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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计划以来我国地区
工业发展效益比较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魏后凯　王业强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 ,地区发展差异极

大。地区工业发展效益差异一直是学术界、各级

政府部门和企业家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十

五 ”计划以来 ,我国地区工业发展效益的差异状

况和变动趋势如何 ? 今后将有可能向什么方向

发展 ? 这些都需要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

效益的角度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这种比较分

析可以为国家区域政策的制定、工业投资布局导

向以及企业区位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

　　一、地区工业经济效益比较

地区工业经济效益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 ,所

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 ,采用的分析方法和经济指

标也多种多样。为了全面揭示“十五 ”计划以来

我国各地区工业经济效益状况及其变化趋势 ,在

考虑到资料可得性的情况下 ,这里着重从四大区

域和 31个省、市、区两个层面 ,并采用总资产贡

献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资产负

债率、工业增加值率、流动资金周转次数、亏损面

和亏损率等指标来进行综合分析。

(一 )总资产贡献率。

总资产贡献率反映了企业全部资产的获利能

力 ,是评价和考核企业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

2006年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平

均为 1315% ,其中最高的为黑龙江 ,达到 3217% ,

最低的为北京 ,只有 518% ,黑龙江为北京的 516

倍。在全国 31个省、市、区中 ,总资产贡献率超过

全国平均水平的有 12个 ,包括黑龙江、新疆、河

南、云南、山东、陕西、河北、天津、湖南、青海、江

西、内蒙古 ,除山东、河北和天津外 ,全部集中在中

西部和东北地区。而总资产贡献率较低的主要是

辽宁、西藏、宁夏、北京 ,不到 10%。

从四大区域看 , 2006年东部地区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平均为 1216% ,中部地

区平均为 1410% ,西部地区平均为 1317% ,东北

地区平均为 1713% (按算术平均值计算 )。① 由

此可见 ,目前中西部地区工业企业资产的盈利能

力已经高于东部地区 ,尤其是东北地区工业总资

产贡献率要比东部地区高 3713%。这与过去人

们的判断是不一致的。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除了

东北和中西部地区投资回报率的提高之外 ,重要

原因之一就是产业结构的影响。东北和中西部

地区烟草、能源、原材料工业比重较大 ,这些行业

往往带有一定的行政垄断性质 ,利税率一般较

高。2005年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电力、热力的

① 东部地区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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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供应以及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三大

行业实现利润达 5182196亿元 ,占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的 35%。

从变化趋势来看 ,在 2000～2006年间 ,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从 910%提高

到 1315% ,增加了 415个百分点。在全国 31个

省市区中 ,除了北京之外 ,其他省、市、区工业总

资产贡献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其中 ,新

疆、河南、黑龙江、青海的工业总资产贡献率提高

幅度都在 10个百分点以上 ,而广东、吉林、湖北、

上海、西藏、辽宁、宁夏和浙江提高幅度则不到 3

个百分点 ,北京甚至下降了 111个百分点。

　表 1 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资产负债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 %

　　项目

地区 　　

总资产贡献率 资产负债率 成本费用利润率

2000年 2006年 变化 2000年 2006年 变化 2000年 2006年 变化

全 　国 910 1315 415 6018 5718 - 310 516 616 110

北 　京 619 518 - 111 5717 3910 - 1817 510 419 - 011

天 　津 815 1515 710 6018 5813 - 215 615 816 211

河 　北 910 1516 616 6117 6114 - 013 518 714 117

山 　西 515 1118 613 6319 6716 317 119 710 511

内蒙古 612 1319 717 5913 6019 117 212 912 710

辽 　宁 619 817 118 6015 5810 - 215 413 313 - 110

吉 　林 719 1015 216 6518 5719 - 719 517 511 - 016

黑龙江 2116 3217 1111 5811 5619 - 112 3114 2916 - 118

上 　海 819 1114 215 4918 5010 012 614 611 - 013

江 　苏 819 1214 315 6118 6017 - 111 319 419 110

浙 　江 1113 1211 018 5711 6011 310 518 511 - 017

安 　徽 711 1016 315 6312 6212 - 110 214 412 118

福 　建 816 1117 311 5715 5319 - 316 418 511 013

江 　西 612 1416 814 6813 6218 - 515 114 513 319

山 　东 1119 1913 714 6215 5718 - 417 713 714 011

河 　南 813 2110 1217 6614 6014 - 610 415 913 418

湖 　北 719 1014 215 6315 5511 - 814 410 611 212

湖 　南 819 1513 614 6716 6017 - 619 214 511 217

广 　东 816 1114 219 5716 5715 - 011 418 419 011

广 　西 718 1311 513 6814 6112 - 712 319 615 216

海 　南 515 1016 511 6615 6019 - 516 217 810 513

重 　庆 611 1016 415 6418 5817 - 611 117 512 315

四 　川 619 1113 415 6415 6213 - 212 316 611 215

贵 　州 712 1119 417 6913 6518 - 315 213 710 417

云 　南 1518 1917 319 5515 5611 016 814 1019 215

西 　藏 513 713 210 2710 2611 - 019 2210 1518 - 612

陕 　西 716 1613 817 6812 5919 - 813 611 1411 810

甘 　肃 511 1011 510 6511 5619 - 812 113 418 315

青 　海 418 1513 1015 7219 6616 - 613 014 2318 2314

宁 　夏 515 712 117 6010 6011 011 119 312 113

新 　疆 1110 2715 1615 6217 5412 - 815 1218 2910 1612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年鉴 (2001) 》和《中国统计摘要 (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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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成本费用利润率。

成本费用利润率为利润总额与成本费用总

额之比 ,它是反映工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之

一。2006年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

率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黑龙江、新疆和青海 ,分

别达到 2916%、2910%和 2318% ,是全国平均水

平 (6160% )的 4倍左右。西藏、陕西和云南也都

在 10%以上。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较低的是北

京、江苏、广东、甘肃、安徽、辽宁和宁夏 ,均在

5%以下。最高的黑龙江是最低的宁夏的

913倍。

从四大区域来看 , 2006年东北地区工业成

本费用利润率最高 ,为 1217% ;其次是西部地

区 ,达 1113% ;东部和中部地区最低 ,均为 612%

(按算术平均值计算 )。事实上 ,东北和西部地

区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较高 ,主要是受黑龙江、

新疆、青海等省区能源、原材料工业的高额利润

所影响。在东北地区 ,除黑龙江外 ,辽宁和吉林工

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个 ～2

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区 ,甘肃、宁夏、广西、重庆、

四川等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东部地区 ,中部

和南部沿海除海南外 ,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

北部沿海除北京外 ,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

明 ,从总体上看 ,东北和西部地区工业成本费用

利润率要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而在东部地区内

部 ,北部沿海要高于南部沿海。

再从变动趋势看 ,在 2000～2006年间 ,全国

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从 516%增加到 616% ,提

高了 110个百分点。其中 ,青海、新疆、陕西、内

蒙古、海南和陕西的提高幅度较大 ,均在 5个百

分点以上 ,尤其是青海 ,提高幅度达 2314个百分

点 ,新疆的提高幅度也达 1612个百分点 ;而北

京、上海、吉林、浙江、辽宁、黑龙江和西藏则出现

下降的趋势。

(三 )资产负债率。

资产负债率反映了企业经营风险的大小和

企业利用债权人提供的资金从事经营活动的能

力。2005年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

率平均为 5718% ,其中 ,东部地区为 5612% ,东

北地区为 5810% ,中部地区为 6116% ,西部地区

为 6012%。可见 ,中西部地区工业企业资产负

债率要略高于东部和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工

业企业资产负债率较高 ,主要是企业自有资金较

少 ,融资渠道单一 ,银行贷款比例较高。从变化

趋势看 ,从 2001年到 2005年 ,除东部地区外 ,东

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都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这期间 ,四大区域间工业企

