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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在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核心
问题。转变增长方式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改变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倾向，转而
重视和促进增长质量的提高。工业高速增长一直是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
的主要因素，工业增长质量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直接而广泛的影响。因
此，提高工业增长质量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着重大的
意义。

第一节 工业增长质量的内容和特点

一、工业增长质量的基本含义

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大体相同，工业增长和工业发展也有着
不同的内涵和特征。简要地说，工业增长表现为一种量的扩张，而工业发
展还包括在量的扩张基础上的质的变化，如工业结构的升级和工业层次的
提高。工业增长存在着有效增长与无效增长、增长优化还是劣化的问题，
工业发展则一般不存在这类问题，既然是 “发展”，从工业的角度看总是
有效的或有益的 ( 这里抽象掉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
说，只有在工业增长中才明确存在着增长质量问题，而在工业发展中，严
格说来并不存在该问题。因为只有在 “增长”的数量扩张中才有一个对应
的质量问题，而 “发展”既包括量的扩张又包括质的变化，可以说已经体
现了质和量的统一。

工业增长的质量水平可以从工业发展的角度来衡量，或者说，工业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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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质量的高低实质上就是对工业发展的贡献或作用的大小。因此，工业增
长质量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一) 工业增长的效率和效益

也就是工业增长中的投入产出率及产出实现的状况。投入产出率的高
低、产品实现的程度，关系到工业增长对工业发展能够起多大作用。并不
是任何工业增长都能够带来同样的工业发展，如果以较大的投入只换取较
小的产出，工业增长对工业发展只起较小的作用; 如果生产出来的工业产
品大量堆在仓库里不能实现，那么工业的高速增长对工业发展没有多大的
作用。这就是所谓的有增长而无发展，或高增长而低发展的现象。

( 二) 工业增长的结构状况

这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工业增长的结构水平。如果工业增长主要
是由技术水平高、生产率高的部门带动的，即工业增长中结构水平高或结
构升级，则能够提高工业发展的层次，并对下一期的工业增长起到促进作
用; 反之，如果工业增长主要是由技术水平和生产率低的部门实现的，即
工业增长中结构水平低或结构劣化，则会影响工业发展的层次，以及下一
期的工业增长态势。另一方面是工业增长结构的协调程度。工业增长过程
中工业结构是趋于协调还是出现失衡关系到工业增长的有效性，从而关系
到对工业发展的贡献及工业部门在下一期能否持续有效地增长。

( 三) 工业增长中的产品质量水平

工业增长是一种以产值来衡量的产出的增长，它不仅包括产品数量的
扩张，而且包括产品质量的变化。工业产品质量水平是反映工业发展水平
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在工业增长过程中，产品质量水平是上升还是下
降，对于工业发展水平的变化具有不同的影响。同时，从工业增长的连续
性看，产出总是不断转化为投入，特别是转化为生产性投入的那些部分，
其产品质量的变化将直接关系到增长过程的循环进行，产品质量提高会带
动增长水平的上升，产品质量下降则会导致增长过程出现障碍。

( 四) 工业增长中的出口增长和竞争力变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增长与需求增加和市场扩大相联系，它不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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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于国内市场，而且会越来越依赖于国际市场。从工业发展水平的提高
看，需要不断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进口国内短缺的工业产品和原
料，这要以工业品出口的增长来支持。因此，工业增长中的出口增长，关
系到增长过程的持续和扩大，关系到工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是现代经济中
反映工业增长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出口的增长又与国际竞争力的变化
相联系，这种竞争力既关系到工业品出口的扩大，又关系到出口的水平、
结构和效益。工业增长中国际竞争力的变化还通过工业品出口结构和效益
的变化表现出来，直接反映了工业发展的国际水平的变化。上述反映工业
增长质量的几个方面，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工业增长中效率和效益的
变化、产品质量水平的变化，会引起工业增长结构的变化，工业增长结构
的优化或劣化也会影响工业增长的效率和效益以及产品质量的变动，而这
三个方面的变化又直接决定着工业增长中的出口增长和国际竞争力的变
化。也就是说，以上每个方面的变动都会作用于或影响到工业增长质量，
并发生波及和连锁效应。因此，工业增长质量的概念是一个整体概念，提
高工业增长质量需要一个整体效应。

