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 6月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Jun.2004
第 27卷 第 3期 Academic Journal of Shanxi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of C.P.C Vol.27　No.3

山西工业化发展阶段评价
夏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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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 山西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优势和位于内地的地理位置 , 在国家优先发展重

工业战略的强力推动下 , 经过 50多年的工业建设 ,奠定了工业化发展的基础。 但用人均 GDP 指标 、产业结构

指标 、人均能源消费指标及就业结构指标来对山西工业化发展阶段进行分析 , 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山西目前仅

处于工业化发展初级阶段的后期 , 与全国平均水平有显著的差距 ,必须努力发展制造业 , 全面改善工业化指

标 , 才能迈进工业化中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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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化是指人类经济 、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 目

前 ,世界上部分经济发达国家已基本上完成工业化 , 处于后

工业化阶段 ,而一些经济落后国家尚未进入工业化阶段。 在

新中国成立以后 ,山西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优势和位于内地

的地理位置 ,在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强力推动下 , 经

过上世纪 50年代的重点项目建设 、60 年代至 70 年代的 “三

线”建设和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能源基地建设三个重要发展

阶段 ,工业占全省 GDP的比重(不包括建筑业), 从 1952 年的

14.66%迅速提高到 1957 年的 24.6%, 1970 年达到最高值

48.46%, 其后一直维持在 40%以上 ,全省已奠定了工业化发

展的基础。 本世纪初 , 国际上一些研究机构以及我国理论

界 ,基本上一致确认我国工业化发展已进入中级阶段 , 我国

东部一些省份也相继作出进入工业化中级阶段甚至是高级

阶段的自我评价。山西地处我国中西部地区 ,在长期的工业

化发展进程中是否能与全国平均水平同步 ,在新型工业化建

设进程中主要差距在哪些方面 ,对这些问题需要进行全面的

综合评价。

世界上对进入工业化和对工业化发展阶段划分的标准

有多种理论 ,目前国际上运用较多的评价体系是美国哈佛大

学经济学家利斯·B·钱纳里教授的关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划

分标准。其主要方法是按照人均 GDP 水平 , 结合产业结构 、

消费结构 、就业结构 、城市化水平以及实际生活水平等多项

指标 ,反映出工业建设对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 , 从

而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本文主

要参考国内外专家对我国工业化发展平均水平的评价 ,对山

西工业化发展状况进行分析 ,从而对山西工业化发展所处阶

段给予客观的评价。

一 、人均 GDP指标

工业化的发展将直接带动经济收入的增长 , 而人均 GDP

指标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实力。

B·钱纳里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最直观的指标———

人均GDP 水平 ,把工业化发展阶段划分为 6 个阶段 , 分别为

初级产品生产阶段 、工业化初级阶段 、工业化中级阶段 、工业

化高级阶段 、发达经济初级阶段和发达经济高级阶段。各阶

段的主要标准为:按 1970 年美元汇率计算 ,当人均 GDP介于

140美元至 280 美元之间时 , 经济发展处于初级产品生产阶

段;人均GDP介于 280 美元至 560 美元之间时 , 经济发展处

于工业化初级阶段;人均 GDP介于560美元至 1120 美元之间

时 ,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人均 GDP 介于 1120美元

至2100美元之间时 , 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高级阶段;人均

GDP介于 2100 美元至 3360 美元时 , 经济发展处于发达经济

初级阶段;人均 GDP介于 3360美元至5040 美元时 , 经济发展

处于发达经济高级阶段。

根据国内外知名专家对汇率 、实际购买力以及实际生活

环境质量等相关因素的综合分析 , 我们认为 ,我国于 1980 年

至 1985 年人均 GDP指标进入工业化的初级产品生产阶段 ,

1990年至 1995 年进入工业化初级阶段 , 到本世纪初迈入工

业化中级阶段。山西工业化进程可参照全国平均水平进行

判断。从表 1 可以看出 , 上世纪 70 年代以前 , 山西的人均

GDP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特别是在 50 年代 ,为全国平均

水平的 1.1 倍 ,这一情况说明 , 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在山西

的重点建设项目对山西经济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从总体

上看 ,在 1980 年以前 , 我国 80%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 , 全

国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 由于经济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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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当时的人均GDP指标还处于前工业化阶段。 1985 年我国

