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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一些非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无论是长

期还是短期相关性都不明显$但产业结构升级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不可否认# 应着力

改善非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以产业结构合理化推动兵团经济持续增长# 依据国际标准$兵团的三次产业结

构的偏差度远高于自治区和全国$且其产业结构有序度有逐年恶化的趋势%兵团调整三次产业结构的总体

思路应是)调整第一产业内部结构$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尽快提高第三产业比重#

关键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有序度%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产业结构变

动程度%产业结构变动速度

中图分类号"%+9*2/%%.*=>, --文献标志码"C--文章编号".9=>?@.8.&*+.+'+,?+.+.?+@

$4-3-"&(</#F#;)3+&'"*E+&)(+)&-$;[)3+1-#+

/A\'#['"#% S&/;)(+'/#"#;!/#3+&)(+'/#!/&03

OC3G7<

&8/#0)"##;&',,1$ ;'0'"G09)0:"%#0*7$ B0)E0$)4 I/E0$5/ @8.8++$ ('0)$'

$63+&"(+) G"KE(#"&J$P"'"#$'7K$7&< E<6 7<J1("<K"&J#&)"&J<&<?#$'(K$('E1JEK$&'#$ 7$7#<&$K1"E'7< 1&<N?$"')&'7< #P&'$?$"')'"1E$7&<

R"$T""< 7<6(#$'7E1#$'(K$('"KPE<N"E<6 "K&<&)7KN'&T$P &Ji7<;7E<N['&6(K$7&< E<6 I&<#$'(K$7&< I&'5#$ P&T"Q"'$ 7<6(#$'7E1#$'(K$('"

(5N'E67<N7#7)5&'$E<$$&$P""K&<&)7KN'&T$P &J$P"I&'5#2OP"I&'5##P&(16 P7NP17NP$$P"7)5'&Q")"<$&J$P""JJ"K$&J<&<?#$'(K$('E1

JEK$&'#E<6 (#"7<6(#$'7E1#$'(K$('"'E$7&<E17_E$7&< $&5'&)&$"#(#$E7<ER1"N'&T$P &J$P""K&<&)F2CKK&'67<N$&7<$"'<E$7&<E1#$E<6E'6$

$P"6"Q7E$7<N6"N'""&J$P"$"'$7E'F7<6(#$'F#$'(K$('"7#Q"'F)(KP P7NP"'$PE< $P"i7<;7E<NE<6 $P"<E$7&< E<6 $P"&'6"'&J7<6(#$'7E1

#$'(K$('"7#6"$"'7&'E$7<NF"E'RFF"E'2OP(#$ $P"&Q"'E1176"EJ&'$P"I&'5#$&E6;(#$$P"$"'$7E'F7<6(#$'F#$'(K$('"#P&(16 R"$&E6;(#$

7<<"'#$'(K$('"&J$P"5'7)E'F7<6(#$'F$ $&")5PE$7KE11F6"Q"1&5 #"K&<6E'F7<6(#$'FE<6 'E5761F$&'E7#"$P"5'&5&'$7&< &J$P"$"'$7E'F

7<6(#$'F2

8-9 :/&;3) i7<;7E<N['&6(K$7&< E<6 I&<#$'(K$7&< I&'5#% 7<6(#$'7E1#$'(K$('"% "K&<&)7KN'&T$P% 7<6(#$'7E1&'6"'#$'(K$('"%

'E$7&<E17_E$7&< 6"N'""&J7<6(#$'7E1#$'(K$('"% KPE<N7<N6"N'""&J7<6(#$'7E1#$'(K$('"% KPE<N7<N'E$"&J7<6(#$'7E1#$'(K$('"

.+.

!

