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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西藏产业结构的演进特征与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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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22<2<"
19!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2220>?

摘 要 ! 采 用 产 业 经 济 学 # 计 量 经 济 学 # 统 计 学 和 %+, 中 的 相 关 方 法 和 技 术 ! 对 西 藏

<>@<A1220 年期间产业结构演进的特征进行 了 定 量 评 价$ 分 析 了 <>@<A1220 年 西 藏 产 业 结 构

演进的四个阶段及其特征! 利用指标计算分析了三次产业及其内部结构% 就业产业结构# 产

业 结 构 升 级 转 换 等 层 面 的 动 态 演 进 过 程 ! 然 后 运 用 偏 离&份 额 分 析 法 =,,B?C 计 算 了

<>3@A<>D0 年% <>D@A<>>0 年和 <>>@A1220 年三个代表时段产业结构演进的数量特征! 并结合

%+, 方法分析了西藏农林牧渔业产业重心的时空动态演进过程$ 最后! 归纳出西藏产业结构

演进的主要驱动力是需求结构约束% 资源禀赋差异% 政府引导的巨大作用和潜力较大的高原

特色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并针对性地提出了 ’优化第三产业结构! 保证第一产业发展! 重点

扶持第二产业( 的对策$
关键词! 产业结构演进" 偏离&份额分析法" 产业重心分析法" 西藏

<!!! !引言

产业结构演进是指产业发展过程中其结构和内容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提高 E<F$ 大量
学者对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及其演进进行过研究! 以试图揭示其
一般性规律E1F$ 经典研究如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并在之后被广泛证实的 ’佩蒂&克拉
克( 定理! 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在工业内部结构演变规律方面的 ’霍夫曼定理(! 法国经
济学家佩鲁的 ’增长极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多国 ’结构演变模型( 统计分
析!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 ’主导产业扩散效应论( 以及美国学者钱纳里的经济发展与
结构变动 ’标准形式( 等$ 此外! 较有影响的还有日本学者莜原三代平的 ’动态比较费
用论( 和赤松要的 ’雁形形态论(! 以及近年来经济学和地理学领域的重要学者迈克尔9波
特% 保罗9克鲁格曼% 林毅夫等人关于产业结构演进的理论$ 在对产业结构演进特征及其
机理的分析方面!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资 EG8C0F% 贸易E@F% 制度 E.F% 技术创
新 E38C>C<2F和区域要素禀赋 E.8C<1F等驱动因素对产业结构演进的作用! 及其传导机制 E<GF% 演进模
式 E<0F与路径 E<@F! 以及产业结构演进的理论探讨 E38CDC <1F% 行业或区域实证 E<G8C <.H<>F% 生态环境效
应E12F及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E1<8C11F等方面$

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基础和核心! 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 同时也
关系到生态环境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优劣$ 因此! 研究一国或一地区的产业结构演进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试图以我国西藏自治区为例! 探讨其自 <>@< 年和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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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到 ’((! 年期间产业结构演进的特征与机理"
西藏位于青藏高原西南部# 平均海拔在 !(((") 以上$ 自然和人文环境独特% 生态脆

弱$ 对我国具有重要的政治% 经济和生态战略意义$ 但这同时也决定了其产业结构的特
殊性*’+," -$%-&’((! 年间$ 西藏历经民主改革% 改革开放% 中央三次西藏工作会议等几次
标志性事件$ 经济社会发展异常迅速$ 产业结构演进过程复杂" 随着西部地区的逐渐开
发尤其是青藏铁路的开通$ 西藏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基于这一形势$ 科
学地总结产业结构演进的历史特征及其机理$ 对指导西藏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
整$ 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 ..分析方法和数据来源

’/-"" "产业结构演进评价指标

!"#"$ 产业结构熵 ! 熵是物理学中的重要概念$ 后来在信息经济学中被借以衡量不确
定性% 事件无序程度或指标离散程度等" 产业结构分析中借用产业结构熵*’-,来描述产业结
构系统演进的状态$ 即!

! 0"1
"

# 0 -
!$%234$% 5-6

式中! $% 为第 % 种产业的权重$ " 表示有 " 种产业"
!%$"! 多样化指数 多样化指数 *-%,可以用来衡量产业内部结构的多样化程度" 例如对
第一产业$ 就是指历年来种植业% 林业% 牧业% 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等各自比重变化
所反映的多样化情况$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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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为各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
!"$"& 产 业 结 构 相 似 度 指 数 ’%( 由 联 合 国 工 业 发 展 组 织 国 际 工 业 研 究 中 心 提 出 的 指
数 *’%,$ 以某一经济区域的产业结构为标准$ 通过计算相似系数$ 将两地产业结构进行比
较$ 以确定被比较区域的产业结构$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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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表示产业部门$ &%) 和 &() 分别表示区域 % 和区域 ( 各产业所占比重"
!%$%’ 就业产业结构偏离度 !- 和偏差系数 !’

*’9," " " " "伴随产业结构的转变$ 就业结构也随
之发生变化$ 劳动力由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高的部门转移" 就业产业结构偏离度为正值
表明产值比重大于就业比重$ 其绝对值越小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展越平衡$ 为零时两
者均衡& 偏差系数越大$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差距越大$ 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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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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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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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 为第 % 产业 ;<= 产值所占比重$ -% :- 为第 % 产业就业人员数所占比重’
!%$%( 产业结构转换速度系数 . 和产业结构转换方向系数 "%*’>,7 7 7 7 7根据罗斯托的主导产业
扩散效应论$ 把区内各产业增长速度的差异作为衡量一个地区产业结构转换速度的指标

.$ 同时构建产业结构转换方向系数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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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和 !# 是 " 产业和 $%& 年均增速" $" 是 " 产业占 $%& 的比重" !" 为 " 产业结构变
动系数#
!"! 产业结构演进分析方法

!"!"# 偏离$份额分析法 偏离$份额分析法 ’()*+,-()./0#10,)23" 缩写为 ((14#是一
种在国外被广泛用于分析产业结构变化和区域经济差距的数学方法% 其基本原理是! 在
选定时间范围和背景区域内" 把区域经济变化看作一个动态过程" 以其所处的更大区域
的经济发展为参照系" 将区域自身经济总量在某一时期的变动分解为份额分量 %& 结构
分量 & 和竞争力分量 ’ 三部分#

具体计算过程5"67! 西藏和全国 $%&8分别用 (& ) 表示" 各时期基期均设为 9" 末期为

*" 将区域经济划分为 + 个部门用 # 表示" 即以 (#:#9& (#:# *" )#:#9& )#:# * ;# <#=" "" >48分别代表
西藏和全国三次产业部门在基期和末期的增加值# 则西藏第 # 产业部门在某时期基期至

