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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解放以来,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 甘肃工业获得了

巨大的增长 ,工业经济实力大大增强, 工业部门结构日趋多

元化。初步建立起以煤炭、电力、冶金、机械电子、化工、轻纺

等为主体的工业体系, 相继建成了有色冶金和石化工业基

地。至 2001年底, 甘肃省已有工业企业 69328个 (其中限额

以上工业企业 3152个) ,实现工业总产值1144. 76 亿元,实现

工业增加值 316. 51 亿元,人均实现工业总产值达到 4461. 14

元。但是,也应该看到, 甘肃省工业尽管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但甘肃的工业结构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与扭曲, 制约着甘肃工

业经济发展 ,如何改善和优化甘肃省的工业结构, 是甘肃经

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甘肃省工业结构的不合理与扭曲

1.产业结构畸形, 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 产业间形成

瓶颈,影响进一步发展。

从甘肃省工业产业结构演化的过程来看, 处于以重工业

为中心的发展阶段,能源、钢铁、机器制造、化工等部门迅速

发展。随着工业化的进展, 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迅速上

升。目前,甘肃省的主导产业是以有色、冶金、石油化工、建

材为代表的材料产业所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以及

利税额约占甘肃省的 70%。这说明甘肃省工业的产业结构

畸形,重工业过重, 轻工业过轻,对甘肃省经济的持续发展又

产生了制约作用。产业间形成瓶颈, 影响进一步的经济发

展,导致人民生活提高没有和工业化发展同步、协调。改革

之后,这一缺陷才逐步得到矫正。究其原因是甘肃省的工业

产业进化顺序不正常地前后错位而造成的。这种错位使甘

肃省以较低的价格向其它省份出口原料,在其它省份进行深

加工后,变成/ 中场0产品或最终产品又回输到甘肃省,由于

甘肃省没有这些产品的加工能力,没有地方产品同外省份的

产品进行竞争,他们可以用较高的价格在甘肃销售。

2.现阶段主导产业对我省的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低。

工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的主导部门。这

种主导部门的特征,首先是其本身具有高增长率, 其次是主

导部门通过前向和后向联系, 能够带动其它工业部门的增

长。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更替表现为主导部门按一定的次序

变化。罗斯托断定: / 现代经济成长实质上是部门的成长过

程0 , 并认为主导部门通过一种效应影响带动了整个经济增

长。工业结构成长总是从某个部门采用先进技术开始, 采用

先进技术的部门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利润和积累,在其

自身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增加对其它一系列部门的产品的

需求,从而扩大了市场。同时, 该部门又为其它部门的发展

提供生产资料,奠定物质基础。由于主导部门为中心的工业

部门的发展,将扩大为对各个地区的经济成长的影响,从而

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一国主导部门的先进技术

及其影响已经扩散到各个相关部门和地区之后, 其历史使命

也就完成了。这时就需要新的主导部门替代旧主导部门的

地位。新的主导部门通常是由于旧的主导部门的带动而发

展起来,并迅速成长为带头的产业部门。以纺织工业为例,

纺织工业的发展,引起一系列部门的发展。通过回波效应,

引起纺织机械制造、厂房建筑、动力、原料等工业的发展, 通

过前瞻效应,引起交通运输重工业部门的煤、钢铁、机械的发

展;而在经济发展的空间方面, 侧效应又引起纺织基地城镇

建设、交通沿线建设和工人居住区的形成。新的主导部门采

用新技术再影响其它部门, 带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于是,

新的一轮发展阶段开始了。但目前甘肃省的主导产业是有

色、冶金、建材、石油化工等基础产业, 本应有较大的带动作

用,但在现实中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低。

3.产业结构过于单一, 其应变能力和抗外部干扰能力较

差。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甘肃省建立了一大批大中型工业

企业。除/ 三线0军工企业外,这些企业大多属于采掘工业和

能源、原材料工业, 其产业链条的加工部分一般被甩在区外。

由此在中西部地区形成了许多以采掘工业和能源、原材料工

业为主导的单一工矿城市, 如玉门、白银、金昌、嘉峪关等。

由于这些地区的产业链条较短, 加工层次低, 主导产业与周

围地区的经济联系比较松散,没有按照生产联系形成一个紧

密的地域生产综合体, 因而其地区乘数作用一般较小,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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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周围广大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地区产业结构过

于单一, 其应变能力和抗外部干扰能力较差, 结构转换能力

较弱, 也容易造成地区经济增长的不稳定, 形成大起大落的

局面。

4.非国有工业发展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工业的高速增长是与其非国有

工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迅速发展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相比较而言地处西部地区的甘肃省由于市场化