收稿日期"*+.+?+=?**#修回日期"*+.+?+@?*/

-基金项目"新疆兵团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重点研究课题$*+.+?>?>>%&兵团经济总量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

-作者简介"谭斌$./99(-%!男!湖南长沙人#副教授!硕士!在石河子大学商学院任教!*+.+ 年 8 月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

学院研修!主要从事统计学*经济学研究#O"1)+//>?,@+/9==!B?)E71)$E<R7<.//@Y.982K&)"



一#引言

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密切

相关!产业结构的演进会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经

济总量的增长也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加速演进" 这

已经被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明" 早在

./>/ 年库兹尼茨+.,

$k(_<"$#!./>/%论述国民收入

的度量问题时就提出!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度量必

须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去衡量!为此!库兹尼茨

$k(_<"$#!./,=%用 ,+ 个国家的经验数据进一步验

证了产业结构与经济总量的增长之间的这种关系"

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在经济发展中

是紧密相连的!探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变

化!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作为我

国唯一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不但担负着

屯垦戍边的使命!还要实现自身经济快速持续的发

展" 然而近些年!兵团经济增长却相对乏力!经济

整体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后劲不足!兵团经济占新疆

经济总量的比重也由 *+ 世纪 @+ 年代初的 *+]!下

降到这几年的 .*]左右" 以 *++@ 年为例!兵团第

一*第二*第三产业占兵团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

别为 8>2/]*8.2=]*882>]!而同期新疆自治区

这一比重分别为 .92>]*>/2=]*882/]!全国为

..28]*>@29]*>+2.]!可见产业结构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着兵团经济的增长"

本文试图根据兵团历年 ZA[及相关经济普查

数据!从产业结构变动程度*速度*方向及强度等多

角度的量化分析中!揭示兵团产业结构变动与其经

济增长关系的内在关系!以期能对兵团为产业结构

优化调整*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一些思路"

二#兵团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

分析

.2兵团产业结构变动程度"速度"方向和

强度分析

我们首先从兵团产业结构变动程度*速度*方

向和强度入手!来探寻兵团经济与其产业结构的关

系" 同时为了便于分析兵团经济与其产业结构之

间的关系!本文也引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下简

称&自治区'%*全国及其他发达地区数据资料进行

对比"

$.%产业结构变动程度和速度的测定方法

产业结构变动的程度!通常用结构变化值来衡

量" 结构变化值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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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为区域产业结构变化值!&

()

为研究末期

第(产业)的构成比例!&

+)

为研究基期 + 产业)的构

成比例" 该结构变化值仅反映产业结构变动的总

体程度!而不是识别结构变动的方向"

结构变化速度的计算公式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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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式中 -

(

为(时段产业结构变化速度!/

(

为 (时

段产业结构变化值!A

(

为(时段所包括的年份数"

$*%产业结构变动方向和强度的测定方法

产业结构变动方向和强度可以用结构变化趋

势值来表示" 结构变化趋势值的计算公式为)

F

)

1&

()

!&

+)

--式中F

)

为产业)从期初 + 到期末(的变化趋势

值!&

()

*&

+)

分别为研究末期*基期第 )产业的比重"

F

)

可能存在等于*大于和小于 . 三种情况!分别表

示产业比重不变*上升$扩张%和下降$收缩%"

$8%兵团产业结构变动程度*速度*方向和强度

实证分析

根据上述公式!可计算得到兵团*新疆*珠三角

及全国几个时段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值*结构变化速

度及变化趋势值$见表 .%" 从表 . 可以看出!改革

开放以来$./=@(*++/%!兵团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值

远低于自治区*全国!更低于珠三角 *++> 年的水平"

兵团三次产业结构年变化速度为 +"/5!仅为自治

区*全国及珠三角$*++> 年%的 =,5*=>5和 ,85"

从其他时段来看!./=@(.//+ 年三次产业结构变化

值兵团仅为 8"*5!同期自治区达到 8+">5且高于

全国及珠三角#.//+(*++/ 年兵团三次产业结构变

化加快达到 *>"95!而同期自治区达到 >>5!同样

高于全国及珠三角!说明自治区在此期间一直在快

速调整优化其产业结构#.//,(*+++ 年兵团三次产

业结构变化达到 .."85!高于珠三角低于自治区和

全国#*+++(*++/ 年兵团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基本与

自治区持平!且高于珠三角和全国!这期间兵团产

业结构调整较快"