末期间变化率为 ,# <8 (#:8 * ! (#:89
(#:89

8 ;# <8=" "" >4" 同理计算 -## 以全国各产业部门所占份额

将西藏各产业部门的规模标准化为 (?# <# (9’)#:#9

)9
# # ;# <#=" "" >4# 将西藏某时期基期至末

期间每个产业部门的增长量设为 .#" 三个分量设为 %#" &#" ’#" 则 .# <#%# @#&# @#’#" 其中

%# <#(A#’-#" &# <# ;(#:#9#! (A# 4’-#" ’# <#(#:#9’ ;,# ! -#4# 其中" 份额分量 %# 代表全国平均增长

效应" 指西藏标准化的产业部门按全国平均增长率发展所产生的变化量# 结构偏离分量

&# 代表产业结构效应" 指西藏产业部门比重与全国该部门比重差异引起的该部门增长相
对全国标准产生的偏差" 其值越大" 说明部门结构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越大# 区域竞
争力偏离分量 ’# 代表区域份额效应" 指西藏与全国同一部门增长速度不同引起的偏差"
反映了西藏该部门相对于全国的竞争能力" 其值越大" 说明 # 部门竞争力对经济增长的
作用越大# 综上" 西藏总的经济增长量 . 则可以写为!

. <#% @#& @#’ <#
+

# < =
!(A#’-# @#

+

# < =
!;(#:#9 #! (A# 4’-# @#

+

" < =
!(#:#9’;,# ! -# 4# # ;!4

西藏三次产业占全国相应部门比重在基期和末期分别为 /#:#9 # <#
(#:#9
)#:#9

和 /#:# * <# (#:# *
)#:# *

"

则西藏与全国的相对增长率可以由下式 ;B4#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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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2 和 3 分别代表结构效果指数和区域竞争效果指数#
!"!"! 产业重心分析法! 借鉴力学原理" 定义区域重心的概念如下! 假设某一个区
域由几个小区单元构成" 其中第 " 个小区单元的中心坐标为 ;4"" 5"4" 6" 为该小区单元某
种属性意义下的 (重量) ;如人口& $%&& 产业产值等4" 则该属性意义下的区域重心坐标
为5"C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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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若属性值 $# 为各小区单元的面积" 则空间均值 ,!" &.+就是区域的几何中心#
产业重心就是指在区域内各产业经济子矢量的合力点" 其变动反映地域产业演进变化轨
迹#
!"# 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选取西藏 /0 个县 ,市.+为分析单元" *$%*&’((! 年为分析时限# 下文如无特殊说
明" 全国社会经济数据和西藏 *$%*&*$/- 年社会经济数据来自 $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
料汇编%" *$/-&’((! 年数据来自各年 $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和$西藏统计年鉴%&

123 底图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环境数据中心 *4!(( 万西藏分县底
图& 在产业重心演进分析中" 采取了区域重心求算时常用的方法" 也就是求算一个较大
的行政区域即西藏自治区的产业重心时" 可以将 5%#" ’#.+取为各次级行政区域单元即 /0
个县 ,市.+行政单元所在地的坐标" 并在 678123 软件中利用查询工具得到&

09++ +*$%*&’((! 年西藏产业结构演进分析

#"$ 产业结构演进阶段及总体特征

自 *$%* 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 西藏逐渐形成了农牧业为主’ 工业特色明显和第三产
业快速发展的现代产业结构# *$%* 年到 ’((! 年 %! 年间" 西藏产业结构的演进可以大致
划分为四个阶段:0(;+ ,表 *.!

但是" 总的来说西藏经济发展尚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过渡的转型期"
产业结构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第一产业比例过重’ 产出效益低" 传统农牧业为主的经
济结构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第二产业比重偏小" 主要为规模小’ 科技含量低的中小型
工业及建筑业" 重工业以采掘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为主" 轻工业中以传统藏药业’ 饮
料食品业为支柱" 现代工业极不发达( 第三产业比重较高" 但其中的主导行业层次甚低"
主要是交通通讯特殊和庞大的公共服务部门造成" 高比例与内部结构不相协调&
#%! 产业结构演进的动态分析

从图 * 可以看出" *$%*&’((! 年西藏产业结构演进的总趋势是! < 第一产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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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西藏产业结构演进的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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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的比重长期处于
较 高 水 平! 但 呈 明 显 下 降
趋势! 到 "’()#年起更成为
比重最低的产业" * 第二
产业增加值在 $%&+中的比
重 在 "( 世 纪 !(# 年 代 仍 处
于最低水平! 经过 ,(#年代
填 补 空 白# -./- 年 收 缩 调
整# 改 革 开 放 后 效 益 大 面
积 下 滑 等 几 轮 起 伏 后 ! /(+
年 代 中 # 后 期 走 上 了 稳 步
发 展 的 道 路 ! 整 体 呈 上 升
趋势! 到 "(()+年首次超过
一产比重" 0 第三产业增
加值在 $%&+中的比重在计
划 经 济 体 制 下 长 期 处 于
"(12"3+ 4之 间 " -./5# 年
以 后 ! 由 于 经 济 体 制 转 轨
和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需 要 ! 三
产 比 重 迅 速 上 升! -..,#年
跃居三次产业比重的首位"
!"#"$ 三次产业及其内部结
构 动 态 演 进 根 据 式 6-78
计 算 了 西 藏 -.3-2"((5 年
产 业 结 构 熵 $图 "%! 从 图
中 可 以 看 出 & 与 西 藏 产 业
结 构 演 进 几 个 主 要 阶 段 的
变 化 相 同 ! 产 业 结 构 熵 也
呈 现 出 明 显 的 起 伏 波 动 "
-.3- 年 和 平 解 放 时 ! 西 藏
产业门类较少# 增长几乎停滞! 此后几年产业结构熵值迅速增加! -.!( 年达到一个峰值"
之 后 产 业 结 构 熵 的 波 动 可 以 明 显 看 出 -.!-2-.,. 年 # -./(2-./5 年 # -./32-..3 年 #
-..!2"((5 年几个清晰的阶段! 前三轮波动都是熵值缓慢增加! -..3 年后熵值逐渐减小"
结合上文产业发展阶段的划分可知! 这正是政策调整和社会经济变革在产业结构演进领
域的反映! 且 -..3 年以后西藏产业结构演进逐渐向着越来越有序的方向进行"

