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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基本国情下，新中国产业结构经历了“优先重工业发展阶

段”、“产业均衡发展阶段”、“重化工业重启阶段”。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不

同阶段也有所不同，并且目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将发生深刻变化。当２０１３年中国人均ＧＤＰ达

到６　８００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之后，依靠重化工业拉动的外延式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

成本增大、效益降低等挑战，已经难以维系。未来既需要克服人均资源不足、环境脆弱的不利

因素，又应当发挥大国经济的优势，尽快完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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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如何定义大国的概念，学术界还在探索

中。综合当前研究，我们认为可以从人口、国土面

积、经济总量、国际影响力等几个方面来界定大国

的概念。从人口 来 看，库 兹 涅 茨 将１　０００万 人 口

以上的国家视为大国，钱纳里将５　０００万人口以

上的国家视为大国。［１］也有学者认为，人口在１亿

人以上才能算做大国。［２］从国土面积来看，一般认

为１００万平方公里以上，耕地在１　１００万 公 顷 以

上的国家就可以称之为大国。［３］（Ｐ６）从国际政治的

角度来看，大国意味着更大的国际影响力。联合

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可以看做是大国的典型标志。

还有学者认为，大国概念还应该考虑经济发展水

平和ＧＤＰ总量，据此韩国、波兰、西班牙也可以进

入大国之列。［４］此外，矿产储量潜 在 价 值、国 内 市

场规模也被认为是衡量大国的重要指标。［５］（Ｐ４１）我

们认 为，无 论 用 哪 种 标 准 衡 量，中 国 都 是 一 个 大

国，并且在大国中排名前列。本文拟从大国的视

角，来分析新中国产业结构历史演变的特殊性及

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

一、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中的大国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经济赶超过 程 中 产

业结构大致经历了“优先重工业发展阶段”、“产业

均衡发展阶段”、“重化工业重启阶段”。伴随着产

业结构的演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也发生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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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未来完成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经济

发展方式转 变 仍 是 中 国 亟 须 解 决 的 问 题。在６０
多年的经济变迁中，虽然在经济体制方面经历了

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计划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的转变；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封闭、
半封闭状态向开放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转变；发

展水平方面经历了从贫困国家向中等收入偏上国

家的转变，但中国始终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

大国，这个国情影响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

济发展 方 式 的 转 变。中 国 既 具 有 世 界 大 国 的 共

性，还具有以下一些自身的特点：
其一，中国人口众多，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

家。新中国建立之初的１９５３年人口就达６亿以上，

２０１１年人口达１３．４亿，是世界头号人口大国，远在

经济学家定义的大国标准之上。一方面，中国丰富

的劳动力资源，潜在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成为中国

发展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业问题也始终

是中国工业化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其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实行少数民族区

域自治 的 国 家。从 人 口 比 重 看，虽 然 汉 族 占 到

９０％以 上 （２０１０ 年 第 六 次 人 口 普 查 汉 族 占

９１．５１％），［６］但从地域分布看，少数民族不仅分布

较广，绝大部分的县都有两个以上少数民族居住；
而且少数民族自治区地域辽阔，内蒙古、新疆、西

藏、广西、宁夏５个民族自治区的面积占了整个国

土面积的一半以上。中国作为有着大一统历史传

统的多民族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民族团结

的良性互动成为新中国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其三，中国 国 土 面 积 广 大、但 经 济 发 展 不 平

衡。从面积上 来 看，９６０万 平 方 公 里 横 跨 六 大 温

度带，拥有３００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与３２　０００公里

长的海岸线。中国的资源分布不均，８３％的 水 资

源集中在占 全 国 耕 地３８％的 长 江 流 域 及 以 南 地

区，而黄河、淮河、海河、辽河等流域，耕地占全国

４２％，水资源却仅占９％；８０％的矿产资源分布在

西北部，石 油 和 煤 炭 的７５％以 上 分 布 在 长 江 以

北，而工业分布却集中在东部沿海，能源消费也集

中在东部。［７］而且中国各区域间发展水平 也 不 平

衡。据有 关 学 者 计 算，２００５年，西 部 地 区 工 业 指

数为２５（全国为５０，东部为７８），尚处于工业化初

期的后半阶段。［８］（Ｐ９７）

其四，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
国际舞台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的发展受到国际

