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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产业结构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 

——以湖南省为例 

“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研究”课题组 

（邵阳学院 经济与管理系，湖南 邵阳  422000） 

摘  要：产业结构的状况与经济增长具有密切的联系。产业结构差异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影响经济

增长的重要因素。区域产业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产业结构的优劣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和水

平的重要标志。湖南县域经济产业凸现“农”的特征，产业结构差异大、分布呈现区域特征。运用产业结构变动

与经济增长关系模型，分析了湖南省 88 个县域经济体在 2004—2008 年内产业结构差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

表明：各县域经济体产业结构调整与变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巨大，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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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ounty economy 

——set Hu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research team of “Study on the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County Economy” 

 (Shaoyang University, Shaoyang 422000 ,China) 

Abstract: After summariz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about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the economic growth,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fference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about 88 
county economy in Hunan Province from 2004 year to2008 year. The paper analyzes that the difference and the change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fluenced the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view of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foundation of  
analy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difference of the county economy in Hunan Province with the model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erowth, then analyzing the result of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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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产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结构影响国

民经济增长的质量与速度，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

长的关系问题受到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W·配

第早在 17 世纪就发现了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不同

是形成各国国民收入水平的差异和经济发展不同

阶段的关键原因。此后，许多人对此问题进行了相

关研究，如库兹涅茨、赫希曼、克拉克、钱纳里、

霍夫曼等。钱纳里在对产业结构进行实证研究时，

选择了多个变量和若干基本方程描述了经济发展

中结构转换的一般过程，得到每个结构变量随收入

增长而变化的逻辑曲线，得出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

密切相关的结论[1]。丹尼森对美国 1929—1957 年经

济增长分析后得出，经济增长中的 12%是由产业结

构变动造成[2]；库兹涅茨对美国 1948—1966 年经济

增长分析后则得出，经济增长的 10%是由产业结构

变动贡献[3]。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基于一定的宏观

经济分析而进行的，重点是分析经济系统的周期和

波动以及各种因素对增长的贡献，而缺乏对经济增

长的内部结构和机制的分析。关于产业结构与经济

增长的作用，郭克莎分析了产业结构的偏差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认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因素主要是结

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4]，但没有定量分析产业结

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葛新元等利用 1953—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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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统计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认为，经济增长的 13%

是由六大产业结构调整贡献的[5]；刘伟和张辉的研

究也指出，在改革开放 30 年中产业结构变迁对中

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曾一度十分显著[6]。这些研究同

样是从宏观层面上分析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

的作用，并没有对经济增长有积极贡献的产业结构

及其调整进行分析。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

构调整与优化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一些学者与专家

对省域或行业的经济结构特征也进行了相关研究，

但对县域经济产业结构与县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

究却很少涉及。 

县是国家组织结构中较小的基层单位，所拥有

的资源较少，单个县的经济总量也较小，但整个县

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古训说，“县

为国之基，民乃邦之本”，“郡县治，天下安”。可

见县域在整个国家中的重要作用。目前县域经济增

长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问题。因此，加强

对县域经济产业结构与县域经济的关系研究具有

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湖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