业资产负债率差距呈现出逐步缩小的态势。

分省市区看 , 2006年山西、青海和贵州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超过 65% ,江西、四川、

　表 2 四大区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

资产负债率 ( % ) 全员劳动生产率 (元 /人 ·年 )

2001年 2005年 变化 2003年 2005年 增长率 ( % )

全 　　国 5813 5718 - 015 73 045 104 680 4313

东部地区 5518 5612 014 79 500 105 096 3212

东北地区 5913 5810 - 113 81 699 124 845 5218

中部地区 6219 6116 - 113 56 542 92 759 6411

西部地区 6111 6012 - 019 64 238 107 068 6617

　　资料来源 :根据 2002年和 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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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河北、广西、内蒙古、海南、江苏、湖南、河

南、浙江、宁夏也超过 60% ,只有新疆、福建、上

海、北京、西藏在 55%以下。从变动趋势看 ,在

2000～2006年间 ,山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

负债率提高了 317个百分点 ,浙江提高了 310个

百分点 ,内蒙古提高了 117个百分点 ,云南、上海

和宁夏也略有增加 ,除以上 6个省份外 ,其他省

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 ,北京下降了

1817个百分点 ,重庆、青海、湖南、广西、吉林、甘

肃、陕西、湖北、新疆的下降幅度也都在 6个百分

点以上。

(四 )全员劳动生产率。

全员劳动生产率是一项传统的经济效益指

标 ,反映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活劳动的工作效

率 ,同时也是衡量企业生产集约化程度的重要指

标。2005年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员劳动

生产率平均为 10147万元 /人 ·年 ,其中 :东部地

区为 10151万元 /人 ·年 ,东北地区为 12148万

元 /人 ·年 ,中部地区为 9128万元 /人 ·年 ,西部

地区为 10171万元 /人 ·年。一般地说 ,全员劳

动生产率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越高 ,全员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目

前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要远高于东北和中西

部地区 ,但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却低于东

北和西部地区。2005年 ,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比东北地区低 1518% ,

比西部地区低 118% ,仅比中部地区高 1313%。

这说明 ,今后东部地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十

分巨大。在四大区域中 ,中部地区工业全员劳动

生产率最低 ,“中部塌陷 ”问题较为突出。更重

要的是 ,在 2003～2005年间 ,中部和西部地区工

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提高了 6411% 和

6617% ,东北地区提高了 5218% ,而东部地区工

业全员生产率增长缓慢 ,仅提高 3212% ,远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 ,在四大区域中最低。

分省市区看 , 200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

员劳动生产率最高的是新疆 ,达到 19102万元 /

人 ·年 ;最低的是重庆 ,仅有 7113万元 /人 ·年 ,

前者是后者的 217倍。全员劳动生产率较高 (比

全国平均水平高 20%以上 )的省份有新疆、上

海、黑龙江、天津、内蒙古、云南、北京、青海和山

东 ,而全员劳动生产率较低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20%以上 )的省份有山西、甘肃、福建、江西、西

藏、浙江和重庆。从变化趋势看 ,在 2001～2005

年间 ,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快的是内蒙古 ,增

长率为 29214% ; 最低的是广东 , 增长率只有

3413% ,前者是后者的 815倍。值得注意的是 ,

这期间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的 5个省区分

别是内蒙古、山西、陕西、青海和江西 ,全部集中

在中西部地区 ,其工业化主要依靠资源和资金密

集型的重化学工业来推动 ;而全员劳动生产率增

长较慢的 5个省市分别是云南、上海、福建、浙江

和广东 ,除云南外 ,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 ,其工业

化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来推动。

(五 )工业增加值率。

工业增加值率为工业增加值与工业总产值之

比 ,它反映了工业产品的增值程度、加工深度和技

术含量。2005年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增

加值率平均为 2817% ,其中 ,东部地区为 2613% ,

东北地区为 3313% ,中部地区为 3310% ,西部地区

为 3514%。四大区域的工业增加值率大体呈现出

“西高东低”的态势 ,东北和中部地区处于居中的

水平。这说明 ,东部地区尽管加工业所占比重大 ,

但产品加工深度和技术含量不高 ,主要依靠低廉

的价格获取竞争优势 ;而西部地区工业增值率较

高 ,主要是由于其能源、原材料工业所占比重大 ,

中间投入较低所致。从变化趋势看 ,在 2001～

2005年间 ,除中部地区工业增加值率略有增加外 ,

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其

中 ,东北地区下降了 11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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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各地区工业增加值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和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工业增加值率 ( % ) 全员劳动生产率 (元 /人 ·年 ) 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次 )

2001年 2005年 变化 (个百分点 ) 2001年 2005年 增长 ( % ) 2001年 2006年 变化

全 　国 2917 2817 - 110 52 062 104 680 10111 117 215 018

北 　京 2518 2412 - 117 69 539 143 403 10612 115 210 015

天 　津 2418 2711 214 58 984 150 301 15418 117 214 017

河 　北 3310 2818 - 413 45 576 108 415 13719 118 218 110

山 　西 3518 3612 014 27 988 82 396 19414 111 118 017

内蒙古 3711 4114 414 37 770 148 199 29214 113 214 111

辽 　宁 2810 2817 017 48 170 112 402 13313 114 212 018

吉 　林 3114 3018 - 016 47 306 114 834 14217 114 213 019

黑龙江 5111 4517 - 514 68 104 157 436 13112 115 214 019

上 　海 2814 2611 - 213 95 393 158 751 6614 116 212 016

江 　苏 2511 2418 - 012 57 177 115 287 10116 210 217 017

浙 　江 2318 2019 - 219 51 127 73 294 4314 211 212 011

安 　徽 3116 3215 019 38 548 95 599 14810 115 214 019

福 　建 2917 2812 - 116 54 060 78 898 4519 119 214 015

江 　西 3013 2916 - 017 30 623 78 698 15710 113 218 115

山 　东 3019 3017 - 012 55 455 126 997 12910 211 314 113

河 　南 3215 3212 - 013 37 225 93 148 15012 116 311 115

湖 　北 3311 3311 010 49 138 106 598 11619 116 211 015

湖 　南 3315 3413 018 39 081 96 297 14614 115 219 114

广 　东 2616 2612 - 014 64 571 86 735 3413 119 215 016

广 　西 3214 3112 - 112 38 564 87 119 12519 115 213 018

海 　南 2918 3212 215 55 433 126 024 12713 113 118 015

重 　庆 2817 2611 - 216 36 606 71 348 9419 112 210 018

四 　川 3413 3510 017 40 330 98 645 14416 113 211 018

贵 　州 3410 3417 017 35 649 86 057 14114 019 118 019

云 　南 5013 3815 - 1118 82 038 145 111 7619 112 116 014

西 　藏 5311 5611 310 32 500 76 979 13619 017 019 012

陕 　西 3414 3819 416 39 813 111 094 17910 112 118 016

甘 　肃 3112 2812 - 310 34 485 81 555 13615 111 212 111

青 　海 3710 3818 118 50 950 134 656 16413 019 116 017

宁 　夏 3019 3118 110 37 661 83 530 12118 112 117 015

新 　疆 4117 4212 016 86 193 190 176 12016 115 217 112

　　注 :本表统计口径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编 ,根据 2002年和 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与《中国统计摘要 (2007)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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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四大区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率和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工业增加值率 ( % ) 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次 )

