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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贵州省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
*1

王翠芳 魏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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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作为一个拥有丰富旅游资源以及民族文化的省份，三大产业的发展相较于国内其他地区而言

均处于低水平，而贵州省经济发展状况与贵州省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具有辅牙相倚的关系。采用文献分析与数据统计

分析的方法对于贵州省三大产业的总产值结构及就业结构进行研究，分析贵州省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原因，提出调整

和优化贵州省产业结构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劳动力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贵州省属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产业发展落后于国内其他地区。因此，分析贵州省产业结构现状以及寻求调整和优化贵州

省产业结构的对策对于贵州省的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贵州省的三大产业进行改革发展优化，均有所提升，但第一产

业相比于二三产业而言，仍然处于基础地位，而第二产业得到了稳步的发展，第三产业犹如“后起之秀”一般获得了显而易见

的发展。但也随之出现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非一致的现象，即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现象。本文从贵州省产业结构出发，运用文

献分析与数理分析的方法对贵州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等进行一系列的分析，发现贵州省产业结构存在着农业产值与人口不匹

配，人口过多集中于农业，工业与服务业就业人口较少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应该从转变农民观念，多种经营农业

吸收剩余劳动力以及从第二产业、三产业的转型升级来优化贵州省产业结构的对策建议。

2 文献综述

产业结构理论主要研究产业内部门间以及产业与产业间的相互关联。产业在经济活动中具有类似于资源转换器的作用，通

过资源在产业间的一些流动来实现社会对于资源的有效配置。

对于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以及产业结构与就业人口、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等之间的密切关系，学者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研

究与分析。配第—克拉克定律指出了随着社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就业人口先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再向第

三产业转移。而库兹涅茨着重研究了总产值与总就业之间的关系，探寻出国民收入的变动会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动。刘开华（2014）

认为，贵州大量劳动力集中于农业，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贵州经济的发展，因而如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调整贵州产业结

构，促进贵州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陈扬认为，贵州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贵州的城镇化具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关系到贵

州的就业问题以及民生问题，农民脱贫问题等，如何实现贵州的产业结构优化以及升级等是贵州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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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状分析

由于一些历史、地理等原因，长期以来，贵州的农业人口比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发展较为落后，制约了城乡收

入差距的缩小。分析贵州省产业结构现状对于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意义。

3.1 产值构成比较分析

从表 1 中三次产业生产总值占 GDP 比重可以看出，从 1978 年到 1990 年间，第一产业的生产总值占 GDP 的比重略高于第

二产业，而第二产业的生产总值占 GDP 比重则明显高于第三产业。贵州产业结构在产值上呈现出“一二三”的特点。1995 年时，

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比略高于第一产业，产业结构呈现出“二一三”的特点。2000 年至 2005 年，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比略高

于第三产业，产业结构呈现出“二三一”的特点。2010 年至 2016 年，第二、三产业生产总值相差不大，但明显高于第一产业，

产业结构呈现出“三二一”的特点。

3.2 人均收入对于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基于库兹涅茨所提出的人均国民收入会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这一研究，类比推理，本文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进行

分析，考察人均 GDP 的变化对于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通过表 1 中对于人均 GDP 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人均 GDP 从 1978 年到

2016 年，呈现出以几何级增长速度逐年增加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产业结构的变动与人均 GDP 的变动之间可能有着

千丝万缕的关系。

表 1 产值结构情况

年份

人均

GDP

( 元)

第一产业

（生产总

值占 GDP

比重）

第二产业

（生产总

值占 GDP

比重）

第三产业

（生产总

值占 GDP

比重）

产业结构

1978 175 41.65 40.18 18.17

一、二、三
1980 219 41.25 39.83 18.92

1985 420 40.71 40.25 19.04

1990 810 38.48 35.68 25.84

1995 1826 35.70 36.55 27.75 二、一、三

2000 2759 26.33 37.98 35.68
二、三、一

2005 5052 18.40 40.95 40.66

2010 13100 13.58 39.11 47.31

三、二、一

2011 16413 12.74 38.48 48.78

2012 19700 13.02 39.08 47.91

2013 22922 12.9 40.5 46.6

2014 26437 13.8 41.6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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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9847 15.6 39.5 44.9

2016 33127 15.8 39.5 44.7

资料来源：贵州省政府网，贵州省 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3 产业就业结构比较分析

根据表 2 中关于劳动力就业分布的数据，可以分析得出，由 1978 年至 1995 年，劳动力的绝大多数都分布在第一产业，从

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占比不足 1/4，就各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比分析，产业结构呈现出“一二三”的特点。从 2000 年

至 2014 年，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要高于第二产业，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就业人数依然占比相当少，产业结构呈现

出“一三二”的特点。1978 年至 2014 年期间，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率逐步趋于下降趋势，而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比率均