三次产业内部演进动态& 9 农业一直是西藏产业经济中最要要的组成部分! 根据式
6"7#计算 -.3-2"((5 年西藏农业内部结构即种植业# 林业# 牧业# 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
的多样化指数如图 ) 所示" -.,/ 年以后农林牧渔总产值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 尤 其
-..5 年以后总量急剧上升! 而农业多样化指数 35 年来一直呈现缓慢上升趋势! 农业内部
结构趋于优化" : 第二产业在西藏三次产业发展和变动过程中处于非主导地位 6图 )7!
其发展主要依靠建筑业和传统民族手工业! 缺乏高速增长的过程" 由区内资源基础决定
的工业结构差距巨大! 工业特别是加工工业始终未能成为西藏经济的主导产业" ; 西藏
第三产业的超高速发展说明不了西藏经济的现代化程度! 因为它不是产业经济自然演进
的结果! 而是源于政策和投资的强力拉动! 特别是中央财政直接补贴! 表现为服务于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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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 年西藏三次产业结构演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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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 年西藏产业结构熵变化情况

<=>?#"##PAID>CG#MQ# =DEFGHB=IJ#GHBFKHFBC#CDHBMRS# =D#@=NCH#6-.3-O"((57

)!/



!"! 刘 刚 等! #$%#&’((! 年西藏产业结构的演进特征与机理

费的粗放经营特征" 难以形成带动
作 用 # 从 图 ! 中 可 以 看 出 "
)$*+&’((! 年 间 西 藏 第 三 产 业 发 展
和 中 央 财 政 补 助 具 有 很 强 的 相 关
性 " 相 关 系 数 达 到 (,$$’# 第 三 产
业每增加 ) 万元" 需要中央直接补
贴达 )-’+*! 万元#

根据式 ./01可以计算产业内部
结构演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产业
结构相似度# 西藏长时间奉行 $学
习内地% 和 $追赶汉族% 的产业经
济政策" $重农轻牧% 的思想不利
于西藏农牧产业发展" 造成了西藏
农业产业结构与内地严重的 $同构
化% 2/)3& 图 % 为西藏与全国平均产
业结构相似度指数的变化" 由图可见其相似指数几乎全部介于 (-+4) 之间" 近年来更是略
有上升的趋势& 若单独计算西藏农业与全国平均农业产业结构相似度指数" 其值无疑会
更高&
!"#"$ 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动态演进 西藏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极不对称" 就业结构未
随产业结构重大变化而相应变化& )$%) 年来就业结构变化很小" 劳动力的产业间转移在
)$$!1年后才较显著" 且主要向第三产业转移& 三大产业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分别呈现

$三二一% 和 $一三二% 特点&
根据式 .!01计算" 第一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为负值 .图 50" 说明其产值比重小于就业

比重’ 相反" 第二( 三产业产值比重大于就业比重& 同时" 第一( 三产业结构偏离度变
化相对平缓" 且两者绝对值逐渐增大" 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间不均衡程度越来越大’ 第
二产业结构偏离度波动较大" 整体上却呈现绝对值逐渐减小的趋势" 就业( 产业发展均
衡度逐渐提高& 这种均衡度的提高或降低可以用图 * 中的偏差系数来表示" )$*+&’((! 年
西藏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总差距在缓慢变大" 调整两者的结构比仍然是一项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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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年西藏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和农业内部多样化指数

678-1/1197:;<18=>??">@<A@<"BCD@;">E"EC=F7G8H1E>=;?<=IH1CG7FCD1J@?:CGK=I1CGK1E7?J;=I1CGK1 <J;111 7GK;L1>E1 7GG;=1
C8=7M@D<@=;1.)$%)4’((!0

y = 1.2874x + 1.3088
R� = 0.984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 (��)

�
	


�
�


 (
�
�

)

图 !11)$*+&’((! 年中央财政补贴对

西藏产业发展影响的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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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结构升级转换动态
演进 罗斯托 的 主 导 产 业 论
指出! 主导部门和优势产业的
存在导致地区内各产业增长速
度的差异! 这种差异越大! 该
地区产业结构转换越快" 若区
内各产业增长速度相当! 则转
换就较慢# 根据式 $%&#计算西
藏不同阶段产业结构转换速度
系数和方向系数 ’表 "&! 可以
看 出$ ( )*%)+",,- 年 期 间!
产业发展初期和末期结构转换
速 度 最 快! 尤 其 是 )**- 年 以
后! 经济总量急剧增加% 积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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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西藏与全国平均产业结构相似度指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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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G+",,- 年西藏三次产业就业产业结构偏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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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FG+",,- 年西藏就业产业结构偏差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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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刚 等! #$%#&’((! 年西藏产业结构的演进特征与机理

能力增强" 旅游# 藏医 药 等 新 兴 优 势
产业逐渐形成规 模" 产 业 转 换 速 度 系
数 达 到 ()’(*$" 高 于 同 时 期 西 部 省 份
的平均水平$ + 在不同阶段" 一直小
于 , 且 存 在 一 个 先 升 后 降 的 过 程" 而
一 直 大 于 , 且 在 波 动 中 保 持 基 本 稳
定" 存在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 但总的来看一产比例降低% 二三产比例上升的大趋势很
明显" 尤其是 ,$$! 年以后的发展趋势说明西藏正处在产业结构从较低水平向高水平演进
的工业化过程中" 产业结构转换方向合理&
!"#"$ 几个典型时段 --. 法产业结构演进 --. 法的计算基期一般取 % 年或 ,( 年" 跟
据上文分析" 本文选取 ,$/%&,$*! 年% ,$*%&,$$! 年和 ,$$%&’((! 年三个间隔各为 ,( 年
的代表性时段依据式 012% 式 0/2"予以计算& 结果如表 3% 表 ! 所示&

从全国份额分量来看" 三次产业均为全国性增长部门& 从西藏的实际情况看" 第一
产业除 ,$*%&,$$! 年期间总增量小于全国份额分量 0总偏离为 4,152"外" 其余两个时段分
别超过全国份额分量 !!5% !$5" 近 3( 年来西藏农业增长略高于全国增长水平& 第二产
业增长则大大低于全国水平" ,$/%&,$*! 年% ,$*%&,$$! 年期间总偏离分别高达 4,,15和
4,(3%5" 只有 ,$$% 年后工业增长才基本和全国持平& 第三产业增长只有 ,$/%&,$*! 年期
间低于全国份额分量" 总体增长情况良好" 尤其是 ,$$%&’((! 年间高出全国份额分量达

3!*5之多&
对于结构偏离分量" 三个时期情况类似" 即第一产业% 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分量均