在表 . 的基础上!进一步计算兵团及对比区域

经济增长速度与结构变化速度相关系数如表 *" 由

表 * 可以看出!从划分的四个计算时段来看!珠三

角*全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产业结构变化存在着比

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支持&经济增长与结构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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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相互促进'!只是计算时段包含的时期越多!正相

关关系越弱#自治区经济增长速度与结构变化速度

相关系数包含的时期越少!正相关关系越显著#随

着时期的加长!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关系变

弱!并变为负数" 兵团经济增长速度与其产业结构

变化速度相关系数均为负数!说明无论是长期还是

短期!兵团经济增长速度与其产业结构变化相关性

都不明显"

表 .-兵团#自治区#珠三角及全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值#变化速度及经济增长速度

时期 项目 单位 兵团 自治区 珠三角&到 *++> 年' 全国

./=@!*++/

结构变化值 5 *="@ 89"@ >>"+ 8=">

结构变化速度 5!年 +"/ ."* ."= ."*

ZA[年递增速度 ] .92/ .92= .82> /2@

./=@!.//+

结构变化值 ] 82* 8+2> *>2> .,2>

结构变化速度 ]:年 +28 *2, *2+ .28

ZA[年递增速度 ] *+2= .=2+ .*2= /2+

.//+!*++/

结构变化值 ] *>29 >>2+ 882@ 882+

结构变化速度 ]:年 .28 *28 *2> .2=

ZA[年递增速度 ] .>29 .92, .>2+ /2/

.//,!*+++

结构变化值 ] ..28 .92@ /2= .*2*

结构变化速度 ]:年 *28 82> .2/ .2,

ZA[年递增速度 ] =29 .+2/ .+28 /2+

*+++!*++/

结构变化值 ] .>2* .>2> .+2+ /2+

结构变化速度 ]:年 .29 .29 *2, .2.

ZA[年递增速度 5 .>"9 .>"9 .8"> /"/

--数据来源)由兵团"新疆"全国各年的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

表 *-兵团及对比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与结构变化速度相关系数

第一计算时段 第二计算时段 第三计算时段 第四计算时段

兵团 e."++ e."++ e+"/= e+">.

自治区 ."++ +"*9 e+"=+ e+"=>

珠三角&到 *++> 年' ."++ +">/ +"8* +"./

全国 ."++ +",8 +"89 +"+.

注)第一计算时段包括 ./=@!.//+".//+!*++/%第二计算时段包括 ./=@!.//+"./=@!*++/".//+!*++/%第三

计算时段包括 ./=@!.//+"./=@!*++/".//+!*++/".//,!*+++%第四计算时段 ./=@!.//+"./=@!*++/"

.//+!*++/".//,!*+++"*+++!*++/#

--从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趋势来看$见表 8%!兵团

三次产业结构变化总的趋势是第一产业收缩!第二

产业*第三产业扩张" 但从总体上来讲!兵团第一

产业收缩的速度慢于自治区*珠三角及全国!第二

产业*第三产业扩张速度慢于自治区和珠三角!但

基本与全国持平"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

+*,及

库茨涅兹的研究可以看出!兵团经济尚处于经济起

飞后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

*"兵团产业结构有序度的测度

$.%产业结构有序度的测度的理论依据

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够

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是合理和理想的产业结构#而

落后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产业结构!都将制约

区域经济的增长" 要评价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是

否合理及合理化程度有多大!需要解决两个难题)

首先必须确立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目标

结构!将其作为判断和评价的标准#其次选择恰当

的方法测度研究区域的产业的结构与目标结构的

差异化程度" 差异化程度即为区域产业结构的合

理化程度" 目标产业结构可以是客观存在的!也可

以是主观设计的!本研究拟采用世界&标准'产业结

构作为目标结构!并采用刘思峰等 *++> 年提出的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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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有序度测度模型"