已进入经济高速增长阶段 , 大部分地区实现了温饱 , 山西在

1985年人均 GDP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98%, 差距不大 , 可以判

定山西与全国同步 , 于 1980 年至 1985 年前后进入工业化初

级产品生产阶段 ,即进入工业化阶段。 1990 年山西人均GDP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93%, 1995 年则下降到 70%,如果不计汇

率 、实际购买力变动等其他因素 , 山西 1997 年的人均 GDP 相

当于全国 1995年的水平 , 可以大概判断出山西 1995 年前后

进入工业化初级阶段。 2002 年山西人均 GDP 为 6146 元 , 为

全国平均水平的 75%。这一水平与东部地区工业发达省市

相比有显著的差距;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相比较 , 仅高于安

徽和江西 ,还低于西部地区的重庆 、青海和新疆。因此可以

判断 , 山西目前虽然尚未进入工业化中级阶段 , 但已接近工

业化中级阶段水平。

表 1　　　　　全国与山西工业化各阶段人均 GDP水平

年份
全国人均 GDP

(人民币:元)

山西人均 GDP

(人民币:元)

山西工业化发展

阶段划分

1957 168 186 前工业化阶段

1970 275 277

1980 460 442

1985 855 838 进入初级产品生产阶段

1990 1634 1528 初级产品生产阶段

1995 4854 3379 进入工业化初级阶段

1997 6054 4736 工业化初级阶段

2001 7543 5460

2002 8184 6146 接近工业化中级阶段

　　二 、产业结构指标

产业结构指标包括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两个

层次。B·钱纳里对工业化发展阶段划分的理论认为:从三次

产业结构看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 , 三次产业的变动趋势是:第

一产业比重下降 , 第二产业比重迅速上升 , 并拉动第三产业

的比重提高 。工业化发展有两条途径:一是从轻工业起步 ,

二是从矿产开采起步。一般国家工业化发展的规律是从轻

工业起步 ,轻工业占主导地位时 , 工业化处于初级阶段;到重

工业超过轻工业阶段 , 制造业产出在 GDP 中的比重达到

18%以上时 ,进入工业化中级阶段;当制造业产出在 GDP 中

的比重上升到 36%以上 , 重工业中装备制造业替代重化工业

从而占到主导地位时 , 工业化逐步进入高级阶段;到了发达

经济阶段 ,则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和信息产业占主导地位。

用以上各项指标来衡量 , 我国 2002 年三次产业比重为

15.4:51.1:33.5(其中工业为 44.4%), 轻工业与重工业比例

为4:6 , 制造业占到全国 GDP的 39.4%, 各项指标已接近甚

至达到工业化高级阶段的水平。但是国内大多数专家考虑

到我国制造业中以消费品制造为主 , 技术密集的装备制造业

份额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8个百分点 , 与发达国家有明显的差

距 ,认为我国还达不到工业化高级阶段水平 , 而应处于工业

化中级阶段。

同样 , 用以上各项指标来衡量 , 2002 年山西三次产业的

比例为 9.8:53.7:36.5(其中工业为 45.7), 轻工业与重工业

比例为 1:9 , 工业比重高 , 特别是重工业比重高的特点十分显

著。如果仅用这两项指标就判定山西工业化已进入较高的

发展阶段 ,则是很片面的。其原因如下:一是第一产业比重

低是由于山西的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

值仅高于西藏 、青海 、宁夏和京 、津 、沪三市), 并不是工业高

度发达的结果;二是山西工业化发展不是从轻工业起步的 ,

而是从重工业中的采掘业起步的 , 早在前工业化阶段 , 山西

的重工业比重已大大高于轻工业。如 1952 年轻工业与重工

业比例为3.5:6.5 , 重工业已超过轻工业。到2002年 , 山西轻