二、工业增长质量的变动特点

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迅速推进的阶段，随着工业的高速
增长，工业增长质量一般是能较快提高的，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 一) 工业增长效率和效益的提高

在工业高速增长过程中，由于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
高，会带来工业增长效率的上升，主要表现为工业综合要素生产率的不断
增长及其对工业增长贡献率的持续上升。钱纳里等经济学家通过研究多国
数据而得出的关于增长因素的一般变动模型表明，随着工业化过程中产业
部门的扩张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工业增长速度经历了一个由不断上升
( 从人均收入 100 ～ 2100 美元之间) 到逐步回落 ( 从人均收入 2100 ～ 5040
美元之间) 的变化过程，但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却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出现回落的现象，而是表现出持续上升的态势，其结
果是综合要素生产率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随着工业化阶段的演进而不断提
高，这个贡献率由人均收入 100 ～ 140 美元阶段的略高于 10%，一直上升
到人均收入 3360 ～ 5040 美元阶段的超过了 50%。同时，由于工业高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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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主要是由市场需求拉动的，在市场机制调节下，企业生产适应市场需求
水平和需求结构的变动而变动，使工业产品的实现程度在不受经济周期波
动影响的情况下趋于上升，从而带来了工业增长效益的提高。亚洲、拉丁
美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在工业高速增长时期的增长实绩，为工业化
过程中工业增长效益提高的基本趋势提供了有力的新证据。

( 二) 工业结构的高度化

工业化过程中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变化，使工业高速增长伴随着工
业结构的迅速变动，由于收入需求弹性大和生产率上升率高的工业部门增
长得更快，工业结构的变动表现出高度化的趋势。国际经验表明，工业结
构的高度化一般经过重化工业化、高加工度化和技术密集化等几个阶段，
这种工业结构的升级不仅反映了工业发展层次的上升，而且一般能够带动
工业增长质量的提高。因为工业资源向生产率高的工业部门流动，能够带
来工业资源总体再配置效应，提高工业部门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
工业结构高度化带来的工业资源再配置效应在工业化过程中也是明显的和
上升的，对于工业增长质量的提高起着较大的作用。

但是，结构高度化是有条件的，它要以技术进步为基础。如果工业结
构高度化的速度超过了工业技术进步提供的可能性，或者说，工业技术进
步的速度落后于工业结构变动的要求，则会导致工业结构在高度化的同时
陷入某种失衡状态。结构失衡会影响资源再配置效应，甚至产生负效应，
从而影响工业增长的质量水平。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工业结构高度化过程
对工业增长质量的双重影响是同时存在的，特别是在重化工业化向高加工
度化转变的阶段。

( 三) 促进工业增长质量提高的因素

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增长质量的提高，主要来自于两个因素的推动作用:
1. 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增强。随着工业化的演进和人均收入的上升，

市场需求对工业增长的拉动和约束作用相应增强，市场竞争规则逐步形
成，企业竞争日益走向规范化，这使工业增长由资源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
转化，市场机制对工业增长效率和效益的提高起了越来越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由收入水平上升引起的需求结构的不断变化，拉动了工业增长结构
的迅速变动，推动了工业结构高度化进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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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业对外开放的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几
乎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国际化。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和适用技术，对
于提高国内工业的技术装备和生产水平，促进工业增长的效率和效益，以及工
业结构层次和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国外企业的直接投资和国
外产品的进口，使民族工业在受到一定冲击的条件下较快地提高了增长质量和
国际竞争力。而在上述两个过程带动下的工业品出口的扩大和出口结构的改
善，以及国际市场风浪的锻炼，也促进了工业增长质量的上升。