为正值" 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分量为负值& 说明西藏的产业结构一直是靠着传统的农牧
业和结构性矛盾较大的第三产业在发展演进& 但是从表 ! 中的 6 指数来看" 这种结构正

�� 1951~1959 1960~1978 1979~1984 1985~1994 1995~2004 

������	
 0.1743 0.0345 0.0154 0.0283 0.2089 

�� 0.9690 0.9925 0.9954 0.9919 0.9310 

�� 1.7613 1.0035 0.9510 0.9997 1.0135 

���� 

�	
 

�� 1.2187 1.0171 1.0512 1.0115 1.0430 
 

表 # %&’%(#))$ 年西藏不同时段产业结构转换速度系数和方向系数

*+,- . / +01 20134 56 201789:; 3<5=79250 20 12663:309 >3:2518 20 *2,39 ?%&’%@.))$A

�� ���� ��	 

  G�    �	
 

��� 

�� N� ���� 

�� P� ����� 

�� D� ��� 

  (PD)�    �	
 

����   3.53 124  2.27 1.61 -0.35 1.26 44 

����   1.73 162  2.98 -1.62 0.37 -1.25 -116 

����   3.28 269  1.91 0.16 1.21 1.37 112 

1975~1984 

��   8.54 166  7.16 0.15 1.23 1.38 27 

����  12.23 138 13.67 10.37 -11.81 -1.44 -16 

����   4.84 157 36.72 -21.95 -9.93 -31.88 -1035 

����  11.01 190 24.49 3.62 -17.10 -13.48 -232 

1985~1994 

��  28.08 158 74.88 -7.96 -38.84 -46.80 -263 

����  19.91  85  8.44 8.80 2.67 11.47 49 

����  44.29 332 42.00 -21.51 23.80 2.30 17 

����  91.40 476 24.61 2.90 63.89 66.79 348 

1995~2004 

�� 155.60 134 75.05 -9.80 90.36 80.55 144 
 

表 ! B&C’(.))$ 年西藏不同时段偏离!份额分析 ?单位D 亿元" EA
*+," ! FFG +0+=;828 56 12663:309 >3:2518 20 B&C’@.))$

�� ����� L �	
��W ����� u 

1975~1984 1.6148 0.9252 1.7454 

1985~1994 0.4949 0.9141 0.5414 

1995~2004 0.8215 1.0126 0.8113 
 

表 $ B&C’(.))$ 年不同时段西藏 H# I 和 7 值

*+,- $ HJ I +01 7 56 *2,39 20 12663:309 >3:2518 KB&C’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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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并不十分明显! 落后的工业产业严重制约着西藏产业结构的演进"
从竞争力偏离分量角度来看! $%%& 年之前的两个时期三次产业均为负值或很小的正

值! 说明这时西藏总体竞争力是下降的! 尤其是 ’%()*’%%& 年期间三产总竞争力偏离量
达到+,(-(&." ’%%)*"//& 年间西藏三产特别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竞争力有所提高!
说明中央第三次工作会议对地区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效果显著"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近年来尤其是 ’%%& 年以来西藏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有所改
善! 产业竞争力有所增强! 但通过表 & 可以看到 ’%()*’%%& 年间其相对增长率为 /-("’)!
结构效果系数为 ’-/’"!! 区域竞争系数为 /-(’’,! 仅区域经济中增长快的朝阳产业部门
略有优势" 西藏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迅速发展的第三产业推动! 产业结构仍有待进一优化
调整"
!"#"$ 产 业 重 心 的 时 空 动 态 演 进
除上述通过产业结构指标分析产业
结构静态演进外! 还可以用区域重
心在时间维上的变化来表示产业结
构的时空动态演进过程" 受数据限
制 ! 本 文 仅 根 据 式 0(12 以
’%()*"//& 年 "/ 年 间 西 藏 农 林 牧
渔业产业重心演变为例做出计算和
分析"

从 图 ( 中 可 以 看 出 # ’%()2 *2
"//& 年 间 西 藏 农 林 牧 渔 产 业 重 心
主要分布在墨竹工卡县境内! 与位
于拉萨市西的西藏地理重心相隔不
远" 与其他产业一样! 西藏农林牧
渔产业的布局除受自然基础和交通
条件制约外! 政策引导起到了很大
的作用" 农林牧渔产业重心的转移
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3 年之前! 由于第一$ 二次中央西藏工作会议提出的农牧业修养
生息和 %两个长期不变& 等政策! 农林牧渔业得到极大的发展! 产业重心呈现向西转移
的趋势’ ’%(%*’%%! 年间! %一江两河& 综合开发工程开始显现效果! 产业重心主要在中
部流域附近’ ’%%(*"//& 年期间! 青藏铁路的修建工程等使得西藏和青海的联系明显加
强! 产业重心在东西波动中稳步向北推进" 总的来看 ’%()*"//& 年 "/ 年间! 西藏农林牧
渔产业重心在东西方向上稳定在 %一江两河& 中部地区经度为 %’-)" 4*%"-/" 4 的范围内
波动’ 在南北方向上经过纬度 "%-%" 5*,/-/)" 5 范围内一段时间的波动后呈现往北推进
的趋势"

&22 2西藏产业结构演进的机理分析

西藏特殊的自然$ 人文环境决定着西藏产业结构及其演进模式的特殊性" 结合上文
分析! 西藏产业结构演进的主要驱动力包括#

0’12结构和区域差异巨大的资源禀赋" 受高寒$ 高海拔和水热分异规律等因素影响!
西藏资源禀赋结构和区域差异巨大" 资源禀赋对这样的山地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演进更
具有重要的意义 6’’72,"8" 以工业为例! 或者受自然环境和资源组合条件约束! 如 "//& 年具
有优越自然条件和发达的手工业的林芝轻工业比重达 3"9! 而高海拔$ 环境恶劣的那曲

图 (22’%()*"//& 年西藏农林牧渔业产业重心演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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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刚 等! #$%#&’((! 年西藏产业结构的演进特征与机理

和阿里地区几乎没有任何轻工业" 或者受制于基础设施# 社会基础等条件$ 如西藏能源
工业至今发展水平仍较低% 同样& 近年来西藏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也与其旅游等资源禀
赋等密不可分%

)’*+独特历史和社会经济条件制约下的需求结构% 首先& 西藏消费结构长期处于 ’生
理性需求占主要地位的阶段(& 保证基本生活需要的食物生产导致一产比重处于较高水
平% 同时为保证跨越式发展& 西藏长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 且大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产业必然依赖于投资且不具造血能力% 而为保证西藏的稳定和繁荣& 大量机关) 政
党# 军队等部门的消费拉动使第三产业服务于消费和高速# 低质# 低效的粗放经营特征
明显& 难以对第一# 二产业和西藏经济形成带动作用& 并因此带来结构性矛盾和第三产
业 *虚高化( 等问题%