2001年 2005年 变化 2001年 2005年 变化

全 　　国 2917 2817 - 110 1166 2135 0169

东部地区 2712 2613 - 019 1187 2147 0160

东北地区 3510 3313 - 117 1142 2117 0175

中部地区 3219 3310 011 1147 2127 0180

西部地区 3518 3514 - 014 1123 1192 0169

　　资料来源 :根据 2002年和 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计算。

　　从各省市区的情况看 , 2005年工业增加值

率超过 35%的共有 8个省区 ,包括西藏、黑龙江、

新疆、内蒙古、陕西、青海、云南和山西 ,这些省区

全部位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大都属于以资源型

产业为主导的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这些地区工

业化水平较低 ,以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为主导 ,产

业链条较短 ,加工深度低 ,中间投入较少 ,因而表

现出较高的工业增值率。相反 ,工业增值率低于

27%的共有 6个省市 ,包括广东、上海、重庆、江

苏、北京和浙江 ,除重庆外 ,全部集中在东部地

区。特别是 ,浙江的工业增值率仅有 2019% ,在

全国最低。这说明 ,从产品加工深度看 ,无论是

浙江还是江苏和广东 ,目前都还只能算是“工业

大省 ”,离“工业强省 ”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从

变化趋势看 ,在 2001～2005年间 ,工业增加值率

出现提高或者下降的省份大体各占一半左右。

其中 ,提高幅度在 1个百分点以上有陕西、内蒙

古、西藏、海南、天津和青海 ;下降幅度在 2个百

分点以上的有上海、重庆、浙江、甘肃、河北、黑龙

江和云南 ,尤其是云南 ,这期间工业增加值率从

5013%下降到 3815% ,下降了 1118个百分点。

(六 )流动资产周转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 (次数 )是反映企业经营状况

和资金利用效果的重要指标。2005年 ,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流动资产周转次数为 2135次 ,其

中 ,东部地区为 2147次 ,东北地区为 2117次 ,中部

地区为 2127次 ,西部地区为 1192次。四大区域呈

现出“东快西慢”的态势。相比较而言 ,东部地区

流动资产周转次数要比东北地区快 013次 ,比中

部地区快 012次 ,比西部地区快 0155次。对西部

地区来说 ,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周转较慢 ,将会过多

地占用流动资金 ,形成资金浪费 ,降低企业盈利能

力。从变化趋势看 ,在 2001～2005年间 ,四大区

域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周转次数均在加快 ,其中 ,中

部地区提高幅度最大 ,而东部地区提高幅度最小 ,

东北和西部地区处于居中水平。

分省市区看 ,各地区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周转

次数差别甚大 ,而且近年来差距有逐渐扩大的趋

势。2001年 ,流动资金周转最快的山东为 2112

次 ,最慢的西藏只有 0174次 ,二者相差 1138次 ;

到 2006年 ,流动资金周转最快的山东为 314次 ,

最慢的西藏为 019次 ,二者相差 215次。2006

年 ,在全国 31个省市区中 ,流动资金周转次数超

过 215次的有山东、河南、湖南、河北、江西、江苏

和新疆 7个省区 ,不到 210次的有海南、陕西、山

西、贵州、宁夏、云南、青海、西藏 8个省区 ,其他

省份均在 210～215次之间。从变化趋势看 ,在

2001～2006年间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流动

资金周转次数提高了 018次 ,其中 ,河南、江西、

湖南、山东、新疆、甘肃和内蒙古提高幅度均超过

110次 ,而北京、宁夏、湖北、福建、海南、云南、西

藏和浙江则在 015次及以下。

(七 )亏损面与亏损率。

亏损面是亏损企业数占全部企业数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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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 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为

1610% ,比 2002年的 2018%下降了 418个百分

点。从四大区域的情况看 , 2006年东部地区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为 1413% ,而东北地区

为 1919% , 中部地区为 1419% , 西部地区为

2514%。由此可见 ,在四大区域中 ,西部和东北

地区企业亏损面明显偏高 ,分别要比东部地区高

1111个百分点和 516个百分点。分省市区看 ,企

业亏损面超过 30%的省份共有 8个 ,包括贵州、

宁夏、新疆、青海、陕西、云南、海南、广西 ;亏损面

在 16%以下的共有 9个省份 ,包括四川、河北、江

西、福建、江苏、湖南、浙江、山东、河南 ;其他省份

则介于 16% ～30%之间。特别是 ,企业亏损面

最高的贵州达 3914% , 而最低的河南只有

615% ,二者相差 611倍。

亏损率为亏损企业亏损总额与盈利企业盈

利总额之比。它是反映工业企业亏损程度的重

要指标。2006年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

率为 1012% ,其中 ,东部地区为 910% ,东北地区

为 1619% , 中部地区为 817% , 西部地区为

1113%。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企业亏损率要比东

部地区高 719个百分点和 213个百分点。在 31

个省市区中 ,企业亏损率较高的依次为甘肃

(4015% )、宁夏 ( 3912% )、辽宁 ( 3615% )、吉林

(2613% )和北京 ( 1917% ) ;亏损率较低的主要

有黑龙江 (510% )、河南 (418% )、青海 (416% )、

内蒙古 (413% )和山东 (313% )。最高的甘肃省

是最低山东省的 1213倍。

　　二、地区工业社会效益比较

目前 ,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工

业化和城市化的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总体上讲 ,地区工业发展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主要

体现在扩大就业、提高职工收入和生活水平、推

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等诸多方

面。下面着重从扩大就业、职工收入、技术创新

和安全生产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 )扩大就业效果。

工业是第二产业就业的主体。从 2000 ～

2005年 ,各地区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增加了 3749

万人。其中 ,东北地区增加了 15133 万人 ,占

014% ; 东 部 地 区 增 加 了 2262142 万 人 , 占

6013% ;中部地区增加了 91615万人 ,占 2414% ;

西部地区增加了 554175万人 ,占 1418%。从第

二产业就业增长看 ,这期间各地区平均增长了

图 1　2006年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和亏损率

　　资料来源 :根据陕西省工业交通办公室《2006年陕西工业主要经济指标与全国各省市区比较分析 》中

“2006年各省 (市区 )工业主要经济指标比较表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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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1% ,其中 ,东北地区为 115% ,东部地区为

3719% , 中 部 地 区 为 2915% , 西 部 地 区 为

2315%。从年度变化趋势看 ,各地区第二产业就

业大体保持逐年加速递增的趋势。除 2002年

外 ,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就业增幅始终超过各地区

平均水平 ,尤其是 2003年之后 ,增幅较为明显 ;

中部地区在 2002年以后 ,第二产业就业增长率

达到 6%以上 ;西部地区近年第二产业就业也表

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 ;而东北地区除 2004年外 ,

第二产业就业增长均比较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

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从业人员看 , 2005

年全国工业就业比 2002年增长了 2419% ,其中 ,

东部地区高达 4110% ,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只

有 815%和 616% ,东北地区甚至下降了 314%。

在 2003～200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增就

业中 ,东部地区占 9015%。这期间 ,东部地区每新

增亿元工业增加值增加就业量为 504人 ,而中部

和西部地区分别只有 151人和 107人 ,东北地区

甚至下降了 59人。从表 5中可以看出 ,近年来

东部地区的工业就业弹性要远高于中西部和东

北地区。东部地区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较

快 ,工业发展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较强 ,以至于近

年来出现了劳工短缺的情况。相反 ,在中西部和

东北地区 ,尽管劳动力资源丰富 ,或者失业率较

高 ,但由于工业发展主要依靠重化工来推动 ,因

此 ,工业化推进对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十分有限。

图 2　“十五”期间各地区第二产业就业增长率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各年度 )计算。

