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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视角下的产业结构调整 

 

费兆奇、刘康、郭艺超；《银行家》2013 年第 10 期 

     

    产业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受西方发达经济体发展模式的影响，目

前的部分研究认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是提高第三产业（主要是服务业）的比重。

这种观点或许值得进一步商酌。 

    产业结构演进的客观规律 

    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现代生产方式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从低效率的农业转

向高效率的工业，从高效率的工业转向更高效的服务业，在此过程中也推动了农业和工业发

展，直到产业间达到效率均衡，结构稳定。现代生产方式的集中体现是生产的分工深化，获

得规模化生产能力，并得到规模收益，核心是劳动效率能得到持续有效的提升。1970年代以

来，世界上主要发达经济体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通常高于或等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
①

    中国三次产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这

种特征成为发达经济体经济“服务化”的根本效率基础。也就是说，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部

门由于比工业部门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才有服务业规模的持续扩张和资源的再配置，

效率改进引导着产出和就业“由重向轻”的结构转变。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表现为，第一产业(主要指农业)比重逐渐

降低，第二产业(主要指工业)比重迅速扩张，第三产业(主要指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张。图1

描述了推动这种产业结构变化的客观规律，第一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相对于第二产业）一

直在0.1至0.2的区间波动，说明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产业相比非常低；而第三产业

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又显著地高于第一产业。因此，中国产业结构由效率较低的农业向效率较

高的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变，实现了结构的优化，这种产业结构的转变带动了全社会生产率的

提高，随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逐步提高。 

 

                                                             
  ① 中国社科院陆家嘴研究基地（2012）通过研究 10 个发达经济体第三次产业生产率的变动趋势，发现

1970 年至 1990 年代末期，各国第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普遍高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2000 年以来，随着

第三次产业规模的扩张和劳动力向服务业的持续转移，第三产业生产率出现递减趋势，第二、三产业劳动

生产率逐步趋同成为一种潜在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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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1）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整理而得 

 

    中国当前的现实是，一产比重还在继续缩小，二产比重开始缩小，三产特别是其中的服

务业比重在持续扩大。如果中国三产具有相对于二产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三产的规模扩张将

是沿着库兹涅兹规律发展，与发达国家“正确的”服务业发展方式吻合。然而，中国的实际

情况是三产的劳动生产率一直低于二产，并且在1990年代以来三产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二

产的70%左右（如图1所示）。这样一个产业结构的变化就意味着总体劳动生产率在下降，经

济增长速度在下降。同时，结构调整中的资源错配问题值得关注。 

    中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现状和问题 

    从第三产业内部的结构来看，第三产业可大致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是为流通服务的产

业，如交通运输、物流仓储、邮电通讯和商业饮食等；第二层是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产业，

如金融保险、房地产、信息咨询与传输、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第三层是为提高科学文化水

平与居民素质服务的产业，如教育科研、旅游娱乐、广播电视、体育保健、医疗卫生、社会

福利。第四层是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产业，例如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等。第三产业结构

变动的一般规律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商业、旅馆、饭店业的产出比重会逐步下

降；运输、仓储和通讯业、金融保险、房地产和产业服务业的比重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

当人均收入上升到较高水平之后，运输、仓储业的比重也趋于下降；而通讯、金融保险、房

地产和产业服务业的比重会继续上升。在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中，个人和社会服务业的比重也

趋于上升。这是新兴服务业的不断发展带动第三产业结构优化的表现，并拉动第三产业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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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持续上升。 

     

 

图 2 中国第三产业各层级比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 2描述了中国近些年第三产业内部四个层次产值比重的分布情况。从中可以发现，第

三产业在整体上仍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构成第三产业产值的主要方面是为流通服务的产业

和为生产、生活服务的产业，两者占到了全部产业产值的 70%以上，而更高层次的产业只占

据了不到 30%的份额。另外，从近些年的变化趋势看，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第二层级服务业

扩张速度较快（从 2005 年 35.5%的份额上升到 39.3%）；而为流通服务的传统行业所占比重

逐步降低（从 2005 年的 38.5%到 2010年的 36.3%），这说明第三产业内部呈现出一定程度的

优化迹象；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第三和第四层级服务业所占比重偏低并呈现出的下降趋势，

不利于第三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第三产业中的第二层级（指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产业）快速扩张，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与二产相比，三产中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产业（主要指金融、信息传输等）具有更高

的劳动生产率。图 3描述了三产中各行业相对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其中的金融、信息

传输等行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均大于 1，这说明第二层级服务业的扩张基本遵循了比较效率的

原则，例如凭借较高的劳动生产率，金融产业占服务业的份额从 2005 年 8.1%上升到 2010

年的 10.9%（按 2005 年价格计算的不变价比重）。（2）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第二层级中的房

地产行业在近些年一直占据较大的比重，在 2010 年占据第三产业 11.2%的份额。从发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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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的经验来看，抑制地产泡沫是保持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我们需要警惕依赖房地产的扩张

增加第二层级甚至第三产业的份额。（3）以第三、第四层级为主体的新兴服务业的相对劳动

生产率较低，这些层次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及第二产业的 50%（如图 3 所示），与之相对

应的是这些服务业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并于近些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因此，三产内部各层级服务业在近些年的演进，基本遵循了比较效率的原则，即各层级

服务业规模的变化基本与自身劳动生产率的水平相对应，而非脱离了效率的凭空发展。但由

于传统服务业在整体上所占的绝对比重过大，导致服务业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偏低。 

 

 

图 3 各层级服务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1）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整理而得 

 

    以效率改进为核心，在制造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中国目前产业结构的调整应以效率改进为核心要务。首先，以制造业高度发展为基础。

由于第三产业整体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较低（只相当于二产的 70%），如果不加速改善服务业

劳动效率，而盲目提高服务业产值的比重，就会造成全社会低效的产业结构。从西方发达经

济体的经验来看，服务业部门正是由于比工业部门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才有服务业

规模的持续扩张和资源的再配置。而且，从需求结构来看，发达经济体最终消费中第二产业

提供商品的比例并没有大幅下降
②

                                                             
    ② 李刚、廖建辉、向奕霓：《中国产业升级的方向与路径》，《中国工业经济》，2011 年第 10 期。 

，其第三产业比例不断提高，是以发达的国际贸易为基础，

以发展中国家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前提。综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发展现状，我们认为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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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调整应建立在第二产业（主要指制造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

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不断增长。但当前由于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

“双降”，且技术进步尚未能弥补上述两个因素的下降，因此总的结果表现为经济的结构性

减速。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发展高端制造业，推动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持续改进，

是中国保持制造业优势的根本所在。 

    第二，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方面，虽

然三产整体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偏低（相对于二产），但三产中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较大。其

中，金融、信息传输等现代服务业已呈现出较高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这说明继续推动资源由

传统服务业或传统制造业向这些行业的流动，能够有效地提高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而

提高全社会的劳动效率。 

    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广义恩格尔定律的影响，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增长，中国的消

费需求将不断升级，即从食品占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拓展到物质消费占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

而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人们对围绕着与城市生产和生活相关的现代服务业需求将继续加

大。然而，现行的效率基础是三产内部较高层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这不利于第

二层级的服务业（指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产业）继续向上一层级（指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与

居民素质服务的产业，以及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产业）的转变。如果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推进，

造成的结果便是降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而降低全社会的劳动效率。因此，最根本的

途径仍然是加速改善相关服务业的劳动效率，而效率改进的背后是市场激励、人力资本的提

升，以及政府和社会协调效率的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