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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产业结构持续

优化。第一产业增长相对缓慢，第二产业

增长快速，第三产业突破了以商贸、餐饮

为主体的单一发展格局，加速了金融、保

险、研发等行业的发展。总体上来看，我

国产业结构在保持二、三、一型基础上不

断的优化，但我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还存

在许多问题。

一、现状
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生产部门之

间，以及每个生产部门组成部分之间存在

的生产联系和比例关系。可从两个方面来

考察：一是从“质”的角度动态地揭示产

业间技术经济联系与联系方式不断变化发

展的趋势，揭示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

中，起主导或支柱地位的产业部门的不断

替代规律及其他相应的“结构”效益。二

是“量”的角度静态地分析与研究一定时

期内产业间联系与联系方式的技术经济数

量比例关系。

建国初期，我国经济结构基本上处于

以农业为主的阶段。但当时我国农业基础

薄弱、工业素质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

1952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分别达51.0%、20.8%

和 28.2%。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三大产业

迅速发展，三次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化升

级，但中国的产业调整和工业发展过程中

还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制约经济快速发展

和整体竞争实力的增强。表现为第三产业

比重偏低，且内部结构不合理、效益低;区

域经济结构不合理差异扩大，产业内在素

质低，行业专业化水平低，企业规模小集

中度高。

二、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面临

一些新的问题：资源环境压力加大，技术

约束更加明显，有些方面的比较优势正在

发生变化，开放带来的结构升级空间减

小。这些因素的出现，表明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面临新的机

遇与挑战，需要新的思路和战略。

第一，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前些

年，我们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有效利用国

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特别是大量利

用了全球技术资源，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这是由于我们处于科技全球化不断

深化的环境之中，有大量先进技术跨国转

移，跨国公司将许多新技术在其全球生产

体系内使用，有些技术还很快向海外企业

转让。科技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通过开放

引进技术的空间大大拓展。然而，在大量

利用国外技术资源的同时，国内企业的创

新能力没有得到同步提升。虽然我国产业

结构不断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不断

上升，但总体上看，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不足。

第二，重要资源国内供给压力加大。

目前，中国资源能源消耗仍然偏高，能源

供给仍然很紧张，部分地区频繁出现了供

电紧张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石油进口大

幅上升，价格长期居高不下，经济增长面

临的资源能源约束力进一步加大。与发达

国家相比，中国能源的产出效率显著低，

表现为单位能源消耗生产的GDP较低。因

此，如果产业结构不能加快优化升级，工

业化不能进一步转向资源能源节约型，我

们自己和整个世界都难以承受，增长将很

难持续。

第三，服务业发展较为落后。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中的一个突出问

题，就是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与同等收

入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在国民经

济中的比重明显偏低。目前中国一些供不

应求的行业，价格明显高出国际市场的行

业，服务质量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

行业，大多数是服务行业。特别在一些具

有垄断、半垄断性质的行业中，由于服务

产品开发不足，服务价格高，服务质量不

稳定等现象较为普遍地存在，使大量潜在

需求得不到满足。

第四，结构优化升级的成本上升。过

去多年，我们有明显的低成本优势，有利

于中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但是，劳

动力和土地等自然资源在真实成本相对较

低的同时，也存在成本扭曲问题。有些地

方政府压低地价，甚至实行零地价；污染

企业不支付或少支付治污成本；劳动者特

别是农民工劳动条件差、社会保障不健

全。这些都进一步压低了成本，是靠欠账

和透支支持的低成本。这种状况不应该也

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自20 世纪90 年代

以来，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弹性就不断下

降，“高增长低就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

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结构优化升级中

必须处理好这个问题。

第五，开放带来的升级空间越来越

小。和以前填补空白式的结构升级过程相

比，今后通过引进新产业、新产品，继续

提升产业结构的空间缩小。从国外引进更

多先进技术的难度也在加大。近些年来，

通过技术引进，中国许多产业的技术水平

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缩小，今后需要

引进的许多技术已经不是发达国家的二三

流技术，而是真正的前沿技术。

三、产业结构优化对策分析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指在特定的国内

外经济环境和资源条件下, 按照一般的产

业结构发展规律, 通过政府的有关产业政

策调整和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供给结构和

需求结构,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推动产

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发展的过程。产业

结构高度化是指产业结构从较为低级的状

态向较高级状态转换的动态发展过程, 也

是产业结构向高知识化、高技术化、高附

加值化和高加工度化发展的过程。其中,

创新在产业结构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演进的

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相对应, 产

业结构合理化主要是依据产业关联技术经

济的客观比例关系, 调整资源在各产业部

门之间的合理配置, 促进国民经济各产业

间的协调发展的过程。目前,我国的经济

发展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的过渡时

期, 同时也处于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

转型的阶段,所以要做好我国产业结构的

优化升级，理论结合实际，需要做好以下

浅谈我国产业结构优化

【文章摘要】

改革开放的30 年给我们带来了经

济的快速增长，但形成的产业结构也造

成了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严重污

染。我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快速、协调

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产业结构

的优化能否顺利推进。本文基于我国产

业结构的现状，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利用外资、大力发

展服务业等方法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

优化，以达到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

产业结构优化；对策分析；服务业

郑　义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447807?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现代商业 MODERN  BUSINESS144

产业研究 The Industrial Study

【参考文献】

1、姚凌岚.中国产业结构现状及发展

方向[J].时代金融, 2010-07-25.

