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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依据西蒙·库兹涅兹、霍夫曼、钱纳里等人的研究成果，采用产出结构(三次产业结构、

工业内部结构)、要素配置结构、城乡结构和主要经济发展数据等指标进行分析和判断．得出滨海新区

经济处于工业化后期，并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的转折期的结论。并对如何推进滨海新区进入后工业化

时代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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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呈现出从量变

到质变的阶段性特征。一般情况下，国家或地区之间

在同一发展阶段中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正确把握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对于制定合

理的经济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本文运用国际上成熟的经济发展阶段

性理论，对滨海新区经济发展阶段及特征进行了研

究，以期对领导决策，促进新区经济保持又好又快稳

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一、滨海新区经济发展阶段的分析与判

断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际上对区域经济发

展的阶段f生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涉及社会学、经济

学、历史学、统计学等诸多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具有

重要影响的理论体系(见表1 0

表1 国外部分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理论

彝济阶段划分
学者

2 3 4 5 6

罗雪儿 自然主导 劳动主导 资本主导

托夫勒 游牧时代 农业时代 T业时代 新兴信息时代

后T业化辛}_
贝尔 前工业化 工韭化辛f：会

初级产品生
库兹涅茨 工业化初期 工业化中期 工业化后期 经济稳定增长

消费资料支 生产资料加 两者比例持
霍夫曼 生产资料高

配 快

创造条件社 追求质量阶
罗斯托 传统社会 起飞阶段 成熟阶殷 高消费阶畏

段

初缓产品生 发达经济时
钱纳里 工业化初期 工业化中期 工业化后期 发达经侪初期

代

波特 要素驱动 投资驱动 改革驱动 财富驱动

资源配置时 校心边缘时
弗里锥曼 工业化成熟 空间一体化

期 期

胡佛一费希 自蛤自足经 乡村下业崛 农业结构转
T业化阶段 服务输出阶段

尔 济 起 换

每个理论体系产生的时代背景、选取的研究方

法和侧重点有所区别，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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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性、客观性和权威性，在阶段划分方法中有三类

指标最具影响力，分别是人均国民收入与发展指标，

工业化进程指标和经济增长阶段指标。其中人均国

民收人与发展指标，是世界银行力推的标准；工业化

进程，是多数经济学家尤其是经济史学家分析的重

要范式；经济增长阶段论，是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

教授提出的一个得蓟实证支持的理论范式。

通过对西蒙·库兹涅兹、霍夫曼、钱纳里等人的

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和综合整理，得到一套工业

化阶段划分标准(见表2)。

表2工业化不同阶段的标志值

前工业化 工业化实现阶段
基本指标 后工业化阶段

阶段 工业化初期 工业化中期 工业化后期
三次产业产值结构
(产业结构)

A>I #020％-A(I A<20％．I>S A<10％．I>S A<IO％．I<S

重工业产值占总产值
20％以下 20％—10％ 40％-50％ 50％-60％ 60％以上

比重

霍夫曼系数
4以上 1．5_4 l—l 5 0．6_1 0．6以下

(工业结构)

人口城市化率
30％以下 30％_50％ 5(既r60％ ∞％-75％ 75％以上

(城乡结构)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
比(就业结构)

60％以七 45％J糯 30％-45％ lO％一30％ lO％以下

注：1．A代表第一次产业，包括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I代表第二次产

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水电煤气等公共事业和建筑业；S代表第三次产业，

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

业及其他服务业。2．霍夫曼系数：指一国工业化进展中。消费品部门与资本品

部门的净产值之比。

遵循资料的完整性、简明性和数据的可得性原

则，本文采用工业化进程指标，从产出结构(三次产

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要素配置结构、城乡结构和

主要经济发展数据等方面对滨海新区的经济发展阶

段进行了分析和判断。

(一)基于三次产业结构的分析

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兹等人的研究成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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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进程中往往是产业结构变动最迅速的时期，

其演进阶段也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过程表现出来。

工业化初期，第一产业比重较高，第二产业比重较

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都相应有所提高，且第二产

业比重上升幅度大于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的优势地

位被第二产业取代。当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

重降低到20％以下，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

产业时，工业化进人中期阶段；当第一产业比重再降

到10％左右时，第二产业比重快速上升到最高水

平，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此后第二产业的比重转

为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直至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

二产业，占据主导地位，该区域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滨海新区是天津重点工业项目的聚集区，建区

伊始，就形成了工业规模大，占比高的经济格局。

1994年，新区三次产业结构为2：67．9：30．1，第二产

业比重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已具备工业化

后期的产业结构特征。到2012年，新区三次产业结

构调整为0．1：67．4：32．5，第一产业比重比1994年回

落1．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回落0．5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比重提高2．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始终占

据主导地位(见图1)。

用同同用什用用～尊篆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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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4—2012年滨海新区产业结构变化图

从西蒙·库兹涅茨的工业化划分标准判断，滨海

新区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

(二)基于工业内部结构的分析

根据“霍夫曼定理”所揭示的规律，在工业化进

程中，消费品部门(轻工业)与资本品部门(重工业)