+8,

表 8-兵团#自治区#珠三角及全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值!5

区域 产业 ./=@!*++/ ./=@!.//+ .//+!*++/ .//,!*+++ *+++!*++/

兵团

第一产业 +"=. +"/= +"=8 +"@@ +"@8

第二产业 ."+/ ."+> ."+, ."+, ."*8

第三产业 .",+ ."+. .">@ ."., ."+8

自治区

第一产业 +">/ .".. +">, +"=* +"@>

第二产业 ."// +"9@ .">9 .".8 .".@

第三产业 *"+= ."9, ."*, .".. +"/

珠三角

&到 *++> 年'

第一产业 +"*9 +"@8 +"8* +"9@ +"=9

第二产业 ."./ +"@, .">+ ."++ .".+

第三产业 .",9 .",* ."+8 .".8 +"/>

全国

第一产业 +"8= +"/9 +"8/ +"=9 +"=+

第二产业 +"/@ +"@9 .".8 +"/= ."+*

第三产业 ."=@ ."8* ."8, ."./ ."+/

----数据来源)由兵团"新疆"全国各年的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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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际产业结构向量 &

(

与目标产业结构向

量 &

+

与之接近程度的测度" &

(

越接近 &

+

!

H

(

eH

+

越小!

(

+(

就越大" 当产业结构向量 &

(

与目

标结构向量&

+

完全重合时 H

(

eH

+

为零!产业结构

向量&

(

的有序度
(

+(

取最大值 ." 产业结构有序度

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区域产业结构相对于目标结构

的接近程度!可以作为测度国家或区域产业结构合

理化水平的定量指标"

世界银行在 .//@ 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对

世界各国划分了不同平均水平下的三次产业结构

$见表 >%!本研究就以此为标准来测度兵团产业结

构的有序度"

表 >-人均ZA[与产业结构的国际比较%.//@ 年&

人均ZA[

美元!人年

第一产业

5

第二产业

5

第三产业

5

世界平均 > @/+ , 8> 9.

低收入国家平均 ,*+ *+ >. 8/

中低收入国家平均 . =>+ .* 89 ,*

中等收入国家平均 * //+ / 8, ,9

中高收入国家平均 > @=+ = 8, ,@

高收入国家平均 *, >@+ * 88 9,

--需要指出的是!表 > 并不能直接运用!因为兵

团*自治区及全国的经济水平与该表中划分的几个

平均经济水平并不相吻合!为此本研究采用加权平

均的方法来测算和确定兵团*自治区及全国的目标

产业结构" 权系数以如下步骤和方法获得)首先以

不同收入国家平均的人均 ZA[为分界点!将兵团*

自治区及全国划分为几个类型!这样每个区域均处

于两个分界点之间!然后用下面的公式计算权重

系数)

%

()

1$4

=

*&

()

%!$4

=

*4

;

%

--式中!4

=

*4

;

分别表示 (区域所处分界点的上

限和下限!&

()

表示(区域)年份的人均ZA[!

%

()

表示(

区域)年份的权重系数"

$*%兵团*自治区及全国产业结构有序度的

>+.

谭-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产业结构调整研究



测度

可将产业目标结构表示为)

&

()G

1

%

()

@

;/

+$. *

%

()

%@

=/

--@

;/

*@

=/

分别是人均 ZA[世界各平均收入水平

分界点下限和上限的G产业部门比重!

