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深刻而重大的变化——

产业结构更加合理 经济发展后劲更足

□ 本报记者 薛志伟

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

一直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

大问题。十八大以来，中

央更加重视经济结构的战

略性调整，着力解决制约

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结构

性问题，产业结构优化调

整尤为紧迫。

三次产业结构更加合

理，第一产业比重继续降

低，第三产业比重大幅超

过第二产业，工业转型升

级步伐持续加快⋯⋯第三

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详尽

描绘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的生动图景。

经济增长稳定性将持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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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生

动刻画出我国经济结构由工业主

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化的明显趋

势，这既符合产业成长的一般规

律，也被国际经验所证明。随着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

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服务

业将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这是

经 济 新 常 态 下 重 大 而 积 极 的

变化。

服务业主导型经济与工业主

导型经济相比具有明显不同的

特点。

第一，它会促使经济增速放

缓。因为服务业的产业链条相对

短，投资强度不如工业，劳动生产

率短期来讲也不如工业，服务业

的增长短期之内不一定能弥补工

业增速下行带来的影响，这也可

能使增长速度趋于下滑放缓。第

二，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的稳定

性。因为服务业主要是满足国内

需求，受国际之间汇率和价格的

变化影响相对较小。同时服务业

主要是为了满足消费需求，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在增长动力上有

一定的稳定性。因此，服务业主导

型经济的增长波动相对较小，更加

趋于稳定。第三，服务业是劳动密

集型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比较

强，就业弹性可能会趋于提高。第

四，有利于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就

业人员增加，劳动在社会财富中的

分配比重会提高，还有利于促进收

入的分配。第五，提升消费能够促

使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合理化。服

务业主要是为了满足消费需求，

所以有利于提高消费的倾向和潜力。

更为重要的是，服务业的主体是人，这不仅在于服务

业能够吸纳大量的劳动力，更在于它能充分发挥广大人

民的聪明才智，将成为未来自主创业的主战场。第三次

全国经济普查结果表明，得益于鼓励和支持小微、个体经

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服务业为主的小微企业和

个体经营户过去 5 年实现了快速发展。今年以来，我国

再次降低小微企业门槛，相继出台一系列减税、减少行政

审批、鼓励银行开展小额贷款等政策措施，进一步降低了

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的成本和负担，小微企业呈现“井

喷式”增长态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将成为新常态下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服务业领域的百花齐放也将成

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综合来看，此次普查结果印证了中央对于经济发展

进入新常态的科学判断，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

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工业主导型经济向

服务业主导型经济的转化，将使我国经济发展更“稳”，结

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也将不断取得新进展，稳中有进将是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

12 月 20 日，在宁波北仑区梅山街道担峙村“我是农民”网购服务点，村民在工作人员帮助下体验网上购物。“我是农民”电商平台

是专门面向农村、农民的网购平台，将质优价廉的消费品销往农村的同时，也帮助农民推销农产品。 索向鲁摄（新华社发）

重 点 行 业 发 展 变 化

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兴未艾

现 代 服 务 业 快 速 发 展

12 月 16 日发布的第三次全国经济
普查结果显示，当前我国第二、第三产业
总量扩大、结构优化、效益提高，中国经济
由工业主导型经济向服务业主导型经济
转化的趋势基本确立。

24 日，北京师范大学国民核算研究
院院长宋旭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敏雪
接受了《经济日报》记者的采访，进一步解
读了经济普查数据。

记者：从普查结果看，我国经济发展

新常态呈现出哪些基本特征？

宋旭光:从本次经济普查发布的数据
看，首先，三次产业结构正在逐渐优化，与
2008 年相比，服务业的法人单位占比和
从业人员占比都有明显的提高，服务业主
导型产业特点得到确立。其次，以高技术
制造业为代表的一些产业形态蓬勃发展，
企业研发投入不断增加，这反映出创新驱
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正在发挥更为重要
的作用，科技的创新引领作用进一步增
强。同时，从所有制上看，民营经济等快
速发展，市场环境进一步优化，市场活力
也在进一步提升。除此之外，小微企业在
创造就业和创新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也更
加凸显，这也说明当前我国对小微企业的
有关政策设计是正确和有效的。

记者：普查结果表明，2013 年我国经

济总量有所增加。一些媒体认为，GDP

修订将提高今年 GDP 增速。对此，您怎

么看？

宋旭光：经济普查是一项基础性的数
据工程，它对于弥补某些领域的数据信息
不足、改进常规年度的统计方法制度，有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普查，可以进一
步增强有关数据的全面性和科学性。根
据普查数据对原有统计数据进行修订是
国内外的通行做法。

