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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产业结构变动的状况及调整思路分析 

徐春艳   周军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摘要：运用经济学和统计学中的理论和方法，从产值结构、从业人员的产业分布以及投资额在三次产业间的比率等方面考

察了湖北省产业结构变动的状况，指出了湖北省产业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湖北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及对策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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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湖北省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从1998-2003 年，全省生产总值增长率稳定在9％左右； 从2004-2008 年，

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08 年，全省完成生产总值11 330．38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3．4％；就业规模继

续扩大，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为4．2％；从三次产业看，其结构进一步调整为15．7∶43．8∶40．5，第三产业比重进一步提高。

这些成绩的取得， 湖北省政府提出的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的战略思路是分不开的。为此，笔者拟对湖北省产业结构进行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调整方向和对策建议。 

1 湖北省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状况 

在考察湖北省产业结构时， 笔者选取产值结构、从业人员结构及投资结构这三个有代表性的指标，分析其变动状况。 

1．1 产值结构分析 

1．1．1 全省生产总值的三次产业构成从图1 可以看出， 湖北省生产总值的产业结构有如下特征：首先，第一产业所占比

重由1952 年的56．7％ 到1978 年的40．5％，逐渐下降至2008 年的15．7％，其间虽有小幅度的反复， 但在全省经济中已经

退居次要地位；其次，第二产业从1952 年的15．1％上升到1980 年的46％，达到历史的最高峰，而后一直在37％－45％之间上

下波动。2008 年第二产业比重为43．8％，在基本保持稳定的同时有下降趋势， 但仍占据主导地位， 可见湖北经济已进入第

二产业内部调整时期，仍处于工业化过程之中。第三，改革开放后，第三产业一直保持上升态势， 由1978 年的17．3％上升至

2002 年的42．6％，之后稳定保持在40％以上的水平，与第二产业齐头并进， 虽然尚未占据全省经济的主体地位， 但呈现出

迅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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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工业内部比例分析 

据湖北统计局资料表明， 湖北省六大支柱产业中，有五大产业属重工业。2004 年以来，湖北省重工业占工业比重一直保

持在70％以上， 工业结构偏向重型化， 且这种重型化逐步扩大， 近两年有小幅调整。1985 年轻重工业的比例约为1∶1．136，

到2008 年扩大为1 ∶2．448；1985 年轻重工业之比为46．8∶53．2，到2008 年扩大为29∶71，轻工业过轻，重工业过重。 

加工组装制造业占制造业的比重是衡量国家和地区工业化程度的标志之一，一般而言，加工组装产业占制造业比重越大，

工业化程度越高。2007 年湖北省加工组装制造业产值为2 858．48 亿元， 占制造业的34．54％，低于全国4．1 个百分点，加

工组装制造业比重偏低。 

 

1．1．3 三次产业增长速度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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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2 可以进行分析：第一，三次产业的增长率与全省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除1990 年之外，第一产业增长率均低于

全省经济增长率， 有些年份呈负增长态势；而第二产业的增长率除1990 年明显低于全省经济增长率之外， 其他年份增长速度

均超过全省经济增长；从1952-2008 年，第三产业的增长率一般高于或接近全省经济增长率。在自身增长速度方面，第一产业

的发展速度在绝大多数年份均落后于其他产业，有些年份甚至出现负增长；第二产业的发展速度则是先上升后下降， 再迅猛发

展，最后趋于稳定，在大多数年份，第二产业的发展要快于其他产业； 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较为平稳， 基本上保持着10％以

上的年增长率。 

1．2 从业人员结构分析 

近年来， 全省从业人员总数基本呈上升趋势，其中，第一产业从业人数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约 80％到

1995 年之后的半壁江山，农业从业人员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一直高居不下。根据前面的分析， 第一产业产值在湖北省经济

中的比重处于次要地位，其比重由 1990 年的 35．1％逐渐下降至 2008 年的 15．7％。以 2007 年为例，占从业人员总数约 50％

的农村劳动力仅创造出不到 15％的生产总值。 

由此可见，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劳动生产率低下， 从业人员在三次产业之间分布不合理。相对而言，第二产业创造了全

省生产总值的一半， 但就业人员的绝对量相对稳定，并略有下降，其比重不足全省的1 ／ 3；第三产业从业人数绝对量一直呈

上升趋势， 但吸纳就业人数的比重始终不到全省的1 ／ 3。 

1．3 投资结构分析 

湖北省自1978 年以来三次产业的投资额变动的主要特征是： 投资总额呈上升趋势；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下降，从1978年

的6．67％下降到2008 年的3．99％；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也呈下降趋势，从1978 年的75．28％下降到2008 年的40．43％；与

