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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产业结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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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2.1  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 

2.2  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的趋势和特点 

2.3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演变与省级区
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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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讨论 

产业 

产业分类 

产业结构 



4 

什么是产业？ 

使用相同原材料、
相同工艺技术的企
业集合。 

生产同类或有密切
替代关系的产品或
服务的企业集合。 

产业 
 
具有某种同类属性的
企业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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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有哪些分类？ 

两大部类分类法 

农轻重产业分类法 

霍夫曼的产业分类法 

三次产业分类法 

生产要素集约分类法 

产业地位分类法 

产业发展状况分类法 

标准产业分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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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产业分类法（Clark 大分类法） 

以产业发展的层次顺序及其与自然界的关系作
为标准。 

产品直接取 
自自然的物 
质生产部门 
 
农业： 
种植业、 
林业、牧业、 
渔业 
 

加工取自自然 
物质的物质生 
产部门 
工业： 
采掘业、制造业、 
自来水、电力、 
蒸汽、热水、煤气 

 
建筑业 

派生于有形物质财富 
生产活动之上的无形 
财富的生产部门 
物流业： 
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 
商业、饮食业， 
物资供销和仓储业 

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生活服务 
文化服务、教育服务 
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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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产业分类法 

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体系(International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of 
All Economic Activities，ISIC)从1948年
诞生至今,已经过多次修订，目前已成为世界
上对经济活动进行分类的最成熟、最权威、最
有影响力的产业分类标准。 

我国参照ISIC 3.1版（2001），结合我国产业
实际，于200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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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产业分类法ISIC 2.0版（1968） 

部门分类（10）      包含产业 

主要部门  1   农业、林业、狩猎和渔业 

主要部门  2   采矿和采石业 

主要部门  3   制造业 

主要部门  4   电、气和水 

主要部门  5   建筑业 

主要部门  6   批发、零售、餐馆和旅馆 

主要部门  7   运输、储存和通讯业 

主要部门  8   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务服务 

主要部门  9   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 

主要部门  0   无法充分描述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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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产业分类法ISIC 3.1版（2001） 

部门（17）包含产业        部门       包含产业 
A 农业、林业和狩猎          K 房地产、租赁和商务 
B 渔业                        活动 
C 采矿和采石业              L 政府管理、国防和 
D 制造业                      义务的社会保障 
E 电、气和水供应            M 教育 
F 建筑业                    N 医疗和社会服务 
G 批发、零售、汽车、        O 其他社区、社会和 
  摩托车、个人和家用产品修理  个人服务活动 
H 餐馆和旅馆                P 有雇工的私人家庭 
I 运输、储存和通讯业        Q 国外的机构 
J 金融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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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产业分类法ISIC 4.1版（2008） 

部门（21）包含产业 
A.农业、林业和渔业 
B.采矿和采石 
C.制造业 
D.电、煤气、蒸气和空调供应 
E.供水;污水处理、废物管理和补
救活动 
F.建筑业 
G.批发和零售贸易;机动车辆和摩
托车的修理 
H.运输和储存 
I.食宿服务活动 
J.信息和通讯 
K.金融和保险活动 

部门    包含产业 
L.房地产活动 
M.专业和科技活动 
N.行政和支助服务活动 
O.公共行政和国防;强制性社会保
障 
P.教育 
Q.人体健康和社会工作活动 
R.艺术、娱乐和文娱活动 
S.其他服务活动 
T.家庭作为雇主的活动;家庭自用、
未加区分的生产货物及服务的活动 
U.域外组织和机构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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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GBT4754-2002） 

部门（20）包含产业 
A农、林、牧、渔业                     

B采矿业 

C制造业 

D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E建筑业 

F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G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H批发和零售业 

I 住宿和餐饮业 

J金融业 

K房地产业 

 

部门    包含产业 
L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M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

业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O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P教育 

Q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R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S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T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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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包含产业 
C 制造业（30）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4食品制造业 
15饮料制造业 
16烟草制品业 
17纺织业 
18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19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20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
品业 
21家具制造业 
22造纸及纸制品业 
23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24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25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26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GBT4754-2002） 
部门    包含产业 
27医药制造业 
28化学纤维制造业 
29橡胶制品业 
30塑料制品业 
31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2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3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4金属制品业 
35通用设备制造业 
36专用设备制造业 
37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38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40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41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
业 
42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43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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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GBT4754-2011） 

部门 （20）包含产业 
A农、林、牧、渔业                     

B采矿业 

C制造业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E建筑业 

F批发和零售业 

G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H住宿和餐饮业 

I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J金融业 

K房地产业 

部门    包含产业 
L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M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O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P教育 

Q卫生和社会工作 

R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S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

织 

T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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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GBT4754-2011）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4食品制造业 
15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6烟草制品业 
17纺织业 
18纺织服装、服饰业 
19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
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
品业 
21家具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3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4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
业 
25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7医药制造业 
28化学纤维制造业 

2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3金属制品业 
34通用设备制造业 
35专用设备制造业 
36汽车制造业 
37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
输设备制造业 
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40仪器仪表制造业 
41其他制造业 
42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43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C 制造业（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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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产业分类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1） 

