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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若干问题刍议  

  2008-3-10 

  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较之改革开放前更趋合理，税收与经济保持同步增长，投资对经济的增长起

到了很强的拉动作用。但应引起我们关注的是，我国第一产业的比重在不断下降；税收增长率波动性比较

大，而各产业的税源与产业结构失衡存在关联；我国的投资率位居世界首位，而投资的边际产出率总体呈

下降趋势，消费率又低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这些现象显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仍然任重道远。

本文试图通过对当前我国的产业结构、税收结构，以及需求结构的剖析，阐述合理的经济结构，有助于促

进国家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一、产业结构方面  

  （一）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 

  目前世界产业结构的平均水平是：第一产业比重低于4%，第二产业比重低于30%，第三产业比重高于

60%。从不同收入国家的经济结构看：低收入国家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不相上下，第三产业比重最

高；中等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的三次产业比重类似，其比重从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依次上升，但不同

的是中等收入国家第一产业比重低于中低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的第一产业比重很低，在2%左右，第二产

业比重低于30%，第三产业比重高于70%。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由低收入水平走向高收入水平的过程是第一

产业逐渐下降至一个稳定的较低比重、第二产业比重经历由低到高再回落的过程，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渐提

高并将达到70%左右。  

  （二）目前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 

  1、第一产业比重稳定在较低水平需要进一步加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根据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调

整以后的三次产业结构如图1所示。  

   

  图中可以看出，与1978年相比，2005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了约1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了约15

个百分点；1982年以后第一产业的比重基本处于下降的状态，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呈现上升的态势；第二

产业比重则相对稳定，与1978年相比，2005年仅下降了2个百分点。我国三次产业比重的变化符合一个国

家走向发达的演进路程。 

  比较而言，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比重都稳定在一个较低水平。但从中国具体情况看，第一产业的比重

不管有多低，都应该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放在战略性的首位。近几年第一产业增长速度趋缓，所占比重

不断下降，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农业一旦出现问题，短期内整改很难立刻见效。建议有关部门根

据我国人口增长情况和经济发展状况，测算农产品生产的最低安全供给量，设定农业生产安全警戒线，以

适时调整第一产业的合理比重。 

  2、第三产业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快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情况，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在8—10%上下波动，第一产业平

均增长速度在4%上下起伏，第二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在10—12%之间，第三产业平均增长速度在10%左右。 

  表2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单位：%）  

  分阶段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最快，2000年以后增长速度比较



平稳。其中，1998—2005年的增长速度放慢；比较三次产业的增长速度，1981—1984年，第一产业增长速

度较快，第三产业增长速度高于第二产业增长速度。除此之外，第一产业增速一直在低位运行，第三产业

增长速度总体低于第二产业，1997年以后二者比较接近，见图2。  

  图2三次产业增长速度 

  从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看（图3），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平稳。第一产业除个别

年份以外，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在10%以下，第二产业的贡献率在60%左右，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在30%

左右，但2000年以后第三产业的贡献率波动较大。 

  根据以上对三次产业结构的分析，目前我国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较低是较为突出的不足之处。

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越来越强调社会的功能，如物流功能、服务功能、教育功

能、金融功能等等，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目前我国第三产业比重在40%左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

工业拉动。从三次产业构成的国际比较可看出，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还处于欠发达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

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还大有潜力，尤其是农村的消费潜力和服务功能尚未得以充分

发掘与发展。  

  二、税收结构方面  

  （一）第二产业仍是税收的主要来源 

  税收收入的变化与经济运行的质量有着重要的内在关系。 

  从增长率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与税收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并且，我国税收增

长速度基本上高于GDP增长速度，其原因主要是税收结构与GDP结构之间有差异。税收主要来源于工业企业

产出、三产的营业收入以及企业利润，而这些指标的增长大多大于GDP增幅。 

  从税收占GDP的比重看，1991—1995年，全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95年以后该比重逐年

