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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４０年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迁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快速增长，在获得了大量的充分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中国发

展的奇迹。但是，这种发展是以各行业及各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增长为前提的，发展中存在着明显的区域格局固

化、二元结构扭曲、供需矛盾突出等结构性失衡问题。发展的不平衡与增长的高速度交织在一起，导致区域间经济社会

发展分化非常明显，经济结构逐渐扭曲。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逐步向下调整，宣告了一个中高速增长新时代的到来；

改革开放４０年的前半段高速增长奇迹和后半段增长放缓既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结果，也是结构变化及过度扭曲的

集中爆发。改革开放４０年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充分说明，要进一步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要加大经济结构优化的力

度，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稳定的持续的发展新动能，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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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代百年多来，中华民 族 切 肤 之 痛 便 是 落 后 就 要

挨打。由 于 封 闭、保 守 及 落 后 的 腐 朽 制 度 和 观 念 桎

梏，２００多年前的 中 国 曾 经 拥 有 全 世 界１／３的 人 口 和

１／３的财富，当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中国却被西

方国家很快地甩到了后面，饱 受 后 起 的 西 方 列 强 之 经

济压榨与政治欺辱。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拥有世界 近

１／４人 口 的 中 国，再 次 被 西 方 发 达 国 家 甩 在 了 第 二 次

工业革命浪潮的门外，彼时 国 民 总 收 入 已 不 足 世 界 的

２％。发愤图强、保 留 球 籍 成 为 当 代 中 国 最 强 烈 的 发

展愿望与实际行动。作为 动 态 创 造 的 发 展，不 仅 能 够

打破既有的旧的经济社会 平 衡，也 会 促 进 其 向 更 高 质

量、更高层次 演 进。４０年 的 改 革 开 放，中 国 社 会 的 基

本矛盾已经从“人民群众日 益 增 长 的 物 质 文 化 需 求 同

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 矛 盾”，转 化 为“人 民 日 益 增

长 的 美 好 生 活 需 要 和 不 平 衡 不 充 分 的 发 展 之 间 的 矛

盾”。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 在 总 体 上 摘 掉 了 贫 穷 落 后

的帽子，极大 地 促 进 了 生 产 力 的 发 展，创 造 出 了 巨 大

的经济成就和社会财富；尤 其 是 北 上 广 深 等 一 线 的 国

际化大都市和东部沿海发 达 省 份 与 地 区 的 发 展，已 经

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４０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和激荡的

社会转型丰富了现代经济 学 理 论，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与 高 质 量 发 展 已 经 成 为 描 述 中 国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重

要关键词，长期持续的经济 增 长 实 践 使 得 中 国 问 题 越

来越受到世界的广泛关 注。改 革 开 放 以 来，中 国 逐 步

放开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经过４０年的努力，市

场经济在 国 民 经 济 运 行 中 的 主 体 地 位 已 基 本 确 立。

通过开放经济领域、引进 外 资、实 施 出 口 导 向 等 政 策，

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１０％左右，迅速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发 达 国 家 过 去 用 两 三 百 年 时 间 完 成 的

工业化进程，我们只用了４０多年。

经济增长是多 重 影 响 的 结 果 （库 兹 涅 茨，１９６６）。

主流经济学的解释不仅涉 及 总 产 出，而 且 涉 及 经 济 的

基本转型。对于人口和地 理 构 成，甚 至 对 于 更 重 要 的

社会组织结构，增长与经济 的 各 个 方 面 有 着 深 远 的 联

系（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２０１２）。４０年 的 高 速 增 长 中，中 国 也 遇

到了不少的困难和问题，其 中 最 关 键 的 问 题 就 是 结 构

性矛盾十分 突 出。具 体 表 现 为 出 口、投 资、消 费 在 国

民经济中的 不 匹 配，地 区 与 城 乡 经 济 发 展 不 平 衡，产

能过剩与产业结构不合理 同 时 并 存，政 府 调 控 不 适 应

市场机制等。中国在解决 这 些 结 构 性 矛 盾 的 同 时，也

面临着巨大的 资 源 环 境 压 力。４０年 传 统 经 济 增 长 方

式下的持续发 展，虽 然 取 得 了 丰 硕 的 物 质 财 富，但 造

成了资源能源消耗量均 偏 大，还 恶 化 了 自 然 环 境。这

样的经济增长注定是难以持续的，经济发展 必须尽快

实现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彻底改变传统的发展方式。

２０１０年中央决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２０１２年又指出经

济发展的重点 转 向 提 高 质 量 与 效 益；党 的 十 八 大 提 出

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十九大进一步强调，

必须要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中

国４０年经济快 速 增 长 奇 迹 以 及 近 年 来 出 现 的 增 速 放

缓，既是结构变化所引致的快速增长，也是不尽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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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扭曲的集中爆发及其调整。

