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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产业结构变迁的经验对于浙江产业升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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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浙江与台湾在地理位置、资源秉赋、文化根基和社会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具有较大的相似性 ,而且浙江当

前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同台湾 20 世纪 80 年代的发展阶段相当接近。本文通过考察台湾各个阶段 (特别是

1980 —1990 年的产业升级阶段)的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及产业结构变迁的经验 ,为浙江下一步的产业升级提供一些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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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与台湾在地理位置、资源秉赋、文化根基

和社会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具有较大的相似性 ,从

经济发展历程来看 ,改革开放初期的浙江经济发展

水平与台湾 20 世纪 50 年代的水平较为接近 ;从企

业规模来看 ,两地均以中小企业为主 ;从经济结构来

看 ,两地均以民营经济为主。而浙江当前的产业结

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同台湾 20 世纪 80 年代的发展阶

段相当接近 ,从而我们可以充分借鉴台湾 80 年代以

来产业结构变迁的经验 ,为浙江下一步的产业升级

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比较浙江与

台湾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历程 ;第二部分阐述台

湾产业结构变迁的四个阶段以及各个阶段的发展战

略 ;第三部分探讨浙江省现阶段产业结构的特征 ,并

总结台湾经验对于浙江产业升级的启示 ;第四部分

是结论。

1 　浙江与台湾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比较

改革开放之初的 1978 年 ,浙江人均 GDP 为

331 元 ,根据当年的官方汇率 ,折合为 192 美元 ,而

台湾在 1951 年人均 GDP 为 146 美元①。据此 ,我

们认为浙江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和

台湾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水平较为接近。比较浙江

1978 年与台湾 1951 年的产业结构 ,浙江第一产业

(农业)的比重为 3811 % ,略高于台湾的 3213 % ,浙

江第二产业 (工业) 比重为 4313 % ,比台湾高出

22 % ,而浙江第三产业 (服务业 ) 的比重仅为

1817 % ,远低于台湾的 4614 %。浙江的工业比重过

高而服务业比重过低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新中国成

立以后 ,为了迅速发展经济 ,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

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 ,导致全国的产业

结构都表现为工业比重特别高而服务业比重特别

低 ,严重背离了资源的比较优势[1 ] 。

随着改革开放 ,浙江省开始沿着发挥比较优势

的方向调整经济格局 ,扭曲的产业结构逐渐得到改

善。表 1 给出了浙江 ( 1978 年 —2005 年) 与台湾

(1951 年 —2005 年)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历程。

比较浙江与台湾的产业结构变迁趋势 ,大体是

一致的 ,即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 ,第三产业比重持

续上升 ,而第二产业比重则表现为一个先升后降的

过程 (浙江的下降过程尚不明显) ,上述趋势符合所

谓的配第 - 克拉克定律 ( Pet ty - Clark’s law) 。

2005 年浙江的产业结构与台湾上世纪 80 年代

初的产业结构比较接近 ,农业的比重已降到个位数 ,

工业比重超过半数 ,比台湾 1980 年的工业比重高

10 %左右 ,而服务业比重占四成 ,比台湾 1980 年的

水平低 9 %。由此可见浙江已经基本纠正了扭曲的

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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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湾与浙江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变化 1951 —2005 年 %

台湾 浙江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51 年 3212 2111 4617 - - -

1960 年 2812 2614 4617 - - -

1970 年 1513 3610 4818 - - -

1978 年 912 4314 4714 3811 4313 1817

1980 年 715 4315 4910 3519 4617 1714

1986 年 514 4418 4918 2711 4610 2619

1989 年 417 3916 5517 2418 4515 2917

1990 年 410 3814 5716 2419 4511 3010

1995 年 313 3218 6319 1515 5211 3214

1998 年 214 3112 6614 1211 5418 3312

2000 年 210 2911 6819 1013 5313 3614

2003 年 117 2616 7118 714 5215 4011

2005 年 117 2510 7313 616 5314 4010

　　资料来源 :台湾数据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统计资料整理 ,浙江数据来源为《浙江省统计年鉴 2006 年》。