改革的进程较慢,非国有工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发展滞后, 其

对我省工业增长的推动力要相对小一些。2001 年甘肃省非

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 33. 7%。由于改革

以来我国非国有工业的增长速度要远高于国有工业, 因此,

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较高的地区, 其工业经济

增长也往往较快。非国有工业的迅速发展是近年来推动各

地区工业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在沿海地区,非国有工

业目前已成为支撑沿海地区工业高速增长不可忽视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其优越

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技术实力,大力引进并不断吸收消化国外

先进技术,努力改造传统产业, 积极发展新兴产业,由此通过

结构调整改造推动地区经济迅速增长。目前,一些增长迅速

的新兴产业如电子、通讯设备等,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内

地少数大城市。

二、甘肃省工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的指导思想

甘肃省工业结构的调整,既要考虑我省现有的工业结构

特点,也要考虑工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国家统计局工交司在

一份研究成果中,按照各行业在工业化转入正常以后的两个

阶段( 80年代中后期与90 年代以后 )的增长状况, 即与工业

平均增长速度比较,将全国工业行业分成 4 种类型:

1.持续增长行业, 即在轻工业化和再次重工业化阶段均

以高于工业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长。这类行业包括: 电子、运

输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皮革毛皮及羽绒制品业、医

药、服装、塑料制品、文体用品、金属制品、非金属矿采选业

等。

2.上升行业, 即在前一阶段增长速度较低, 而在以后的

阶段增长速度较高。属于这类行业的包括: 木材加工、家具

制造、仪器仪表和非金属矿物制品。

3.增长趋缓行业, 前一阶段增长速度较高, 而以后的增

长速度则较低。属于这类行业的有:饮料、烟草、石油开采、

造纸、化学原料、化纤、有色金属矿采选、黑色金属矿采选和

印刷。

4.相对低增长行业, 即在各个时期的增长速度均低于工

业增长的平均水平。这类行业包括:煤炭开采、木材采运、食

品、纺织、电力、石油加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有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橡胶制品和机械工业。

从理论上讲,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应选择上升行业

与持续增长行业,如电子、运输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

皮革毛皮及羽绒制品业、医药、服装、塑料制品、文体用品、金

属制品业等,当然甘肃省的产业结构的的优化与升级也必须

符合甘肃省的工业结构的特点。

三、甘肃省工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基本思路

总体上看,与沿海地区相比, 甘肃省的工业结构还存在

着工业化程度较低,城乡二元结构较为明显,采掘、原料工业

所占比重大,工业技术装备较差, 产品加工层次较低等特点,

我们也可以看出甘肃省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针对以上

特点和问题,今后甘肃省工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的基本思路

如下。

(一)因地制宜调整工业结构。

甘肃省经济发展落后, 工农业基础薄弱, 目前还处于工

业化的起步阶段。今后重点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发展

采掘和原料工业,同时加强对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积极培

育和扶持地区主导产业,以不断推进地区工业化的进程。

(二)促进轻重工业协调发展。

甘肃省轻重工业发展不协调,关键在于其轻工业基础十

分薄弱。在轻工业内部,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发展更

是严重滞后。因此,大力扶持轻纺工业的发展, 这是促进甘

肃省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1.要努力提高轻工业的增长质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虽然甘肃省轻工业已有一定的基础,但甘肃省轻工业在甘肃

工业中所占的比重较小, 2001 年甘肃省轻工业所创造的工

业总产值为 266. 11 亿元, 仅占甘肃工业总产值的 23. 25% ,

工业增加值为 47. 22 亿元, 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 14. 92% , 而

2000年甘肃省轻工业工业增加值占 20. 62% , 由此可以看出

甘肃省轻工业在甘肃工业中的比重是逐年下降。此外, 甘肃

省轻工业增长质量不高, 劳动生产率较低, 相当一部分产品

缺乏市场竞争能力。所以,今后甘肃省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

措施,充分挖掘现有生产潜力, 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增加品种

花色,以提高其轻纺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2.重点抓好名优土特产品加工业。甘肃省名优土特产

种类多,由于甘肃省日照时间长, 农产品质量较好, 如棉花、

糖料、优质瓜果、名贵中药材、沙棘、蛋禽奶、牛羊肉、皮革等。

这些都是甘肃省具有优势的轻工业原料,抓好这些农业原料

的生产基地建设,充实科研设计力量 ,提高产品加工深度, 进

行系列开发,可以形成具有甘肃特色的名优产品。

3.积极调整轻工业的原料结构。甘肃省化工资源丰富,

具有发展石油化工和煤化工的有利条件。今后甘肃省轻纺

工业要积极探索从重化工领域开辟更多的原料来源, 大力发

展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纺工业,提高其产值比重, 以促进

轻重工业的融合。

(三)搞好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设。

甘肃省是我国能源、矿产资源的富集地区, 也是目前我

国最为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2001 年,甘肃省采掘

和原料工业产值占全省的 13. 98% 和 46. 1%。为了充分发

挥甘肃省的资源优势,建国以来国家在甘肃省重点建设了一

批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企业。最近 , 国家又根据我省实际情

况,将甘肃省确定为全国新材料基地。甘肃省的采掘和原料

工业产值比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加工工业远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呈现出极强的资源型工业结构特征。