三、我国的状况和研究的重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基本上结束了初期阶段的数量扩张，进入
了中期阶段的演进过程，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在结构调整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
势。由于经济增长很快，人均收入不断提高，社会需求水平的上升和需求结
构变化拉动着工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迅速变动。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对外开
放的扩大，使市场机制对工业增长发挥着日益明显的调节作用，国际竞争也
使工业增长过程经受着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化阶段、
市场运行条件和国际竞争环境都对工业增长质量的提高提出了要求，并起着
相应的促进作用。

然而，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体制条件，能否使我国工业的增长质量表现
出良好的上升态势? 十几年来的工业高速增长，是否也使工业增长质量以较
快的速度提高? 这是一个需要进行系统实证研究的问题。本章将通过对反映
工业增长质量的几个基本方面进行实证分析，综合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
业增长质量的变动态势和特点，揭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以此为基础，
再进一步探讨现阶段我国提高工业增长质量的重要性、制约工业增长质量提
高的主要因素、促进工业增长质量提高的途径和对策。

对工业增长质量各个侧面的分析，对影响工业增长质量的各个方面的探
讨，对主要国际经验的比较研究，则放在后三篇中。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增长质量的变动

根据反映工业增长质量的基本内容，下面分别从工业增长效率和效益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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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工业增长结构的变动、工业品出口和竞争力变化三个方面，来考察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增长质量的变动态势和特点。对于工业产品质量的变
动，由于缺乏系统的统计数据，我们只在考察工业增长效率与效益的关系时
加以简要分析。

一、工业增长效率和效益的变动

工业增长效率与增长效益有不同的含义。增长效率指的是投入与产出的
变动关系，增长效益除了反映这个关系之外，还反映产出符合社会需求程度
( 或产出实现程度) 的变化，它受到产出结构和产品质量变动的影响。

( 一) 工业增长中经济效益水平的变动

从工业经济效益的主要指标看 ( 见表 1 － 1 ) ，资金利税率、产值利税
率、百元固定资产原价实现利税和百元销售收入实现的利润等指标在 20 世

表 1 －1 工业经济效益水平的变动 ( 1980 ～ 1995 年)

项 目
年 份 1980 1985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 资金利税率 ( % )

2. 产值利税率 ( % )

3. 每百元固定资产原价实现利税 ( 元)

4. 每百元销售收入实现的利润 ( 元)

5. 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 次 /年)

6. 工业增加值率 ( % )

7. 产品销售率 ( % )

8. 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 ( % )

25. 2

22. 7

25. 6

23. 8

19. 6

23. 9

11. 8

3. 5

12. 2

10. 4

13. 5

3. 3

2. 9

11. 9

10. 1

13. 0

3. 1

3. 0

9. 9

10. 1

14. 0

3. 8

1. 7

27. 6

95. 7

10. 3

9. 9

15. 2

4. 2

1. 8

32. 4

96. 4

96. 6

10. 2

9. 6

14. 7

4. 2

1. 6

28. 6

95. 5

97. 0

8. 3

9. 2

11. 2

3. 1

1. 6

28. 1

95. 9

90. 0

注: ①全部数字均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数字。②资金利税率数字中，1992 年以后的资金总额改

为固定资产净值平均余额和流动资金平均余额之和，与 1991 年以前的统计口径 ( 固定资产净值年末

数与定额流动资金年平均余额之和) 有所不同。

资料来源: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 ( 1949 ～ 1984)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5 年版; 《中国工业经

济统计年鉴》 ( 1991) 、 《中国统计年鉴》 ( 1992 ～ 1996) 、 《中国统计摘要》 ( 1996 ) 及有关统计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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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80 年代均大幅度下降。90 年代以来，前两个指标继续呈下降态势，后两
个指标在 1992 ～ 1994 年期间有所回升; 而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却大幅度降低，
由 1991 年的每年周转 3. 0 次下降为 1995 年的 1. 6 次; 工业增加值率波动较
大，1993 年较大幅度上升，此后就迅速下降; 产品销售率从 1992 年以来一
直稳定在 95% ～96%的水平上，没有出现大的变化; 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
则明显下降，1995 年只有 90%，比 1993 年降低 6. 6%。总的来说，工业经
济效益在工业高速增长中并没有上升，而是呈明显下降趋势，特别是资金的
使用效益大幅度降低 ( 虽然 1992 年以后资金总额统计口径的变化对资金利
税率的计算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这一指标的下降态势仍反映了资金效益下降
的问题) 。