　　从人均 GDP 来看 ,浙江省 2005 年达到 27 703

元 (当年价格) ,按 2000 年不变价格计算为 2 993 美

元 ,大致处在台湾 1970 年的水平①。考虑到官方汇

率不足以反映真实的经济发展水平 ,我们使用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 ( IMF)和世界银行建议采用的购买力

平价 ( PPP) 来换算 ,得到浙江省 2005 年人均 GDP

为 12 445 美元 (2000 年不变价格) ②。同样根据购

买力平价计算 ,台湾 1989 年人均 GDP 为 12 438 美

元 (2000 年不变价格) ③。这说明浙江 2005 年的人

均 GDP 水平与台湾 1989 年的水平非常接近。

注 : ①美元平减指数来源为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署统计资料。

②根据 IMF 提供的统计资料 ,2005 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民币汇率为 1 美元 = 11 97 元人民币。

③ IMF 的统计资料提供了台湾历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数据。

④该条例于 1989 年废止 ,取而代之的是 1991 年开始实施的“促进产业升级条例”。

上述分析表明 ,浙江 2005 年的经济发展水平已

经达到台湾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水平 ,而产业结构

与台湾 80 年代初的产业结构也较为接近。而台湾

80 年代的产业结构变迁恰好经历了一个产业升级

过程 ,表现为传统产业向高科技产业升级 ,劳动密集

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 ,轻工

业向重工业升级 ,而服务业比重在不断提高的同时

也开始向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倾斜。台湾的经验可以

为浙江省下一步的产业升级提供丰富的借鉴。

2 　台湾产业结构变迁的阶段与战略

台湾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迁大

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这四个阶段台湾当局采取了

不同的发展战略 ,下面我们逐一分析[2 ] :

211 　进口替代阶段( 20 世纪 50 年代)

大多数工业化经济都会经历一个进口替代阶

段 ,台湾也不例外。当局为了迅速恢复经济 ,充裕岛

内物资供应 ,开始实施进口替代战略 (内向型战略) ,

相应的措施包括 :推动土地改革 (1949 —1953 年) ,

编制和实行“经济建设四年计划”(从 1953 年开始) ,

对进出口贸易进行严格管制 ,大力发展食品等民生

工业。经过这一阶段 ,台湾农业占 GDP 的比重从

1951 年 3212 %下降为 1960 年的 2812 % ,而工业的

比重从 2111 %上升至 2614 % ,其中制造业的比重由

1417 %上升到 1818 %。工业的上升主要来自制造

业的发展 ,而制造业的发展又主要依赖于食品加工

等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发展。

212 　出口导向阶段( 20 世纪 60 —70 年代)

随着岛内的经济复苏和发展 ,台湾当局改变了

原先的内向型发展战略 ,从 50 年代末开始实施所谓

的出口导向战略 (外向型战略) ,希望根据台湾拥有

充裕而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同时利用发达工业

国家向外转移成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遇 ,

发展纺织等轻工业产品加工出口 ,加入国际分工体

系 ,获取比较利益。具体措施包括 :放松经济管制 ,

实行“计划性自由经济”;实施“奖励投资条例”(1960

年) ④ ;实行促进出口 ,扩大外销的贸易政策 ,并设立

加工出口区 (1966 年) 。至 1970 年 ,台湾工业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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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3610 % ,其中制造业比重 2815 % ,已经初步实

现了工业化。进入 70 年代 ,当局开始促进工业内部

结构的转换 ,即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变 ,大力发展石

化和钢铁工业 ,相应采取了实施“十大建设计划”

(1971 年)和成立“工业技术研究院”(1974 年) 等措

施。至 1980 年 ,台湾工业比重上升到 4315 % ,其中

制造业比重为 3413 % ,而农业的比重萎缩为 715 %。

213 　产业升级阶段( 20 世纪 80 —90 年代)