政治、经济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

格局。中国需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强大

的军事工业体系，以提升国际影响力。
其五，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实现大国经济

崛起仍然是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１９５２年，中国

人均工业产品产量仅为钢２公斤，煤１１５公斤，原
油０．８公斤，电１３千瓦／小时，分别为世界平均水

平的２．４４％、１５．９％、０．３３％、２．９％。［８］（Ｐ６７）经 过

６０多年的发展，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前中

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工业产值位居世界第

一，成为“世界工厂”。但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

家，２０１３年人均国民收入为６　８００美元，而高收入

国家（２０１１）则达４１　０９５美元。［９］推动中国经济发

展始终是政府的重要战略目标。
其六，从资源的角度来看，虽然中国资源总量

巨大，１９９０年，中 国 矿 产 储 量 潜 在 价 值 位 居 世 界

第三。［５］（Ｐ４１）但是中 国 人 均 资 源 匮 乏，中 国 人 口 约

占世界总人口的２１％，水资源占世界的７％，森林

面积占世界的３．３％，石 油 占 世 界 的２．３％，天 然

气占世界 的１．２％，煤 炭 占 世 界 的１１％。［１０］人 均

资源不足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
其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共产党

作为核心领导，具有很强的执政能力和社会动员

能力，担 负 大 国 崛 起 的 重 要 历 史 作 用 始 终 未 变。
中国共产党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有助于“集中力

量办大事”，实现经济赶超与产业结构跨越发展。
其八，在中国经济赶超过程中，公有制经济始

终占主体地位。在计划经济中，为构建大国完备

的工业体系，中国建立了大量的公有制经济；改革

开放后，中国公有经济仍然控制着经济命脉。占

主体的公有制经济成为中国实现大国经济赶超的

重要手段，公有制经济的改革也影响着经济结构

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上述大国特征影响着新中国６０多年 的 产 业

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演变。主流经济学的理论

框架中，对经济结构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需求与供

给两个方面，未能考察大国国情对产业结构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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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方式演变的影响，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解释

能力有限。我们从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特点出

发，研究中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演变的历

史进程，并对未来二者的变革进行展望。

二、１９４９—１９７８：优先发展重工业

下的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基础薄弱、重工业成为发

展的“瓶 颈”。工 农 结 构 中 工 业 仅 仅 占３０％，其

中，现代工业 仅 占１６％左 右，同 时 工 业 内 部 轻 工

业又占到７３％以上①。主要工业产品与世界其他

国家相比也有较大差距。美国钢铁产量是中国的

４４７．７２倍，发电 量 是 中 国 的８０．２６倍，甚 至 和 同

为发展中国 家 的 印 度 相 比 也 存 在 较 大 的 差 距②。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

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
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
一辆 拖 拉 机 都 不 能 造。”［１１］（Ｐ３２９）中 国 薄 弱 的 经 济

基础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严重不符，落后挨打的百

年屈辱给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较大的压力。苏联

模式在当时的示范效应以及冷战时期紧张的国际

局势，更让中国政府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
迫切要求建立起强大而独立的工业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人口大国，但 不 是 一

个经济大国。一百多年来的战乱和被侵略历史，
使得社会财富消耗殆尽。重工业建设周期长、建

设规 模 大、技 术 水 平 要 求 高，需 要 大 量 的 资 本 投

入。实现工业化赶超，首先需要解决资本短缺问

题，以跨越“贫困性陷阱”。与当时许多发展中国

家一样，中国需要打破需求方“低收入→低储蓄能

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
与供给方“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
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纳克