　表 5 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业增长情况

全国 东部地区 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2002年全部从业人员 (万人 ) 5520166 3036156 533161 1107117 843133

2005年全部从业人员 (万人 ) 6895196 4280173 515123 1200186 899113

2005年比 2002年就业增长 ( % ) 2419 4110 - 314 815 616

2003～2005年新增就业 (万人 ) 137513 124412 - 1814 9317 5518

2003～2005年新增就业分布 ( % ) 100 9015 - 113 618 411

2003～2005年每新增亿元工业增加值增加就业量 (人 ) 351 504 - 59 151 107

2003～2005年工业就业弹性 01210 01337 - 01036 01068 01056

　　注 :就业弹性为工业从业人员增长率与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之比。

资料来源 :根据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2003)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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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省、市、区看 , 2003～2005年间 ,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每新增亿元工业增加值增加就业量

最高的为浙江 ,达到 1015人 ,然后依次为福建、

广东、江苏 ,分别为 1001人、873人和 377人 ,

这 4个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 ;而最低的西

藏则为 - 1598人 ,然后依次为甘肃、黑龙江 ,分

别为 - 603人和 - 358人 ,吉林、湖北和海南也

均为负值 ,出现了工业就业量的绝对下降。从

工业就业弹性 (工业就业增长率与工业增加值

增长率之比 )看 ,这期间福建、浙江和广东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的就业弹性值均在 0159以上 ,上

海、江苏、山东和重庆也在 0115以上 ,而海南、

湖北、吉林、甘肃、黑龙江和西藏则为负弹性

(见图 3)。

图 3　2003～200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扩大就业效果

　　 (二 )提高收入效果。

各地区工业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及其变化情

况 ,反映了地区工业发展对提高职工收入的效

果。从总体上看 ,无论是工业还是制造业 ,职工

平均工资水平都大体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东北和

西部地区居中、中部地区最低的格局。从变化趋

势来看 ,东部地区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工业

化推进速度较快 ,但近年来工业企业职工平均工

资增长幅度却最低 ;相反 ,在东北和中西部地区 ,

尽管工业化推进速度较慢 ,工业发展面临诸多困

难 ,但其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却远高于东部地

区。2005年与 2000年相比 ,全国工业职工平均

工资增长了 8515% , 其中 , 东部地区仅增长

6418% ,而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却分别增长了

9919%、11515%和 9018%。四大区域制造业平

均工资的增长态势也大致如此。其结果是在这

期间 ,各地区间工业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差异呈现

出逐步缩小的趋势。从 2000～2005年 ,东部地

区工业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相对水平 (以全国为

100)从 120下降到 107,而东北地区从 89提升到

96,中部地区从 78提升到 90,西部地区也从 92

提升到 95。

从各省市区的情况看 , 2005年 ,工业企业职

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上海达 30 654元 ,最低的江

西只有 12 463元 ,最高是最低的 215倍 ,而 2000

年最高 (上海 )是最低 (内蒙古 )的 218倍。如果

以全国工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为 100, 2000年工

业职工平均工资相对水平超过 120的有上海、北

京、广东、天津和浙江 ;而在 80以下的有安徽、山

西、河南、江西和内蒙古 ;到 2005年 ,工业职工平

均工资相对水平超过 120的只有上海、北京和天

津 3个直辖市 ,不到 80 的则只有江西省。从

2000年到 2005年 ,工业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

较大 (超过 110% )的有内蒙古、山西、安徽、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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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西藏和宁夏 ,全部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而增长

幅度较小 (不到 70% )的有青海、上海、海南、浙

江、福建和广东 ,除青海外 ,全部集中在东南沿海

地区。其结果 ,前者工业职工平均工资相对水平

出现较大幅度的提升 ,而后者的相对水平则出现

较大幅度的下降。其中 ,上海、福建、浙江和广东

工业职工平均工资相对水平下降幅度均在 20个

百分点以上 ,尤其是广东从 2000年的 141下降

到 109,下降了 32个百分点。这一点可以从图 4

中清楚地看出来。

(三 )技术创新效果。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 ,企业越来

越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在 2005年全国

R&D 经费支出中 , 有 6710%来源于企业 , 有

6813%投向企业。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和批

准的国内职务发明专利中 ,工矿企业申请量和授

权量分别占 6416%和 5212%。

各地区由于发展条件和阶段的不同 ,其工业

技术创新能力和效果具有较大的差异。2005

年 ,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 R&D经费占销售收入

的比重只有 0174%。其中 ,东北地区最高 ,为

0182% ;中部和西部地区最低 ,均只有 0164% ;东

部地区为 0177% ,处于居中水平。分省市区看 ,

最高的重庆达 1116% ,而最低的海南只有 0105% ,

　表 6 我国各地区工业和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情况

地区

2000年职工

平均工资 (元 )

2005年职工

平均工资 (元 )

2005年比

2000年增长 ( % )

2000年相对水平

(以全国为 100)

2005年相对水平

(以全国为 100)

工业 制造业 工业 制造业 工业 制造业 工业 制造业 工业 制造业

全 　　国 　9117 8898 16 909 15 572 8515 7510 100 100 100 100

东部地区 10 943 10 579 18 030 16 808 6418 5819 120 119 107 108

东北地区 8142 8098 16 273 14 901 9919 8410 89 91 96 96

中部地区 7080 6690 15 259 13 069 11515 9514 78 75 90 84

西部地区 8425 8031 16 071 14 520 9018 8018 92 90 95 93

　　注 :职工工资增长按当年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 :根据 2001年和 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计算。

图 4　各地区工业职工平均工资相对水平及增长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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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是后者的 2312倍。大中型工业企业 R&D

经费占销售收入比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

重庆、辽宁、江西、上海、四川、江苏、山东、广东和

陕西 9省市区 ,而青海、河北、吉林、山西、云南、

内蒙古、新疆、海南该比重则不到 015% ,企业研

发投入严重不足。从大中型工业企业 R&D经费

占工业增加值比重来看 ,东部地区最高 ,东北地

区其次 ,中部地区再次 ,西部地区最低。这与四

大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2005年 ,东

部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 R&D经费占工业增加值

比重为 2197% ,平均比东北地区高 2318% ,比中

部地区高 3111% ,比西部地区高 6718%。

大中型工业企业 R&D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

的比重 , 2005年全国平均为 210%。其中 ,东北

地区最高 , 为 2152% ; 东部地区最低 , 只有

1187% ;中部和西部地区居中 ,分别为 2108%和

2111%。在 30个省市区 (缺西藏数据 )中 ,最高

的北京为 4101% ,而最低的海南只有 0138% ,北

京是海南的 1016倍。该比重超过 215%的有北

京、陕西、湖北、湖南、重庆、黑龙江、江西、辽宁、

江苏 ,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 不到

115%的有吉林、山西、广东、青海、云南、新疆和

海南 ,也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而大多数东部

省份处于居中水平。东部地区研发人员比重较

低 ,是与其产业结构特点、产业组织和贸易方式

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比

重大 ,加工贸易和贴牌生产 (OEM )盛行 ,企业垂

直分离的加快 ,以及企业自主创新意识不强 ,这

些都是导致东部地区大中型企业研发人员比重

较低的重要原因。

新产品率是衡量工业技术创新效果的重要指

标之一。2005年 ,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销

售收入占全部销售收入的比重为 1412% ,其中 ,东

部地区为 1518% ,比中部地区高 415个百分点 ,比

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高 418个百分点。分省

市区看 ,重庆最高为 3213% ,天津为 2915% ,上海

为 2714% ,分别居前三位 ;福建、湖南、浙江、广西、

北京、吉林在 15%～21%之间 ;而山西、黑龙江、贵

州、河北、甘肃、宁夏、青海、海南、云南和新疆则不

到 8% ,最低的新疆仅有 112%。需要指出的是 ,

目前我国有关部门习惯于采用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比重来衡量技术创新绩效 ,但由于统计口径的不

