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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共 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

在 20 世纪印 年代
,

以库兹涅茨为代

表的经济学家就对此作出了深刻的分析
。

然而
,

对于现今在区城发展中所 面临的产业结构调整的问

题
,

我们却没有很好地从这 个方 面寻找发展的规律
。

本文 旨在通过统计分析各个 国家的产业结构与

经济增长之间的关 系
,

来揭示对于我们发展有益的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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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背景

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转变的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发展出现了

很多的挫折
。

在计划经济时代
,

我们依靠的是政府的

宏观调控来分配资源
,

通过要素的大量投人来积累国

民财富
。

这是一种不讲效率的粗放式生产
,

不符合现

代经济发展的需要
。

因此
,

在经济转轨之后
,

我们提倡

的是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

只有合理分配资源和要

素
,

调整产业结构
,

才是现在我们提倡的科学发展观

的核心
。

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
,

无论是哈罗德
—

多马
,

还是索洛
—

斯旺
,

都认为

产业结构是不影响经济发展的
。

因为传统增长理论的

假设是竞争均衡
,

即整个社会的完全竞争是可以长期

维持市场供需的均衡
。

从而无论从生产者还是消费者

的观点来看
,

社会资源配置都长期存在着
“

帕累托最

优
” 。

这就意味着社会所有部门的生产要素收益率都

将等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
。

因而在任何时点上
,

部门

之间资源 (劳动和资本 )的流动和转移都不可能增加

总产出
,

即不存在结构效应
。

事实证明
,

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行政干预
,

都不

可能实行完全的均衡调整
。

社会资源配置的
“

帕累托

最优
”

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
。

经济运行中不仅会出现

反映市场均衡完全失效的短缺或过剩
,

而且会更多地

存在着不同部门间劳动和资本使用的受益差别
。

在利

益驱动下
,

生产要素的合理转移和流动无疑会带来总

产出的增加
,

因此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无疑会促进

经济增长
。

本文将通过对各国家或地区
,

尤其是发达地区产

业结构变动的实证分析
,

并对产业结构的变动作出预

测模型
。

二
、

产业结构演变的国际比较

最早注意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时间存在关

联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威廉
·

配第
,

但他所在的时代尚

看不清人均产值的高增长率与产业结构的高变动率

时间的内在关系
。

真正对此关系首先作出经验性总结的是英国经

济学家 C
·

G
·

克拉克
。

他通过对二十几个国家总产出

和各部门劳动投人的时间数据的收集
、

整理之后
,

通

过开创性的统计研究
,

验证了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动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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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联
,

得出的结论是
:

随着人均国民收人水平的

提高
,

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 ;当人

均国 民收人水平进一步提高时
,

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

转移
。

库兹涅茨在继承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极大

地改进了研究方法
。

他运用经过改善的研究方法对

57 个国家的原始资料进行了处理
,

并分别作了截面

分析和历史分析
。

从中得出的结论是
:

当人均产值从

7 0 美元增长到 3 00 美元时
,

农业部门占经济总量的

份额显著下降
,

非农业部门份额显著上升
,

但非农业

部门内部结构变动不大 ; 当人均产值从 30 0 美元增长

到 10 00 美元时
,

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份额

变化不大
,

但非农业部门内部结构会发生显著变化
。 ¹

为了更深人地研究现代经济发展中总量增长与

结构变动的联系
,

霍斯
·

钱纳里使用库兹涅茨的统计

归纳法进行了更为广泛和更大信息量的研究
。

他认

为
,

如果一个沿着更加现代化的增长模式演进的经济

增长的普遍模式存在
,

那么必是由于产业体系有着某

种在世界范围内趋同的要素
。 º 为此

,

他首先确定了分

析的基本假定前提 :

( l) 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
,

消费者需求的构成将

发生变化 ;

(2) 资本 (实物和人力的 )积累以超过劳动力增长

的速度增长 ;

(3) 技术进步对各国都是普遍的 ;