斯，１９５３）两个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同 时，新 中

国建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

了敌视和经济封锁政策，使新中国很难发挥比较

优势，从资本主义世界获得资金；而社会主义阵营

中的苏联也属于短缺经济并且援助重点在东欧，

很难给中国大规模的资金援助。

上述外部条件决定中国不可能选择依靠外援

实现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中国政府只能通过强大

的政治动员能力，充分挖掘大国优势，独立自主地

发展重工业。中国从１９５３年开始进行社 会 主 义

“三大改造”，并仅用了４年的时间就建立起单一

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个时期，政府通

过主要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工农业“剪刀差”和对

公有制企业工资、利润、投资的高度控制，压低了

城乡居民的消费，保证了高积累和优先发展重工

业政策的实现。这些措施让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

较低、人 均 收 入 更 低、温 饱 问 题 尚 未 解 决 的 条 件

下，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保证了优先发展重工

业和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建立。

这个时期第一产业由１９５２年的５１％下降到

１９７８年的２８．２％；第 二 产 业 产 值 迅 速 上 升，１９５２
年仅为２８．２％，１９７８年 则 上 升 到４７．９％，其 中，

轻重工业比重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重工业占工

业比 重 由１９４９年 的２６．４％上 升 到１９７８年 的

５６．６％，［１２］奠定了 我 国 工 业 发 展 的 基 础；第 三 产

业从１９５２年的２８．２％下降到１９７８年的２１．６％，

长期未能有效提高。［１３］

图１　国内生产总值构成（１９５２—１９７８）
数据来源：国 家 统 计 局 编：《新 中 国６０年 统 计 资 料 汇 编

（电子版）》，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０。

①

②

笔者根据１９８５年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资料（１９４９—１９８４）》（电子版）的相关数据推算。
参见国家经贸委编：《中国工业五十年（第一卷）》，第９页，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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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轻重工业比重（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数据来源：国 家 统 计 局 编：《中 国 工 业 统 计 资 料（１９４９—

１９８４）（电子版）》，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８５。

在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的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我
国形成了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发展方式。其特点主

要表现在：
其一，政府通过有形之手，发 挥 大 国 优 势，将

资源直接配置到重工业部门，迅速建立完备的工

业体系。以基建投资数据为例，“一五时期”投资

于重工业的比重为３６．１％，“二 五 时 期”为５４％；
“三 五 时 期 ”为 ５１．１％；“四 五 时 期 ”为

４９．６％。［１４］（Ｐ７２）在中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力量不

足的情况下，政府运用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发挥

大国优势，在关键领域重点突破。这一时期中国

政府兴建、扩建了一汽、鞍钢、攀枝花等一大批重

工业企业。从区域布局来看，中国投资方向集中

在内地。苏联援建的“１５６”项中有１０６项民用工

业和４４项 国 防 工 业。民 用 项 目 有５０项 设 在 东

北，３１项设在 中 部，２４项 设 在 西 部；４４项 国 防 企

业有３５项布置在中、西部地区①。“三线建设”更

将大规模投资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政府主导的

投资改善了内地经济基础薄弱的局面，利用了中

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为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打

下了重要基础；同时，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还有利于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但这

一时期经济基础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由于政府投

资不足，发展相对缓慢。
其二，中国作为后发大国，实现优先重工业只

能通过自身积累。政府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和工

业品的计划供应，以及严格的居民口粮标准和城

镇职工工资管制，抑制居民消费，保证高积累下的

社会稳定。于是，一方面是政府抑制下旺盛的消

费需求，始终存在着“持币待购”现象；另一方面，

重工业内部则形成内部供求关系的循环，即生产

的产品又作为投资品用于扩大重工业的生产，于

是就出现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双旺盛，形成所

谓的“短缺经济”，国民经济始终处于紧运行状态。

长期抑制的居民消费需求也使得轻工业与第三产

业发展缓慢。

其三，大规模的资源消耗与人力资源 的 投 入

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虽然中国人均

资源有限，但从总量上看，中国自然资源丰富。为

迅速建立强大的重工业体系，中国政府大规模投

入资源，有的甚至不计成本。中国人口多的国情

与政府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使得“人海战术”成

为当时推动工业化的重要措施。

其四，在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下，中国取

得了“两弹一星”等尖端领域的突破，巩固了中国

国际上的大国地位。政府还推动了三次大规模的

技术 引 进，填 补 了 工 业 空 白，并 探 索 出“鞍 钢 宪

法”，希望调动广大一线工人的积极性，以推动技

术进步。但由于这一时期国内科技人员长期受到

政治歧视，科研单位、企业科技创新体制不完善以

及政治运动的冲击，最终技术进步未能成为推动

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

其五，传统的发展模式在推动工业化 快 速 推

进的同时，也存在经济运行的低效率。经济运行

效率损失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进行讨论。

从宏 观 经 济 来 看，计 划 的 不 确 定 性、地 方 部 门 的

“投资饥渴症”以及决策层的信息缺失和滞后，常

常使政 府 投 资 失 误，导 致 产 业 结 构 失 衡。“大 跃

进”就是极端的例子。而从微观经济来看，作为政

府投资主要对象的国有企业，由于经营管理体制

不健全，既缺乏约束机制又缺乏激励机制，往往是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效益难以提高。在这一时

期由于压低消费以保证高积累，并没有实行各尽

① 笔者根据董志凯《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广东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４１５、４１６页资料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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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按劳分配政策，而是实行了低水平的平均主

