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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深刻的内外部环境变化，安徽经济增长需要新的动力。以往研究缺乏一个思考安徽经济增长动力

的结构变迁视角。基于供给、需求、产业三大结构分析，发现安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结构特征表现为：投资和出

口动力衰退，消费动力日益强劲；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供给趋紧，创新供给日益强劲；农业和工业动力衰减，服

务业动力日益强劲。但是，安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面临居民消费增长乏力、创新要素供给不足、服务经济相对滞后

三大阻力。为促进安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正常进行，特提出“提升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创新要素供给能力＋

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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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是经济研究的核心主题。当前，安徽经济增长的内外部环境均已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危机，二

是内需不振危机，三是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严峻的环境与资源危机，四是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危机。同时，安徽正处

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现代化强省的关键期。因此，如何应对上述四大危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

在此背景之下，一些学者借鉴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剑桥增长理论，对以往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及实践进行反思，

挖掘安徽省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动力。李富强等
［1］
、韩其恒等

［2］
对制度及其质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程霞珍

［3］
、

周鹏等
［4］

、王哲等
［5］
、张亨明

［6］
分别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误差修正模型和Ｗｅａｖｅｒ－Ｔｈｏｍａｓ模型研究了重

工业、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朱学星等
［7］

对消费和投资在经济增长中

的作用进行了协调检验；高月梅等
［8］

对教育财政支出的作用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封永刚等
［9］

基于生产函数模型检验了

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朱子云
［10］

分析了要素配置效率及产业间要素配置结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李云等
［11］

探讨了

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上海小三线建设对皖南经济增长的作用。吕连生
［12］

基于后发优势理论探讨了促进新常态下安徽经济发展的

劳动力、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四大后发优势。综观已有研究成果，发现他们都立足于成熟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检验制

度、产业选择、出口、要素配置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少量也涉及到区位、历史联系及后发优势的作用，缺乏一个思考安徽经

济增长动力和新增长点的结构变迁视角，缺乏对安徽省域资源、制度禀赋特征的考虑。为弥补这一研究缺陷和提供有针对性的

对策建议，本文基于结构变迁视角，对安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进行探讨。 

一、安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结构特征 

经济学者一般从供给、需求、产业等层面来探讨一个地区（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这些层面的结构变迁则给经济增长带

来不同的动力。在向经济新常态的转换过程中，安徽经济增长正面临着一系列的动力结构转换和调整。总的来说，这次变革显

示出三个特征：一是从需求动力结构变迁来看，出口和投资动力衰退，消费动力日益强劲；二是从供给动力结构变迁来看，劳

动、资本等生产要素供给趋紧，创新供给日益强劲；三是从产业结构变迁来看，农业和工业动力衰减，服务业动力日益强劲。 

（一）投资和出口动力衰退，消费动力日益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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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革元年至“十一五”末期，投资是安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由安徽省统计数据可知，投资从 1978 年的 24．02 亿

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6171．54 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 18．93％；出口从 1．19 亿元降低到 2010 年的－25．36 亿元，年均增长

速度为－9．71％。这一时期的ＧＤＰ年均增长速度为 15．26％。由此可知，安徽省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比ＧＤＰ年均增长速度

快 3．67个百分点，出口呈负增长趋势。消费从 1978年的 88．75亿元增加到 2010年的 6213．15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 14．20％。
［13］29

不难看出，消费的年均增长速度比ＧＤＰ的年均增长速度要慢约 1．06 个百分点。从这一时期“三架马车”的表现情况来

看，投资强劲增长，消费缓慢增长，出口负增长。投资在ＧＤＰ中的占比由 1978年的 21．08％增长到 2010年的 49．93％，消

费由 1978年的 77．88％降低到 2010年的 50．27％，出口由 1978年的 1．04％降低到 2010年的－0．21％。上述数据表明，投

资的强劲增长是驱动安徽自改革元年至“十一五”时期经济快速增长的决定性力量。 

 

“十二五”时期，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导致安徽省的投资和出口动力日渐衰退（见图 1）。在国际上，金融危机和

债务危机交互影响，加剧国际恐慌；在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逐渐深入。

安徽统计数据表明，2011－2016 年，投资从 7725．04亿元增长到 12198．84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 9．58％，与这一时期的Ｇ

ＤＰ年均增长速度持平。出口从－28．69亿元减少至－212．91亿元，年均降低率为－49．31％。消费从 7604．30亿元增长到

12131．96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 9．86％，比同期ＧＤＰ年均增长速度高 0．28个百分点。
［13］

