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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调整是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
———基于黑龙江省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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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01)

摘 要: 保持经济增长和实现产业转型是当前中国资源型城市面临的双重难题，黑龙江省的煤炭资源型

城市也同样面临着资源日益枯竭的现实挑战。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仅危及当代，也直

接关系到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如何抓住机遇，在新形势下迎接新挑战，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持

续快速发展和经济增长，是资源型城市必须要面对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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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是一个

世界性难题。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特别

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保持经济增长也

成为世界关注的难题。对于资源型城市来说，这

两个难题叠加在一起构成双重难题。从理论上

看，早在 20 世纪，就有学者提出著名的“资源诅

咒”假说( Auty，1993; Sachs and Warner，1995) ，对

过度依赖资源能源的增长模式提出了警告。从实

践上看，在资源型城市如何实现转型这个问题上，

既有成功的典范，也有失败的教训。黑龙江省的

煤炭资源型城市也同样面临着资源日益枯竭的现

实挑战。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问题如果处理不

好不仅危及当代，也直接关系到今后的可持续发

展。因此，如何抓住机遇，在新形势下迎接新挑

战，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持续快速发展和

经济增长，是资源型城市必须要面对的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

一、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 产业结构的概念解读。产业结构是指各产

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及其联系方式，可以从质与

量两个角度对其加以考察。从质的角度来看，产

业结构是指不同产业间的技术水平及经济效益，

可以从产品的深加工程度、产品附加值高低、高科

技产品占总产值比重等方面加以考察。从量的角

度来看，产业结构是指不同产业的产值、占总产值

的比重及各产业间、产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三次产

业的构成、三次产业内部的构成、三次产业内部行

业的构成等都是从量的角度考察产业结构的常用

指标。
经济增长是指一定区域( 常指一个国家或一

个省、市、县) 在一段时期内由于生产要素( 劳动、
资本、土地、矿产资源等) 投入的增加、生产要素

在不同产业间的重新配置、技术进步、制度( 农业

经营制度、国有企业制度、地方官员考核制度等)

变迁等原因( 索洛，1956; 诺斯，1983，1991) ，经济

规模在数量上的扩张，反映出该区域经济总量的

变化情况。国内生产总值( GDP) 、国民生产总值

( GNP) 增长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等

是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1］。
2． 影响地区产业结构的因素分析。一个国家

或地区内部的供给和需求、国际或区域间贸易都

是影响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 周振华，1991 ) ［2］。
首先，一国或地区的供给是影响产业结构的基础

或前提性因素。供给因素包括该区域的自然条件

和资源禀赋、人口( 数量、结构和素质) 、资金、科

学技术、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因素。
其次，一国或区域的需求因素也会影响产业结构

的变动，这可以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个角度

加以考察。从消费需求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看，消

费的总量和结构变动都会影响产业结构。人类社

会的进步所伴随的是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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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提升，人口增多和收入增加必然带来消费

总量的增加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而消费量的增加

和结构的变化则可以为产业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

调整带来机遇，使那些能够满足新增消费需求的

产业得以成长和存续下去。从投资需求对产业结

构的影响看，投资的总量和结构均会影响产业的

规模和变动。投资少，产业规模增速就慢，投资

多，产业规模增速就快; 把更多的投资投向第二产

业，三次产业中二产的占比就会增高; 把更多的投

资投向第三产业，三产的占比就会增高; 把更多的

投资投向竞争程度小的产业，产业内部行业的竞

争就会增强，产业的效率就会提升。另外，消费投

资的比例关系也会影响产业结构的协调和可持续

发展。马克思最为出色地分析了生产资料和生活

资料的比例关系，并指出只有处理好两大部类的

比例关系，国民经济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才能得以顺利进行。可见，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及

消费投资比都是影响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再

次，国际或区域间投资与贸易也是影响该地区产

业结构的重要因素。对于一个开放程度较高的国

家或区域而言，它可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生产最

具资源禀赋优势的产品并进行贸易，产业结构也

呈现出符合资源禀赋结构的特点。而外部投资则

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提升本地

的产业层次，外部投资也可以在本区域生产而将

产品销售到其他区域，使本地的产业结构呈现多

元的特点。最后，产业政策和市场经济的发育程

度也会影响产业结构。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对自己

的战略性产业、主导产业、新兴产业进行扶持，尽

管扶持的策略和方式不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产

业政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区域的产业结

构及演变趋势。一国或区域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

及经济体制完善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产业结

构的优化和提升。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市场

经济体制较为完善的经济体，其要素的配置效率

往往较高，产品的销售较为便捷，原材料的取得也

较为便捷，非市场因素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较少，

产业的整体效率较高。
3． 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分

析。总体上看，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都是一国或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体现。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从