),*"特殊区情下体制变迁和政策引导的巨大作用% 前面已多次提到 -$%- 年) -$%$ 年)
-$./ 年) -$/! 年) -$$! 等几个标志性时间点对西藏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 尤其 -$$!+年
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西藏产业结构变动模式的转折点% 例如& ’( 世纪 /(+年代初
期 加 起 来 还 不 如 第 一 产 业 的 西 藏 二 ) 三 产 业 一 直 到 -$$,+ 年 对 012+ 的 贡 献 仍 然 才 有

%-3(4& 远低于全国 /(3-5的平均水平" 但到 ’((! 年二三产贡献率达 .$3%-6& 与全国的
差距缩小到 %3, 个百分点& 达历史最低% 政策引导作用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政府直接财
政补助% 西藏财政收入多年来依靠中央补贴& -$/$ 年之前西藏地方财政收入长年为负值&
此后 -7 年间地方财政自给率也从未超过 -(6%

)!*8起步较晚但是未来有很大潜力的高原特色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科技含量不足一直
是制约西藏农牧业和产业结构演进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但是近年来& 随着生物资源) 旅
游资源) 水资源等资源对山区经济的贡献度逐渐大于土地) 矿产和气候等传统资源9--:& 旅
游业) 藏医药业) 高原特色生物资源产业等一批绿色环保) 发展潜力大的产业开始成为
西藏经济新的增长点% 通过学习引进和自身技术创新& 实现由传统产业向轻) 薄) 短)
小) 附加值高) 符合环保的高新科技为主导产业的升级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技术创
新 这 个 产 业 结 构 演 进 最 根 本 的 主 导
动 力 的 发 展& 无 疑 将 对 未 来 西 藏 的
产 业 发 展 和 结 构 演 进 起 到 巨 大 的 推
动作用%

在 影 响 产 业 结 构 演 进 的 各 种 随
机变量和状态变量中 )图 $*& 区域资
源 禀 赋 是 决 定 产 业 结 构 演 进 的 基 础
条 件& 需 求 结 构) 技 术 进 步) 国 际
贸 易 和 政 府 发 展 战 略 与 政 策 选 择 等
是 产 业 结 构 演 进 的 外 力 诱 导 和 调 控
手 段& 技 术 创 新 能 力 才 是 最 根 本 的
主导和本源 9.:% 产业结构演进就是产
业结构现状在内外驱动力的作用下&
逐 渐 发 展 出 新 兴 主 导 产 业& 形 成 新
的 增 长 动 力 和 更 高 级 合 理 的 组 织 形
式& 从 而 使 产 业 的 结 构 与 内 容 在 质
量 和 数 量 上 都 向 更 优 方 向 发 展% 产
业 结 构 演 进 有 压 缩 型) 多 增 长 点 共
荣 型) 平 稳 渐 进 和 倾 斜 跃 升 型) 市
场 主 导 和 政 府 主 导 型) 外 向 带 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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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产业结构演进的驱动力) 机理与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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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模式$%&’! 大体上可以归纳为诱致性演进和政策性演进两条路径" 总的来看! 西藏产业
结构演进! 就是西藏以传统农牧业# 手工业等为主的产业结构在区域资源禀赋基础上!
由于西藏独特的需求结构# 强力政策引导和技术创新等因素的驱动! 信息# 旅游# 生物
等新兴产业逐渐形成! 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以政策性演进为主# 诱致性演进为辅的
过程"

(##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产业结构熵等产业结构演进指标计算和 ))* 及产业重心分析等手段! 分析
了%+(%,"--& 年西藏产业结构演进的特征及其机理! 其主要结论如下$

.%/# %+(%,"--& 年 西 藏 产 业 结 构 演 进 可 以 被 划 分 为 %+(%,%+(+ 年 # %+!-,%+01 年 #
%+0+,%++2 年# %++&,"--& 年 & 个阶段" 政策因素对西藏产业结构演进影响巨大! 尤其是
%++& 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西藏产业结构演进模式的转折点" 产业结构熵值经
过几段波动! 在 %++( 年后逐渐减小! 产业结构演进逐渐向着越来越有序的方向进行"

."/#%+(%,"--& 年西藏第一产业以传统农牧业为主# 呈明显下降趋势! 农业内部结构
总体趋于优化! 但是长期 %学习内地& 等政策带来的农业产业结构 %同构化& 问题值得
注意" 第二产业比重偏小# 整体呈上升趋势! 但在三次产业发展和变动过程中处于非主
导地位! 现代工业极不发达" 第三产业上升迅速! 但高比例与内部结构不相协调! 只是
源于政策和投资的强力拉动! 特别是中央财政直接补贴! 难以形成带动作用"

.2/#%+(%,"--& 年西藏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极不对称! 三大产业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
分别呈现 %三二一& 和 %一三二& 特点" 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小于就业比重! 第二# 三产
业产值比重大于就业比重’ 第一# 三产业结构偏离度越来越大! 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波
动较大! 整体上却呈现绝对值逐渐减小的趋势" 总的来看! 近年来西藏产业结构和就业
结构的总差距在缓慢变大! 调整两者的结构比仍然是一项重要工作"

.&/#%+(%,"--& 年西藏产业发展初期和末期结构转换速度最快! 尤其是 %++& 年以后!
新兴优势产业的迅速发展使得产业转换速度系数高于同期西部省份的平均水平! 西藏正
处在产业结构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演进的工业化过程中! 产业结构转换方向合理"

.(/#%+(%,"--& 年西藏的产业结构一直是靠着传统农牧业和结构性矛盾较大的第三产
业在发展演进! 落后的工业严重制约着西藏产业结构的演进" %++& 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
作会议以后! 西藏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有所改善! 第二# 三产业的竞争力有所增强!
但仅区域经济中增长快的朝阳产业部门略有优势! 产业结构仍有待进一优化调整"

基于以上分析! 未来西藏产业结构的调整应该确立 %优化第三产业结构! 保证第一
产业发展! 重点扶持第二产业& 的指导思想! 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3 在确保粮食供需总
量平衡的前提下! 采取措施调整农牧结构和粮经结构! 协调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重点发
展具有市场潜力特色农牧业和具有高原特色的农牧林水产品深加工! 延伸产业链! 提高
附加值" 4 积极开发西藏蕴藏丰富的清洁水能资源和太阳能# 风能等能源工业’ 根据环
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 有重点地发展优势矿产业’ 提高质量效益! 优化升级建筑建材
业’ 并以旅游开发为引导! 进一步壮大民族手工业" 5 继续把第三产业作为未来西藏主
要的经济增长点! 优化内部结构! 提高科技含量! 培育自身竞争力和积累能力! 尤其是
那些新兴朝阳产业如旅游业# 高原特色生物产业等! 更应该作为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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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刚 等! #$%#&’((! 年西藏产业结构的演进特征与机理