70 年代后期台湾岛内外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

变化 ,一方面台湾岛内劳动力成本提高 ,另一方面东

南亚国家及中国大陆的轻工业迅速发展起来 ,挤压

了台湾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市场 ,台湾逐渐丧失

了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比较优势 ;而 70 年代

的两次石油危机也限制了台湾重化工业的发展。台

湾当局开始寻求新的产业布局 ,促进产业升级。

1979 年 ,当局根据岛内外的经济形势和发达国家的

发展经验 ,召开了“第一次科技大会”,宣布重点发展

附加值高、能源密集度低的技术密集产业 ,并将资

讯、电子、电机、机械、运输工具等产业确定为策略性

工业①。会后通过了《科学技术发展方案》,将科技

作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并选择能源、材料、资讯和

自动化为重点科技。同年台湾还成立了“资讯工业

策进会”,具体负责培训资讯产业专业人才和汇集有

关资料 ,并对资讯产业科研活动进行大规模投资。

1980 年 ,台湾新竹科学园区建立 ,成为半导体、计算

机等高科技企业成长的摇篮。1982 年 ,当局开始推

动“资讯工业部门发展计划”,全面促进资讯工业的

发展。进入 90 年代 ,当局进一步实施了“促进产业

升级条例”(1991 年) 和“国建六年计划”(1991 年) ,

以市场潜力大、产业关联性大、附加值高、技术层次

高、污染程度低、能源依存度低为原则 ,将通讯、资

讯、消费性电子、半导体、精密机械与自动化、航天、

高级材料、特用化学与制药、医疗保健及污染防治产

业作为十大新兴工业重点发展。我们将上述发展战

略称为“科技导向”战略。这一阶段台湾开始进入后

工业化时代 ,工业比重在 1986 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4418 %(其中制造业比重 3716 %) 后开始逐渐下降 ,

至 2000 年降为 2911 % (其中制造业比重 2318 %) ;

而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 ,从 1980 年的 4918 %上升

到 2000 年的 6819 %。这一阶段台湾产业结构最大

的变化出现在制造业内部 ,表现出了一个层次分明

的产业升级趋势 ,即技术密集型工业的不断上升和

劳动密集型工业的不断下降。台湾的制造业内部分

为四个部门 :民生工业 (代表劳动密集型工业) ,资讯

电子工业 (代表技术密集型工业) ,化学工业和金属

机械工业 (代表资本密集型工业) 。如图 1 所示 ,80

年代以来 ,作为劳动密集型工业代表的民生工业产

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下降 ,而作为技术密

集型工业代表的资讯电子工业产值的比重则不断上

升 (2000 年达到 37 %) 。

图表来源 :台湾“经济研究院”资料。

图 1 　台湾制造业四大部门工业产值比重变化趋势 ( %)

注 : ①英语“information”(信息)在台湾译作“资讯”,下同。

　　与此同时 ,台湾重工业总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

的比重也不断上升 ,1988 年达到 5113 % ,台湾历史

上第一次超过 50 % ,1990 年达到 5413 % ,2000 年进

一步提高到 7511 % ,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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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台湾重工业总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变化 :1986 - 2005 年 %

1986 年 1988 年 1990 年 1995 年 2000 年 2005 年

比重 4710 5113 5413 6513 7511 8213

　　资料来源 :台湾“经济部”统计处统计资料。

　　上述分析表明 ,1980 —1990 年代 ,台湾的产业

结构在当局实施科技导向发展战略的引导下 ,走出

了一条层次分明的产业升级路径。我们将这一阶段

称为产业升级阶段。

214 　知识经济阶段( 21 世纪初)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对台湾经济产生了