31 在这一时期，消费在ＧＤＰ中

的占比由 2011 年的 49．7％增长到 2016 年的 50．80％，投资和出口在ＧＤＰ的占比则各自由 2011 年的 50．49％和－0．19％

减少至 2016 年的 50．08％和－0．88％。上述数据反映出，自“十二五”以来，消费对安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增强，投

资和出口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 

（二）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供给趋紧，创新供给日益强劲 

从改革元年至“十一五”末期，安徽经济发展走的也是一条典型的“要素驱动型”道路，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出现了大

规模扩张。人口普查统计数据表明，安徽省适龄劳动力（即 15－64岁）数量从 1982年的 2968．5万人增加到 2010 年的 4284．0

万人，增加了 1315．5万人；适龄劳动人口在年末总人口的占比从 59．8％增加到 72．0％，增长了 12．2％。
［13］43

国家统计年鉴

数据表明，1990－2010年间的安徽总储蓄率平均值为 31．24％，远高于中西部省份，甚至还超过了少数东部沿海省份，金融机

构存款总额由 1978年的 33．8亿元上升到 2010年的 16366．1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 21．31％，远快于同期的ＧＤＰ年均增长

速度；ＦＤＩ也出现了快速增长，由 1990年的 0．09亿美元上升到 2010年的 50．14亿元美元，增长了 556倍，年均增长速度

为 37．18％，远远高于同期ＧＤＰ的年均增长速度。
［14］

459 国土资源部数据表明，从 1980 年到 2010 年期间，安徽城镇建设面

积由 898．5 万平方米增加到 23295．69 万平方米，增长了 25．93 倍，年均增长速度为 11．46％。
［15］

国家能源统计数据表明，

从 1991年到 2010年，安徽省能源消费总量由 2910．52万吨增长到 9414．0万吨标准煤，增长了 3．23倍，年均增长速度为 6．37％。

目前，能源消费总量的大增导致安徽省的能源对外依存度已达 16．8％。
［14］375

可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是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

入驱动了安徽经济的快速发展。 



自“十二五”规划以来，安徽经济发展的“要素驱动型”模式难以为继。从劳动力要素供给方面来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数

据表明安徽适龄劳动力数量已出现减少趋势。这一趋势导致劳动力价格直线上升。如 2011 年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已

为 29539 元，2016 年就直线上升至 50976 元，年均增长速度达 11．59％。
［13］183

从资本要素供给方面来看，由于对预期投资回报

率的不看好，ＦＤＩ增速出现回落。安徽 2011 年的ＦＤＩ数量为 112．56 亿美元，到 2016 年也只有 147．67 亿美元，年均增

长速度只有 5．54％，低于同期ＧＤＰ的年增长速度。
［13］721

从土地要素供给方面来看，商品房建设用地越来越稀缺，土地价格急

剧上升，导致土地购置面积出现下降现象。住建部数据表明，安徽 2011年的土地购置面积为 44327．4万平方米，而 2016年下

降为 33383．03万平方米；商品房土地成交款却从 2011年的 8894．03亿元增长为 2016 年的 10019．88亿元，土地成交价格连

年上升，高于同期ＧＤＰ的年均增长速度，年均增长速度达 14．37％。
［16］

从能源要素供给方面来看，安徽能源需求量激增，导

致能源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能源价格持续上涨。 

随着资源禀赋的演变，安徽经济增长必须抛弃以往的“要素驱动型”模式，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选择“优质高效型”模

式。从宏观层面来看，“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都连续强调创新驱动型模式；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李克

强总理倡导“大众创新”模式。从微观层面来看，安徽各类企业也在大力投资科研，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这些情况无一不表明，

创新供给将成为驱动安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三）农业和工业动力衰减，服务业动力日益强劲 

从产业结构层面来看，自改革开放元年至“十一五”末年，工业是驱动安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安徽经济快

速增长的过程也是安徽实现工业化的历史进程。统计数据表明，安徽农业增加值在ＧＤＰ中的占比持续下降，已从 1978年的 41．78％

下降至 2010 年的 13．99％；工业在ＧＤＰ中的占比已从 1978 年的 35．55％增加到 2010 年的 52．08％；第三产业在ＧＤＰ中

的占比已从 1978 年的 17．27％增长到 2010 年的 33．93％。
［13］24

虽然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占比在逐年上升，但工业占比一直要高

于第三产业占比。在这一时期，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1．19％，工业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一直超过第三产业的贡献率。

