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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视角下四川省产业结构转型发展分析

李诗涵 伍卓敏 刘蓉

(成都理工大学商学院,四川成都 610059)

【摘 要】:传统发展模式下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的矛盾日益凸显,生态问题正倒逼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

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个重要理念,是我国的中长期发展方向｡四川省作为西部强省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期,绿色发

展与产业转型结合度相对不高｡在立足四川省产业结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绿色发展视角下四川省产

业结构转型进行研究,提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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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业文明的传播打破了制约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限制性要素,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与财富积累,随之衍生的负面效应如

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等对人类的影响也愈加严重｡世界各国在此背景下尝试发展绿色经济,从单纯追求量性经济增

长转变为追求质性发展,以绿色发展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途径,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位于产业链“微笑曲线”底部的生产加工环节,我国以往的粗放型经

济发展模式对环境的损坏日益严重,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绿色发展是贯彻落实十八大确立的建设中国社会两个“五位一体”

总目标的实现路径,而产业结构转型作为绿色发展的一部分,使绿色发展更具操作性｡四川省是西部农业和工业大省,也是全国重

要的优质清洁能源基地和清洁能源消费大省,其在“绿色化”时代的自身优势可见一斑｡2016 年 7 月,四川省委通过的《关于推进

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四川省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抓住经济发展新趋势,打造绿色发展

强省｡本文将通过借鉴国内外不同地区的相关研究,以及对四川省产业结构调整现状分析,对四川省产业绿色发展趋势及路径提

供信息反馈,为四川省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

2 四川省产业结构现状及问题分析

2.1 近年来四川省三次产业特征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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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看出近年来四川省产业结构发展有如下特征:第一产业占比逐年减少,四川省正从农业大省向工业强省转型；第

二产业基础雄厚,发展稳定；第三产业占比持续上升,从 2008 年的 36.2%增长至 2016 年的 45.4%,表面上呈良好态势,发展势头较

足,但因其基础薄弱,故对产业结构整体的贡献度仍不理想,亟待持续大力推进｡

2.2 四川省产业结构转型中的问题

2.2.1 绿色发展意识薄弱,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不高

过去,四川省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依靠高污染､高能耗的粗放发展模式｡近年来,有关机构主动奉行绿色发展理念,发布了一些

推进绿色发展的决定,但产业结构转型具体实施进程相对缓慢｡工业作为第二产业仍是四川省三大产业发展的主导,其中比重较

大的是劳动密集型和原料加工型产业,规模经济利用度不完全；与工业相比,更为绿色环保的第三产业如服务､旅游､金融等的比重

不够高,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层次和水平仍需进一步提升｡

2.2.2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能力较弱,总体创新力不强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推进工业进程和优化产业结构必不可少的环节｡而四川省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是产业

园区总数不足和产业集群能力薄弱｡经过多年规划和发展,成都市高新区作为代表性园区发展迅猛,但其他园区发展速度相对较

慢,主要表现在企业技术研发基础薄弱､有关机构统筹规划不及时等方面,造成了技术集群难以形成､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不到

位､科技人才的流失和匮乏等问题,最终导致四川省科研创新总体实力不强｡

2.2.3 绿色发展政策体系不健全,缺乏低碳环保规划

近年来,政府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出台了部分规划和政策来提倡和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绿色发展,但仍存在统筹发展力度不强､

职能分散､政策执行不到位等问题｡通常对一个地区的考核集中体现在 GDP 总量和经济增速上,各地区为推动部分产业发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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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指标,必会大量使用不清洁能源｡虽然有关机构提倡节能减排,但对高能耗产业和绿色产业二者协调发展的处理上不够优化,

在抓经济发展的同时阻碍了绿色发展政策体系的完善和落实｡

2.2.4 要素保障机制不完善,产业发展环境不优

从人才要素看,高水平的技术团队相对匮乏,且缺少领军人才；从空间要素看,工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自然环

境透支严重,引发用地指标紧张和土地使用成本高等问题；从资金要素看,单靠政府的财政收入无法支撑各项产业的持续发展,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缺乏强有力资金支持,存在融资缺口｡

3 绿色发展视角下四川省产业结构转型重点及对策

3.1 强化绿色发展新理念,构筑绿色低碳产业体系

紧密联系绿色发展的国情,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明确发展方向,摒弃传统落后观念,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治理生态环境,培

育､研发和生产绿色农产品；推广发展新能源､新材料及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绿色制造｡同时,政府须在制度体系

的建立和完善中起主导作用,引导政策向绿色发展方向倾斜,将理念植根于绿色化,编制中长期规划,树立可持续发展目标,发挥

绿色规划的引导作用,推动产业结构绿色转型｡

3.2 强化科技创新,加快推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

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强调了当前局势下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创新驱动产业结构绿色化战略急需加速制定和实施:应加快打造

新能源､智能制造､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等领域的产业技术路线图；大力研发低碳环保的绿色技术,完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机制；吸

纳和培育技术型人才；扩大政府和企业的资金投入；对产业园区的职能划分做到准确定位,对其进行完善管理,扩大其规模｡采取

系列措施引发绿色经济效应,助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3.3 完善有关政策体系,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评价反馈机制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的相关要求､建设美丽四川,需加快完善和规范生态环境标准的实施细则,修订《2017 年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明确未来调整方向,建立健全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法律体系｡同时,积极借鉴专家学者关于产业结构转型的评价

方法,对四川省情况进行评价监测,及时获取信息反馈,发现问题立刻寻求解决路径,为产业结构绿色发展的整体规划提供思路｡

3.4 突破要素瓶颈制约,强化产业发展要素保障

在人才方面,先通过提升自身实力来增加吸引力,再投入大量资金培育高新技术人才群体,对高素质人才给予配套奖励,加大

对其政策扶持力度；在空间保障方面,加快整治生态问题,采取差别化用地政策,降低土地使用成本,为重要项目的用地需求提供

保障；在资金方面,在维持财政支撑力度的同时,创新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方式,开辟多种融资渠道,保障资金持续有效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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