科学 ,该指标很容易在实践中产生误导。按照

2002年 7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高技术产业统计

分类目录的通知》,高技术产业的统计范围包括航

天航空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

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医疗设备

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等行业。显然 ,把整个行业都

归并为高技术产业的做法是不科学的 ,容易在实

践中产生混乱。按照这一统计分类 , 2000～2005

年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

值比重出现增加或者保持不变的只有 10个省

份 ,其他 21个省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其

中北京、陕西、四川和天津分别下降 1010个百分

点、913个百分点、716个百分点和 518个百分

点。更有意思的是 , 2005年西藏高技术产业增

加值比重高达 1216% ,在全国排第 7位 ,远高于

辽宁、山东、浙江等东部省份。显然 ,这并不表明

我国大部分地区高技术产业的重要性在下降 ,或

者西藏的高技术产业很重要 ,而是这种按行业的

分类方法本身是不科学的。

从企业自主创新来看 , 2005年全国大中型

工业企业实现亿元工业增加值拥有发明专利

0148项 ,其中东部地区为 0156项 ,东北地区只有

0122项 ,中西部地区则处于中间水平。这说明 ,

目前东北地区单位产出拥有的发明专利数很低 ,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分省市区看 ,湖南、北

京、广东、重庆、浙江和甘肃该比重都在 017项以

上 ,而山西、广西、内蒙古、新疆和吉林则不到

012项。最高的湖南是最低的吉林的 111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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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 2005年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情况 %

R&D经费

占销售收入

比重

R&D人员占

全部从业

人员比重

R&D经费占

工业增加值

比重

新产品销售

收入比重

亿元工业增加

值拥有发明

专利 (项 )

消化吸收经费

与技术引进

经费比例

全国 0174 2100 2160 1412 0148 2314

东部地区 0177 1187 2197 1518 0156 2610

东北地区 0182 2152 2140 1110 0122 1514

中部地区 0164 2108 2106 1113 0140 2011

西部地区 0164 2111 1177 1110 0138 1614

北京 0173 4101 3118 1611 0185 018

天津 0173 2135 2180 2915 0155 5312

河北 0147 1159 1161 519 0124 2312

山西 0143 1144 1120 714 0118 1514

内蒙古 0138 1178 0197 816 0117 4510

辽宁 1105 2175 3169 1115 0128 910

吉林 0145 1149 1147 1511 0109 1915

黑龙江 0162 2182 1132 712 0121 2318

上海 0194 2108 4102 2714 0143 1113

江苏 0185 2160 3139 1219 0155 1416

浙江 0171 1178 3150 1615 0174 2711

安徽 0171 1150 2111 1212 0134 5214

福建 0172 1159 2160 2015 0154 1013

江西 0199 2177 3157 1212 0122 610

山东 0178 1167 2156 1218 0136 3015

河南 0156 1192 2114 912 0134 1312

湖北 0169 2191 2121 1313 0137 1916

湖南 0172 2186 2104 1711 1106 810

广东 0176 1141 2195 1412 0182 4012

广西 0152 1168 1165 1615 0117 619

海南 0105 0138 0115 313 0121 8118

重庆 1116 2186 4143 3213 0180 711

四川 0188 2139 2152 1411 0162 2614

贵州 0170 1164 1187 710 0127 310

云南 0139 1106 0192 311 0125 1114

陕西 0175 2197 1187 918 0142 1712

甘肃 0152 2125 2112 512 0171 618

青海 0148 1141 1119 315 0122 2117

宁夏 0152 1155 1155 510 0130 917

新疆 0121 1101 0149 112 0114 7117

　　注 :西藏的数据缺乏。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6) 》和《2006年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统计资料 》(国家统计局

网站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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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 各地区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比重 %

地区 2000年 2005年
变化

(个百分点 )
地区 2000年 2005年

变化

(个百分点 )
地区 2000年 2005年

变化

(个百分点 )

江苏 1116 1810 614 安徽 319 317 - 012 甘肃 519 318 - 211

广东 1918 2510 512 黑龙江 317 314 - 013 福建 1610 1319 - 212

上海 1410 1911 511 广西 519 514 - 015 西藏 1419 1216 - 213

山东 412 517 115 浙江 815 716 - 018 吉林 912 616 - 216

湖北 710 812 113 海南 915 817 - 019 贵州 1212 911 - 310

青海 112 211 110 湖南 516 416 - 110 江西 1319 816 - 513

重庆 612 710 018 河南 416 311 - 115 天津 2712 2114 - 518

新疆 011 014 014 山西 312 115 - 117 四川 1711 914 - 716

内蒙古 216 219 013 河北 417 219 - 117 陕西 1916 1013 - 913

云南 215 215 010 辽宁 714 516 - 118 北京 3411 2411 - 1010

宁夏 313 312 - 011

　　资料来源 :科技部中国主要科技指标数据库。

再从大中型工业企业消化吸收经费与技术引进

经费比例 (以技术引进经费为 100)看 , 2005年东

部地区为 2610% ,东北地区为 1514% ,中部和西

部地区分别为 2011%和 1614% ,东部比东北地

区高 6818% ,比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高 2914%

和 5815%。该比重在 40%以上的有海南、新疆、

天津、安徽、内蒙古和广东 ,而宁夏、辽宁、湖南、

重庆、广西、甘肃、江西、贵州和北京则不到

10%。总体上看 ,各地区普遍存在“重引进 ”、

“轻消化吸收 ”的现象 ,消化吸收经费投入严重

不足。

(四 )安全生产效果。

安全生产是工业社会效益的重要方面。在

工业领域 ,各种安全事故主要集中在煤矿和金属

与非金属矿 (简称“两矿 ”)。2005年 ,“两矿 ”共

发生事故 5234起 ,占工矿商贸事故的 3918% ;死

亡人数 8280 人 , 占工矿商贸事故死亡人数

的 5212%。

从煤矿安全生产看 , 2005年全国煤矿事故

死亡人数 5938人 ,占工矿商贸企业死亡人数的

3714%。尤 其 是 东 北 地 区 , 该 比 重 达 到

5314% ,西部地区为 4517%。从地区分布看 ,

全国煤矿死亡人数的 7312%集中在中西部地

区 ,这与全国煤炭产量的 7816%集中在中西部

地区是相一致的。按 2005年生产 22105亿吨

原煤计算 ,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 2169人。

其中 ,东部地区为 2132 人 ,东北地区为 5101

人 ,中部地区为 1169人 ,西部地区为 3143人。

东北和西部地区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分别比东部

地区高 1116倍和 4718% ,比中部地区高 1196

倍和 1103倍。分省市区看 ,广东省煤矿百万吨

死亡率最高 ,达 43150人 ;其次为湖北和重庆 ,分

别为 12190人和 12164人 ;湖南、吉林、贵州、四

川、新疆、江西、福建和辽宁也在 5人以上 ,黑龙

江、云南、河北和广西在 3～5人之间 (见图 5)。

2006年 ,全国煤矿事故死亡 4746人 ,百万吨死亡

率下降到 2104人 ,大部分地区煤矿安全生产状

况较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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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煤矿事故外 ,金属与非金属矿事故也较为

