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德产业合作

———以山东省为分析重点

张述存　顾春太

德国是中 国 在 欧 洲 重 要 的 合 作 伙 伴。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签 署 的 《中 德 合 作 行 动 纲

要》，开启了两国建立互利共赢的创新伙伴关系、推动系统性和战略性合作的新时

期。“德国技术”与 “中国制造”优势互补，奠定了两国产业合作的良好基础，对推

动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乃至全球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当前中德

产业合作的外部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国

际产业转移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特征。主要表现为在产业转移模式上，从逐级梯度

转移向多级平行转移转变；在产业转移路径上，从国际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产

品内分工延伸；在产业转移方式上，从单项目投资向产业供给链条式、组团式整体搬

迁拓展。另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近４０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

步，甚至在数字化和信息技术、高速机车制造等诸多领域具有了全球竞争能力。两国

在很多领域的产业合作，已经不再限于中国承接德国低附加值层次产业转移，而是向

更高层次互动的方向发展。在新形势下，中德产业合作具有了新的内涵、特征和要

求。主要体现为，不仅要扩大利用德国投资的规模，还要着力提升德国投资的质量；

不仅关注德国投资企业的经营效益，也要注重德国投资的溢出效益和社会效益；不仅

要积极思考利用德国投资对产业集群升级的引擎作用，更要在与德国产业的合作中，

深入研究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的实现方式。新形势、新任务呼唤关于中

德产业合作的新思考。本文以对德交往渊源深厚、经济发展与全国相似度高的山东省

为重点，解剖麻雀，尝试回答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山东省与德国产业合作如何

进行产业选择，以期对全国其他地区加强对德产业合作具有启示意义。

一、山东省是我国对德产业合作研究的典型样本

山东省素有 “中国经济缩影”的说法，从人文地理、经济结构、发展布局等各

个方面看，均不为过。山东省的经济发展特点较好地反映了我国农业经济所占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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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制造业发展迅速、东西部发展不均衡等特点。２０１６年，山东省人均ＧＤＰ达到

６．７万元，比全国发展总体水平略高，但差距不大。山东省产业体系完备、跨度较

大，产业合作具有更强的韧性和空间。山东省农业增加值居全国第一，蔬菜、水果、

肉类、水产品产量以及农产品出口连续多年列全国第一；现代工业体系相对比较完

整，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４１个工业大类和１９７个中类。２０１６年，全省规模

以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１５万亿元，居全国第二位，其中轻工、化工、机械、冶

金、纺织、电子信息６个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均超过万亿元。从未来的发展方向 看，

目前山东省正在深入实施高端、高质、高效产业发展战略，力争形成以现代农业为

基础、先进制造业为支柱、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新体

系，为新时期的鲁德产业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山东省提出了 “坚持世界眼光、国

际标准、山东优势，积极创建国家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的奋斗目标，① 制定

了以 “四新”带 “四化”的实现路径，② 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走在了全国

前列。从人文社会的角度看，山东省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更是儒家文明的发

源地。作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精神原动力，儒家文明影

响了包括山东省在内的全国各地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因此，在探索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过程中，山东省凝聚了全国最大部分的特质。我国对外产业合作，特别是对

德产业合作所面临的优势、劣势、机遇、挑战，以及对德产业合作欲 实 现 的 目 标、

未来的产业发展重点，都可以在山东省找到相应的浓缩答案。以山东省为样本研究

对德产业合作的发展路径，可以寻求全国对德产业合作的一般范式和普遍性行为规

律。山东省可以成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在这方面的 “试验田”。

山东省是我国对德经贸合作的 “缩影”。山东省是一个开放大省，长期以来较为

注重开放型经济发展。２０１６年，山东省进出口贸易总额达１．５５万亿元，比上年增

长３．５％，增长率高于全国４．４个百分点，实际使用外资１１１０．７亿元，增长９．８％，

比全国增长率高５个百分点。③ 在对德经贸合作方面，无论是内部结构还是发展速

度，山东省与全国在这方面又有很强的相似性。２０１６年，山东省与德国的货物进出

口贸易总额达５５．６２亿 美 元，较２０００年 增 长６．６４倍，而 同 期 我 国 对 德 贸 易 增 长

７．６９倍，略高于山东省。图１描述过去１７年山东省对德贸易额占我国对德贸易总

额的变动情况。十多年来除个别年份外，山东省对德进出口额一直约占我国对德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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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闭幕》，《大众日报》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８日，第

１版。
“四新”系新技术、新产业、新 业 态、新 模 式； “四 化”系 产 业 智 慧 化、智 慧 产 业 化、
跨界融合化、品牌高端化。
参见山 东 统 计 年 鉴 委 员 会 编： 《山 东 统 计 年 鉴２０１７》，北 京：中 国 统 计 出 版 社，２０１７
年。本文引用数据除另有说明的以外，均引自各年度的 《中国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统计局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和 《山东统计年鉴》。