A 农业、林业、牧
业、渔业 
B 采矿业 
C制造业★ 

D电力、燃气及水
的生产和供应业 
E 建筑业 
…… 
…… 

R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 
S公共管理和社会
组织 
T 国际组织 

13 农副食品加工业 
…… 

27 医药制造业 
…… 

36汽车制造业 
37铁路、船舶、航
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备制造业 
38电气机械和器材
制造业 
39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 
43 

391 计算机制
造业★ 
392通信设备
制造业 
393雷达及配
套制造业 
394广播电视
设备制造业 
 
…… 

419 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3911计算
机整机制
造业 
 3912计算
机零部件
制造业 
 3913计算
机外围设
备制造业 
3914其他
计算机制
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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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产业结构？ 

结构是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稳定联系方
式。 

产业结构是指经济系统中各产业之间的
经济技术稳定联系方式，即产值、产量、
资金、劳动力等数量上的比例关系。 

不同的产业分类形成不同的产业系统，
具有不同的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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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  

2.1.1 工业化过程中的重工业化规律 

2.1.2 三次产业比重变动规律 

2.1.3  主导产业转换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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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工业化过程中的重工业化规律 

1931 年 ， 德 国 经 济 学 家 霍 夫 曼 （ W.G. 

Hoffmann）出版了《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

一书，将工业划分为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品工
业;将消费品工业净产值与资本品工业净产
值的比称为霍夫曼比例或霍夫曼系数，建立
了著名的“霍夫曼定理”：随着一国工业化
的进展，霍夫曼比例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 

霍夫曼比例或系数= 
资本品工业净产值

消费品工业净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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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工业化过程中的重工业化规律 

霍夫曼比例越小，重工业化程度越高，工业
化水平也越高，霍夫曼通过对20多个国家大
量数据的计算分析，把工业发展划分为4个阶
段。  

霍夫曼比例及工业化阶段划分 

阶段 第一
阶段 

第二
阶段 

第三
阶段 

第四
阶段 

霍夫
曼 

比例 

5

（±
1） 

2.5

（±
1） 

1

（±
0.5） 

1以
下 

第一阶段：消费品工业占统治
地位，资本品工业不发达 

第二阶段：资本品工业的增长
快于消费品工业的增长，但消
费品工业的规模仍然比资本品
工业的规模大。 

第三阶段：资本品工业继续比
消费品工业更快地增长。 

第四阶段：资本品工业的净产
值已经超过消费品工业的净产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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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1991～1998年间（1993年除外），轻工业增速均快于重工业；从1999年

起，重工业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轻工业。  
1991年轻工业占整个工业的比重为48.9%，重工业比重51.1%；经过10多
年的发展，轻工业比重已经下降到35.7%，而重工业则相应的增加到64.3%。 
 2003年以后，我国明显已经进入重化工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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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三次产业比重变动规律 

(1) 配第一克拉克定理  

           (Petty--Clark theorem)  

1688年,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
廉·配第（W.Petty）出版了《政治算术》，提
出了不同产业之间收入差距会推动劳动力向更高
部门转移的思想。 

1940年，克拉克（C.G.Clark, 1905— ）出版了
《经济发展条件》，对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时
期三次产业劳动投入和总产出资料进行了系统整
理、比较和分析，揭示了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
劳动力会从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继而向第三
次产业流动，进而导致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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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三次产业比重变动规律 

     (2)三次产业比重变动规律的库兹涅 
茨表述 
在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西蒙·库兹涅
茨（Simon Kuznets, 1901-1985）搜集和整理了
50多个国家的庞大数据，从劳动力和国民收入
在产业间的分布两个方面，进一步阐明了劳动
力和国民收入在产业间分布变化的一般规律。  

于1965年出版了《增长与结构》，1971年出版
了《各国的经济增长》。 

获得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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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三次产业比重变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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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美国三次产业劳动力所占的分额的变动 
（1838-1965） 

1838 1929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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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三次产业比重变动规律 

图2-3 1960年59个国家的劳动力在三个部门所占份额 
（按人均GDP由低到高分8个组） 

72.3 107 1501 999 588 382 218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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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三次产业比重变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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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美国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时间序列考察 
（1839-1953） 

1839 1899 1929 1953 



26 

2.1.2 三次产业比重变动规律 

图2-1 国民生产总值的横断面考察 
（选57个国家，按1958年的人均GDP，从低到高分为8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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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三次产业比重变动规律 
(2)三次产业比重变动规律的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表述 
第一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随着经济
发展、年代的延续，在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同第一次产
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一样，处于不断下降之
中。 

第二次产业的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大体来看是上升的，
然而，第二次产业劳动力的相对比重，综合各国的情况，
则是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 

第三次产业的劳动力相对比重，几乎在所有的国家中均
呈上升的趋势，但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未必与劳动力的
相对比重同步上升，综合起来看，是略有上升且不是始
终如一地上升。  



28 

表2-4  三次产业演变状况概括 

  