出现上升趋势，但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就业人数依旧是占比 60% 以上。

表 2 劳动力就业分布情况（%）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产业结构

1978 82.84 10.27 6.88

1980 82.88 9.19 7.92

1985 76.27 13.93 9.80

1990 78.24 10.24 11.52 三

1995 72.44 14.83 12.72

2000 69.94 11.88 18.18

2005 77.01 8.43 14.56

2010 68.30 11.49 20.21

2011 66.62 12.04 21.34

2012 65.12 13.04 21.84 二

2013 63.28 14.18 22.54

2014 63.21 15.48 29.04

资料来源：贵州省统计局，贵州省 201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综上所述，就产值构成而言，产业结构呈现的变化趋势大体是从“一二三”到“二一三”到“二三一”，再到“三二一”

的变化过程，而人均 GDP 则一直呈增加的态势；就产业就业结构而言，产业结构呈现的变化趋势大体是从“一二三”到“一三

二”的过程，而并没有出现“三二一”的产业就业结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应于配第—克拉克定律所言的随着全社会人

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就业人口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但是却没有出现配第—克拉克定律中所指出的后一个阶段，即

没有出现就业人口大量向第三产业转移的现象，贵州产业存在着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现状。

4 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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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

基于农民思想观念问题，农村存在着过多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大多聚集在第一产业，根据贵州统计年鉴《全省户籍人口》

数据显示，从 2010 年到 2016 年，全省户籍人口构成中，农业人口占比均在 83% 以上，其中，2010 年农业人口占比最高至 83.9%。

而根据贵州统计年鉴《全省劳动力市场需求、求职人员及构成》的数据显示，2013 年劳动力市场需求人员合计 271138 万人，

第一产业需求人数为 4043 万人，占比 1.49%，2014 年劳动力市场需求人员合计 291293 万人，第一产业需求人数为 4943 万人，

占比 1.70%。对比第一产业的市场需求人数和实际人数，可以发现，是存在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而过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停留

在第一产业促使了产业结构不合理现象的产生，因此贵州产业结构并没有完全步入 “三二一”分布的阶段，而只是产值结构呈

现出三二一特点，就业结构依旧保持在“一三二”阶段。

4.2 工业的机器化生产

如图 1 所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发展迅速，企业数目增加，因而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呈逐年增加趋势。但是由

于科学技术逐步应用于工业生产、加工以及销售环节，机器代替手工进行生产，并且一些行业的机器化生产更加接近于标准化

生产，使得工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减少，不利于吸纳更多的城乡劳动力。所以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虽然逐年有增加的趋势，

但增加的幅度并不大（见表 2）。

4.3 第三产业发展情况

2016 年全省第三产业增加值 5252.15 亿元， 增长了 11.5%，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4.7%， 旅游总收入为 5027.54 亿

元，同比增长 43.1%。从第三产业增加值和旅游总收入数据对比可以得出，旅游作为服务业对于第三产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根据表 3 中 2011 到 2016 年的旅游人数以及收入的数据情况，可以发现，旅游人数逐年增加，旅游收入也逐年增加，并且

增加的幅度有所上升，因此可以得知，旅游业的发展态势良好，因此出现了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 GDP 比重增加且从事第三产业

的劳动力也有所增加的情形，这也导致了产值结构出现了“三二一”的情形。

表 3 2011 ～ 2016 年贵州省旅游业总人数、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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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旅游总人数（万人次） 17019 21401 26761 32135 37630 53100

旅游总人数比上年增长（％） 31.8 25.7 25.0 20.1 17.1 41.2

旅游总收人（亿元） 1429.48 1860.16 2370.65 2895.98 3512.82 5027.54

旅游总收人比上年增长（％） 34.7 30.1 27.4 22.2 21.3 43.1

数据来源：2016 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5 贵州省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贵州省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长期以来发展的历史基础，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优化需要结合贵州当地的实际情况从第一、

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入手，即围绕农业、工业及服务业多个中心来对贵州省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促进贵州经济的发展。

5.1 转变思想观念及经营方式

贵州省要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首先就是要在根本上解放思想，政府应该宣传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促使

农村经济得到更好地发展；其次，我们应该响应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鼓励农村经济发展。从农业入手，贵州的农

业产业具有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差以及贵州“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现状，因此要促进贵州省农业的发展，需转变经营方式，

投入资金建设农业基础设施，使农耕方式得到转变，适时调整农业经营方式，利用好“多山”的条件实现多种经营相结合，获

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5.2 工业转型升级

贵州工业转型升级，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贵州应该抓住信息化发展的机遇，使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发展能够与其

他行业相辅相成，推动彼此的发展。工业应该借助大数据信息技术实现自我转型升级，使信息技术与工业各部门进行良性互助。

5.3 服务业转型升级

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对于贵州省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贵州具有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但旅游产业对于

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尚不明显。第三产业应该融合第一第二产业，实现转型升级，例如旅游业可与农业进行融合，发展更多的

“农家乐”及类似于茶产业的生态旅游等，旅游业还可与工业进行融合，促进茶叶加工制作等。民族文化与旅游业的融合可促

进旅游业的绿色转型，同时也促使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加强与外界的联系互动，实现产业扶贫引领贵州部分地区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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