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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决定功能”是材料科学、生命科学、社

会科学等诸多领域的基本规律。在经济领域，产

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样影响着

经济的功能和性质。产业结构变迁既是经济发展

的一种表现形态，也对社会进步产生重大影响。

从时间的维度看，关于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可以

追溯到 17世纪，到了 20世纪产业结构研究进入

成熟阶段[1]。从空间的维度看，全球范围的产业结

构变迁既有一定的规律，又有时代差异和国别差

异。而本文着重从现代化研究的视角，通过定量

分析的方法探究 18世纪以来世界产业结构变迁

的历史轨迹，进而总结世界产业结构现代化的经

验，为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借鉴。

一尧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内涵

（一）产业及其分类

产业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一般指具有某种相

近属性的经济活动的集合，通常指国民经济的某

个部门。关于产业分类，有多种分类模式，不同国

家产业分类有所差别，而且产业分类随时代而变

迁。联合国发布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为收集可

靠的、可比的和科学的统计数据，以及经济分析、

决策和政策制定等提供了坚实基础和重要工具，

是目前国际最权威、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行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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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1948年以来联合国先后发布了五版《国际标

准行业分类》，以适应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化。在很

大程度上，国际标准行业分类 1.0～3.1版比较适

合工业时代的产业分类，而 4.0版则反映了从工

业时代向知识时代过渡期的产业分类。自 20世

纪 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逐步从工业经济向知识

经济转型，2015年美国等 9个国家已经进入知

识经济时代[2]；目前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 4.0》比

较适合于工业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和结构变化，

但没有准确反映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和结

构变化；于是我们在国际标准行业分类 4.0版本

的基础上，对行业进行重新聚类，提出了面向知

识经济时代的《国际行业分类（建议版）》，形成了

三大产业（物质产业、服务产业和知识产业）、六

大集群（农业、工业、流通服务、其他服务、人类服

务和基本服务）和 24个部门的新分类，并以此为

基础，对照三次产业（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及其

21个部门的分类，对世界产业结构的前沿变化

进行分析研究（表 1）。

（二）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的概念出现于 20世纪 40年代，但

是迄今为止没有统一定义。刘伟认为，产业结构

一方面是各产业之间在发展规模上的量的比例

关系；另一方面是指各产业间的联系方式或关联

方式，它构成产业结构质的方面[4]。吴国华认为：

产业结构是以产业部门划分为基础的一种生产

力结构，它反映产业部门之间的一种比例关系和

关联方式，反映社会生产资源的配置情况，是生

产力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结构[5]。我们认为，产业结

构是指经济活动的产业分类及其量化比例和相

互关系[3]。

（三）产业结构现代化

现代化既是一个世界现象，也是一种文明进

步，还是一个发展目标。作为一种世界现象，现代

化指 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发展的世界前

沿，以及达到和保持世界前沿的过程。作为一种

文明进步，现代化是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范

式转变，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合理保

护，它发生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人类

发展各个领域，同时文化多样性长期存在并发挥

作用。作为一种发展目标，已经现代化的国家要

保持现代化水平，尚未现代化的国家要追赶和早

日实现现代化。

在此概念基础上，结合产业结构的相关概

念，我们认为从政策的角度看，产业结构现代化

是 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产业结构变迁的世界前

沿，以及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前沿水平的行为

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通常与农业、工业和服务

业大致相互对应。物质产业是物质商品的生产部门，包括农业和工

业，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商品需要。服务产业是劳务服务的生产部

门，包括流通服务和其他劳务服务，满足商品流通和其他劳务服务

需要。知识产业是知识和知识服务的生产部门，包括人类发展服务

和基本运行服务两个集群，分别简称人类服务和基本服务；其中，

人类服务是促进人类自身发展的知识服务部门，满足人类精神生

活的知识需要和健康需要；基本服务是维持经济和社会运行的知

识服务部门，满足维持经济和社会基本运行的知识服务需要。

文献来源：何传启，2018
[3]
。

表 1 国际行业分类建议版的总体结构

项目
三次

产业

三大

产业

六大

集群
24个部门

产业

第一

产业 物质

产业

农业 农业（农牧业、林业、渔业）

第二

产业
工业

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公共事业，

环境治理

第三

产业

服务

产业

流通

服务

批发与零售业，运输和储存，食宿服

务，房地产和租赁

基本

服务

金融与保险，专业和技术活动，行政

和辅助，公共管理和社会安全，成员

组织，国际组织

属性 宏观经济
中观

经济
微观经济

其他

服务
其他个人和家庭服务，其他劳务服务

知识

产业

人类

服务

科学研发，教育，信息和交流，艺术，

娱乐和文娱，旅行，健康和社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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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过程。它包括现代产业结构的形成发展、转型