 
劳动力的相对比
重（1） 
 

国民收入的相对
比重（2） 
 

相对国民收入（比较
劳动生产率） 

（3）=（2）/（1） 
 

  

 
时间系
列分析 
 

横 断
面 分
析 
 

时间系
列分析 
 

横 断
面 分
析 
 

时间系
列分析 
 

横断面分
析 
 

第 一
次 产
业 
 

下降 
 

下降 
 

下降 

 
下降 
 

(1以下) 

下降 
 

（1以下）
几乎不变 
 

第 二
次 产
业 
 

不确定 

 
上升 

 
上升 
 

上升 
 

(1以上） 

上升 
 

（1以上）
上升 

 

第 三
次 产
业 
 

上升 
 

上升 

 
 
不确定 

微升 

(稳定） 

（1以上）
下降 
 

（1以上）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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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三次产业比重变动规律 

(3) 三次产业比重变动规律的钱纳里表述 
钱纳里（H. Chenery）通过复合回归计算得出了具有一
般意义的“标准结构”,发现结构变化的75%—80%发生
在人均GDP从100至1000美元(1964币值)这一区间，提出
了“发展型式”理论(1986)。 

钱纳里认为：工业化是整个经济系统的一个特征,在此
系统中,初级产品生产份额的下降由社会基础设施份额
以及制造业份额的上升所弥补。以不变价格计算,服务
业的份额几乎不变。 

在就业结构的变动方面,工业就业的增加远远低于农业
就业的减少,因此,劳动力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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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三次产业比重变动规律 
(4) 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讨论) 

 

第一次产业国民收入及劳动力的相对比
重趋于减少的原因? 

农产品的收入弹性较低； 

农业处于报酬递减状态；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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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三次产业比重变动规律 

(4) 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 

第二次产业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上升和劳
动力的相对比重大体不变的原因? 

消费结构变化使工业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
处于有利地位； 

国民收入的增长增加投资, 拉动生产资料
工业品市场，工业品市场的扩大又带动工
业的增长,从而进一步促进国民收入的增长； 

工业内部存在着排斥和吸纳劳动力的两股
力量势均力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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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三次产业比重变动规律 
(4)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 

第三次产业劳动力相对比重上升及国民收
入相对比重大体不变的原因? 

第三次产业的资本、技术的进入壁垒低； 

“服务”等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高; 

服务性产品差别小，因而该产业内竞争激
烈，不易形成垄断;服务产品附加价值少，
服务产品市场不断扩大而导致的国民收入
相对比重上升的有利因素，大部分被该产
业产品附加价值较小的不利因素相低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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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罗斯托的主导产业转换规律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
（W.Rostow）提出了主导产业转换规律。 

罗斯托认为，经济增长是部门过程并非是
总量过程。在经济增长的每个阶段，都有
一个或几个具有带动作用的产业部门，带
动各产业的增长.这个起带动作用的产业
部门称之为主导产业.主导产业的转换形
成了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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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罗斯托的主导产业转换规律 

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 非共产党宣
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一
书中将成长的各个阶段划分为： 

传统社会      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     起飞阶段 
 
 
高额群众消费时代                        向成熟推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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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罗斯托（W. W. Rostow）的经济
成长阶段及其相应的主导产业 

经济成长阶段 相应的主导产业 

传统社会阶段 绝大部分以农业为主体 

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 仍以农业为主体 

起飞阶段 纺织工业、铁路、建筑 

向成熟推进阶段 钢铁工业，电力工业 

高额大众消费阶段 汽车工业 

追求制质量阶段 服务业，城效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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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经济发展阶段的主导产业转换 

阶段 主导产业部门 主导产业群体或综合体 

第一阶段 棉纺工业 纺织工业、冶炼工业、采煤工业、早期
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 

第二阶段 钢铁工业、铁路修建业 钢铁工业、采煤工业、造船工业、纺织
工业、机器制造、铁路运输业、轮船运
输业及其他工业 

第三阶段 电力、汽车、化工和钢
铁工业 

电力工业、电器工业、机械制造业、化
学工业、汽车工业，以及第二个主导产
业群及各产业 

第四阶段 汽车、石油、钢铁和耐
用消费品工业 

耐用消费品工业、宇航工业、计算机工
业、原子能工业、合成材料工业，以及
第三个主导产业群各产业 

第五阶段 信息产业、建筑业、服
务业 

新材料工业、新能源工业、生物工程、
宇航工业等新兴产业，以及第四个主导
产业群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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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趋势及
特点 

2.2.1 产业结构演变的总体趋势及特点 

2.2.2 产业结构演进的阶段性特点 

2.2.3 十一五期间工业结构的变动特点 

2.2.4 工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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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总体趋势
及特点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产业结构演变的总
体趋势是：第一产业的收入比重和劳动
力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的收入比重和劳动力比重上升；近年来，
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上升较快，产业结
构演变的总体趋势和世界上其它国家产
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基本一致。（表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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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4 我国建国以来三次产业占GDP和劳动力的比重
（GDP按当年价格计算，劳动力按年底从业人数计算） 

