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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国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前调整‘

庞智强，李云发

(兰州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 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速度明显加快，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但与东部地区相比，产业结构仍较落后。当前，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存在三次产业结构发展极不平衡、轻工业

的发展严重滞后于重工业、制造业内部“三低一高”产业居多等问题。西部地区应转变片面强调发展第三产

业的观.氛，高度重视发展第二产业;要统一规划，加强区内的整体协调;要实现轻重工业的协调发展，并大力

发展能源深加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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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Aftertheimplementationofwesterndevelopment，theindustrialstructureadjustmentisobviouslyacceleratedand

industrialstructureischanged，however，comparedwitheastpartofChina，theindustrialstructureinthewestisstillback-

ward.Presently，theindustrialstructureinthewestpartofChinahasmanyproblemsinextreme1yunbalancedthreeindustries

structuredevelopment，thatlightindustryseriouslylagsbehindheavyindustry，”threehighratesandonelowerrate，，inmanu-

facturingindustryandsoon.ThewestpartofChinashouldchangetheideawhichunilaterallydevelopsthetertiaryindustry，

shouldemphasizedeveloPmentofthesecondaryindustry，shouldmakeoverallplanforcoordinatedeveloPmentinthewestre-

gion，shouldrealiz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lightindustryandheavyindustryandshouldlargelydevelopenergydeep一pro-

cessing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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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效果

    1.纵向看，调整步伐大大加快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产业结构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95年至1999年，第一产业增

加值和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年平均分别下降0.76
和0.5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和从业人员所占

的比重年平均分别上升0.74和0.77个百分点;而

20O0年至2O05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和从业人员所占

的比重年平均下降幅度分别上升到1.02和1.38个

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和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年

平均分别上升0.72和1.15个百分点。到2005年

底第一产业增加值和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分别下降

到17.69%和54.85%，第三产业增加值和从业人员

所占的比重分别上升到39.52%和30.16%。根据

产业结构演化理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人

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的比重将不断下降，第二、三

产业的比重将不断上升。因此上述变化表明了西部

地区产业结构逐步走向高度化，也说明西部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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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的实施对该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有明显的促进

作用。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也使得西部地区产业

结构的变化速度明显加快，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

化。1995年至1999年，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年均变化

率①为1.74%;而2000年至2005年，西部地区产业

结构年均变化率为3.98%，同期全国产业结构年均

变化率为3.21%。可见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幅

度不仅大于全国的变化幅度，而且远远高于开发前

的变化幅度。不仅如此，西部地区的产业集中程度

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分析表明，2005年底，西部地

区三次产业专业化指数②达到5.“%，比1999年增

大了1.59倍。

    2.横向看，地区差距依然明显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与过去相比有了较为明显的

优化，但与全国平均水平或东部地区相比还有较为

明显的差距。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第一产

业所占比重仍然相对较大，与东部地区相比仍有一

定的差距，但这种差距较西部大开发前有所缩小。

2005年西部地区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为17.69%，比

东部地区高9.58个百分点;而1999年西部地区第

一产业所占的比重为23.79%，比东部地区高n.19
个百分点。二是第二产业比重相对较小，工业化程

度较低，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且这种

差距有扩大的趋势。2005年西部地区第二产业所占

比重为42.7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21个百分点;