义，加上管理水平低，党和政府更多是采取精神激

励和政治高压（运动）来克服低效率，但这些努力

也存在“边际报酬递减”的问题。这也可以从一个

侧面来解释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政治运动不断加

剧的现象，最终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政治

运动的极致。
总之，在优先重工业战略下，经 过 近３０年 的

发展，虽然中国初步奠定大国发展的工业基础，形
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门类，但未

能跨越贫困国家行列。带着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

的反思，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

了新的历史阶段。

三、１９７９—１９９７：产业均衡发展

下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 了 改 革

开放。１９８１年，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了中

国今后建设的十条方针，包括加快农业的发展；把
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位置，进一步调整重

工业的服务方向；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工

业和交通运输工业的建设等方 面 的 内 容。［１５］（Ｐ４５６）

它标志着我国从优先重工业的发展战略逐渐转变

为农、轻、重均衡发展战略。
为了克服计划经济模式下管得过死 的 弊 端，

中国进行了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市场化的渐进

式改革。１９７９—１９９７年 中 国 产 业 呈 现 出 均 衡 发

展态势，第二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占ＧＤＰ
比重维持在４５％左 右，第 三 产 业 比 重 不 断 上 升，
从１９７９年的２１．６％上升到１９９７年的３４．２％，农
业比重下降，从１９７９年的３１．３％下降到１９９７年

的２０％以下。从轻重工业的比重来看，重工业比

重 由１９７９年 的５６．３％下 降 到１９９７年 的５１％。
伴随重工业比重的下降，轻工业比重上升。在产

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我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期，
人均收 入 由１９７９年 的４１９元 上 升 到６　４２０元。
经济高速增长，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短缺经济

问题。１９９７年下半年，国内贸易部对我国６１３种

主要商品的供应情况排队，结果发现供不应求的

商品仅占１．６％，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６６．６％，
供过于求的商品占３１．８％。［１６］（Ｐ９５０）

图３　国内生产总值构成（１９７９—１９９７）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 六 十 年 统 计 资 料 汇 编

（电子版）》，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０。

图４　轻重工业比重（１９７９—１９９７）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工业统计年鉴２０１２（电子

版）》，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２。

在这 个 时 期，我 国 经 济 发 展 方 式 有 着 如 下

特征：
其一，中国 渐 进 改 革，释 放 了 大 国 改 革 的 红

利，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一时期，中国的改革无论

是从物资配置体系、企业改革还是从区域发展的

角度都体现出了“双轨制”的特点。“双轨制”中的

“计划轨”保持了大国经济的稳定，保持了重工业

等传统部门生产的稳定；“市场轨”则激活了经济

效益，吸引资源向盈利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
“市场轨”又不断侵蚀“计划轨”，不仅提高了企业

和家庭经营的生产效率，还优化了资源配置，使得

资本和劳动力由效益低部门向效益高部门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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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个时期三次产业都获得高速发展，经济发

展实质上更多得益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总体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中国渐进式改革将改革成本成功