年份 
 

 三次产业产值分别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 
 

 三次产业劳动力占全部劳
动力的比重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1952 
 

  50．5 20．9 
 

28．6 
 

83．5 
 

7．4 
 

9．1 
 

1957 
 

  40．3 29．7 
 

30．1 
 

82.2 
 

9．9 
 

9．8 
 

1970 
 

  35．2 40．5 
 

24．3 
 

80．8 
 

10．2 
 

9．0 
 

1978 
 

  28．1 48．2 
 

23．7 
 

70．5 
 

17．3 
 

12．2 
 

1980 
 

  30．1 48．5 
 

22.4 
 

68．7 
 

18．3 
 

13．1 
 

1985 
 

 28．4 43．1 
 

28．5 
 

62．4 
 

20．8 
 

16．8 
 

1990 
 

  27．1 42.6 
 

32.3 
 

60．1 
 

22.4 
 

18．5 
 

1995 
 

  20．6 48．6 
 

32.7 
 

52．2 
 

23．0 
 

24．8 
 

2000  14.8  45.9  39.3  50．0 
 

22．5 
 

27.5 
 

2005 
 

 12.6  47.5  39.9  44．8 

 

23．8 
 

31.4 
 

2012  10.1  45.3  44.6   36.7  28.7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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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总体趋势
及特点 

由表1-14可以看出，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除了以上的总趋
势，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工业化过程是基本一致的。第一产业比
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迅速上升，第三产业缓慢上升。 

产业结构中各产业变化过程曲折，具有不平衡性。从整个
的演变过程看，三大产业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尤其是在
有的阶段，第二产业发展迅速，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发
展缓慢甚至停滞。 

产业结构逐渐趋于合理化和高度化。但与其它国家相比，
依然存在着实现高度化的问题。如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劳动
力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中低收入国家同期的水
平。 

产业结构的状况和变化与体制状况和改革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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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阶段性
特点 

 

第一阶段：1952—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
划时期） 

农业比重下降；工业发展较快，比重上升；
第三产业略有上升。实际生活中，市场供
应比较充足，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明显
改善。工业建设如期完成了156项重点项目，
建立了过去没有的工业。（表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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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5  1952-1957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动  
  

 

三次产业产值分别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重 
 

三次产业劳动力占全部劳
动力的比重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1952 
 

50．5 
 

20．9 
 

28．6 
 

82.5 
 

7．4 
 

9．1 
 

1953 
 

45．9 
 

22.4 
 

30．8 
 

82.1 
 

8．0 
 

9．0 
 

1957 
 

40．3 
 

29．7 
 

30．1 
 

81 ．
2 
 

9．0 
 

9．8 
 



44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1 2 3 4 5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工业

建筑业

第三产业

交通、仓储、邮电

批发、零售和餐饮

1952-1956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动 

1952   1956 1953 1954 1955 



45 

2.2.2 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阶段性
特点 

第二阶段：1957—1978年 

农业发展缓慢，工业发展迅速，第三产业
停滞萎缩。在数量比例上，工业比重迅猛
上升，农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下降。
劳动力比重时升时降。从实际生活看，农
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主要农产品限量供
应。后来发展到工业品也凭票供应。轻工
业品供应不足，商业网点少（表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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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6 1957-1978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动  
  

 

三次产业产值分别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重 
 

三次产业劳动力占全部劳
动力的比重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1957 
 

50．5 
 

20．9 
 

28．6 
 

81 ．
2 
 

9．0 
 

9．8 
 

1962 
 

39．4 
 

31．3 
 

29．3 
 

82 ．
1 
 

7．9 
 

9．9 
 

1965 
 

37．9 
 

35．1 
 

27．0 
 

81 ．
6 
 

8．4 
 

10．0 
 

1970 
 

35．2 
 

40．5 
 

24．3 
 

80 ．
8 
 

10．2 
 

9．0 
 

1975 
 

32．2 
 

45．7 
 

21．9 
 

77 ．
2 
 

12.5 
 

9．3 
 

1978 
 

28．1 
 

48．2 
 

22.7 
 

70 ．
5 
 

12.7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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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阶段性
特点 
第三阶段：1979年——1995年 

农业发展加快，产值产量有较快增长，比重先有
上升，然后缓慢下降。劳动力非农化取得成绩，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 
工业在前一阶段下降而后继续上升但速度缓慢。
主要是对以往第二产业比重过高进行矫正的同时，
其内部结构日趋合理化；传统产业比重下降的同
时，反映当代需求主流和技术主流的新兴产业如
电子、电气、汽车等出现并大幅度增长。 
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尽管在有的年份有反复，但
占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79年的21.4%上升到
1995年的30.7%增加了9.3个百分点。劳动力的比
重增加了12.2个百分点，几乎增加了一倍。（表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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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7   1979-1995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动  
  

 

三次产业产值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 
 

三次产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
比重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1979 
 