和国际互动，产业结构要素的创新、选择、传播和

退出，以及追赶、达到和保持产业结构世界先进

水平的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化。达到和保持世界先

进水平的国家是产业结构发达国家，其他国家是

产业结构发展中国家，两类国家之间可以转换。

在 18—21世纪期间，世界产业结构现代化进程

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次产业结构现代化

是从农业经济的产业结构向工业经济的产业结

构的转变，可以简称为工业时代的产业结构现代

化；第二次产业结构现代化是从工业经济的产业

结构向知识经济的产业结构的转变，可以简称为

知识时代的产业结构现代化。

二尧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分析方法

关于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分析框架，我们旨在

立足需求方视角，从产业水平、产业结构和产业

质量三个方面分析研究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见图

1）；同时从宏观结构、中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三个

层次进行分析。其中，宏观结构涉及三次产业（工

业、农业和服务业）和三大产业（物质产业、服务

产业、知识产业）等；中观结构涉及农业、工业、流

通服务、其他服务、人类服务和基本服务六个集

群；微观结构涉及 24个经济部门（见表 1）。在研

究方法上，本文继续沿用现代化报告系列的时序

分析、截面分析和过程分析，时间跨度 400年

（1700—2100年），覆盖 131个国家和 96%的世

界人口（人口超过 100万）。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

和指标的重要性，我们选择了 12类 358个产业

结构指标作为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分析变量。数据

主要来自经合组织（OECD）、世界银行、国际劳工

组织、欧盟等权威数据库。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

次研究分析数据超过 12万条，已经达到了大数

据研究的体量。

产业结构与国家经济规模和经济水平紧密

相关，本文选择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 5

个规模较大的经济发达国家作为分析样本。同

时，为了减少国别差异带来的影响，我们采用五

国的算术平均值进行估算分析。虽然这种分析方

法有一定误差（国家规模差异带来的误差），但可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化趋

势，代表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变迁的前沿。

三尧 世界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历史规律

与发展趋势

（一）世界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历程

第一，三次产业方面。18世纪以来，农业增

加值和就业比例不断下降，而工业增加值和就业

图 1 产业结构现代化的一种分析框架

注：关于产业水平、产业结构和产业质量的归类划分是相对

的，它们既相互交叉，又各有侧重。其中，产业水平指产业发展的

人均水平，包括人均增加值水平、人均总产值水平和人均需求水

平等。产业结构指经济活动的产业分类及其量化比例关系，包括

增加值结构、就业结构等。产业质量指用质量指标衡量的产业特

征，包括劳动生产率等。人均需求是一种估计值，人均需求≈人均

供给 =人均总产值 +人均净进口；这是基于一般均衡假设的估

计，但没有考虑库存变化和过程损耗。净利润率 =净利润 /总产

值×100%。增加值率 =增加值 /总产值×100%。创新密度 =科

技投入 /增加值×100%。环境压力 =能源消费 /增加值。

文献来源：何传启，2018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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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比例不