易总额的３．５％，说明二者在总体变动趋势上有较强的相关性。图２显示，在对德

贸易合作的内部结构方面，山东省与全国的状况也呈现相似特征。２０１６年，除第一

类 （活动物及动物制品）、第七类 （塑料、橡胶及其制品）和第十一类 （纺织原料及

纺织制品）的山东省对德贸易占比，略高于全国对德贸易占比，以及第十六类 （机

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

设备及其零件）、第十七类 （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的全国对德贸易

占比略高于山东省以外，其他各大类贸易品在山东省对德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均大体

相近。在利用德国投资方面，２０１３年山东省实际引进德资８４９６万美元，２０１４年增长

到１０４２３万美元，突破一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２２．７％。２０１５年山东省首次实现当年

翻番，实际利用德资金额达到２．１７亿美元。２０１６年山东省引进德国投资增长势头更

猛，同比增长２．５７倍，２０１７年前八个月同比增长３２．８％。山东省已经成为我国引进

德国投资较快的地区之一，可以成为我国加强对德经贸合作的 “探路军”。

图１　山东省对德贸易额占全国对德贸易总额比重的变化

　　　资料来源：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７年各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和 《山东统计年鉴》。

图２　２０１６年我国及山东省对德贸易构成

　　　注：产品分类标准按照我国海关ＨＳ编码划分，图中横坐标所示各类产品分别对应我国海关ＨＳ编码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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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第十八类，第十九至二十二类合并计算，体 现 在 图 中 的 “其 他”项 中，各 类 产 品 如 下。第 一 类：活 动 物

及动物制品；第二类：植 物 产 品；第 三 类：动、植 物 油、脂 及 其 分 解 产 品，精 制 的 食 用 油 脂，动、植 物 蜡；

第四类：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以及烟草代用品的 制 品；第 五 类：矿 产 品；第 六 类：化 学 工 业 及 其 相 关

工业的产品；第七类：塑料、橡胶及其制品；第八类：生皮、皮革、毛皮及其制品，鞍具及挽具，旅行用品、

手提包及类似 容 器，动 物 肠 线 （蚕 胶 丝 除 外）制 品；第 九 类：木 及 木 制 品，木 炭，软 木 及 软 木 制 品，稻 草、

秸秆、针茅或其他编结材料制品，篮筐及 柳 条 编 结 品；第 十 类：木 浆 及 其 他 纤 维 状 纤 维 素 浆，回 收 （废 碎）

纸或纸板，纸、纸板及其制品；第十一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第十二类：鞋、帽、伞、杖、鞭及其零件，

已加工的羽毛及其制品，人造花，人发制品；第十三类：石料、石膏、水泥、石棉、云母及类似材料的制品，

陶瓷产品，玻璃及其制品；第十四类：天然 或 者 养 殖 珍 珠、宝 石 或 者 半 宝 石、贵 金 属、包 贵 金 属 及 其 制 品，

仿首饰、硬币；第十五类：贱金属及其制品；第十六类：机 器、机 械 器 具、电 气 设 备 及 其 零 件，录 音 机 及 放

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 其 零 件；第 十 七 类：车 辆、航 空 器、船 舶 及 有 关 运 输 设 备；第 十

八类：光学、照相、电影、计量、检验、医疗或外科用仪器及设备、精密仪器及设备，钟表，乐器等。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７》、《山东统计年鉴２０１７》。

山东省是我国对德产业合作的 “潜在增长极”。作为一个开放型经济大省，长

期以来山东省对 外 经 贸 合 作 的 区 域 合 作 伙 伴，主 要 集 中 于 环 太 平 洋 地 区 的 美 国、

日本、韩国、东盟以及中国香 港 等。山 东 省 对 德 产 业 合 作 一 度 落 后 于 部 分 沿 海 开

放省 市。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山 东 省 共 引 进 德 国 投 资１６．２３亿 美 元，仅 为 江 苏 的

４２．９６％、浙江的７６．７８％、天津的３３．７２％。引进德国投资项目投资平均规模小、

技术含量偏低、引 资 方 式 单 一 等 问 题，长 期 制 约 着 鲁 德 经 贸 合 作 的 发 展。但 自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欧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互联互通的体制机制不断发

展，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 济 合 作 架 构 不 断 完 善，为 长 期 侧 重 亚 太 经