1999年西部地区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为41.01写，比

全国低5.48个百分点。三是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增

加值所占比重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东部地区的

差距尽管在缩小，但没有消除。2005年西部地区第

三产业生产总值所占比重为39.5%，比全国平均水

平低0.4个百分点。

    2。。5年，东、中、西三个地区的非农产业区位

商③分别为:1.05、0.95和。.91，可以看出，与其他两
个地区相比，西部地区非农产业区位商最小，说明西

部地区非农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进而说明该地

区的产业结构水平仍相对较低。当年西部地区三次

产业专业化指数为5.65%，而东部地区三次产业专

业化指数为17肠，东西部地区产业集中程度依然有

较大的差距。

    综上所述，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较以前有了明

显的变化，说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有力地促进

了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与东部地区相

比，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仍然较落后，调整步伐仍然

比较慢，实现本地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的问题

    1.西部三次产业结构发展极不平衡，第一产业

的地位依然较高，第二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而第三产

业发展相对超前

    通过对三次产业结构的分析发现，随着经济的

发展，西部地区第一产业的地位逐渐降低，但与此同

时，第二产业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而是第

三产业的比重在不断上升。由此判断，当前西部地

区的产业结构已经实现高度化，但这并不合常理。

产业结构理论认为，产业结构的演变首先是由第一

产业向第二产业转变，然后才是由第二产业向第三

产业的转变，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第二产业高

度发展的基础上的，也就是非物质产品的丰富是建

立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的。那么，西部

地区的发展为什么会出现这现象呢?这主要是受到

政府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政策的影响。在过去几年

里，无论是政府制定政策还是学术研究，都一味地强

调发展服务业，以提高产业结构的高度，使得市场的

调节作用得不到有效的发挥。

    2.西部地区轻重工业结构比例失调，轻工业的

发展严重滞后于重工业

    20o4年，西部地区重工业总产值占整个工业总

产值的76.87写，从业人员所占比重为75.72%，两

项指标都明显高于东部地区，按照霍夫曼工业化阶

段指数考核，西部地区已经进人工业化的最后阶段。

这显然也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相反这也恰恰暴露出

西部地区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即轻重工

业结构比例失调。

    从表1的后 3个指标可以看出，西部地区轻工

业的发展优势明显大于重工业，主要表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一方面，西部地区轻工业单位主营业务收人

所消耗的主营业务成本低于重工业，也低于东部地

区;另一方面，西部地区轻工业单位资金所创造的价

值要高于重工业，也高于东部地区。但从表1中的

前4个指标可以看出，与重工业相比，西部地区轻工

业的发展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造成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的因素可概括为两个方

面:一是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从宏观上

对全国产业结构进行计划布局，西部作为全国能源、

原材料的生产基地向东部地区调拨资源型产品，东

部地区则向西部地区输出加工型产品。二是在发挥

资源优势和以重工业为主的思维惯性下，西部经济

的发展忽视了产业结构演进的内在要求，西部地区

各级政府人为地超阶段推进重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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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004年西部地区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轻重工业结构时比表

轻工业 重工业

资金占全部产业资金的比例/% 19.85 80.15

产值占全部产业产值的比例/% 23.13 76.8?

资产占全部产业资产的比例/% 19.22 80.78

从业人员比重/% 24.28 75.72

主营业务成本与主管业务收入之比 0.79 0.84

按总产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万元/人 23.16 24。67

资金利税率/% 0.15 0.11

    注:本表数据是用《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在核算重工业的数据时，我们将工业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代码

(2002)》划分的41中类行业中的行业代码为06一11、25一26、19一40

和44一46的23个中类行业划为重工业，其它的18个行业划为轻工

业，这样划分与实际有所出入，即把部分轻工业划入到重工业中，但

是由此产生的误差较小，不会影响分析结果.

    3.西部地区制造业内部“三低一高”产业居多

    为了从更微观的角度考察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

状况，对西部地区制造业的内部结构作进一步的分

析是有意义的。分析发现西部地区制造业内部结构

存在以下四方面的问题:一是具有低技术水平的行

业较多，以能源加工(并且这种加工仅是一种初级加

工)为主的行业居多，与东部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2004年西部地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在制造业

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最大，而同期东部地区通信

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等制造业所占的比重

最大。二是低专业化程度的行业较多，专业化行业

少于东部地区，并且各行业间的专业化程度差异相

对较大。2004年，西部地区有13个行业的专业化系

数④大于1，而同期东部地区有17个行业;西部地区

专业化系数的标准差为0.676，而同期东部地区的系

数标准差仅为0.036。三是与东部地区相比，具有比

较成本优势的行业较少，即使存在比较成本优势的

行业，其优势也不太明显。2004年西部地区仅有食

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n个行业

存在比较成本优势;仅有饮料制造业和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造业两个行业的比较成本优势相对明

显，这两个行业的比较成本收人比率⑤分别为0.88

和0.89;还有20个行业不存在比较成本优势。四是

劳动生产率低的行业相对较多。与东部地区相比，

2004年西部地区各行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⑥的均值
为0.“，仅有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的比

较劳动生产率大于1，达到1.5。

    三、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

    1.转变一味片面强调发展第三产业的观.汽，高

度重视发展第二产业

    实践证明，在西部地区当前的经济技术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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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实现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发展，因此，必须遵循产

业结构演变理论，将工作的重心重新调整到加快第

二产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方向，以第二产业的发展

来促进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并进一步来实现本地

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2.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应该本着因地制宜

的原则，高度重视加强区内的整体协调，统一规划

    地区内不同的省市应根据具体的省情发展本省

的优势产业。一是要转变第一产业比重必须要小的

观念。西部地区有些省份第一产业有明显的比较优

势，例如青海和内蒙古的畜牧业、新疆的长绒棉、甘

肃河西走廊地带的粮食育种等，这些都是当地的优

势产业，也直接关系到本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乃至

全国与此相关的下游产业的发展，应进一步大力发

展。二是在发展旅游产业的问题上不能搞一窝蜂。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产业，

例如，西北地区的沙漠风光与古老文化、西南地区的

山水风光与独特的民族习俗和内蒙古的草原风光等

等都是独特的旅游资源。但是，脆弱的生态环境决

定了在西部地区不适宜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旅游开

发一定要注意环境的承载力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3.调整偏重重工业发展的思路，重视轻重工业

