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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经济成就辉煌!但发展后劲凸显不足% 从福建的产业结构的现状和产业结构效益来看!福建三

次产业发展水平低下且不协调% 运用份额&偏离&’’(方法重点分析福建的工业结构!可以看出!为提高福建产业竞争力!要优

化产业结构!实现资源配置优化!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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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经济成就辉煌%但是!自+八五,以来福建 "#$*人均 "#$ 及居民最终消费增长率都呈较

大幅度下降!反映出福建经济发展的后劲明显不足% 区域三次产业发育状况!不仅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程度!更反

映区域经济活力% 福建的产业结构整体上需要调整% 本文选取全国及沿海七省市%山东*上海*浙江*江苏*福建*
广东*广西&作为参照系来分析$’((’ 年!以产值计!福建三次产业比例为 )*+’- !,+)- -.+/!全国为 )0+*- 1)+)- --+1!
沿海平均为 ))+,*- */+1-- *(+2-’以从业人数计!福建三次产业比例为 **+3- ’4+)- ’.+’!全国为 1(- ’)+*- ’2+4!沿海

平均为 -.+.- ’3+3- -’+*% !福建第一产业产值和从业人数比重均低于全国!高于沿海平均% 由此可见!福建工业化

水平领先于全国!但落后于沿海平均% 福建第二*三产业产值占 "5$ 比重为 21+26!略高于全国水平的 2*+46!低

于沿海平均的 22+*6!在沿海七省份中排名第六!仅优于广西% 第三产业比重为 -.+36!高于全国水平的 --+16!
低于沿海平均的 *(+2-6!在沿海七省份中排名第五!优于山东和江苏’但除与上海%1)6&差距较大外!与排前的其

它省份相差很小!这说明福建的服务业发展相对较好% "但是!第三产业比重较大而第二*三产业比重却不大!更

说明福建第二产业发展的落后%
随着改革开放全面拓展!国家原先赋予福建的许多优惠政策将不复存在’福建地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

洲两大经济区之间!资源相对匮乏!发展腹地狭小!吸附能力偏弱!过去的诸多优势正在逐渐缩减或消失% 当前!
尤其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提出*规划及战略实施!福建产业必将经历一场剧烈的调整与变动!以在经济区内部

形成分工更合理*配置更有效*竞争更有力的产业结构% 因此!从优化产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如何增强福建的经

济发展后劲尤显必要%
二*产业结构效益比较分析

纵向看比较劳动生产率%表一&!福建第一产业最低!并逐步下降!说明第一产业劳动密集型特征最明显!且不

断增强’第二产业于 ’( 世纪 2( 年代大幅下降!进入 .( 年代则略有上升!’((’ 年与 )... 年水平相当!说明 2( 年

代第二产业发展方向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年代后期逐步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 第三产业于 2( 年代上升

而在 .( 年代下降!’((’ 年水平亦低于 )... 年!说明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特征不断强化!逐步成为增加就业的主

渠道% 从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横向比较看%表二&!福建第一产业偏高!位居第二!仅次于广西!说明 .( 年代以来福建

第二*三产业快速增长的同时!第一产业发展有跟不上的迹象’第二产业水平适中!落后于上海*江苏*浙江!与广

东相当’第三产业偏高!位居第三!仅次于广西*山东!高于其它沿海省份!说明福建第三产业作为吸收劳动力*增

加就业的主渠道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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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生产率系数 !"#表三$的横向比较看!某产

业 !" 值显示区域相对全国的发展程度" 一般发达区

域小于 %"不发达区域大于 %#"第一产业 !" 值大于 %
的沿海省份有 ! 个"即福建和广西"说明这两省份第

一产业发展都相对滞后$福建第二产业 !" 值居中"高

于上海%江苏%浙江"与广东较为接近"这与前述比较

劳动生产率对比结果相同"笔者亦将以广东为参照系

进一步分析福建工业结构$ 福建第三产业 !" 值居第

五"仅比山东与广西两省低"说明福建第三产业发展

亦相对落后& 福建的第一%三产业 !" 值均大于 %"说

明三次产业发展水平低下且不协调&
三%工业结构分析

区域经济增长可分解为偏离增长和份额增长两

部分"分解目的是测定两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要

素转移带来的结果"以及分析较发达区域与较落后区

域之间经济增长的数量关系&本文采用偏离&份额#’’(
分 析 法 对 福 建 工 业 结 构 进 行 深 入 研 究 " 数 据 选 用

%))* 年和 +,,+ 年福建和广东工业总产值及 -. 个行

业部门产值"以广东为参照系& !