应当指出，由于工业部门资本与劳动力比率 ( 资本有机构成) 的上升，
以及工业与其他产业价格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变化的影响，与工业资金使用
有关的效益水平的下降是有一定内在原因的。但是，大多数工业经济效益指
标出现持续下降趋势，资金效益下降幅度很大，毕竟反映了工业增长的质量
问题。

( 二) 工业增长效率的变动态势

由于工业增长效率与工业经济效益的内涵不同，以及其他原因的影响，
工业效益的下降并不能确切反映工业增长效率的变动态势。因此，我们采用
国际上通用的增长因素分析法来进一步计算工业的增长效率。虽然工业增长
因素的变动也难以避免体制转换中利益机制变化的影响，但通过合理扣除价
格变动因素，可以较为确切地反映工业增长的效率水平。

表 1 － 2 提供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产出、投入和生产率增长的基本
数据。其中 1991 ～ 1995 年期间因缺乏工业净产值和增加值的连续性数据，
工业产出增长改为使用工业总产值指标; 考虑到近年来非国有工业企业常用
现价来计算增长率 ( 或者对工业产值增长的价格扣除明显不足) ，随着它们
的产出比重迅速增大，以及高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使工业总产值可比价增长
率的计算严重失真，因而我们改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来扣除工业总产值的
价格变动因素。资本投入数据采用固定资产净值和流动资产之和，并分别扣
除价格变动因素; 劳动投入数据使用全部职工投入人数; 资本和劳动的产出
弹性系数均定为 0. 4∶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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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工业增长因素的变动

年平均增长率%

1981 ～ 1985 年 1986 ～ 1990 年 1991 ～ 1995 年 1981 ～ 1995 年

工业产出增长 9. 5 ( 100. 0) 7. 6 ( 100. 0) 12. 2 ( 100. 0) 9. 8 ( 100. 0)

资本投入增长 9. 2 ( 38. 7) 11. 4 ( 60. 0) 14. 9 ( 48. 9) 11. 8 ( 48. 2)

劳动投入增长 4. 8 ( 30. 3) 3. 4 ( 26. 8) 2. 7 ( 13. 3) 3. 6 ( 22. 0)

全部要素投入增长 6. 6 ( 69. 1) 6. 6 ( 86. 8) 7. 6 ( 62. 2) 6. 9 ( 70. 2)

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 2. 0 ( 30. 9) 1. 0 ( 13. 2) 4. 5 ( 37. 8) 2. 9 ( 29. 8)

注: ①全部数字均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数字。②括号内数字为要素投入和生产率增长对产出增

长的贡献率，全部贡献率之和为 100%。③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为 0. 4 ∶ 0. 6。④工业产出指标，

1981 ～ 1990 年为工业净产值指标，1991 ～ 1995 年为工业总产值指标 ( 这一阶段缺乏净产值和增加值

的可比数据) 。⑤资本投入指标为固定资产净值和流动资产之和。⑥劳动投入指标为企业全部职工年

末人数，其中 1995 年数字为估算数。⑦1981 ～ 1990 年的工业净产出用净产值平减指数扣除价格因

素，1991 ～ 1995 年的工业总产出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扣除价格因素。⑧1981 ～ 1990 年的固定资产

净值用估算的价格指数扣除价格因素，1991 ～ 1995 年的固定资产净值用统计局公布的投资价格指数

扣除价格因素。⑨流动资产均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零售商品价格指数的平均数扣除价格因素。

瑏瑠由于 1992 年以后资金总额的统计口径有所变动，不同口径的统计数据差别较大，这里将 1991 ～

1995 年的资本投入增长率分为 1991 ～ 1992 年和 1993 ～ 1995 年两个阶段计算，其中第一阶段的资金

总额口径为固定资产净值年末数加定额流动资金年平均余额之和，第二阶段的资金总额为固定资产

净值年平均余额加上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之和。

资料来源: 同表 1 － 1，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1995 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 ( 综合·行