31．2 
 

47．4 
 

21．4 
 

69．8 
 

17．6 
 

12．6 
 

1981 
 

31．8 
 

46．4 
 

21．8 
 

68．8 
 

18．3 
 

12.6 
 

1983 
 

32.0 
 

44．6 
 

22．4 
 

67．1 
 

18．7 
 

14．2 
 

1985 
 

28．4 
 

42.1 
 

28．5 
 

62．4 
 

20．8 
 

16．8 
 

1987 
 

26．8 
 

42.9 
 

29．3 
 

60．0 
 

22．2 
 

17．8 
 

1989 
 

25．0 
 

42.0 
 

32．0 
 

60．0 
 

21．7 
 

18．3 
 

1991 
 

24．5 
 

42．1 
 

32.4 
 

59．7 
 

21．4 
 

18．9 
 

1993 
 

19．9 
 

47．4 
 

32．7 
 

56．4 
 

22．4 
 

21．2 
 

1995 
 

20．5 
 

48．8 
 

30．7 
 

52．2 
 

22.0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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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阶段性
特点 

第四阶段:1996年以后 

第一产业产值增幅减慢，农民增收幅度减缓，农业基础
不稳定，但内部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且效果明显。种植
业生产在农业中的比重下降。以粮食种植为主的结构转
向粮食、经济和其它作物共同发展的结构。畜牧业、水
产业、林业、副业发展速度加快。农产品加工业正逐渐
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 

第二产业中，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发展速度加快，电子
和通讯产品制造业增长速度居各行业之首，切一直保持
领先地位。汽车工业、石油工业等增长速度迅猛。 

第三产业增速总体保持平稳。但第三产业内部在传统的
邮电通信、商业饮食服务业、金融保险业继续发展的基
础上，房地产业、教育、旅游、信息等产业发展迅速。
（表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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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8    1996-2011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动  
  

 

三次产业产值分别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重 
 

三次产业劳动力占全部
劳动力的比重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1996 
 

20．4 
 

49．5 
 

30．1 
 

50．5 
 

23．5 
 

26．0 
 

1998 
 

18．6 
 

49．3 
 

32．1 
 

49．8 
 

23．5 
 

26．7 
 

1999 
 

17．6 
 

49．4 
 

33．0 
 

50．1 
 

23．0 
 

26．9 
 

2000 
 

15．1 
 

45．9 
 

39．0 
 

50．0 
 

22．5 
 

27．5 
 

2005 
 

12．2 
 

47．7 
 

40．1 
 

44．8 
 

23．8 
 

31．4 
 

2006 
 

11．3 
 

48．7 
 

40．0 
 

42．6  
 

25．2 
 

32．2 
 

2012      10.1      45.3      44.6     36.7     28.6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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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中国“十一五”时期工业结构
变动的状况和特点 

（1）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深化发展阶段 
消费结构正逐步从“吃、穿、用”为主向住房、汽车
等为代表的“住、行”为主升级，必然带动重化工业
和高附加值、高加工度、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进一步
发展。 

按照发达国家的工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普遍规律，中
国现阶段应进入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为主的工业
结构，但目前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非技术密集型行业仍
是中国工业主体。 

这一结构现状是否合理？ 

取决于重化工业阶段、消费升级和资源票赋等各种因
素的对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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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中国“十一五”时期工业结构
变动的状况和特点 

（2）外部环境对中国工业发展和结构调整
的影响程度加深 
绿色化趋势：全球气候变化、国内资源短缺等既是中国
工业发展的约束条件，也是推动中国工业向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方向发展的动力。国家“十一五”规划
将单位GDP能耗下降20%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10% ,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等作为约束性指
标，必然促使中国工业结构更加绿色化。 

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变：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从
2008年4季度开始，中国工业出现了增长速度大幅下
降、经济效益下滑的局面。政府4万亿的投资，保证了
2009年GDP实现8.7%的增长。 

带来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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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中国“十一五”时期工业结
构变动的状况和特点 

（3）市场机制引导结构调整升级的力量有所增强 

鉴于现阶段劳动密集型行业比资本密集型行业经济效益更
好，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中国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仍有
其合理性;当前技术密集型行业在经济效益上也不一定比
非技术密集型行业好，非技术密集型行业成为中国工业的
主体仍有其必然性。 

在所有制结构上，非国有内资企业比重之所以不断上升，
也是因为其经济效益更好。 

中国产业组织之所以难以进一步优化，一个重要原因是大
企业在经济效益上并不比中小企业好。 

产业政策怎样才能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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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中国“十一五”时期工业结
构变动的状况和特点 

（4）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逐渐显现 

技术密集型行业占整个工业的比重上升：2008年技术密
集型行业的企业数、增加值、总资产、利润总额、从业人
员占整个工业的比重比2005年分别上升2.03 , 0.74 , 
0.29 , 4.93和2.63个百分点。 

大量先进工艺的采用，促进了产业技术进步。 

推动工业节能减排：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
应业在整个工业中所占比重下降；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
收加工业所占比重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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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中国“十一五”时期工业结
构变动的状况和特点 

（5）传统产业信息化趋势加强 
电子信息产业高速增长：2006-2010年，电子信息产业
的产品销售收入、工业增加值、利润总额、进口总额和
出口总额均保持20%左右的高速增长态势。 

