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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和特征分析

石昶 温合瑶

【摘 要】：文章借用工业化进程综合评价方法，依据安徽省经济发展水平、工业结构、空间结构等数据，对安

徽省工业化进程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得出了安徽省目前仍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基本结论，指出了安徽省工业化进程

的两个主要特征。文章最后结合工业化理论，以安徽省为例，指出了制定促进工业化发展的政策必须注意的一些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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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徽省工业化进程的研究

对于安徽省工业化进程以及制定促进安徽省工业化发展战略，首先需要弄清楚的基本问题是：安徽省目前工业化究竟处于

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具有哪些特征。目前国内对于安徽省工业化发展水平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余华银等结合安徽经济发

展特点，设计了一套工业化进程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综合赋权法和灰色关联综合评价法，计算安徽工业化综合指数，分析认

为安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的关键时期。赵君将安徽省工业化实际情况与周围省份进行比较，认为安徽

省工业化正处于由工业化初期向中期阶段加速推进时期。郭斌运用霍夫曼比例分析了安徽工业化水平，说明安徽工业的主要问

题在于结构不合理。

现有研究或没有采取综合的、多指标的、标准的工业化理论来研究安徽省的工业化进程与特征，或者没能很好地结合工业

化理论对所得出的评价结果进行较深入的分析。因此，本文借鉴陈佳贵 2006 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评价方法与

权重，采用安徽省 1998—2007 年的多指标数据，来构造安徽省工业化进程评价框架，推算安徽省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并分析各

个年份工业化发展状况，以及工业化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对安徽省工业化进程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考察与分析，以期能较为客

观、准确地判断出安徽省工业化发展所处的实际阶段，为安徽省制订相应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提供一定的参考。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关于发展中地区制定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很多研究中被忽视的一些重要问题。

二、安徽省工业化进程评价

（一）评价指标与方法根据经典的工业化理论，本文选用一些能反映经济的结构性变化的代表性指标，采用加法合成法对

安徽省工业化进程进行评价。

首先选择以下指标来构造地区工业化水平的评价体系：人均 GDP、一二三产值比、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部门增加值的

比重、人口城市化率、第一产业就业占比。

然后，参照钱纳里等的划分方法，将工业化过程大体分为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再结合相关理论研究和国际经验估计

确定了工业化不同阶段的标志值 （计算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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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根据上述衡量工业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和相应的指标值，用加法合成法来构造计算反映一国或者地区工业化水平（或

进程）的综合指数 K：

其中，K为国家或者地区工业化水平的综合评价值；λi为单个指标的评价值；n 为评价指标个数；Wi为各评价指标权重（由

层次分析法生成）。

（二）数据处理

为确保各地区数据的可比性和研究的连续性，作者主要从各类官方统计年鉴收集安徽省 1998 年到 2007 年的工业化数据。

并且采用汇率—平价法（将汇率法与购买力平价法结合，取其平均值）对安徽省地区的人均 GDP 进行折算。数据列表见表 2。

对于单个指标采用阶段阈值法进行指标的无量纲化，阶段阈值法的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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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代表第 I个地区；k代表第 k个指标；λik为 I地区 k指标所处的阶段（1—5）；Jik的取值区间为 1、2、3、4、

5，如果 Jik＝5，则λik＝100（即 I 地区的 k 指标已经达到后工业化阶段的标准）；如果 Jik＝1，则λik＝0（即 I 地区的 k 指标

还处于前工业化阶段）； Xik为 i地区的 k指标的实际值；MAXki为 k指标在 j阶段的最大参考值；MINki为 k 指标在 j 阶段的最小

参考值；λik∈[0，100]。阶段阈值法的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第一，确定某一地区某一指标所处的工业化阶段；

第二，如果该指标实际值处于第 1 阶段，则最后得分为 0（从该指标来看，该地区还未进入工业化阶段）；

第三，如果该指标实际值处于第 5 阶段，则最后得分为 100（从该指标来看，该地区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第四，如果该指标处于第 2、3、4 阶段，则最后得分二阶段基础值（分别为 0、33、66）＋（实际值—该阶段最小临界值）

