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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牧区产业结构调整是

实现农村牧区产业合理、有序、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点和突破口。

西部开发以来，内蒙古农村牧区

持续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牧

业现代化建设，促进了经济发展

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也发生了

相应变化，以能源化工工业为主

的第二产业成为推动农村牧区经

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以传统服务

  内蒙古农村牧区产业结构调整及
可持续发展存在问题研究

吴晶英 

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成为农村

牧区就业增长的主体。但由于多

种因素的影响，产业结构不尽合

理，主要体现在资源消耗大、环

境污染严重、经济低质量增长等

方面，这也导致了农村牧区经济

增长方式粗放、低附加值、长期

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后果。因此 ,

寻找目前内蒙古农村牧区产业结

构中存在的问题，调整产业结

构，促进农村牧区产业的合理、

有序、可持续发展，是加快推进

农村牧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重

点工作。

 

一、从宏观总体的角度

来看，内蒙古农村牧区产业

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产业结构层次低

从表 1 中三次产业产值结构

的国际标准化结构模式与我区农

摘  要 ：根据内蒙古农村牧区产业结构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市场成为调整优化农村牧区资源配置的重要

手段，生产结构、产品结构主要是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调整优化，但当前内蒙古农村牧区产业结构市场优化的

机制尚未健全，存在诸如三次产业融合度不高、协调性不强、新旧产业衔接故障、第一产业劳动就业比重过

大、能源化工产业偏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问题，深入分析内蒙古农村牧区产业结构的制约问题，将为进

一步提出自治区农村牧区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方向、政策措施提供有力的指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农村牧区  产业结构  调整优化  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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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牧区 2015 年的产值结构相比

较看，我区农村牧区第一产业产

值比重比库兹涅茨模式的国际标

准结构高 5.4 个百分点，但比钱

纳里、艾金通和西姆斯的国际标

准结构及赛尔奎因和钱纳里的国

际标准结构分别低 2.3 和 6.5 个

百分点 ；我区农村牧区第二产业

产值占比均大大高于库兹涅茨、

钱纳里、艾金通和西姆斯及赛尔

奎因和钱纳里的 3 个国际标准结

构 模 式， 分 别 高 2.74、19.74、

11.74 个百分点 ；我区农村牧区

第三产业的产值构成比却远低

于这 3 个国际标准结构模式，分

别 低 8.2、17.44 和 6.84 个 百 分

点。2015 年我区农村牧区的三

次产业就业结构与国际标准化结

构模式相比较，我区农村牧区第

一产业就业比重显著高于库兹涅

茨模式和钱纳里、艾金通和西姆

斯的国际标准结构模式，分别高

31.93 和 21.03 个 百 分 点， 仅 比

赛尔奎因和钱纳里的国际标准结

构模式低 2.07 个百分点 ；我区

农村牧区第二产业就业构成比明

显低于库兹涅茨和钱纳里、艾金

通和西姆斯的国际标准结构，分

别 低 29.13 和 14.53 个 百 分 点，

与赛尔奎因和钱纳里的国际标准

结构较为接近，但仍低 3.03 个

百分点 ；我区农村牧区第三产业

就业结构比重分别低于库兹涅茨

和钱纳里、艾金通和西姆斯国际

标准结构的 6.66 和 10.36 个百分

点，比赛尔奎因和钱纳里的国际

标准结构高 5.07 个百分点。总

之，从我区农村牧区目前的产业

结构与国际化标准水平相比较差

距显著。

（二）三次产业融合度不

高、协调性不强

一方面，第一、二产业的

关联度不高，农畜产品加工特别

是深加工转化率偏低。农畜产品

加工企业总体上规模不大、实力

不强，品牌建设能力薄弱。除

乳、绒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比较成

型，形成了稳定的原料生产基地

和先进的加工企业集群，粮油、

肉类等其它产业生产基地建设滞

后，市场竞争力不强，缺乏领军

企业和大的知名品牌。目前，发

达国家农畜产品一般加工转化率

超过 90%，深加工转化率也超过

80%，自治区农畜产品一般加工

转化率只有 52% 左右，深加工

转化率不超过 20%。另一方面，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制

约了一、二产业的发展。在我区

农村牧区生产性服务业中对一、

二产发展具有较大拉动作用的现

代物流、技术研发、金融保险、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等高端服务业

发展相当落后，尤其是农村牧区

教育发展滞后造成我区农牧民整

体素质低下，难以适应现代化经

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另外，生产

性服务的内部供给现象严重，企

业服务大量依靠内部供给，第

二、三产业衔接不顺畅。

（三）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的模式，面临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难度大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