(4) 存在着可利用的对外贸易和外资流人的通道
。

克拉克
、

库兹涅茨与钱纳里等人的研究是在上世

纪 6 0 年代之前完成的
。

经过了近 50 年的发展
,

世界

的格局也经过了 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

日本迎头赶

上
,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原本工业化强悍的苏

联于 1990 年解体
,

俄罗斯经济经历了十年的沉寂 ; 70
年代末

,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

经济实现了翻两番还要

多
,

二十多年保持了其他国家所难以想象的增长速

度
。

虽然全球的贫富差距有愈来愈大的趋向
,

虽然各

个国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经济周期性的波动
,

但是从

总体上来看
,

各国的总量经济基本上都是处于上升状

态的
。

如今人均产值低于 30 0 美元的国家已经相当的

少了
,

而低于 7 0 美元的赤贫国家更是已经消失
,

全球

大部分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达到或大大超过

了 8 0 0 美元
。

既然前人当时研究的基础数据在现代已

经发生 了变化
,

那么现代的总量经济和产业结构之间

的关系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 ? 笔者将以此为研究

目标
,

利用前辈学者的理论进行实证分析
。

我们为了发现某些经济增长的普遍特征并验证

其适用程度
,

在观察时就应该包括各种不同的国家和

不同的时期
。

现在能够收集到的只有部分国家的国民

经济总产值及其成分的长期时间序列资料
。

这些资料

通常有着不能判断的误差幅度
。

精确而全面的资料的

缺乏
,

特别是对于理解经济增长过程有决定意义的经

济结构变动资料的缺乏
,

可能在描述和分析上会造成

偏见
。

这种因数据误差造成的研究失误的风险却又是

笔者研究时必须承担的
,

因为这是发现关联
,

找出规

律的希望所在
。

1
.

截面数据分析

首先
,

笔者收集了 114 个国家或地区 2(X) 2 年或

200 1 年的基础数据 (见附表 l) 作为研究和分析的对

象
。 »但是某些国家或地区的数据存在变异性 (例如厄

立特里亚
,

它的人均产值仅 149 美元
,

但是产业结构

却是处于工业化相对发达地区的状态 )
。

这是因为有

些国家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
、

享有金融利益
,

尽管它

们的经济结构很落后
,

但是它们仍拥有很高的人均

G D P ; 又有些国家
,

人均 G D P 水平较低
,

但是因为得

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

所以它们的产业结构相当合理 ;

再有一些国家
,

它们的自然资源缺乏
,

人 口众多
,

所以

人均 G D P 不高
,

但是它们确实是发达国家且有很强

的经济结构形态
。

基于研究上的需要
,

笔者从全部数

据中选择了 83 个国家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

并利用

前人的理论进行了对比分析
。

库兹涅茨在其进行的研究中将各个国家按其人

均产值分为三组
:

70 ~ 300 美元 ; 300 一10 00 美元 ; 10(X)
美元以上

。

而他重点考察的是前两组
,

并得到了重要

的结论
。

笔者通过数据的排序整理之后发现
:
经济发

展到今天
,

低收人国家依然存在
,

而收人的贫富差距

在逐渐拉大
。

产业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已不

仅仅局限于库兹涅茨所指出的 100 0 美元收人以下的

国家
,

在高收人国家的发展中
,

它同样非常重要
。

如何

找出产业结构对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
,

这对于

¹ 西蒙
·

库兹涅茨
,

各国的经济增长
:总产值与生产结构

,

商务印书

馆 19 8 5 年版
,

第 118 页
。

º 霍斯
·

钱纳里
,

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
,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 87 年

版
,

第 19 页
。

» 这里将 200 2年放在前面是因为笔者的数据收集是 以 2(X) 2年数

据为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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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调整的国际比对

发达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

同样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更重要
,

因为这是指引他们脱离贫困
,

走向富裕的天

梯
。

于是笔者将样本数据分为了 4 组
:
300 美元以下

;

3 0 0 一800 美元 ; 8 00
一4 0( X)美元以及 4 0 [X )美元以上

。

之

所以这样分组
,

是因为在它们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

差异
,

而各组内部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共同特征
:

第一组
:
300 美元以下

。

300 美元以下的国家共有

14 个
。

本组的基本数字特征如下 :

(1) 第一产业平均比重为 45 .7 1%
,

标准差为 9.7 1 ;

(2) 第二产业平均比重为 20 .0 7%
,

标准差为 5. 64 ;

(3) 第三产业平均比重为 34
.