上升，2006年比1995年上升了8个百分点。这是由于我国适时调整了税基所致。 

  从经济发展与税收增长的关系中不难发现，农业税取消后，第一产业对税收的贡献几乎为零。第二产

业，尤其是工业快速发展带来的丰厚的增值税，从而使地方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来自第三产业的营业税也

远不及第二产业的增值税。因此，各地、各级政府对发展工业的重视程度远大于发展其他产业，尤其是财

政贫困地区对发展工业更为热衷，而对发展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重视程度则逊色得多。这种税收源动力

势必导致第二产业的快速增长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了最大比重。 

  （二）产业结构和税收结构需要进一步契合 

  比较国内生产总值的产业构成与税收的产业构成，可以评估产业的经济贡献与产业贡献是否匹配。表

4中数据显示，第一产业增加值基本不与税收挂钩，对税收的贡献微乎其微；第二产业的税收贡献大于经

济贡献，其中，工业的税收贡献尤其突出；第三产业的税收贡献与经济贡献基本相当。 

  从第三产业税收占其增加值比重看，第三产业的平均税赋水平为15.77%，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的税赋远小于第三产业税赋的平均值；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税赋高于平均水平；金融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的税赋水平与平均值基本相当。 

  从第三产业增加值构成与税收构成的对比可以看出，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的

税收贡献大于产出贡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税收贡献远小于产出贡献；金融业的产出贡献与税收

贡献基本相当。 

  从第三产业增加值构成和营业税构成比较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营业税所占比重略小于增加

值所占比重，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的营业税比重远大于增加值比重。不难看出，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的营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是第三产业营业税的主要税源。 

  表5 200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税收构成的比较 

  （单位：%）  

  第三产业中，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的税收贡献大于经济贡献导致了这些

行业的高速发展；而相比之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税收贡献要小得多，若仅靠市场调节则只会缓

慢发展。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有学者提出的产业产值结构与产业就业结构严重分离是由于税收这只无

形的手起了作用。  

  三、需求结构方面  

  （一）我国投资率呈上升趋势 



  目前，我国投资与消费结构的现状是投资率呈上升趋势，消费率呈下降趋势。由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

可以计算出投资率（资本形成率）和消费率（最终消费率）。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投资与消费结构，投资

率在40%上下波动，消费率在60%上下波动。2000年以后，投资率明显上升，消费率则逐年下降。  

    

  而从边际产出率看，投资的边际产出下降，消费的边际产出上升。近10年来，投资的边际产出率

总体呈逐渐下降趋势，消费的边际产出率呈缓慢上升趋势。也就是说，存在新增投资所带来的产出的增量

递减，新增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所带来的产出的增量有增加的趋势。 

  表6投资与消费边际产出率  

   

  图6投资与消费的边际产出率 

  （二）我国投资率的比较水平偏高 

  我国目前的投资率基本稳定在40%左右，在世界范围内居于首位。2000年，世界平均投资率为22.4%，

高收入国家的投资率为22.0%；2004年，中等收入国家的投资率为25.9%，欧元区的投资率为20.1%；印

度、韩国的投资率为30%左右；2000年日本的投资率在26.3%，加拿大、美国、法国的投资率均在20.5%左

右。  

  因此，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是我国投资与消费结构存在的问题。40%左右的投资率使我国远

远高于世界发达国家或地区而居首位，2005年我国的消费率为51.9%，低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

家。 

  以上分析了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我国作为农业大国，需要切实在农业基础建设上加大

发展力度，这是立足之基也是发展之需。我国第三产业虽然蓬勃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欠发达

水平，其产业比重还远不到位，其服务功能还存在相当多的薄弱环节，其潜力还尚待进一步挖掘；在倡导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不应忽视第二产业，因为第二产业为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增长

源。而针对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资本效率下降问题，要对症下药，标本兼治。要从我国的政策调控

和导向上使投资趋于合理，走向平衡；要在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以及在社会保障、在免除医疗教

育等解除“后顾之忧”方面为扩大社会消费扫清道路、铺垫基础、提供条件，从而合理地拉动消费、促进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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