’)*+’!’,
-)./ 012133456/ 7/ 89/ :;<=>?@/ 7/ AB/ C<?45D1;<D>9/ ;<E4FDG4<D9/ 1<=/ ;<=HFD5>/ 4E63HD;6<B/ I<D45<1D;6<13/ J?6<6G;?/ 74E;4K9/ #$$L9/ )*

M)NOPL!Q+L!’,
-!./0R4</S;T;1<U,/VE1;3;<U/ W654;U<+;<E4FDG4<D/ FD51D4U;4F/6</ ;<=HFD5;13/ FD5H?DH54/=4E436XG4<D/ ;</ DR4/<65DR41FD/ 21F4B/J?6<6G;?/

Y46U51XR>9/ ’((%9/ ’%Z%NO/ L’!+L’[,/ -陈 丽 蔷 ,/ 外 资 对 东 北 老 工 业 基 地 产 业 结 构 演 进 的 影 响 ,/ 经 济 地 理 9/ ’((%9/ ’%Z%NO/
L’!+L’[,.

-%./ \R6<U/ 0R1<U2;16,/ JWW4?D/ 6W/ W654;U<+D51=4/ D6/ 54U;6<13/ ;<=HFD5>/ FD5H?DH54,/ ]H1<D;D1D;E4/ J?6<6G;?F/ 1<=/ ^4?R<;?13P
J?6<6G;?FP74F415?R9P’(((9PQ(OPQ[+’(BP -钟昌标BP外贸对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效应BP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9P’(((9PQ(OP
Q[+’(B.

-L.P \R1<UP :;<UBP _<P 4E63HD;6<13P W41DH54FP 6WP 0R;<1‘F/ 54U;6<13/ ;<=HFD5;13/ FD5H?DH54,/ 86H5<13/ 6W/ aHR1</ C<;E45F;D>/ 6W/ b>=51H3;?/
1<=/ J34?D5;?13/J<U;<445;<U/ ZA6?;13/ A?;4<?4F/J=;D;6<N9/ ’((%9/ %[Z)NO/ )(L+)QQ,/ -张 平 ,/论 中 国 区 域 产 业 结 构 演 进 的 特 征 ,/
武汉大学学报Z哲学社会科学版N9/’((%9/%[Z)NO/)(L+)QQ,.

-*./VH=54DF?R/c/d9/ ^RH5;@/V/ 7,/ I<<6E1D;6<9/ I<=HFD5>/ JE63HD;6</ 1<=/ JGX36>G4<D,/ 01G25;=U4O/ 01G25;=U4/ C<;E45F;D>/ :54FF9/
Q$$$,

-[./CDD4521?@/81G4F9/e45<1<=6/AH!54fB/ I<<6E1D;6<9/?6GX4D;D;6<9/1<=/ ;<=HFD5>/FD5H?DH54B/74F415?R/:63;?>9/Q$$)9/’’O/Q+’QB
-$./ J334</ 7/ VHFD45B/ ^R4/ 5431D;6<FR;X/ 6W/ ;<=HFD5>/ 4E63HD;6</ D6/ X1DD45<F/ 6W/ D4?R<636U;?13/ 3;<@1U4F9/ g6;<D/ E4<DH54F9/ 1<=/ =;54?D/

;<E4FDG4<D/24DK44</CBAB/1<=/81X1<B/h1<1U4G4<D/A?;4<?49/Q$$’9/)[ZLNO/**[+*$’B
-Q(./i34XX45/ A9/i4<<4DR/ S/ AB/ ^R4/G1@;<U/ 6W/ 1</ 63;U6X63>O/ e;5G/ FH5E;E13/ 1<=/ D4?R<636U;?13/ ?R1<U4/ ;</ DR4/ 4E63HD;6</ 6W/ DR4/

CBAB/ D;54/ ;<=HFD5>B/86H5<13/6W/:63;D;?13/J?6<6G>9/’(((9/Q([O/*’[+*L(B
-QQ./ a1<U/ ];<U9/ j16/ AR6HWH9/ \R1<U/ jH/ 4D/ 13B/ JE63HD;6</ 6W/ ;<=HFD5;13/ FD5H?DH54/ 1<=/ 4E13H1D;6</ 6W/ <1DH513/ 54F6H5?4Fk/

?6<D5;2HD;6</ ;</G6H<D1;</1541F/6W/0R;<1B/ 86H5<13/6W/h6H<D1;</A?;4<?49/’((!9/’’Z)NO/’$’+’$*B/ -王青9/姚寿福9/张宇 等B/
产业结构演进与山区自然资源贡献度排序B/山地学报9/’((!9/’’Z)NO/’$’+’$*B.

-Q’./7;?R15=/79/a;<D45/YB/V</JE63HD;6<15>/^R465>/6W/J?6<6G;?/0R1<U4B/01G25;=U49/hVO/b15E15=/C<;E45F;D>/:54FF9/Q$[’B
-Q)./ jH/ 8;<UH69/ a1<U/ S;RH1B/ _</ 4<E;56<G4<D/ 1<=/ W65G;<U/ G4?R1<;FG/ 6W/ ;<=HFD5;13/ FD5H?DH54O/ V/ ?1F4/ 6W/ V<RH;/ X56E;<?4B/

bHG1</Y46U51XR>9/’((%9/’(Z%NO/Q()+Q(*B/ -俞金国9/王丽华B/产业结构演进过程及机理探究O/以安徽省为例 B/人文地

理9/’((%9/’(Z%NO/Q()+Q(*B.
-Q!./ S;H/c4lH4B/ 06GX15;F6</ 6</ DR4/ 54U;6<13/ ;<=HFD5;13/ FD5H?DH54/ HXU51=;<U/G6=43FB/ J?6<6G;?/ :56234GF9/ ’((’9/ ZQQNO/ )$+!QB/

-刘德学B/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模式比较与启示B/经济问题9/’((’9/ ZQQNO/)$+!QB.
-Q%./ S;H/ 8;<U9/ SH6/ \H6l;1<B/ I<=HFD5;13;f1D;6</ 1<=/ 4?636U>O/ 56HD4/ ?R6;?4F/ 6W/ K4FD45</ 1U5;?H3DH54/ ;<=HFD5>/ FD5H?DH54/ 4E63HD;6<B/

7H513/J?6<6G>9/’((!9/ Z*NO/L*+L$B/ -刘静9/罗佐县B/产业化与生态化O/西部农业产业结构演进的路径选择 B/农村经济9/
’((!9/ Z*NO/L*+L$B.