2 9 先
,

标准差为 10夕7
。

由此可见
,

在第一组国家或地区中 : 第一产业占

据了国民经济非常大的 比重
,

最高的如几内亚比绍的

第一产业 比重达 6 8% ; 第二产业却所占份额甚微
,

基

本在 20 %左右
,

有的国家甚至不足 2 0%
,

最低的埃塞

俄比亚只有 11 %
。

0
.

5 9 变为 0
.

62 )
。

图 2 300
一800 美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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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长虚线表示的是第一产业
,

短虚线表示的

是第二产业
,

实线表示的是第三产业
。

在下面的图表

里有着同样的定义
。

第二组
:
300

一800 美元
。

人均 G D P 在 300
一800 美

元之间的国家有 15 个
。

本组的基本数字特征如下
:

(l) 第一产业平均比重占 26.4 7%
,

标准差为 8. 7 3 ;

(2) 第二产业平均比重占 28
.

3 3%
,

标准差为 7 .0 6;

(3) 第三产业平均比重占45 .2 (踢
,

标准差为 10
.

07
。

在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
,

第一产业的份额

有了极大幅度的下 降 (平均份额 由 4 5
.

7% 下降到

26 .4 7 % )
,

而工业所占份额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8 2 6

个百分点 )
。

正如库兹涅茨所说的
,

当人均 G D P 从

50 0 美元上升到 800 美元的时候
,

农业部门占经济总

量的份额显著下降
,

非农业部门份额显著上升
,

但非

农业部门内部结构变动不大 (二
、

三产业结构比由

第三组
:
800

~ 40( XJ 美元
。

人均 G D P 在 80 0一4 0(j 0

美元之间的国家有 29 个
。

本组的基本数字特征如下
:

(l) 第一产业平均比重为 9. 79 %
,

标准差为 4. 30
;

(2) 第二产业平均比重为 35 .5 5%
,

标准差为 7. 3 7 ;

(3) 第三产业平均比重为 54
.

6 6%
,

标准差为 9
.

14
。

处于这个阶段的国家基本进人了发达的工业化

时期
,

因此农业的份额进一步下降 (已经不到 10 %

了 ) ;工业的份额大幅上升(7. 22 个百分点 ) ;第三产业

也有快速的发展 (由 4 5
.

20 %上升至 5 4. 66 % )
。

这与库

兹涅茨所说的略有不同
:

当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时候
,

农业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仍在以一个较大的速度下

降
,

而非农业部门内部结构也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

(二
、

三产业结构比由 0 .6 2 变为 0. 65 )
。

本文之所以和库兹涅茨的研究会出现这样的分

歧
,

笔者认为有两个可能的原因
:

(l) 分组的选择不同
。

库兹涅茨当时的研究把全

球国家的经济水平只划分为三种
,

而中间的一种选择

的组距是 30 0 美元到 10(X) 美元之间
。

这种分法在当

时的环境下有其必然的道理
,

但是正如笔者在前文中

所述的那样
,

现代经济与库兹涅茨研究的时代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

在当时
,

可能人均国民产值达到 100 0 美

元就可以算是一个发达国家了
。

但是在现代
,

人均收

人达到 1《X刃 美元
,

只能算是一个刚刚步人小康社会

的国家
,

比如中国
。

所以
,

不同的分组可能会造成这种

认识上的分歧
。

(2) 现代经济的发展趋向不同于当时
。

经济在飞

速发展
,

人们对经济发展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地提

高
。

在库兹涅茨时代
,

工业振兴经济是一个被广泛接

受的硬道理
。

而在我们的时代
,

后工业化发展才是经

济继续前进的动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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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组
二4 0( 刃美元以上

。

人均 G D P 在 4 0( 刃 美元

以上的国家共有 25 个
,

本组的基本数字特征如下
:

(1) 第一产业平均比重为 3 .2 4%
,

标准差为 2. 42
;

(2) 第二产业平均比重为 2 8. 2 4%
,

标准差为 4. 8 8 ;

