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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①“一五”时期（1953～1957年）的产业结构——在计划指导下，我国加大了对工
业的投资，特别是重点发展了重工业。在整个计划期内，国家集中了所能支配的各种生产要素重点发
展重工业。加强了对原有产业结构的改造，新的产业纷纷建立，如在原有产业结构中所空白的汽车制
造业、飞机制造业、大型电机设备制造业、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等等。这
些新的产业部门的建立，使我国产业结构的完整性有了相当程度改观，为我国建立自己相对独立和完
整的产业结构打下初步基础。 ②“大跃进”时期（1958～1960年）的产业结构——在脱离实际、急于
求成的“大跃进”运动中，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动。重工业发展过猛、过急，“大跃进”在
工业方面的任务可集中体现为“以钢为纲”。在工业布局上追求的是“遍地开花”模式。各行各业都
提出了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在三大产业之间第二产业发展速度过快，从而造成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对
其供给不足，并且造成“大跃进”时期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调。 ③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1～1965年）
的产业结构——由于“大跃进”的错误决策，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一次较大震荡，产业结构受到较大
破坏。为了恢复经济、理顺产业结构，中共中央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调整
经济发展。经过几年调整，我国经济得到全面恢复，产业结构又重新变得较为协调。 ④“文化大革命
”及结束后两年（1966～1978年）的产业结构——这一时期，在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点是执行以备战
为中心的建设指导方针。在这一方针下，我国的产业结构显示出较鲜明的“时代特色”。“文化大革
命”结束后的两年，从经济上看，其执行的基本政策仍延续了“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产业结构的变
动方向并没有改变。因此，我们将这两年的产业结构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业结构放在一起讨论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变动特征是农业缓慢增长，工业继续超前发展，重工业一枝独秀，
第三产业发展缓慢。 （三）改革开放时期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产
业结构是一种依靠指令性计划推动的重工业主导型结构的话，那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
制的建立，我国的产业结构遂逐渐转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时期。改革开放后，我国改变了“重工业
优先发展”的战略，确立了“轻纺工业优先发展”的调整方针，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以
日常生活用品为主要对象的市场需求，曾成为拉动我国轻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随后又转向以家电为
主的新兴耐用消费品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特点。主要
表现在以下方面——产业发展的任务从以数量扩张为主转向以素质提高为主的新阶段，当时和之后我
国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不再是追求数量的扩张，而是要在产业发展的科技水平和效率上缩小与发达国
家的差距；产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由短缺转为相对过剩，我国居民绝大部分已跨越温饱阶段，正
向小康迈进或已达小康，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相对过剩的根本原因是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不相
适应；产业结构发展的重点由解决比例失调转为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加大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
改造的力度，推进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此带动
整个产业的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发展方式由以行政和计划为主转为以市场机制为主；产业结构发展面
临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压力，由于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正在弱化，我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在
新兴产业领域还尚未形成竞争优势，国际竞争是对我国产业发展的严峻挑战。

Page 3



《节能型国家建设与政府主导节能模》

编辑推荐

《节能型国家建设与政府主导节能模式》可供从事能源战略规划、能源节约和能源经济研究人员和管
理人员参考，亦可作为能源经济相关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Page 4



《节能型国家建设与政府主导节能模》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