二、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历史演进

改革开放４０年 来，中 国 经 济 的 快 速 增 长 是 以 各

行业以及区 域 间 的 不 平 衡 增 长 为 前 提 的。长 期 持 续

的高速发展被称为“中国奇 迹”，２０１０年，中 国 成 为 世

界第二大经 济 体。但 是，在 发 展 过 程 中，存 在 着 区 域

格局固化、二 元 结 构 扭 曲、供 需 矛 盾 突 出 等 结 构 性 失

衡问题。不平衡与高增长 等 结 构 性 问 题 相 互 交 织，导

致各地区经 济 分 化 非 常 明 显，经 济 结 构 逐 渐 被 扭 曲。

近年来，中国 经 济 增 长 速 度 逐 步 向 下 调 整，宣 告 了 一

个中高速增 长 的 新 时 代 的 到 来。增 长 奇 迹 和 增 长 放

缓不应该被视为一个简单 的 经 济 周 期 现 象，而 是 结 构

变化及过度扭曲的集中爆发。

１．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

从１９４９年建国到１９７８年 改 革 开 放 前，中 国 是 一

个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发 展 中 国 家，第 一 产 业 在 国 家

图１　中国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７８年经济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局官网公布的ＧＤＰ及其指数绘制。

图２　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７８年三次产业比例变动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局官方网；汪海波著：《新中国工业界经济史》，经

济管理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总产值中占据绝大部分 的 比 例。建 国 以 后，党 中 央 领

导全国各族 人 民 实 现 了 由 革 命 战 争 转 为 经 济 建 设 的

工作重心转移。从１９４９年 到１９５４年，国 民 经 济 主 要

处于恢复时期。从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７８年为中国经济第一

个腾飞发展的阶段。

由图１可以看出，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７年，中国经济以

一个较为稳定的 速 率 增 长，在１９５８年 到１９５９年 经 济

有一个较快的增长；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６２年经济大幅下滑，

１９６２年到１９６６年 再 次 恢 复 到 一 个 快 速 增 长 状 态。

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６８年经 济 经 历 建 国 后 的 第 二 次 下 滑，在

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７５年，中 国 经 济 又 进 入 一 个 稳 定 的 增 长

期，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７６年经历第三次短期下滑，并在１９７６
年到１９７８年，经济恢 复 快 速 增 长。这 个 时 期，经 济 发

展具有明显的短期波动性。

在第 一 个 五 年 计 划 时 期，１９５２年 全 国 二 产 占

ＧＤＰ比 重 为２０．９％，第 二 产 业 与 第 一 产 业 的 比 例 为

２０．９∶５０．５；１９５７年二产比重上升到２９．７％，较１９５２
年上升８．８个百分 点，二 产 与 一 产 的 比 例

为２９．７∶４０．３。１９６０年 比 重 上 升 到 了

４４．５％，较１９５７年 上 升 了１４．８个 百 分

点，较１９５２年 上 升 了２３．６个 百 分 点，第

二产业与第一产业的比例为４４．５∶２３．４。

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５年 期 间，中 国 经 济 进 入 调

整 时 期。１９６５ 年 二 产 占 ＧＤＰ 比 重 为

３５．１％，二产与 一 产 比 例 为３５．１∶３７．９；

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６年，二产占ＧＤＰ比重上升

到１９７６年的４５．４％，１０年间增加了１０．３
个百分点；二 产 与 一 产 的 比 例 由１９６５年

的３５．１∶３７．９变为１９７６年的４５．４∶３２．８；

１９７８年二产占比进一步上升为４８．２％，较

１９７６年上升了２．８个百分点，工农业比重

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调。

２．改革开放到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确 立

期间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

从１９７８年 到１９８４年，中 国 一 产 平 均

占３０％以上，二 产 占４０％左 右。在 国 际 比

较中，中国第一产业 的 就 业 结 构 明 显 偏 高 ，

说明农业 具 有 巨 大 的 劳 动 力 吸 收 能 力 ，但

产值与就 业 不 匹 配，这 也 是 二 元 结 构 并 存

的根本原 因，产 业 结 构 的 转 型 仍 然 是 中 国

经济 增 长 过 程 中 需 要 关 注 的 一 个 重 要 问

题。由于 各 国 历 史 阶 段、技 术 和 体 制 的 不

同 ，经 济 结 构 变 动 的 波 动 过 程、持 续 时 间

以 及 经 济 增 长 过 程 中 结 构 变 动 的 表 现 也

会 有 所 不 同 ，这 反 过 来 也 决 定 了 不 同 的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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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水 平。发 展 中 国 家 之 间 虽 然 存 在 很 大 差 异 ，但 是