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省份之一，县域人口多，县域

经济比重高。2008 年，全省纳入县域经济管理范畴

的 97 个县(市、区)实现 GDP 达 7 374.5 亿元，占全

省的 66.1%。笔者拟对湖南省县域经济产业结构与

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参

考。 

二、湖南省县域产业结构的特征及差异 

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游南岸，总面积 21 万多平

方公里，是中部地区的一个大省。2006 年总人口 6 

768.10 万人，其中乡村人口有 4 148.17 万人，占全

省总人口的 61.29%；拥有 88 个县域经济行政单位

(县、市)；湖南省县域经济 GDP 为 4 463.45 亿元，

占全省的 58.97%。受地质地貌条件、人口素质和经

济基础等方面的影响，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大，

产业结构差异显著。 

1. 湖南县域经济产业凸现“农”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三

次产业结构比重由 1978 年的 40.7∶40.7∶18.6 优化

调整到 2008 年的 18.0∶44.2∶37.8。与此同时，湖

南省县域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优化。2004 年三

次产业的比重为 29.5∶36.3∶34.2，到 2008 年调整

为 24.5∶43.4∶32.1(表 1)。在这 5 年中，第一产业

的比重在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在上升，第三产业

的比重相对稳定，表明湖南省县域产业在新型工业

化战略带动下正逐步向工业化迈进，以工业为中心

的农村工业化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

湖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县域经济与农村联系紧

密，与全国、湖南省的总体情况相比，湖南省县域

经济第一产业的比重较高，“农”的特征明显。 

表 1 2004—2008 年湖南省县域产业结构与全省产业结

构的比较                              % 

县域经济 全省 
年度 

一产业 二产业 三产业 一产业 二产业 三产业

2004 29.5 36.3 34.2 20.5 38.8 40.7 

2005 28.1 37.7 34.12 19.3 39.9 40.8 

2006 25.9 39.8 34.3 17.6 41.6 40.8 

2007 26.4 40.3 33.3 17.7 42.6 39.7 

2008* 24.5 43.4 32.1 18.0 44.2 37.8 

资料来源：历年《湖南省统计年鉴》，2008 年数据来源各县(市)统

计公报，只是根据 66 个样本得到 
 

2．县域经济产业结构差异非常大 

湖南省各县域经济体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

大。2007 年，人均 GDP 最高可达到 36 272 元，最

低为 4 456 元。1949 年库兹涅茨在论述国民收入的

度量问题时就提出，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度量必须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去衡量，而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

又是由其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这种收入的差距也体

现在产业结构的差异上。各县域经济体的第一产业

所占比重，2004 年最低县为 5.39%，最高县为

47.36%，比重超过 30%的县域经济体有 49 个，占

整个省县域经济体的 55.68%；2007 年最低的县为

4.85%，最高的县达到 50.64%，比重超过 30%的县

域经济体有 43 个，占整个省县域经济体的 48.86%。

从第二产业的分布趋势看，2007 年 60%县域经济体

的二产业比重在 20%~40%之间，最高的县达到

72.74%，最低的县仅为 13.99%。 

3. 县域产业结构差异分布的区域特征 

依据 2007 年的统计数据，湖南省五个区域即

湘东(长沙、株洲和湘潭)、湘南(衡阳、郴州和永州)、

湘西(湘西自治州、怀化和张家界)、湘北(常德和岳

阳)与湘中(娄底、邵阳和益阳)的县域经济产业分布

呈现区域分布特征，即东南部地区第二产业所占比



 
 
第 11 卷第 1 期          “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研究”课题组  县域产业结构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                 61 

 将县域经济产业划分为三次产业，则县域经济

增长是三次产业共同增长的结果。令县域经济增长

重较高，北部与中部地区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较重。

按 2007 年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的高低，呈现东、南、

西、北、中的分布趋势。五个区域中，县域经济产

业结构呈现“二三一型”的是东、南部区域，呈现

“三二一型”的是中、西部区域，呈现“一二三型”

的是北部地区。 

速度为g，地区GDP为G，各产业产值为Gi，则 
1t

t

三、县域产业结构差异对其经济增长影

响的实证分析 

产业结构的状况与经济增长具有密切的联系。

产业结构差异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影

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的状况和经济结

构状况共同反映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

制约着经济发展速度。区域产业结构是影响区域经

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产业结构的优劣是一个区域经

济发展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标志。正确认识和估计产

业结构差异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促进县域

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下面从实证的角度分析湖

南省县域产业结构差异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1．分析模型 

t t i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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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t 为时间)  (1) 

令 i 为 i 产业在县域产业中的比重，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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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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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产业比重的行 增