的协调发展

    西部地区轻重工业结构比例失调，并非由重工

业发展过快所造成，而主要是由于轻工业发展相对

过缓引起的。因此，在进行轻重工业结构调整过程

中，不是抑制重工业的发展，而是在重工业发展的同

时，加大对轻工业的支持力度。一方面，当前西部地

区的重工业企业大都存在生产技术水平低和生产设

备老化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生产率水平的

提高，对这些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应是当前西部地区

重工业发展的首要任务。另一方面，加快轻工业的

发展应是当前西部地区的工业结构调整重点，对此

必须进行深人的探讨。同时各级政府也应该转变职

能，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并且改变那种“只有发展重

工业才能加快发展”和“要发挥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

就是进行资源开发”的观点。

    4.要大力发展能源深加工行业

    西部地区能源产业不应仅仅停留在以能源开发、

和能源粗加工为主的阶段，应大力发展能源深加工

行业，逐步形成一个从资源开发到粗加工再到深加

工的产业链，使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

势和经济优势。这不仅可以解决轻重工业比例失调

的问题，还可以促使制造业向高附加值方向迈进，带

动整个制造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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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应促进军工产业和民用产业相结合，以

促进民用产业的发展，这应该是西部地区产业调整

的一个方向。西部地区存在一大批军工企业，军工

企业生产技术水平较高，只要能有效地解决军事机

密等问题，就能有效实现军工产业和民用产业的结

合，从而极大地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

  部门1在整个产业中所占的比重，下标1、2分别为不同的

    区域。

⑤比较成本收入比率可以反映地区某产业的成本优势，计算

  公式为:b一鱼，其中，p，和p:分别表示某产业的产品梢
                    P2

售成本与产品稍售收入，P，和P:分别表示不同的地区。

⑥比较劳动生产率可以反映某地区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低

状况·计算公式”:“一会，其中‘表示某”业的劳动生产
注 释:

①产业结构变化率可以反映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结构的变

  化程度。计算会式为:‘一习}ql一qZ}，其中，q为区城
  某产业部门1在整个产业中所占的比重。下标1、2分别表

  示两个不同的时期。

② 产业专业化指数可以反映地区产业专业化程度或产业集

                                叉:‘In:;
  中程度。计算公式为:SPI=(1+三已二‘二二)x100，凡表示        _，一.-.，.一一、，，·一一 、一‘ Inn

率，1和2分别表示不同的地区。

第1个产业部门的产值比重，n为产业部门数。

③ 非农产业区位商可以反映了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水平。计

  _、二 (加2+y。)/又(，:+，3)‘，
  异万活为，v二一一一一甲下芍犷赞一一.一，共甲，苏，、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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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最低的一种组织形式，是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

最优的制度选择，因而是我国农产品流通的主导交

易方式。在此种交易方式下，由于龙头企业与农户

间互利性契约安排的存在，使有限理性、机会主义、

不确定性和小数目条件等因素的对市场的实际影响

大为降低，使其具有最低的市场交易成本。但由于

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尚未发明一种可行的权威的计

算交易成本的方法，因此今后研究的方向应该是构

建计量经济模型，计算出各种交易方式的交易成本，

选择交易方式最优的制度安排。农户通过企业与消

费者进行间接交易可以带动的农户数量多，产品附

加值外向度高，市场信誉效益好，农户收人增加快。

同时，大型龙头企业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强，能够维

持长期稳定的“企业+农户”合作关系，能较好地协

调企业与农户的经济利益关系，因此我国农产品交

易应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来主导。当前，我国农

户长期通过政府与消费者进行间接交易形成城乡

“二元结构”和统购统销的农产品流通体制，使得农

户缺乏市场意识、走向市场的能力非常弱，在市场交

易中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和风险，存在极高的市场交易

成本。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组织恰好可以极大

地提高交易效率，大幅度降低了农户的市场交易成

本，显示出其在制度安排方面的巨大优势。当前最主

要的任务应是完善“企业十农户”的交易模式，龙头企

业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建立和完善企业法人

治理结构，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降低内生交易成本;政

府应减少干预，实现“企业+农户”交易方式的市场化

运作;加强法制建设，加大政府的监管力度，对违约的

龙头企业和农户坚决惩处甚至迫使其退出市场，提高

契约的约束力和履约率，维护市场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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