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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产业结构现状分析和发展思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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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要从农业集约化经营、运用高 

新技术和现代科技成果改造和发展第=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水平等方 

面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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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 60年代以后，科技开发和知识更新不断加快，不仅对工业生产是一 

次极大的推动，也为商业、交通、通讯、金融保险、产业服务和生活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三产业在世界各国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经济取得了很 

大的发展，城市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尤其是 90年代以来，城市第三产业 

的快速发展尤为显著。但产业结构仍然不尽合理，城市第三产业基础相当薄弱，各地区发展极不平 

衡，和其它国家城市相比仍处于落后状态。这一状况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 

中的中心作用将难以得到发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将会受到影响。 

1 我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把当今社会带进了一个高技术发展的时代，它促进了许多产业部门的出现， 

从而引起产业结构的显著变化，同时，必然引起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因此，产业结构和就业方 

式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对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制约作用。 

目前我国的产业水平和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1．1 城市化总体水平低于工业化水平 

改革开放2O年来，与经济快速发展相适应，我国城市化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78——1997 

年，城市化率由17．92 上升到30 ；设市城市由193个增至 668个；建制镇由2 173个增加至 18 

000个。 

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来看，一般文献都认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是基 

本相适应的，仅稍显滞后。例如，{1994年世展发展报告》计算的结果表明，1992年人均310~470美 

元的国家，城市化水平在25~29 之间，中国的情况落在此范围之内的低线附近。又如，世界银行 

{1998年世界发展指数》提供了按1996年美元价格计算的结果，即人均1 000~1 500美元时，城市 

化率在30~40 之间。1997年我国人均GDP大约为740美元左右，城市化在30 以下基本符合 

上述判断。但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来看，我国城市化水平明显地滞后于工业化，反映城市社 

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第三产业呈低水平上与城市发展相适应 1996年我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指 

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之比仅为0．69，1997年为0．704，而一般认为该比值的合理范围是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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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适应而落后于工业化水平呢?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城市 

化的总体滞后(城市化水平通常是用一个或几个指标计算城市化率来反映的，事实上用城市化率指 

标难以完整全面反映城市化的内涵)，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工业化孤军深入、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 

现实。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在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我们基本上采取的是“就地转移”的方式，乡镇 

企业的职工实际上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具有工人的身份，另一方面具有农民的特征，这就使发展 

乡镇企业给整个经济带来的功效大打折扣，未能有效地带动第三产业和消费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 

是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强调工业化量的扩张，抑制第三产业发展，工业化、城市化与第三产业发展不 

协调，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图 1反映出建国以后，有几个时期我国第三产 

业从业人员比重的增长低于城市的发展，而正常的情况应当是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发展速度超 

过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 

1952 1957 1962 1965 1970 】97：3 1980 l985 1990 l995 1 擘8 

图 1 1952~1998年我国城市化率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人员比重变动趋势 

1．2 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三次产业的贡献程度差别很大 

由于受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我国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区不平衡性，经济 

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明显超过中、西部地区。1998年东部城市第三产业增 

加值所占比重比中、西部分别高出4．5个和4．4个百分点，就业比重高出3．2个和6．9个百分点， 

表 1反映了1998年底部分地区各次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摘自统计年鉴)。 

裹 I 1998年底部分地区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 

1．3 城市化水平较低 

改革开放2O年来，从城市化率有关指标看，我国城市化发展很快，但从城市的内涵而言，城市 

化水平不高。主要表现在： 

1)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与迅速膨胀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例如，1998年城市道路面积13．25亿 ，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9 ，而发达国家城市的道路面积一 

般占市区面积的40 左右。城市道路设施的压力远超出其负载能力，我国城市市区行车平均速度 
一

般在2O公里以下，车辆堵塞严重，运输效率低下。 

2)环境状况不容乐观。《一九九八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表明，我国面临的环境形势依然严竣， 

相当多地区环境污染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变，有的甚至还在加剧。一些地区水土流失、荒漠化、森林 

和草地功能衰退等生态问题比较突出。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密集、机动车数量增加等都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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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环境带来巨大压力。我国绝大多数城市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52 的河段污染较重。城市空 

气质量总体上比1997年有所改善，但仍处于较重的污染水平，部分大、中城市出现煤烟与机动车尾 

气混合型污染。多数城市的噪声污染处于中等水平。垃圾围城现象仍较严重，白色污染问题突出。 

环境保护设施不足，我国全部城市的污水处理厂不足百座，城市污水处理率不到 5％，城市垃圾元 

害处理率不到6 。全国流经城市水域的8O％、城市地下水的40 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3)新兴第三产业发展不足。20年来，特别是 1990年以来，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增长较快，所占的 