其实，经济普查数据不仅可用于当年
的数据补充，也可为整个统计制度体系提
供重要的参考指标，进行数据修订不仅要
修订经济普查年度的数据，也要修订有关
时间序列数据，还要修订有关统计推断指
标。从这个角度说，统计的客观性和中立
性并没有发生变化，整体的数据是平衡和
稳定的，不会因为经济普查数据的出现而
调高经济增速。

高敏雪：经济增长率是两个年份可比
价 GDP 的 比 值 。 此 次 普 查 数 据 引 起
2013年 GDP 总量增大，同时会对从 2009
年起的其他年份 GDP 数据做调整，而且
越接近 2013 年，其调整幅度会越大。基
于此，2013 年与 2012 年相比的 GDP 增

长率会有上调，但肯定不是明显的“跳
高”。当前，我们更重要的是关注那些以
GDP 为基数的比例指标的变化，尤其是
那些在“十二五”规划中作为目标指标的
数据水平的变化。

记者：这次普查以后，我们对 GDP 进

行了修订，国家核算的 GDP 总量和地方

汇总的总量之间差距有所缩小。我们应

如何进一步完善 GDP 的核算？

高敏雪：国家 GDP 数据与地区 GDP
数据加总之间不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料来源问题和核算
技术方法问题，经过这么多年的双方拉锯
式博弈，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
题。我认为，根本解决办法是逐步削弱
GDP作为区域业绩考核指标的定位。

宋旭光：国家核算的 GDP 与地方汇
总的总量之间存在差距的原因比较复杂，
根本性的原因是由于我国尚未实行国家
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在分级核算框架
下，各地之间存在一些重复核算，或者在
核算方法和口径上存在差异。

从长远看，我们必须尽快建立国家统
一的经济核算制度，在这个制度框架下，
国家 GDP 与地方 GDP 之和的差距就会
不断缩小。十八大已经明确提出要建立

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我们要以经济
普查为契机，进一步推进这项工作。

记者：普查结果显示，第一产业占国

民经济比重首次降至 10%以下，第三产业

大幅超过第二产业。对此您怎么看？

宋旭光：服务业快速发展是经济发展
的必然规律，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工
业化的阶段，其第三产业比重要远高于第
二产业的比重，有些国家达到了 80%以
上。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过
程中，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达到 46.9%，超
过了第二产业比重，并且所占比重还在进
一步提升。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步入了服
务业主导型经济的发展阶段。

我们应该看到，服务业发展对于扩大
就业和改善民生有着重要作用。比如，进
入经济新常态后，我们从经济高速增长状
态调整为中高速增长状态，但今年就业形
势却不差，仅 1 月至 9 月城镇新增就业就
在 1000 万以上。这显然与服务业快速
发展密不可分。在当前商品消费比较稳
定和成熟的情况下，服务业，尤其是个性
化和多样化的服务产品的生产，对于进一
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最为重要，只有服务
业充分发展了，市场的消费潜力才会进一
步释放，经济发展才会更有动力。

产业结构更趋优化

服务业比重偏低、工业大而不强是我
国产业结构面临的主要问题。2008 年以
来的 5 年间，我国持续加大服务业支持力
度，积极推动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三次产业结构更趋合理。

第 三 次 全 国 经 济 普 查 结 果 显 示 ，
2013年，我国三次产业比例由初步核算的
10.0∶43.9∶46.1 修 订 为 9.4∶43.7∶46.9。
第一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首次降至 10%
以下，第二、第三产业规模总量稳步扩大，
第三产业大幅超过第二产业。

第二产业比重降低了 0.2 个百分点，
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了 0.8 个百分点，一
降一升使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 3.2 个
百分点，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我
国经济由工业主导型经济向服务业主导
型经济转化的格局已经基本确立，这是经
济新常态下一个重大而积极的变化。

当前，我国仍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
段，这是党中央对我国发展状态的科学判
断，产业结构的布局要与此相适应。农业
是基础产业，在当前及下一阶段，其比重
将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重点要继续夯实
和加强。工业仍将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
业，但重点要由追求数量的增长向追求质
量提升转化。服务业的地位将逐步提升，
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持续增加。

服务业地位明显上升

服务业占据国民经济主导地位是处
于后工业化时代的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
基本特征，其服务业比重基本在 60%以