严重。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统计 , 2006

年全国金属与非金属矿山共发生伤亡事故 1869

起、死亡 2271人 ,同比分别减少 59起、71人 ,分别

下降 311%和 310%。从地区分布看 ,西部地区事

故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全国的 4216%和 4315% ,

中部地区均占 2516% ,中西部合计占 6812%和

6911%。分省市区看 ,云南、四川、辽宁、湖北、湖

南、浙江、安徽、广西、陕西、贵州 10个省区死亡人

数均超过 100人 ,共死亡 1343人 ,占全国金属与非

金属矿事故死亡人数的 5911%。从变化趋势看 ,

河北、湖北、广东、海南 4省死亡人数下降比例均

超过 20% ,而辽宁、吉林、甘肃、新疆等省区死亡

人数同比上升比例达到 30%以上。①

　表 9 各地区“两矿 ”安全生产情况

煤矿事故 (2005年 ) 金属与非金属矿事故 (2006年 )

死亡人数

(人 )

占工矿商贸企业死

亡人数的比重 ( % )

地区分布

( % )

百万吨煤

死亡率 (人 )

事故起数

(起 )

地区分布

( % )

死亡人数

(人 )

地区分布

( % )

全 　　国 5938 3714 10010 2169 1869 100 2271 100

东部地区 662 1511 1111 2132 404 2116 477 2110

东北地区 931 5314 1517 5101 191 1012 226 919

中部地区 1556 4218 2612 1169 479 2516 581 2516

西部地区 2789 4517 4710 3143 795 4216 987 4315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有关资料和《中国统计年鉴 (2006) 》计算。

图 5　2005年各地区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和百万吨死亡率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统计。

① 《2006年全国非煤矿山事故分析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监督管理一司 , 2007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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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地区工业生态环境效益比较

加快地区工业发展 ,促进地区工业化进程 ,

必然会造成一定的生态环境污染。但是 ,地区工

业发展与生态环境污染之间的冲突并非是不可

调和的 ,我们完全可以在两者之间寻求到一个平

衡点 ,即以最少的生态环境代价实现最大化的经

济效益。当然 ,如果能够达到“零污染 ”、“零排

放”的目标 ,这将是一种十分理想的境界。这里 ,

着重从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效益两个方面来比

较我国各地区的工业生态环境效益差异。

(一 )资源利用效率。

从工业能源利用效率看 , 2005年我国全部

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单位工业增加

值能耗平均为 2159吨标准煤 /万元。按四大区

域计算 , 2005年东部地区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平均为 1176 吨标准煤 /万元 , 2006 年下降到

1164吨标准煤 /万元 ;这期间 ,中部地区由 3197

吨标准煤 /万元下降到 3166吨标准煤 /万元 ;西

部地区由 3187吨标准煤 /万元下降到 3155吨标

准煤 /万元 ;东北地区由 2188吨标准煤 /万元下

降到 2167吨标准煤 /万元。① 由此可见 ,目前各

地区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普遍偏高 ,尤其是中、

西部地区工业能耗水平远高于东部地区 ,也高于

东北地区。

分省市区看 , 2005年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最高的是宁夏 ,达到 9103吨标准煤 /万元 ;最低

的是广东 ,为 1108吨标准煤 /万元 ,宁夏是广东

的 814倍。如果各地区工业能耗都能达到广东

省的水平 ,那么全国工业企业至少可以节约能源

1019亿吨标准煤 ,相当于 2005年全国工业能源

消费总量的 61%。2006年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

耗最高的依然是宁夏 ,最低的依然是广东 ,宁夏

是广东的 813倍。在 30个省市区 (缺西藏数据 )

中 , 2006年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超过 310吨标准

煤 /万元共有 11个省区 ,包括宁夏、山西、内蒙

古、贵州、甘肃、河北、河南、青海、云南、湖北、海

南 ,除河北和海南外 ,全部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而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在 210吨标准煤 /万元以下

的共有 7个省市 ,包括江苏、浙江、福建、北京、天

津、上海、广东 ,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显然 ,各

地区工业平均能耗的悬殊差异 ,并非完全取决于

其能源利用效率 ,而是与其产业结构、技术和管

理水平以及能源利用效率等多方面因素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尤其是 ,目前我国的高能耗地区大

都是一些高能耗产业相对集中的地区 ,而较低能

耗地区大都属于轻纺工业比重较大的地区。从

变化趋势看 ,除青海外 ,其他省份单位工业增加

值能耗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 ,北京下降

10106% ,天津下降 7199% ,广西、江苏、陕西、安

徽、重庆和辽宁下降幅度也都在 6%以上。

再从工业用水效率看 , 2005年各地区单位

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平均为 150145立方米 /万元 ,

其中东部地区为 118166立方米 /万元 ,中部地区

为 229116立方米 /万元 ,西部地区为 203198立

方米 /万元 ,东北地区为 126177立方米 /万元。

可见 ,中、西部地区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要远

高于东部和东北地区。分省市区看 ,单位工业增

加值用水量最高的是贵州 ,达 393199立方米 /万

元 ;最低的是山东 ,为 22174立方米 /万元 ,贵州

是山东的 1713倍。如果各地区单位工业增加值

用水量都能达到山东省的水平 ,全国工业每年可

以节约 109019亿立方米的水资源。也就是说 ,

实现现有的工业总产出只需要 2005年工业用水

量的 15%就可以了。根据各地区单位工业增加

值用水量的相对水平 ,大体可以把 31个省市区

分为 3种类型 : (1)高耗水地区 ,单位工业增加值

① 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工业增加值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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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0 我国各地区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吨标准煤 /万元

地 　区 2005年 2006年 上升或下降 ( ±% ) 地 　区 2005年 2006年 上升或下降 ( ±% )

北 　京 115 1133 - 10106 河 　南 4102 3178 - 5193

天 　津 1145 1133 - 7199 湖 　北 315 3133 - 4199

河 　北 4141 4119 - 5159 湖 　南 2188 2174 - 4138

山 　西 6157 5189 - 3136 广 　东 1108 1104 - 2196

内蒙古 5167 5137 - 512 广 　西 3119 2188 - 7136

辽 　宁 3111 2192 - 611 海 　南 3165 3115 - 5156

吉 　林 3125 218 - 4141 重 　庆 2175 2163 - 6134

黑龙江 2134 2123 - 5191 四 　川 3152 2182 - 3198

上 　海 1118 112 - 6 贵 　州 5138 5121 - 3115

江 　苏 1167 1157 - 7132 云 　南 3155 314 - 4131

浙 　江 1149 1143 - 119 陕 　西 2162 2146 - 7109

安 　徽 3113 2186 - 6196 甘 　肃 4199 4159 - 3103

福 　建 1145 1137 - 513 青 　海 3144 3164 5196

江 　西 3111 2172 - 5184 宁 　夏 9103 8168 - 3119

山 　东 2115 2102 - 517 新 　疆 3100 2191 - 2113

　　注 :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为工业能源消费量与工业增加值之比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上升或下降 ( % ) = (2006年

工业能耗增长指数 /2006年工业增加值增长指数 - 1) ×100%。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5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单位 GDP能耗等指

标公报 》, 2006年 6月 30日 ;《2006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单位 GDP能耗等指标公报 》, 2007年 7月 12日。

