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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产业结构效益研究 

邓育武, 杨 健 

(衡阳师范学院资源环境与旅游管理系, 湖南衡阳 421008) 

【摘 要】近年来, 湖南省的经济发展迅速, 但与发达省份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运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产业

结构偏离度和偏离份额模型对比分析, 并从1996年以来与广东、泛珠三角洲地区及全国相比, 湖南省产业结构层次

较低, 结构效益较差, 三次产业结构阻碍了经济快速发展。在此基础上, 分析原因, 并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对策, 为

湖南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湖南省；产业结构；泛珠三角洲 

【中图分类号】F127.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7852(2009)01 -0028 -07 

产业结构的优劣直接关系到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效益, 研究产业结构是制定区域产业发展战略的需要。中国有关优化产业

结构的讨论一直就是学术界研究的前沿和热点, 尤其是自中国加入WTO后,更是推动了产业结构的相关研究。对于湖南产业结构

调整的研究, 许多学者都做了许多有益探索, 如罗永乐[ 1] , 何天祥[ 2]等侧重于效益评价和对策研究, 而在区域合作背景下进行

研究的还较少。本文借鉴他们的研究长处, 并在区域合作背景下进行研究, 有助于提高湖南省参与区域的合作水平, 为建设“两

型” 社会提供参考。 

1 湖南产业结构的现状 

1.1 湖南省三次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的变动趋势 

湖南省自1988 年第二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 产业结构由“一、二、三” 格局演变为“二、一、三” 格局, 1992年

第三次产业比重也首次超过第一产业, 产业结构由“二、一、三” 转变为“二、三、一”。2001年第三次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

二次产业所占的比重, 居于第一位(见图1),使湖南的三次产业结构排序变为“三、二、一” 结构, 产业结构正向合理方向演化。

1996 ～ 2005年,二产业产值结构较为平稳, 其所占比例在40%左右, 而一产业产值结构呈下降的总趋势, 三产业产值结构呈上

升的总趋势。 

1.2 三次产业的劳动力就业比率的变化趋势 

第一产业部门的从业人员无论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很高, 但就业比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从1980年的77.0%下降到2005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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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时升时降, 变幅不大。第三产业吸纳就业人数明显增多, 就业比率从1980的8.9%上升到2005年的28.9%, 

其中自2001年超过第二产业后, 一直呈良好的上升趋势, 居第二位(见图2)。这一变化正如配第—克拉克定理所描述的那样, 随

着经济的发展, 人均国民收入增加, 劳动力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变动, 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换；随着国民

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 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 1] 。不过在2000 年, 因惠农、支农政策的出台, 大大地提高了农民从事农业生

产的积极性, 出现了第三产业下降, 而第一产业暂时上升的现象；另外2004 年因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加快, 尤其是第二产业导

致从业人数容纳量减少, 第三产业从业增长速度放慢, 由于竞争压力过大,开始出现了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增大而第三产业

从业人员比重下降的现象, 且在2005 年还继续这种趋势。说明湖南产业结构内部优化调整力度加大, 湖南经济正处在一个质

量、效益优化的过渡期。 

以上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体现了产业结构不断高度化的过程, 反映了工业化过程中的一般规律, 符合库兹涅茨定律。其中农

业部门的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均处于不断下降之中；工业部门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率变幅不大；服务部门的产值比重和劳动

力比重呈平稳的增长趋势[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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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湖南产业结构效益评价及原因分析 

2.1 湖南产业结构效益评价 

2.1.1 比较劳动生产率分析 

比较劳动生产率是指各产业的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比, 它综合地反映了产业之间产值结构、劳动力比重、各产业劳动

生产率增长速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目前普遍认为结构效益高的产业结构应该是各行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接近 1, 为此构

建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指数 S。 

 

式中:B为比较劳动生产率, S为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指数, 1、2、3表示各个产业。 

 

由表 1 知:湖南省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在 1996 年～ 2003 年呈下降的趋势后, 自 2003 年又出现增长势头, 表明自“三

农” 政策出台后, 湖南省农业农村经济有了较大发展, 生产条件得到很大改善,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第一产业在三

次产业总产值的比重提高, 其从业人员在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趋于继续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呈波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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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 近 10年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高于广东省。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偏高, 甚至于 2000年达到 2.28, 这

与图 2中三产业就业 2000年呈唯一谷值相对应, 主要原因是湖南省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偏低和工业滞后, 尤其是工业滞后导致

