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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产业结构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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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结构变化和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进行产业结构变化及生态环境效应分析，可为产业结

构的优化和生态环境长效保护机制的建立提供依据。以贵州省为例，通过对产业结构的生态环境指数计算与分析，

定量评价 1978 年一 2015 年贵州省产业结构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结果显示：1978 年一 2006 年贵州省产业结构

发生了三次明显的转变，从 1978年的“一、二、三”结构最终演变为 2006年的“三、二、一”结构；近 40年来，

贵州省产业结构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处于中等水平，且其产业转型轨迹与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生态环境效应轨迹

变化趋势上是一致的；近年来，贵州省生态环境受到产业结构的干扰与影响降低，产业结构更趋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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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是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重要纽带，不仅是一个“资源配置器”，更是环境资源的消耗和污染物产生的质（种类）

和量的“控制体”［1-3］。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生产生活与生存环境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人为的经济活动不仅会对

生态环境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会改变现有的生态环境状况［4］。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产业结构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如彭健［5］、汤进华［6］、乌敦［7］、海日古丽.艾买尔［8］等人分别对丽江市、武汉市、鄂尔多斯市以及新疆

等地的产业结构变化及其生态环境的综合效应进行了定量评价，为当地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但是，目前针

对贵州省产业结构变化及其生态环境的综合效应研究却很少。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加速产业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调整和变化，

极大地改善了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使得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尖

锐。产业结构的优化不仅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利于经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以贵州省为例，对 1978年一 2015年贵州省产业结构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进行定量研究，以期为贵州省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的建立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东部，地理坐标介于东经 103°36'～109°35',北韩 24°37’〜29°13’之间。全省国土面积

176167km2，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1.83%。辖 6 个地级市，3个自治州，1个国家级新区，8个县级市和 78个县（区、特区），其中

少数民族自治县 11个。2015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 3529.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1482.74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的 42.01%；2015

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 10502.56 亿元，比 2014 增长 10.7%，占全国的比重提高到 1.55%;全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29847 元，

比 2014年增长 10.3%［9］。虽然近年来贵州省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仍然偏低。贵州省地处西南“腹心

地带”，东毗湖南、南邻广西、西连云南、北接四川和重庆，其特殊的区位优势、交通枢纽的地位日显突出。 

2 研究方法 

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不同产业类型所消耗的能源和物质不同，故其对生态环境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干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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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据其影响程度将贵州省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划分为以下五种类型：1）第一产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2）

工业（包括重工业、轻工业）；3）建筑业;4）交通运输业;5）其他产业［11］。以便评价各产业类型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

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将不同产业类型的生态环境影响赋值在［1，5］区间，并对不同产业类型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进行分级，以

此反应各产业与生态环境影响之间的关系［12～14］（表 1、表 2）。 

表 1不同产业类型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 

产业类型 环境效应 生态环境影响系 

第一产业 造成水土流失，土地盐渍化、沙漠化等 2 

工业 
大量消耗能源，废水、固体废弃物污染、声音等造成的各种环

境污染 
5 

建筑业 
建筑材料的存放产生的污染，影响土壤内部循环对生态环境造

成各种污染 
3 

交通运输业 
占用耕地，交通工具尾气、扬尘排放对大气产生污染，噪声污

染 
4 

其他产业 根据其自身的特征对将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1 

表 2不同产业类型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分级 

生态环境影响指数 1～1.5 1.5～2.5 2.5～3.5 3.5～4.5 4.5～5 

分级 弱 较弱 中等 较重 严重 

依据各产业类型相应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对其产值比例进行加权求和，得到区域产业结构的总体生态环境影响指数，以表

征一定产业结构对区域生态环境的总体影响和干扰状态。其公式为： 

 

式中：RCIIISNE产业结构的总体生态环境影响指数;ISi为 i产业的产值比例;Ei为 i产业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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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分析 