工业是安徽第二产业的主体，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因此，自改革元年以来，在安徽服务业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进程中，安徽工

业发挥了主要动力的作用。可以说，是安徽工业的快速发展在带动着安徽经济的快速增长。 

自“十二五”规划实施以来，安徽第三产业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安徽统计数据表明，在 2011－2016年期间，安徽第三产

业在ＧＤＰ的所占比重持续上升，由 32．52％增长到 41．30％，年均增长速度为 4．90％（见图 2）。虽然第三产业的年均增长

速度要比ＧＤＰ的年均增长速度要慢，可比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要快。特别是在 2016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在ＧＤＰ中的占比首

次超过了第二产业。这意味着第三产业在安徽经济结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了主导产业。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对安徽ＧＤ

Ｐ增长的贡献率也从 2011 年的 26．57％增长到 2016 年的 50．78％。2016 年，第三产业的贡献率也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
［13］22

服务业增加值在ＧＤＰ中占比上升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须产物。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根据服务经

济学的观点，如果一国或地区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在ＧＤＰ中的占比超过 50％，则意味着该国或该地区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可

以说，安徽已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这意味着，安徽经济发展的服务业动力已处于主导地位。日益强劲的服务业动力将决定着

安徽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 



 

二、阻碍安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主要因素 

虽然上述数据说明安徽经济发展的传统动力已逐渐衰减，新兴动力日益明显。但是，我们还需要注意安徽经济增长动力转

换过程中的诸多阻力因素。如果处理不好，会极大增加安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成本。从需求、供给和产业三个层面来看成，

这些阻力因素主要有三： 

（一）居民消费增长乏力 

经济学将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大部分，其中居民消费占主体地位。由于特殊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约束，我国居

民分为城市和乡村居民两部分。因此，居民消费增长是指城乡居民消费的增长。自“十二五”规划实施开始，消费对安徽经济

发展的驱动作用虽日益增强，但城乡居民消费增长乏力。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城乡居民消费能力不高。由于收入分配

改革滞后，导致国家和企业在初次和再次分配中所占比重过大，挤压了城乡居民的收入份额。这导致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增长受

到制约而难以持续增长。二是城乡居民消费倾向不高。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不完善，城乡居民增加了风险预防性储蓄，而

降低了消费倾向。三是城乡居民消费环境不佳。当前，我国在促进消费的金融消费支持、消费者权益保护和食品质量安全管理

等消费环境还存在许多改善的地方。并且消费环境的改善不可一蹴而就。 

（二）创新要素供给不足 

自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创新”思想以来，创新便成为理论界、决策层和实业界的关注焦点。创新是一个国家持续兴盛的

动力源泉。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已发生了四次科技革命，科技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在安徽“调结构、

去库存、补短板、促发展”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创新管理制度供给不足。创新管理制度供给不足，导致目前的创新管理出现了多头管理、条块分割、效率不高等问题；科

研项目实施无组织现象比较严重；科研项目立项重数量、结题重人情关系。这些不良现象的存在导致安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

二是创新资金供给不足。因为科技创新投入体制建设不健全，安徽创新资金供给不足。安徽统计数据表明，2011年至 2016年期

间，安徽创新资金投入占ＧＤＰ的最高比重为 1．54％，
［13］812

低于同期国家创新资金投入比重（见图 3），
［14］1032

更远低于国外发

达地区的创新资金投入比重。三是创新环境供给不足。创新离不开一个优良的创新环境。当前，由于多种原因，安徽和我国的

科技创新活动存在剽窃和造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过弱等现象。这些现象导致科技创新融资难度大、创新积极性不强。 



 

（三）服务经济相对滞后 

“十二五”期间，安徽服务业获得了较快发展。其主要内容表现为传统服务业（即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现代服务业（即

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包括物流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所占比重较低，发展相对滞后。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服务业管理体制相对滞后。目前，安徽服务业管理体制存在不灵活、政出多门、成本过高等问题。由于生活、生产水平的

提高，现代服务业内容与种类日益增多，新业态不断涌现。这要求政府的服务业管理体制增强柔性，以适应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趋势。二是高端服务业要素相对缺乏。安徽目前的服务业要素主要集中在传统、低端生活服务业，缺乏满足现代生产服务业发

展需要的高端人才和服务标准。如安徽在大力打造“合芜蚌”高新开发区，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可高端国际贸易服务人才

