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大致都拥有如下特征：（1）第一产业在

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2）第二产业的比重快速上升并在趋于稳定

之后逐步下降；（3）第三产业则经历了上升、徘徊、再上升的不断反复，最终成

为国民经济的最大产业。 

 中国的产业结构在改革开放前后经历了不同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

是计划经济体制，通过抑制消费、以农补工、以轻补重三管齐下的方式强制推行

重工业的发展，使中国从农业大国快速进入工业化时代，这一阶段的重工业在中

国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经济体制上有了重大转变，发展目标和工业化战略都有了

新的调整，同时还积极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由此带来了新的产业结构变

化。从改革开放之后三次产业的占比来看，第一产业的占比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历

了短暂上升之后开始持续向下；第三产业的占比则在改革开放初级净利小幅下滑

后开始迅速提升；第二产业则相对表现稳定，占比始终在 40%-50%的区间内变化。 

当前中国的人均 GDP还未达到 1万美元，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也远低于发达国家在

同等人均 GDP水平时的数值，因此就现状来看，中国的产业结构还有较大的调整

空间。 

 产能分配结构仍有优化空间。自 2015 年供给侧改革以来，已经过去近 4年的时

间，产能过剩问题得到了大幅改善，曾经产能过剩问题较为严重的钢铁煤炭等行

业的去产能已经基本完成，但随着产能优化，在产能重新分配的过程中，一些新

兴行业受消费刺激积累了更多产能。这一部分产业的新增产能与产量之间的比值

相对较大，因此在产能分配中，可以适当对这些产业降温，优化产能分配结构。 

资源需求大，环境治理有改善空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中国二氧化

碳排放总量 102.92 亿吨，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 28.48%，排放量位居全球首



 

位，比排名第二的美国多了将近一倍。尽管总排放量有所上升，但人均排放量要

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在维持经济发展稳定的情况下，环境治理方

面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除了环境问题外，中国在资源上也面临着巨大的需求。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源支

持，但中国并非资源丰富的国家，发展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资源的限制。

2014 年中国每万美元 GDP 的能耗为 1.75吨标准油，虽然与 2000年相比有所下

降，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速有待改善，需要更多消费刺激。总体来看，国民收入分配向

企业和政府倾斜，个人收入主要依赖工资将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更容易受经济环

境影响，从而导致消费需求的增长较为平缓，当前产业结构还需要更多的消费刺

激来推动进一步优化升级。 

 三次产业占 GDP 比重持续优化。当前中国产业结构以及人均 GDP水平均与发达国

家在上世纪 60-80 年代间的产业结构相似，在三次产业间的优化升级还有巨大的

空间，产业间的优化升级路径基本与发达国家一致。 

产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从经验来看，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升级更依赖与科技进

步和新技术的发展。人类历史上的几次工业革命均是由科技发展带动产业内部结

构优化，从而推进产业间结构的变化。 

各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从高效性和可复制性来看，整体式迁移与聚合式迁移将是

区域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模式，并且两者还可以共同存在。通过建立产业

园区以及经济开发区的方式实现产业整体迁移并同时吸引优秀企业向园区聚合，

既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区域产业结构的转换，也能在保证产业稳定的前提下

持续对产业本身的结构和技术进行升级更新，能更好地满足中国对于世界先进国

家实现赶超的目标。 

 

 



 

 

 

 

 

 

 

 

 

 

 



 

1、何谓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就是使产品附加值提高的生产要素改进、结构改变、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提

高、产业链升级。从微观来看，产业升级指一个企业中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从中观来

看，产业升级指一个产业中产品的平均附加值提高；从宏观来看，产业升级指产业结

构升级，即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如从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向资本密集型、知

识密集型增长方式转变，资源运营增长方式向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

运营增长方式转变。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n Petty，1623—1687）最先研究了产业结

构理论。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Colin Clark，1905—1989）揭示了以第一次产业为主

向以第二次产业为主、继而向以第三次产业为主转变，人均收入变化引起劳动力流

动，进而导致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

1901—1985）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作了进一步探讨，阐明了劳动力和国民收入在产

业间分布变化的一般规律。 

2、人类产业升级的历史进程 

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产业升级往往都伴随着一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人均 GDP上升。从

历史来看，全球性的产业升级由四次工业革命完成。 

第一次工业革命意义深远，不仅在产业结构上完成了从农业到工业的转变，也促进了

社会关系的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用机器替代了手工劳动，推动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

社会的转换。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 1840 年，英国成为了第一个进入工业化的国家，由于工业化带来

了快速的经济扩张，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不久便随之而来。此时，

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了农业总产值，产业结构也已经由轻工



 

业转向了重工业，第二产业在这一时期正式从“机械化”时代迈进了“电气化”时

代。 

前两次工业革命完成了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三次工业革命

则进一步推动了人类社会从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电子计算机的

发明开辟了信息化时代，知识经济成为重点，传统的第二产业也开始向自动化转型，

这一时期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信息爆炸”的开始。 

电子信息技术的成熟以及生物、化学等系统性科学取得的巨大突破，将人类社会带入

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在经历了 2000年互联网泡沫之后，人类社会开始从自动化向智能

化前进，信息爆炸下，对于信息处理的高效性要求使得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应运而生。 

1、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产业转型升级规律特征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大致都拥有如下特征： 

（1） 第一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 

（2） 第二产业的比重快速上升并在趋于稳定之后逐步下降； 

（3） 第三产业则经历了上升、徘徊、再上升的不断反复，最终成为国民经济的最大

产业。 

工业化初期，劳动密集型工业占据着主导地位，典型代表为轻纺工业。 

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之后，产业结构的重心逐步向原材料产业、机械制造业和化学工

业倾斜，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一阶段的代表主要为冶金、有色金属、煤炭等行

业。 

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束之后，发达国家率先进入后工业化时代，重工业比例在到达顶峰



 

之后开始逐步下降。以美国为例，数据显示，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

美国的霍夫曼比例从 1869-1909年 2.80左右的稳定水平下降到 1954 年的 2.0，说明了

美国在两次工业革命中已经完成从霍夫曼比例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转变，重工业比

例已经经过了高点。 

而在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开始快速上升，服务业开始在经

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生产性服务业由于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日趋繁荣得到了

迅速发展，这对于先行工业化国家生产成本、特别是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

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2、美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之路 

我们按照 Wind的数据，将美国自 1947 年以来的 GDP 分为 40各行业进行研究。从 1947

年-2018年共 71年的时间内，各行业占 GDP 的比重呈现出四大走势。 

在 40 个行业中，农林牧渔、木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电气设备、汽车、

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纸制品、印刷、塑料和橡胶制品、零售贸易、运输和仓储

业、除政府外其他服务业以及私人商品生产业等 18个行业都呈现出占比下降的趋势。 

 



 

信息业、金融和保险业、房产和租赁业、专业和商业服务、教育服务业、保健和社会

救助业、艺术娱乐和休闲业、私人服务生产业以及信息通信技术生产行业 9个行业呈

现占比上升趋势。 

 

采掘业、公用事业和石油煤炭三大行业呈现出振荡表现，有一定的周期性，但周期趋

势不明显。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97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