也 基 本 符 合 产 业 结 构 变 动 的 基 本 规 律。就 中 国 而

言 ，经 济 结 构 的 主 要 特 征 是 传 统 二 元 结 构 和 服 务 业

发 展 滞 后。

由图３可以看出，在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２年期间，中国

ＧＤＰ增速持续上涨。在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３年，中国 经 济

以一个相对稳定的速率上涨；从１９８３年到１９８８年，经

图３　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２年经济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官网。下同。

图４　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２年三次产业比例变动情况

图５　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１７年经济增长情况

济又进入了一个 快 速 的 增 长 期；１９８８年 到１９８９年 的

经济增速放缓，１９８９年 到１９９２年 经 济 再 次 出 现 快 速

增长。

１９７８年，随着十一 届 三 中 全 会 的 召 开，标 志 着 中

国 开 始 进 入 改 革 开 放 的 新 征 程。从１９７９年 开 始，中

国国内生产总 值 有 了 大 幅 度 的 提 升。改 革 开 放 前３０
年，中国经济发 展 不 平 衡 不 充 分，三 次 产 业 比 重 失 衡，

在１９７９年 到１９８２年 之 间，中 央 开 始 相 应

的经济调整工作，进行农业体制改革，带动

了农业的大发展。截止到１９７８底，中国一

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为２７．７∶４７．７∶２４．６；

１９８２年 一 二 三 产 业 产 值 比 重 为３２．８∶
４４．６∶２２．６。在１９７９年 到１９８２年，中 央

有计划的增加一产、放慢二产。１９８２年到

１９８５年，由 于 调 整 后 的 经 济 结 构 相 对 平

衡，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 恢 复 与 协 调 发

展，到１９８５年 一 二 三 产 业 产 值 比 重 为

２７．９∶４２．７∶２９．４。１９８５年 到１９９２年，

改革由市场取向发展为全面展开，到１９９２
年底一 二 三 产 业 产 值 比 重 已 变 成２１．３∶
４３．１∶３５．６。

３．确立社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以 来 的 经

济增长与结构变化

确立建立市场经济 体 制 之 后，中 国 经

济增长开始步入转型升级 的 轨 道，实 现 了

持续高速的增长，带动了世 界 经 济 的 有 力

发展，重塑了 世 界 经 济 格 局，２０１６年 中 国

对世界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超 过 了４１％。

国内经济 发 展 也 从 高 波 动 高 增 长 走 向 了

低波动的中高速增长，经济 发 展 进 入 了 新

时代。

由图５可 以 看 出，从１９９３年 到２００４
年，中 国 经 济 稳 定 增 长，２００４年 到２００８
年，经济增速明显加 快。由 于 全 球 金 融 危

机，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０９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明

显有所放缓。加上当 时４万 亿 的 刺 激，中

国的经济虽然没有明显 的 下 滑，但 产 生 了

一 系 列 问 题，如 产 能 过 剩、金 融 风 险 加 大

等问题，也是后来推进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的主要原因。
从图６可 以 看 出，在１９９２年 确 立 市

场 经 济 后，中 国 的 一 产 占 比 持 续 下 降，二

产基本保 持 平 稳。１９９３年 到１９９６年，第

二产 业 占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比 重 有 所 增 加，

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２年 又 有 所 下 降；２００２年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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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１７年三次产业比例变动情况

２０１７年，又有 几 轮 小 幅 度 的 上 下 变 化。１９９３年 确 立

市场经济后，三产稳 步 以 相 对 较 快 的 速 率 发 展。１９９３
年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为１９．３∶４６．２∶４３．５，到２０１７
年第 一 产 业 占 比 已 降 到 １０％ 以 下，而 三 产 也 超

过５０％。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分析

用经济结构解释中国 经 济 增 长 的 实 践，重 点 在 于

考 察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要 素 构 成 与 变 化 以 及 经 济 空 间 结