3.1产业结构变化分析 

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构成和比例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产业结构

不断变化。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也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从人类的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三次产业结构的顺序会从一、二、三产业的发展顺序和比重，逐步演进为当代发达国家的三、

二、一产业的发展顺序和比重。第一产业所占比例都在不断降低;第二产业所占的比例在不断的增加并趋于稳定;第三产业所占

的份额则一直增长。20世纪 80年代以后，我国采用了国际通行的产业划分法，将国民经济划分为一、二、三产业。第一产业农

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第二产业工业包括建筑业、制造业、采掘业、电力、供水、煤气等。第三产业除第一、

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包括商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以及其他各项公益事业。 

进人 20世纪 80年代，贵州省对产业结构进行了全面的调整，经过长期的发展和调整，三次产业结构呈现出“一、二、三”、

“二、一、三”、“二、三、一”、“三、二、一”的发展规律。 

1949 年，贵州省三次产业的构成比例为第一产业 83%、第二产业 12.5%、第三产业 4.5%。解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

构逐渐变化，在国民经济中第一产业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产业在 GDP 中居主要地位，第三产业的比重逐年上升。1978 年贵州

省三次产业的构成比例为第一产业 41.7%、第二产业 40.2%、第三产业 18.1%;1992 年，第二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一产业，实

现了产业结构从“一、二、三”向“二、一、三”的转变，GDP中三次产业构成为 35.7:35.9:28.4;199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超

过了第一产业，进而实现了产业结构由“二、一、三”向“二、三、一”的转变，GDP 中三次产业构成为 30.9：37.2：31.9；

2006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06 年实现了产业结构从“二、一、三”向“三、二、一”的转变，GDP 中三次

产业的构成为 16.3:41.4:42.3;2010 年一、二、三次产业的构成比为 13.6:39.1：47.3；2015 年三次产业的构成比例为第一产

业 15.6%、第二产业 39.5%、第三产业 44.9%。 

由此可知，随着贵州省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贵州省三个产业的产业结构模式由 1978年的“一、二、三”型，最终发展为

2006年的“三、二、一”型，到 2015年仍为“三、二、一”型产业结构。贵州省(1978年一 2015年)的三次产业结构比重值见

表 3，三次产业结构比重变化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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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贵州省三次产业结构比重值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78年 41.7 40.2 18.1 

1982年 47.1 34.5 18.4 

1985年 40.7 40.3 19.0 

1988年 40.2 37.1 22.7 

1992年 35.7 35.9 28.4 

1995年 35.8 36.5 27.7 

1996年 35.2 35.3 29.5 

1997年 33.8 35.9 30.3 

1998年 30.9 37.2 31.9 

1999年 28.6 37.4 34.0 

2000年 26.3 38.0 35.7 

2001年 24.2 38.3 37.5 

2002年 22.6 38.8 38.6. 

2003年 20.9 39.9 39.2 

2004年 20.0 40.6 39.4 

2005年 18.3 41.8 39.9 

2006年 16.3 41.4 42.3 

2007年 15.5 39 45.5 

2008年 15.1 38.5 46.4 

2009年 14.1 37.7 48.2 

2010年 13.6 39.1 47.3 

2011年 12.7 38.5 48.8 

2012年 13 39.1 47.9 

2013年 12.9 40.5 46.6 

2014年 13.8 41.6 44.6 

2015年 15.6 39.5 44.9 

注:资料来源贵州省统计年鉴。 

从分析结果（图 1）得出，贵州省 1978 年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动趋势为: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下降，但近年来稍有提升;第

二产业呈缓慢增加的趋势、第三产业所占比例不断提高。根据数据统计和分析结果可将贵州省产业结构变动划分为四个阶段:第

一阶段为 1978 年一 1991年，其产业结构类型为“一、二、三”；第二阶段为 1992年一 1997年，其产业结构类型为“二、一、

三”；第三阶段为 1998 年一 2005 年，其产业结构类型为“二、三、一”；第四阶段为 2006 年一 2015 年，其产业结构类型为

“三、二、一”，从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其发展规律符合“克拉克”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 