经 济 增 长 的“ 三 驾 马 车 ”。 然

而，长期以来，我区特别是我区

的农村牧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经济增长

过度依赖于外部需求和投资高速

增长的拉动。如果说我国沿海地

区经济增长是以出口和投资两个

轮子带动的，我区特别是农村牧

区的经济增长却以投资一个轮子

拉动的。后金融危机时代，在世

界经济严重衰退和我国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导致外部需求萎缩的情

况下，自治区以及农村牧区以高

投资来支撑经济增长发展模式的

弊端越来越显现，不利于克服经

济回升中基础不稳定、不平衡问

题，不利于培育和强化经济持续

稳定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如

表 1   三次产业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的国际标准化结构模式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就业结构

产值结构

人均 GDP

库兹涅茨模式（1971）

1000（1958 年美元）

10.9

48.4

40.7

17.7

45.3

37.0

钱纳里、艾金通和

西姆斯模式（1970）

1000（1970 年美元）

18.6

31.4

50.0

28.6

30.7

40.7

赛尔奎因和

钱纳里模式（1989）

1000（1989 年美元）

22.8

39.4

37.8

51.7

19.2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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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控制总量，淘汰落后产能，压

缩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的产品和

过剩产能，增加技术含量和附加

值高的产品和产能供给，培育新

兴产业，引导产业有序健康发

展，是我区农村牧区现代化建设

面临的巨大挑战。

（四）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

化过程中，出现新旧产业衔接故

障，导致产业结构的空洞化

首先，随着知识经济的兴

起，居民的消费结构急剧变化，

从 而 加 速 传 统 产 业 的 衰 退 ; 其

次，知识经济的发展对新兴产业

的发展提出更高的技术门槛，然

而我区特别是我区牧区现有技术

创新能力难以应对知识经济对产

业结构调整提出的挑战 ; 最后，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自治区牧区

在资金存量、技术创新和管理能

力等方面的劣势严重突显，自治

区农村牧区产业发展面临的危险

也更大。

二、从微观角度来分析，

内蒙古牧区三次产业存在的

问题

（一）第一产业劳动就业比

重过大，产业化进程迟缓，牧区

现代化程度低

第一，我区农村牧区的第

一产业中畜牧业占据主导地位，

劳动力就业比重所占份额较大。

2015 年达到 49.63%，绝大多数

人仍然处于粗放经营、靠天吃饭

的自然经济状态。虽然 2015 年

我区农村牧区第一产业产值构比

为 16.3%，但是从就业结构对产

业结构偏离系数的视角分析，产

业结构严重偏离经济发展。第

二，我区农村牧区农牧业基础薄

弱，农牧业生产效益低，农牧业

产业化发展进程缓慢。首先，由

于第一产业产品的特点制约，主

要包括农畜产品的专用性高、耐

储性低、品质差异性大，造成标

准化、规格化生产的难度加大，

是构成产业化经营很难克服的制

约因素。其次，我区农村牧区第

一产业的生产模式仍以一家一户

分散经营为主，不利于农牧业产

业化经营。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

易成本角度分析，由于我区农村

牧区地域辽阔，农村牧区行政

区域土地面积达到 115 万平方公

里，占到全区土地面积的 97%

以上，其中牧区行政区域土地面

积就达到 81 万平方公里，占到

全区土地面积的 68% 以上，因

此，导致加工企业在信息传输、

产品运输以及生产监督、组织成

本提高、难度加大，不利于建立

生产的整个链条，产业化经营的

很多条件都不具备。这也造成农

牧业产品精深加工不足、附加值

低、产业链条短、产业化水平

低，难以有效带动农牧民增收和

劳动力转移，影响了我区农村牧

区产业结构调整和现代化建设的

有效推进。最后，我区农村牧区

农牧业发展基础设施薄弱。交通

通讯等基础设施薄弱，不仅限制

了农牧民与市场之间的联系，还

增加了牧区畜产品的交易费用和

市场占有份额的大小。并且，农

牧业、水利基础设施欠账较多，

草畜矛盾突出，水资源供应紧

张，这些都不利于农牧业产业化

经营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第二产业中能源化工

产业一直处于偏重状态，发展质

量不高

我区农村牧区能源化工产

业比重过大，资源依赖特征明

显，三次产业呈“二、三、一”