国家信息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信息技术在农业、服务业
和社会各领域的应用进一步深化，2007年以来国家信息
化投资占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接近10%。 

应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大
中型工业企业购买使用微电子控制设备的比重不断上
升，微电子控制设备占企业固定资产原价比重已从2005
年的8.64%上升到2007年的10.06%，占生产经营用
设备原价比重则从2005年的12.13%上升到2007年的
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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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工业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  

（1）区域产业同构引发的资源低效率配置 

产业同构：“十一五”规划中，除了山西等资源富裕型
的少数省份以外，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将电子信息、汽
车、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行业作为重点发展的主导产
业。 

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方面形成
激烈竞争；建设项目小型化，企业规模不经济；低水平
重复建设使有关行业产品产销率低，引发同类企业过度
竞争。 

生产能力严重过剩：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近2亿吨，水泥
行业产能过剩约5亿吨，电解铝、造船、煤化工、平板
玻璃等行业均存在较突出的产能过剩问题。多晶硅、风
能设备等新兴产业因投资过度，也开始出现新的产能过
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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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工业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 
（2）重化工业中落后产能引发高能耗及高污染现象 

2003年以来，中国工业结构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 

中国重化工业化的推进方式具有粗放型和外延式特点。 

能源短缺：中国在2009年消费22.52亿吨石油当量，比
美国石油消费总量21.70亿吨高出4%，成为全球第一
大能源消费国。能源消耗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2007
年，工业部门消耗的4类主要的能源产品中， 94.8%的
煤炭、67.7%的液体燃料、73.3%的天然气和75.3%
的电力。尤其是冶金、化工、建材和石化部门，其工业
增加值的增长对能源消耗严重依赖。 

环境恶化：重化工业高能耗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污染
物，如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对不可再生资源依赖性
较大，再处理和回收力度不够，不仅带来巨大的浪费，
也使环境问题进一步加剧。中国在2007年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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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工业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  
（3）信息化成本过高 

制造成本：中国在国际分工深化和全球产业转移中承担
了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环节，使用的劳动力成本
较为低廉，但是大量的核心技术都需要从国外引进，核
心机器设备的使用需要相应的技术人员进行指导，而核
心的软件技术等也由于发达国家的控制而无法实现较大
范围的扩散。 

交易成本：中国长期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忽视，政府控
制着较多的资源，直接采用行政命令干预经济，市场体
系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无法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
序的市场秩序。 

使用成本：信息化程度提高带来的企业客户关系管理
(CRM)、供应链管理(SCM)、价值管理(VBM)等，都需要大
量的投资; 而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在信急化建设时往往自
我封闭、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缺乏统一的网络平台。
大量的产品信息、供求信息、技术数据等，都因为信息
流通渠道不畅而无法实现企业间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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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工业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 
 (4)“中国制造”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 

在外向型经济发展进程中，中国企业大多是加入购买者
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如服装、鞋类、家具等行业。企
业以较低价格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价格嵌入加工
组装环节，而技术、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研发设计和品
牌营销环节，则被国际大买家控制。 

中国本土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较低。 

高技术产业依然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由于产品内分工的
不断深入，高技术产业中存在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
节，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高技术产业中的“中国制
造”，其实包含了其他发达国家先进制造的成分。 

高技术产业出口产品的主体，大多数都是外资企业，国
有和民营的本土企业所占份额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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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概况（199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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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0 在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中外商
投资企业出口占比重 (2008)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比重7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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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
演变与省级区域比较 

2.3.1 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测度的评价指标
体系 

2.3.2 中国历年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演变 

2.3.3 2010年中国省域产业结构优化水平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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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测度的评价
指标体系 

区
域
产
业
结
构
优
化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低能耗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低污染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产业结构 

合理化指
标 

产业关联度：感应度系数、影响力
系数 

产业结构 

高级化指
标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高技术产业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
比重 
制造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产业结构 

生态化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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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中国历年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演变 

(1)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从《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
地区投入产出表》（2007）、《中国地区投
入产出表》（2005）、《中国投入产出表》
（2002）、《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011、2006）和《中国工业经济年鉴》（
2011-2001）等年鉴收集整理相关数据，应用
主成分分析方法和SPSS软件对我国2001-2010
年的优化水平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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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1中国2001-2010年产业结构优化水平
测度整理数据 

   指  标 

低能耗产业
产值占工业
总产值比重

（%） 

低污染产
业产值占
工业总产
值比重
（%） 

第三产业
增加值

/GDP（%） 

高技术产
业产值/

制造业产
值（%） 

制造业
产值占
工业总
产值
（%） 

关联度 

2001 46.04 52.24 40.4556 16.3365 78.6443 5.9478 

2002 45.98 52.61 41.4675 17.8019 76.5657 5.9478 

2003 45.46 50.57 41.2337 18.9587 76.2102 5.9478 

2004 46.05 50.76 40.3815 18.0901 69.0475 6.8096 

2005 46.49 50.57 40.5106 17.3062 78.9216 6.8096 

2006 52.02 50.55 40.938 16.761 79.143 6.8096 

2007 51.53 51.98 41.8915 15.6389 79.6354 7.0619 

2008 57.29 59.06 41.822 14.1608 79.4436 7.0619 

2009 55.18 55.18 43.3595 13.8495 79.5778 7.0619 

2010 53.45 53.45 43.1421 13.4512 79.5039 7.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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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中国历年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演变 