甘肃省是我国能源、矿产资源的富集地区, 也是目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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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最为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甘肃省材料产业 (有

色金属、钢铁、有机和无机非金属材料)是甘肃省经济发展的

主要支柱产业,在甘肃省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001年甘肃省工业总产值为 1144. 76 亿元, 其中材料产业的

工业总产值是 713. 20 亿元, 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62. 3% ; 材

料产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 60. 3% ; 工业利

税总额为 72. 48 亿,材料产业的工业利税总额占全省工业企

业利税总额的 56. 87% ;材料产业的工业销售产值占全省工

业销售产值的 69. 52%。(以上都是限额以上企业)

此外甘肃省还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甘肃省有丰富的

水能资源与丰富的煤炭资源。甘肃境内黄河、白龙江等水

系,水量充沛, 落差集中,水力资源总蕴藏量达 1309 万千瓦,

发展水电建设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全省资源开发程度,即平

均开发利用率为 14. 1% ,其中黄河流域为 20. 2% , 长江流域

为 9. 3% , 内陆河流域为 0. 9%。全省现有水电站 29座。黄

河上游的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大峡水电站和白龙江的碧

口水电站,装机容量达 212. 5 万千瓦, 年发电量 50 亿度。省

内还有遍及各地的小水电站。目前全省总装机容量已达

301. 5万千瓦, 年发电量 130 多亿度。我省还有较为丰富的

能源资源: ( 1)石油资源: 现已探明玉门石油管理局、陇东油

田在省内共有 11个油田, 地质储量 2. 7 亿吨, 并可充分发挥

区位优势,利用周边地区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 2)煤

资源: 华亭煤储量 32. 7 亿吨, 煤矿生产能力 300 万吨, 1998

年产原煤 256万吨。此外, 还有靖远等煤矿。

甘肃矿产资源丰富,矿业开发已成为甘肃的重要经济支

柱。目前在已探明各种矿床 156处, 84种矿产 ,有 32 种矿产

储量位居全国前 5位; 有 56种矿产的保有量位居全国前 10

位。

(四)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与沿海地区相比,甘肃省具有优势的产业主要是一些传

统产业和基础产业, 其所占的产值比重较大。相反, 一些近

年来增长迅速、技术含量较高的新兴产业, 如电气机械及器

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产业基本上不具备什么

优势。即使是一些近年来增长迅速的轻纺行业,文教体育用

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等, 甘肃省全国同行业的产值比重也

很低。

以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为例, 在/ 九五0时期,该行业总

产值年均增长 31. 41% , 远高于全国工业平均增长速度。然

而, 2001 年甘肃省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产值仅有 0. 9 亿元,

只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 0. 078%。

很明显,甘肃省新兴产业发展的滞后,严重制约了我省

工业的发展 ,也影响了其工业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能

力。因此,要加快甘肃省工业发展, 促进其工业化进程, 关键

是要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 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努力开发新产品,尤其是机电仪一体化产品, 不断提高产品

质量,以推动甘肃省工业逐步升级。

(五)不断提高产品加工深度。

拥有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这是甘肃省的一大突出优

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前中西部地区的这种优势正

在逐步削弱,随着经济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目前需要对

甘肃省的工业发展战略重新进行评价和再审视。从中央政

府的角度看,我们不能再把甘肃省和中西部单纯看作是为沿

海地区提供资源的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基地,也不能把它仅仅

看成是沿海高耗能料的低档次加工工业向西转移的接纳地

区。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 甘肃省在重点发展能源、原材料

工业的同时,必须以市场为导向, 采取资源转换战略, 不断延

长加工链条,大力发展一些具有比较和竞争优势的/高、精、
深、新0加工工业。

自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甘肃省围绕优势资源的开

发,实行资源转换战略, 不断延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加工深

度和增值程度。在/ 九五0期间,资源转换战略更加受到甘肃

省的重视。提出通过调整、改造、开发、提高, 优先发展农副

产品加工业和资源深加工工业, 促使工业向/ 三高两低0 (即

高积累、高加工度、高技术含量、低能耗、低污染)方向发展。

本文章是/甘肃省社会规划项目0 ,在此对甘肃省委宣传

部理论处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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