比重相对提高较大(见图1)，但多年来，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以满足城市人民的吃、穿、用、行 

为主要方向，商业餐饮娱乐发展占的比重大，重视了第三产业量的增长而忽视了质的提高，在诸如 

信息、环保技术、科技服务、咨询、金融等新兴第三产业上发展不足，比重太小。例如，1997年北京市 

金融保险业从业人员数仅占全部从业人员的 1．6 ，上海市作为我国经济和金融业相对发达的城 

市，这一比重也只占1 。对于一些中小城市，新兴第三产业的发展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 

2 城市化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基本思路 

城市化是产业革命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城市的集聚效益又使其成为区域、国家 

乃至世界社会经济的中心，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城市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农业人El先 

向第二产业，接着向第三产业转移；人类的生产、生活由分散的乡村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迅速增 

长，城市数量不增加；城市设施不断完善以及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活动方式不断变化和现 

代化。因此，根据城市化的内涵和要求，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优化升级是保证社会经济持续 

发展的迫切要求。 

2．1 推进农业集约化经营和生态农业的发展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对于解放农业生产力，解决温饱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延长土地承包 

期对于提高农民改良土地的积极性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规模效益而言，要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 

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在农业生产经营中逐步推广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必须寻求农业集约化经 

营的途径，研究农村集体土地转移和农民承包的土地再转移的政策和途径，集约化经营也是使部分 

农民从农业土地中脱离出来，实现从农业人El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提高农民收入的基本要求 在发 

展集约化经营的同时，应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以增加农产品品种，综合利用各种资源，减少环境污 

染。 

2．2 加快城镇化建设，提高城镇建设的水平 

城市化的过程是包括人口在内的各种要素向城市集中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带来集聚效益的同 

时，形成集聚成本，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效益，就会导致城市功能下降，合理的城市规模是城市化进程 

中要处理好的一个基本问题 有资料显示，我国目前有3 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工作和生 

活，1995年~2010年将有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需要安置，城市现在还有大量的下岗人员(登记 

失业率难以说明准确的人员数量)，在现有城市承载力条件下，无法承受人El转化带来的巨大压力， 

发展中小城镇是适应这一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必然选择，同时也符合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基本指导 

思想。发展小城镇，需要研究有关产业和技术政策和城镇建设的相关问题，避免出现以往乡镇工业 

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解决乡镇工业单兵突进的状况。 

2．3 利用中西部开发的契机，建立符合中西部地区特点的产业结构 

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城市化水平低，农业生产所占比重大，目前，中央已经把开发中 

西部作为一个大战略提出并予以足够的重视和扶植。应当利用中西部发展的契机，结合各地的具体 

情况，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整个经济的优化发展，建立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中西部自身特征 

的产业结构，为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创造协调的基础。 

2．4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改造加工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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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问题之一是第三产业比重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第二产业技术水平不高 

有直接联系。推动经济的发展，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和从业人员的比重，需要提高第 

二产业的技术水平，把劳动力从中解放出来。同时从经济学的意义而言，经济的长远发展是建立在 

质的提高之上的，而非依赖于简单的量的增长，经济增长不能简单等同于经济发展。尽管目前我国 

仍处在工业经济的发展时代，但在工业化过程中，必须考虑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已经逼近的现 

实，改造我国的传统加工工业，发展技术含量、知识含量高的新兴产业。 

2．5 建立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第三产业，实行政策扶植，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第三产业门类众多，规模不一，层次错落，需要根据经济总体发展的要求，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 

的发展政策。那些对国民经济发展全局起关键作用的第三产业和公共工程建设，需要的资金大、技 

术含量高，必须由国家来办，实行统一规划、全面安排。而对那些规模小、布局分散的行业，应该不拘 

于采取何种经济形式或经营方式，鼓励集体、个体、股份、外资等多种形式来参与，充分调动各方面 

的积极性。尽快建立为个体、私营经济服务的金融和信用担保机构，建立和完善技术支持与服务体 

系，推动其产品上档次，企业上规模 特别是对于一些新兴第三产业和一些层次较低或开业难度大、 

盈利水平低而社会又非常需要的行业，国家在税收和信贷上应给予适当照顾；只有这样，才能加快 

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增加其活力和竞争力。对城市的基础设施 环境卫生等公用设施的建设，国家 

在政策上和土地、物资、资金使用上应给予倾斜，为推动第二产业的升级、提高第三产业的容纳能力 

和水平提供物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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