贸合作的山东省积极实施 对 外 合 作 市 场 多 元 化 战 略，提 供 了 良 好 机 遇。山 东 省 的

特殊优势在新形势下发挥出 更 为 明 显 的 作 用，鲁 德 产 业 合 作 有 望 成 为 未 来 中 德 合

作的新增长点。这 些 特 殊 优 势 除 了 特 殊 的 历 史 渊 源，还 包 括 双 方 经 过 积 极 努 力，

构建起来的经 贸 合 作 平 台 和 产 业 合 作 通 道。２０１０年７月 德 国 总 理 默 克 尔 访 华 期

间，中国商务部与德国经济和 技 术 部 签 署 了 《关 于 共 同 支 持 建 立 中 德 生 态 园 的 谅

解备忘录》，确定在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中德生态园。这是中德两国政府间目

前唯一设立的合 作 园 区。中 德 生 态 园 已 引 进 优 质 中 小 学 和 德 式 职 教 模 式 及 体 系，

建设双语诊疗医院、足球训 练 基 地 等 办 公 生 活 配 套 设 施，形 成 具 有 德 国 风 情、教

育医疗完备、环境优美的营商 环 境，在 全 国 对 德 合 作 软 环 境 建 设 方 面 具 有 独 特 优

势。山东省其他地区的各类 德 国 工 业 小 镇、对 德 合 作 专 业 园 区 也 在 迅 速 发 展，对

未来鲁德经贸合作起了持续 支 撑 作 用。山 东 省 与 德 国 巴 伐 利 亚 州 的 友 好 合 作 正 迈

入新时期。巴伐利亚州最早与 山 东 省 缔 结 友 城 关 系，也 是 山 东 省 友 城 中 交 往 最 活

跃、综合实力最强的省 州 合 作 平 台 之 一。３０多 年 来，双 方 在 经 贸、文 化、科 技、

教育、环保、建筑、交通等领 域 的 合 作 卓 有 成 效，被 誉 为 中 德 两 国 间 省 州 合 作 的

典范。２０１７年双方签 署 的 《山 东 省—巴 伐 利 亚 州 中 小 企 业 合 作 平 台 建 设 协 议》，

积极推动了双方产业链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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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是我国对德人文交流的 “主会场”之一。济南和青岛２０世纪的发展受到

了德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山东省与德国的交流更加密切。开创山东

省制造品牌声誉的海尔集团，便是从德国引进的生产线。青岛啤酒的根源也始于德

国。德国城市建设的经验、教育领域的合作、体育事业的携手，都对鲁德交流起了

重要作用。山东省可以成为我国加强对德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通道。

二、山东省与德产业合作的重点选择

山东省与德国产业互补性强，具有产业合作的良好基础。德国为世界公认的制

造业强国，创新能力强、技术先进，是世界工业标准化生产的发源地。山东省产业

门类齐全、资源丰富，是外资企业开拓我国市场的良好基地。为了迎接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到来，中德两国均推出了提振制造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德国的

“工业４．０”战略，旨在通过 “信息物理系统” （Ｃｙｂｅｒ－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ＣＰＳ），构

建网络化协同设计和制造体系，打造智能工厂，① 进一步巩固作为生产地及制造设

备供应国和ＩＴ业务解决方案供应国的领先地位。②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以加快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③ 两大战略尽管表述不一，却异曲同工，发展目

标基本一致，为山东省与德国开展产业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山东省，作 为 发 展 中 大 国 的 沿 海 省 份，与 发 达 国 家 德 国 的 产 业 合 作 应 当 遵 循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重点合作产业不仅应当是山东省具有较强发展潜力的

产业，还应当是德国的优势产业；应当属于山东省未来重点发展的产业；应当属于

我国对外开放战略鼓励前行的行业。

（一）德国的优势产业

作为战后经济增长最快速的国家之一，德国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再度崛起为世界

经济强国。其后虽然受欧债危机的影响，但德国企业仍能一直保持自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以来蓬勃向上的势头。④ 其制造业门类齐全，主要优势产业如下。一是汽车和汽

车配件产业。作为德国名列首位的行业，其核心竞争力强，技术领先优势明显，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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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丁纯、李君扬： 《德国 “工业４．０”：内 容、动 因 与 前 景 及 其 启 示》， 《德 国 研 究》

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参见陈志文编译：《德国各界领袖谈 “工业４．０”》，《世界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国务院关于印发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的通知》，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９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
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５－０５／１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９７８４．ｈｔｍ，２０１７年５月５日。
参见刘永焕：《发达 国 家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的 经 验 借 鉴———以 美 国 和 德 国 为 例》， 《经 济 论

坛》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有奔驰、宝马、大 众、奥 迪、保 时 捷 等 国 际 知 名 品 牌。博 世 （Ｂｏｓｃｈ）、大 陆 集 团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ＡＧ）、采埃孚 （ＺＦ）集团、曼内斯曼 ＶＤＯ公司等汽车配件 企 业，在

