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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结构是工业化的核心问题  

http://www.crifs.org.cn  2007年5月18日  李 菲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中国经济存在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

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这点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要害。解决好结构问题，对于顺利推进我国工业

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结构问题是我国工业化中的突出问题  

内需不足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的症结所在，而内需不足并非简单的总量上的不

足，它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原因。我国的结构问题存在于各个方面，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产业结

构转变问题，也就是工业化问题。在发展经济学中，工业化并非简单地指工业部门的发展，而是指

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除的复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业部门高速扩张

及其在整体经济中所占比例不断扩大仅是一个方面，通过工业部门的扩张逐步将传统部门的生产要

素尤其是劳动力转移到现代部门，才是最关键的一步。也就是说，工业化的涵义不是工业部门的独

自发展，而是通过工业部门的发展将整个经济系统有机整合起来，消除二元经济结构。  

国外有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都表明，农业和农村地区的发展滞后，会影响工业化的

顺利推进；国内需求不足，会制约工业化进程；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之所以难以向工业部门转移，主

要原因在于不同部门之间的人力资本存在差异。可见，如果工业部门快速发展，却未能充分起到

“引擎”作用，不能消除由于农村地区落后、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富余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低所造成

的结构刚性，那么，这种工业部门的快速发展反而会进一步拉大不同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从而

强化产业结构不平衡的状况，并最终制约工业部门和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  

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是一个中心环节。但近年来，我国的这个

转移过程并不十分顺畅。从就业弹性系数看，“九五”时期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为０．１３，但到

“十五”时期则下降到了０．１１；同时，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的偏离度也从１９９８年的６

５．０扩大到２００３年的７３．０。这些数据说明，我国的工业化未能在劳动力转移和消除二元

经济结构方面发挥明显作用，这是导致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系列突出问题的重要原因。  

通过转变结构发挥工业化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从结构转变的角度看，内需不足的原因在于工业化过程中的要素转移受到限制，劳动力不能顺

利地从低收入的传统部门转入高收入的现代部门。再加上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低收入阶层缺乏改善

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的能力，从而加剧了结构转变的刚性。  

具体来说，近年来我国工业投资主要集中于高能耗和高资源消耗的重化工业部门，但这些部门



大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相对有限，限制了工业增长对劳动力转移的正面效

应。而且，由于投资的挤出效应，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客观上受到了抑制，

特别是以私营企业为主的中小型企业获得投资的难度加大。这种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投资结构，

不仅经济效率较低，而且能耗高、污染重；而较高的能耗和原材料消耗会导致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

胀，从而使宏观经济同时面临内需不足和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的双重困境。这是一个典型的结构性难

题。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求我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

提高发展质量。为此，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促进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充分发

挥工业化对整个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同时，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着力推

进新农村建设，着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着力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

展的轨道。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 zfy） 

  

  

  

 
 

Copyright© 2005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版权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通信地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   邮政编码: 100142  联系电话: 86-10-88191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