了三产产值比重大, 从而导致比较劳动生产率偏高；自 2000年后, 随着工业的发展,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下降, 就业人员逐步增

多,从而引起比较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湖南省整体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指数从 1996 年的 0.33逐步上升到 2000年的 0.53后又

逐步下降, 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反映了湖南省内部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失衡趋于好转, 产业结构效益正逐步提高, 产业结构

向合理方向转化。总的来说, 湖南省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系数较大, 既高于同期全国, 又远远高于广东省同期水平, 说明湖

南省产业结构层次比较低, 结构效益较差。 

2.1.2 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 

产业结构偏度的主要含义是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之间的一种不对称状态。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愈不对称, 两者偏离度越高, 

产业结构效益愈低[ 4] 。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P为产业结构偏离度, L为某次产业劳动力比重, C为同次产业产值比重。 

湖南省近 10年来, 产业结构偏离度一直停留在较高的水平, 说明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差距很大。其中第一产业

表现为正向偏离度,仍有大量劳动力集中在农业, 农业结构效益较低,偏离度在2000年达到最大值38%后, 呈现直线减小的趋势, 

说明过剩的农业劳动力正在不断向其他部门转移, 但在 2005 年时湖南产业结构偏离度仍高达 28.4%, 农业劳动力依然过剩, 仍

需重视“农业农村” 问题。第二产业负向结构偏离度有偏大趋势,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还存在一定的不协调因素, 必须加强第

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 为转移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第三产业的偏离度最小, 1996年至 2000年偏离度数值增大, 

此后一直偏离度数值减少, 2005 年比 2000 年减少了近 20 个百分点, 产业产值比重逐渐趋向协调。在 2005 年, 广东省和泛珠

三角区域第三产业的偏离度分别为 6.5%和 9.4%, 仅有湖南、云南两省的偏离度高于泛珠三角区域平均值, 并保持在两位数。

1996 ～ 2005 年, 仅 2000 年、2001 年两年高于全国, 接着下降很快, 说明湖南省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 表示湖南经济好

转。总的来说, 湖南省产业结构层次较低, 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显著不对称, 产业结构仍不合理, 产业结构整体效益低下, 但

有趋好的趋势。所以, 今后湖南省产业结构的调整仍是重中之重, 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必将对湖南省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 

极大的推动作用。 

 

                                                        
＊ 因香港、澳门两经济特区三大产业结构与泛珠三角洲地区的其它 9 省(自治区)差别太大, 若把两特区包括在内, 会对结果产

生误导, 因此本文所涉及的泛珠三角洲地区只包括 9省(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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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偏离—份额分析 

偏离—份额分析法是把区域经济的变化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 以其所在大区或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参照系, 分析区域自

身经济总量在某一时期的变动份量, 以此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和衰退的原因, 评价区域经济结构优劣和自身竞争力的强弱, 找出

区域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进而可以确定区域未来经济发展的合理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这种偏离可以从产业结

构因素和竞争力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分解解释[ 5] 。如果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以快速增长型产业为主, 则会推动该地区的经济增长

率快于背景区域的平均水平, 该地区的产业结构被称之为“有利于增长的结构” ；反之则属于“不利于增长的结构” 。而如

果该地区产业结构与背景区域整体产业结构相同, 则其与背景区域增长率之间的差异就是由竞争力因素引起的[ 1] 。如此, 一个

地区的经济增长可以分解为 3个分量:即份额分量、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分量。 

 

式中:N为全国增长份额, P为产业转移份额, D为区域竞争力份额, rij为区域i第j个产业部门的变化率, Rj为全国j产业部门

的变化率, bij, 0为区域i第j个产业部门在初始的规模, b′ ij为标准化后的区域i第j个产业部门的规模。 

本文以全国为参照系, 分析 1996年～ 2005 年湖南省、广东省、泛珠三角地区 3 次产业的变化,利用公式(3)、(4)、(5)分

别计算出 3个区域的 N、P和 D值。 

 

从产业结构的推动效应看, 三次产业均处于优势, 其中第三产业的竞争力偏离份量最大, 第二产业次之, 第一产业最少, 



 

 6 

分别带来1 073.2、807.2、432.9亿元的增长量。与泛珠三角区域的其它省区相比, 虽优于其均值, 但一、二、三产的产业结构

推动作用分别只排在第三、第三和第四位,更是分别比广东省低66.3、1 716.1、1 892 亿元。从竞争力因素的推动效用来看, 仅

第三产业处于优势, 但竞争力份量也仅为34.3, 远远低于广东省的2 397.4和泛珠三角区域的平均值216.8, 而第一、第二产业

的竞争力偏离分量均为负值。因区域竞争力因素处于劣势而带来184.6亿元的损失, 产业结构偏离分量仅为2 313.3, 这说明产

业结构对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明显, 而产业结构以外的竞争力因素起了显著的阻碍经济增长的作用。湖南省的三次产