汽车精密机械系统、传动系统、汽车信息娱乐系统创新等方面全球领先。２０１５年，

德国汽车制造业销售额４０４７．６８亿欧元，国外销售额约占总量的四分之三。① 近年

来，德国汽车产业发展呈现绿色化、轻型化、精益智能化的趋势，特别是新能源汽

车的发展更为迅速。② 二是机械设备制造产业。德国是世界第一大机械设备出口国，

在该行业３１个产品领域中，德国产品在２１个领域居世界出口第一，包括驱动技术

机械、材料料理机械、农业机械、食品及包装机械、农用机械、民用航空技术、传

输机械设备、压缩气压及真空技术机械、印刷机械及造纸技术设备、精密仪器、传

输技术 设 备、建 筑 机 械 及 建 材 设 备、清 洁 机 械 设 备 等。该 行 业 以 中 型 企 业 为 主，

８０％的企业员工人数在２５０人以下，较为知名的有蒂森克虏伯、海德堡印刷、西马

克等。三是化工制造业。德国是世界最大的化工产品出口国，是欧洲首选的化工投

资地，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研究机构。四是电子电器产业，特别是在半导体、电

阻器、感应器、电子元器件等领域的生产技术领先。五是可再生能源产业，在太阳

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方面居世界领先水平。六是信息技术 与 装 备 产 业。

将信息物理融合系统广泛深入地应用于制造业，构建智能工厂，实现智能制造，是

德国 “工业４．０”的核心宗旨，德国在电子电气工业、工业机器人技术和工业软件

领域世界领先。德国电子电气工业总会 （ＺＶＥＩ）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６年德国电

子电气工业营业额达１７８５亿欧元，占德国工业产值的１１％和ＧＤＰ的３％，③ 出口

额连续三年刷新纪录，我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德国电子电气工业最重要的出口市场。

七是生物医药产业。长期以来，德国的生物技术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年均申请专

利超过２００项，也是欧洲新药研发最多的国家。八是新材料产业。德国新材料产业

科研力量雄厚，创新能力处在世界第一梯队。在上述行业中，运输设备的制造，电

气设备制造，化学品和化工产品的制造，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 制 造 业，药 品、

药用化学品和植物制剂制造，机械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均是近年来德国对外投资的主

要行业 （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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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 见 Ｇｅｒｍ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专 栏，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ｖｄａ．ｄｅ／ｅｎ／ｔｏｐｉｃｓ／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ｓ．
ｈｔｍｌ，２０１７年５月５日。
参见刘建丽：《工业４．０与中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经济体制改革》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ＺＶＥＩ，“Ｇｅｒｍａ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Ｆａｃｔｓ　＆ Ｆｉｇｕｒｅ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ｚｖｅｉ．ｏｒｇ／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ｕｓｅｒ＿ｕｐｌｏａｄ／Ｐｒｅｓｓｅ＿ｕｎｄ＿Ｍｅｄｉｅｎ／Ｐｕｂｌｉｋａｔｉｏｎｅｎ／

２０１７／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Ｅｌｅｋｔｒ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Ｄａｔｅｎ＿Ｚａｈｌｅｎ＿Ｆａｋｔｅｎ＿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ｐｄｆ，Ｄｅｃ．１０，２０１７．



表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德国对外投资 （单位：百万欧元）

年 度项 目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总计 １００９０２　 ９９１１４　 ９６４１１　 ７５４５６

制造业 ２０６１２　 １９７６１　 ２７５６６　 １９１９０

　纺织品、服装、皮革及相关产品的制造 １８　 １３１

　木材和纸制品的制造和印刷 ２５　 ６６

　焦炭和精制石油产品的制造 １

　化学品和化工产品的制造 ５４３８　 ４６３１　 ４５０４　 ４００７

　药品、药用化学品和植物制剂制造 １１７９　 ２１８２　 １６００

　橡胶和塑料产品和其他非金属矿生产 １７２　 ２５１　 １３３

　基本金属和金属制品的制造，不包括机器及设备 ３１４　 ２３８　 １８３　 １１０

　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制造业 １９５　 ２１１　 ３２３５　 ３１９９

　电气设备制造 ２８３２　 １１６４　 ２５３９　 ３０４８

　机械设备制造业 ６７５　 ７１２　 ３４１　 ４６９

　运输设备的制造 ９０２２　 １０１２４　 １４５０３　 ７８０２

　　　资料来源：德国联邦银行。

（二）山东省当前重点发展产业

近年特别是进入２０１７年以来，山东省积极抢抓新旧产业交替的历史机遇，站在

新起点，谋划新未来，将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作为统领全省经济发展的重大工程，积极

