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中南城市群产业结构的趋势分析 

文/张 波 

 一、产业结构趋势预测的理论 
 钱纳里和库兹涅茨在解释产业结构变动一般趋势时都曾指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与人口平均产值之间存在的关系。库兹涅茨提出了两种度量尺度来预测产业结构变动趋势。 
第一种尺度是对按人口平均产值最低和最高划分的国家分组间的变动范围进行对比。具体来说，首
先根据原始资料进行人均产值高低的国家分组，然后进行部门产值份额大小的国家分组，最后求出
两者变动范围的百分比。 

 第二种尺度是反弹性值E。它是某一部门在按人口平均产值中的百分比差异。它表示人均产值
变动某一百分比时，部门产值变动份额的比率。 

 二、预测辽中南城市群产业结构趋势 
 （一） 三次产业结构的比例 
 这里运用库兹涅茨提出的一种尺度来研究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与人口平均产值之

间的关系。 

 根据2000-2005年的数据计算得出可以看出辽中南城市群的三大产业与人均产值之间的关系，
第二大产业与人均产值之间关系最为密切，其次是第三产业，最后为第一产业。 

 辽中南城市群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03到2010年七年平均增长百分比的平均数为 11.3%，同
时计算辽中南城市群200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值为17123.8 万元，这样计算出辽中南城市群
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值为30669万元。根据2006年7月 人民币与美元兑换比价，可知2010
年辽中南城市群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786 美元。 

 根据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与产业构成资料，可大致得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000美元，第三
产业的产值比重为40%左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5000-8000美元，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为50%-60%
左右；即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而增大。因此，辽中南城
市群第三产业结构在40%-50%之间，同时考虑到辽中南城市群的十大城市的第二产业主体地位及绿
色生态农业发展战略，因此本文预测2010年辽中南城市群第三产业结构的比例为5：49：46。 

 （二）产业结构变动度指标 
 产业结构变动度指标是三次产业结构指标的补充指标。具体在于，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是随

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变化的，衡量一段时期内产业结构的变化程度，根据其变化值的大小可以
看出某区域某时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其具体的衡量指标为：一、二、三次产业产值变动率。辽中
南城市群2003年一、二、三产业结构的变动率分别为8.6%、5.9%、12%；2004年一、二、三次产业
结构的变动率分别为8.2%、7.8%、12.5%；2005年一、二、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率分别为5.1 %、
16.7%、12.3%。 

 由此可见，辽中南城市群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这有利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
第三产业虽有上升但幅度较小，第一产业曾现出下降趋势，这与上述计算出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是
相符的。 

 三、对辽中南城市群产业结构趋势分析的评价 
 辽中南城市群把重点放在第二产业上是很合理的，首先，目前我国已进入重化工业阶段，经

济增长的动力开始主要依靠重化工业化；其次，发展新型重化工业是辽宁工业发展阶段及保持辽宁

 



在我国国民经济中重要战略地位的必然选择；最后，发展辽宁现代重化工业，有利于提高中国原材
料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国际市场竞争里和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到2010年所预测的辽中南城市群的第三产业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是增创辽中南产业结构
优势的关键，也是提升辽中南地区产业竞争力的现实需要。辽宁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后期，这一时
期服务也发展的主要动力因素是：城市化加速发展对服务也产生的需求；生产社会化对生产性服务
业的需求。虽然第一产业比例会大幅度下降，但辽中南城市群中的城市仍需发展各自特色的农业、
畜牧业、林业、渔业、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提高第一产业的竞争力。 

 结束语：通过对辽中南城市群三产业结构的趋势分析，辽中南城市群在产业结构上应在原有
产业布局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整合，深化产业分工，提升产业功能，形成既具有强大的综合竞争
力，又分工明确、层次清晰的辽中南产业群（作者单位：沈阳航空工业学院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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