业结构属于“不利于增长的结构” 。 

2.2 湖南产业结构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分析 

2.2.1 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 

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对国民经济的瓶颈制约有明显缓解, 个别地区还出现相对宽松的

状况。但从全省来看, 供水、供电、交通(特别是城市交通和长途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 有些地区的矛盾还比较

尖锐。近些年夏季持续高温, 空调等电器的用电负荷增加, 现有电网无法承受, 以前的居民住宅用电负荷均未考虑空调、微波

炉等电器, 将来, 随着这些电器的普及, 电网的改造任务日益突出出来；特别是2008年的冰冻灾害, 对湖南省水、电、交通产

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2.2.2 农业基础仍然薄弱,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近些年来,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很快, 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不断提高,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条件得到改善。不过, 

从总体来看, 农业的基础还很薄弱, 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不强。由于人均耕地少, 劳动力富余等原因, 农业生产的效益比较

低, 农民收入增长较慢。这是当前国民经济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结构矛盾, 它影响着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6] 。一方面, 由于

人均耕地少, 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低, 随着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 农民从事种植业的收入不能增加, 增产不增收的现象还很普

遍。虽然国家采取了敞开收购粮食和实行保护价格等措施, 遏制了粮食市场价格的下跌, 但农民从粮食增产中得到的纯收入增

加不多。另一方面, 农民收入增长慢, 限制了农民扩大购买生活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能力, 制约了工业和服务业的市场, 不利

于国民经济顺畅循环。 

2.2.3 工业化水平较低, 市场有效需求不足 

湖南省在大力推行新型工业化, 但就工业整体水平来看质量和效益水平还较低, 人均数量水平也不高。从目前的供求关系

看, 多数产品供大于求,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 但按人均产量中国的水平仍然较低。当前生产能力与能够实现的有效需求不平

衡, 这是又一个比较突出的结构性矛盾[ 6] 。从长远看, 湖南省工业品的市场还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 

2.2.4 城市化的程度较低, 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中国现阶段的“控制大城市规模, 大力发展中小城市” 的城市化政策对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尤其是就地转移挥了很

大作用。但城市化不是简单的农村人口和土地的城市化, 而是要与工业化发展过程相适应的转变, 这才对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

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 “中部塌陷” 状态下的发展态势下其城市化也相对较慢, 2006年湖南省城市化率达

到38.7%,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2个百分点, 居全国第20 位；在中部6 省中低于湖北(43.8%)、山西(43.01%),位居第3位[ 7] 。这

对沟通城乡、联系生产与消费的第三产业发展有着制约作用。 

3 优化湖南产业结构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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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实现产业升级, 提高企业竞争力 

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是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尤其在金融风险的强大冲击下, 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甚至有的国

家或地区出现负增长。提高产品品质和结构, 降低生产成本, 这是企业应对风险和走上未来的科学出路。在结构调整中, 政府

也要处理好角色, 如积极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调整, 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制定和实

施一系列政策措施, 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和市场环境, 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深化涉外

经济体制改革, 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注重引导企

业向环保、低能耗、高效转变, 切实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2 扩大内需, 加强基础投入, 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 

金融风险既是灾害也是机遇, 湖南省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积极扩大内需。加快建设交通综合运输网, 加速城乡电网建设

和改造步伐, 加强水利骨干工程建设, 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力度, 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开发风能、太阳能、地热、沼气等

清洁、可再生能源；努力破解土地制约, 整合资源, 加快工业园区建设, 注重土地集约利用, 加快产业集群的培育；引导优势

产业尽可能走绿色经济、循环经济道路；实施科教创新战略, 建立有利于科技和经济相结合、科技链与产业链相衔接、科研机

构与企业相融合的新机制。要从2008年的特大冰冻自然灾害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加强电力、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 提

高抗灾和保障能力；加强应急体系和机制建设, 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加强对现代条件下自然灾害特点和规律的研究, 

提高防灾减灾能力。以长株潭城市群“两型” 社会建设和湖南省被列为2008年国家电子商务建设试验省为契机, 重视实施信息

化渗透战略, 缩短区域发展中的空间障碍, 重点是要利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企业设计、生产流程和营销环节进行再造, 使企业的