断上升（见图 2）。2015年世界三次产业结构的概

况如表 2所示。

第二，三大产业方面。1970—2015年期间，

物质产业的增加值比例不断下降，服务产业和知

识产业的比例在上升（见图 3）。2015年，从美国、

日本、德国、英国、法国这 5个典型国家相关数据

的平均值来看，物质产业大概占 GDP的 20.6%，

服务产业占 33.5%，知识产业占 45.2%。在就业

方面，表现出相似的发展趋势。2015年这 5个典

型国家平均值，物质产业占就业人口的 21.1%，

服务产业占 32%，知识产业占 46.9%。

第三，产业结构的协调性。关于产业结构的

协调性，学术界提出许多测度方法，这里我们采

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出的产业结构相似系

数来分析国家间产业结构的相似性，以及国家内

部产业结构的协调性[10]。

Sij=
移n（x inxjn）

（移n【x2
in）（移nx2

jn）】）

注：式中，i和 j表示两个国家，和分别表示

部门 n在国家 i和 j中增加值比例。相似系数的

值在 0和 1之间，当相似系数为 1时，表明两个

国家产业结构相同，当相似系数为 0时，表明两

个国家产业结构完全不同。在过去的 30多年里，

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被广泛应用于区域间产业增

加值结构的对比，同时，其应用也得到了进一步

拓展，用以测度同一区域内产业增加值结构和就

业结构的相似程度，此时，i和 j表示某区域内产

业的增加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和分别表示部门 n

的增加值比例和就业比例。

研究发现：在国家内部，自 1800年以来，美

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中国这 6个国家三次

产业的就业结构和生产结构的相似性系数逐渐增

大，数值逐渐逼近 1，产业结构的协调性不断提升

（见表 3）。同时，我们对 2015年 131个国家三次

产业相似系数进行了分析排名，其中前 13位的概

况见表 4。中国在 131个国家中排名第 87位，相

似系数 0.9135，接近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0.9134，

距离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0.9994相差较远。

第四，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国际相位差。以

三次产业为例分析 1800年以来典型国家三次产

业增加值结构的国际相位差，以英国三个阶段的

产业结构为参照，比较美、日、德、法、中 5国不同

图 3 1970要2015年三大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例的变化

注：按照《国际行业分类建议版》的产业分类，我们对 OECD

产业结构数据库（STAN）的统计数据进行了整理和估算。通过美

国、日本、英国、法国和德国五国数据的算数平均值进行分析。

数据来源：OECD, 2018
[9]
。

注：请注意数据四舍五入的影响。

数据来源：World Bank, 2018
[8]
。

图2 1700要2018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例的变化渊示意图冤

注：示意图通过文献数据（库兹涅茨，1999
[6]
；麦迪森，2003

[7]
；

World Bank，2018
[8]
）拟合而成。

表 2 2015年世界三次产业结构概况
项目 类别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增加值结构

高收入国家 2 % 24 % 74 %

世界平均 4 % 27 % 69 %

中国 9 % 41 % 50 %

就业结构

高收入国家 3 % 23 % 74 %

世界平均 29 % 22 % 49 %

中国 29 % 24 % 47 %

增
加
值
比
例

就
业
比
例

知识产业

服务产业

物质产业

知识产业

服务产业

物质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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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排名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

数据来源：World Bank，2018
[8]
。

表 3 典型国家 1800要2015年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与
就业结构的相似系数