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山东省重点发展的产业主要包括十大装备制造业和十

大特色制造业。十大装备制造业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

人、海洋工程装备和高技术船舶、轨道交通装备、汽车及零部件、电力装备、现代农

业机械、工程机械、专用设备和节能环保装备制造业。十大特色制造业为：新材料、

新医药、纺织服装、食品、家电、纸品、轮胎、石化、建材、有色金属制造业。

（三）山东省未来发展的潜力行业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底子薄，资金缺口、技术缺口、管理缺口

成了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障碍。积极吸收外商投资，弥补自身发展的短板，曾是我

国对外产业合作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

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经济发

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① 着力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已成为当前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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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第３０页。



要任务。在外向型经济发展决策过程中，管理部门不仅希望通过国际产业合作引进

更具生产效率的微观主体，更希望这些主体的引入能够提升本地区开放部门的产业

竞争力，甚至对产业上下游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因此，未来对德产业合作的重 点，

应当集中于山东省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行业。根据理论界当前的研究，潜力行业的

界定经常采用两个指标：产业对接能力和产业溢出能力，前者用产业梯度系数衡量，

后者以产业关联系数评价。

１．山东省主要工业部门产业梯度系数分析

产业梯度的概念来源于区域经济学，戴宏伟对其内涵曾有明确 界 定。他 认 为，

产业梯度是因经济体间生产要素禀赋差异、技术差距、产业分工不同，在产业结构

水平上形成的阶梯状差距，以区位熵和劳动生产率的乘积计量。① 为进一步反映资

本对产业成长的边际作用，熊必琳等②在戴宏伟计算方法的基础上，加入比较资本

生产率的变量，形成了学界广泛应用的梯度技术分析模型。计算公式有如下三式：

　　Ｒｉｊ＝
Ｙｉｊ／Ｙｊ
Ｅｉ／Ｅ　　

（ｉ，ｊ＝１，２，３，…，ｎ） （１）

式 （１）中，Ｒｉｊ为ｊ地区ｉ产业的区位熵，Ｙｉｊ为ｊ地区ｉ产业的生产总值，Ｙｊ为ｊ
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Ｅｉ为全国ｉ产业的生产总值，Ｅ为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Ｌｉｊ＝
Ｙｉｊ／Ｅｉ
Ｗｉｊ／Ｗｉ

　　 （ｉ，ｊ＝１，２，３，…，ｎ） （２）

式 （２）中，Ｌｉｊ为ｊ地区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Ｙｉｊ、Ｅｉ含义同式 （１），Ｗｉｊ为ｊ
地区ｉ产业的从业人数，Ｗｉ为全国ｉ产业的从业人数。

　　Ｚｉｊ＝
Ｙｉｊ／Ｅｉ
Ｋｉｊ／Ｋｉ

　　 （ｉ，ｊ＝１，２，３，…，ｎ） （３）

式 （３）中，Ｚｉｊ为ｊ地区ｉ产业的比较资本生产率，Ｙｉｊ、Ｅｉ含义同式 （１），Ｋｉｊ为ｊ
地区ｉ产业的平均资本，Ｋｉ为全国ｉ产业的平均资本。

产业梯度系数为上述三个公式的乘积。若产业梯度系数＞１，表示该产业相对于

全国同行业处于高梯度，专业化水平高，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本文据此揭示山东省

产业承接的梯度基础，结果见表２。

表２　山东省主要工业产业梯度系数

行业名称 系数 行业名称 系数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５．０１９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１．６１２

纺织业 ３．８７４ 纺织服装、服饰业 １．５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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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戴宏伟：《国际产业转移与中国制造业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４—１６页。
熊必琳、陈蕊、杨善林：《基于改进梯度系数的区域产业转移特征分析》，《经济理论与

经济管理》２００７年第７期。



续表２

行业名称 系数 行业名称 系数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３．３８４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１．５２３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３．２３１ 食品制造业 １．３０４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３．１３２ 其他制造业 １．１７９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２．８８８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１．０６６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２．６２８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０．９７３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２．４０４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９５８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２．３０８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０．９１３

医药制造业 ２．２３６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０．８９６

金属制品业 ２．１４７ 汽车制造业 ０．８７２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２．０３８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０．７５０

家具制造业 １．８４７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６４６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１．８３５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０．３２７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１．７８２ 烟草制品业 ０．２６６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１．７３８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０．２４９