的净产值之比(霍夫曼比例)将呈现不断下降的趋

势，新区的霍夫曼系数变动情况如表3所示。

从工业内部结构分析，1994年，新区霍夫曼系

数已达到0．51，1994—2012年，霍夫曼系数呈现稳中

有降的趋势，到2012年达到0．2。从本指标来看，目

前滨海新区资本品工业占绝对主导地位，处于工业

化的第五阶段，即后工业化阶段。

表3滨海新区1辨2012轻重工业比重及霍夫曼系数
年份 轻工业比重 重工业比重 霍夫曼系数
1994 33．9 66．1 O．5l

1995 25．3 74．7 0．34

1996 21．1 78．9 0．27

1997 26．6 73．4 0．36

1998 23．7 76．3 0．3l

1999 22．6 77．4 0．29

2000 20．8 79．2 0．26

2001 17．1 82．9 O．21

2002 18．4 81．6 O．23

2003 18．6 81．4 0．23

2004 17．0 83．O O．21

2005 13．2 86．8 0．15

2006 11．6 88．4 0．13

2007 14．4 85．6 O．17

2008 13．7 86．3 O．16

2009 15．5 84．5 O．18

20lO 12．7 87．3 O．15

20ll 14．9 85．1 O．18

2012 16．8 83．2 O．20

(三)基于城乡结构的分析

从人口城镇化率来看，2012年，滨海新区城镇

人口259．87万人，常住人口263．52万人，人口城镇

化率已达到98．6％。

从这一指标看，滨海新区已具备后工业化阶段

的发展特征。

(四)基于从业人员结构的分析

滨海新区从业人员结构与产业结构非常接近，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仅为0．1％，与第一产业增加

值占新区全部GDP比重一致(见表4)。由从业人员

结构来看，新区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表4 2012年滨海新区劳动力结构

产业 从业人数(人) 占比％

第一产业 1220 0．1

第二产业 876654 66．4

第三产业 441564 33．5

合计 1319438 100．O

综合上述分析，依据西蒙·库兹涅茨基于三次产

业分类的划分标准判定滨海新区处于工业化后期阶

段；而依据其它分类标准滨海新区已进入后工业化

阶段。从滨海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服务业

比重偏低，经济增长主要靠工业拉动，还不具备后工

业化阶段的基本特征。因此，滨海新区经济是处于工

业化后期，并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的转折期。

二、当前阶段滨海新区经济发展特点剖析

一般而言，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地区，区域发展将

由资源、资本驱动转为知识和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将

由加速成长阶段进入稳定增长阶段。滨海新区正是

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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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这一发展阶段，在具有该阶段的一般经济特征

的同时，还呈现出一些独特之处。

(一)工业比重大，产业结构相对稳定

1994年以来，滨海新区一直保持着第二产业尤

其是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格局，产业结构变化不大。

2012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64．2％。

形成这一特点主要由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

由于天津市工业战略东移，新建项目向滨海新区倾

斜，在冶金、石化、海洋化工等传统支柱产业进一步

增强的同时，形成一批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产业

群；另一方面受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向纵深发展

的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国际产业分工转变为产业链

的垂直分工。发达国家主要从事研发、设计、品牌以

及管理组织的环节，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

体主要从事加工和组装，这些环节多属于制造业。

从滨海新区实际情况来看，外商投资的产业以及新

兴技术产业更多的是在制造环节上，从而形成滨海

新区第二产业比重较高的特征。

(二)工业规模增势强劲，产业链低端，盈利水平

不高

从规模上看，近20年来，新区工业得到了长足

发展，1994年至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平均

增速达到24．4％。但从工业企业盈利情况来看，工业

产品处在产业链低端的较多，附加值较低。近5年

来，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平均利润率基本维持在

7％一10％左右(见表5)。以滨海八大支柱产业之一的

电子信息业为例，美国和欧洲企业由于处在产业链

高端，保持较强的盈利能力，利润率超过20％。而滨

海企业平均利润率仅为6％左右。

表5 2008-2012年滨海新区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

年份 主营业务利润率(％)

2008 8．0

2009 7．5

2010 10．2

2011 10．3

2012 9_3

特别是那些为国外品牌厂商代加工的企业，产

品同质化加剧了低价竞争，一旦国内外经济形势发

生变化，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从新区对

外贸易结构来看，2012年，加工贸易进出口占对外

14．

贸易总额42．3％，其中加工贸易出El占出口总额

67．O％。不难看出，加工贸易在新区的对外贸易中发

挥着巨大的作用，但这也是新区出口规模不大且近

期以来恢复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

(三)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但仍低于

第二产业

随着新区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劳动力结构也

相应的发生着变化。从总体上看，生产总值与劳动力

的结构变化趋势是基本相当的。通过进一步计算产

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各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与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之比)可以看出(见表

