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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我国第二产业占比持续下降，从结构来看，采矿业、劳动密集

型产业的收缩是我国工业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 

1、从全国工业细分行业的省域分布来看，采矿业中煤炭、铁矿、油气

产业以西北、华北地区为主，中部地区则有着相对丰富的有色、非金属矿资

源。 

在重化工业方面，江浙粤优势明显，尤其是在更接近消费端的化纤、

橡胶塑料等产业上；环渤海湾区域则在钢铁、炼油、电热力产业上占比较

高。 

在轻工业方面，尤其是外贸占比较大的行业，如纺织服装、文体用品

等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等东部沿海地区，种类多，占

比高。 

在科技装备产业方面，长三角、珠三角优势明显，各项产业的营收占

比均名列前茅；西南地区电子产业占比逐步提升，中部的装备业、汽车制造

业存在一定优势。但是，京津冀在全国的产业竞争中有所落后。 

2、从各省市的产业结构来看，江浙沪粤等省份以科技装备业为主，重

化工业为辅，兼顾外贸型轻工业。 

华北、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上仍高度依赖重化工业，甚至有加强的趋势，

科技装备业方面主要以汽车制造为主，设备制造业相对薄弱。 

西北地区产业高度依赖采矿业和重化工业，科技装备业占比极低，产

业结构升级任重道远。 

川渝、中部地区则是高技术制造业和重化工业均衡发展，川渝地区依

托计算机电子、汽车等产业，有着更高的科技装备业占比。 

云贵地区当前仍以重化工业为主，谋求以电子产业为突破口升级产业，

但是提升空间仍然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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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从推进“供给侧改革”到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了

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持续致力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那么，当前我国产业结

构处于何种阶段，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效如何？ 

本文将在介绍中国产业结构概况的基础上，分别从不同产业的省域分布、

不同省份内部的产业结构两个角度展开讨论，以期回答上述问题。 

 

一、中国产业结构变化 

近年来我国 GDP 增速有所放缓，2019 年我国 GDP 增速录得 6.0%。其中，

既有我国人口红利消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放缓、产业转型升级等内部因素

影响；亦有欧美经济放缓、逆全球化趋势加强等外部因素的拖累。尽管 GDP 增

速有所下行，但是人均 GDP 稳步提升，2019 年我国人均 GDP 首次突破 1 万美

元大关，迈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中。经济发展亦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 

 

图表 1  中国 GDP 增速及人均 GDP 走势情况 

 

注：由于 2020 年人口数据尚未公布，2020 年人均 GDP 使用 2019 年人口数量简单计算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1、第二产业占比持续下行 

 在产业结构方面，2013 年-2019 年间，我国第三产业增速持续高于第二产

业。由此导致的是我国第二产业占比持续下行，由 2010 年的 49.0%降至了 2020

年的 38.5%。而第三产业占比则由 2010 年的 42.6%升至 2020 年的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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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及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从具体细分产业来看，我国第二产业中制造业占比由 2010 年的 31.6%下降

至 2020 年的 26.2%，下降 5.4 个百分点，采矿业和电力则由 8.5%下降 3.8 个百

分点至 4.6%。我们进一步通过计算各行业工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速表现，来观测

影响工业占 GDP 比重下滑的主要行业。 

 2、采矿业、轻工业占比下滑 

从数据来看，2011-2020 年采矿业、电力业的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在所有工

业行业中接近垫底。此外，我国传统的出口优势产业如纺服、制鞋、纺织等，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退，与欧美贸易摩擦的上升，东南亚国家的成长，产业

转移压力不断增大。不过，随着我国对产业升级、绿色经济重视程度的提升，

燃气供应（12.4%）、计算机电子（11.1%）、医药（10.6%）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工

业增加值平均增速远高于其他产业。 

 

图表 3  工业细分行业 2011-2020 年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考虑到 2015 年启动的“供给侧改革”对我国工业生产、工业结构产生了明

显影响，因此，我们以 2015 年为界，分别计算 2011-2015 年和 2016-2020 年两

段时间里各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情况。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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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5 年以来，我国工业行业的增加值平均增速出现了普遍下滑，仅

电力供应、水供应、专用设备业的平均增速出现上行。 

（2）采矿业各行业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下降幅度最大，由此前的高速增长

切换至低速增长甚至是零增长状态。 

 （3）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制鞋业、纺织业、纺服、家具业工业增加值平均增

速同样出现大幅下滑。高新技术产业下滑幅度较小。 

 

图表 4  所有工业行业 2011-2015、2016-2020 年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从上述分析来看，我国近年来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持续下降，既有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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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环境变化下，劳动密集型产业收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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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2010-2015,2016-2020 年各省市 GDP 平均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由于不同省份对应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其经济增速的潜力也存在一定差

异。我们可以结合各省人均 GDP 的水平来衡量其经济动能变化情况。从 2019

年的数据情况来看，发达地区尽管经济水平较高，但其经济增速韧性较强，而

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动能亦可能存在挑战。这一表现与发展经济学基于国别的

经典结论并不一致。 

其中，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东部发达省份的人均 GDP

最为靠前，其 GDP 增速从全国来看亦处于中游水平，显示出较强的经济活力。

而人均 GDP 水平稍低于上述省份的天津、山东两地，其 GDP 增速反而弱于上

述省份，有掉队风险。 

中西部省份的经济增速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适配，经济稳步增长。但是，

重庆、河南、河北等省份的经济增速，相较于相同人均 GDP 的其他省份略显疲

软。此外，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等东北、西北省份不仅经济发展水平较

低，其经济增速甚至低于发达省份，经济追赶压力较大。 

 

图表 6  内地各省份 2019 年人均 GDP 及 GDP 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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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省市三次产业结构情况 

从各省市的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来看，第二产业占比下降，第三产业

占比的提升成为普遍趋势。从 2019 年数据来看，东中部省份的第二产业占比

最高。东北、西南欠发达省份的第二产业占比靠后。从第二产业占比的变化情

况来看，东北、华北、西北省份反而是去工业化进程最快的地区，山东、河南

的第二产业占比下降亦相对较快。而作为国际开放前沿的东中部省份，目前却

是我国的工业大省，其去工业化进程反而相对缓慢。 

 

图表 7  各省市 2010、2015、2019 年第二产业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从第二产业占比与人均 GDP 的关系来看，除了北京、上海、海南等地之

外，人均 GDP越高的地区，往往其第二产业占比也越高。人均 GDP 越高的地

区，其外贸占比越高，更加依赖于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源泉以参与国际分工，

创造财富。 

 

图表 8  各省市 2019 年人均 GDP 和第二产业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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