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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要想取得经济的发展和持续增长 ,必须不断地进行产业结构的调

整、优化和升级。本文在简述我国当前产业结构现状和调整方向的基础上 ,根据江西省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情

况 ,分析总结了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以后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和应该采取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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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结构调整是发展循环经济 ,实现国民经济

可持续增长的动力和源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产

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实质上是新、老产业为了适应市

场需求而不断新陈代谢、推陈出新的系统工程 ,也是

一种使物质产品、人力资源和资金从不可持续运行

的产业领域向可持续运行的产业领域不断转移 ,从

而能大大增长社会经济财富总量的过程〔1〕。这种

过程决定了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优化和升级 ,既是发

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手段 ,也是保证一个国家、地区或城

市的社会经济系统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一、我国产业结构现状和调整方向

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 20 多年里之所以能

实现 GDP 的可持续增长 ,始终依赖于产业结构的不

断优化和升级。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 ,我

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农村和农业 ,同时扩大消

费品工业的生产规模。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

代初 ,随着全国加工工业与能源、交通通讯、原材料

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之间缺口的加大 ,经济结构

调整的重点转向大力发展基础产业、汽车、经济实用

住房等新型加工业。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我国用

高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 ,有选择地加快了电子信息、

生物工程、环保产业、航空航天工业等高新技术产业

和教育产业、旅游产业的发展 ,加快城市化步伐 ,实

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等等。产业结构变革正在使我

国经济继续向着可持续增长的方向发展。

根据《2005 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 ,可以看

出中国的经济结构在这 20 多年当中发生了明显的

转变 :从劳动力结构变动数据看 ,第一产业的劳动力

份额由 1978 年的 7015 %下降到 2004 年的 4619 % ,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份额则由 1978 年的

1713 %及 1212 %分别上升到 2004 年的 2215 %及

3016 % ,并且农业过剩劳动力一开始就以大致相同

的规模分别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 ,在农业劳

动力向外转移的过程中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吸收

劳动力的幅度 ,开始也许前者较大 ,但以后越来越以

第三产业吸收劳动力为主。从产业结构数据看 ,第

一产业的产值份额由 1978 年的 2811 %下降到 2004

年的 1512 % ,第三产业的产值份额则由 1978 年的

2317 %上升到 3119 % ,其中 1999 到 2003 年间一直

保持在 33 - 34 % ,但第二产业的产值份额则变化不

大 ,开始有所下降然后微有上升 ,徘徊在 4810 %左

右 ,可以说这 20 多年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发生

在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

在当前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下 ,我国产业结构的

调整方向总的来看应该继续保持“二、三、一”的整体

产业结构 ,且二、三产业产值应保持协调。稳定和加

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 ,加快传统农业改造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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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态农业的发展步伐 ;第二产业应由以往注重数量

上的扩张转向内部质量提高和技术升级 ,同时应该大

力发展第三产业 ,使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提高〔2〕。

二、江西省产业结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良好的自然资源 , 优越的地理位置 , 悠久的历

史和便利的交通 , 使得江西的经济发展和腾飞变成

可能。特别是 2001 年以来 , 作为中部唯一一个连

接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三角区的省份 , 江西的

经济发展迅猛 , 产业结构也不断得到优化和升级

(见表 1) 。

表 1 　2000 - 2005 年江西 GDP总值和各产业增加值统计表 　单位 :亿元

年度 GDP 值
比上年

增长率 ( %)

第一产业

增加值

比上年

增长率 ( %)

第二产业

增加值

比上年

增长率 ( %)

第三产业

增加值

比上年

增长率 ( %)

2000 2003 810 485 618 701 617 817 1014

2001 2176 818 506 411 787 1214 883 814

2002 2450 1015 536 414 938 1813 976 619

2003 2830 1310 560 217 1227 2414 1043 714

2004 3496 1312 712 810 1596 1816 1188 916

2005 4056 1218 770 615 1915 1711 1371 1018

　　注 :数据来源于《江西统计信息网》,其中生产总值和各产业增加值指标按当年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率按可比价格计算。

