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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增长路向的平衡选择
中国传媒大学社科学院 　梁 　勇

[摘要 ]经济的健康增长 ,贵在平衡。平衡是大自然的规则 ,是一切系统结构的共性 ,也是经济增长的必然路
向。面对我国当前三大产业的失衡状况 ,应该努力促进平衡的增长。平衡增长意味着经济结构的一元化 ;平
衡增长意味着经济活动的非趋同化 ;平衡增长意味着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 ,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
[关键词 ]产业结构 ;平衡增长 ;一元结构 ;趋同化 ;第三产业

一、平衡增长的产业结构背景 ———三大产业的失衡状况
近年来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加快 ,社会投资活跃 ,以及投入和产出国际开放程度的深化 ,经济

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上升期 ,但仍然存在不少转型性问题。从产业结构角度看 ,问题主要有 :工业过热 ,农业
和服务业偏冷 (2003 年全部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达到 12. 6 % ,是 1996 年以来的最高值 ,农业、服务业增加
值的增长速度分别只有 2. 5 %和 6. 7 %) ;相对于第二、第三产业的较快增长而言 ,第一产业的发展明显滞后 ,
难以稳定地承载整体经济的发展 ;在第二产业内部 ,工业结构向加工业倾斜 ,导致近几年来能源、原材料工业
的高度短缺 ;在第三产业内部 ,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等部门发展
速度比较缓慢 ,难以满足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需要。

经济学界有平衡发展战略和不平衡发展战略的争论 ,与提倡首先发展一部分主导产业的不平衡增长理论
不同 ,由纳克斯和罗森斯坦 —罗丹提出的平衡增长理论 ,认为发展中国家在供给方面储蓄能力太少 ,在需求方
面投资引诱过小 ,这两方面的原因使资本形成陷入了两个恶性循环之中。从供给方面看 ,资本缺少、收入低
下、储蓄少三者互为因果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从需求方面看 ,收入低下、投资不足、购买力低三者互为因果 ,
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要打破这种“贫困的恶性循环”,单靠某一产业的优先发展是无法奏效的。因为经济过
程是一个整体 ,必须在各部门、各企业之间平衡地谋求增长 ,实施“大推进”战略 ,即通过实施全面增长的投资
计划 ,使相互关联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同时有所发展 ,互相创造需求 ,提供市场 ,使各部门的投资都有利可图。
这种战略平衡的增长 ,适用于经济落后的大国。

中国经济是典型的二元结构经济 ,经过长期的积累性发展 ,在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时 ,产业发
展理论和产业政策过分地强调了“工业优先”;技术水平落后、生产率低下的传统农业部门并没有多少改观 ;第
三产业增速一直比较缓慢。针对三大产业发展严重失衡的运行状况 ,不平衡增长的潜力可能快到尽头 ,当前
理想的增长是平衡的增长。

二、平衡增长的基本路向 ———经济结构的一元化
平衡意味着总体的协调 ,或整体的一元化。经济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共有但不合理的现象 ,是制约中

国经济健康和稳定发展的瓶颈。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起始阶段 ,经济越发展 ,二元结构的问题越凸显。我国经
济增长也未能绕过这一轨迹。

在从农业一元结构转向农工二元结构之后 ,经过一定的发展 ,必须回过头来改造和加强农业 ,实行工业反
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消除二元结构的经济性质。只有当中国二元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 ,各种产业能
够协调发展时 ,中国的产业才能向产业结构的真正高级化转换 ,使高新技术产业占居主导地位 ,整个国民经济
才会呈现出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局面。

但现状是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超过 10 % ,而农业则不足工业的 1/ 4。随着城市工业
对周边的空间扩张 ,对农业土地的侵占连年增加 ,1996 年我国耕地面积为 19. 51 亿亩 ,到 2003 年减少到 18.
51 亿亩 ,粮食播种面积 1998 年为 17. 1 亿亩 ,到 2003 年减少到 15 亿亩以下 ,降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水
平。与此相对应 ,粮食总产量由 1998 年的 10200 亿斤以上 ,降到 2003 年的 5600 亿斤 ,是 14 年以来的最低水
平 ,人均粮食占有量由 1998 年的 825 斤 ,降到 2003 年的 667 斤 ,是 22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 ,大量的劳动
力聚集在农业部门 ,传统的生产技术和组织方式阻碍了高新技术的应用。

实践证明 ,健康的速度是建立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协调的基础上的。产业结构失调 ,经济发展必然受到
制约。农业是经济整体的基础性力量 ,以经济基础环节薄弱为特点的经济整体不协调 ,自然不会有各产业的
协调发展。只有不断推动产业结构的动态优化 ,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结构的一元化和平衡发展。中国的宏观产
业规划和调节应根据中国实际确定一定时期的结构平衡目标 ,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协调来促进产业发育 ,以
提高产业结构水平 ;通过协调来提高经济效益和产业素质 ,达到逐步缩小及至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差距。

不断增强经济二元协调发展力 ,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任务 ,对此 ,我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不少有效的农业
扶持政策。一方面 ,进一步深化粮食流动体制改革 ,保护农业的产出价格 ;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降低农业
投入基础性成本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增加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另一方面 ,较大幅度的实施了对农业的
财政倾斜政策 ,中央宣布 2006 年将全部免除农业税 ,这不仅具有重大的政治社会意义 ,而且显然对改变城乡
二元结构的状况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但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化的路子还很长 ,缩短这转化过程的办
法 ,着力点依然应放在市场和非市场两个方面 ,通过市场和非市场的措施减少农民的投入成本 ,增加其产出和
收入 ,根本的措施是不断提高农业发展的市场机会和市场能力。