&

()G

为(区域)

年份目标结构G产业部门比重" 运用上式计算后得

到 *++.(*++@ 年兵团*自治区及全国产业目标结构

$表 =%!进而可以计算得到兵团*自治区及全国三次

产业结构有序度$表 /%" 由表 @ 可以看出无论是兵

团!还是自治区*全国的产业结构均未达到与经济

水平相适应的状态" 但是应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全

国!还是自治区产业结构有序度均远高于兵团!而

且兵团产业结构有序度 *++8 年后呈明显逐年下降

的趋势"

表 ,-人均ZA[!美元

*++. *++* *++8 *++> *++, *++9 *++= *++@

兵团 @/."+ /8."9 . ..*"9 . *8+"* . >*."* . 999"9 * +8."/ * ,/>">

自治区 @/=". /,/"> . +=>"9 . *>@"9 . >=+"= . =9=". * +,9"8 * 98+"9

全国 /*>"> /@,"9 . .++"@ . *=,"/ . ,9*"9 . @9>"/ * 8+="* 8 +.,">

----数据来源)由兵团"新疆"全国各年的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

表 9-目标产业结构的权系数

*++. *++* *++8 *++> *++, *++9 *++= *++@

兵团 +"9/9 +"998 +",.> +">.@ +"*9. +"+9+ +"=9= +"8.9

自治区 +"9/. +"9>+ +",>, +">+8 +"**. +"/=/ +"=>= +"*@=

全国 +"99/ +"9.@ +",*> +"8@+ +".>, +"/++ +",>9 +"/@=

表 =-产业目标结构!5

兵团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自治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全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 .=",= 8/">@ >*"/, .=",8 8/">, >8"+* .="8, 8/"8> >8"8.

*++* .="8+ 8/"8. >8"8/ .=".* 8/"*+ >8"9@ .9"/, 8/"+/ >8"/9

*++8 .9".. 8@",= >,"8. .9"89 8@"=8 >>"/. .9"./ 8@"9* >,"./

*++> .,"8> 8@"+/ >9",= .,"** 8@"+. >9"=9 .,"+> 8="/+ >="+,

*++, .>"+/ 8="8. >@"9+ .8"== 8=".+ >/".8 .8".9 89"=8 ,+"..

*++9 .*">@ 89"8+ ,."** .."/8 8,"/@ ,*"+/ .."=+ 8,"/+ ,*">+

*++= .."8+ 8,"== ,*"/8 .."*> 8,"=, ,8"+. .+"9> 8,",, ,8"@*

*++@ /"/, 8,"8* ,>"=8 /"@9 8,"*/ ,>"@, @"/= 8,"++ ,9"+8

表 @-兵团#自治区及全国三次产业增加值构成比!5

兵团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自治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全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 88". */"> 8=", ./"8 8@", >*"* .>"> >,". >+",

*++* 8,"= *@"8 89"+ .@"/ 8="> >8"= .8"= >>"@ >.",

*++8 >*"8 *>"@ 8*"/ *."/ 8@". >+"+ .*"@ >9"+ >."*

*++> 8/"/ *>", 8,"9 *+"* >."> 8@"> .8"> >9"* >+">

*++, 8/"> *,"* 8,"> ./"9 >>"= 8,"= .*"* >="= >+".

*++9 8="@ *9"> 8,"@ .="8 >="/ 8>"@ .."8 >@"= >+"+

*++= 89"@ *@"/ 8>"8 .="@ >9"@ 8,"> ..". >@", >+">

*++@ 8>"/ 8."= 88"> .9"> >/"= 88"/ .."8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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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兵团#自治区及全国三次产业结构有序度

兵团 自治区 全国

*++. +",/+ @ +"/>* @ +"/+. >

*++* +"9.8 8 +"/8= @ +"@/@ .

*++8 +"@+8 + +"@>9 = +"@/+ @

*++> +"=8. 9 +"@/> * +"/*+ 8

*++, +"=+8 @ +"/+, * +"/*, @

*++9 +"9>= > +"/>9 9 +"/8. .