国别 时间
增加值比例 就业比例 相似

系数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美国

1800 43.0 26.0 32.0 70.0* 15.0* 15.0* 0.8904

1900 17.0 21.5 61.5 38.0 30.0 32.0 0.8340

1960 4.0 31.0 65.0 7.0 36.0 57.0 0.9919

1980 2.9 32.1 65.0 3.5 30.8 65.7 0.9998

2000 1.2 23.2 75.6 2.5 23.2 74.3 0.9998

2010 1.2 20.3 78.5 1.6 17.2 81.2 0.9990

2015 1.1 20.0 78.9 1.5 17.5 81.0 0.9993

日本

1800 - - - - - - -

1900 34.0 13.0 53.0 71.0 16.0 13.0 0.6965

1960 13.0 43.0 44.0 33.0 30.0 37.0 0.9185

1980 3.1 39.1 57.9 10.4 35.3 54.3 0.9933

2000 1.6 31.1 67.3 5.1 31.2 63.7 0.9985

2010 1.2 27.5 71.3 4.1 25.4 69.5 0.9991

2015 1.1 28.9 70.0 3.8 26.8 69.4 0.9991

德国

1800 - - - - - - -

1900 29.0 40.0 31.0 36.8 41.0 22.2 0.9801

1960 6.0 53.0 41.0 14.0 48.0 38.0 0.9908

1980 2.0 41.0 57.0 7.0 - - -

2000 1.1 30.8 68.2 2.5 33.6 63.9 0.9980

2010 0.7 30.0 69.3 1.5 28.5 70.0 0.9997

2015 0.6 30.5 68.9 1.4 27.8 70.8 0.9990

英国

1800 33.0 21.0 46.0 37.0* 33.0* 30.0* 0.9414

1900 7.0 43.0 50.0 9.0 51.0 40.0 0.9807

1960 3.0 47.0 50.0 4.0 48.0 48.0 0.9994

1980 2.3 40.7 57.0 2.6 37.2 58.9 0.9984

2000 0.9 26.9 72.2 1.4 25.3 73.0 0.9997

2010 0.7 20.6 78.7 1.1 19.2 79.0 0.9998

2015 0.7 20.0 79.3 1.2 18.7 80.0 0.9998

法国

1800 49.0 18.0 33.0 - - - -

1900 34.0 41.0 25.0 41.0 29.0 30.0 0.9683

1960 10.0 48.0 42.0 22.0 39.0 39.0 0.9730

1980 4.1 30.7 65.2 8.4 35.5 56.2 0.9901

2000 2.3 23.3 74.3 4.0 26.3 69.6 0.9981

2010 1.8 19.6 78.6 2.9 22.2 74.4 0.9988

2015 1.8 19.6 78.6 2.8 20.7 76.6 0.9997

中国

1800 - - - - - - -

1900 69.0 - - - - - -

1960 23.4 44.5 32.1 82.0 7.0 11.0 0.5216

1980 29.9 47.9 22.2 68.7 18.2 13.1 0.7336

2000 14.7 45.4 39.8 50.0 22.5 27.5 0.7480

2010 9.6 46.2 44.2 36.7 28.7 34.6 0.8549

2015 8.8 40.9 50.2 28.9 23.7 47.3 0.9135

时期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见表 5），当两国产业

结构相似系数大于或等于 0.99时，可以认为两

国产业结构基本一致。研究发现：在增加值结构

方面，英国 1800年增加结构与日本 1900年增加

值结构基本一致；英国 1960年增加值结构与日

本、德国 1980 年增加值结构基本一致；英国

2000年增加值结构与日本 2014年和德国、法国

2010年增加值结构基本一致。

在就业结构方面，英国 1820年就业结构与

美国、法国 1900年以及日本 1960年的就业结构

基本一致；英国 2000年就业结构与德国和日本

2010年就业结构基本一致（见表 6）。

（二）世界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主导产

业更替

所谓主导产业是指在产业结构不同层次中，

产业的增加值比例、就业比例、总产值比例或者

注：*为 1820年数据。

数据来源：库兹涅茨，1999
[6]
；麦迪森，2003

[7]
；WorldBank，2018

[8]
。

表 4 2015年 131个国家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和
就业结构的相似系数渊前 13位冤

国家 相似系数
相似系
数排名

国家 相似系数
相似系
数排名

捷克 1.0000 1 以色列 0.9991 10

新西兰 1.0000 2 爱沙尼亚 0.9991 11

斯洛伐克 0.9999 3 日本 0.9991 12

比利时 0.9999 4 德国 0.9990 13

英国 0.9998 5 中国 0.9135 87

乌克兰 0.9998 6 高收入国家 0.9994 —

法国 0.9997 7 中等收入国家 0.9143 —

匈牙利 0.9997 8 低收入国家 0.7645 —

美国 0.9993 9 世界平均 0.8983 —

表 5 英国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与美日德法中的相似系数

国家

英国 1800年
增加值结构

英国 1960年
增加值结构

英国 2000年
增加值结构

时间 相似系数 时间 相似系数 时间 相似系数

美国 1800年 0.96 1980年 0.96 2000年 1.00

日本 1900年 0.99 1980年 0.99 2014年 1.00

德国 1900年 0.92 1980年 0.99 2010年 1.00

法国 1800年 0.94 1960年 0.99 2010年 0.99

中国 1960年 0.88 2014年 0.99 2014年 0.93

注：英国 1800年三次产业（农工服）增加值比例 =33∶21∶46；英
国 1960年三次产业（农工服）增加值比例 =3∶47∶50；英国 2000年
三次产业（农工服）增加值比例 =1∶27∶72。请注意四舍五入的影响。