构分布的增长效应的识别，研 究 基 础 则 是 增 长 理 论 的

扩展和对中 国 经 济 增 长 不 同 视 角 的 研 究。结 构 主 义

经济增长理论表明，现代经 济 增 长 本 质 上 是 由 一 个 产

业部门的变 化 而 引 起 的 增 长 过 程。如 果 说 新 古 典 的

总量增长是一种均衡增长 的 话，那 么 结 构 主 义 经 济 增

长则是一种非均衡增长。

在非均衡增长过程中，由 于 各 增 长 要 素 之 间 存 在

边际利益差异，因此必然存 在 资 本 和 劳 动 力 在 不 同 部

门之间的转 移 和 流 动。从 低 收 益 部 门 到 高 收 益 部 门

的生产要素 流 动 是 不 平 衡 发 展 的 必 然 结 果。结 构 效

应是不可避免的，结构变量 被 认 为 是 影 响 现 代 经 济 增

长的重要因 素。因 而 结 构 主 义 增 长 理 论 以 新 古 典 增

长公式为起点，在考察结构 变 量 对 经 济 增 长 意 义 的 基

础上，引入结 构 因 素 重 新 解 释 经 济 增 长，其 著 名 的 结

构主义经济增长函数是：

ＧＹ＝Ｆ（Ｉ
Ｙ

，ＧＬ，Ｘ３，ＸＡ，ＸＥ，ＸＦ，ＸＤ）

其中 ＧＹ 表 示 经 济 增 长 速 度，Ｉ／Ｙ 表 示 投 资 同

ＧＮＰ的比率（资 本 存 量 增 长 的 替 代 变 量），ＧＬ表 示 劳

动力的增长，Ｘ３表示劳动质量的度量，ＸＡ表示劳动 或

资本自农业转移的度量，ＸＥ表 示 出 口 增 长 的 度 量，ＸＦ
表示国际收支逆差的度量，ＸＤ表示发展水平的度量。

除了劳动力和资本之 外，由 这 种 增 长 函 数 关 系 检

验的解释变量还引入了结 构 变 量，如 资 本 和 劳 动 力 再

分配。因此，函 数 关 系 表 明，结 构 主 义 经 济

增长函数 把 经 济 增 长 过 程 看 作 要 素 投 入 和

结构转换共同促进的结果，从而分析结构 转

换及其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在 这 一 理 论 分

析的指导下，我们试图通过考察中国经济 增

长和结构转变，建立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 的

相关函数，并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 之

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分析和描述。

１．经济增长模型设定

在关于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的 文 献 中，

钱 纳 里 （Ｃｈｅｎｅｒｙ）和 赛 尔 昆 因 （Ｓｙｒｑｕｉｎ）

（１９７５）运用历史分析 法，分 析 了１００多 个 国

家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并建立了以下 的

回归模型：

Ｘ＝ａ＋ｂｌｎＹ （１）

其中，Ｘ表 示 各 产 业 部 门 的 产 值 或 就 业 占 国 民

生产总值（ＧＮＰ）或总就业的份额，Ｙ表示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ｂ表 示 相 对 于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的 结 构 变 动 的

测度。

钱纳里和赛 尔 昆 因 研 究 了 产 业 结 构 随 经 济 增 长

的变化规律，即 在 不 同 人 均 ＧＮＰ水 平 上 不 同 国 家 的

产业结构水平及其差异，而 我 们 要 研 究 的 是 随 着 结 构

变化的经济增长过程。因 此，钱 纳 里 和 赛 尔 昆 因 的 经

济增长和结 构 转 变 模 型 不 是 反 映 影 响 经 济 增 长 的 结

构转换的理 想 模 型。为 了 描 述 结 构 转 变 与 经 济 增 长

之间的数量关系，我们假定 结 构 转 变 与 经 济 增 长 函 数

如下：

ＧＹ＝Ｆ（ＳＩ） （２）

其中，ＳＩ表 示 结 构 变 化 指 数，是 对 一 国 产 业 结 构

时序变化的 测 度。通 过 转 化 钱 纳 里 和 赛 尔 昆 因 经 济

增长与结构变化的回归模 型，从 而 可 以 将 结 构 转 变 与

经济增长的函数关系式具体化：

ＧＹ＝ｅＣ＊ＳＩ－１ （３）

其中，Ｃ为 结 构 变 化 的 经 济 增 长 率 的 斜 率，表 示

结构变化对经济 增 长 的 影 响 大 小；如 果Ｃ为 正 值，表

明结构变化 对 经 济 增 长 具 有 正 效 应，反 之，则 是 负 效

应。从而（３）式成为测度 一 国 产 业 结 构 变 化 影 响 经 济

增长的函数。

由于只考虑 经 济 增 长 过 程 中 的 以 生 产 结 构 为 主

的结构变量，包 括 需 求、贸 易、生 产 和 就 业，也 就 是 广

义的宏观产业结构。而资 本、劳 动 力 和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的变化均被排除在模型之 外，因 此 从 模 型 结 构 的 角 度

来看，这是一 个 纯 粹 的 结 构 模 型，它 主 要 关 注 经 济 增

长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并 且 由 于 假 定 相 关 的 供 给 因

素是固定的而被排除在结构模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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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结构变化指数，在 模 型 中 是 按 照 如 下 定 义 测