经济总量的角度去看待经济的发展，而产业结构

是从经济结构( 包括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分配结

构、所有制结构等等) 的角度去看待经济发展。

可见，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共同反映出一个地区

经济发展的状况。

但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联却不仅仅在

此。一方面，经济增长将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化

( 库兹涅茨，1971; 刘伟，1991，2002 ) ［3］，如上所

言，影响产业结构的因素包括供给、需求、贸易、经
济体制政策等，经济增长会通过影响这些因素进

而改变产业结构; 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及其演变也

决定着经济增 长 ( 罗 斯 托，1960，1963; 钱 纳 里，

1959，1969，1975，1986 ) ，产业结构及其演变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影响着经济增长的

速度、质量、可持续性、就业效应、分配效应等方方

面面。
值得强调的是，虽然产业结构及其变动与经

济增长的关联是双向的，但对于急需由以“投资

主导、高资源能源消耗”为特点的粗放型经济增

长方式向以“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为特点

的现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国家而言，特别是对

于以主要依靠资源能源开采及其初级加工的资源

型城市而言，更具现实意义的是产业结构调整对

于经济增长的意义。

二、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现状及其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

1． 黑龙江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现状。

黑龙江省的煤炭资源型城市包括鹤岗、鸡西、七

台河和双鸭山四个地级市。近些年来，各市经济

社会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鹤岗

市经济总量由 2005 年的 111 亿元增加到 2010 年

的 251 亿元，增长 23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由 2005 年的 27． 3 亿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66． 4 亿

元，增长 243% ; 第二产业增加值由 2005 年的

45． 5 亿 元 增 加 到 2010 年 的 117 亿 元，增 长

257% ; 第三产业增加值由 2005 年的 38． 2 亿元

增加到 2010 年的67． 6亿元，增长 170% ; 2001 年

以来，鹤岗市第一产业占比由 2000 年的 27． 6%

下降到 2005 年的 23． 0%，此后开始回升，2010

年第一产业占比为 26． 4% ; 第二产业占比不断上

升，由 2001 年 的 38． 5% 上 升 到 2010 年 的

46． 6% ; 第三产业占比则不断下降，由 2001 年的

33． 9%下降到 2010 年的 27% ; 2010 年鹤岗市三

次产业占比为 26． 4∶ 46． 6∶ 27。鸡西市经济总量由

2005 年的 204． 6 亿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419． 5 亿

元，增长 20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由 2005

年的 64． 7 亿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107． 2 亿元，增

长 165． 7% ; 第二产业增加值由 2005 年的 57． 9
亿 元 增 加 到 2010 年 的 177． 5 亿 元， 增 长

306． 6% ; 第三产业增加值由 2005 年的 82． 1 亿

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134． 8 亿元，增长 164． 9%。
2001 年以来，鸡西市第一产业占比不断下降，二

产和三产不断上升，到 2010 年，鸡西市三次产业

占比为 25． 5∶ 42． 3 ∶ 32． 2。七台河市经济总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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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的 100． 2 亿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305． 2 亿

元，增长 304． 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由 2005

年的 13． 1 亿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22． 3 亿元，增长

170%，第二产业增加值由 2005 年的 49． 2 亿元增

加到 2010 年的 205． 9 亿元，增长 418． 5% ; 第三产

业增加值由 2005 年的 37． 9 亿元增加到 2010 年

的 77 亿元，增长203． 2%。2001 年以来，七台河

市第一产业占比不断下降，由 2001 年的 12． 1%

下降到 2010 年的7． 3% ; 第二产业占比不断上升，

由 2001 年的47． 6% 上升到 2010 年的 66． 2% ; 第

三产业占比则不断下降，由 2001 年的 40． 3% 下

降到 2010 年的 26． 5% ; 2010 年七台河市三次产

业占比为7． 3∶ 66． 2 ∶ 26． 5。双鸭山市经济总量由

2005 年的 160 亿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396． 4 亿元，

增长247． 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由 2005 年

的 38． 4 亿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120． 3 亿元，增长

313． 3%，第二产业增加值由 2005 年的 59． 4 亿元

增加到 2010 年的 177． 5 亿元，增长 298． 8% ; 第三

产业增加值由 2005 年的 38． 8 亿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98． 6 亿元，增长 254． 1%。2001 年以来，双