工业产值在全国仅高于海南 、西藏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6

个省区 ,发展水平极低;山西占比重很高的重工业产值在全

国排序为第 16位 , 处于中等水平。因此可以说 ,山西工业比

重高 、重工业比重高的原因是由于农业和轻工业发展落后 ,

不能仅仅据此判定山西工业化已进入较高的发展阶段。 目

前山西产业结构的突出特点是以重化工业为主导 , 与工业化

中级阶段的产业特点相符 ,由此判定山西工业化处于初级阶

段的后期但已接近中级阶段有科学的依据。

表 2　　　全国与山西各项产业结构指标 单位:%

全国 山西

三次产业结构(其中工业) 15.4:51.1:33.5(44.4) 9.8:53.7:36.5(45.7)

轻重工业比 4:6 1:9

制造业占GDP 39.4% 25%

其中装备制造业占GDP 15% 3.5%

　　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程度

的重要指标。制造业的发展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因素小 ,空间

广阔 ,是地区扩大就业和提高 GDP水平的主渠道。特别是装

备制造业 ,由于其科技含量高 , 其利润水平要大大高于采掘

业和基础原材料产业。山西工业中采掘业和电力工业的比

重高 , 2002 年采掘业占全省 GDP 的 13.5%, 电力 、煤气 、水占

7%,制造业占 25%, 山西制造业占GDP比重远远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同时 ,山西的制造业以原材料工业为主 , 加工业比

重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 其中装备制造业仅占 GDP 的

3.5%, 远远低于我国 15%的平均水平。

山西重工业比重高 ,主要是由于资源采掘业以及对资源

工业高度依赖的电力工业和冶金工业比重高 , 在这些行业

中 ,不具备资源优势的地区不参与竞争或很少参与竞争 。而

在充分竞争的工业行业即加工制造工业 , 山西则节节败退 ,

一些以前有一定基础和规模的加工工业 , 如纺织业 、塑料制

品业 、办公用品制造业等 , 已基本退出市场 ,显现出山西工业

产业素质低下 , 竞争力弱。从制造业比重及其结构看 , 山西

工业结构的低级化特征突出 ,因此认为山西已进入工业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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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阶段还十分勉强。综合考察山西在产业结构方面的各项

指标 , 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比较 ,如果说我国平均水平进入

工业化中级阶段 , 那么山西工业化应处于初级阶段后期 , 接

近工业化中级阶段的位置 ,这一判断与人均 GDP指标基本上

是一致的。

三 、人均能源消费指标

国际经验表明 ,人均能源消耗当量和人均电力消耗量与

人均GDP 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关系。《世界发展报告(1999/

2000)》的有关数据显示 , 1996 年 , 我国人均能源消耗量为 902

千克 ,这一指标尚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同时 , 我国人均电

力消耗量为 687 千瓦时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33.9%, 高收

入国家的 8.5%,这一指标仅达到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山西

是能源和高耗能工业产品输出省份 , 因此以能源终端消费计

算的人均能源消耗和人均电力消费水平均为全国平均水平

的2 倍左右。但是如果采用人民生活用能指标进行比较 , 山

西 2001年人均生活用能为全国的 1.9 倍 ,而人均用电水平仅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57%。这些数据充分说明 , 在山西人民生

