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靠科技进步转变贵州工业发展方式研究 
 

肖勉之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摘 要】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贵州经济在总体上得到较大的发展，但其经济发

展方式仍比较粗放，改变这一局面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依靠科技进步转变贵州工业发

展方式，具体可通过加强企业人才队伍建设，促进产学研的结合；完善科技创新制度

，加强对外科技交流合作；推进新科技在矿业产业中的全面应用；依靠科技进步巩固

壮大烟酒支柱产业，促进轻工业发展方式转变；振兴以军工为特色的装备制造业发展

；依靠科技进步发展高新产业和新兴工业；加强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发挥产业集

群优势等措施来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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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贵州经济在总体上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经济发展方式仍比较粗

放，工业生产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现象依然严重。2012 年 1 月份国务

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把贵州定位为“全国重

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特色轻工业基地、以航空航天为重点的装备制造基地”，这

对于贵州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依靠科技进步改变贵州

工业发展方式，已成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贵州工业发展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工业规模不断扩大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且正朝着信息化、科技化方向发展。 

1.资源丰富，建立了具有地区特色的工业结构。储量丰富、组合良好的矿产资源，种类繁

多的生物资源，绚丽多彩的旅游资源，构成了贵州独特的资源优势。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贵

州各地区形成了具有各自特色的工业结构：贵阳市经济圈及安顺市全力打造以烟草、电子信息

、装备制造及汽车零部件、磷化工、铝土业、现代中药、特色食品和现代服务业为重点的都市

型经济中心区和产业集聚区；毕节地区、六盘水市、黔西南州围绕矿产资源开发，加快发展能

源、以煤化工为优势原材料的优势产业，重点建设一批电子、煤及煤化工、黄金等工业项目和

循环经济生态型工业示范基地；遵义市加强与成渝经济圈、贵阳市经济圈的联合与合作，重点

做大做强名优白酒及特色食品、能源、原材料、机械电子、家用电器和竹纸一体化等优势产业

；黔东南州、黔南州及铜仁地区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加快发展特色食品、民族药业

、林纸一体化、特色农产品加工等绿色产业和水电、特色矿产资源加工。 



2.工业经济持续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2009 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表明：2009 年全省工业生产总产值为 1252.67 亿元，较 2005 年增加了 545.32 亿元，年

均增长率为 11.6%。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170.29 亿元，较 2005 年增长了 584.44 亿元

，年均增长率为 24.92%。实现利润总额 178.80 亿元，较 2005 年增长了 108.01 亿元，年均增

长率 38.15%。工业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增加值的 28.89%。2009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总

值亿元以下单位数为 2344 个，亿元以上单位数为 51 个。实现工业利润亿元以下的单位有 2804

个，亿元以上的单位有 37 个。 

“十一五”期间，贵州抓住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时机，大力调整了产业结构。2009 年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加快。第一产业生产总值 554.02 亿元，比上年增长 4.8%；第

二产业生产总值 1474.3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0%；第三产业生产总值 1865.16，比上年增长

12.6%。三大产业比例由 2005 年的 18.4：40.2：40.7 调整为 2008 年的 15.1：38.5：46.4，

2009 年三大产业比例为 14.2：37.9：47.9。2009 年到 2010 年，贵州轻重工业比重有了改善

：2009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轻重工业比重各为 30.1%、69.9%；2010 年轻重工业增加值

比重各位 33.7%、66.3%。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贵州省工业结构正在改善。 

3.新兴支柱产业得到发展。2005 年以前，贵州一直是以烟酒为全省第一支柱产业，“十

五”以后贵州以能源、优势资源为主的新兴支柱产业发展速度加快，并且新兴的电力产业逐渐

取代传统的烟酒产业而成为贵州省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如表 1 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2009 年，以能源、优势原材料为主的新兴支柱产业得到了极大发展，

电力、煤炭产业的增加值在全省比重超过了传统的烟酒产业。 

 

二、贵州工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产业集中度低，不能发挥产业集群优势。多年来，贵州各地区大中型企业都各自为政，