*++= +"9+9 , +"/.= 8 +"/>= 9

*++@ +",>9 . +"/8/ > +"/=/ ,

8"兵团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评析

$.%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评价的基本理论

评价产业结构短期变化的合理性!应该以宏观

经济效益为标准" 效益高的产业部门!其发展速度

应该快一些!这些产业的增加值所占比重应该有所

增加#相反!效益低的产业部门!其发展速度可以慢

一些!这些产业的增加值所占比重应有所下降" 实

际的产业结构变化未必能与由效益所决定的产业结

构变化保持一致" 可以认为!不能保持一致的部分

就是产业结构变化中的不合理部分" 对每一个产业

来讲!其中不合理的比重有多大- 对全部产业来讲

总的不合理程度又有多大- 李保瑜等 *++, 年提供

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方法"

+>,该法具体步骤如下)

假设区域经济总体有)个产业!第 )产业在第 2年的

增加值用 D

)!2

表示!第 2年的新增资本用 G

)!2

表示!在

第2年的劳动投入用I

)!2

表示"

第一!计算第)产业在第 2年的增加值率 %

)!2

$$

2

则表示2年度各产业的增长率%

)!2

的集合%)

%

)!2

1$D

)!2

*D

)!2*.

%!$D

)!2*.

%-)1.!*!0

--第二!计算第 )产业前两年平均的劳动生产率

$每个从业人员所生产的增加值%

)

)!2

$J

2

则表示 2年

)

)!2

的集合%)

)

)!2

1

.

*

D

)!2*.

I

)!2*.

+

D

)!2**

I

)!2*

( )
*

-)1.!*!0

--第三!计算第 )产业前两年平均的资本生产率

$单位投资所产生的新增增加价值%8

)!2

$7

2

则表示

8

)!2

的集合%)

8

)!2

1

.

*

D

)!2*.

*D

)!2**

G

)!2*.

+

D

)!2**

*D

)!2*8

G

)!2*

( )
*

-)1.!*!0

--第四!对各产业每年的增加值增长率*前两年平

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数据分别进行标准化处

理!以消除量纲影响" 用 %0

)!2

*

)

0

)!2

*80

)!2

分别表示第 )

产业在2年的增加值率标准化值*劳动生产率标准

化值!其计算公式分别为)

%0

)!2

1+%

)!2

*)7<$$

2

%,!+)EV$$

2

% *)7<$$

2

%,

)

0

)!2

1+

)

)!2

*)7<$J

2

%,!+)EV$J

2

% *)7<$J

2

%,

80

)!2

1+8

)!2

*)7<$7

2

%,!+)EV$7

2

% *)7<$7

2

%,

--第五!计算每个产业的综合经济效益并将其标

准化" 综合效益用K

)!2

表示!公式为)

K

)!2

1

.

*

$L0

)!2

+80

)!2

%

--标准化后为)

K0

)!2

1+K

)!2

*)7<$M

2

%,!+)EV$M

2

% *)7<$M

2

%,

--M

2

表示K

)!2

的集合"

第六!将增长率标准化值与综合效益标准化值

进行对比!确定其差额" 该差额代表了以效益标准

衡量的不合理速度!也代表了对实际速度进行修正

的修正系数" 对每个产业均可以计算其 2年度的修

正系数计为N

)!2

)

N

)!2

1K0

)!2

*%0

)!2

--第七!根据修正系数对各产业第 2年的实际速

度进行修正!得到各产业的合理速度%

O

)!2

)

%

O

)!2

1%

)!2

+6N

)!2

?+)EV$$

2

% *)7<$$

2

%,7

--第八!以上年的实际增加值为基础!用合理增长

速度可以计算出第2年底)产业的合理增加值 D

O

)!2

)

D

O

)!2

1D

)!2*.

?$. +%

O

)!2

%

--第九!用第2年度第)产业的实际增加值减去合

理增加值得到不合理增加值 D

:

)!2

)

D

:

)!2

1D

)!2

*D

O

)!2

--第十!各产业 2年度的不合理增加值除以该产

业该年实际增加值!就可以得到各产业年度产业结

构变化中的不合理比重!计为P

)!2

" 该比重反映的是

以前两年的效益为衡量标准!本产业有多少个百分

点没有与由效益所决定的产业结构保持同步变化"

第)产业的不合理比重为)

P

)!2

1D

:

)!2

!D

)!2

--第十一!在计算出各个产业的不合理比重后!可

以进一步计算所有产业的整体不合理比重!即产业

结构年度变化失衡指数" 有三种计算失衡指数的方

法可供选择)一是将各产业不合理比重直接相加计

算简单平均数#二是用各产业在增加值中的实际比

重作为权数计算加权平均数#三是将它们取绝对值

之后!再用各产业在增加值中的实际比重作为权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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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加权平均数" 本研究拟采用第三种方法" 设

Q

)!2

为第 )产业增加值比重!并设产业结构年度变化

失衡指数为P

2

!则)

P

2

1

&

)1.

Q

)!2

?P

)!2

--$*%兵团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具体评价

基础数据见表 .+!具体计算结果见表 .." 从中

可以看出)首先!从 ./// 年到 *++@ 年兵团三次产业

年度失衡指数来看!结构不合理变化的幅度波动较

大!不合理的变化因素大约在 .5 8̀85之间" 其

次!从三次产业不合理比重来看!第一产业从 *++>

年后连续出现增长不足#第二产业 *++*(*++, 年增

长不足!*++9 年后增长适度#第三产业 *++> 年前增

长不足!*++> 年后$除 *++= 年外%有过度增长的迹

象" 同时可以看出!兵团产业结构失衡指数对于兵

团第一产业比重的正向变化及第二*三产业负向变

化非常敏感!而且第一产业上升幅度变大则产业结

构失衡指数迅速增加!但第一产业下降过快也会造

成新的产业结构失衡$如 *++***++@ 两年%"

表 .+-兵团三次产业基础数据

ZA[:亿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从业人员:万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9 ,/2> 8*2= 892@ ,+2= 8+2, *92* .+2* .>2+ ./2.

.//= ,/2+ 882. >*2> ,+2. */2= *,2> .,2/ /2> *+2/

.//@ 9,2+ 8,2, >92> >/29 *,2+ *82/ *+28 @2@ *828

./// ,/29 8=29 >/2/ >92= *82> *928 .=2+ .+2. 8*2,

*+++ 982, >*2* ,82+ >82@ *.2> *=2> .=2@ .@28 8=2>

*++. 992* ,.2@ ,/2@ >82/ *.2* *@2* *>2* .,2= >=2,

*++* 9,2= ,,2+ 9=2= >,2* *+2/ */2> *,2, *92> ,*2=

*++8 .++29 ,92> =.2/ >/28 ./28 *@2/ 8.2= 8.2, ,@2+

*++> .+>2= 9,2. @=2* >/28 .@2* 8+2. 8.2/ 8,2= 9.2>

*++, .*+2> =*2= .+>2, >@2> ./2* 8.2* */2. 8/2, 9@29

*++9 .*=2= @,2= .*+29 >@2= .@2> 8.2= 8,28 >@2, 9/2*

*++= .,.2. .+>2@ .8=28 >/2+ ./2. 8.2, 8=2+ @.29 =.2+

*++@ .9=2* .>+2+ .,=2, >@2. .@2/ 8,2> 8>2. .+,2* /929

---数据来源)由兵团各年的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

表 ..-兵团三次产业不合理比重及其产业结构变化失衡指数:]

./// *+++ *++. *++* *++8 *++> *++, *++9 *++= *++@

第一产业 +2++ +2*. +2++ +2++ 882.@ e.92,, e>2./ e..2.@ e828@ e.=2.>

第二产业 ..2,. +2@* +2++ e929> e>/29, e,2+* e=28. +2++ +2++ +2++

第三产业 +2++ e,2>@ e929/ @2>+ e*+2,+ .>2*+ 92@. @2., +2++ 82,,

失衡指数 *2/> *2.> *2*, >2/9 882*, .*2@8 ,2@= =2** .28+ =28=

--

三#主要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表明!兵团三次产业结构变化总

的趋势是第一产业收缩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扩

张" 但总体上来讲!第一产业收缩的速度慢于自治

区*珠三角及全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速也慢于

自治区和珠三角$+> 年水平%" 总之!以第一产业为

主的较低层次的产业结构水平及产业结构整体效

益水平低是兵团产业结构的主要特征" 其主要原

因)首先是由于兵团屯垦戍边的特殊使命!中央对

兵团实行了特殊的管理体制" 在经济一体化*全球

化的背景下!兵团长期徘徊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之间!经济发展思路*发展战略与市场化改革战略