活用能中 ,低级能源(主要是煤炭)消费量高 , 而高级的清洁

能源消费量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人均能源消费这

一指标来分析 ,我们认为 , 山西的工业化发展仅处于工业化

初级产品生产阶段与初级阶段之间。

四 、就业结构指标

工业化发展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指标 , 同时也包含社会综

合发展的相关指标。工业化的发展应带动农业就业向工业

就业 、服务业就业转移 , 一般来说 ,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初级阶

段 ,第一产业就业就已下降到 40%以下。我国由于人口压力

大和长期的城乡分割 ,就业结构的转换大大滞后于产业结构

的转换 , 就业结构指标成为工业化各项指标中的最弱项。

1978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高达 70%, 20 多年来虽然城镇第

二 、三产业就业增长加快 , 但由于第一产业滞留的劳动力基

数过大 , 2003 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仍维持在 50%左右。山西

的就业结构略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 但第一产业就业也高达

47%,就业指标只能达到工业化初级产品生产阶段。 B·钱纳

里对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的分析认为 , 从初级产品生产阶段

到工业化中级阶段是就业结构转变加快阶段。然而在 20 世

纪90年代后期 , 山西第一产业就业却呈小幅上升趋势 ,工业

就业则逐步下降 , 特别是制造业就业从 1995 年的 251.5 万

人 ,一路下滑到 2002 年的 185.2 万人 , 下降了 1/4 , 出现了背

离工业化发展规律的不良现象。

工业化的发展要求劳动就业结构的同步转变。 山西目

前大量的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城镇 ,转移到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然而山西重型化的产业结构不利于扩大就

业 ,特别是能源和基础原材料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 , 投资

规模很大 , 创造的就业机会却不多 , 减弱了工业经济增长吸

收劳动就业的规模和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从 20世纪 90 年

代以来特别是1995年以后 , 山西工业从业人员逐年减少 , 到

目前已低于 1990年的绝对数。就业不足已成为山西严重的

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 而就业结构的优化 , 是山西工业化发

展难度最大的一个环节。

　表 3　　　　　　山西劳动就业结构　　　　单位:万人

1995年 2000年 2002 年

数数量量 比比重重 数量 比重 数量 比重

从业人员总数1424.5 100% 1392.4 100% 1403.3 100%

第一产业 636.1 44.65% 662.7 47.59% 662.9 47.23%

第二产业 435.9 30.60% 353.4 25.38% 347.2 24.74%

　采掘业 94.3 6.62% 71.2 5.11% 72.4 5.16%

　制造业 251.5 17.66% 194.9 14.00% 185.2 13.2%

第三产业 352.5 24.75% 376.3 27.03% 393.2 28%

　　除此以外 ,衡量工业化进程的指标还有城市化指标 、外

贸依存度水平 、生态环境质量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 、教育水平

等指标 ,而这些指标均不是山西的强项 , 特别是生态环境形

势严峻 ,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以上几个主

要指标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山西工业化的发展水平 , 同时也反

映出山西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工业发展的差距。在以上

各项指标中 ,山西人均 GDP指标以及三次产业结构指标和制

造业发展水平指标 ,说明山西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进入工

业化初级阶段 ,目前已接近工业化中级阶段的指标;人均能

源消费指标 、就业指标以及城市化 、外贸依存度 、生态环境等

指标 ,则反映出山西均处于极低的水平。把各项指标综合起

来考虑 ,判定山西目前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应是比较符合实

际的。

以上对工业化发展阶段评价的各项指标是比较合理的 ,

山西应以各项指标全面衡量其工业发展状况 , 不能满足于采

掘业的优势 ,因为仅有这一优势 , 即使有较高的 GDP水平 , 也

不能达到工业化较高阶段。正如世界上的一些产油国 ,尽管

收入很高 ,但仍然被视为发展中国家。山西必须加快产业结

构调整 ,提高制造业特别是加工制造业的竞争能力 , 增加工

业和服务业的就业人数 , 扩大开放 , 稳步进入工业化中级阶

段进而向高级阶段迈进。

山西从20 世纪 80年代进入工业化初级产品生产阶段以

来 ,随着人均 GDP水平的增长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提升 , 全

省工业增加值构成发生较大的变化 , 就业结构转变加快 , 城

市化 、市场化及国际贸易水平迅速提高。根据 B·钱纳里理

论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 , 从进入工业化初级产品生产阶

段 ,一直到工业化高级阶段 , 都是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 ,而在

工业化高级阶段到发达经济初级阶段之间发展速度放慢 , 进

入稳步发展时期。山西的工业化发展与全国平均水平一样 ,

正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山西应把握经济 、社会发展加快的机

遇 ,争取尽快赶上全国平均水平 , 尽早进入工业化中级发展

阶段进而向高级阶段迈进。

注:①1950 年至 1984 年的数据来源于《山西五十

年》 ———郝凡主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出版。 ②其余未注

明出处的数据来源于 1985 年至 200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

《山西统计年鉴》 。 责任编辑　周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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