地化解在大国的发展之中，比较妥善地处理好了

大国的改革、稳定与发展的关系，避免了爆炸式改

革带来的经济崩溃。
其二，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大国市场需求

被逐步激活。由于是渐进式改革，计划与市场的

作 用 是 一 个 缓 慢 的 此 消 彼 长 的 过 程，因 此 直 到

１９９７年，一方面，企业“投资饥渴症”仍然存在，旺

盛投资需求拉动了重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长期

抑制的消费需求显现出来，而且由于居民消费水

平较低，居民消费需求集中于日用品，轻工业有了

较快增长，在居民消费的拉动下第三产业也大幅

增长。由于中国人口众多，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

提高，形成了较大的国内市场，促进了产业均衡发

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又吸

纳了大量的劳动力，提高了劳动者收入水平，为居

民消费提高注入活力。产业结构发展和消费需求

呈现良性互动的趋势。
其三，大规模的资源消耗仍是经济发 展 的 重

要特点。由于当时中国经济比较落后，“发展才是

硬道理”，这导致了政府压低资源品价格。大规模

的资源投入与消耗成为企业和地方政府促进发展

的重要 手 段。中 国 每 千 克 能 源 使 用 所 产 生 的

ＧＤＰ（按 照１９９５年 美 元 计 算），１９８０年 为０．３美

元、１９９６年 为０．７美 元。而 日 本 分 别 为９．３美

元、１０．５美元；美国分别为２．７美元、３．４美元；巴
西分别为４．７美元、４．４美元。［１７］中国与这些国家

相比，能耗效率偏低。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自然

资源总量较多，在经济规模较小时，大规模物质消

耗的弊端尚未充分显现；随着经济规模的逐步增

大，人均资源不足的弊端逐步凸显。
其四，１９７９—１９９７年外延和内涵共同发展中

出现了 收 入 差 距 拉 大 的 问 题。城 镇 人 均 收 入

１９８５年 为 农 村 的１．８６倍；１９９４年 则 达 到２．８６
倍；１９９７年也为２．４６倍。基尼系数逐步拉大，农

村内部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１９７８年的０．２１上

升为１９９５年的０．３４；城镇基尼系数从０．１６上升

到１９９５年的０．２８。［１８］区域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从
人均 ＧＤＰ来 看，１９７９年 四 川 是 广 东 的７０．５％，

１９９７年则下降至４０％以下。１９７９年贵州是广东

的５０％；１９９７年则下降至２２．２％①。收入差距的

拉大与大国不均衡发展带来了社会利益分化，社

会矛盾逐步凸显。

四、１９９８—２０１２：重启重化工业

下的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式

经过改 革 开 放 近２０年 的 高 速 发 展，２０世 纪

９０年代后期中国告别“短缺经济”。１９９８年，中国

人均ＧＤＰ超过８００美元，资本稀缺的局面也得以

改善，告别了贫困国家的行列，但内需不足开始困

扰着中国经济发展。为拉动经济增长，中国政府

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财政投资；加入 ＷＴＯ，推动

中国出口与国际资本的吸纳；推进城市化进程，刺
激房地产业的发展；压低要素价格促进资本形成

等措施拉动内需。在这些措施的拉动下，中国重

化工业重启。这一时期重化工业的重启，与改革

开放前３０年的原因完全不同，前者是要突破工业

“瓶颈”；后者是因为内需不足，而重工业则可以实

现内部循环，消化自己创造的供给。

从产 业 结 构 来 看，１９９８年 我 国 第 二 产 业 占

ＧＤＰ比重为４６．２％，２０１２年为４５．３％，始终是国

民经 济 的 支 柱 性 产 业；第 三 产 业 占 ＧＤＰ比 重

１９９８年为３６．２％，２０１２年为４４．６％；第一产业占

ＧＤＰ比 重１９９８年 为１７．６％，２０１２年 下 降 到 了

１０．１％左 右。［１９］与 此 同 时，中 国 的 人 均 ＧＤＰ从

１９９８年的８１７．１美 元 上 升 到２０１２年 的６　０７１．５
美元。中国的工业化率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国家。

美国、日本２０１２年第二产业占ＧＤＰ比重分别为

１６％、２０．９５％。同 为 发 展 中 大 国 的 印 度 人 均

ＧＤＰ在８３９．３９美元时，第二产业占ＧＤＰ比重为

２０．８％。同为 中 等 收 入 大 国 的 巴 西 在 人 均 收 入

① 笔者根据《新中国６０年统计资料汇编》相关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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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７９５．２美 元 时，第 二 产 业 占 ＧＤＰ 比 重 为

２４．０２％①。从工 业 内 部 的 结 构 来 看，轻 工 业 在

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不到５０％。２０００年以后中 国 工

业统计的口径发生改变，中国规模以上企业轻工

业比重２０００年为３９．８％，在同一口径内２０１１年

下降到２８．２％。从六大高耗能行业来看，我国除

了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工业之外，其余的

高耗能产业增长率都高于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增长

率（参见表１）。

　表１ 高耗能行业总产值 （单位：亿元）

年　份

石油加工炼

焦及核燃料

加工业

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

制造业

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

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

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

电力热力

的生产和

供应业

全国工业

总产值

２００３　 ６　２３５．２６　 ９　２４４．８６　 ５　６５３．２５　 １０　００７．３７　 ３　５６４．０７　 ６　８５８．６　 １４２　２７１．２２

２００７　 １７　８５０．８８　 ２６　７９８．８０　 １５　５５９．４４　 ３３　７０３．０１　 １８　０３１．８８　 ２６　４６２．６５　 ４０５　１７７．１３

２０１０　 ２９　２３８．７９　 ４７　９２０．０２　 ３２　０５７．２６　 ５１　８３３．５８　 ２８　１１９．０２　 ４０　５５０．８３　 ６９８　５９０．５４

２０１０年比

２００３年增长
３６９％ ４１８％ ４６７％ ４１８％ ６８９％ ４９１％ ３９１％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电子版）整理。