三、平衡意味着经济结构内在的互补性 ———从趋同化的非结构性转向结构性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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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通信业的营销策略创新研究
安徽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季爱华1 　蔡甜甜

[摘要 ]本文从差异化服务营销策略和营销组合策略两个方面 ,对中国移动通信业的营销策略做了多视角的分
析。本文认为 ,随着我国近年来电信业的拆分 ,已经形成了多家移动通信企业并存、而且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
局面。通信业营销策略形成较为明显的差异化和组合化的特了 ;征势在必然。
[关键词 ]移动电信企业 　差异化服务 　营销组合策略

　　分工能促进效率 ,这是经济学的最重要原理。市场的效率不仅来自于市场的内在动机力和市场竞争力 ,
更重要的是来自市场对分工的推动力。人类经济活动能力的不断提升是沿着从家庭自然经济到产业分工再
到国际分工的轨迹行进的。分工创造经济张力 ,分工创造生产力。结构的东西总是包含着非同质要素的“互
补”和结合。产业趋同是对分工的反动。逆分工而动的产业趋同化 ,在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方面都是无效率
的 ,而且可能导致稀缺资源利用的严重浪费。

自然界是一个正负互补的结构王国。经济活动中的分工意味着经济活动的互补性结合。经济平衡意味
着经济结构的非趋同化和互补性的增强 ,意味着经济分工的充分性和均衡性。努力转变区域之间特别是行政
区划之间的经济趋同 ,进一步推动地方开放和国际之间的互补性贸易 ,是我国经济的一个长期任务。我国工
业的产业结构趋同现象源于长期的封闭状态。计划经济时期 ,地方政府追求封闭的工业自成体系 ,缺乏内在
的调节机制 ,形成趋同体系。改革开放以来 ,为保护地方经济 ,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流动的壁垒 ,造成
很多的重复建设现象 ,各地之间的产业结构进一步严重趋同。各地一哄而上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对于趋同
化的态势更是火上浇油。据统计资料显示 ,全国 30 个省 (市、自治区)中 ,有 29 个生产纺织、塑料、化肥、钢铁、
卷烟等 ;有 28 个生产化纤 ;有 26 个生产汽车 ;有 23 个生产自行车、洗衣机 ;有 19 个生产电冰箱。市场集中度
显著的低 ,重复性的趋同显著的高。第三产业的趋同化也很严重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显示 ,
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三产业的相似系数非常高。

产业的趋同化必然形成低层次的技术结构 ,重复性的生产总是伴随着粗放型生产状态 ,近年来 ,持续不断
的工业扩张是在低水平的基础上进行的 ,不少产业事故频仍、环境污染的案例不断就是粗放式生产的例证。

这种状况的形成并不是市场“自然”发生的 ,而是传统的政绩观、行政指令人为诱致的。改变这种状况 ,可
供选择的政策 ,一是将趋同的经济与新政绩观联系起来 ,以新政绩观推进非结构性经济向结构性经济转化 ;二
是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 ,以市场内在的效率性推进一定程度的产业集中度 ,以市场的力量抗衡乃至消
除非效率的趋同结构 ;三是将趋同经济的治理纳入“腐败”的治理之中 ,加大对浪费性、污染性和事故频仍的粗
放型生产的责任追究力度。过程追究与结果追究双管齐下 ,特别是加大对造成重大事故责任人的法律追究机
制。在这方面已经到了没有退步而非整治不可的时候了。

四、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三产业的充分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第三产业有较大发展 ,但相对第二产业和相对于社会需求而言比较缓慢 ,2003 年到 2004

年的产业发展只是以工业增长为特征的“局部过热”,第三产业仍处于偏冷状态。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
所占比重在 1992 年达到历史最高的 34. 3 % ,2001 年达到 34. 1 %后又呈下降趋势 ,2003 年为 31 % ,2004 年为
31. 8 %。与制造业的增长伴随着水、电、油、气、矿等资源稀缺程度的提高不同 ,第三产业增加一单位产值所耗
费的资金投入较少 ,资源消耗较低 ,甚至于不消耗非再生资源 ,在投入方面是最经济合算的。第三产业的生产
与消费的同时性 ,意味着它是最人性化的产业 ,它的发展 ,增强了经济结构平衡中的人性化成份 ;它特有的就
业吸收能力与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密切相关 ;它改善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 ,
由于第三产业对物资生产的“服务”性质 (特别是人才培养和信息化) ,也使其成为对第一、第二产业发展的拉
力器和助推器 ,有利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增长。中国第三产业的潜力是最大的 ,而第三
产业中的教育和信息服务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价值。无论是从功利主义还是从价值追求方面 ,教育和
信息产业都应当放在发展的首位。如果说在其它产业方面存在着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 ,那么教育和信息产
业则是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相结合的最好产业。教育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蕴含着巨大的效率 ,而且它的发展在
推动社会平衡、社会公平、社会正义方面是具有其它产业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从消费者角度看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各种以人为中心的
服务专门化服务需求不断增长 ,如餐饮、旅游、教育、文化、卫生等。从生产者角度看 ,企业要转变增长方式 ,从
以往单纯依靠数量增加、铺新摊子向结构升级、技术进步转变 ,结果必然产生更多的服务需求 ,如科技、教育、
金融、信息、物流等方面的服务。2003 年到 2004 年的实践表明 ,传统的产业政策以及由此而推动的不平衡增
长已经到了一个极限 ,极限意味着机会。充分利用第三产业发展的机会 ,是我国经济平衡增长的最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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