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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陕西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转换。本文首先阐述了陕西

省产业结构的现状及资源分布特点，其次用实证分析证实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高

增长的推动作用。然后，在确定从高度化和合理化对陕西省产业结构进行评价后，

构造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水平的测算指标，利用直接消耗系数表测算陕西省

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水平。最后，根据分析结果，结合陕西省资源分布状况，

指出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方向。  

  [关键词]产业结构 ；高度化；合理化   

 

  一、产业结构的研究领域  

  产业是指具有某种共同特性的企业集合。某种共同特性是将企业划分为不同

的产业的基准。因此，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企业就可将企业划分为不同的产业。而

产业划分的基准选择是服从于两个经济分析的需要。其一是服从于社会在生产过

程中，大类部门之间、制造业各工业行业之间，以及行业内各种中间产品之间的

均衡状态的分析需要。这将选择“具有使用相同原材料或相同生产技术或工艺或

者相同产品用途”这一特性作为将产业划分的基准。这里的“产业”指“使用相

同原材料或相同生产技术或工艺或者相同用途产品企业的集合”—这就是产业

结构中的产业。  

  二、陕西省产业结构的现状及演变趋势  

  陕西省依据资源分布特点，利用资源优势形成了四大建设基地，陕北以化工

能源为发展重点，陕南利用自然环境优美、生物资源丰富等优势，是绿色产业基

地，而关中则以先进制造业为建设重点。另外重点发展的产业包括装备制造业、

高技术产及能源化工产业三大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果业、畜牧业、旅游、

能源化工和国防科技工业六大特色产业和旅游业、文化产业及现代物流业三大特

色现代服务产业。其中装备制造业是陕西工业的主体产业，现代物流业是陕西省

的新兴产业。现代物流是相对于传统物流而言的。它是在传统物流的基础上，引

入高科技手段，即运用计算机进行信息联网，并对物流信息进行科学管理，从而

使物流速度加快，准确率提高，库存减少，成本降低，以此延伸和放大传统物流

的功能。”   

  三、陕西省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定量分析  

  产业结构高度化最根本的实质是在当时各产业的经济技术水平和其结构关

联水平。它最终反映在结构关联经济技术矩阵的水平上，因此可把结构关联经济

技术矩阵水平作为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综合性衡量指标。由于产业结构关联经

济技术矩阵的元素值的大小表示某产业部门生产技术水平的高低和经营管理能

力的大小，因此，表示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结构关联经济技术矩阵取决于：每

一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水平与组织管理水平，具有较高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的部

门所占的比重，以及这些部门的关联质量水平，或者说，结构关联经济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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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投入产出表中直接消耗系数矩阵每一元素的大小以及具有较小值的元素

所占的比重及其排列位置。但是现实生活中，不同时期的经济技术矩阵的元素，

有的上升，有的下降，这说明产业结构总体水平上升还是下降了呢？这一困难可

以采用求矩阵最大特征值的方法解决。 

四、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的几点思考  
  1、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  
  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核心是大力发展优势和特色产业，充分发挥各地区各种资源的

比较优势。总体目标是使优势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工业增加值占总产值比

重达到 43%；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7：53：40。继续发展壮大高新技术产业、果业、畜牧业、

旅游、国防科技工业和能源化工业；加快关中制造业、陕北能源化工业、陕南绿色产业、渭

北果业四大基地建设。  
  2、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的重点  
  （1）三大支柱产业的调整。据调查可知陕西省机械设备制造业和能源化工业的现实产

业结构和经济技术结构不适应，产出出现短缺，因此要加大三大支柱产业的比重。对于装备

制造业的调整要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以资本为纽带，实施资本整合重组，并加强

各企业间的专业化协作配套，加速产业集聚，构建产业集群。在保障装备研制工程的基础上，

积极推动军工技术向民用转移。高技术产业，由于陕西省拥有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比较多，科

技人才富集，陕西省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依托国家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企业

技术中心，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其转换效率。积极培育和引进拥有领先技术的高技术企

业，实施产业关联度大、成长性强的重大产业项目，尽快形成产业规模。能源化工产业，充

分发挥陕北煤、油、气、盐和陕南水源丰富的优势，重点发展陕北能源化工基地，渭北能源

接续区和汉江水发电站，推进煤电一体化发展，煤化一体化，油炼化一体化发展，积极发展

可再生能源，加快太阳能、风能、地热、小水电开发，优化能源结构，推动多元化发展。加

大科研力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2）六大特色产业的调整。从陕西省的地理环境看，陕西省只有关中是平原，适宜种

粮食，从南到北由温带草原带，森林草原带，暖温带等适宜种植各种水果，因此陕西省应根

据地理环境，在适宜地带加大水果种植力度，重点发展渭北果业，稳定扩大优生区面积，调

整产品品种结构，普及和提高果品生产关键技术，推行标准化生产和园艺化管理，建设标准

化和示范化基地，提高果品加工处理能力，拉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  
  畜牧业可以实现粮食等转化，延长产业链，因此可以通过发展畜牧业来延长农业产业链，

而且秦川牛具有比较优势资源，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对于畜牧业的调整，要突出抓好关中奶

畜和秦川牛肉、陕北舍饲养羊、陕南瘦肉型猪和城郊禽蛋生产基地建设，扶持养殖小区和养

殖大户，提高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饲养水平，推进养、加、销一体化，提升比较优势。  
  国防科技业的调整，积极支持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坚持军民结合，支持军工发展民品，

推进军工民用产业向高层次、宽领域扩展。积极发展一批技术先进、竞争力强的民用产品，

促进国防科技工业同地方经济的有机结合，重点是陕西航天科技园区、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

产业基地发展和核工业、电子信息产业技术创新、资源整合、产品提升。  
  （3）三大特色现代服务业的调整。对于旅游产业，深入挖掘周汉唐等古文化内涵，开

发具有较大影响的旅游产品，加快发展红色旅游、科技旅游、生态旅游，合理开发自然资源，

加强对旅游的规划和引导，防止重复建设，盲目开发，另外，整合旅游资源，打造旅游精品，

发展休闲度假，风情民俗，科技观展，体育探险等特色旅游。  
  文化产业要以影视、文化旅游业为突破口，充分发挥关中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陕北红

色文化和黄土风情文化、陕南汉水文化和绿色文化资源优势，积极发展文化产业，打造强势

文化品牌。加快建设 10 大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扩大规模，提高产业层次，提升陕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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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陕西占据欧亚大陆桥中段的重要位势具有发展现代物流业的重要基础，因此要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和管理手段，促进交通运输、仓储、流通加工、物流信息、包装、搬运装卸、区域分

拨和配送等物流环节的有机结合，形成供应链，提高物流业的现代化水平，提高经济运行的

质量和效率，提高物流企业的竞争力，着重发挥区位优势，加大物流资源整合力度。加快建

设“三大物流园区、十大物流配送中心、两大平台、四大体系”，形成以西安为枢纽，以宝鸡、

榆林、汉中、安康为结合点的现代物流体系，建成我国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重要物流基地。  
  五、结论  
  首先通过陕西省产业结构背景及现状的了解，阐述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势，通过阅读大量

文献，确定产业结构的研究领域以及从高度化和合理化两方面去评价陕西省产业结构。其次

根据已有的研究基础，选取测算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水平的指标，利用陕西省 2002 年

直接消耗系数表计算陕西省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水平。最后根据陕西省资源分布特点，

运用比较优势和资源优势针对陕西省不合理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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