用水量超过平均水平 40%以上 ,包括贵州、安

徽、湖南、广西、江西、湖北、重庆、青海、西藏、甘

肃、四川、福建、江苏 13个省市区 ,除青海、甘肃

外 ,全部集中在南方地区 ; ( 2)低耗水地区 ,单位

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低于平均水平 40%以上 ,包

括内蒙古、新疆、陕西、山西、辽宁、河北、北京、天

津、山东 9省市区 ,全部集中在水资源缺乏的北

方地区 ; (3 )中等耗水地区 ,包括黑龙江、海南、

上海、云南、宁夏、吉林、广东、河南、浙江 9省市

区 ,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相对水平处于 016～

114之间。

(二 )工业环境效益。

2000年 ,全国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为 194124亿

吨 ,到 2005年达到 243111亿吨 ,增长 25116% ,年

均增长 4159%。其中 ,东部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

占全国总排放量的一半左右。在 2000～2005年

间 ,东部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增长了 46150%;西

部地区也有较大幅度增长 ,由 2000年的 44171亿

吨增加到 2005 年的 53155 亿吨 , 增幅达到

19177%。中部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变化不大 ,

东北地区则已出现工业废水排放量减少的趋势。

从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看 , 2005年全国平均为

9112% ,其中 ,东部地区为 9418% ,东北地区为

9115% , 中部地区为 9111% , 而西部地区只

有 8310%。

从 2000～2005年 ,全国工业废气排放量由

138 145亿标立方米增加到 268 988亿标立方米 ,

5年间增长了 94171% ,年均增长 14126%。东部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007年第 64期 (总第 2120期 )

18　　　

　表 11 2005年各地区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类型 地区
单位用水量

(立方米 /万元 )
相对水平 类型 地区

单位用水量

(立方米 /万元 )
相对水平

平均 150145 1100 黑龙江 205165 1137

高
耗
水
地
区

贵州 393199 2162

安徽 372141 2148

湖南 367155 2144

广西 356109 2137

江西 351184 2134

湖北 338180 2125

重庆 322137 2114

青海 306195 2104

西藏 268188 1179

甘肃 230139 1153

四川 224173 1149

福建 223137 1148

江苏 222172 1148

中
等
耗
水
地
区

海 　南 203100 1135

上 　海 196190 1131

云 　南 155165 1103

宁 　夏 150161 1100

吉 　林 137176 0192

广 　东 127173 0185

河 　南 93167 0162

浙 　江 91151 0161

低
耗
水
地
区

内蒙古 89105 0159

新 　疆 85127 0157

陕 　西 82158 0155

山 　西 65183 0144

辽 　宁 60144 0140

河 　北 55100 0137

北 　京 39184 0126

天 　津 23193 0116

山 　东 22174 0115

　　注 :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相对水平以各地区平均值为 110。工业增加值按全部工业口径计算。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06) 》和《环境统计数据 (2005) 》计算。

地区作为工业发达地区 ,其工业废气排放量在

2005年达到 121 107亿标立方米 ,占全国总排放

量的 45102% ,比 2000年增长了 102104%。东

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工业废气排放量比 2000

年均增长了近一倍左右。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对环境的污染非常大。

2005年 ,全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达到 216814万

吨 ,比 2000年排放量增长了 34124% ,年均增长

6107%。其中 , 2005年东北地区二氧化硫排放

量达到 170万吨 ,比 2000年增长 50157% ,而东

部地区的增幅仅为 23193% ,中西部地区的增幅

也在 40%以上。这说明 ,在“十五 ”期间 ,东部地

区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的控制较为有效 ,而东北

和中西部地区成效不显著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没

有得到有效控制。

工业烟尘也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之

一。2005年全国工业烟尘排放量为 94819万吨 ,

比 2000年减少 0146%。“十五 ”期间 ,东部地区

工业烟尘排放量减少了 10138% ,西部地区减少

了 4178% ,而中部和东北地区则分别增长了

11152%和 4171%。从总量来看 ,中西部地区工

业烟尘排放量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这说明 ,

近年来中部和东北地区工业烟尘排放尚未得到

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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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十五 ”期间工业废物排放量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 :根据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计算。

　　“十五 ”期间 ,全国工业粉尘排放量和工业

固体废物排放量均得到了一定控制。2005年 ,

全国工业粉尘排放量为 91112万吨 ,比 2000年

减少了 16156% ,其中东部地区工业粉尘排放量

为 226万吨 ,比 2000年减少了 30132%。全国工

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从 2000 年的 3186 万吨减

少到 2005 年 的 1654168 万 吨 , 5 年 减 少 了

48106%。四大区域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均有不

同幅度的降低。这说明 ,近年来我国各地区工业

固体废物排放已经得到一定控制。但目前各地

区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仍然较低 , 2005年

全国平均为 5611% ,东部地区为 7411% ,而东

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只有 4919%、5414%

和 4314%。

从单位工业增加值“三废 ”排放量看 ,大体

呈现出西部地区最高 ,中部地区其次 ,东北地区

再次 ,东部地区最低的格局。这与四大区域的经

济发展水平梯度基本一致。2005年 ,西部地区

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 SO2 达 7515千克 /万元 ,是

东部地区的 415倍 ;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烟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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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2 2005年单位工业增加值“三废 ”排放量 千克 /万元

　　　项目

地区 　　　
SO2 烟尘 粉尘 废水 (吨 /万元 ) 化学需氧量 氨氮 固体废弃物 (吨 /亿元 )

全 　　国 3010 1311 1216 3317 717 0173 22912

东部地区 1619 419 510 2710 412 0134 1711

东北地区 2614 2012 1111 2918 818 0182 1715

中部地区 4610 2617 2918 4318 1110 1146 62113

西部地区 7515 3113 2913 5516 1914 1162 90811

　　注 :工业增加值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06) 》和《环境统计数据 (2005) 》计算。

3113千克 /万元 ,是东部地区的 614倍 ;单位工业

增加值排放粉尘达 2913千克 /万元 ,是东部地区

的 519倍 ;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废水达 5516吨 /

万元 ,是东部地区的 211倍 ;单位工业增加值排

放化学需氧量达 1914千克 /万元 ,是东部地区的

416倍 ;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氨氮达 1162千克 /

万元 ,是东部地区的 418倍 ;单位工业增加值排

放固体废弃物达 90811吨 /亿元 ,是东部地区的

5311倍。

　　四、促进地区工业效益全面提高的基

本思路

综上所述 ,当前我国各地区工业发展普遍存

在能源、资源消耗高 ,“三废 ”排放量大 ,经济增

长方式粗放 ,产品技术含量低 ,自主创新能力不

强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严重不

协调。为此 ,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强化

工业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

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推动工业结构优化升级

和效益全面提升。

11牢固树立全面的工业效益观。长期以

来 ,人们一谈到工业效益 ,更多的是注重经济效

益 ,而忽视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对于工业

经济效益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

评价指标体系 ,国家和地方统计局均发布了相应

的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 ,主要指标包括总资产

贡献率、资本保值增值率、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

周转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和产

品销售率七项。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 ,工业效益

不单纯是工业经济效益 ,而是工业经济效益、工

业社会效益和工业生态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体。

更重要的是 ,工业经济效益更多的是工业企业所

追求的目标 ,而各级政府部门则应更多地追求工

业社会效益和工业生态环境效益。对各级政府

部门而言 ,如果舍去工业社会效益和工业生态环

境效益 ,而单纯去追求工业经济效益 ,那将是本

末倒置 ,没有很好履行政府应尽的职责。所以 ,

今后各地在促进工业发展的过程中 ,一定要以科

学发展观统揽全局 ,牢固树立统筹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全面效益观 ,坚定不移

地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把提高工业社会效益和

生态环境效益提高到更加重要的战略高度上来 ,

实现工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全面提高。

21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十一

五 ”规划纲要中 ,国家已经明确要按照资源和环

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未来发展潜力 ,将

全国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

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域。当前 ,全国的有关省

市区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工作正在有序地展开。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 ,如何从各地区的发展条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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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出发 ,明确其主体功能定位 ,并确保能够得