仪器仪表制造业 １．６８２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０．１１８

　　　资料来源：《山东统计年鉴２０１７》、《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７》。

计算结果表明，总体上山东省产业竞争优势较为明显，尤其在石油加工、炼焦

和核燃料加工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橡胶和塑

料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

业，医药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等领

域具有竞争力。

２．山东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关联性分析

一个产业具有较强的关联性，说明在该产业价值链的某一环节投资，往往会对

其他相关环节产生正效应。经济学界一般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界定产业的关联

性。该理论最初主要由里昂惕夫提出，① 其后经他人补充修改，产业关联理论在模

型最优化、应用多元化上不断进步，特别是罗斯托提出了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基准，

即 “罗斯托基准”。② 他认为，主导产业部门在起飞过程中，通过以下三种效应对区

域经济发挥作用：后向联系效应、前向联系效应和侧效应。产业关联性在定量分析

上主要包括前项关联程度和后项波及程度，分别用产业感应力系数和产业影响力系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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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沃西里·里昂惕夫：《１９１９—１９３９年美国经济结构·均衡分析的经验应用》，王炎痒等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年。

Ｗ．Ｗ．罗斯托：《主导部门和起飞》， 《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贺力平等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数衡量。假定一国第ｊ部门生产最终产品需要消耗第ｉ部门的产品和劳务，则有以下

两列产业感应力系数和产业影响力系数计算公式：

　　Ｂｉ＝
∑
ｎ

ｊ＝１
Ｇｉｊ

１
ｎ∑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Ｇｉｊ
　　 （ｉ，ｊ＝１，２，３，…，ｎ） （４）

　　Ｆｊ＝
∑
ｎ

ｉ＝１
Ｇｉｊ

１
ｎ∑

ｎ

ｊ＝１
∑
ｎ

ｉ＝１
Ｇｉｊ
　　 （ｉ，ｊ＝１，２，３，…，ｎ） （５）

在式 （４）和式 （５）中，Ｂｉ、Ｆｊ分别为产业感应力系数和产业影响力系数，Ｇｉｊ为

完全消耗系数。① 本文使用山东省投入产出表 （２０１２），利用上述计算方法，对山东省承

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得到产业关联矩阵图 （见图３）。在该图中，第二类

产业的感应力和影响力均大于１，以此为重点的投资能够产生 “１＋１＞２”的效果。

图３　山东省产业关联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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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完全消耗系数的经济含义是某产业部门生产单位产品需要消耗的其他部门产品的投入量，
在数量上等于该地区直接消耗量和间接消耗量之和。假定一个地区拥有ｎ个产业部门，第

ｊ部门的生产需要第ｉ部门提供生产或者劳务，定义Ｘｊ 为第ｊ产品部门生产的总投入，Ｘｉｊ
为第ｊ产品部门生产经营中所直接消耗的第ｉ产品部门的产品或服务的数量。事实上，第ｊ
产品部门的生产还会通过一些中间环节对本部门或者其他部门的产品或劳务造成消耗，假

定中间需要ｋ个中间环节，则直接消耗系数的计算公式为：ａｉｊ＝ｘｉｊ／ｘｊ，间接消耗系数的计

算公式为：ｂｉｊ＝∑
ｎ

ｋ＝１
ｂｉｋ×ａｋｊ；完全消耗系数的计算公式为：Ｇｉｊ＝ａｉｊ＋ｂｉｊ。



（四）山东省与德国产业合作重点领域

根据上述分析，结合山东省经济发展的实际，按照德国 “工业４．０”和 《〈中国

制造２０２５〉山 东 省 行 动 纲 要》的 目 标 要 求，未 来 山 东 省 与 德 国 产 业 合 作，应 坚 持

“突出重点、蓄势未来”的原则，重点发展以下领域合作。

１．鲁德产业合作重点领域

在山东省产业梯度系数高、关联性强的领域，德国优势和山东省制造行业具备

现实的合作基础，可以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带动作用。主要包括机械设

备制造业、汽车和汽车配件制造业、交通装备业、化学工业、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

料加工品、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等。

２．鲁德产业合作重点培育领域

对于已为山东省和德国有关部门确定为未来重点发展，而当前优势一般或者产

业关联性尚不突出的产业，鲁德双方可着眼于未来，预先谋划，以构筑未来的产业

合作优势。其合作重点培育的领域，主要包括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产业、专

用设备制造业、能源和环保设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产业等。

三、德国企业在华投资的进入特征和影响因素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对德经贸合作日益受到关注。通过对德国在华投资

企业的案例研究，可以发现以下行为规律。一是德国企业投资的区位选择，未与我

国对外开放重心演变相重合，呈现不均衡变化态势。德国在华投资企业最初进入的

地域，集中在沿海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地区。自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德国在华投资仍在上述 地 区 向 周 边 城 市 扩 张。二 是 在 投 资 具 体 方 位 选 择 上，