　　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发生了如下

新的变化：
其一，投资、外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与重化工

业重启的重要动力。两次大规模的财政投入，拉

动了内需，也拉动了重化工业的需求。例如，国家

４万亿投 资 中 重 点 组 成 部 分，基 础 设 施、灾 后 重

建、保障房等项目都和钢铁行业有关，据有关部门

测算这些项目将拉动２亿吨粗钢。［２０］中国房地产

业也进入 了 高 速 发 展 阶 段，住 房 投 资２００９年 比

１９９８年增加了９００％以上，［２１］房地产的发展拉动

了水泥、钢材等基础型重化工业的发展。从出口

总额来 看，１９９８年 我 国 出 口 额 为１　８３７．０９亿 美

元；工业出口总额为１　６３２．２０亿美元。２０１２年出

口额达到２０　４８７．１亿 美 元，工 业 出 口 总 额 达 到

１９　４８１．６亿美元，分别上涨１　０１５．２％、１　０９３．６％。
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产品总值的比重１９９８年不到

８９％，而到了２０１２年上升到了９５％以上②。中国

成为名副其实的出口大国、“世界工厂”。
其二，物质资本消耗成为这一时期发 展 的 重

要特点。由于中国政府压低要素价格，资源、能源

与环境未能进入成本。大规模的物质消耗成为推

动我国这一时期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重要力量。
政府为了推进工业化，压低投入价格，使得我国要

素价格未能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例如，中国目前

矿产补偿率平均 仅 为１．１８％，低 于 国 际 的２％—

８％。而石 油、天 然 气 的 费 率 为１％，远 低 于 美 国

的１２．５％和澳大利亚的１０％。［２２］（Ｐ２０６）中国能耗也

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２００９年，我国万美元国内

产值消耗的标准油为７．６８吨，而世界平均水平为

２．９７吨，高收入国家为１．８１吨，中等收入国家为

６．４８吨，均远低于我国消耗水平。人均资源匮乏

的日本仅为０．９７吨，人均资源相对丰富的美国也

仅为１．９３吨。［２３］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随着经济

规模逐步增大，不仅国内资源、能源供给压力日益

凸显、环境承载力日益脆弱，也带来了国际资源、
能源与环境方面的紧张。

其三，中国虽然成为工业大国，但仍然不是一

个工业强 国。虽 然 在５００多 种 工 业 产 品 中 中 国

有２２０余种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中国核心产

业的技术水平还比较低，总体上处于全球产业价

值链的低端环节。我国大型民航客机，百分之百

从国外进口；石 化 装 备 的８０％、数 控 机 床 和 先 进

①

②

ＩＭＦ数据库，国泰君安数据库。
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３中国统计年鉴（电子版）》相关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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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 设 备 的７０％依 赖 进 口。［２４］如 果 在 核 心 技 术

上，中国不进行突破，很容易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

端，极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四，在经济发展中，收入差距、区域差距、城

乡差距仍然较大，发展呈现出大国“非均衡”增长

的特征。２００３年基尼系数达到０．４７９，２００８年高

达０．４８４，２０１２年为０．４７４，［２５］远远超过０．４的国

际警戒线。２０１２年，东部地区人均国内（地区）生

产总 值 为５７　７２２元，中 部 为３２　４２７元，西 部 为

３１　３５７元，东部 比 中 部 和 西 部 地 区 分 别 高７８％、

８４％。城乡差距仍在逐步拉大，１９９８年城市收入

比农村高１５０％，但在２００２年以后城市居民可支

配 收 入 一 直 保 持 比 农 村 居 民 家 庭 人 均 收 入 高

２００％以上①。收 入 差 距 拉 大 让 经 济 发 展 的 成 果

未能得到全社会的共享，同时也不利于大国内需

的释放。

五、大国之道：中国产业结构演变规律

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 大 国，其

产业结构演变有其特殊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又影

响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一，中国的产业结构存在双重赶超 升 级 的

特征。从世界工业化普遍规律来看，随着经济不

断增长，产业结构经历从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

的升级；而工业内部则表现出从轻工业充分发展

之后，再向 重 工 业 的 升 级②。中 国 的 产 业 升 级 则

表现出双重升级的特点，即农业向工业赶超升级

的同时，工业内部也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赶超升级。
由于中国是一个后发社会主义大国，亟须建立独