的比例构成，并且以煤炭、电

力、冶金、化工及农畜产品加工

业等为主导的产业得以优先发

展，其中“一煤独大”问题突

出，这也是造成我区农村牧区工

业结构名义高度高、实际高度化

不足的原因所在。在我区农村牧

区一些旗市，政府掌控着庞大的

资源，如土地、矿产资源、特许

经营权政策以及政府的举债信用

等，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

多地不计后果盲目开发矿产资

源，资源开发利用呈现粗放式状

态，缺少长期稳定的可持续规

划，导致许多地方产业趋同和对

能源化工产业的偏重，对我区农

村牧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来很

大的制约，也会对经济发展造成

阻碍。首先，重化工业发展并不

能帮助服务业发展其所需核心竞

争力的要素。基于生产线管理的

重化工业根本无力提供服务业企

业规模化经营所需要的专业人

才、软件信息技术、流程管理

等，致使我区农村牧区服务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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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严重滞后，服务业的企业要形

成规模更加困难。其次，由重化

工业增长带动的经济增长并没

有带来就业的同步增长，在某

些行业甚至会导致就业人数的

绝 对 减 少。 据 测 算，GDP 每 增

长 1 个百分点，在轻加工业阶段

大约能安置 300 万就业，而在重

化工业阶段只能安排大约 70 万

人就业，即重化工业阶段的就

业弹性系数还不到轻加工业阶

段的 1/4，这会给我区农村牧区

就业带来更大的压力。最后，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经济转型

升级的最后“窗口期”。面对国

际国内发展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

化，转型与改革的时间空间约束

全面增强。在这个特定背景下，

过分依赖资源能源等重化工业拉

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不

利于农村牧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和农村牧区现代化建设。

（三）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不仅制约着经济发展的质量效

益，也阻碍着就业结构的优化调

整

尽管我区十分重视第三产

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加快

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但 2015 年

我区农村牧区第三产业实现增

加 值 3855.38 亿 元， 占 GDP 的

32.56%，比全区平均水平低 7.84

个百分点，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

平均水平 50%。由于第三产业

发展滞后，限制了社会就业容量

的扩大，2015 年我区农村牧区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是 34.17%，

低于全区平均水平 9.63 个百分

点，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 68.6％

的水平，也明显低于中等收入国

家 51.2％的水平，我区农村牧区

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明显偏低。我

区农村牧区第三产业问题比较复

杂，一是传统服务业如商贸流

通、餐饮业等供大于求，而新兴

服务业如信息咨询、金融衍生工

具等则供不应求 ; 二是生产性服

务业供给不足，科学研究、金融

保险、法律咨询服务等仍然难以

满足市场需求，而生活服务业

中，除了教育、医疗存在显著供

求矛盾，其他部门基本上都满足

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 ; 三

是非垄断性行业供给过剩，如餐

饮业。而垄断性行业诸如铁路、

航空存在发展严重不足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三次

产业各自存在着发展粗放、发展

不足以及缺乏科技竞争力等问

题，难以支撑农村牧区整个经济

的健康发展。故产业结构优化调

整和产业结构可持续发展必然成

为当前我区农村牧区经济发展和

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在内蒙古农村牧区产业结

构变动过程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

变动过程不仅存在巨大的差距，

而且与我区平均水平也有不同程

度的差距，导致我区农村牧区就

业结构与产值结构严重脱节和产

业结构调整严重滞后，也造成我

区农村牧区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

中产生严重的不可持续性问题，

诸如三次产业融合度不高、协调

性不强、新旧产业衔接故障、第

一产业劳动就业比重过大、能源

化工产业偏重、第三产业发展滞

等问题。因此，要使我区牧区经

济健康持续发展，首要解决的是

牧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通过

对各产业部门结构、行业结构、

产品结构普遍存在的不合理状况

进行协调，解决各次产业发展的

障碍因素，合理利用我区农村牧

区自然资源、经济社会等优势条

件，实现我区农村牧区产业结构

可持续发展，从而加快推进实现

我区农村牧区现代化建设的步

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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