3.2产业结构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根据公式计算得出，综合生态环境影响指数（表 4）和 1978 年以来贵州省产业结构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图 2）。如图 2

所示 1978年一 2015年贵州省的 RCIIISNE为中等水平，呈“M”变化趋势，出现波峰 4 次波谷 3次，1978年一 1985 年呈现出先

降后升的趋势，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影响指由 2.984降到 2.834后上升到 3.032；1985年一 1998年逐渐降低，产业结构生态环境

影响指数从 1985年的 3.032降低到 1998年的 2.793；1998年一 2006年由于贵州省工业的不断发展其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影响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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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逐渐升高，2006年达到 2.955；2006年一 2015年贵州省的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波动较小。 

表 4 1978年一 2015 年贵州省产业产值比重构成（％）及综合生态环境影响指数 

年份 第一产业 工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业 其他产业 
综合生态环 

境影响指数 

1978 0.417 0.327 0.075 0.036 0.146 2.984 

1982 0.471 0.284 0.061 0.035 0.149 2.834 

1985 0.407 0.339 0.064 0.047 0.143 3.032 

1988 0.402 0.323 0.049 0.046 0.18 2.93 

1992 0.357 0.313 0.046 0.056 0.228 2.869 

1995 0.357 0.328 0.037 0.036 0.242 2.851 

1996 0.352 0.312 0.041 0.037 0.258 2.793 

1997 0.338 0.312 0.047 0.029 0.275 2.768 

1998 0.309 0.319 0.053 0.034 0.285 2.793 

1999 0.286 0.314 0.06 0.063 0.278 2.852 

2000 0.263 0.319 0.061 0.074 0.283 2.883 

2001 0.242 0.318 0.064 0.078 0.297 2.875 

2002 0.226 0.318 0.07 0.082 0.304 2.884 

2003 0.209 0.332 0.067 0.084 0.308 2.923 

2004 0.199 0.344 0.062 0.08 0.314 2.938 

2005 0.184 0.353 0.057 0.069 0.337 2.917 

2006 0.163 0.359 0.055 0.082 0.341 2.955 

2007 0.155 0.339 0.051 0.098 0.357 2.907 

2008 0.151 0.336 0.049 0.104 0.36 2.905 

2009 0.141 0.32 0.057 0.102 0.38 2.841 

2010 0.136 0.33 0.062 0.104 0.369 2.893 

2011 0.127 0.321 0.064 0.104 0.384 2.851 

2012 0.13 0.324 0.067 0.1 0.379 2.86 

2013 0.123 0.332 0.073 0.096 0.376 2.885 

2014 0.138 0.339 0.077 0.089 0.356 2.914 

2015 0.156 0.316 0.079 0.088 0.361 2.842 

注:相关资料来源贵州省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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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通过对贵州省 1978年一 2015 年的产业结构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分析得出： 

1) 贵州省近 40年内的产业结构波动较大，发生了三次明显的结构转变，即从 1978年的“一、二、三”结构转变为 1992

年的“二、一、三”结构、1998年“二、三、一”结构，最终演变为 2006年的“三、二、一”结构。 

2) 贵州省产业结构的生态环境影响处于中等水平，RCIIISNE指数为“M”演变趋势，表现为逐年降低后又反弹的现象。1978

年以来，贵州省出现 4次大的变化，1982年、1997年、2009年处于波谷，1978年、1985年、2006年、2014年为波峰。由此可

得出，贵州省的产业转型轨迹与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生态环境效应轨迹在变化趋势上是一致的。 

3) 近年来贵州省的值的波动幅度比较小，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和调整生态环境受到产业结构的干扰与影响降低，表明产

业结构更为合理，但应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以促进我省经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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