度的，假设结构变化指数为ＳＩ，则

ＳＩ＝∑｜ＳＩｉ－ｔ－ＳＩｉ－ｔ－１｜ （４）

其中，ＳＩｉ－ｔ代 表ｉ产 业 部 门 在 整 个 产 业 中 的 百 分

比，ｉ代表不 同 年 份。结 构 变 化 指 数 实 际 上 是 对 结 构

变化量值测 度 的 具 体 化。美 国 布 鲁 金 斯 学 会 高 级 研

究员罗伯特 !劳伦斯在《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ｐｅｔｅ》书 中 也

采用该产业结构变化指数分析美国产业结构变化率。

２．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变化

１９７８以来中国经 济 发 展 的 显 著 特 点 是 结 构 变 动

率高，对应这 种 高 的 结 构 变 化 率 是 高 的 经 济 增 长 率。

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 已 从 总 量 驱 动 转 向 结 构 性

促进，结构 性 因 素 已 成 为 导 致 和 加 速 增 长 的 重 要 变

量。如表１所 示，在 要 素 投 入 水 平 相 同 的 情 况 下，由

要 素 投 入 结 构 变 化 引 起 的 产 业 转 型 已 经 开 始 导 致 和

加速经济增长。因此，结构 转 型 的 速 度 已 成 为 解 释 经

济增长速度的重要因素。

从下面结构 指 数 和 经 济 增 长 速 度 的 趋 势 图 可 以

看出，两者变化趋势一致，除 个 别 年 份 外，大 部 分 时 间

段的经济增长率和结构 变 化 指 数 基 本 一 致。这 表 明，

结构变动指数与经济增长 速 度 之 间 存 在 着 定 量 关 系，

这种依赖关系 是 上 述 模 型 中 的ＧＹ＝Ｆ（ＳＩ）函 数 关 系。

结构性经济增长理论通过强调结构效应和充分细化经

济增长过程来解释经济增 长 过 程，从 而 将 结 构 变 量 引

入经济增长过程，引起经 济 增 长 函 数 的 转 变。在 将 结

构变量设 置 为 宏 观 产 业 结 构 变 动 指 数 时 ，我 们 建 立

了新的经济增长函数ＧＹ＝Ｆ（ＳＩ），使 得 经 济 增 长 函 数

可以体现为ＧＹ＝ｅＣ＊ＳＩ－１。结构性因素是解释经济增

长的重要变量，它关注结构 变 动 与 经 济 增 长 的 对 应 函

数关系。

表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

年份
产业结构

一产 二产 三产
结构变化指数（ＳＩ） 结构变化影响Ｃ 经济增长率（ＧＹ）

１９７８　 ２７．７　 ４７．７　 ２４．６　 ５．４　 ０．４７９２１５６　 １２．３０

１９７９　 ３０．７　 ４７　 ２２．３　 ６．５　 ０．３４６３５２６　 ８．５０

１９８０　 ２９．６　 ４８．１　 ２２．３　 ２．２　 ０．９５６４２４６　 ７．２０

１９８１　 ３１．３　 ４６　 ２２．７　 ４．２　 ０．４０５８９２４　 ４．５０

１９８２　 ３２．８　 ４４．６　 ２２．６　 ３　 ０．７６７５２８４　 ９

１９８３　 ３２．６　 ４４．２　 ２３．２　 １．２　 １．９９８２４６１　 １０

１９８４　 ３１．５　 ４２．９　 ２５．５　 ４．７　 ０．５６１５０１６　 １３

１９８５　 ２７．９　 ４２．７　 ２９．４　 ７．７　 ０．３６９４６８８　 １６．２０

１９８６　 ２６．６　 ４３．５　 ２９．８　 ２．５　 ０．９２５０１４２　 ９．１０

１９８７　 ２６．３　 ４３．３　 ３０．４　 １．１　 ２．１２８９１４３　 ９．４０

１９８８　 ２５．２　 ４３．５　 ３１．２　 ２．１　 １．１９１１６　 １１．２０

１９８９　 ２４．６　 ４２．５　 ３２．９　 ３．３　 ０．４８１５８６４　 ３．９０

１９９０　 ２６．６　 ４１　 ３２．４　 ４　 ０．４４７９３９８７５　 ５

１９９１　 ２４　 ４１．５　 ３４．５　 ５．２　 ０．３９９８９２５９６　 ７

１９９２　 ２１．３　 ４３．１　 ３５．６　 ５．４　 ０．４８６０４９７４　 １２．８０

１９９３　 １９．３　 ４３．１　 ３４．５　 ３．１　 ０．８６０３９６１９　 １３．４０

１９９４　 １９．５　 ４６．２　 ３４．４　 ３．４　 ０．７４９８３６８２　 １１．８０

１９９５　 １９．６　 ４６．８　 ３３．７　 １．４　 １．７２５６５２７１４　 １０．２０

１９９６　 １９．３　 ４７．１　 ３３．６　 ０．７　 ３．３８６０６２４２９　 ９．７０

１９９７　 １７．９　 ４７．１　 ３５　 ２．８　 ０．８１５１３６５７１　 ８．８０

１９９８　 １７．２　 ４５．８　 ３７　 ４　 ０．５４３６８７９２５　 ７．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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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产业结构