长速度的列向量。设产业结构变化 1t t t

向量、产业

      ，

则有 1tt t     ，(2)式可变为 1t t t ttg g g 



   
     

2t 1tg g ，其中 2tg = t t
g

 
 为经济结构变化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设为R)[5]。 

2. 数据分析 

考虑县域经济结构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只

要分析 R(即 )。选取时间段为 2004—2007 年，

样本为湖南省的 88 个县域经济体，数据来源于历

年《湖南省统计年鉴》，根据分析模型得到产业结

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 R(表 2)。 

2tg

表 2 2004－2007 年产业结构变动对县域经济增长贡献值（R、V）   % 

R   值 R   值 
县域 

2004 2005 07 平均 
值 县域

2004 2005 007 平均 
V 值 V  

2006 20 2006 2

长沙 0.16 0.53 0.29 0.25 0.31 1  .75 桃江 0.37 6.47 0.49 0.31 1.91 15.20 

望城 0.48 2.09 0.30 0.31 0.80 5.34 安化 1.72 5.59 0.29 0.41 2.00 18.71 

宁乡 0.17 5.79 0.25 0.23 1.61 11.34 沅江 0.32 5.13 0.50 0.29 1.56 12.07 

浏阳 0.26 7.64 0.15 0.29 2.08 14.42 桂阳 0.03 1.26 0.72 0.69 0.67 5.39 

株洲 0.39 2.99 0.18 2.79 1.59 14.13 宜章 1.18 2.25 0.26 1.97 1.42 17.53 

攸县 0.32 0.29 0.10 0.08 0.20 1.65 永兴 0.35 1.04 0.96 0.48 0.71 5.64 

茶陵 0.49 2.49 0.21 3.26 1.61 13.96 嘉禾 0.11 1.40 0.73 0.31 0.64 5.38 

炎陵 0.26 1.07 0.11 6.43 1.97 14.95 临武 0.55 1.66 0.26 0.01 0.62 7.97 

醴陵 0.23 0.34 0.64 0.54 0.44 3.43 汝城 1.26 6.44 0.46 1.51 2.42 38.07 

湘潭 0.56 0.47 0.65 1.05 0.68 5.31 桂东 0.78 0.28 0.37 0.19 0.40 4.37 

湘乡 0.41 4.02 0.40 0.75 1.39 10.89 1安仁 0.60 1.56 1.39 0.24 0.95 8.58 

韶山 2.57 0.31 0.24 0.41 0.88 6.24 资兴 1.80 0.10 0.53 0.22 0.66 5.07 

衡阳 0.32 0.44 0.46 0.35 0.39 3.54 祁阳 0.25 1.05 0.15 0.37 0.46 3.56 

衡南 0.19 0.26 0.44 1.13 0.51 4.59 东安 0.67 3.69 0.25 0.12 1.18 9.24 

衡山 0.15 0.11 0.241 1 20.19 0.17 1.48 双牌 0.77 0.17 0.69 1.02 3.16 5.82 

衡东 0.24 0.54 0.39 0.09 0.32 2.44 道县 0.30 3.47 0.35 0.14 1.06 8.83 

祁东 0.44 0.19 0.30 0.71 0.41 3.62 江永 0.20 1.87 0.16 0.05 0.57 5.84 

耒阳 1.97 3.80 0.24 0.25 1.57 11.13 宁远 0.22 3.55 0.27 0.11 1.04 8.43 

常宁 0.22 0.99 0.37 0.87 0.61 4.82 蓝山 0.08 2.16 0.23 0.16 0.66 5.11 

邵东 0.22 3.84 0.21 0.08 1.09 10.33 1新田 0.26 5.70 0.14 0.14 1.56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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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新 0.54 0.54 0.41 0.26 0.44 3.70 江华 0.16 6.57 0.16 0.12 1.75 15.73 邵 