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重工业优先发展成为中国政

府的重要战略选择。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推动了

整个工业化的发展，也决定了中国产业升级的道

路植根于中国大国国情，与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普

遍规律不同。
第二，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国际关系演变对中

国产业结构变化有着显著影响。在全球冷战的背

景下，局 部 热 战 让 中 国 国 家 安 全 受 到 严 重 挑 战。
中印、中苏边境摩擦更加剧了中国周边环境紧张。
建立强大的国防军事工业，成为中国优先重工业

发 展 时 期 的 重 点。“一 五 时 期”在 苏 联 援 助 的

“１５６”项中军事工业占将近１／３；“三线建设”更将

战备推到了高潮。军事工业产品尤其是高端的军

事技 术，难 以 按 照 经 济 原 则 从 国 际 市 场 中 购 买。
这让中国必须自力更生，发挥大国优势，在高端军

事领域集中力量进行突破。改革开放前，中国在

薄弱的经济基础上，依旧取得了“两弹一星”的成

就。改革开放前３０年的国防建设，让中国的世界

话语权不断增强，为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随着东西冷战结束，世界走向多

极化，在大国竞争中，强大的军事力量依旧是国家

“硬实力”的重要表现。中国在宇航技术、核潜艇

等领域不断取得的突破，巩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而军事工业发展需要有强大的重工业体系作为支

撑，为中国重工业的发展与升级提出更高的要求。
由于高端军事工业存在技术密集的特征，高端军

事工业的发展又存在对技术密集的民用工业（包

括重工业在内）强大的技术扩散。两者相互促进，
共同推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加速升级。

第三，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农 业 地 位

至关重要。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业必须

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在优先重工业时期，中国就

曾因农业供给紧张导致了国民经济陷入困境。随

着工业化的逐步推进，虽然农业的比重逐步下降，
但农业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农业的发

展仍需要挖掘大国规模经济优势，加快农业技术

进步，确保大国的粮食安全。
第四，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问题是中国

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面临的重点与难点。新中国

成立后，由于中国选择了优先重工业的发展战略，
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长期受到抑制，
大批劳动力被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滞留在农村，甚

①

②

笔者根据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
以上特征分为三次产业变动规律又被称为“库兹涅茨法则”，工业内部的结构变迁规律又被称为“霍夫曼定律”。

参见芮明杰：《产业经济学》，第１５８、１５９、１６０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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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出现“逆城市化”的倾向。改革开放以后，为解

决“就业难”的问题，逐步放开对城市私营服务业

发展的限制，有力地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增长。实

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大

规模向城市转移，形成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推动

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新世纪以来，重化工

业重启，在第二产业高速发展过程中第三产业发

展缓慢。就业难困扰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未来产

业结构升级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五，资源和环境制约着产 业 结 构 升 级。由

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不足，环境脆弱。在产

业结构升级过程中，资源与环境成为制约中国的

重要因素。从“一五计划”开始，资源、能源工业的

发展一直是国家开发的重点。虽然经过６０多年

的发展，中国的石油、煤矿、电力工业等方面都取

得了长足进步，但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

后，资源、能源短缺日益凸显、环境承载能力受到

严重挑战，这就迫使中国产业结构进行新的调整。
第六，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离不开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

场”发挥了发展中大国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推
动了工业的高速发展。但由于中国自主创新能力

不足，资源、能源有限，中国制造业更多被锁定在

价值链的低端。未来中国产业升级是在全球化的

背景下进行的，应当积极将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

相结合，推动企业走出去，延伸企业价值链，通过

不断优化工业结构，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

的历史性转变。

六、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演变的历史启示

虽然中央政府从１９９５年就开始提出“两个根

本性转变”；２００２年 提 出“新 型 工 业 化 道 路”；“十

一五”时期提出一系列“约束性”的指标；十七大明

确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并在“十二五”规划时期

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调整经济结构为

主攻方向”，但重化工业重启尤其是基础型重化工

业的高速 发 展 使 得 转 变 经 济 发 展 方 式 仍 未 能 完

成。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让中国成功

摆脱了“贫困性陷阱”，但是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

后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主要包括：（１）我国进入

中等收入国家之后，面临成本①不断上升的挑战。
（２）随着我国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内需与外需都面

临较大的挑战。居民消费增长乏力更让内需不足

的问题严峻。美国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越南、孟
加拉等成本更低的国家工业发展，分别从高端和

低端挤压了中国的外需空间。人民币不断升值更

让外需雪上加霜。（３）由于政府二次分配职能弱

化，“强势资本、弱势劳工”带来了收入分配差距拉

大，而且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极易产生腐败问

题，社会矛盾凸显。中国政府如果不进行发展方

式的转变，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

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促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是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结合中国大国国

