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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结构　转型发展
杜祥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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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经历了 ３０ 年高速发展之后，我国已进入了一个调整结构、转型发展的关键期。 笔者分析了在
ＧＤＰ（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结构、分配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结构调整的方向。 在此
基础上阐述了转变发展方式的内涵和必要性，以及转变发展方式的五个坚持。 指出：不良的经济增长会损害
未来，战略机遇期首先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机遇期。 转变发展方式必须转变政绩观，改进政绩评价体系。 最后，
提出了工程领域转型发展的几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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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部伟大的历史性工程。

在经历了 ３０ 年高速发展后，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转
型发展的关键期。 在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
时，也积累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深层次
问题和矛盾，抓紧调结构、转方式才能赢得未来。

世界经济所处的复苏与调整并行的态势，国内
经济增速的适度放缓，以及国内外正在酝酿的新一
轮技术革命和产业转型升级，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
发展方式创造了一次难得的机遇。
2　调整经济结构

调整经济结构包括多个方面的调整，以下就
ＧＤＰ（需求）结构调整、分配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供
给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四方面，基于有关部
门发表的数据，做一些分析。
2．1　GDP（需求）结构调整

从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我国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的
投资、消费和出口统计数据（见表 １）可以看出，近年
来投资对经济增长如此高的贡献率，远高于发达国
家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比例，而投资的边际拉动
效应大幅下降。 投资率过高，ＧＤＰ 表观速度上去

了，靠的是资本驱动、资源消耗、环境代价、基建大干
快上，拉动高耗能产业过快增长，产能过剩。 高投
入、高消耗、高污染三高特征明显。 而居民可支配收
入，２０１０ 年增长 ７．８ ％，明显低于 ＧＤＰ 的增速 １０．３
％，并且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一直偏低。
所以必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壮大中产，提高低收
入者生活水平，内需才能增长，发展才能持续，社会
才能稳定。

表 1　GDP（需求）结构的变化（统计局）
Table 1　GDP structure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投资 ２１．７ ％ ５４．８ ％
消费 ６３．８ ％ ３７．３ ％
出口 １４．５ ％ ７．９ ％

因此，必须把以投资拉动为主调整到以内需消
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
2．2　分配结构调整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２００４ 年我国最高收入
１０ ％富家庭和 １０ ％穷家庭财富差 ３２ 倍，到 ２００９
年已达 ４０ 倍。 波士顿咨询集团研究指出，２０１０ 年
中国百万美元家庭为 １１０ 万户，超 １ 亿美元家庭为
３９３ 户，而贫困人口有 １ 亿之多，赤贫者有 １ ０００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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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ＧＤＰ 每年增 １０ ％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每
年以 １．５ ％增速恶化，中国基尼系数已超国际警戒
线 ０．４，分配不公已触及社会主义本质的底线，成为
了重大战略性问题。

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应演变为以“ＧＤＰ
为中心”，而应改变社会建设滞后的局面；共同富裕
不仅是价值目标，也应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工作目标；
同时，还应建立“走向共同富裕”的制度体系。 分配
结构的调整呼唤强有力的深度改革。
2．3　产业结构（供给结构）调整

在三大产业（三大产业产值结构见表 ２）平均的
ＧＤＰ 增长中，第二产业一直保持最快，并且在三大
产业中，第二产业最大（见表 ３）。 第二产业中，高能
耗产业过大，我国二产占去了总能耗的 ７０ ％。

２０１１ 年 上 半 年， ＧＤＰ 增 ９．６ ％， 电 力 增
１２．２ ％，还吵“电荒”？ 其主要原因是高耗能产业
（电老虎）增长过快（见表 ４）。 重工业用电占全社
会用电 ６１．９ ％，其中六大高耗能产业占 ４２．７ ％。
其原因是不合理需求的拉动，低端产业的扩张，粗放
增长的冲动。

表 2　三大产业产值结构
Table 2　Structure of three industries

年份 一产产值／％ 二产产值／％ 三产产值／％
１９７８ ２８ ４７．９ ２３．９
２０１０ １０ ４６．３ ４３．４

表 3　2011年上半年 GDP总值及构成
（国务院研究中心）

Table 3　GDP structur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11
ＧＤＰ（亿元） 产业比重／％ 比去年同期增长／％

总　值 ２０４ ４５９ １００ ９．６
第一产业 １５ ７００ ７．６８ ３．２
第二产业 １０２ １７８ ４９．９７ １１．０
第三产业 ８６ ５８１ ４２．３５ ９．２