邵阳 0.03 0.71 0.41 0.01 0.29 2.58 中方 2.92 0.83 0.23 0.36 1.08 7.87 

隆回 0.44 2.21 0.43 0.01 0.77 7.00 沅陵 0.06 1.60 0.17 0.51 0.59 5.17 

洞口 1.14 2.04 0.44 0.30 0.98 8.98 辰溪 0.30 2.93 0.69 0.51 1.11 8.92 

绥宁 0.25 0.12 0.72 0.33 0.35 3.00 溆浦 0.94 2.62 0.27 0.74 1.14 10.54 

新宁 0.89 0.12 0.39 0.39 0.45 4.00 会同 0.41 10.60 0.33 0.32 2.92 25.63 

城步 0.29 2.53 0.02 1.07 0.98 9.30 麻阳 1.39 0.35 0.35 0.12 0.56 4.63 

武冈 0.25 0.03 0.55 0.27 0.28 2.48 新晃 0.85 0.79 2.36 0.26 1.06 11.26 

岳阳 0.04 0.01 0.55 0.34 0.24 1.75 芷江 1.46 3.00 0.33 0.89 1.42 11.98 

华容 0.96 0.55 1.14 0.27 0.73 5.89 靖州 0.80 1.19 0.21 1.01 0.80 7.03 

湘阴 0.18 1.06 0.27 0.11 0.41 3.48 通道 0.41 1.65 0.28 0.23 0.64 6.46 

平江 0.29 1.84 0.25 0.26 0.66 5.72 洪江 － 12.28 0.69 0.09 4.36 － 

汨罗 0.13 0.04 0.87 0.43 0.37 2.55 双峰 1.10 7.1.15 0.47 0.61 0.83 66 

临湘 0.17 0.44 0.49 0.81 0.48 3.69 新化 0.03 3.33 0.07 0.89 1.08 11.47 

安乡 0.05 1.03 0.28 0.08 0.36 3.43 冷水江 0.59 1.22 0.28 0.27 0.59 3.75 

汉寿 0.45 0.77 0.25 0.01 0.37 3.52 涟源 0.67 3.16 0.83 0.48 1.29 9.42 

澧县 0.35 7.11 0.68 0.01 2.04 18.32 1吉首 0.62 4.47 0.08 0.10 1.32 0.17 

临澧 1.46 0.04 0.28 0.13 0.48 5.31 泸溪 0.99 0.29 1.81 3.24 1.58 12.53 

桃源 0.30 1.19 0.29 0.13 0.48 5.08 凤凰 0.13 2.51 0.04 0.03 0.68 5.26 

石门 0.24 0.14 0.14 0.43 0.24 2.41 花垣 6.42 8.64 9.55 1.39 6.50 37.10 

津市 0.41 0.68 0.33 0.04 0.37 3.18 保靖 0.53 5.76 1.26 1.31 2.22 18.70 

慈利 0.07 2.11 0.19 0.01 0.59 5.06 古丈 0.69 9.37 0.39 0.33 2.69 27.36 

桑植 0.06 6.76 0.33 0.05 1.80 14.92 永顺 0.01 5.87 0.29 0.23 1.60 16.81 

南县 2.74 9.15 0.14 0.15 3.04 31.29 龙山 3.85 7.36 0.13 0.06 2.85 36.07 

说明
 

： 年后 江市 计 包 区 结果

1 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表

中可

18%、45.83%和 41.18%的县域经济体。从年均

域经济产业结构变动在经济增

长中

2004 ，洪 的统 资料不 含洪江 ，其计算 异常 

( ) 2 41.