业卷) ，经计算整理。

从表 1 － 2 可以看到，1981 ～ 1995 年，工业产出年平均增长 9. 8%，
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分别增长 11. 8% 和 3. 6%，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
2. 9%，全部要素投入对工业产出增长的推动作用为 70. 2%，综合要素生
产率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 29. 8%。这种工业增长的效率水平与改革开
放前相比是大幅度上升的。根据笔者的有关研究，1953 ～ 1978 年，国营
工业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 0. 4% ～ 0. 5% ( 两个数据是资本
和劳动产出弹性的不同划分而得出的不同结果) ，生产率增长对产出增长
的贡献率为 － 3. 1% ～ 4. 5%。改革前的国营工业基本上相当于全部工业。
改革以来的工业增长效率至少比改革前提高 5 倍多。

但是，改革以来工业增长效率存在着较大波动。“六五”期间工业产出
年平均增长 9. 5%，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 2. 9%，对工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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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0. 9%; “七五”期间工业产出年平均增长 7. 6%，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
1. 0%，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 13. 2%，比 “六五”期间下降 17. 7% ; 到
“八五”期间，工业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2. 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率为 4. 6%，生产率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 37. 8%，比 “七五”期间明
显回升，也高于“六五”时期。工业增长效率波动的主要原因是资本增长超
过产出增长，其贡献率大幅度上升。在三个五年计划之间，工业部门劳动投
入的增长速度及其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是持续降低的，而资本投入的平均增
长率由“六五”期间的 9. 2%上升到 “七五”期间的 11. 4%和 “八五”期
间的 14. 9%，由前一时期的低于产出增长上升到后两个时期的大幅度高于产
出增长，资本投入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由 38. 7%提高到 60. 0%和 48. 9%。
显然，资本生产率下降是导致工业增长效率降低的主要原因。

表 1 －3 工业增长因素的国际比较

国 家 时 期
年平均增长率为%

总产出 资本投入 劳动投入 全部要素投入 综合要素生产率

中 国 1981 ～ 1995 9. 8 11. 8 3. 6 6. 9 2. 9

( 100. 0) ( 48. 2) ( 22. 2) ( 70. 2) ( 29. 8)

日 本 1955 ～ 1973 11. 6 10. 8 4. 5 7. 0 4. 6

( 100. 0) ( 37. 2) ( 23. 3) ( 60. 5) ( 39. 5)

韩 国 1960 ～ 1977 17. 9 13. 0 5. 3 8. 4 9. 5

( 100. 0) ( 29. 1) ( 17. 8) ( 46. 9) ( 53. 1)

土耳其 1960 ～ 1976 10. 7 11. 2 5. 1 7. 5 3. 5

( 100. 0) ( 41. 9) ( 28. 6) ( 70. 5) ( 29. 5)

南斯拉夫 1965 ～ 1978 9. 8 7. 7 3. 0 4. 9 4. 9

( 100. 1) ( 31. 4) ( 18. 4) ( 49. 8) ( 50. 2)

注: ①中国为工业部门数据，其他国家为制造业部门数据。②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均为

0. 4∶ 0. 6。③括号内数字为综合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 中国数据取自表 1 － 2; 其他国家数据根据钱纳里等有关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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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适当的国际比较也许更能反映我们存在的问题。表 1 － 3 提供了几
个制造业增长速度很快的国家在相近发展阶段和高速增长时期的增长因素对
比数据。改革以来我国的工业产出增长速度相对低于几个制造业增长最快的
国家，但问题还在于这个增长速度主要是通过资本的大量投入推动的，日
本、韩国和南斯拉夫等国都是资本投入增长明显低于产出增长，而我国的资
本增长比产出增长高了 2%，资本的使用效率低，加上资本与劳动的配置关
系不合理 ( 劳动投入增长明显低于大多数国家，与资本的高投入形成很大差
别) ，使我们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贡献率较大幅度低于上述国家。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增长效率虽然大大高于改革前，但增长
效率的迅速提高主要表现在初期阶段，近十年来则存在着波动和下降的态
势，工业增长效率提高的进程还很不稳定，与相近发展时期的国际水平相
比，总体上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 三) 工业增长效率与经济效益不一致的主要原因