(2 )测算结果 

在表2-21的数据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变量进
行KMO和Bartlett球度检验，KMO检验结果为
0.652﹥0.6，球度检验显示sig.=0.000﹤0.05，因此
适合做主成分分析。通过SPSS19.0计算各相关矩阵的
特征值和贡献率，结果有两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
其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3.65%。 

将载荷矩阵中的数据除以主成分相对应的特征值开平
方根便得到每个主成分中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系数，并
据此求得特征向量，将特征向量与标准化后数据相乘
，得到每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并在此基础上，分别以
各因子特征值占所有公因子总特征值的比重作为权重
进行相加，得出综合主成分得分。（图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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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中国历年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演变 

2001-2010年中国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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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主成分得分

 2001-2010年中国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测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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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中国历年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演变 

（3）结果分析 

近十年来，产业结构优化总体水平有明显改善，从2001
年到2008年，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一路攀升，到2008年达
到最高值，2006-2010年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要明显优
于2001-2005年的总体水平。 

从综合主成分得分看，2009年、2010年的数值略有下降
，这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家颁布了十大产业振
兴计划，大力推动了传统产业的发展，使得产业结构生
态化水平由明显下降，从而影响了产业结构优化的水平
。 

因此，可以认为产业结构优化是产业结构生态化、产业
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任
何一方面发生改变，都将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整体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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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中国历年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演变 

（3）结果分析 

从反映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三个指标看，这十年来，我国
服务化水平略有提升,尤其在2009和2010年较以往几年
有较大提升，我国的加工度化水平略有上升，但近5年
保持稳定，2006年之后制造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基本
保持在79.5%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这十年期间，高技
术水平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2003年高技术产业产值占
制造业产值比重最高达到18.96%，到2010年该比重下降
至13.45%，这是由于高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低于制造业
整体的增长速度造成的。 

从产业关联度可知，我国产业部门的关联度从2002的
5.95提高到2005年的6.81，进而在2007年提高到7.06，
可见我国产业间技术经济联系在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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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中国历年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演变 

（3）结果分析 

从产业结构生态化指标看，自2001年之后的10年间，我
国的低能耗产业、低污染产业所创造的产值占国民经济
总产值比重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 

2001-2005各年低能耗产业总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
比例均低于50%，可见2006年之前，国民经济总产值更
多的是由高能耗产业所创造的，2006年-2010年低能耗
产业所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呈现波动上升，其占国民经济
总产值的比重均超过50%，2008年达到最高值57.29%，
同样，低污染产业在2000-2005年间，所创造的工业总
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一直徘徊在50%-51%之间
，2006年之后，该比重明显上升，2008年达到最高值
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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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2010年中国省域产业结构优化
水平比较 

（1）数据来源及处理 

从《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地区
投入产出表》（2007）、《中国高技术产业
统计年鉴》（2011）和《中国工业经济年鉴
》（2011）等年鉴收集整理相关数据，应用
主成分分析方法和SPSS软件对我国30个省域
2010年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进行测算。 

通过对各指标的数据进行搜集和整理，得到
2010年全国30个省域的产业结构优化测算的

原始数据，见表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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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2 2010年中国各省域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测度整理数据 
       