6)，第三产业的投入产出结构不断优化，相对劳动生

产率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与第二产业的差距逐渐

缩小，并在2011年出现反超，2012年又有所回落。

表6 2008—2012年滨海新区二、三产业GDP、劳动力

结构和相对劳动生产率比较
项目 2008 2009 2010 201l 2012

GDP结构

第二产业 68．8 67．4 68、2 68．9 674

第三产业 31．0 32．4 31．6 3I．0 324

劳动力结构

第二产业 65．5 63．7 65，5 71．9 66．4

第三产业 34．4 36．1 34．4 28．0 33．5

相对劳动生产率

第二产业 1．05 1．06 1．04 0．96 1．02

第三产业 0．90 0．90 092 1．11 0．97

具体看各行业的发展状况，新区第三产业的发

展主要得益于以工业为主导的生产性服务业，同时，

新兴金融业、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楼宇经济及会

展业等现代服务业的繁荣发展，为第三产业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将促进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不

断提高。

三、推进滨海新区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

有效途径

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早在20世纪70年代

就已经开始，总体呈现出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快于制

造业，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增速快于消费性服务

业增速，现代服务业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产出和就业

的主要增长点以及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从滨海新区

的历史沿革、发展路径和经济发展特征来看，在未来

一个时期内，第二产业仍将是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

动力，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要从这个实

际出发，加速推进产业技术变革，不断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加速工业转型，提高产业间的关联度，以第二

产业的优化升级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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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经济发展阶段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阶段的

平稳过渡。

(一)促进自主创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美国家陆续由“去工

业化”转向“再工业化”，再到第三次工业革命，利用

现代高新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改造，这使我们实

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所面临的局面更为迫切和严

峻。加快促进工业结构向高端化、高新化和高质化方

向迈进，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已成为滨海

新区应对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的唯一途径。转型、

升级的起点是自主创新，只有实现自主创新才能摆

脱技术引进、吸收、再引进、再吸收的“低水平循环陷

阱”。

1．推动企业技术改造，形成高科技产业集群。选

择一批关联度大的高新技术项目，集中力量加以扶

持，尽快形成产业规模。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积极

运用高新技术改造装备制造、重化工业和纺织工业，

提高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

产业的融合，形成新的高科技产业集群。

2．深化科技体制改造，建立有利于实现科技创

新驱动产业创新的组织保障机制。围绕激发创新活

力，加大政策扶持和制度创新力度。在科技和金融

结合、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官产学研

相结合、海内外科技资源聚集与整合等方面开展先

行先试，加快建立适应市场化要求的科技运行、管理

和创新体制。健全科技投融资体系，建立完善科技

小巨人企业培育体系和成长机制，加快建立以企业

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自主创新体制架构。

3．鼓励创新主体从事知识产权创造活动。强化

科技创新的知识产权目标导向和管理。深化《国家

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施，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

保护和管理能力。鼓励创新主体从事知识产权创造

活动，取得以发明专利为代表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

支持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国际专利。引导

企业采取知识产权转让、许可、质押等方式实现知识

产权的市场价值。引导产学研各方联合推进重要技

术标准的研究、制定和采用，支持企业以产业为纽带

形成标准联盟。

(二)把握产业生命周期转换规律，适时调整产

业发展重点

经济发展必然伴随产业结构调整，但是，产业结

构调整并不是盲目的提高第三产业比重，而应充分

考虑产业成长性、集聚性和收益性。作为新区重点发

展行业的电子信息业和汽车及装备制造业产业链较

长，具有较大的集聚经济效益。目前，这两个行业处

于不同生命周期，可利用这一契机适时调整产业发

展重点。信息产业正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成长阶段，

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目前可将发展重点向设计环

节倾斜，使产品更适合市场、更具有应用性，也有助

于培育企业自主权，从而加快产业升级。就汽车产业

来看，美国的汽车维护量与销售量的比例已上升到

13：1，整个价值链的增值环节明显向售后服务转移。

新区的汽车产业已逐渐步人成熟期，可将重点转移

到后期的售后服务环节，这样不但符合国际汽车产

业的发展潮流，对提升产业能级、调整产业结构也十

分有利。

(三)提高产业间关联度，实现先进制造业与现

代服务业的联动发展

制造业是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

前提和基础。制造业的分工细化催生了现代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产生的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效

应又引发制造业进一步剥离非核心业务环节，使得

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互动更加频繁紧密。伴随着开发

开放，许多大项目好项目向滨海新区集聚，这为现代

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市场需求。我们应利用

这一契机，提高产业关联度，不断推进现代服务业和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

业的发展，要能与先进制造业中主导产业的发展起

到相互促进的作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可同时采

用外生增长和内生增长两种方式进行，一方面直接

引入一流生产性服务业落户，另一方面加大对现有

企业的培育和催生，创造条件促使其细化企业的内

部分工，鼓励服务外包。在发展金融业及支持和培育

总部经济、创意经济、创新经济等高端产业的同时，

也要加强产业的协调和适配，注重培育发展专业服

务业及相关的后台服务产业，提高产业链的完整度。

(责任编辑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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