上，最高的甚至达到 80%左右。
服务业具有量大面广的特点，对拉动

经济增长、解决就业问题、改善城市面貌、
提高人们生活水平至关重要。近年来我
国持续致力于服务业比重的提升，又推出
了加快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快速
发展的一系列举措，这些举措已经悄然取
得重大进展。

2013 年，我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
中的比重首次超过工业，预示着中国经济
结构开始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
化。此次普查结果进一步显示，服务业呈
现出发展速度较快、结构不断优化的良好
势头，我国经济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
主导转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随着产业规模结构的变化，法人单位
数量和从业人员数量也在发生变化。在法
人单位中，第二产业占 25.3%，比 2008 年
末 下 降 了 5.7 个 百 分 点 ；第 三 产 业 占
74.7%，提高了 5.7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单
位数量占据绝对优势。第二产业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占全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
54.1%，比 2008 年末下降了 3.5 个百分
点 ；第 三 产 业 法 人 单 位 从 业 人 员 占
45.9%，提高了 3.5个百分点。

从从业人员增速变化来看，三产就业
人员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二产。2013 年
末二产法人单位就业人员 19275.8 万人，
比 2008 年 末 增 加 3539.6 万 人 ，增 长
22.5%，年均增长 4.1%。三产法人单位就
业人员 16326.6 万人，比 2008 年末增加
4751.3 万 人 ，增 长 41.0% ，年 均 增 长
7.1%。三产法人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增速
高于二产增速 3.0 个百分点。再加上从
事第三产业的个体经营户和从业人员，服
务业已经成为广大居民就业的主战场。

工业结构持续改善

工业一直是我国的支柱产业，在国民
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第三次全国经济
普查结果显示，尽管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
中的比重被第三产业超过，但工业规模依
然继续扩大，尤其是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呈现积极变化。

普查数据显示，2013 年末，全国工业
企 业 法 人 单 位 241 万 个 ，从 业 人 员
14025.8 万 人 ，分 别 比 2008 年 末 增 长
26.6%和 19.5%；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
总 计 105.2 万 亿 元 ，比 2008 年 末 增 长
122.4%，年均增长 17.3%。

从工业结构来看，高耗能行业在工业
增加值中的比重从 2008 年的 32.2%下降
至 2013 年的 28.9%。高技术产业、装备
制造业、消费品制造业等在政策推动和市
场需求导向下快速增长，在工业经济中的
支撑作用增强，其中，高技术产业在工业
增加值中的比重从 2008 年的 9.6%上升
至 2013 年的 9.9%；装备制造业从 2008
年的 28%上升至 2013 年的 29.2%；消费
品 制 造 业 从 2008 年 的 22.2% 上 升 至
2013年的 24.5%。

创新能力有所增强

创新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不
竭动力。当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我国
研发活动的重要主体，在创新驱动战略指
导下，5 年来我国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不
断增加，整体自主创新能力有所增强。

研发经费较快增长。2013 年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投入研发经费 8318.4 亿

元，比 2008 年增长 170.7%。研发经费与
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为 0.8%，比 2008 年提
高 0.23 个百分点。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
发经费的比重为 70.2%，比 2008 年提高
3.6 个百分点，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的
主体地位进一步增强。

整体工业自主创新能力有所增强，与
高技术行业突出的引领作用不无关系。
2013 年我国规模以上全部工业中，研发
经费超过 500亿元的有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 7 个行业大类，这 7
个行业大类的研发经费为 5101.7 亿元，
比 2008 年增长 151.6%。这些研发经费
规模相对较大的行业对提高我国工业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区域集聚效应
进一步明显，东部地区企业的研发投入更
大。2013 年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中，研发经费位居前 3 名的地区是江苏、
广东和山东，分别为 1239.6 亿元、1237.5
亿元和 1052.8 亿元，这三个地区研发经
费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份额达
42.4%，比 2008年提高 6.8个百分点。

更为重要的是，内资企业主体地位得
到巩固，依然是我国自主创新的主力军。
2013 年内资企业研发经费为 6303.3 亿
元，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75.8%，
比 2008 年提高 2.6 个百分点。2008 年至
2013 年，内资企业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研发经费增长的贡献为 77.3%，内资企业
对提升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主要数据，非常
深刻地展示了5年来我国经济总量明显扩
大，深刻地展示了我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深
刻地展示了我国经济发展效益不断提高。

修订GDP数据不影响今年经济增速
本报记者 林火灿

修订GDP数据不影响今年经济增速
本报记者 林火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