工业增长效率下降的基本原因是资本使用效率明显降低，这与工业经济
效益水平的下降态势是相同的。不同的是，由于产品质量和产品结构影响了
工业产出的实现程度，工业增长效率并不能有效转化为工业经济效益，使效
益水平明显低于增长效率。

例如，根据国家技术监督局的监督抽查资料，1985 ～ 1990 年工业部门的
不良品 ( 包括次品、废品和返销品) 损失约占工业产值的10% ～ 15%，“八
五”期间，工业产品抽查的不合格率由 1991 年的 20%左右上升到 1992 ～
1994 年的 30%左右，1995 年第一季度高达 34. 1%。同时，产品结构和品种
结构的变动不能适应市场需求水平上升和需求结构变化的趋势，使工业品的
结构性滞销积压相当严重，在市场需求的过度扩张受到控制时，往往出现产
销率的明显下降。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工业增长的效率，使实际实现
的效益与生产增长的效率存在很大差距。

二、工业增长结构的变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增长结构变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反映了结
构协调化与高度化的矛盾运动过程 ( 见表 1 － 4) 。工业增长结构对工业增长
质量的作用和影响，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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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4 各工业部门对工业增长作用的变动

年平均增长率及作用率%

1979 ～ 1984 年 1985 ～ 1990 年 1991 ～ 1994 年

全部工业 8. 9 ( 100. 0) 11. 8 ( 100. 0) 19. 9 ( 100. 0)

轻 工 业 11. 7 ( 59. 2) 12. 2 ( 51. 6) 19. 3 ( 48. 2)

重 工 业 6. 6 ( 40. 8) 11. 4 ( 48. 4) 20. 4 ( 51. 8)

轻 工 业 110. 9 ( 37. 6) 11. 2 ( 31. 7) 17. 3 ( 27. 5)

轻 工 业 213. 4 ( 21. 6) 14. 2 ( 19. 9) 23. 5 ( 20. 7)

采掘工业 2. 9 ( 2. 2) 6. 1 ( 3. 0) 9. 2 ( 2. 0)

原料工业 6. 5 ( 14. 0) 10. 3 ( 15. 6) 15. 1 ( 12. 2)

加工工业 7. 9 ( 24. 7) 13. 3 ( 29. 7) 26. 6 ( 37. 6)

注: ①本表数字均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数字。②工业增长指标为工业总产值。③轻工业 1 和轻

工业 2 分别为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④括号内数据为各工业部门增

长对全部工业增长的作用率或贡献率 ( 百分比) ，全部工业部门的贡献率之和为 100%。

资料来源: 同表 1 － 1，经计算整理。

( 一) 工业增长结构合理调整阶段 ( 1979 ～ 1984 年)

这一阶段，在宏观经济政策的直接调控下，工业增长结构改变了改革前
片面重工业化的倾向，轻工业迅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11. 7%，而重工
业的增长速度受到一定抑制，年平均只增长 6. 6%，比轻工业的速度低了
5. 1% ; 轻工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9. 2%，比重工业高出 18. 4%。在
工业增长结构轻型化的过程中，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快
于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但重加工工业的增长速度只略高于原料工业，
因而轻、重加工业的总体增长水平没有超过原料工业的承受能力。

这个阶段工业增长结构变动的特点是，工业结构高度化的速度大大放
慢，重工业化的水平有所回落，这使改革开始时工业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迅
速得到扭转，工业结构很快趋于协调。这个时期的工业增长效率大幅度提
高，以增长效率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效益也处于较高水平，与工业结构的协调
化过程有很大关系。根据笔者的有关研究，这个阶段工业增长结构的变动带
来的工业资源总体再配置效应，达到年平均 1. 04%，对工业部门综合要素生
产率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31%，对整个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11%。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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