德国在华投资企业地域集聚现象较为明显。规模递增效应和溢出效应，在其区位选

择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这说明德国投资进入的影响因素，与一般国际投资有一定差异。影响外资进入

的各项因素，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外在环境类因素，主要指与本地区各种生产

要素直接相关的因素，如人力资本状况、科技发展水平等。第二类是产业平台类因

素，主要包括各类经济园区。第三类是国际合作类因素，主要指东道国的对外贸易

发展、对外开放程度等。对于第一类和第三类因素，本文选取在全国对德经贸合作

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天津市，以及内地对德合作发展态势良好的安徽省为分析样本，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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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天津市是德国在我国投资的重要集聚区，其利用德资发展水平处于全国 前 列。２００７—

２０１６年天津市引入德国实际投资额４８．１３亿美元，为北京的１．０５倍、广东的３．２倍、
江苏的１．２７倍、福建的５０．４５倍、辽宁的２．３８倍。安徽省是我国非沿海地区利用德资

的先进地区。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安徽省引入德国实际投资额２４．２４亿美元，弱于天津、北京、



以实际利用德国投资额 （ＧＦＤＩ）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人力资本 （ＨＣ）、区域经济总

量 （ＧＤＰ）、产业开放度 （ＦＤＩ）、科技水平 （ＳＣＩＥＮＣＥ）、工资 （ＷＡＧＥ）、对德进

出口贸易 （ＴＲＡＤＥ）作为解释变 量，考 察 利 用 德 国 投 资 与 上 述 诸 元 素 之 间 的 相 关

性。其中，人力资本以各区域每万人在校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学生总数衡量，产业

开放度以各样本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数额表示，科技发展水平以各省市专利申请量

表示，工资系各省市制造业 （天津市为工业）的平均工资，对德贸易额为各样本区

域与德国的进出口总额。收集 《天津统计年鉴》（天津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天津调

查总队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山东统计年鉴》、《安徽统计年鉴》（安徽省统

计局、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共计１０
年的数据，使用ｓｔａｔａ软件逐一进行相关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３。

表３　 相关性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天津市各变量的回归系数 安徽省各变量的回归系数 山东省各变量的回归系数

ＧＤＰ　 ０．７４３６＊ ０．７５１７＊ ０．６０４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０．７７２５＊＊＊ ０．７３５２＊ ０．５８７０＊

ＷＡＧＥ　 ０．７３９６＊ ０．７４４３＊ ０．６２３２＊

ＨＣ －０．６７４１＊＊＊ ０．６２８５　 ０．２１５５

ＦＤＩ　 ０．８６６６＊＊＊ ０．７５０４＊ ０．６３５０＊＊

ＴＲＡＤＥ　 ０．７００７　 ０．５９４４＊ ０．２２４１＊

　　　注：＊＊＊、＊＊、＊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无星号表示不显著。

资料来源：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历年 《天津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安徽统计年鉴》。

尽管天津市的经济总量不如山东省，但发展程度和对德合作优先于山东省。以

天津市和安徽省为样本分析，可以发现山东省在构筑吸引德国投资优势方面的差距。

从实证分析结果看，不同的变量以及同一变量在不同区域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如

果将天津市理解为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将安徽省理解为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可以发

现，人力资本 （ＨＣ）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吸引德国投资的作用更为明显。这与人力

资本日益增长的流动性相关。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我国的中心城市，凭借良好的条

件形成了人才争夺的强大优势。在人才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区，应该更加重视

人才的培养和挽留。实证结果还表明，经济开放程度、对德贸易发展、区域经济总

量、科技进步程度等企业发展的外在环境因素，都对增加引资竞争力产生正向作用。

工资高低未对德资的进入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这应当与德国投资项目技术含量高、

可以为劳动者提供较好的薪资条件有关。山东省要加强与德产业合作，应在改善企

业发展环境、改善人力资本状况、强化科技创新等方面积极努力。

　　江苏、上海四省市，但高于河南、江西等广大内陆省份，甚至高于辽宁、广 东、浙 江

等沿海利用外资大省。

为争取国际产业合作，近年来很多地区对经济园区的竞争进入白热化程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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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园区数量的增多，是否一定导致德国投资的增加呢？本文收集北京、江苏、天

津、河北、辽宁、上海、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广东、陕西１３个省市当

前经济园区的数量数据，以及它们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共计１０年的实际使用德国投资的

总量数据，使用ｓｔａｔａ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区域经济园区数量与德国投资规模之

间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① 这说明区域经济园区数量的增多，并不一定导致德国

投资增多。德国投资者更加青睐发展水平高、规模大的经济园区。

四、新形势下推动山东省与德国产业合作的策略

根据以上分析，建议重点采取以下措施，推动山东省与德国的产业合作。

（一）与德产业合作平台建设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山 东 省 共 有 国 家 级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１５家、省 级 经 济 开 发 区