(3) 第三产业平均比重为 68 .5 6%
,

标准差为 5. 39
。

一个成熟的人均 G D P超过 4 0( 刃 美元的国家必

定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
,

所以工业在 G D P 中的比重

下降很快 (由 3 5. 55 %下降到 28 .2 4% )
,

而农业几乎在

组成上成了无足轻重的了(只有 3 2 4 % )
,

取而代之的

是发达的第三产业 (68 .5 6% )
。

从标准差来看
,

本组数

据令人吃惊地稳定
,

几乎不存在大的波动
。

这说明当

一个国家的经济进人后工业化时代后
,

它的经济发展

规律是有据可寻的
。

图 4 4 0( 刃美元 以上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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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的角度看
,

在经济很不发达的时期
,

人们

生活的首要 目标是生存
。

因此
,

为了生存而大力发展

农业是必需的
。

所以在这个时期
,

农业的生产和发展

是最重要 的而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缓慢
,

体现在

G DP 构成上就是农业的比重是一个非常大的数
,

例

如现代仍然十分落后的民主刚果
、

几内亚比绍和中非

共和国等等
。

当经济得以发展
,

人民基本不再为生存

而担优的时候就会为自身的强大而努力
,

在这个时期

工业化就成了发展的必然
。

工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经

济起飞的过程
,

当经济从一个较低水平迅速发展之

后
,

人们的需求就不再是温饱了
,

而是更舒适
、

更便利

的生活
。

于是服务业就从非农业中分离出来
,

并越来

越显示出其强大的能力
,

使得我们的生活进人后工业

化时代
,

使得经济水平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

从组 3 和组 4 可以看出
,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

度之后
,

一个成熟的经济个体必然是以大力发展服务

业为主的
。

但是
,

从样本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

由于定位

的不同有些国家的经济结构与主流并不完全相同 (虽

然大方向是一致的 )
,

例如爱尔兰的工业还是在 G D P

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
,

虽然第三产业的份额稍大
。

而

香港更是因为其资源和地理的实际环境则放弃一
、

二

产业
,

重点发展服务业 (主要是物流和金融 )
。

这说明当

一个国家或地区定位不同时
,

由于资源或地理上的优

势
,

发展的战略也有所不同
。

同时
,

二
、

三产业也是可以

兼顾发展的
,

只不过一定要视实际的环境条件而定
。

从图 4 可 以看出
,

人均 G D P 超过刁仪】0 美元的国

家或地区
,

产业结构中三产比重一般都在 60 % 以上
。

于是
,

我们可 以假设二者之间存在关联
,

即
:

人均

G D P 超过 4 0( 刃 美元
,

三产比重不低于 65 %
。

笔者为

此进行了总体平均数检验
。 ¹

(l) 设立假设 :

H ‘ S〕 6 5 : H I : S < 6 5

(2 )给定显著性水平为 a =0
.

05
,

单侧检验
,

左侧

临界值为一
。 。

由于单侧概率要求 a 二0. 05
,

所以双侧概

率应该为 0
.

1o F(Z刁二1一0
.

1二0. 9
,

查概率表得 Za= 1
.

64 5
,

即临界值 - Z
a = 一1

.

麟5
。

(3) 根据统计样本计算统计量的实际值 :

2=
es

.

二二咎
二
塑卫过垂

= 一

众。
口/ V n 7 3/ V 36

(4 )检验判断 : 由于 Z 大于 Z 。 ,

即一0 .0 6 > 一 1
.

必5,

所以我们不能拒绝原假设
。

因此我们可 以认为
,

当人均 G D P超过 4000 美元

时
,

第三产业在 G D P 中所占的比例应该不低于 65 %
。

根据组 3 和组 4 的样本数据笔者做 了一个人均

G D P 和三次产业结构之间的回归模型
。

首先
,

将人均

¹ 符合正态分布
。

从全体样本来看
,

这是一个偏单峰
,

但是就由组

4 组成的样本看
,

它特合正态分布
,

所以满足总体平均数检验的假

设条件
。

《世界经济研究 )2 (X) 5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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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调整的国际比对

