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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文采用实证性研究方法，分析发现通常使用的产业结构变动分析指标体系的缺陷，并提 出针对性的解决思路：必 

须注意各相关指标的内在联 系与相互依存条件 ；各 国产业结构变动 K值的比较必须联 系各 国的国情、以各 国产 业结构相似 的 

发展阶段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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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dices System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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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Wact：~u-oushthemethod ofempirical analysis，the paper discoVeP8the defectof c0粕m叫dy usedindicesof industrial structure varia— 

tion and presents possible solutions：People must c0ncerIn龇e on the relationship of relative indices and the interdependent conditions and the 

comparis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variation must be based on the similar stage of the industrial strucmre development of each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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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的背景与问题 

近 20年来 ，中国的 GDP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幅 

度，成就为世人瞩 目。然而 ，近年来 中国出现的结构 

性生产过剩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障碍。这再次 

证明经济发展不是简单的数量扩张，而最终归结于 

结构的演进。中国的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过程必 

然表现为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对产业结构变 

动过程的监控需要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然而，我 

们发现 目前学术界在运用现有产业结构指标进行分 

析时存在如下问题：第一，在设计产业结构变动分析 

指标时，没有充分注意到各指标内在的联系。如三 

次产业结构 GDP指标、就业结构指标、产业结构变动 

速度 K值以及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等指标均从产业结 

构演进的不同侧面分别进行考察 ，尚未研究指标体 

系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依存条件。第二，在运用 

K值进行分析时，忽视了各 国的具体国情 ，将发达国 

家 K值变动与发展中国家同一时期的K值比较，分 

析牵强，由此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程度作 出评价会 

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笔者在运用以上指标体系进行 

产业结构分析时发现了以上缺陷，经过分析验证 ：各 

国只有在产业结构相似，且产业结构变动时间长度 

基本相同的条件下计算的 K值 ，才能更加准确地 比 

较各国产业结构的变化程度。 

二、产业结构分析中的指标与联系 

在运用各国产业结构变动 K值指标进行比较分析 

时必须以三大产业指标及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基础。 

(一)我国三次产业 GDP与就业指标 

通过对表 1与图 1、图 2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 

三点结论：(1)从 1952年至 1999年我国第一产业实 

现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人中的比重以及第一产 

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就业比率)处于不 

断下降的趋势 ；(2)--产业的国民收入相对 比重先呈 

明显上升的趋势以后减缓，而就业比率略有上升； 

(3)服务部门的就业比率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 ，但是 

在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则是大体不变化或者略有上 

升的趋势。这就表明了我国的三次产业变化发展趋 

势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所表现出来的规律完全或者基 

本吻合 ，从而为对我 国的产业结构变动速度 K值进 

行分析创造了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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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按三次产业化分的年底就业人员的构成与中国 GDP三次产业构成 

劳动就业 GDP产值 劳动就业 GDP产值 

年仓 一产 二 产 三产 一产 二 产 i产 卑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 产 二=．产 三-产 

1952 83．5 7．4 9．1 50．5 2o．9 28．6 1989 6o．1 21．6 18．3 25．0 43．0 32．0 

1957 81．2 9．0 9．8 40．3 29．7 30．1 1990 6o．1 21．4 18．5 27．1 41．6 31．3 

1 9I62 82．1 7．9 9．9 39．4 31．3 29．3 1991 59．7 21．4 18．9 24．5 42．1 33．4 

1965 81．6 8．4 1O．0 37．9 35．1 27．0 1992 58．5 21．7 19．8 21．8 43．9 34．3 

1970 80．8 10．2 9．0 35．2 40．5 24．3 1993 56．4 22．4 21．2 19．9 47．4 32．7 

1 77．2 13．5 9．3 32．4 45．7 21．9 1994 54．3 22．7 23．0 2O．2 47．9 31．9 

19r78 70．5 17．3 12．2 28．1 48．2 23．7 1995 52．2 23．0 24．8 2o．5 48．8 30．7 

1980 68．7 18．2 13．1 30．1 48．5 21．4 1996 5o．5 23．5 26．0 2o．4 49．5 30．1 

1985 62．4 2o．8 16．8 28．4 43．1 28．5 199r7 49．9 23．7 26．4 19．1 5O．0 30．9 

1986 6o．9 21．9 17．2 27．1 44．0 28．9 1998 49．8 23．5 26．7 18．6 49．3 32．1 

1987 6o．0 22．2 17．8 26．8 43．9 29．3 199l9 50．1 23．0 26．9 17．7 49．3 33．0 

1988 59．3 22．4 18．3 25．7 44．1 30．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1) 

中国三次产业就业 比例 

l952 l970 1985 l989 1993 1997 

1962 l978 1987 1991 1995 I999 

年度 

中国cDP三次产业变化趋势图 

1952 1959 l966 1974 198l l988 I995 

l956 l993 l970 l977 l984 1992 1999 

年度 

图 1 中国三次产业就业比例 图 2 中国 GDP三次产业变化趋势图 

(二)产业结构相似 系数 这涉及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下面将我 国的产业结构变动与其他国家 比较 ： 

表 2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在各产业中的分布(％) 

资料来源：[1]刘志彪<现代产业经济分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世界统计年鉴 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根据相关资料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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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是指一国与另一国的同 

种产业结构的相似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XAiXni 

San = —_二二二i==1=二二二二二二  

， n n ／̂∑碗∑ 
i= 1 i=1 

其中：San表示两国产业结构的相似系数 ；XA 表示A 

国的i产业的GDP或就业 比率 ；Xni表示 国的i产业 

GDP或就业 比率。 

将表 1与表 2的数据代入以上公式计算，可以 

得到表 3的结果 ： 

表 3 中国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国家 SAB 

中国[1999]--~美国[1890] 