１４１家、高新区２１家、保税区１家、出口加工区５家，总量居全国首位。② 空间发

展格局存在 “小而散”的问题，山东省与德产业合作平台建设需要加快从数量型向

质量型转变，需要高标准地加快建设中德生态园，以成为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示范

意义的高端产业生态园区、高端生态企业国际化聚集区、高端生态技术研发区和宜

居生态示范区。在德国 企 业 投 资 较 为 密 集 的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高 新 区 采 用 “区 中

园”、“园中园”的方式，设立德国产业园区或集聚区，增强园区发展特色，为德国

企业进入铺垫基础。针对德国企业较为注重科技创新的特点，加强统筹规划，推动

海外孵化器的建设，为德国企业投资山东省提供 “海外孵化器＋国内加速器＋产业

园区＋投资基金”的全链条政策和治理保障。建立不同园区之间的德国企业联谊会，

为德国企业家之间的交往提供便利，为园区企业向其他园区拓展提供管道。开展多

种形式的德国企业德国产品介绍会及博览会，搭建鲁德贸易合作平台。

（二）“育才”和 “引才”并举，优化与德产业合作的人才环境

在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决定性因素的今天，人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 “第一资

源”，③ 成为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成功、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关键。在人才的培养使用

上，应当坚持 “育才”和 “引才”并举，在推动山东省与德产业合作的过程中采取

以下两方面措施。一方面，加快鲁德职教模式合作，协同推进技能培训。针对目前

山东省人才结构不合理的现象，进一步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大力发展专业技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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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相关系数为－０．１６７６。
有关数据根据中国开发区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ｄｚ．ｏｒｇ．ｃｎ／）资料统计。
习近平：《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２０１８年３月７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８－０３／０７／ｃ＿１１２２５０３１５９．ｈｔｍ，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０日。



尽快调整教育结构，引导高校更新课程内容，将企业急需的技术、管理、对外经贸、

法律、金融、财会等人才纳入人才发展规划，大力培养复合型、国际型的服务业人

才；学习德国双轨学徒制，加快教育体制机制改革，采用订单模式，让学生在工作

单位和学校同时接受教育，边学习、边工作，理论与实践结合，为德国投资企业提

供合格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加快人才引进，特别是加快引进符合鲁德产业重点

合作产业领域的德国专家学者，推动 “山东制造”和德国 “工业４．０”的合作。积

极探索政府、社会和企业相结合的引智投资新模式，鼓励设立引智基金，提高引智

能力。针对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的需要，建立面向德国的人才资源库和科研成果库，

拓展海内外人才储备数量，为吸引人才长期化奠定基础。

（三）推动中德科技创新领域的协调与合作

以山东省与巴伐利亚州科技合作为重点，加大财政扶持力度，鼓励鲁德科技人

员开展重大科研项目的联合研究，推动双方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深度合作。进一步发

挥青岛中德生态园的作用，推动双方在新能源、新制造、新材料以及航空产业、智

能机器人等领域的合作，继续加强双方在城市化新路径方面的探索，提高山东省的

城市科学化、智能化水平。鼓励 企 业 和 科 研 院 所 在 德 国 设 立 研 发 机 构 和 创 新 联 盟，

带动山东省科技水平的提高，增强山东省科技创新与德国科技进步的协调性。

（四）积极构建山东省—德国跨境产业链

根据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和山东省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需要，精准施策，全面提

升山东省开放发展水平，加快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全产业链对外开放，以整体开

放的发展推动对德产业的深化。引导山东省企业关注、参与德国 “工业４．０”战略

的实施进程，承接德国企业竞争优势不强的模块或者环节，为德国企业进行配套生

产，在合作过程中不断提升山东省企业的生产能力。不断扩大山东省对德贸易合作

的规模，特别是推动中间产品贸易的进展，大力发展与德国制造外包和服务外包合

作，争取更多企业成为德国企业的分包商，将山东省企业与德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活

动链接起来，通过提升对德贸易的溢出效应，增强鲁德产业发展的一体化和协同性。

积极推动山东省企业生产标准和德国生产标准的统一和协调，鼓励企业采用德国标

准进行生产，在山东省企业具有优势的领域，推动两地生产标准一体化，尤其是在

新兴产业领域。在 “走出去”的过程中，鼓励山东省企业采取股权投资和非股权投

资方式，参与德国企业并购，将山东省企业纳入德国企业的生产经营网络，使之成

为产业链的环节或价值链的节点，为 “一带一路”建设作出贡献。

〔责任编辑：许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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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全球化新趋势”笔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