之相反，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逐年攀升，从1978年的18．05％上升到2008 年的55．58％。 

湖北省三次产业投资结构的这种演变趋势， 是比较适应湖北省经济发展的阶段和地区生产总值的实际情况的， 这既有利

于地区经济的发展， 也符合全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2 湖北省产业结构变动中的问题 

2．1 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总值偏向第二产业 

根据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 产业结构成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起初，第一产业起着基础作用，随着其他产业的迅速发展，其

地位逐渐下降，在经济总体中居于次要地位。第二产业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持续发展之后， 将会在相当时期内居于主导地位随

着工业化过程的结束， 第二产业内部不断调整；同时第三产业异军突起，逐渐取代第二产业的主体地位。根据产业演进的这一

规律，可以看出，湖北省生产总值的产业构成正在逐渐优化，但第二产业比重过大，挤占了第一产业的份额， 同时也制约了第

三产业的发展。 

2．2 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轻重工业比例失调 

根据工业结构演化三阶段理论，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工业结构演化第一个阶段为重工业阶段， 即工业由以轻工业为中心

向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 第二阶段为高加工度阶段， 重工业的发展以原材料工业为中心向以加工组装工业为中心发展演

进；第三阶段为技术密集化阶段，向自动化和尖端技术工业发展。湖北省正处在第二阶段， 由重工业发展以原材料工业为中心

向以加工组装工业为中心发展演进， 表现为轻重工业比例不合理， 工业内部比例失衡，加工组装制造业比重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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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三次产业的发展速度不协调 

湖北省三次产业之间的发展比例不平衡、不协调。第一产业的发展严重滞后，第二产业的迅猛发展是以牺牲第一产业特别

是农业为代价的， 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也仅与全省经济发展速度大致持平， 未能对全省经济增长做出应有的贡献。 

2．4 从业人员结构转换滞后于产业结构转换 

湖北省产值比重最低的第一产业滞留的从业人员比重最高，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吸纳就业人员缓解就业压力的能力十分有

限。一般而言，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吸纳大量的劳动力，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但由于湖北省的产业结构偏向第二产业， 这制约了

那些能够吸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的发展， 严重影响了从业人员由农业向其他产业的转移， 造成了从业人员在三次产

业间分布的不合理，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2．5 增长方式落后，粗放型增长方式仍居于主导地位 

结合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 第三产业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资本投入的增长所带动的。资本投入的增长在经济增长中仍然举

足轻重，粗放型增长方式仍居于主导地位，湖北省的产业结构尚需进一步优化调整。 

3 湖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对策 

3．1 继续加大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 

以建设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区为目标， 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 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结

构战略性调整。大力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首先，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注重绿色食品及地方特产的开发，如钟祥潘龙菜、漳河银鱼、孝感麻糖、后港鱼糕等，均可通

过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把农副产品加工业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次，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资源，把畜牧业、水产养殖业、

花卉林果业发展成大产业。再次，注重培育龙头企业，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企业内部积累和外部集中扩大经营规模， 使

其能取得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经营效率。此外，还应重视借助科技的力量发展农林牧副渔业，促进产业升级换代。 

3．2 加快第二产业内部调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1）合理选择主导产业。根据主导产业的选择基准—需求收入弹性高、生产率上升率大、产业关联性和扩散效应强、能实

现持续发展等， 湖北省制造业的主导产业可以确定为电子通信设备、汽车、钢铁、医药以及环保等产业。由此改变重工业比重

偏高的局面， 并着力培育重工业中的加工组装制造业的发展。 

（2）积极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当代经济和科技竞争的焦点、制高点和前沿阵地。高新技术产业的蓬

勃发展对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加强技术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湖北经济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

而言， 湖北省应当充分利用现有的新技术产业优势、发达的教育和科研等资源，积极将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利用已经发展起

来的武汉光谷优势，大力发展光纤光缆、光电器件等光电子信息产业； 利用湖北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发展汽车产业；依托大

型国企武钢， 推动钢铁产业向深加工发展和延伸，提高产品附加值；利用湖北省大型装备制造业存量优势，加强环保等产业的

发展；利用教育和科研优势， 加快生物技术与新医药产业的建设和发展。 

3．3 加速第三产业发展，提高产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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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 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湖北省第三产业发展要突出三个重点： 一是要大力发展

如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居民服务业等就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 为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以促进农村剩

余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合理转移， 协调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相对均衡分布， 优化全省生产总值的三次产业构成。二是优先发

展交通运输等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 重点加强公路网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搞好乡镇公路的规划和建设。三是要积极开拓市

场潜力大、预期效益好的新兴第三产业，为全省国民经济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方面要大力发展金融保险业、旅游业、房地

产业、信息传输服务、计算机及软件业、商务服务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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