一产 二产 三产
结构变化指数（ＳＩ） 结构变化影响Ｃ 经济增长率（ＧＹ）

１９９９　 １６．１　 ４５．４　 ３８．６　 ３．１　 ０．６７４７９４８７１　 ７．１０

２０００　 １４．７　 ４５．５　 ３９．８　 ２．７　 ０．８１３７８６８８９　 ８．００

２００１　 １４　 ４４．８　 ４１．２　 ２．８　 ０．７５５８０５５３６　 ７．３０

２００２　 １３．３　 ４４．５　 ４２．２　 ２　 １．０９８６１２３　 ８

２００３　 １２．３　 ４５．６　 ４２　 ２．１　 １．１０１２０７３３３　 ９．１０

２００４　 １２．９　 ４５．９　 ４１．２　 １．７　 １．３８３１６１９４　 ９．５０

２００５　 １１．６　 ４７　 ４１．３　 ２．５　 ０．９５５５０５１２　 ９．９０

２００６　 １０．６　 ４７．６　 ４１．８　 ２．１　 １．１７１２３２７６２　 １０．７０

２００７　 １０．３　 ４６．９　 ４２．９　 ２．１　 １．９８９０３０９５２　 １１．４０

２００８　 １０．３　 ４６．９　 ４２．８　 ０．１　 ２３．０２５８５１　 ９．００

２００９　 ９．８　 ４５．９　 ４４．３　 ３　 ０．７５７３７５３　 ８．７０

２０１０　 ９．５　 ４６．４　 ４４．１　 １　 ２．４２４８０２７　 １０．３０

２０１１　 ９．４　 ４６．４　 ４４．２　 ０．２　 １１．１５００７２　 ９．２０

２０１２　 ９．４　 ４５．３　 ４５．３　 ２．２　 ０．９８８５２３５　 ７．８０

２０１３　 ９．３　 ４４　 ４６．７　 ２．８　 ０．７７２６１５３５７　 ７．７０

２０１４　 ９．１　 ４３．１　 ４７．８　 ２．２　 ０．９６７３７８０４５　 ７．４０

２０１５　 ８．８　 ４０．９　 ５０．２　 １．８　 １．１４８２５７１１１　 ６．９０

２０１６　 ８．６　 ３９．８　 ５１．６　 ２．７　 ０．７５６００７５１９　 ６．７０

２０１７　 ７．９　 ４０．５　 ５１．６　 １．４　 １．４７６３３０５７１　 ６．９０

图７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结构变化指数与经济增长趋势图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绘制。

　　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 变 动 的 定 量 关 系 表 明，结 构

变动对经济增长具有正 向 影 响。因 此，加 快 结 构 转 型

不仅可以促进经济总量的 增 长，而 且 影 响 经 济 的 实 际

有效增长。自１９７８年 以 来，中 国 的 高 结 构 变 动 率 基

本上与这一 时 期 经 济 的 快 速 增 长 相 一 致。调 整 优 化

结构和经济快速增长相 互 促 进。同 时，结 构 转 换 的 动

力学分析也表明，结构转换 也 具 有 推 动 和 实 现 长 期 增

长的动力。经 济 发 展 方 式 的 转 变 在 经 济 增 长 理 论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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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经济增长函数的转 变，即 经 济 增 长 函 数 从 强 调