不协调!未能及时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 其

次是长期以来!兵团始终把农业作为主导产业" 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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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兵团人在茫茫戈壁大漠中垦良田*兴水利*造绿

洲!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农业节水灌溉示范基地!农

业现代化水平走在全国前列!但这种以农为主的产

业结构对兵团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明显"

根据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理'!也就是所谓

的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及规律!可以初步判断

出!兵团目前尚处于经济起飞后经济增长的早期阶

段!即第一产业比重下降!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比重上升的阶段" 为此今后一段时期!协调兵团经

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关系应注重以下几点)

第一!依据国际标准!兵团*自治区及全国三次

产业结构均存在偏差!但相比之下兵团的偏差度远

高于自治区和全国!且兵团产业结构有序度有明显

逐年恶化的趋势" 因此!兵团调整三次产业结构的

总体思路应是)$.%调整第一产业内部结构!着力改

造传统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以巩固第一产业!同

时遏制第一产业上升过快" 本研究分析表明!兵团

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变动幅度每年不应超过 .]!否

则会导致兵团产业失衡指数上升" $*%大力发展第

二产业" 重点放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工业化结构

升级上!并利用新技术提升工业的生产方式!使工

业发展取得较好的增长!并带动第二产业乃至带动

兵团经济快速增长" $8%尽快提高第三产业比重"

但发展第三产业必须以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为基

础!以循序渐进的原则推进!防止第三产业过度发

展导致与兵团经济发展不协调!使兵团三次产业之

间的发展能够相互促进!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系统"

第二!钱纳里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人均收

入为 * .++ 美元时期!产业结构变动速度及其对经

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达到极大值!而后下降" 截止

*++@ 年!兵团人均 ZA[已超过 * .++ 美元!达到

* ,/>2>美元" 如果按照钱纳里等人的结论!目前及

今后一个时期!产业结构变动和升级对兵团经济增

长的作用将趋缓" 但应该看到兵团产业结构变动

和升级对于兵团经济增长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虽

然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产业结构将不断

向合理化演进!但总量增长不会自动形成结构合

理!故今后兵团还继续会有一个产业结构变化和升

级的过程!而且兵团经济增长速度也会相当程度地

依赖这种结构升级" 因此!还是应调整结构!促进

结构合理化!以此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第三!一般而言!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与经济

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有着较大的正向关系!但本研

究发现!兵团&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无论是长

期还是短期相关性都不明显" 本文认为兵团在经

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非结构性因素制约和

影响着兵团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协调性" 据有

关文献的一些研究也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并不是

推动其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有时甚至不是主要因

素!而非结构性因素也是引致经济增长的重要因

素!有时甚至是主要因素" 为此!兵团在以市场机

制为主导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应注意克服一些非

结构性因素!如体制问题*功能定位不准*经济政策

失当*经济运作方式落后及关键资源$如人才%严重

短缺等" 在今后一段时期!兵团一方面要在产业结

构调整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

&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效益为中心'!促

进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另一方面要着力改善

非结构性因素制约!既可以逐项突破和改善!也可

多项并举!进而实现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

关系的协调"

正如温家宝总理 *++= 年在考察兵团时指出的

那样!兵团要肩负起参加国家建设*维护边疆稳定

的新的历史使命" &垦'字的内涵在变!现在不仅指

农业!还包括工业和第三产业#不仅要发挥规模化*

集约化的优势!还要改革体制!发展现代农业!走新

型工业化的道路"

+9,这一重要指示!为兵团产业结

构的优化调整*经济的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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