-QL./ S41E>/ dB/ V/ X56?4FF/ FDH=>/ 6W/ FD51D4U;?/ ?R1<U4/ 1<=/ ;<=HFD5>/ 4E63HD;6<O/ ^R4/ ?1F4/ 6W/ DR4/ I5;FR/ =1;5>/ ;<=HFD5>9/ Q$%[+*!B/
d5;D;FR/86H5<13/6W/h1<1U4G4<D9/Q$$Q9/’Z!NO/Q[*+’(!B

-Q*./ Y456F@;/ :/ V9/ hH5W;</ VB/ J<D5>/ 1<=/ ;<=HFD5>/ 4E63HD;6<O/ ^R4/ Ci/ ?15/ ;<=HFD5>9/ Q$%[+[)B/ VXX3;4=/ J?6<6G;?F9/ Q$$Q9/ ’)
Z!dNO/*$$+[($B

-Q[./ dR1DD1?R45g44/ cB/ ^R4/ 4E63HD;6</ 6W/ I<=;1</ ;<=HFD5;13/ 5431D;6<FO/ V/ ?6GX151D;E4/ X45FX4?D;E4B/ I<=HFD5;13/ 7431D;6<F/ 86H5<139/
’((Q9/)’Z)NO/’!!+’L)B

-Q$./jH1</\R1<UB/ADH=>/6</ DR4/ 4E63HD;6</ 1<=/6XD;G;f1D;6</6W/ 1U5;?H3DH513/ ;<=HFD5;13/ FD5H?DH54/ ;</ DR4/G;==34/ 54U;6</6W/0R;<1B/
d4;g;<UO/:RBcB/c;FF45D1D;6</6W/0R;<4F4/V?1=4G>/6W/VU5;?H3DH513/A?;4<?4F9/’((LB/ -袁璋B/我国中部地区农业产业结构演

进及调整优化方向研究B/北京O/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士论文9/’((LB.
-’(./ :4<U/ 8;1<9/ a1<U/ j1<U3;<9/ j4/ h;<D;<U/ 4D/ 13B/ 74F415?R/ 6</ DR4/ ?R1<U4/ 6W/ 54U;6<13/ ;<=HFD5;13/ FD5H?DH54/ 1<=/ ;DF/

4?6+4<E;56<G4<D13/ 4WW4?DO/ V/ ?1F4/ FDH=>/ ;</ S;g;1<U/ ?;D>9/ jH<<1</ X56E;<?4B/ V?D1/ Y46U51XR;?1/ A;<;?19/ ’((%9/ L( Z%NO/
*$[+[(LB/ -彭建9/王仰麟9/叶敏婷 等B/区域产业结构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O/以云南省丽江市为例B/地理学报9/’((%9/
L(Z%NO/*$[+[(LB.

-’Q./ j1<U/ j1<R6<UB/ V<13>F;F/ 6</ DR4/ 5431D;6<FR;X/ 24DK44</ DR4/ X56U54FF/ 6W/ DR4/ H521<;f1D;6</ 1<=/ DR4/ 4E63HD;6</ 6W/ ;<=HFD5;13/
FD5H?DH54B/A?;+D4?R/ I<W65G1D;6</c4E436XG4<D/m/J?6<6G>9/’((L9/ QLZQ[NO/QQ*+QQ[,/ -杨燕红,/城市化进程与产业结构的

演进关系分析,/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9/’((L9/QLZQ[NO/QQ*+QQ[,.
-’’./S;/ :4;l;1<U9/ S;/0R4<UUH,/_</ 54U;6<13/ ;<=HFD5;13/ 4E63HD;6</ 1<=/ H521<;f1D;6</ XR1F4,/ J?6<6G;?/ :56234GF9/ ’(()9/ ZQNO/ !+L,/

-李培祥9/李诚固,/区域产业结构演变与城市化时序阶段分析,/经济问题9/’(()9/ ZQNO/!+L,.
-’)./a4</ 8H<,/ 74F415?R/ 6</ FHFD1;<1234/ =4E436XG4<D/ 6W/ ;<=HFD5;4F/ ;</ ^;24D,/ Y46U51XR;?13/ 74F415?R9/ ’(((9/ Q$Z’NO/ ’(’+’([,/

-温军,/西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地理研究9/’(((9/Q$Z’NO/’(’+’([,.
-’!./aH/ e4<U9/ AR;/ ];fR6H,/ 74F415?R/ 6</ ;<=HFD5>/ FD5H?DH54/ 1<=/ D51<FX65D1D;6</ FD5H?DH54/ 21F4=/ 6</ 4<D56X>/ DR465>,/ 86H5<13/ 6W/

^51<FX65D1D;6</A>FD4GF/J<U;<445;<U/1<=/ I<W65G1D;6</^4?R<636U>9/ ’((L9/ LZQNO/ *Q+*%,/ -吴峰 9/施其洲 ,/基于熵值理论的

产业结构与交通运输结构关系研究,/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9/’((L9/LZQNO/*Q+*%,.

)*%



!"#!" # $ %

$"%&#’()*+,# )-./012345364137-#4-.# )10#829-.0# 3-# 1:9#;725.,#<93=3->?#@:3-4#824-054137-#A2900B#CDED,# $联合 国 工 业 发 展 组 织 ,#
世界各国工业化概况和趋势,#北京?#对外翻译出版社F#CDED,&

$"!&# ;4-># @:/-6:3,# GHI323J45# 01/.K# 7L# 1:9# 2954137-0:3I# M91N99-O 3-./012K# 012/J1/29# 4-.# 9HI57KH9-1# 012/J1/29# 3-# )--92#
P7->7534,# Q7/2-45# 7L# )--92#P7->7534#R3-4-J9#4-.#GJ7-7H3J0#@7559>9F#"SS%F# T"U?#VVWVX,# $王春枝,#内蒙古产业结构与

就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F#"SS%F#T"U?#VVWVX,&
$"X&# Y/7# Q3,# 8:9# 9HI323J45# 01/.K# 7L# 3-./012345# 012/J1/29# 124-0L92# J4I4M3531K# J7HI42307-# 3-# 1:9# N901# @:3-4,# Q7/2-45# 7L#