国 家 三产比重

表 1 各国第三产业比孟

国 家 三产比重
Q‘g
J生左盖,且0qd4
,.1
6
.
“�,人,召�bs�b厅‘7‘叮省6�16�16立陶宛

黎 巴嫩

哥斯达黎加

智利

赤道几内亚

斯洛伐克

爱沙尼亚

波兰

克罗地亚

甸牙利

墨西哥

捷克

沙特阿拉伯
斯洛文尼亚

葡萄牙

韩国

希腊
西斑牙

意大利
新加坡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法国

香港

国 家

比利时

德国

爱尔兰

芬兰

荷兰

瑞典
英国

冰岛

丹麦

日本

美国

挪威

三产比重

44616662706769656670728862676257567656663657057

G D P按递增顺序排列并按每 500 美元为距分组洲工组

内样本求均值
,

得出经过处理的数据
,

并对这些处理

过的数据进行回归
:

A G 二礴3 6 1
.

86一 129 1
.

4 5 A+4 04
.

77 5

这里 AG 表示人均 G D P
,

A 表示农业在三次产业

结构中所占的份额
,

S表示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结构

中的份额
。

这里的模型只选择了两个变量是因为三次产业

份额之和为常数 1
,

所以必定可以做到一个变量可 以

用另外两个变量来表示
,

因此在做回归模型时就不需

要第三个变量了
。

我们只要知道其中两个变量
,

则第

三个自然可以推算出来
。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 以知道石当人均 G D P 上

升的时候
,

农业的产业比重是下降的
,

工业的产业比

重先扬后抑
,

而服务业的产业比重是上升的
。

从附图

可 以看出
,

单从个体来看
:
农业产业比重的发展趋势

近似一条指数曲线
,

工业产业比重近似一条直线
,

服

务业产业比重近似一条对数曲线
。

而通过回归模型显

示
,

人均 GD P与农亚所占比例呈负相关
,

而与第三产

业呈正相关
。

这是与前面的理论和数据分析相呼应

的
。

这个模型的另一个作用是在知道产业结构数据的

时候可以做人均 G D P的比对分析
。

2. 历史数据分析

上面笔者利用 83 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对经济增

长和各次产业比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
,

并

得出了一个与前人研究相似但又有所拓展的结论
。

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数据来说
,

这个结论是否成立

呢 ? 下面笔者将就此利用美国 1950
一19 88 年的经济

增长
、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和理

论探讨 (附表 2 )
。

图 5 美国经济数据

‘、一 、
‘ 、

巨‘ 硫耐

—
一 }

一
, ” ,

一

—~ 拭
匕竺竺二鱼里, 2」

6 0000543

峨妇娜礼

!味= 井落不二二
1 500 35 00 55 00 7 500 9 石0 0 ! 1 500 13 50 0

人均COP

通过 19 50
一 19 88 年美国的数据

,

我们就能够更加

清楚地看到前面提到的那种变化
—

农业比重
、

工业

比重在人均 G D P超过 4 0( 刃 美元之后不断下降 ; 服务

业比重大幅提升
。

是否我们可以认为在这个过程中
,

即美国人均 G D P增长的同时
,

服务业的发展速度超

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表现出来的就是在产业结构中

的比重不断增大 )呢? 非参数估计就能很好地解决我

们心中的疑惑
。

( l) 建立假设
,

假设在这个过程中
,

产业结构的比

重是不断增大的
:

H ‘ St> St--
: ; H : : S

:‘S t--
,

其中 St 表示第 t 期服务业的比重
,

S
t_ :
表示第 t一 l

期服务业的比重
。

(2 )计算附表 2 中 St > st-
1
的个数

,

记为 n+
,

S
t ( S卜 .

的个数记为 n 一 ,

那么样本总个数就为 n = n ++ n 一 。

通过计算可得川七 16
,

n-= 11
,

所以总样本 n 为 27
。

¹ 之所 以要作这样的处理是因为前面提到的原因会使非系统误差

变得很大
,

而经过处理可以使一些正向误差和负向误差相互抵消
.

使得总体误差减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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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调整的国际 比对

(3) 给定显著性水平 a 二0
.