鸭山市 第 一 产 业 占 比 不 断 上 升，由 2001 年 的

27%上升到 2010 年30． 3% ; 第二产业占比不断上

升，由 2001 年的40． 5%上升到 2010 年的 44． 8% ; 第

三产业占比不断下降，由 2001 年的 32． 5% 下降到

2010 年的 24． 9; 2010 年双鸭山市三次产业占比为

30． 3∶ 44． 8∶ 24． 9。
2． 黑龙江省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一是产业结构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

影响。黑龙江省煤炭资源型城市的主体产业是工

业，工业的主导产业是煤炭、电力，两者占整个工

业的比重较高，可以说，煤和电承担着支撑煤炭城

市整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煤电产业作为煤炭

城市的主导产业，其发展变化直接影响甚至控制

整个城市的经济运行，对城市兴衰具有决定性作

用，只要煤炭工业出现下滑，整体经济就停滞不

前。同时，煤炭城市的经济发展一直没有形成接

续替代产业多元拉动、多元支撑的格局，单一的产

业结构既使得煤电产业对于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

有限，也无法发挥主导产业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

产业关联带动效应和技术进步溢出效应，经济增

长的动力不足。二是产业结构对于经济增长质量

的影响。过高的煤电产业占比使得劳动、资金等

生产要素从其他产业转移到煤电产业，事实上造

成对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挤出”。同时过高的

煤电产业占比也不利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不利

于高级产业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的形成。特别是

煤电相关产业所占比重过高，使得同样的经济增

长规模和速度不得不消耗更多的能源和资源。三

是对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煤炭资源型城

市因煤而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单一超重

经济结构带来的弊端和矛盾越来越突出。经济上

的资源约束、“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使煤炭成为

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的晴雨表。煤炭形势好，经

济就增长; 煤炭形势下滑，经济就陷入停滞状态。
由于处在产业链条的底层和初端，产品附加值低，

产业效益不高，财政持续增收难度、就业再就业的

难度不断增大。四是对于经济增长就业效应的影

响。由于替代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迟缓，加之过

度开采所带来的资源枯竭、煤矿减产，煤炭资源型

城市的企业下岗人数增多，职工收入下降，财政收

入减少，财政支持能力下降，既影响人们的生活质

量，也影响社会稳定。特别是国有困难企业数量

众多，困难企业的金融债务和历史欠税较多，且安

置费用缺口较大。

三、黑龙江省煤炭资源型城市优化产业结构

推动经济增长的对策思考

由于煤炭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发展过度依赖单

一的煤炭资源，其经济增长必然具有稳定性差、不
可持续、产业关联度低、经济增长成本高、带动就

业效应低等特点。为此，必须通过传统产业的改

造提升、接续产业的培育等举措优化煤炭资源型

城市的产业结构，以此实现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

增长的稳定、可持续、低成本和高产业就业带动。
1． 以煤炭资源为依托，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作为煤炭资源型城市，在短期内要获得经济增长

或发展，是离不开煤炭资源的利用和传统的煤炭

产业的。所以，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首先

要依托于煤炭资源的利用，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
为此，一是要稳步发展煤炭工业。与煤炭及其加

工相关的产业是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发展的基

础，为了保持产业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要加

大煤炭资源的勘探力度，提高煤炭资源的开采和

使用效率，以确保煤炭资源生产的稳定。二是要

稳步发展煤电工业。现阶段中国能源结构中煤炭

所占比重仍高达 50%以上，依靠煤炭发电无论是

对于资源型城市而言，还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而

言都很重要。但由于煤电产业同时具有的高碳资

源消耗和污染等问题，黑龙江省煤炭资源型城市

应稳步妥善发展煤电产业。三是要突出发展煤化

工业。即经过化学加工将煤转化为气态、液态、固
态化工原料或二次能源，进而深加工一系列化工

产品或代用燃料。煤化工包括煤气化、液化、焦

化、煤焦油化工、电石乙炔化工、碳一化工( 范维

唐、杜铭华，2005) 。煤化工能极大地提高煤炭行

业附加值，延长产业链。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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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发展煤化工业，这对于提