　　从上表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近年来

江西省的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 ,“二三一”结

构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二、三产业比重呈上升

态势 ,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工业总量持

续快速增长 ,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导力量 ;第

三产业也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增长率不断提高 ,占

全省 GDP 的比重约 30 %左右 ;同时农业基础地位

更加巩固 ,农业产值增长迅速。

而根据 2005 年度江西省统计公报数据 ,我们可

以得到江西产业结构主要状况 :

(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逐步提高

在遭受多种自然灾害情况下 , 粮食总产量

37018 亿斤 ,创历史最高水平。农业结构调整稳步

推进 ,高效经济作物和养殖业较快增长 ,如烟叶产量

211 万吨 ,增长 2612 % ;蚕茧 019 万吨 ,增长 10 % ;

茶叶 117 万吨 ,增长 2411 % ;水果 13013 万吨 ,增长

2713 %。

(二)工业生产快速增长

全省全部工业增加值 145515 亿元 ,比上年增长

20 % ,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116 % ,其中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 82815 亿元 , 增长

2316 %。在规模以上工业中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和私

营企业增加值分别为 43213、1118、28919、11812 和

19916 亿元 , 分别增长 1219 %、4111 %、1913 %、

3413 %和 5319 %。分轻重工业看 ,轻工业增加值

27710 亿元 ,增长 3712 % ;重工业增加值 55115 亿

元 ,增长 2110 %。从企业规模看 ,大、中、小型企业

完成增加值分别为 25215、24711 和 32819 亿元 ,增

长率分别为 1519 %、1116 %和 5214 %。

(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

以高速公路为重点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

强 ,开工建设景德镇 - 鹰潭、南康 - 大余高速公路 ,

续建景婺黄高速公路 ,建成泰井、乐温高速公路 ,高

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 1580 公里 ,所有出省主通道

和省会南昌到各设区市道路实现了高速化 ,硬化和

改造农村公路 314 万公里 ,交通运输能力继续提高。

(四)旅游业保持较快增长

全省接待旅游总人数达到 509512 万人次 ,比上

年增长 2317 % ,其中国内旅游人数 505719 万人次 ,

增长 2317 % ; 入境旅游人数 3713 万人次 , 增长

2915 %。实现旅游总收入 320 亿元 ,增长 3219 % ,

其中国内旅游收入 31115 亿元 ,增长 33 % ;旅游外

汇收入 110 亿美元 ,增长 3013 %。

上述总体情况说明了江西省的产业结构在不断

地优化和升级 ,但是这并不代表其中不存在问题。

江西省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与我国先进省份相比 ,还

有相当大的差距 ,就是与同处中部的其他五省相比 ,

也有一定的差距。2005 年江西省的三次产业结构

比例 1910 : 4712 : 3318 ,同期安徽省为 1719 : 4116 :

4015 ,湖南省为 1914 :4012 :4014 ,山西省为 613 :56 :

3717 ,河南省为 1715 : 5216 : 2919 ,湖北省为 1615 :

4218 :4017。江西省第一产业的比重仅低于湖南省 ,

而第三产业的比重仅高于河南省 ,但实际上河南省

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又很大。由于目前人们对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需求迅速增加 ,江西省的产业结

构现状就反应出产业和产品结构比较老化 ,无法适

应国内产业结构迅速调整、需求结构升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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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西省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