要 素 投 入 的 新 古 典 经 济 增 长 函 数 转 变 为 结 构 主 义 经

济增长函数。因此，促进经 济 增 长 的 关 键 是 建 立 一 条

依靠结构转型来加速增长 的 有 效 高 速 增 长 路 径，并 通

过实现结构性增长和定性 增 长 来 加 速 经 济 结 构 调 整。

因此，调整 和 优 化 经 济 结 构 是 促 进 经 济 发 展 方 式 转

变、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关键。

３．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特点

改革开放４０年 来，中 国 经 济 的 高 速 增 长 是 以 各

产 业 间 的 非 协 调 性 增 长 和 各 地 区 之 间 的 非 均 衡 性 增

长为前提的。经 济 结 构 是 中 国 产 业 及 各 地 发 展 的 深

层次原因，调整被扭曲的结 构 一 方 面 要 求 各 地 方 必 须

追求一定速 度 的 增 长，另 一 方 面，加 大 经 济 结 构 优 化

的力度，加快 推 进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实 现 社 会 公 平

公正，形成稳定持续的发展内生动力。
（１）增长的阶段性。中国经济增长过程具有明显

的阶段性，这是一个各种经 济 战 略 和 改 革 政 策 在 不 同

时期不同阶 段 得 到 不 断 试 验、不 断 推 广、不 断 产 生 巨

大生产力的 过 程。通 过 走 以 经 济 建 设 为 中 心 的 发 展

道路，东部沿 海 地 区 和 城 市 人 口 先 富 了 起 来，在 追 求

效率中实现了高增长；各地 区 蓬 勃 发 展 也 实 现 了 国 家

层面 经 济 社 会 的 发 展。前２０年 经 济 增 长 速 度 快，

１９８４年超过１５％；后２０年 经 济 增 长 相 对 平 稳，２０１２
年后经济增长明显低于原有的８％的既定目标。十九

大提出，中国经 济 已 由“高 速 增 长 阶 段”转 向“高 质 量

发展阶段”；这个转换实质 上 是 结 构 的 调 整、发 展 方 式

的转变，经济增长速度也自然随之而动。
（２）区域的梯度性。中国区域增长是在以省市为

单位的块状区域竞争中实 现 的，具 有 明 显 的 梯 度 性 发

展特征。１９７８年之后，经济发展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开

始逐渐向中 西 部 推 进。中 央 政 府 从 全 局 角 度 统 筹 考

虑改革与发展问题，而地方 政 府 更 立 足 于 当 地 情 况 施

策，客观上也 存 在 地 方 政 府 之 间 的 竞 争，结 果 只 能 是

加剧了区域 经 济 不 平 衡，导 致 结 构 性 矛 盾 不 断 累 积。

这种不平衡存在于地区 之 间，也 存 在 于 城 乡 之 间。以

城市发展带动区域发展，是 中 国 实 现 区 域 增 长 的 必 由

之路。然而，城 市 化 在 弥 合 城 乡 差 距 的 同 时，也 固 化

了城乡差别。一方面是对 资 本 和 劳 动 力 的 渴 求，另 一

方 面 是 将 农 村 劳 动 力 排 斥 于 社 会 福 利 之 外 的 政 策 与

行为，加大了精准扶贫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困难。
（３）改革的稳定性。中国的奇迹离不开经济体制

改革，中国发 展 道 路 的 探 索 本 身 就 是 一 个 实 验 过 程，

在探索中寻求中国自身 的 增 长 理 论。目 前，经 济 社 会

转型和深化改革的迫切 性 十 分 强 烈，稳 增 长、调 结 构，

推 动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一 直 是 动 能 转 化 的 根 本 推 动

力。自１９７８以来，中国 的 改 革 一 直 向 前，从 来 都 没 有

停止过。迅速 扩 大 的 数 量 增 长 掩 盖 了 许 多 结 构 性 矛

盾，大量的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被 用 作 经 济 调 控 的 重 要 手

段，从而影响 了 中 国４０年 的 区 域 经 济 均 衡 增 长。在

这个过程中，资 本 和 消 费 之 间 的 分 配 趋 于 不 平 衡，资

本比例继续 积 累，消 费 需 求 受 到 抑 制。在 增 长 之 外，

人民群众日 益 增 长 的 物 质 文 化 需 求 与 发 展 不 平 衡 之

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纯粹的 增 长 越 来 越 难 以 解 决 结 构

性矛盾。同时，由于各 地 区 政 府 发 展 战 略 的 不 同，东、
中、西部地区投资和消 费 结 构 存 在 显 著 差 异。在 政 策

或相关制度安排下，由结构 引 起 的 区 域 增 长 也 可 能 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国家的长期增长。
（４）影响的全球性。中国的崛起重塑了世界经济

的新格局。从新中 国 成 立 到１９７８年，中 国 的ＧＤＰ占

全球ＧＤＰ的 比 例 不 到５％，而 人 口 却 超 过１／５，人 均

ＧＤＰ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４，出口占世界的比重 不

到１％。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下

降到１８．８２％，占 世 界 ＧＤＰ的 比 例 从４．９％上 升 到

１４．８４％。相应地，中国的出口占全球出口的１３．２％，

人均ＧＤＰ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和世界上中等收入开放 国 家，正 在 完 成 向 高 收 入 经