升传统产业至关重要。
2． 以非煤资源为载体，加快发展新材料产业。

黑龙江省煤炭资源型城市的非煤资源十分丰富，

在开发利用煤炭资源的同时必须挖掘各种非煤资

源，以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尤其要大力发展

石墨新材料产业。黑龙江煤炭资源型城市石墨资

源丰富，为非煤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石墨产业的兴起将为黑龙江煤炭资源型城市

的经济转型提供重要支撑。
3． 以矿山机械为重点，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

黑龙江省具有装备制造业的技术优势，也有矿山

机械和农业机械的广阔需求。大力发展矿山、农
业机械对于培育黑龙江省煤炭资源型城市的接续

产业，发挥自身的技术、市场优势，获取制造业的

技术进步和产业带动效益等有重要意义。一是要

做大做强矿业、农业装备制造业。二是要发展机

械装备配套产业。机械装备制造业与煤炭采选及

初加工产业的不同在于: 装备制造业对于其前向

和后向产业的带动作用非常大，装备制造业的产

业间关联度非常高。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必然带动

相关产业发展的需求，对于大力发展装备制造的

煤炭资源型城市而言，抓住配套产业发展的良好

机遇对于实现经济发展的转型意义重大。
4． 以绿色食品生产为重点，推动现代农业发

展。黑龙江省煤炭资源型城市发展现代农业有得

天独厚的资源、环境优势，应充分把握国家和黑龙

江省大力推进现代农业的有利政策环境，把握消

费者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的市场需求新特点，依

托煤炭资源型城市自身和黑龙江省资源、环境、人
才优势，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特别是绿色农业。

5． 以生态旅游为重点，着力发展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的加速发展是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趋势，

第三产业具有低资源能源消耗和高就业弹性等特

点。因此，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中大力发展

第三产业是重中之重。一是要大力发展旅游业。
黑龙江煤炭资源型城市有着优质的旅游资源，开

发好旅游资源对于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具有

重要意义。二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服

务业既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标

志，也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途径。”［4］现代服

务业对于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至关重要，传统资

源型城市由于通常是“因资源而建城”，城市的生

产功能较强而城市的生活功能不足。城市功能不

足又突出地体现在城市服务业对于城市现代生产

生活的支撑不够。而服务业特别是城市服务业对

于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城市经济活动

的效率、降低交易的成本、吸纳就业都有重要意

义，所以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
三是大力发展对俄贸易。黑龙江煤炭资源型城市

地处全省对俄沿边开放中心位置，近年来，各地市

大力开展了对俄经贸合作，对俄贸易额迅速增长，

推进纵深合作既有地缘优势，又有合作基础。因

此，应以合作为基础，加快对俄开放战略升级。一

方面，要把合作的基础放在项目上，不但加快已有

的过境种植、养殖、林木采伐等传统合作项目，还

应以开发俄方资源为方向，加快磷肥、锰矿、石油

天然气等资源性大项目的合作; 另一方面，要把合

作的载体放在口岸上，加快口岸设施改造，尽快达

到百万吨级，同时建立出口加工园区，扶持机械、
服装、电子、建材等企业建设出口加工基地。也要

把合作的触角放在俄远东地区，以犹太州为跳板，

加快向俄远东地区和腹地延伸。与此同时，要逐

步扩大对日韩、欧盟、美国、尼日利亚等市场的开

拓，切实增强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能力，在

国际经济循环与合作中加快发展自己。
总之，煤炭资源型城市要通过加大产业结构

调整，加快城市转型步伐和经济增长，实现持续发

展的目标，力争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实现几个转变:

以创新为统领，以结构升级为重点，以集约发展为

目标，促进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

为主转变; 产业结构从传统工业为主向先进制造

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转变; 要素支撑从物质资源

为主向人力资源为主转变，形成速度与效益同增、
经济社会发展同步、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并重、三
驾 马 车 同 时 拉 动 和 三 次 产 业 协 同 带 动 的 增 长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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