@:7->Z3->#’-3[92031KF# "SSVF# CST"U?# CCWCV,# $罗 吉 ,# 西 部 地 区 产 业 结 构 转 换 能 力 比 较 的 实 证 研 究 ,# 重 庆 大 学 学 报 F#
"SSVF#CST"U?#CCWCV,&

$"E&# \-/.09-# *,# ]:3L1W0:429# 4-45K030?# R/21:92# 9^4H3-4137-O 7LO H7.950O L72O 1:9O .90J23I137-O 7LO 9J7-7H3JO J:4->9,O
]7J37W9J7-7H3JOA54--3->O]J39-J90FO"SSSFO_V?OCXXWCDE,

$"D&O ‘347O Q34=/-FO Y3O a347=34-,O 8:9O 0:3L1O 27/19O 7LO @:3-909O 9J7-7H3JO >24[31KO J9-192O 3-O 29J9-1O %SO K9420,O b2945O c90942J:O 4-.O
*9[957IH9-1FO"SS%FO"VTCU?OC"WC!,O $乔家君FO李小建,O近 %S 年来中国经济重心移动路径分析,O地域研究与开发FO"SS%FO
"VTCU?OC"WC!,&

$_S&O(3/Od:3L/,O c90942J:O 7-Oc/0:3->O*9[957IH9-1O 7LO 83M91,O Y:404?O83M91O A97I59e0# A2900F# "SSV,# $牛 治 富 ,#西 藏 跨 越 式 发 展

研究,#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F#"SSV,&
$_C&#;9-#Q/-,#*30J/0037-#4M7/1#83M91#9J7-7H3J#.9[957IH9-1#012419>K,#@:3-4#83M91757>KF#"SS_F#!CTCU?#"CW__,# $温军,#西藏经

济发展战略问题探讨,#中国藏学F#"SS_F#!CTCU?#"CW__,&
$_"&#@:9-#f/7=39F#;4->#‘3->,#GJ7-7H3J#.9[957IH9-1#.3LL929-J90# 295419.# 17#7LLWL42H#3-./012390g#J7-123M/137-# 3-#H7/-143-7/0#

42940#7L#@:3-4,#bJ14#f97>24I:3J4#]3-3J4F#"SS_F#%ET"U?#CX"WCXE,# $陈国阶 F#王青,#中 国 山 区 经 济 发 展 差 异 与 非 农 产 业

的贡献,#地理学报F#"SS_F#%ET"U?#CX"WCXE,&

!"#$#%&’$()&(%) *+, -’%"*+(). /0 1(2’&g) 3+,4)&$(*5 6&$4%&4$’
78/54&(/+ 0$/. 9:;9 &/ <==>

Y)’#f4->CF#"F# #]hG(#Y93C
TC,# !"#$%$&$’ () *+(,-./0%1 21%+"1+# ."3 4.$&-.5 6+#(&-1+# 6+#+.-10F#782F#9+%:%", CSSCSCF#70%";i

",#*-;3&;$+ <10((5 () $0+ 70%"+#+ 81.3+=> () 21%+"1+#F#9+%:%", CSSSVDF#70%";U

?2)&$#%&)@ )-./012345# 012/J1/29# 30# 1:9# M409# 4-.# J729# 7L# 9J7-7H3J# 012/J1/29F# 4-.# 310# 9[75/137-#
2954190# >29415K# 17# 1:9# 0I99.# 4-.# Z/4531K# 7L# 9J7-7H3J# .9[957IH9-1,# <409.# 7-# /09# 7L# 1:9#
J72295413[9# H91:7.0# 3-# 3-./012345# 9J7-7HKF# 9J7-7H9123J0F# f)]# 4-.# 01413013J0F# 83M91g0# 3-./012345#
012/J1/29# 9[75/137-# L27H# CD%C# 17# "SSV# 30# Z/4-13L3J4137-455K# 9013H419.,# bL192# I73-13-># 7/1# 1:9#
L7/2# I:4090# 7L# 83M91g0# 3-./012345# 012/J1/29# 9[75/137-# 4-.# 1:932# .3LL929-1# J:424J1923013J0F# 1:30#
I4I92# 4-45K69.# 1:9# .K-4H3J# 9[75/137-# 7L# 1:9# 1:299# 3-./012390# 4-.# 1:932# 3--92# 012/J1/29F#
9HI57KH9-1# 4-.# I27./J137-# 012/J1/29F# 4-.# /I>24.9# 4-.# J7-[92037-# 7L# 3-./012345# 012/J1/29# MK#
3-.3J41720,# R/21:92H729F# 31# J7-J5/.9.# 1:9# 4-45K030# 7-# 7/1I/1# 7L# 3--92# 012/J1/29# 9[75/137-# 3-#
1:299# 1KI3J45# I9237.0# 7L# CDX%WCDEVF# CDE%WCDDV# 4-.# CDD%W"SSV# MK# /03-># 1:9# ]]P#H91:7.# 4-.#
4507# 1:9# 124-0L72H4137-# 7L# 3-./012345# M42KJ9-192# 7L# L42H3->F# L729012KF# 4-3H45# :/0M4-.2K# 4-.#
L30:92K# MK# /03-># f)]# 19J:-3Z/9,# 8:9-# 1:9# H43-# .23[3-># L72J90# 7L# 83M91g0# 3-./012345# 012/J1/29#
9[75/137-#429#0/HH42369.#40#L7557N0?#290123J137-#7L#.9H4-.#012/J1/29F#.3[92031K#7L#2907/2J9#>3L1F#
1:9# 3-L5/9-J9# 7L# >7[92-H9-1# 4-.# I753J390# N:3J:# I54K# 4# [92K# 3HI7214-1# 2759# 3-# 1:9# 3-./012345#
9[75/137-# 4-.# 1:9# 24I3.# .9[957IH9-1# 7L# 19J:-7W3--7[4137-# 4M3531K# 7L# M/2>97-3-># 3-./012390,#
R3-455KF# 4.=/019.# j# 7I13H369.# 012419>390# N31:# 1:9# 2/..92# 2/59# 7L# k+I13H369# 1:9# 1921342K#
3-./012Kg0# 3--92# 012/J1/29F# 9-0/29# 1:9# I23H42K# 3-./012Kg0# 4.[4-14>90F# 4-.# 0/II721# 1:9# 09J7-.42K#
3-./012345#.9[957IH9-1#0I9J3455Kk#429#M27/>:1#L72N42.,
A’B C/$,)@ 3-./012345# 012/J1/29# 9[75/137-i# ]:3L1W]:429# P91:7.i# )-./012K# <42KJ9-192# b-45K030i#
83M91

_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