   指  标 

低能耗产业产
值/工业总产值 

低污染产业产
值/工业总产值 

高技术产业产值
/制造业总产值 

制造业产值/工
业总产值比重 

第三产业增
加值/GDP 

产业关联
度 

北京 0.6541 0.6542 0.2993 0.7299 0.7511 5.96 

天津 0.5627 0.6336 0.1696 0.7893 0.4595 6.19 

河北 0.4526 0.4513 0.0352 0.7691 0.3493 5.82 

山西 0.1782 0.1727 0.0394 0.5070 0.3709 5.00 

内蒙古 0.4105 0.4042 0.0297 0.5897 0.3606 4.48 

辽宁 0.5933 0.5933 0.0570 0.8291 0.3711 5.63 

吉林 0.7293 0.7339 0.0672 0.8258 0.3589 5.13 

黑龙江 0.5250 0.6484 0.0602 0.6128 0.3724 4.66 

上海 0.7640 0.7594 0.2601 0.8809 0.5728 6.61 

江苏 0.7308 0.7260 0.1970 0.8976   0.4135 6.38 

浙江 0.7482 0.7416 0.0834 0.7965 0.4352 6.40 

安徽 0.6500 0.6366 0.0476 0.7651 0.3393 4.98 

福建 0.7521 0.7385 0.1648 0.7262 0.3970 5.23 

江西 0.5512 0.5436 0.0904 0.8267 0.3303 5.13 

山东 0.6768 0.6781 0.0751 0.8214 0.3662 6.37 

河南 0.5778 0.5714 0.0467 0.7506 0.2862 5.60 

湖北 0.6684 0.6538 0.0713 0.8507 0.3791 4.74 

湖南 0.6168 0.6037 0.0605 0.8090 0.3971 4.54 

广东 0.7970 0.7965 0.3082 0.7959 0.4501 5.88 

广西 0.6085 0.5914 0.0561 0.7996 0.3535 4.49 

海南 0.4669 0.4622 0.0727 0.8531 0.4619 4.40 

重庆 0.7343 0.7311 0.0692 0.8398 0.3635 5.31 

四川 0.6528 0.6241 0.1211 0.7684 0.3509 4.90 

贵州 0.4193 0.3731 0.1352 0.5671 0.4731 4.80 

云南 0.4768 0.4647 0.0346 0.7580 0.4004 4.88 

陕西 0.4602 0.5388 0.1175 0.6521 0.3644 4.73 

甘肃 0.2775 0.3137 0.0217 0.7649 0.3729 4.67 

青海 0.1700 0.2695 0.0277 0.5684 0.3487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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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2010年中国省域产业结构优化
水平比较 

（2）测度结果 

在该原始数据基础之上，同样运用SPSS16.0进行综合
测算。其KMO检验的结果=0.730﹥0.6，Bartlett球度
检验结果，sig.=0.000﹤0.05，同样适合做主成分分
析。根据方差分解主成分提取结果可知，特征值大于1
的2个主成分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2.1%，因此可以采
用2个主成分来代替原来的6个指标。 

从方差旋转矩阵可见，第一主成分承载产业结构生态
化、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化指标的信息，第二主成分则
主要承载了产业结构高技术化、高服务化、关联度等
指标的信息。 

以此载荷矩阵求得2010年30个省市的综合主成分得分
，并对得分进行排名，详见表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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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3  2010年我国省域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测度
结果及排名 

地  区 
综合主成
分得分 

排  名 地  区 
综合主成
分得分 

排  名 

北京 1.7801 1 湖南 -0.1695 16 

上海 1.5389 2 江西 -0.1901 17 

广东 1.0935 3 安徽 -0.2252 18 

江苏 0.8422 4 陕西 -0.2424 19 

天津 0.6703 5 河北 -0.2680 20 

浙江 0.5637 6 河南 -0.3103 21 

福建 0.3634 7 广西 -0.3175 22 

山东 0.2889 8 黑龙江 -0.3230 23 

重庆 0.0931 9 云南 -0.3509 24 

吉林 0.0338 10 宁夏 -0.4672 25 

辽宁 0.0001 11 内蒙古 -0.6947 26 

四川 -0.0394 12 甘肃 -0.7070 27 

湖北 -0.0703 13 新疆 -0.8178 28 

贵州 -0.0884 14 山西 -0.8429 29 

海南 -0.1685 15 青海 -0.974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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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2010年中国省域产业结构优化
水平比较 

（3）结果分析 

从我国省域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综合得分和排名看，北
京、上海、广东、江苏、天津、浙江、福建、山东、
重庆、吉林得分均大于0，位列全国前十，与全国其他
省域相比有较高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 

从区域分布看，有较高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10个省
级区域东部地区8个，东北地区1个（吉林），西部地
区1个（重庆）；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相对较低的省份多
位于西部地区。 

从2010年的综合排名看，位于后十位省市有8个来自西
部。因此，基于2010年的横截面数据比较，东部地区
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相对较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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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2010年中国省域产业结构优化
水平比较 

（3）结果分析 

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排名比较，各省市人均GDP排名
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排名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可
以分为四种情况（见图2-12）。 
          

    产      四 川（12,24）              北 京（1,2） 

    结      贵 州（14,30）              江 苏（4,4） 

    构 

    优      甘肃（27,28）               山 西 （29,18） 

    化      河南（21,22）               宁 夏 （25,17） 

    水      云南（24,29）               青 海 （30,22） 

    平                                                       河 北 （20,12） 

                                                     

                                                                                              人均GDP 

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排名与人均GDP排名象限图 

产业结构优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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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2010年中国省域产业结构优化
水平比较 

（3）结果分析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差异明显。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低的省域有
山西、青海、甘肃、新疆、宁夏等，说明2010年这些省域的工业总
产值更多是由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提供的，工业部门的发展对能源
消耗和环境的压力较大；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较高的省域有上海、
浙江、江苏、广东、福建等。 

产业结构高技术化水平最高的是广东省，其高技术产业产值占制造
业产值的比重达30.82%；最低的新疆仅为0.83%，该比重达到10%以
上的省市全国有9个；产业结构加工度化水平各省市均在50%以上，
江苏省最高达到89.76%，较最低的山西省高出40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最高的是北京，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
75.11%，远远超过其他省市，除上海和北京以外，其他城市的第三
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均没有超过50%；体现产业间技术经济关联水
平的产业关联度相对较高的省市分别为：江苏、山东、上海、浙江
、天津、北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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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讨论题 

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基本规律和动因是什
么？ 

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历程中，有哪些遵循
产业结构演变的共同规律，有哪些不同的
特点？ 

我国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存在哪些问
题，其原因是什么？解决的对策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