和高级智能设备技术人才极度缺乏。三是服务业融资发展相对滞后。在安徽现代服务业发展进程中，中小型科创企业居多。由

于中小型企业存在创建时间短和存续时间短两大特征，使得各大银行缺乏投资兴趣。因此，融资发展相对滞后成为制约安徽中

小科创企业发展的瓶颈。 

三、促进安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对策建议 

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是安徽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鉴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基于对安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结构的

特征和阻碍因素分析，特提出“提升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创新要素供给能力＋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以

期促进安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正常进行。 

（一）通过“提、优、改”措施来提升城乡居民消费能力 

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有消费环境、可支配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等。消费能力提升，不仅指消费量的增长或者消费

规模的扩大，还包含消费质量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高水平化。提升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突破。一是提

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由其收入水平决定。因此，要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必须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

水平。安徽省可出台更有力度的增加收入政策，扶持就业创业，加快城乡收入分配结构、行业收入分配结构、初次与再次分配

结构的优化调整，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这样就能切实提高居民收入，解决城乡居民“有钱花”的问题。二是

优化移动支付环境。移动支付已成为当前消费环境的重要特征。我们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渠道，建设各类电商消费平台，

加大消费金融支持力度，完善消费金融产品监管制度，加大消费者信息隐私权保护力度。这样一来，就为广大的城乡消费者提

供快捷、安全的消费环境，解决了城乡居民“钱怎么花”的问题。三是改善社会保障，提高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目前，由于社

会保障的不完善和低水平，城乡居民普遍存在较高的不敢消费倾向。这会导致较高的社会储蓄，从而制约消费。要让城乡居民

大胆放心地消费，必须完善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这样一来，就解



决了城乡居民“钱不敢花”的问题。 

（二）通过“健、加、优”措施来提升创新要素供给能力 

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在于，通过创新要素的投入，加快科技革新和管理水平提升，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

提升创新要素供给能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突破。一是健全创新管理制度。主要是加强创新管理体制改革，去掉条块分割、

效率低下和多头管理的弊病，增强创新管理体制的激励作用；增强科研项目管理的组织化水平，明确各科研单位的职责与科研

项目的过程管理；加强科研项目立项与结项管理，去掉人情关系立项与结项，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问题。二是加大创新资金供

给。安徽省政府可出台政策，明确规定政府研发投入在ＧＤＰ中的占比不能低于 3％，提高科研投入量和使用效率在各级政府考

核中的比重。同时，加强对社会资本对研发的投入管理，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创新。三是优化创新环境。安徽省可出台科研诚信

管理制度，加大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惩戒力度，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大各类科创中心建设，促进产教融合，完善科创小微

企业融资支持政策等措施，全面优化创新环境，把安徽打造成为创新高地。 

（三）通过“调、加、提”措施来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 

现代服务业相对于传统服务业而言，处于价值链的高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既能优化安徽产业结构，又能扩大居民消费，

为安徽经济增长插上腾飞的翅膀。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突破。一是调整服务业管理体制。这要求

政府根据现代服务业的新业态，发展新趋势，调整服务业管理体制，增强服务业管理体制的柔性，降低管理成本。同时，围绕

安徽“三个强省”目标，根据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精心规划现代服务业发展政策，引导现代服务

业发展。二是加大高端服务业标准建设力度。加大安徽现代服务业开放度，引入、学习和改进国际现代服务业标准。根据产教

融合政策，出台政策引导安徽各高校以现代服务业发展为中心，开展高端服务业标准科研。如加快智慧养老服务标准建设，智

慧家居服务标准建设，智能社区标准建设等。三是提高现代服务业融资水平。可创建区域性现代服务业金融支持机制，满足现

代服务业发展的融资需求。如设立高端服务发展专项资金、提供贴息贷款和创新补贴等，以鼓励现代服务业发展。也可出台相

关社会融资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现代服务业。 

四、结论 

随着内外部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传统经济增长动力已失去效力，安徽经济增长正面临着一系列的动力结构转换和调整。

从需求、供给和产业三个层面来看，安徽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显示出三个特征：一是从需求动力结构变迁来看，出口和投资动

力衰退，消费动力日益强劲；二是从供给动力结构变迁来看，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供给趋紧，创新供给日益强劲；三是从产

业结构变迁来看，农业和工业动力衰减，服务业动力日益强劲。新兴动力虽已日益明显，但我们需要注意动力转换过程中的居

民消费增长乏力、创新要素供给不足、服务经济相对滞后等三大阻力因素。如果处理不好，会极大增加安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

的成本。为促进安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正常进行，需要从提升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创新要素供给能力和提升现代服务业

发展水平三个方面着手进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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