企业与企业之间联系较少或互不联系、有的甚至一直把同行业当成竞争对手，没有实行强强联

合。如贵州四大国有煤矿企业所拥有的煤炭资源占全省煤炭保有量的 48%，存储量居全国第 5

位，但 2007 年全省规模以上原煤产量仅为 1.09 亿吨，仅占全国产量的 4.3%，千万吨级的煤

炭企业仅有 1 个。4 个国有煤炭企业集团合计煤炭产量 2170 万吨，仅占全省规模以上企业原

煤产量的 20%。同时，多数中小企业也一直秉承“船小好调头”的商业原则，彼此之间没有实

行很好的联合与合作，而由于自身规模较小又缺乏合作常常导致中小企业市场融资难，市场占



有率和渗透率低。2009 年全省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工业增加值为 722.23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长率仅为 12.2%。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增加个数为 2814 个，较上年同期增长 13.4%，但是利润

增长总额为 66.42 亿元，较 2008 年相比减少了 11.7%。可见，贵州工业企业产业集中度仍然

较低，产业集群优势尚未体现。 

2.企业技术水平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贵州工业起步晚，基础薄弱。尽管目前在航空

航天、信息产业和新能源、特色优势产业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工业总体科技水平不高，

大多数传统工业如煤炭、铝土化工、磷矿化工等都处于产业初级提炼阶段，产品附加值不高。

据贵州省统计局 2009 年的统计：2009 年，贵州原煤产量为 13691 万吨，比上年增加 1138 万

吨，利润总额为 390608 万元，比上年减少 139288 万元。2009 年贵州省铝及铝化工产值为 80.27

万吨，比上年增加了 39.79 亿元，利润总额比上年减少了 63449 万元。另外，多数企业自主开

发能力弱，产品科技含量低，导致产品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3.科技资金投入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落后。改革开放以来，贵州资金投入大都集中于重

工业，如能源，化工产业，用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上的投资仅占很少的比例。2009 年，贵

州省在基本建设投资中，用于投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投资仅为 6.97 亿元，

占全省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 0.56%。在更新改造投资中，投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

业的投资总额为 0.74 亿元，仅占更新投资总额的 0.20%。2010 年，全省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财

政支出为 16.66 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1.02%。 

4.人才总体素质不高，科技人员不足。2002 年，全省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54.11 万人，其

中具有高级职称的 17278 人，中级职称 108362 人，初级职称 371287 人。近几年来，各大学校

扩招虽使得高学历高素质人才人数有所增加，但增长幅度不大。2010 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中

规模以上企业从业人员仅为 6.77 万人，比 2005 年同期减少了 0.15 万人，仅占全省规模以上

企业从业人员总数的 8.43%。以上数据表明，贵州省科技人才仍然比较匮乏。 

5.工业污染严重，环境代价过高。贵州经济要发展，必须依靠工业，以工业来带动其他产

业发展。但是，贵州的传统工业因缺乏自我更新能力，大多还属于传统的生产方式，高能耗，

高污染现象十分严重。工业发展以环境污染为代价，这严重破坏了贵州地区的生态平衡。长此

下去，不仅工业自身难以长久，而且会严重阻碍贵州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三、依靠科技进步转变工业发展方式的途径和方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贵州工业要想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依靠科技创新。只有通

过科技创新，才能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才能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只有加强自主创新，创立

自主品牌，实行品牌效应，贵州的工业才能得到更好、更持久的发展。怎样依靠科技创新来促

进贵州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变，笔者提出了以下建议： 

1.加强企业人才队伍建设，促进产学研的结合。人是科技的第一载体，工业发展依靠的是

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更需要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对于工业企业来

说，需要引进有现代管理思想，敢于革新的管理人才，需要掌握一定科研技术，敢于创造发明

的科研人才，需要掌握基本技能的生产线人才。因此，企业，特别是传统的工业企业，应该加



强自身的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批具有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同时对企业科技创新人才

实施奖励，鼓励支持技术创新，并制定相关的人才管理制度，防止企业人才流失。 

只有将科技成果转化，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因此，工业企业应该建立自己的科研机构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自己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并使研究成果切实转化为企业的生产力，依

靠科技提高产品更新换代能力，加大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工业产品的附加值并创造自身品牌