!一’偏离!份额分析法"

以一定时期内工业总产值年增长率为基准"分别

测算区域按较高层次增长率可能形成的假定份额"将

这一假定份额同区域实际增长额进行比较"分析总产

值增长相对于较高层次水平的偏离状况&这种偏离主

要是由 " 个因素形成(第一"区域因素"当假定研究

区域按较高层次区域增长率增长时应达到的增长水

平$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因素"反映研究区域产业结

构类型的影响$第三"竞争力偏离因素"反映研究区

域区位条件或竞争能力的影响&
用公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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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 / 区域在计算期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总量"$" 为区域份额偏离分量"&" 为区域产业结构偏离

分量"’" 为区域竞争力偏离分量")&8’." 为区域总偏离量"09 为区域工业总产值$* 为高层次区域工业总产值$5 表

示第 5 个部门$+ 表示末期"- 表示基期&
)二’竞争力偏离实证分析

%0总体竞争力分析& 结果显示"%))*&+,,+ 年期间"福建工业相对于广东发展较差& 其中"特定期间增长总量

1#%.-*0*2(小于按广东增长率计算的应有增长总量 3#%*+-0+2("广东工业发展不论在总量或在速度上都明显优于

福建& 总偏离分量#"45(为&%*606 亿元"其中结构偏离分量 " 为&-,+0-7 亿元"竞争力偏离分量 5 为 %%70) 亿元"
说明福建工业发展总体水平低于广东"主要是由结构分量 " 所致"即表明福建工业结构素质较广东差$但福建工

业在总体竞争力上优于广东工业85 值为正("说明在此期间福建工业相对于广东处于有利位置&
+0工业结构竞争力分析& 为了深入了解工业发展实况"有必要对各部门作详细研究& 从分析结果看"竞争力

偏离分量为正的部门有 +, 个"占 220.9"在工业总产值中比重为 6-0)+9$竞争力偏离分量为负的部门有 %. 个"
占 66069"在工业总产值比重为 2+0--9&竞争力偏离为负的行业产值比重超过竞争力偏离为正的行业"说明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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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比较劳动生产率!

表一(福建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化情况"

注( 比较生产率系数 405106780638907803"067 表示 : 省 ; 产业

劳动生产率"07 表示全国 ; 产业劳动生产率$ 06 表示 : 省劳动

生产率"0 表示全国劳动生产率&

注(比较劳动生产率5产业部门的产值份额8产业部门的劳

动力份额

表三(比较生产率系数!"#$#

+



工业虽然获得了量上优势!却在质上处于劣势"
进一步!我们选取福建产值比重最大的 !" 个部门和增长速度最快的 !" 个部门进行分析" 在产值最大的 !"

个部门#总产值比重为 $%&’()*中!竞争力偏离为负的部门有 + 个!分别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皮革#毛衣#羽

绒及其制造业!食品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塑料制品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大于偏离为正

%+&$$)的产值比重$其中产值比重最大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竞争力偏离分量为/!!.&"($!其绝对量

甚至超过竞争力偏离总分量#0*的 !!(&."
在发展速度最快的 !" 个部门#总产值比重为 ,%&(()*中!竞争力偏离为负的部门有 % 个!分别是电子及通信

设备制造业#速度第四*#煤气生产和供应业#速度第五*!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超过偏离为正的 - 个部门

的总比重 !,&-)"
在产值比重最大的 !" 个部门和增长速度最快的 !" 个部门中!福建在竞争力上均处于劣势!这表明!前述福

建所拥有的竞争力优势仅仅在于量上!而没能上升到质"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比重最大#发展速度第四且被列为

主导产业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与广东相比仍存在着较大差距" 如果不加大科技和资金投入!很容易沦为附

加值低#劳动密集的组装加工业" 对于拥有较大优势且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较大的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业#纺织业

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则应该通过改造技术促进产业升级以保持其相对竞争优势" 特别是纺织业!对于其在产

业优化升级中所起的容纳富余劳动力以及承接产业转移链的作用不可忽视" 当前突破应放在提高质量#开发新

品种和创造名牌上" 对于贮藏量丰富#品位高#品种独特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福建应进一步加强品种优化和提

高附加值"
四#结论

基于上述实证分析结果!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福建省第一产业比重偏高!劳动生产效率偏低!与第二#三产业发展不协调"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亦不可忽视!对于农耕资源相对贫乏的福建而言!应努力转变农业发展方向!致力于副

业!提高土地附加值"
%&工业结构中!福建省具有比较优势的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当前的比较优势正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

资本密集型转变" 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制造业有%烟草加工业#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

纸及纸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普

通机械制造业#专用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福建工业先天不足!基础薄弱!因此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

行业以轻工业为主" 但是!从未来市场潜力看!具有较大发展空间的三大制造业为食品加工业#电子及通信设备

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这些福建相对于广东都存在着较大的竞争力负偏离#/+-&!$/!!.&"($$/,"&$*!
且食品加工业发展速度呈延缓态势!产值比重也从 !..- 年的 (&",)下降至 %""% 年的 ’&%%)$但电子及通信和电

气机械及器材两大制造业发展势头强劲!!..-/%""% 年期间年均增长率分别达 ,!)和 !$)!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

造业产值比重也由 !..- 年的 !,&%)上升至 %""% 年的 !-&(.)" 对此应扬长避短!支持有市场潜力的行业!积极通

过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保持现有产业优势"
,&福建省第三产业虽取得长足发展!但相比沿海发达水平仍显落后" 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是衡量区域经济发

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亦是广大劳动力的吸容器" 对于取得了改革开放先机的福建!服务业发展已稍具规模!今后

仍应在物流#通讯#旅游等行业发挥优势!提高行业竞争力的同时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为福建工业的改造提供强

大后盾"

注释%

!"#数据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表一#二数据来源%’()##’((##’((( 年数据取自庄宗明&福建省经济发展研究’*"##"&$"##" 年数据根据&福建省统计

年鉴’*"##% 年&计算得出"

&数据来源%&福建省统计年鉴’#&广东省统计年鉴’*"##% 年#’((( 年&"
’高洪深%&区域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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