表 4　代表性高能耗产业的增长速度
Table 4　The growth rate of representative

high－energy －consumption industries
水泥 铁合金 钢材 氧化铝

增长／％ １９．２ ２１．９ １３ １８．９

因此，产业结构必须大力调整，也完全有可能调
整，重要的是一些高耗能产业客观上已趋于饱和。

以水泥为例，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我国水泥年产量
从 ６ 亿 ｔ 增至 １８．４ 亿 ｔ，已占世界水泥总产量的近
６０ ％（钢、铁等高耗能产业情况类似）。 快速发展的

中国，需要大规模的基本建设，需要大量的水泥等，
但是，据专家们计算，现有产能已足以满足每年同时
完成 ２５ 亿 ～３０ 亿 ｍ２

建筑竣工面积、１０ 万 ｋｍ公路、
７ ０００ ｋｍ 高速公路、６ ０００ ｋｍ 铁路、１ ５００ ｋｍ高速铁
路和改建、新建 ２０ 个机场。 已超出住房和各种必要
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合理规模。 客观上，这些高耗
能产业已趋于饱和，再人为拉高其增长，只会使资源
和环境的约束进一步趋紧，而那些既无科技含量又
不惠及民众的高楼攀比工程、面子工程、高端投机性
建设、高尔夫球场等，本来就是应当抑制的不合理需
求。

再看一个宏观数据，２０１０ 年我国 ＧＤＰ 为世界
总量的 ９．５ ％，能源消费总量却已占世界总能耗的
１９．５ ％，单位 ＧＤＰ能耗已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一倍，
是日本的 ４．９ 倍。 处在快速工业化阶段的中国，单
位 ＧＤＰ 能耗适度偏高是正常的，但高到如此程度，
显然超出了合理范围，这里既有产业结构问题，又有
能源利用效率问题。

可见，抑制高耗能产业必要而且可能。 而服务
业和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应成为新的增长
点。
2．4　能源结构调整

目前我国能源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资源制约、环
境制约、结构不良、效率偏低和能源安全，这也是对
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１）资源制约。 根据煤炭科学产能概念，我国目
前每年 ３０ 亿 ｔ 的煤炭产能只有一半符合科学产能
的要求。 经过努力，２０３０ 年科学产能的潜在能力可
达 ３４ 亿 ～３８ 亿 ｔ。 如果放纵过高的非科学产能，只
会导致更高的环境代价、资源浪费和矿难频发。 在
石油方面，对外依存度已达 ５５ ％，进口石油绝对量
超过 ２ 亿 ｔ，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２）环境制约。 据ＷＨＯ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发布的全球
城市空气污染报告，来自中国 ３１ 个省会及直辖市的
ＰＭ１０ 检测结果显示，中国 ＰＭ１０ 年平均浓度为
９８ μｇ／ｍ３ ，是 ＷＨＯ 推荐标准的 ４．９ 倍。 在 ９１ 个国
家当中，中国排名第 ７７ 位，仅有 １４ 个国家的 ＰＭ１０
年平均浓度高于我国。 也就是说，我国城市空气质
量总体排队处于倒数第 １５ 名。 我国 ３１ 个城市的人
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２４ ％，而这 ３１ 个城市的 ９４ ％
的人口暴露在 ＰＭ１０ 年平均浓度 ７０ μｇ／ｍ３

以上的

空气中，城市居民健康受到很大的威胁和影响。 在
这 ３１ 个城市中，海口的环境空气质量最好，ＰＭ１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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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浓度为 ３８ μｇ／ｍ３，兰州的大气环境污染最严
重，ＰＭ１０ 年平均浓度达到了 １５０ μｇ／ｍ３ 。 当然，即
使是空气质量最好的海口市，其 ＰＭ１０ 的年平均浓
度也超过了 ＷＨＯ 推荐标准（２０ μｇ／ｍ３）约 １ 倍。 我
国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 ＰＭ２．５ 监测和评估体系，若
计入 ＰＭ２．５，我国空气质量距小康社会的要求差距
更大。 而空气质量的问题主要来自以化石能源为主
的能源结构。 同时，我国已成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
国，且增量最快。

因此，为了解决我国能源存在的主要问题，实现
我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实行六大能源战
略