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方向和政策 ,首先

必须对今后经济发展的环境和趋势有一个基本判

断〔3〕。在我国经济运行环境和产业演进机制发生

重大变化的背景下 ,我们认为江西省产业结构调整

的思路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

(一)结构调整的立足点是市场需求

经过了十几年的高速增长后 ,我国的生产力水

平大幅度增长 ,长期困扰我们的经济短缺现象已基

本得到消除 ,消费品的买方市场已经形成 ,不仅纺

织、轻工等传统消费品生产能力闲置 ,电视机、电冰

箱等新型耐用消费品也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 ,生产

能力的扩大远远超出现实购买力水平的增长 ,消费

带动增长的势头明显减缓。对于能源、交通通讯等

基础产业来说 ,“瓶颈”制约也得到了相当程度上的

缓解。在这种情况下 ,产品的更新换代 ,新的消费热

点的开拓 ,产品市场需求适应力的增强 ,成为产业结

构调整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结构调整的着力点是加快高科技产业发展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竞争

的成败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科技实力。现代发展经济

学理论和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 ,除资金和劳动

力投入因素外 ,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第一

生产力的角色 ,目前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已达 60 %以上。近十几年来 ,美国等西方

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摆脱经济衰退 ,实现了适度增

长 ,主要是依靠微电子、通讯、航天、生物医药等高科

技领域的技术突破和产业的迅速发展。如何实现各

行业的技术进步 ,加快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是优化产

业结构、提高产业素质的关键。

(三)结构调整的主动力是机制的转换

未来的经济发展 ,市场机制将充分发挥对资源

配置的基础作用。产业发展的方向和政策的制定 ,

都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 ,依据和服从于市场运行规

则 ;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上要切实转变职能 ,要把主

要精力集中在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规范竞争秩序

和市场行为上 ;竞争性行业的结构调整任务 ,应主要

由市场和市场主体 ———企业来承担。

四、江西省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

“中部崛起”是“十一五”时期我国区域经济的新

亮点 , 中部崛起面临的宏观形势与环境总体看好。

在这有利的时机中 ,通过制订有效的产业政策促使

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 ,应当成为江西省经济发展的

战略重点。

(一)科学地选择战略先导产业 ,大力发展高新

技术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不但有很高的收入弹性 ,而且对

于农业、冶金、机械等传统产业有很强的波及效果。

近年来 ,江西省紧紧围绕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目标 ,

按照“创新、产业化”这一全国科技工作的总方针 ,努

力营造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高新技术产

业已经成为促进江西工业化进程、拉动江西经济发

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全省 2004 年 268

家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产值 (指高新产品总产值)

31611 亿元 ,增加值 8611 亿元 ,实现利润 1817 亿

元 ,分别比上年增长 1317 %、1114 %和 1318 % ,对

GDP 贡献率为 215 %。江西民营经济对高新技术产

业的发展作用明显 ,2004 年 268 家高新技术企业中

有民营企业 223 家 ,全年实现总产值 2631l 亿元 ,比

上年增长 2114 % ,大大高于 GDP 和高新技术产业

的增速 ,占全省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达到 8311 %。

江西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作用也很大 ,如赣南地区的

一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与珠三角地区相邻 ,

与其实现了良性的互动与对接 ,充分利用当地的稀

土资源 ,在新材料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 ,成为江西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最快、最具潜力的地区。

应该说江西省高新技术产业具有强大的潜力和

广阔的发展前景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1)高新技

术产业总体规模较低。全省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虽

然比前几年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横向比较仍然远远

落后于发达省份。江西在汽车、电气机械、电子及通

信、化学原料及制品 4 大领先行业中 ,除汽车外 ,其

余行业总产出占全部独立核算工业总产出的比重都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 企业规模偏小。2004 年

268 家高新技术企业中 ,小型企业就占了七成 ,产值

超过 5 亿元以上的企业全省只有 22 家。企业规模

偏小 ,市场竞争能力就弱 ,经不起风浪 ,容易被同行

业的大企业、大集团挤垮。(3) 人才供需矛盾突出。

国家对江西的教育经费投入较少 ,高等院校也少 ,全

省进入“211 工程”的院校只有南昌大学一所 ,导致

了科研基础薄弱 ,科研人员缺乏。没有一支高素质

的研发队伍 ,也就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在很大程度

上成为制约江西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提高的瓶

颈。(4)科研经费投入过少。

因此我们应采取如下对策 :首先要通过制定相

关的高科技产业政策 ,包括财政和金融政策及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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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政策 ,吸引资金、人才、技术涌向高科技产业 ,以