2、李志强.中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分析

与调整[J].中国矿业,2010（12）

3、左叶.从能源消耗角度分析我国产

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J].中外企业家,

2008年第5期.

4、乌兰傲都.关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问题的几点思考[J ] .内蒙古财经

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5、朱邦宁.利用外资、对外投资与我

国产业结构优化[ J ] . 甘肃理论学刊，

2010年第6期.

【作者简介】

郑义，男，山东省齐河县人，1990年

7月生，2008级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

济学专业学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

学。

几点。

第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自主

创新能力，是科技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

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经过多

年改革与发展，以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突破

口的一些重要条件开始形成大规模制造能

力的形成，配套产业水平提升，企业成为

负责任的投资主体，科技投入不断增加。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然存在着

很大差距。因此，中国应当按照“自主创

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

方针，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对经济

增长有突破性的重大带动作用。在这些关

键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自主创新

和发展能力。传统产业在较长时期内仍将

是国内市场需求量大、在国际市场上有比

较优势的重要产业，要加快开发能够推动

传统产业升级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配

套技术。装备制造业是为实现工业化、现

代化提供物质技术基础的产业，也是今后

一段时间我们有较大市场空间的主导产

业。此外，还要加大在一些前沿科技领域

的跟踪投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

技术与微系统、新材料与先进制造技术、

洁净与高效能源、海洋技术、生态环境保

护与恢复技术等正在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其中可能孕育出引导下一轮全球产业结构

调整的主导技术。力争通过几年、十几年

的持续努力，在这些新的技术领域中奠定

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升级。

第二、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我国三大产业中工业比重过大,高能

耗、高物耗的重工业增长偏快, 这是我国

单位GDP 能耗高、环境压力大的重要原

因。因此必须加快调整第二产业的内部结

构, 防止工业产业结构过度重型化。严格

限制工业内部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项目

建设和过快发展, 提高这类行业的进入门

槛。加大查处力度, 清除一些规模小、能

耗高、能源利用效率低的作坊式经营单

位。优先发展信息产业, 以信息化带动工

业化,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

的产业, 利用高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

推进产业结构向能源集约型的新型化方向

转变, 提高第二产业经济发展的质量, 发

挥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第三、外资的“引进来”与“走出去”

利用外资对于弥补发展中国家资金和

资源缺口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两

缺口模型”，引入外资能够弥补发展中国

家的“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从而可

以提高国内投资水平，并引进发展中国家

自己无法生产的资本品，进而促进经济增

长率的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伴随着经济的

增长会导致消费结构的高级化和多样化，

由此决定产业之间数量比例的变化和相互

关联方式发生改变。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的

程度就会使得产业结构出现质的变化，出

现新的主导产业群，从而使产业结构进入

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一方面，应当进一步推动利用外资从

重“量“到重”质“的根本转变, 使利用

外资的重点从弥补资金、外汇不足真正转

变到引进先进技术, 先进管理经验和高素

质人才上来, 更加注重生态建设、环境保

护、资源能源的节约与综合利用。必须把

发展自主民族产业体系, 促进国内产业结

构优化作为利用外资的出发点。我国目前

的产业结构按国际标准衡量存在较大偏

差, 严重滞后的第三产业已经开始制约第

二产业的发展。因此,应使更多外资参与

到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中去, 在竞争中促

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必须将深化关联效应

作为引资工作的重点, 有效地发挥外资企

业的技术外溢效应, 应努力吸引那些具有

较强关联效应的先进项目落户我国。我们

应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 健全金融机制,

改善引资环境, 最大限度地发挥外资对我

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

另一方面, 应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目

标, 合理引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布

局, 扩大对外直接投资。首先, 鼓励有实

力的企业积极参与国际资源能源开发与合

作, 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国外建立一批

战略性资源能源开发和生产基地, 以保障

我国资源供应的战略安全, 支持国内产业

结构调整。其次,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 转

移国内产能过剩产业, 将国内如纺织、服

装、家用电器等产能严重过剩的产业转移

至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最后, 积极投资

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产业, 利用国外先进

技术和人力资本, 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

化。

第四、大力发展服务业

加快发展服务业的战略意义有三点：

一是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对于在实现经济

快速增长的同时，降低经济发展对资源、

能源的高度依赖具有战略意义。相对而

言，服务业资源、能源投入较少。二是现

代服务业的发展对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具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三是吸纳就业能力

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对于创造大量的

就业机会，缓解持续的就业压力具有现实

意义。

产业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表明，现代

服务业加速发展期一般发生在一个国家的

整体经济由低收入向中上等收入水平转化

的时期。在该时期，逐步发达的现代服务

业可以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供良好的创

业氛围，并与现代制造业形成互动机制，

从而强力拉动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在两型社会建设下，我国迫切需

要加快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

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结语
产业结构调整应面向市场，依靠科技

进步，转变增长方式，实现优化升级。将

全局性调整与区域性调整相结合，市场导

向与行政手段相结合，注重发挥市场导向

作用，促使资源向优势产业集中。合理的

产业结构，是三大产业协调发展，区域产

业结构合理分布的重要法宝。我国目前的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还有很大空间，需要大

力发展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支柱产业，

逐步提高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

的比重，同时加速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型

产业，逐步转变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推动区域产业结构

和整体产业结构的进一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