数据来源：库兹涅茨，1999
[6]
；麦迪森，2003

[7]
；World Bank，

2018
[8]
。

注：英国 1820年三次产业（农工服）就业比例 =33:21:46；英
国 1960年三次产业（农工服）就业比例 =3:47:50；英国 2000年三
次产业（农工服）就业比例 =1:27:72。请注意四舍五入的影响。

数据来源：库兹涅茨，1999
[6]
；麦迪森，2003

[7]
；WorldBank，2018

[8]
。

表 6 英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与美日德法中的相似系数

国家
英国 1820年

就业结构

英国 1960年

就业结构

英国 2000年

就业结构

时间 相似系数 时间 相似系数 时间 相似系数

美国 1900年 1.00 1960年 0.97 2000年 1.00

日本 1960年 0.99 1980年 0.97 2010年 1.00

德国 1900年 0.98 1960年 0.98 2010年 1.00

法国 1900年 1.00 1980年 0.97 2000年 1.00

中国 2010年 0.99 2014年 0.88 2014年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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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比例等最大的产业，用不同指标衡量主导产

业存在一定的差异。

第一，三次产业方面。世界经济史已经表明

三次产业先后以农业、工业、服务业为主导产

业，这已经是学界的一个共识。2015年世界经济

无论从增加值比例还是就业比例测度，服务业

已经成为三次产业的主导产业（世界服务业增

加值占 GDP的 69%；世界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

人口的 49%）。

第二，三大产业方面。基于增加值比例分析

发现，1970—2015年期间，美国和德国先后从物

质产业为主导过渡到以知识产业为主导，而日本

是从物质产业为主导向服务产业为主导过渡。尽

管受数据获取限制，但是英、法两国都已进入知

识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在 1970—2015

年期间，美国和德国先后从物质产业为主导过渡

到以知识产业为主导，而日本从物质产业为主导

向服务产业为主导进行过渡（见表 7）。

2015年，基于增加值比例测度三大产业，

美、德、英、法以知识产业为主导，而日本以服务

产业为主导（见表 8）。

基于就业比例分析发现，2000年以来，美国、

德国、英国和法国知识产业吸纳就业比例最高，

而日本服务产业吸纳就业比例最高（见表 9）。

2015年，基于就业比例测度三大产业，美、

德、英、法以知识产业为主导，而日本以服务产业

为主导（表见 10）。

第三，世界产业结构的前沿。2015年基于

美、日、德、英、法五国平均的主导产业的分类比

较。研究发现，在三次产业中，基于四种产业分

类，服务业都是主导产业。在三大产业中，基于增

加值比例、总产值比例和就业比例的主导产业是

知识产业，基于需求比例的主导产业是物质产

业。在六大集群中，基于增加值比例和就业比例

的主导产业是流通服务，基于总产值比例和需求

比例的主导产业是工业（见表 11）。

（三）世界产业结构现代化的趋势

首先，优势产业方面。所谓优势产业是指在

产业结构不同层次中，人均增加值或人均总产值

最大的产业。2015年，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

注：这里的主导产业指三大产业中增加值比例最大的产业。

数据来源：OECD，2018
[9]
。

表 7 典型国家 1970要2015年期间三大产业中的
主导产业的变迁渊基于增加值比例冤

国家 物质产业 服务产业 知识产业

美国 1970—1973 1974—2015

日本 1973—1998 1999—2014

德国 1991—1992 1993—2015

英国 1995—2015

法国 1995—2014

表 9 典型国家 1970要2015年期间三大产业中的
主导产业的变迁渊基于就业比例冤

注：这里的主导产业指三大产业中就业比例最大的产业。

数据来源：OECD，2018
[9]
。

国家 物质产业 服务产业 知识产业

美国 2000—2015

日本 1994 1995—2015

德国 1991—1992 1993—2015

英国 1995—2015

法国 1990—2015

表 10 典型国家 2015年三大产业就业占比概况

数据来源：OECD，2018
[9]
。

国家 物质产业 服务产业 知识产业

美国 19.5% 31.2% 49.3%

日本 25.7% 37.8% 36.5%

德国 26.1% 29.7% 44.1%

英国 15.1% 33.5% 51.1%

法国 18.8% 27.9% 53.3%