济 体 的 转 变。中 国 在２００１年 加 入 世 贸 组 织 后，在 很

大程度上对 外 开 放 了 贸 易，推 动 了 对 外 贸 易 的 发 展。

这些变化逐渐增强了中国 经 济 的 市 场 力 量，更 容 易 适

应和参与外部竞争，增 强 自 身 的 增 长 弹 性。金 融 危 机

后，新兴市场 经 济 体 在 全 球 ＧＤＰ中 所 占 的 份 额 超 过

发达经济体。在 全 球 ＧＤＰ增 长 中，中 国 贡 献 了３０％
以上，金砖四国 贡 献 了６０％，全 球 经 济 呈 现 出 新 的 增

长格局。时值 全 球 诸 多 国 家 受 到 美 国 惩 罚 性 关 税 的

威胁或报复，以中国 为 首 的 许 多 ＷＴＯ成 员 重 申 多 边

贸易体制，主 张 贸 易 自 由 化，正 在 成 为 维 护 全 球 化 的

重要力量。

四、结语与展望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一些传统要素的比较

优势，如劳动 力、土 地、资 源 和 政 策 等 要 素 最 为 明 显，

中国工业实 现 了 高 速 增 长。随 着 中 国 工 业 化 的 加 速

推进、工业经济规模 的 迅 速 扩 张，多 种 生 产 要 素 的 供

需形势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原 先 支 撑 工 业 增 长 的 传 统

要素的比较优势已经逐渐开始减弱。１９９５年以来，中

国工业结构 开 始 呈 现 显 著 的 重 化 工 业 化 趋 势。一 个

大国经济体 以 重 化 工 业 的 发 展 为 主 来 提 高 工 业 发 展

水平，符合工业结构演 变 的 规 律。但 相 比 其 他 国 家 工

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中国 重 化 工 业 化 的 推 进 具 有 明

显的粗放型 和 外 延 式 的 特 点，并 且 资 源 消 耗 高、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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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大等 问 题 随 着 重 化 工 业 不 断 扩 大 被 迅 速 放 大。

在中国的 工 业 增 长 中，资 本 增 长 起 到 了 决 定 性 的 作

用，持续的大规模投资提高 了 整 个 工 业 的 资 本 密 集 程

度，但是随着 资 本 投 资 的 增 加，一 些 劳 动 密 集 型 行 业

出现了资本 排 挤 就 业 的 情 况。劳 动 力 仍 是 中 国 最 充

裕的生产要素，但在工业生 产 中 劳 动 力 使 用 比 例 的 下

降降低了中国在国际市 场 上 的 竞 争 能 力。近 年 来，工

业 中 出 现 的 重 复 投 资 和 过 度 竞 争 进 而 导 致 的 产 能 过

剩问题，严重影响到中国工 业 和 国 民 经 济 的 持 续 平 衡

发展，造成了 极 大 的 浪 费 并 降 低 了 资 源 的 使 用 效 率。

除传统产业外，因地方政府 为 新 兴 产 业 提 供 了 大 量 不

合理的优惠政策，导致了新 兴 产 业 也 开 始 逐 渐 出 现 重

复建设。碳纤维、风电、多 晶 硅、锂 电 池 等 一 些 新 兴 产

业领域已经先后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

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 对 外 贸 易 的 比 重 不 断 增 加，贸

易结构不断 优 化。但 中 国 在 国 际 分 工 中 的 比 较 优 势

仍在于较低的劳动力、土 地、资 源 和 环 境 成 本，以 技 术

为主导的竞争优势还未形 成，中 国 出 口 企 业 对 国 外 订

单、国外投资 和 进 口 装 备、核 心 元 器 件 等 的 依 附 性 较

强，因而在贸 易 比 重 有 所 增 加 的 情 况 下，中 国 仍 是 以

高成本、高耗 能 的 形 式 参 加 国 际 分 工，中 国 的 贸 易 利

得较中国参与贸易 的 比 重 不 平 衡，“中 国 制 造”向“中

国智造”发展还面临诸 多 阻 力。虽 然 中 国 的 信 息 产 业

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中 国 在 利 用 信 息 技 术 对 工 业

产业进行推进时，仍和发 达 国 家 存 在 较 大 差 距。一 方

面，中国仍未 取 得 信 息 化 工 业 产 业 的 最 新 技 术，另 一

方面，中国在已有高新产业 中 也 存 在 相 应 的 技 术 瓶 颈

与障碍。１９９０年前 后，随 着 大 规 模 的 技 术 引 进，中 国

高技术产业得到了快速的 发 展，逐 渐 成 为 优 化 中 国 产

业结构的重 要 推 动 力。虽 然 中 国 具 有 大 型 科 技 项 目

集中攻关的历史与优势，高 新 技 术 产 业 总 量 也 扩 张 迅

速，但从总体 上 看 中 国 产 品 的 高 新 技 术 含 量 不 高，拥

有 世 界 水 准 的 核 心 技 术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与 发 达 国 家 相

比还有很大差距，高新技术 进 步 所 形 成 的 生 产 力 不 足

以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 高 速 发 展 的 强 大 推 动 力，也

还没有真正 成 为 中 国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推 动 力。改

革开放４０年，中 国 确 实 富 了 起 来，国 家 实 力 大 大 增

强，国际地位 不 断 提 高；但 是 要 把 中 国 建 设 成 为 一 个

现代化强国，万 里 长 征 刚 走 完 第 一 步，改 革 开 放 需 要

进一步向纵 深 发 展，需 要 啃 硬 骨 头；对 外 则 更 需 要 我

们韬光养晦，继续奋斗，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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