生产经营活动向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方向发展；鼓励企业建设管理信息系统和信息网络, 广泛开展网络商务活动；通过广

泛运用信息技术, 使信息化与工业化融为一体、共同发展。 

3.3 建设农业强省, 实现湖南农业由大到强的跨越 

依托湖南省农业资源的优势, 抓住中央更加重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机遇,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效益农业、循环农业, 提

高发展水平, 建设农业强省, 实现湖南农业由大到强的跨越。一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支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特别是

加强基本农田保护, 搞好灌区改造和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大力发展节水灌溉, 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力度, 提高耕地质量, 搞

好土地流转工作,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交通,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二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加快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 

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 加强农村现代市场流通体系建设, 壮大和提升农村二三产业, 发展乡镇企业, 增强县城

经济实力, 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提高农民转移就业能力, 发展劳务经济, 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继续减少贫困人口。

三是完善农业科技推广和服务体系,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加强农业机械化, 加强良种、信息、农产品质量安全和防

灾减灾体系建设, 搞好动物疫病和植物病虫害防控。 

3.4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推进第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鼓励和引导第三产业发展 

依托资源优势, 通过技术创新,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推进第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要高度重视资

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把节能和减排作为约束性目标；实施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建立节能减排指标体系、监测体系、考核

体系和目标责任制。集中力量培育装备制造、钢铁有色、卷烟三大支柱产业, 强化产业带动力和扩张力；着力扶持电子信息、

新材料、生物医药三大新兴产业, 提升产业创新竞争力；提升食品加工、石油化工、建材、造纸四大传统产业结构, 增强优势

产业竞争力。坚持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提高工业的综合自动化水平, 推进企业管理信息化, 全面提高企业的现代管理水平。 

以体制创新、制度创新为保障,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一方面, 加快金融保险、中介服务、现代物

流以及旅游、教育、房地产、社区服务等现代新兴服务业的发展, 不断提高新兴的附加值较高的服务产业, 以努力提高结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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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提高行业素质, 增强企业实力, 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另一方面, 做大做强传统服务业,挖掘和放大传统服务业的就

业潜力, 充分发挥第三产业的劳动力蓄水池功能。通过发展第三产业, 广泛吸引农村劳动力, 加速城市化进程[ 1] , 提高产业结

构效益。 

3.5 寻求更大区域合作, 提高经济对外开放度,实施跨跃式发展 

抓住区域产业转移机遇,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改善就业结构, 在思想上和政策上做好准备,通过改善投资环境, 以现有

的产业基础, 以优惠的政策, 低廉土地和劳动力价格吸引国外产业和珠三角产业转移[ 1] 。充分发挥与港、澳毗邻的区位优势, 内

引外联, 促进产业集约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8] 。通过地区间的经济交流, 可以提高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效率, 有效分工合作, 着

重提高劳动生产率, 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高度化[ 9] 。加强“9 +2” 合作的同时, 还要提高对国内其他省市和国外的开放

度, 通过对投资环境的建设吸引投资者参与到国民经济建设中来。与此同时, 注意引进、吸收、开发高新技术, 发展密集型产

业, 提高核心竞争力, 创知名品牌。 

参考文献: 

[ 1] 罗永乐, 魏海涛.湖南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地域差异研究[ J] .经济地理, 2005, 25 (4):491 -494. 

[ 2] 何天祥, 朱翔.湖南省产业结构效益分析及其优化对策[ J] .湘潭大学学报, 2004, 28 (4): 130 -134. 

[ 3] 崔功豪, 魏清泉, 刘科伟.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212 -218. 

[ 4] 付加锋, 刘毅, 张雷, 等.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预测及其结构效益评价[ J] .经济地理, 2006, 26 (6): 

1005-1008. 

[ 5] 李航飞, 汤小华.福建省产业结构地区差异聚类分析[ J]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07, 19 (1): 96 -97. 

[ 6] 贺灿飞.中国地区产业结构转换比较研究[ J] .经济地理, 1996, 16 (3): 68 -74. 

[ 7] 谈金燕, 邓艳.湖南城市化水平偏低城市化率居全国第20位中部第三[ N] .三湘都市报, 2007 -09 -08. 

[ 8] 段兆广.长三角与珠三角产业结构对比分析[ J] .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 2006, 19 (5):50 -52. 

[ 9] 李静.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竞争力探析[ J] .东北大学学报, 2007, 9 (3): 233 -2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