1
,

查《二项分布临界值

表》得
:

当 n = 2 7 时
,

临界值为 20
。

由于 n +’J
、

于临界值
,

所以不能拒绝原假设
,

即可以认为这个过程是一个第

三产业比重不断增加得过程
。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

在一个市场化发达的经济

社会中
,

资源 (人力
、

财力
、

物资)会随着市场的需求合

理地向能够最大化创造财富的产业转移
。

正是由于这

种产业间的 比较劳动生产率的不同
,

确定了这种转移

的方向和价值创造的方向
。

表 2 产业 比较劳动生产率

时间
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7255857800
�11019 50 ~ 1 95 9 年

19 60 一 19 6 9 年
19 70 ~ 1 9 79 年
19 80 ~ 198 8 年

1
.

0 5 1
.

0 1

1
.

0 1 1
.

02

0
.

98 1
.

04

1
.

00 1
.

0 1

大价值的第三产业转移
,

因此第三产业的发展就越来

越繁荣
,

同时为 G D P带来更大的贡献
。

口

产业 比较劳动生产率
产业的产值比重

一产业的就业比重

利用附表 2 的数据
,

我们计算美国各次产业的产

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如表 2
。

通过表 2
,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

服务业 的

比较劳动生产率在逐步上升
,

并超过了工业的比较劳

动生产率
。

所以
,

市场自发性地把资源向能够创造更

(责任编辑
:
段锡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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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七引忆

人均G DP

附表 1 各国基本数据

国 家 人均 G D P 一产产 业 结 构

二产 三产

国 家 人均 G D P 产 业 结 构
一产 二产 三产

5858594948566064616460“6357736370“301928384319283030343232212432引1223131392581049626131156900049060942975
埃塞俄比亚

布隆迪
民主刚果

厄立特里亚

塞拉里 昂

几内亚比绍

马拉维

塔吉克斯坦

尼日尔

莫桑比克
卢旺达

尼泊尔

乌干达

乍得
中非共和国

冈比亚

布基纳法索
老挝

马其顿

危地马拉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泰国

阿尔巴尼亚

秘鲁
突尼斯

萨尔瓦多

南非
俄罗斯

奥地利

巴西

土耳其
阿根廷

牙买加

拉托维亚

洪都拉斯

2 0 87

2 1 16

2 14 3

2 23 4

2 34 7

2 3 9 8

2 5 5 1

2 6 4 1

2 64 2

2 79 5

3 03 8

3 65 2

36 6 8

2 5

20

48312363162548434246383646452160引241119192531131525172234212217221418224258501253623729404224引32573826315491101107149151193165178190196

22823620724126326427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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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调整的国际比对