巨大冲击 ,产业结构面临深层次的调整。同时美国

等发达国家“新经济”(知识经济)的发展也为台湾进

一步的产业升级指明了方向。台湾当局有意识地开

始推行“知识导向”发展战略 ,大力发展知识经济 ,具

体措施包括 :出台并实施“知识经济发展方案”(2000

年) ,“挑战 2008 国家发展重点计划”(2002 年) 和

“服务业行动纲领及行动方案”(2004 年) 等经济规

划 ,积极推动创新研发和产品高附加值化 ,运用现代

科技改造传统产业 ,并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简称知识型服务业) ,使之逐渐替代制造业成为台

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促进台湾产业结构的又一次

升级。2005 年台湾的工业比重下降为 2510 % ,其中

制造业比重 2114 % ;服务业比重上升为 7313 % ,其

中知识型服务业比重达到 3217 %①。

3 　浙江产业结构的特征及台湾经验的
启示

　　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表明浙江现行的三次产业结

构与人均 GDP 水平同台湾 80 年代的水平较为接

近 ,而第二部分的分析表明 ,台湾经济从 1986 年开

始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 ,并成功实现了产业升级。

因此台湾的经验能够为浙江下一步的产业结构提供

丰富的借鉴。

311 　浙江产业结构的特征

注 : ①关于台湾知识型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均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的最新统计资料计算得到 ,与实际统计数据可能有所误差 ,下同。

②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 2006 年》,第二产业包括工业 (采掘业、制造业和水、电、煤气供应业)和建筑业 ,本文将第二产业统称为工业 ,如没

有特殊说明 ,下同。

③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 2006 年》有关数据计算得到 ,与实际统计数据可能有所误差。

我们首先考察浙江省现行产业结构的特征以及

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以 2005 年为例) ,并与台湾的

相应时期进行比较分析。

31111 　工业产值以及结构

2005 年浙江省实现工业产值 (增加值 ) 7

166115 亿元 (含建筑业 ,下同) ② ,占 GDP 的比重为

5314 % ,这说明浙江的工业比重是偏高的 ,其中制造

业增加值 5 861162 万元 , 占 GDP 的比重达到

4316 % ,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

重点考察制造业内部的结构 ,参照台湾的分类

法 ,将制造业划分为金属机械、资讯电子、化学和民

生工业四大部门。鉴于可取得数据的限制 ,笔者将

集中分析全部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情

况。2005 年浙江省国有和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制造

业总产值 21 287 亿元 ,其中金属机械工业产值占比

2612 % ;资讯电子工业占比 1418 % ;化学工业占比

2719 % ;民生工业占比 3111 %。民生工业所占比重

最大 ,特别是其中纺织和服装鞋帽业总产值达到 3

895 亿元 ,占 1813 % ,说明浙江省制造业内部仍以劳

动密集型工业为主 ,而以资讯电子工业为代表的技

术密集型工业比重仍是最小的。从轻重工业比重来

看 ,浙江省 2005 年国有和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制造业

总产值 21 287 亿元 ,其中轻工业 10 626 亿元 ,重工

业 10 661 亿元 ,重工业占比 5011 %。工业发展水平

与台湾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水平非常接近。

31112 　服务业产值及其结构

浙江省 2005 年服务业产值 5 379 亿元 ,占 GDP

比重 40 % ,说明浙江服务业整体产值的比重是偏低

的。在服务业内部 ,知识型服务业产值 3 293 亿元 ,

占 GDP 比重 2415 %③ ,其中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金

融业 ,房地产业 ,教育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

业。[3 ]相对服务业整体产值较低而言 ,浙江省知识型

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还是比较高的 ,已经达到了台

湾 80 年代后期的水平 (台湾知识型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 1988 年为 2217 %) ,这应该归功于浙江省良

好的经济环境以及政府对于人才、教育和研发的鼓

励。

31113 　三次产业的产值与就业结构

浙江 2005 年三次产业产值比例为 616 : 5314 :

4010 ,相应的就业比例为 2415 : 4511 : 3014 ,产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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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比例严重扭曲 ,特别是农业 ,不足 7 %的产值竟