中国[1999]--~法国[1866] 

中国[1999]--~德国[1882] 

中国【1999]-~日本[1930] 

O．987O 

O．9546 

O．965O 

O．钙r70 

通过一系列计算，中国 1999年的产业结构分别 

与 l89o年的美国、1866年的法国和 1930年的日本相 

似度较高。在这里的计算我们排除了通常和英 国的 

比较。因为英国是一个农业占比重很小的国家，在 

目前我们 可以收集到的资料中，计算得到 中国 

[1999]与英国[1881]的 san =0．72，而英国的一产业 

就业的最高比重是在 1881年的 13％，中国在 1999年 

为 50．1％。那么，是否由此可以下结论 ：我国目前的 

产业结构水平 落后 于英 国那个时期 的水平 呢?显 

然 ，这一结论是不恰当的。我们认为 ：相似系数 San 

使用的前提条件是只有在同一类型的国家内才具有 

可比性。比如，法国、德国、美国、中国等大国的产业 

结构才具可 比性。 

(三)产业结构变动速度 K值指标 

K值指标用来动态考察某一时期内一国三大产 

业结构变动速度，并可用于与他国的比较。其公式： 

K：∑ I q —qfD I 
i=1 

其中，q 表示i产业在即期的GDP或就业比率；q 表 

示 i产业在基期的 GDP或就业 比率。 

将表2的数据代入以上公式，可以得出表 4的 

结果 。 

通过表 4可以知道，和我国同时期 (1950一l999) 

的大多数发达国家的 K值变化基本上是稳定的。其 

中较特殊的是美国的 K值很小，我们分析认为，其原 

因是二战后美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完善的时间要早 

于其他发达国家 ，因此较早进入了产业结构变化的 

稳定时期 ，即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发展的越是完善，那 

么产业结构的变动值就越小。 

表 4 20世纪 5o年代到 9o年代主要发达国家 K值 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表2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到。其中 K／n为 

年均 K值。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1950—1999年K值变化趋势图 

日本 美 国 英 国 德国 法国 

图 3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 K值变化趋势图 

此外，产业结构变动值的稳定性可以通过相似 

系数来体现，取以上各发达国家 1990年的数据资料 

进行计算(表 5)： 

表 5 各国 SAB的比较 

S日本一美因 0．9834 

S德因一法因 

S德因
一 日本 

S法因一日本 

O．9962 

O．9834 

O．嗍  

注：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取 日本、美国、法 国 1990年的 

数据资料，取英国和德国 1995年的资料。 

通过以上 san计算结果可以知道，发达国家在这 

个时期内的 san是很相似的，即此时的发达国家都进 

入了一个产业结构 比较成熟 的时期 ，产业结构相似 ， 

值相近，同时也相对稳定。 

以上分析明确表明：san相似是 值分析的前提 

和基础，同样 值的相近也会被san 的相似加以证 

明 。显而易见，在进行我国 值分析时就不能用九十 

年代的产业结构与同期发达国家进行比较，从而得 

出我国产业 值变化要 比世界发达国家慢的结论。 

按目前许多学术成果通常使用的方法计算，必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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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下结果(表 6)： 

表 6 同期各国年均 K值 比较 

中国 Kl952一l999 1．42 

美 国 Kl950一l999 

法 国 Kl962一l990 

德国 Kl950一l999 

日本 Kl958一l999 

1．17 

1．57 

1．59 

1．56 

实际上 ，通过产业相似系数的计算，目前我国的 

产业结构和世界上的主要发达国家即 1890年的美 

国、1866年的法国和 1930年的 日本的产业结构相似 

度较高。因此 ，如果要计算我国的产业结构 值且与 

发达国家进行比较的话 ，也就只有和 1890年的美国、 

1866年的法国和 1930年的 日本的产业结构的 值比 

较。而不能用现今相同时期的 值比较 ，从而轻易地 

得出我国的产业结构变动速度要比一些发达国家的 

产业结构变动慢的结论。 

如果考虑到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时间因素以及 

与他国产业结构相似的条件，不难得出以下结果 (表 

7)： 

表 7 修正 K值之比较 

注 ：由于资料 限制 ，我们在不 同国家时期 的选择 上有所 

不 同 。 

从表7计算的结果来看，在产业结构发展相似 

的条件下 ，我国的 K值要远远高于世界上其他发达 

国家。这就和通常很多研究成果认为我国产业结构 

变化速度要 比世界上主要发达 国家慢的结论相反。 

中国建国 50年以来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一 

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特别近 20年在完成工业化的 

同时 ，还将完成信息化 ，中国产业结构变动速度高于 

发达国家是符合事实的。 

三 、结论 

针对在中国产业结构分析过程中发现的各相关 

指标的片面性问题 ，通过实证性研究 ，我们得 出如下 

结论供学术界参考 ： 

第一 ，进行产业结构变动分析时 ，必须注意各相 

关指标内在的联系与相互依存的条件。比如各国产 

业结构相似系数的比较必须 以各国的一二三产业结 

构 GDP指标和就业指标为前提 ；各 国产业结构变动 

速度 K值的比较必须以各国产业结构相似的发展阶 

段为前提。 

第二 ，在运用产业结构相似 系数和产业结构变 

动速度 K值指标进行分析时 ，必须联系各国的国情 ， 

只有产业结构相似的大国与大国，或小 国与小国才 

具可比性。 

第三，在产业结构变动 K值分析中必须考虑时 

间因素和各国的发展阶段，不能简单地将 同一时期 

发达国家 K值与发展中国家 K值进行比较。只有在 

产业结构相似的相同时间长度内计算的各国 K值变 

化 ，才能更加准确地比较各国产业结构的变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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