间的贸易和

协作，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区域增长极

理论指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某些主导产业或创新型企业

在特定区域集聚，形成增长极，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

的经济发展，这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了方向和重点。以

长三角地区为例，上海作为金融和科技创新中心，周边城市

依据自身优势发展制造业、物流等产业，形成了紧密的区域

产业分工协作体系，推动了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 

（三）协同理论 

协同理论主要研究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协同合作关系。

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中，产业系统内的企业、政府、科研机

构等主体之间通过协同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产

生协同效应，从而提升整个区域产业系统的竞争力。例如，

政府制定政策引导产业发展方向，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科研

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共同推动区域产业的创新发展。从系统

动力学角度分析，各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形成了正反馈机

制，促使产业系统不断进化和升级。 

三、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战略要素 

（一）产业定位与选择 

每个区域都有其独特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

源。区域应深入分析自身资源状况，明确具有比较优势的产

业领域。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区域，可以将资源开采和深加

工产业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区域，则可发

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还需考虑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

避免过度开采和资源浪费。 

市场需求是产业发展的导向。区域在选择产业时，要充

分考虑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选择具有市场潜力的产

业。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大健康产业市场需求不断增

长，一些区域可以抓住这一机遇，发展医药制造、健康养生

等相关产业。此外，还应关注新兴技术对市场需求的重塑，

如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智能安防、智能家居等新兴市

场需求。 

产业之间的关联度影响着产业协同发展的效果。区域在

进行产业布局时，要注重产业之间的上下游联系，形成完整

的产业链条。汽车产业的发展需要零部件制造、物流运输、

汽车销售等相关产业的协同配合，在产业布局时应将这些相

关产业合理集聚。同时，要考虑产业链的弹性和抗风险能力，

避免因某一环节的问题导致整个产业链的断裂。 

（二）协同模式构建 

以产业集群为载体，促进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协

同。企业通过共享基础设施、技术研发、市场信息等资源，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在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中，企

业共同投资建设研发中心，共享研发成果，提升整个集群的

技术创新能力。此外，产业集群还应注重品牌建设，形成区

域品牌效应，提升集群整体的市场知名度和竞争力。 

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实现产业链的

延伸和拓展。上游企业为下游企业提供原材料和零部件，下

游企业将产品推向市场，通过产业链的协同，提高产业附加

值。在服装产业链中，纺织企业、印染企业、服装制造企业

和销售企业紧密合作，共同打造品牌，提高市场竞争力。同

时，要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提升产业链

的整体价值。 

不同区域之间根据各自的产业优势，开展产业合作与协

同。发达地区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同

时向欠发达地区输出技术和管理经验；欠发达地区则为发达

地区提供资源和劳动力，实现区域间的优势互补。在产业转

移过程中，要注重产业承接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劳动力素

质提升，确保产业转移的可持续性。 

（三）政策支持体系 

政府制定产业扶持政策，对重点发展的产业给予税收优

惠、财政补贴、土地供应等方面的支持。对新能源产业给予

税收减免和研发补贴，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推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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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要建立政策评估机制，及时调

整和优化政策，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精准性。 

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加强区域间的政策沟通和协

调。通过建立区域合作联盟，共同制定区域产业发展规划，

协调产业布局和政策措施，避免区域间的恶性竞争。例如，

京津冀地区建立了区域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共同制定产业发

展规划，推动了区域产业的协同发展。 

出台鼓励创新的政策，支持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管理创

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设立科技创新专项资金，支持企业与科

研机构合作开展产学研项目，提高区域产业的创新能力。此

外，还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一）面临的挑战 

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存在政策差异、利益冲突等问题，阻

碍了产业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产业协同发展。一些地方政府为

了保护本地企业，设置市场准入门槛，限制外地企业进入。

这种地方保护主义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还导致资

源配置效率低下。 

部分区域在产业发展中缺乏特色和差异化，导致产业同

质化现象严重，区域间的产业竞争激烈，资源浪费严重。多

个区域都大力发展光伏产业，造成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激烈。

产业同质化还会导致企业利润空间压缩，创新动力不足。 

区域内企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较弱，缺乏核心技术和

自主知识产权，难以在产业协同发展中占据优势地位。一些传

统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不足，产品技术含量低，市场竞争力差。

此外，企业创新还面临着人才短缺、资金不足等问题。 

（二）应对策略 

建立跨区域的协调管理机构，加强区域间的政策协调和

沟通，消除行政壁垒。设立区域产业协同发展领导小组，负

责制定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政策和规划，协调解决区域间的产

业发展问题。同时，要建立区域间的利益共享和补偿机制，

确保各方在产业协同发展中都能获得合理的利益。 

各区域应根据自身的产业基础和优势，明确产业发展定

位，制定差异化的产业发展战略。有的区域重点发展高端制

造业，有的区域则侧重于发展现代服务业，避免产业同质化

竞争。此外，还应加强区域间的产业互补合作，形成协同发

展的格局。 

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建立完善的创新体系，鼓励企

业与科研机构合作，提高区域产业的创新能力。建设区域科

技创新平台，吸引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入驻，促进产学研

深度融合。同时，要加强创新人才培养和引进，为区域产业

创新提供人才支撑。 

五、结论 

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是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途径。从经济管理专业分析框架来看，明确区域产业协同发

展的理论基础，把握产业定位与选择、协同模式构建、政策

支持体系等战略要素，积极应对面临的挑战，对于推动区域

产业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应

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不断完善区域产业协同发

展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产业协同，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区域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为国家

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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