。 

2.完善科技创新制度，加强对外科技交流合作。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科技创

新制定相关的科学制度和创造良好的科技环境。同时，政府应该加大对企业科技创新的财政支

出和资金支持，运用财政手段来鼓励创新，对科技创新贡献突出的企业给予支持和奖励，鼓励

企业进行创新。 

同时，贵州工业应该加强对外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充分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的

优秀科技成果，并结合自身的条件，有选择的为我所用。对外实行“引、交、用”的方法，是

贵州依靠科技进步转变工业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 

3.推进新科技在矿业产业中的全面应用。矿产产业作为贵州省的优势能源产业和支柱产业

，至今仍处于“高投入，高能耗，低效益”的局面。因此，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加大矿业产业

的科技运用力度，提高矿产业的生产率和产品附加值。在铝化工方面，增加铝工业开采率和产

出率，实现铝金属的循环使用，当再生铝的冶炼工艺达到一定水平后，所生产出的再生铝和原

铝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就能完全相同，才可以完全替代原铝应用在生产生活中；在煤炭产业方

面，推进发展煤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有机结合，依靠科技创新，使煤炭行业朝着高产高效、安

全优质的方向发展，走“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协调发展道路；在磷矿

产业方面，大力引进新技术，推进磷矿产业发展。通过招商引资、技术入股、产学研结合等多

种方式引入国内外先进技术并进行开发生产，引进及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实现磷化工跨越式

发展；在锰矿产业方面，以高科技为依托，加快发展锰矿产业。以锰冶炼企业为创新基地，搞

好对新技术的吸收和消化，紧紧围绕以锰产品创新为核心，加强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合作

，生产无汞碱锰型电解二氧化锰、硫酸锰、高纯低硒电解金属锰等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的系

列产品。 

4.依靠科技进步巩固壮大烟酒支柱产业，促进轻工业发展方式转变。烟酒业一直都是贵州

重要的特色产业之一，也是贵州财政的支柱。目前突出的问题是规模与其品牌价值不相适应。

因此，应依靠科技进步做大做强烟酒产业，着力培育新型轻工业。在烟草方面，依靠科技创新

增加全省卷烟品牌的科技含量，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全省烟草工业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

长方式、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支持黄果树烟草集团做强做大“贵烟”这一名优卷烟品

牌。要加强优质烟叶基地建设，实现由烤烟大省向烟草强省转变，提高其在全国的市场占有率

。在白酒方面，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企业的科技开发能力。以茅台酒为龙头大力发展贵州

的酱香型酒产业，同时也不能忽视二、三类品牌的发展，努力扩大贵州白酒产量和市场份额，

振兴贵州的传统名酒文化。 

5.振兴以军工为特色的装备制造业发展。在 20 世纪的 50 至 70 年代，国家在贵州建设了

一批以航天航空为重点的装备制造业。贵州装备制造业具有技术、人才、自主研发创新、市场

开发等优势，实力雄厚，具有进一步加强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基础。振兴装备制造业是加快贵州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调整贵州经济结构特别是工业结构的关键，对于增强

工业实力、加快工业化进程、促进和扩大对外开放同样具有深远意义。按照“市场导向、政府

推动、自主创新、重点突破”的总体发展思路，加快贵州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充分发挥

军工生产优势，加快装备制造业发展。 

6.依靠科技进步发展高新产业和新兴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是未来市场发展的方向，是科技

发展的必然结果。企业在投资时应选择产业关联度高，具有本地优势的产业和产品，作为加快

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和战略重点。目前，贵州省已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包括

新型能源、新材料、新设备、微电子、航空航天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等。加大技术攻关、引

进及集成，形成产业集群、技术集群，促进优势产业的做大做强，同时，不断加大吸引人才和

投资的力度，为贵州工业提高附加值、工业节能、环境保护提供有力的技术保证，从而促进贵

州经济可持续发展。 

7.加强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发挥产业集群优势。产业集群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特征。

贵州各大型企业，特别是支柱性产业应该加强企业技术联盟，打破地域限制，分担研发成本，

运用新科技来改变目前企业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中小型企业也要加强彼此联系，实行联合

，扩大规模，解决融资难问题。只有这样，贵州的工业企业之间才能形成一定的产业集群，发

挥产业集群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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