促进其产业规模迅速扩大 ,产业集中度迅速提高。

其次要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力度 ,通过政府投入引

导资金流向高新技术产业。江西作为东部和西部的

连接地带 ,在与长珠闽的对接中 ,可引进长珠闽的资

本 ,也可以通过引用外资来增强企业的外源动力。

第三 ,人才是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 ,必须充分重视高

技术产业的人力资源开发。

(二)壮大支柱产业 ,实现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 ,

加快工业化进程

近年来 ,江西省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 ,全省经济

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明显成效 ,初步形成了汽车航

空及精密制造产业、特色冶金和金属制品产业、中成

药和生物医药产业、电子信息和现代家电产业、食品

工业、精细化工及新型建材产业等六大支柱产业 ,这

些产业有其自身的优势和特点 ,一是核心企业和主

导产品的产业关联度较大 ,产业成长性好 ,有较强的

产业带动作用 ;二是就业容量大 ,有助于城乡富余劳

动力的转移和安置。但江西的工业发展还很不充

分 ,其工业百分点还远低于全国水平 ,所以在今后一

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江西都是要以工业化为核心 ,不

仅要大力壮大支柱产业 ,还要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

用技术大力改造和提升机械、化学、建材、钢铁、纺

织、造纸、食品制造与加工等传统产业 ,走出一条科

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

新型工业化道路〔4〕。

(三)巩固发展纺织、服装和食品等传统竞争优

势产业 ,加速发展旅游、商贸物流和房地产等第三产

业

首先 ,纺织、服装、食品等产业和第三产业基本

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江西省农村富余劳动力成本

低的优势将长期存在 ,劳动密集型产业本身并非没

有发展前景。其次 ,已有较强物质基础的纺织、服装

和食品主要是以农副产品为加工原料的产业 ,江西

作为农业大省 ,具有资源优势。第三 ,江西拥有一批

特色鲜明的垄断性的旅游资源。江西素有“物华天

宝 ,人杰地灵”的美誉 ,既是宗教集居、名人荟萃的圣

地 ,又是革命的摇篮、政治文化中心 ,文化资源可谓

极为丰富。江西还称得上是个绿色的家园 ,山水资

源十分丰富。这些优质的旅游资源使得江西的旅游

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四 ,江西可以利用优

越的地理位置 ,与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等加强联

合与协调、统筹规划 ,合力营造区域物流发展的“大

环境”,大力发展商贸物流业。第五 ,江西省 2005 年
商品房销售需求较旺 ,全年共销售商品房面积 1221

万平方米 ,增长 1916 % ,其中个人购房面积 1198 万

平方米 ,增长 2112 % ,占全部销售面积的 9811 %。

今后江西应该抓住消费结构升级和城市化进程加快

的有利商机 ,有序发展房地产业。

(四)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双重

作用

市场具有固有的局部性、短期性和无序性等缺

陷 ,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政策的实施具有长期

性、全局性、系统性的特点。因此单纯的市场机制条

件 ,难以自发地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特别是对传统

产业的结构调整 ,需要政府的有力干预 ,以弥补市场

机制的缺陷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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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Thought and Countermeasure of Adjusting Jiangxi Province’s Industry Structure

L I Hong , N I Hong2ning , Chen Yun2jua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9 ,China)

Abstract : One country or region must continuously adjust and optimize industry structur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tinuous

economic growth under the condition of market economy. In this thesis we analyze the present economic situation and industry structure of Jiangxi

Province basing on recounting in brief those of China ,summarize the questions existing and offer our thought of adjusting industry structure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we should 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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