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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

• 一、经济结构及其调整

• （一）结构调整将作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
展主线的必然性

• 1.在广义上，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

构、城乡结构、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多
个方面。其中产业结构是主要组成部分。在一般
意义上，产业结构包括生产结构、产品结构、企
业组织结构和技术结构等多方面



• 2.适时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既是国民经

济持续协调发展、资源优化配置的内在要求，又

是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必然选择；既有利

于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深层矛盾，又有利于经济整

体水平的提高；既直接关系到当前的经济利益和

持续发展，又直接涉及经济的全局和长远发展。



• （二） 现阶段我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

• 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产业结
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
低” 。

•
1.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生产结构不合理。
2.地区发展不协调主要表现为各地长期追求

自成体系，重复生产、重复引进、 重复建设问题突出
3.城镇化水平低



• （三）经济结构调整的特征和思路

• 特征
• (1)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促进科技进
步和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从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
的发展。

• (2) 要注重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
产业。

• (3) 要从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有利位置的战略高
度，选择本国的产业布局。

• (4) 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 (5) 要着眼于新时代的社会需求



• 思路

• (1) 在调整的“路径选择”上要打破常规

• (2) 在调整的动力结构上，要切实依靠制度创新、

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 (3) 在调整的实施方略上，要善于把产业结构与地

区结构、城乡结构结合起来



• （四）经济结构调整要处理好各方面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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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 （一）产业结构类型的划分与演变

•
• 1.两大部类结构

• 2.农、轻、重结构

• 3.三次产业结构

• 4.按资源密集度分类的产业结构



• （二）产业结构优化的内涵

• 产业结构优化是指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

和高度化的过程

• 调整影响产业结构的决定因素→产业结构合理化
和高级化→产业结构效应发挥作用→国民经济持
续发展。



• 1.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为提高经

济效益，要求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
段上，根据科学技术水平、消费需
求结构、人口基本素质和资源条

件，对起初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进行
调整，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使各产业协调发展。



• 2.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产业结

构根据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顺序
由较低阶段或层次向较高阶段或

层次演进的过程。



• （三）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思路

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
以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

服务业全面发展
以农业为基础



• （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必须正确处
理好的三个关系

正确处理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

正确处理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

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 第二节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 一、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概况

•
• 二、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思路

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重视经济发达地区的辐射作用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



• 第三节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一、“可持续发展”的由来

• “可持续发展”一词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欧洲一
些发达国家首先提出来的。所谓“可持续发展”，
就是既满足当代人的各种需要、又保护生态环
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危害的发展。

•



• 二、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的必然性

•
• ★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期，面临着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的历史任务，而庞大的人口基数、资
源相对短缺、环境污染严重，粗放型发展方式等
对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严峻挑战。这些昭示
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的必然性。



• 三、当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特点

•
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历史性转变；
资源保护、开发和节约有了明显改善；
生态建设、环境污染治理和灾害防御进

入了新的阶段。

生存与发展的关系 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机会与公平的关系 现实与未来的关系



• 四、当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 （一）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提高全民人口素质，
调整人口结构与分布

• （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
境友好型社会

• （三）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能，加强部门之间的合
作，提高政府政策的一致性、协调性和可预见性



• 思考题：
• 1.为什么要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我国现阶段经济

发展的主线？　

• 2.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必须处理好哪几个关

系？　

• 3.试述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思路。

• 4.试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思路。　

• 5.为什么要实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6.试述当前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特点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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