到有效的实施。因此 ,地区主体功能实现的动力

机制 ,将是当前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国家

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制定差别化的支持和约束政

策 ,包括人口、土地、财政、产业、投资和社会政策

等 ,引导各地按照其主体功能定位 ,不断优化地

区工业结构 ,培育主导优势产业链 ,大力发展特

色经济 ,以促使各地经济逐步走上特色化、专业

化、集约化和高级化的道路。譬如 ,就珠三角、长

三角、京津冀等优化开发区域而言 ,今后重点是

发挥其区位、科技、人才、信息等优势 ,大力发展

高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业 ,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和

产业升级 ,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提高参与国

际竞争和经济全球化的档次 ;对于辽东半岛、山

东半岛、闽东南地区、中原地区、武汉城市圈、长

株潭地区、关中地区、成渝地区、北部湾沿岸、天

山北麓地区等重点开发区域 ,要发挥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大、现有基础较好的优势 ,大规模集聚人

口和产业 ,加快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进程 ,

尤其要围绕优势资源和优势产业 ,延长产业链

条 ,完善产业配套服务体系 ,打造一批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主导优势产业链 ;对于限制开发区域 ,

要根据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自身的发展条件 ,

侧重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 ,培育形成具有较

强竞争力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发展格局 ;对于

禁止开发区域 ,其主要任务是保护生态环境 ,要

严格禁止各种与其主体功能定位不相符的开发

活动。

31建立健全政府考核指标体系。当前 ,我

国各地区普遍存在经济增长方式粗放 ,工业经

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严重不协调 ,一

些地方甚至存在对 GDP的盲目崇拜 ,片面追求

GDP增长 ,而忽视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有的地方甚至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获得一

时的经济增长。显然 ,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

续的 ,也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精神的。所以

会出现这种情况 ,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政府职

能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 ,政府政绩考核制度还

不健全。目前 ,我国还缺乏一个科学的政府政

绩考核指标体系 ,干部考核任用制度也存在诸

多缺陷。很明显 ,要促使各地区逐步走上科学发

展的道路 ,就必须树立科学的政绩观 ,建立科学

的政府考核指标体系。一是要探索性地建立科

学发展指数 ,并以该指数作为考核政府政绩的重

要指标 ;二是要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环

境效益有机结合起来 ,尤其要更加重视社会效益

和生态环境效益 ;三是对不同的地区 ,要根据其

发展条件和主体功能 ,采取不同的指标体系进行

考核。

41推行工业社会效益综合评价。目前 ,我

国各地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经济效益综

合评价指标体系 ,工业生态环境效益的评价也越

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然而 ,至今为止 ,工

业社会效益评价问题在国内还没有引起足够的

注意 ,更谈不上建立科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因此 ,各地应该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 ,探索建

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 ,对工业投资项目和地区

工业发展的社会效益进行综合评价。总体上讲 ,

工业社会效益评价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是工业发展对扩大就业和吸纳劳动力的效应 ;二

是工业发展对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职工收入的

效应 ;三是工业发展在刺激技术创新 ,尤其是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方面的效应 ;四是工业发展中的

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问题。有关部门应该建立

一套科学完整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强化对工业

社会效益的评价 ,并逐步把工业社会效益评价纳

入工业效益综合评价体系之中。

51积极推进地区工业的生态化。当前 ,高

度强调生态环境效益 ,追求工业的生态化 ,已经

(下转第 5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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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 ,充分享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 ,张

扬消费个性 ,扩大消费领域 ,增加高质量的闲暇

消费。要帮助人们克服在消费过程中犹豫观望、

等待降价的心理 ,利用目前发达的金融服务业 ,

在预期收入许可的范围内 ,适度提前消费 ,提高

生活质量 ,充分享受生活。目前我国正在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 ,小康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人民生活水

平的进一步提高 ,其主要表现就是消费水平的提

高和消费结构的优化 ,构建新型的消费文化应该

立足于此 ,鼓励丰足的、高尚的消费 ,以形成消费

需求与经济增长间的良性循环 ,促进整个国民经

济的健康发展。

61改善城乡消费环境 ,引导和促进居民消

费。努力改善城乡消费环境 ,是引导和促进居民

消费的一项迫切任务。 ( 1 )稳步推进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 ,加强

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 ,扩大农村广播电视覆盖

面 ,为农民扩大消费创造条件。 (2)积极发展城

乡商业设施。鼓励发展超市、连锁经营等多种业

态 ,加快建设租赁市场和二手商品市场。鼓励各

类投资主体投资农村商业设施建设 ,支持流通企

业向小城镇延伸经营网络。 ( 3 )大力整顿消费

品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价格欺诈、非

法广告等各种不法行为 ,加强食品药品安全整治

工作。 (4)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广泛深入地

开展消费者权益宣传教育 ,积极发展消费者权益

保护中介机构 ,加大消费纠纷处理力度。 (5)加

强个人信用体系建设 ,规范发展消费信贷 ,增加

消费信贷品种。

71加大对农资价格的调控力度 ,切实减轻

农民负担。 ( 1 )加大对农资价格的调控力度 ,

控制农资价格上涨。要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基

地建设 ,从源头上控制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 ,让

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 ( 2)强化“保农打假 ”力

度。技术监督等部门要对农资市场进行全面的

检查 ,严把农业生产资料经营发证审查关 ,严厉

查处假冒伪劣种子、化肥、农药和农机配件等违

法行为 ,加大打击力度 ,净化农资市场环境 ,同

时加强对优质种子、化肥和农药的宣传 ,使农民

正确选择 ,进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的利益不

受损害。 (3)加强对农民科学种田实用技术的

指导。在把好“农资 ”质量关的同时 ,还要积极

做好科学种田的宣传 ,告诉农民不要滥用农业

生产资料 ,要根据自家地的情况 ,合理配置 ,从

而让农户达到最低种植成本的同时 ,取得最大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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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世界工业发展的大趋势。因此 ,积极推进

各地区工业的生态化 ,将是当前我国工业发展

中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 ( 1 )要按照科学发展

观的要求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环境友好型经

济 ,建立完善的相关制度体系和科技支撑体系 ,

使各地发展循环经济和环境友好型经济能够成

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自觉行动、一种增长模式、一

种社会责任和一种内在的机制 ,而不单纯是依

靠来自上级政府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和政治

号召 ; ( 2)要积极推进生态工业发展 ,在不同行

业、不同地区和不同层次 ,建立一批生态工业企

业和生态工业园区 ,逐步构建形成具有地方特色

的生态工业体系 ; (3)要改变目前主要依靠行政

手段和指标分解的办法 ,探索建立科学的节能降

耗减排市场化机制 ,如碳排放权交易、二氧化硫

排放权交易、水污染物排放权交易、水权交易等 ;

(4)改进环境管理制度 ,加快建立高效的社会化

环境管理系统。尤其是 ,要重视加大对企业家、

公众的环境教育 ,形成全社会重视环境保护的氛

围和共识 ,积极引导公众的广泛参与 ,大力倡导

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