［１］ ，即节能、提效是首要战略；煤炭的科学、洁净、
高效生产和利用；节约油气、大力发展天然气（含非
常规天然气）；积极有序发展水电和非水可再生能
源；坚定、稳健发展安全核能；发展安全、经济、高效
的智能电力系统，从而逐步实现我国能源体系的转
变（见图 １）。

图 1　基于科学产能和用能的我国一次
能源结构示意图

Fig．1　Structure scheme of primary energy based
on scientific production and use in China

图 １ 中的数据是“以科学的供给满足合理的需
求”为基础实现供需平衡的情景，实际的一次能源
总量如果显著超出图 １，有两种可能：ａ．煤炭的供需
量显著超出了科学产能的实际能力，使我们资源环
境和能源安全态势更加趋紧，这是科学发展不希望
出现的一种情况；ｂ．清洁能源（核电、可再生能源、
天然气）的发展显著超出该战略的估计，这是我们
所乐见的。 该战略提出的控制总量（“天花板”）是
指煤炭、石油的“天花板”，不包括上述各种清洁能
源。

3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3．1　战略机遇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机遇期

无论从世界大局还是我国全局来看，原有增长
模式难以为继，发展格局面临重大调整，发展方式面
临深度转变这个大趋势是确定的。 调结构与转方式
密不可分。

中国经济已走到了一个必须“转型发展”的关
键期，即要从比较粗放的发展转变到科学发展；从资
源的低效高消耗转变到资源的节约高效利用；从牺
牲环境转变到环境友好；从投资、出口驱动转变到内
需、创新驱动；从低端产业的规模扩张转变到高附加
值高质量发展。 在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中，要做到
五个坚持，即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
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坚持把
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绿
色、低碳发展，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作为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

“十二五”开局，转变发展方式形势严峻。 一些
地方粗放发展大跃进冲动强烈，没有充分认识转变
发展方式的深刻性、重要性。 因此，首先要在思想上
认识：不良的经济增长会损害未来，只有科学发展才
能创造未来。 要深刻认识到战略机遇期是转变发展
方式的机遇期。 转型发展必须完善改进政绩评价体
系，即政绩观转型，以科学发展指数（包括环境、民
生、经济发展的质量、教育、健康和科技进步等）代
替单纯的 ＧＤＰ 增速。 为此，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
能。
3．2　中国现代工程演化的三个方向

工程领域的转型发展（也可以说现代工程演
化）有三个方向：ａ．从数量增长转变到更加注重质
量效益，从而扭转规模大、质量差、创新少的局面，从
低端产业扩张转变到高附加值产业，其中包括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从跟踪模仿低
水平重复转变到创新驱动提升核心竞争力；ｂ．从资
本、资源和环境投入转变到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
提升，创新“资源—经济—环境相协调”的工程发展
模式，人类工程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已经超过环境的
自然恢复和治理能力，它已成为危及人类生存、阻碍
社会进步和稳定、影响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因
素，同时，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是现代工程
演化的新要素，它的影响涉及水安全战略、城市规
划、海岸工程设计、绿色低碳制造、绿色低碳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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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通、智能电网、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林业等；ｃ．
转变资源供需模式，促进中国发展道路的创新。 从
资源（水、土地、矿产、能源）的粗放供给满足增长过
快的需求转变到以科学的供给满足合理的需求，走
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城乡和谐的新型城市化和农业现

代化之路。
4　结语

调整结构、转型发展的深远意义，在于创造中国
科学发展的新型道路。 这条道路在探索中，“中国
模式”在探索中，应清醒对待国际媒体对“中国模
式”的赞扬。 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
验，但也有不少重大问题尚未解决，甚至还不明确应
如何解决。 我们还没有一个完备的、成熟的、经过实
践检验的中国模式。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值得我们

学习借鉴之处，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告诉我们十几亿
人的中国如何可持续发展的现成经验，中国人必须
用自己的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中国虽然历史悠久，但除去外敌入侵、战争、内
乱外，认真进行国家建设的经历只有 ３０ 年。 如何引
导十几亿人口的中国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人
们对其规律的认识还远远不够。 我们只有抱着科学
的态度，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新型发展道路，才
能掌握历史的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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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ＧＤ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ｔ ａｄｄｒｅｓ-
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ｖｅ “ 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Ｉｔ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ｕｎｈｅａｌｔｈ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ｓ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ｌａｃｅ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ｕｓ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ｉｔ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Ｌａｓｔｌｙ， ｉｔ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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