国 家 人均 G D P
产 业 结 构

一产 二产 三产

国 家 人均 G D P 产 业 结 构

一产 二产 三产

马里 2 8 9 34 3 0 36 委内瑞拉 3 75 7 3 4 3 5 4

柬埔寨 3 0 3 36 2 8 36 加蓬 3 84 6 8 4 6 4 6

加纳 3 12 3 6 24 4 0 马来西亚 3 90 5 9 4 7 44

尼口利亚 3一3 3 7 2 9 34 立陶宛 40 2 9 7 3 1 6 2

孟加拉国 3 5 1 2 3 2 6 5 1 黎巴嫩 4 15 9 12 2 1 6 7

赞比亚 3 6 3 2 2 2 6 52 哥斯达黎加 4 30 8 9 2 9 6 2

肯尼亚 39 3 16 19 6 5 智利 4 3 2 1 9 3 4 5 7

摩尔多瓦 39 5 2 4 23 5 3 赤道几内亚 4 3 5 7 9 8 6 5

莱索托 3 97 一6 4 3 4 1 斯洛伐克 料8 一 4 2 9 67

海地 39 8 2 7 16 5 7 爱沙尼亚 4 64 3 5 3 0 6 5

贝宁 409 3 6 14 5 0 波兰 5(X) 8 3 3 1 66

巴基斯坦 409 2 3 2 3 5 4 克罗地亚 50 6 7 8 2 9 6 3

JL内亚 4 16 24 3 7 3 9 甸牙利 63 们 4 3 1 6 5

科摩罗 4 2 2 4 1 12 4 7 墨西哥 64 34 4 2 6 7 0

越南 4 3 7 23 3 8 3 9 捷克 6 8 14 4 39 57

苏丹 4 7 0 39 18 4 3 沙特阿拉伯 8 6() 7 5 5 1 4 4

塞内加尔 50 0 15 2 2 6 3 斯洛文尼亚 ll00() 3 36 6 1

印度 5 10 23 2 6 5 1 葡萄牙 11 39 6 4 30 6 6

喀麦隆 62 7 44 19 3 7 韩国 11 48 5 4 34 6 2

津巴布韦 6 3 8 17 24 59 希腊 12 52 8 8 22 7 0

不丹 69 5 34 3 7 29 西班牙 159 6 8 4 30 6 7

科特迪瓦 7 0 9 2 6 2 0 54 意大利 2 0 79 7 3 28 6 9

尼加拉瓜 7 5 5 18 2 5 5 7 新加坡 2 1 02 3 0 35 6 5

印度尼西亚 8 17 27 朝 3 9 加拿大 2 13 0 5 2 32 6 6

安哥拉 8 5 5 8 6 8 24 澳大利亚 2 1 34 7 4 2 6 7 0

玻利维亚 8 8 6 ] 5 3 3 52 法国 2 3 52 9 3 2 5 7 2

圭亚那 9 4 3 3 1 2 9 4 0 香港 2 37 5 0 0 12 8 8

非律宾 9 7 6 15 3 2 5 3 比利时 2 38 2 5 1 2 7 7 2

中国 l0 0() 15 5 1 34 德国 24 24 2 1 3 0 6 9

巴拉圭 10 18 2 2 2 8 50 爱尔兰 2 5 15 8 4 4 2 54

摩洛哥 12 20 16 3 0 54 芬兰 2 52 8 8 3 3 3 64

埃及 13 54 17 3 3 50 荷兰 2 59 5 7 3 2 6 7 -

波斯尼亚 1366 18 3 7 4 5 瑞典 2 70 00 2 2 8 70

哈萨克斯坦 16 5 1 9 3 8 5 3 英国 2 70 2 7 1 2 6 73

伊朗 17 34 12 3 9 4 9 冰岛 29 5 7 7 10 2 6 64

阿尔及利亚 17 86 10 5 3 3 7 丹麦 32 0 19 3 2 6 7 -

约旦 18 0 8 2 2 6 7 2 日本 3 55 16 2 3 2 6 6

哥伦比亚 18 44 14 3 0 5 6 美国 3 57 0 7 1 2 5 74
.

1-
1二 1 .

平嗯色愁
.

_ _ _
、

一止壁兰
. 二

夕 丝 玉上一 逸幽迎丝兰一一一一卫丝乞一一一鱼一一」工一一旦一

附表 2 美国经济数据表(19 82 年不变价格)

56566367676969707068717134363330302828272729262612543333333335061“6767687070717272724035323030282827292626261043332232222

年份

19 50

19 60

19 70

19 80

19 8 1

19 8 2

19 83

19 84

19 85

19 86

19 87

19 88

G D P

(亿美元 )

2 8 8 3

5 15 3

10 15 5

27 3 2 0

30 5 2 6

3 166 0

34 0 5 7

37 7 2 2

4 0 14 9

4 2 3 1 6

4 5 2 4 3

4 8 8 0 6

人均
G OP

18 88

2 85 2

4 9 52

12 0 23

13 3 0 3

13 6 6 6

14 56 7

15 99 6

16 8 75

17 62 2

18 6 73

19 9 62

人口

(人 )

产业结构 (% )

一产 二产 三产

就业结构 (% )

一产 二产 三产

1 5 27 2 10 0 0

180 6 7 10 0 0

2 0 50 5 2 000
2 2 72 2 5 00()
2 2 94 6 6 00 0

2 3 1 664 以XI

2 3 37 9 201 刃

2 3 58 2 5 0() 0

2 3 79 2 4 0() O

24 0 l3 30() 0

24 22 8 9 00()
2 4 44 9 90() 0

数据来源
:

1
.

宿景祥
,

美国经济统计手册
,

时事出版社 199 2 年 ; 2
.

~
.

p th
.

吨
; 3

.

世界银行网站 ; 4
.

中宏数据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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