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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产业现状及优化对策
*1

蔡忺臻

（贵州财经大学 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近年来，贵州进入经济增长的高速期，处于弯道超车的重要历史机遇期，是贵州调整经济结构、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期，对三次产业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当前的重要任务。分析了贵州产业结构现状，运用经典

经济学理论分析贵州产业结构的问题，最后给出了优化贵州产业结构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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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贵州省成功引进并发展一批科技含量、附加值高的行业，为防止产业布局散乱、区域产业相似、聚集效应较低等

现象的出现，必须以经济新常态为原则，积极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加快推进贵州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弯道超车。

2 文献综述

产业结构，指生产资料、资金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各行业之间的分配比例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可以代表着一国或地区

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和质量。优化产业结构可以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平衡供需之间的矛盾，保持经济的良好发展。

国内各地学者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情况也进行了产业结构的研究。刘德文（2016）以 1996 至 2015 年山东省三大产业结构占

比分析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刘开华（2014）从贵州的历史发展分析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的问题并依据最新的政策提

出相应的产业结构优化路径。

3 贵州省产业结构发展现状

2016 年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 11734.43 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 1846.54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4636.74 亿元；第三产业

增加值 5251.15 亿元。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15.8%、39.5%、44.7%。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 33127 元，比上年增加 3280 元。

3.1 三次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分析

从 1978 年到 2016 年贵州人均 GDP 和三次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该表可以看出人均 GDP 从 1978 年的 175 元逐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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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到到 2016 年的 33127 元。三次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发生了变化，第一产业占比从 1978 年的 41.65% 下降到 2016 年的

15.8%，下降幅度较大。第二产业占比从 1978 年的 40.18% 变化为 2016 年的 39.5%，变化幅度呈现非逐年递减的趋势，在 2005

年为 40.95% 达到占比峰值，占比幅度变化不明显。第三产业占比从 1978 年的 18.17% 上升为 2011 年的 48.78% 随后下降到

2016 年的 44.7%，占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第三产业的总体占比同改革开放初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3.2 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占比分析

从 1978 年改革开放初期至 2014 年贵州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占比分布。第一产业从 1978 年的 82.84% 变化为 2014 年的

63.21%，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第二产业从 10.27% 变化为 2014 年的 15.48%，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但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所占

的比重依然偏低。第三产业从 6.88% 变化为 2014 年的 29.04%，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

4 结合经典理论分析贵州产业结构现状

4.1 配第• 克拉克定理

威廉• 配第和克拉克认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从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移动；当

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次产业移动。需求因素和效率因素导致了这种变化。1978 年改革开放后，中

国经济逐步进入高速发展期，贵州经济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人均 GDP 逐年增加。第一产业从业人数总体呈现逐年下降的

趋势，在三次产业中占据依然占据较高的比例，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人数较少。第二产业从业人数占据较小的

比例，总体呈现小幅度的增长波动，并未出现如该定理所说的向第三产业的规模性转移。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占据比例比第二产

业高且呈现小幅度的增长波动。由此可以看出贵州目前第一产业占据劳动力最多产值最低，第二产业的发展未取得大的突破，

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占据最大的比例。二、三产业承担经济增长和承接劳动力转移的重任。

4.2 库兹涅茨法则和“经济服务化”规律

库兹涅茨法则和“经济服务化”规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和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下降减慢；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口和国民

收入的相对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有上升的趋势，比重占到整个国民经济的一半以上。第一产业劳动力与所占经济量的比值总体

呈现上升的趋势，第二产业对应的比值依然保持小幅度的上下浮动，第三产业对应的比值总体保持小幅度的上升趋势。与库兹

涅茨法则中的第一次产业的就业人口和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下降趋势减缓相悖，印证了“经济服务化”规律。也从另一个角度

证明了贵州的产业结构变动与配第• 克拉克定理不符。

5 贵州省产业结构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5.1 产业结构层次较低

贵州省农产品以粗加工为主，产品附加值低。从第一产业内部结构来看，种植业所占的比重较大。第二产业“三高”产业

比重较高。贵州省优势产业集中于煤炭、重金属等矿产资源的开采及初加工，产业链链条较短工业附加值偏低，无法制造大量

的就业岗位，具有规模优势和高技术含量的现代制造业数量较少，导致工业总经济量在三大产业中的占比几乎保持在四十年前

的水平。第三产业表现出上升的势头，在地区国民经济总量中占比持续增加。主要得益于贵州传统的旅游业及新兴的大数据等

产业的带动，但产业集聚与集群效应不明显，远离省会城市贵阳的偏远地区发展较弱，对贵州省地区总经济的拉动效果有限。

5.2 土地资源制约贵州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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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贵州省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特征，土地资源成为贵州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传统的山地农业由于难以采用现代化的

机械设备无法向现代农业推进，并且牵制着大量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第一产业劳动力无法向其他产业转移。稀缺的土地资

源不利于工业大规模的分布，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尽管贵州已经实现县县通高速，但物流运输成本偏高。不利于工业整体的推

进发展，几乎处于原地踏步的境地。

5.3 政府政策的短效作用

三次产业的经济量和劳动占比增减并不是阶梯式的变化。外部经济环境会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政府对这些

变化的应变政策能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查阅表中指数变化较大的年份政府出台的政策可以看出政府在这些变化

中的“强力作用”。一些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是政府以强制性的政策实现的。这些政策大多具有短视性，缺乏对市场的规律性

判断。

6 贵州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

6.1 提高产品附加值，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在第一产业方面，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大力发展山地特色经济，如茶叶等经济作物。

在第二产业方面，通过供给侧改革，淘汰高耗能落后产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在工业总值中的比重。

6.2 利用现有的土地资源进行合理的规划布局

在充分考察现有的工业园区基础上规划新的产业园，避免资源的重复生产、利用，有效化解产能过剩。

6.3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是贵州省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而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必要途径。以大数据为

引领深入挖掘分析各种资源，优化第三产业的发展。在政府层面，对市场发展进行充分的调研推出各项发展政策，以行政力为

手段促进这些政策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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