以看出，各县域经济体的 R 值差异明显，各地

产业结构变动所作贡献有所不同。2007 年，R 值最

大者为炎陵县达到 6.43，最小值为 0.01，是邵阳县

等 6 个县，相差 6.42，差额悬殊。2004、2005、2006

年的极值差额也分别达到 6.41、12.27、9.53，说明

各县域经济体产业结构调整与变化对经济增长贡

献的差异巨大。从 R 值的分布看，2007 年，R 值小

于 0.2 的县域经济体达到 30 个，约有 60%的县域经

济体位于湘西、湘北区域；0.20≤R＜0.50 的达到

33 个县域经济体，湘中的县域经济体占有 30%多；

0.50≤R＜1.00 的 12 个县域经济体，约有近 60%的

县域经济体是湘西、湘北区域；R≥1.00 的达到 13

个，有 60%的县域经济体是湘东、湘南区域。从区

域内县域经济体的分布状况看，湘东、湘中地区内

县域经济体在 0.20≤R＜0.50 内分布最多，分别有

41.67%和 58.82%的县域经济体；湘南、湘西和湘北

地区内县域经济体在 R＜0.20 内分布最多，分别有

平均值看，最高的是 2005 年 R＝2.82，其次是 2004

年为 0.73，其原因可能正是在此前的农村产业结构

调整的效应显现。 

(2) 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变动所占的份额。为

便于分析与比较县

的贡献差异，考虑各县域经济在样本时间内的

平均贡献份额，即历年的产业结构变动贡献均值占

经济增长均值的比重 V(所计算结果如表 2)。 

4

4

t

t

R
V

g
 


 

V 值 的 差 异 较 大 ， 最 高 的 是 汝 城 县 达 到

38.07%，最低的为衡山县是 1.45%，但全省县域经

济的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为 10.8%，与

丹尼森、库兹涅茨的结论基本相符，具有产业结构

变动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大小与区域分布看，V 值小于 10%的县域经济体有

55 个，湘东、南、西、北、中分别有 6 个、1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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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个、12 个和 11 个；V 值大于 10%的县域经济体有

33 个，湘东、南、西、北、中分别有 6 个、7 个、

13 个、1 个和 6 个。 

(3) 产业结构内部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

2004 年数据，分析 87 个样本的产业结构内部变动

与经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与启示： 

(1) 推进县域经济工业化，增加第二产业比重

可以

为。

R 值

加大

三一

参考文献： 

．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

[2]  iffer[M]．NewYork: 

[3]  生产

[4]  偏差对

[5]  袁  强，等．中国经济结构变化对

[6]  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

[7]  关系——

[8]  村经济可持续性发展评价问

         责任编辑：李东辉  

 

济增长的相关性关系，可以得到第一、三产业

比重的增加与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

负向关系，而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与产业结构变动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正向关系，说明目前县域经济

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而第三产业调整的

重要作用可能由于目前县域经济工业化基础薄弱

而抑制了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7]。产业结构调整幅

度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 

四、结论与启示 

加快县域经济增长速度，并且在湖南省大有可

根据三次产业内部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说明第二次产业变动对增长的重要作用，同时，湖

南省县域经济产业中“农”的比重大，在县域经济

产业调整中向新型工业化迈进的可以大有可为。 

 (2)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用

明显。在所考察的样本期内，2004、2005 年的平均

最大，全省的县域经济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

长贡献大，与在此时期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是

相符的；并且对于一些 R 值较大的县，其县域经济

结构调整的幅度也较大。说明未来壮大和发展县域

经济，可以根据县域经济的产业特征，继续实施产

业调整，促进县域经济增长，提升湖南省整体县域

经济发展水平。 

(3) 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县域经济增长。

产业间调整幅度，形成特色产业或主导产业，

无论是特色农业、主导工业或第三产业，对经济增

长的作用都非常显著，特色或主导产业的选择可根

据县域经济发展基础、区位优势，或通过创新实现

“引入与扶持方式”发展；实施产业内调整，优化与

升级产业，增强产业链，保持经济发展的持续性[8]。 

在所考察的样本中，一些产业结构已经是“二

”型且收入较高的县域经济体，在所考察的时

间内，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其三

大产业调整的经济效应可能早已释放，而目前产业

内部优化与升级效应还未体现。笔者没有作进一步

的产业细分考察，这是本文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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