然吸收了四分之一的就业人口 ,而工业和服务业的

就业比重都是偏低的。这一状况与台湾 80 年代初

的水平是比较接近的 ,1980 年台湾农业的就业比重

为 1915 % ,而产业比重为 715 % ,就业比与产值比的

差额达到了 12 % ,经过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 ,2005

年这一差额缩小到了 4 %。

312 　台湾经验对于浙江产业升级的启示

众所周知 ,政府在制定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时 ,

应当遵循比较优势原则 ,但正如蔡 　和林毅夫所强

调的 ,成功的产业政策应该要反映经济的动态比较

优势[ 4 ] 。这实际也是台湾产业升级成功的经验。那

么浙江在制定下一步的产业政策时 ,应当如何借鉴

台湾 80 年代以来产业升级的成功经验 ,并充分发挥

浙江的动态比较优势 ? 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启示。

31211 　工业结构的调整

浙江的工业比重从 1998 年以来已经略有下降 ,

但制造业内部仍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 ,轻重工业

的比重大致各占一半 ,这些指标与台湾 1986 —1988

年的水平较为接近。而台湾在 1986 年进入后工业

化阶段以后 ,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劳

动密集型工业占制造业的比重不断下降 ,而技术密

集型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同时其重工业产值占制

造业比重也越来越高。

对于浙江而言 ,过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在于发

挥了拥有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但是随着人均

GDP 的提高 ,劳动力成本已经逐渐提高 ,浙江将逐

步丧失拥有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相应的 ,随着经

济水平和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 ,浙江在资本和技术

方面的比较优势将逐步显现出来。因此浙江下一步

的产业政策应当充分体现这种比较优势的动态变

化 ,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工业 ,严格控制劳动密集型

工业 ,同时在合理利用资源和控制环境污染的前提

下 ,适当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 ,提高重工业比

重[5 ] 。

31212 　发展服务业

2005 年浙江服务业产值的比重为 40 % ,比台湾

1980 年的水平还要低 9 %。目前台湾的服务业比重

已经超过 70 %。根据台湾的经验 ,浙江省应该将大

力发展服务业 ,提高服务业比重。但是要发展服务

业 ,必须要从供需两个方面来加以推动。如果仅仅

发展供给 ,而没有相应的需求加以配套 ,服务业是难

以获得长足发展的。随着浙江人均 GDP 和居民生

活水平的的不断上升 ,对于服务业的潜在需求是巨

大的 ,只要政府能够采取合适的宏观调控政策对消

费需求加以刺激 ,潜在需求将会转化为实际需求 ,进

而推动服务业的发展。

31213 　纠正扭曲的就业结构

浙江现阶段的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之间存在的

较为严重的扭曲。纠正扭曲的就业结构是政府亟需

解决的一个难题。通过借鉴台湾的经验 ,我们认为 ,

浙江可以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改善服务业结构来

调整扭曲的就业结构。首先 ,要通过发展服务业来

吸收农业领域过剩的劳动力 ,其次要避免台湾服务

业产值发展同时没有能够产生足够就业岗位的现象

出现。因此浙江在大力发展服务业的同时 ,需要改

善服务业的结构。两类服务业应该得到鼓励 ,第一

类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 ,用以解决就业问题 ,第二

类是产品附加值高 ,知识含量高的知识密集型服务

业 ,体现浙江的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对于那些既

具有知识密集特征 ,又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服

务业要给予重点支持。

4 　结论

本文通过比较浙江与台湾的产业结构 ,发现浙

江当前的产业发展阶段大致处在台湾 20 世纪 80 年

代的水平。鉴于浙江与台湾在地理位置、资源秉赋、

文化根基和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较大的相似

性 ,我们认为台湾 80 年代以来产业升级的经验可以

为浙江的下一步产业升级和产业政策制定提供丰富

的借鉴。据此 ,本文重点考察了台湾产业结构升级

阶段的特点与经验 ,以及浙江现行产业结构存在的

各种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若干台湾经验对于

浙江产业升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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