/（该阶段最大临界值—该阶段最小临界值）。对该地区所有指标进行 1—4 处理。各个指标相应的权重直接采用陈佳贵的研究

结果：人均 GDP、三次产业产值比、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人口城市化率与第一产业就业占比的权重分别为 36%、22%、22%、 12%

与 8%。

（三）评价结果

根据上述综合评价方法，可以分别计算出安徽省各年份的工业化综合得分，这就是我们构造的地区工业化进程（或者水平）

的综合指数。通过地区工业化综合指数，可以判断安徽省不同年份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在表 3 中，我们用“一”表示前工业化

阶段（综合指数为 0），“二”表示工业化初期（综合指数值大于 0 小于 33），“三”表示工业化中期（综合指数值大于等于

33，小于 66），“四”表示工业化后期（综合指数值大于等于 66 小于等于 99），“五”表示后工业化阶段（综合指数值为大

于等于 100）：“（Ⅰ）”表示前半阶段（综合指数值未超过该阶段中间值），“（Ⅱ）”表示后半阶段（综合指数值超过该阶

段中间值）：“二 （Ⅰ）”就表示该地区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前半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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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徽省工业化进程的两个主要特征

与标准的工业化进程的比较表明，安徽省工业化进程具有以下两个主要特征：

（一）人口城市化率偏低

1998—2001 年安徽省的城市化率一直低于 30%，依据钱纳里的工业阶段划分方法，这八年间城市化率一直处于前工业化阶

段，2002 年之前城市化率对安徽省的工业化进程基本上没有贡献，2002—-2007 年城市化率的快速增长是安徽省工业化进程的

主要表现。但城市化依然处于较低的水平。

（二）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偏重

各产业劳动力就业占比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从 1996 年开始，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逐渐减低，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逐渐提高，

1998—2007 年的 10 年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了 16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上升 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

了将近 9 个百分点，体现了工业化进程中的结构转变特征，但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仍然过大。并且第一产业就业占比的下降速度

有减慢趋势。

四、制定促进工业化发展政策必须注意的问题

对于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不仅仅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还来源于与新古

典增长理论不同的观点，比如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以及有关工业化的研究。这些观点与新古典增长理论最主要的区别在于：

并不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是一个一般均衡的体系。极端的观点甚至认为包括发达国家的所有经济体都不能被当成一个

一般均衡的体系。比如，以罗森斯坦—罗丹和曼德尔鲍姆、普雷比希和辛格、纳克斯、西托夫斯基和斯特里顿为代表的被称为

结构主义的研究，有关转型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综合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这些非均衡经济发展理论的以库兹涅茨、

钱纳里等为代表的学者对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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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钱纳里的工业化研究为代表的工业化理论正是继承了新古典的传统以及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一种理论。工业化理论认为经

济发展并不是一个均衡的体系，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仅要强调技术进步，还要关注平衡发展和配置效率的提高。

我国很多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省份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因此这一理论对我国众多省份制定促进经济发展政策具有重要

的意义。而很多关于促进地区工业化发展的研究与政策往往片面强调发挥政府作用，以消除不平衡发展。由工业化发展理论可

以看到，这实际上忽视了促进工业化发展政策中提高长期经济发展水平与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来消除不平衡这两个重要的理论

含义。

具体到本文中关于安徽省工业化进程来说，首先研究表明安徽省的工业化进程处于加快状态，且每年的增长速度呈加速状

态。但整体还是处于工业化初期，在 1998 口 2002 年这个阶段，整个安徽省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前半阶段，2003 口 2007 年安徽省

达到了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这表明，安徽省经济发展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较低，要考虑吸收先进的技术，积累资本，提高

经济增长率。其次，工业化进程存在不平衡的现象，主要是人口城市化不足以及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较高，这就要求不光要发挥

政府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考虑消除各种政策障碍，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