情，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发挥大国优势，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在

过去产业结构存在的双重升级主要是农业向工业

升级、工业内部轻工业向重工业的升级，这种升级

模式构建了我国完备工业体系，推动了中国高速

发展，但也导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中

国当前面临的产业结构升级应当包含两个层次：

一是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升级；二是第二产业

内部由基础型重化工业向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

升级以及第三产业内部由低端向高端的转变。中

国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丰富，而第三产业属于劳动

密集型产业，在未来应当加大发展力度。中国服

务业目前总体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未来应当继

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内涵性城市化，促进第三产

业内部升级，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又是一

个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大国，工业在相当一个时期

都应当是中国的支柱产业。由于目前中国基础型

重化 工 业 的 发 展 导 致 了 中 国 能 源、资 源、环 境 紧

张，原有的高投入、物质资本消耗的发展模式难以

维系。中国政府应当发挥政治动员力的优势，压

缩产能过剩，对“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行业

① 成本主要包括能源、资源、劳动力、环境承载力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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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整，促使中国经济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二，推进市场化改革，释放 大 国 改 革 红 利。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曾经通过改革迅速激活劳动

者、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推动了国家经济高速增长

和产业 结 构 的 协 调 发 展。但 是 当 前 市 场 仍 不 完

善，制 约 着 产 业 结 构 升 级 与 经 济 发 展 方 式 转 变。
未来推进市场化改革应当包括三个方面：（１）推进

企业改革，通过发展混合制经济推进中国产业结

构升级。历史上政府发挥大国优势，形成了强大

的国有企业，经过战略调整国有企业集中在控制

国家命脉的行业，拥有强大的资本与技术创新能

力。但是，经营效率始终是困扰国有企业发展的

难题。民营经济经过３０多年的高速发展，初具规

模，而且运行灵活，市场经营能力较强。但 是，技

术进步需要大规模的前期投入，风险很高，单纯依

靠民营企业难以胜任。这需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

业联合起来，通过建立混合制经济，相互融合、相

互学习，发挥各自的特长实现大国在关键领域的

技术 突 破，推 进 产 业 结 构 升 级，延 伸 中 国 的 价 值

链。（２）推进价格改革，理顺价格体系。中国政府

的低价工业化重点就是对要素价格的控制。由于

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随着中国经济的发

展，这种外延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资源、能源的过

度耗竭，环境破坏。通过价格改革，让市场反映上

游产品稀缺程度，将环境纳入生产成本，成为转变

经济方式的重要手段。（３）转变政府职能，正确处

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转

变政府职能不仅需要减少政府对具体经济事务的

干预，还需要重新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进行调

整。虽然９０年代末期以来中央政府逐步探索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并在２１世纪之初进行了科学发

展观的探索。但是，由于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

仍未进行根本性的变化，替代ＧＤＰ的考核指标制

定难度较大，如绿色ＧＤＰ就一直未能推出。在多

重目标下，地方政府倾向于注重“ＧＤＰ”这一重要

指标。目前财税体系、土地出让金制度也让地方

政府有动力推动大工业项目、房地产项目的上马，
这些都构成了对重化工业强劲的拉动力。未来要

改变这种发展模式，需要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财
税体系进行调整，破除旧有经济发展方式对地方

官员带来的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激励。
第三，发挥大国人力资本优势，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深刻变化，
“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个

长期趋势。虽然第一次“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
但可以抓住第二次“人口红利”机会，挖掘我国高

素质人力资本的低成本优势，提高技术水平，延伸

产业价值链。而如何激活中国科技进步的活力，
在核心技术创新上取得进一步的突破仍然是未来

中国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四，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推 动 新 型 城 镇 化，

挖掘大国消费需求。中国是人口大国，存在巨大

的需求潜力，但由于在过去发展中注重资本积累

与工业化的推进，压低了劳动报酬，也使得财富分

配出现不均，制约了消费需求的提升。未来我们

应当一方面注重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推动咨询、金融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改变工业部

门存在“强势资本、弱势劳工”的状况；另一方面，
政府应当通过二次分配的手段，着手改善居民的

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有效提

升居民消费需求。未来城镇化应该以内涵增长为

主，向重视质量提高的集约式发展转变，走智能城

市、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的道路。
中国的基本国情至今仍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大

国，如何立足国情，发挥大国有利因素，通过调整

产业结构来促成发展方式转变，以跨越“中等收入

陷阱”还需要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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