数据来源：OECD，2018
[9]
。

表 8 典型国家 2015年三大产业增加值占比概况
国家 物质产业 服务产业 知识产业

美国 20.8% 31.4% 45.4%

日本 28.7% 37.4% 33.9%

德国 31.3% 30.8% 37.9%

英国 20.1% 35.0% 44.9%

法国 21.3% 33.9%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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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15年基于美日德英法五国平均的主导产业的分类比较
项目 三次产业内 三大产业内 六大集群内 24个部门内

基于增加值比

例的主导产业
服务业（75.3%） 知识产业（45.2%） 流通服务（31.3%）

制造业（15.3%）、房地产和租赁（13.3%）、批发零售（11.0%）、健

康和社会帮助（7.9%）、公共管理和社会安全（6.5%）

基于总产值比

例的主导产业
服务业（63.6%） 知识产业（42.2%） 工业（34.9%）

制造业（25.6%）、房地产和租赁（10.8%）、批发零售（9.9%）、专

业技术活动（7.2%）、健康和社会帮助（6.3%）

基于需求比例

的主导产业 *
服务业（61.9%） 物质产业（38.1%） 工业（36.5%）

制造业（25.9%）、批发零售（9.7%）、房地产和租赁（8.7%）、专业

技术活动（7.8%）、健康和社会帮助（6.3%）

基于就业比例

的主导产业
服务业（75.2%） 知识产业（46.9%） 流通服务（27.5%）

批发零售（15.0%）、健康和社会帮助（13.5%）、制造业（12.9%）、

教育（7.0%）、公共管理和社会安全（6.2%）

注：*为 2011年值。前五大产业按占比从大到小排序。

数据来源：World Bank，2018
[8]
，OECD，2018

[9]
。

法国五国平均值进行分析，在三次产业方面，服

务业是优势产业；在三大产业方面，知识产业是

优势产业（见表 12）。

其次，优质产业方面。所谓优质产业是指在

产业结构的不同层次中劳动生产率、净利润率或

者增加值率最大的产业。同样从 2015年五个典

型国家的平均值来分析：在三次产业方面，工业

劳动生产率最高，农业的净利润率最高，而服务

业的增加值率最高；在三大产业方面，物质产业

的劳动生产率最高，服务产业的净利润率和增加

值率都是最高（见表 13）。

四尧世界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历史经验

第一，产业结构现代化具有阶段性。18世纪

以来，世界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前沿大致分为两大

阶段：从传统产业结构向现代产业结构转变、从

工业时代的产业结构向知识时代的产业结构转

变。其中，第二个转变尚未完成。

第二，产业结构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产业结构现代化既有普遍规律，又有时代差异和

国别差异。国家的资源禀赋、人口特征、需求状况

等对其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有重要的影响。在经济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深刻影响国家和地区的

产业结构现代化。

第三，产业结构现代化是一个多层次的过

程。宏观经济、中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产业结构

变迁具有一定差异；其中，宏观经济和中观经济

的产业结构变迁具有较大的国际趋同性，微观经

济的产业结构变迁具有很大的多样性，受国际分

工的影响更大。世界、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现

代化，既有共性的规律，又有很大的多样性，地区

的多样性更大。

第四，产业结构现代化表现出四大基本特

征：“两主导两提升”。在三次产业方面：增加值和

数据来源：World Bank，2018
[8]
，OECD，2018

[9]
。

表 12 2015年基于美日德英法五国平均值的优势产业情况
渊单位院现价美元冤

三次产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人均增加值 480 9904 32271

人均总产值 1101 25537 48038

三大产业 物质产业 服务产业 知识产业

人均增加值 10210 14238 21124

人均总产值 26870 23367 29373

表 13 2015年基于美日德英法五国平均值的优质产业情况
三次产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劳动生产率（美元） 43905 81193 78649

净利润率（%） 29.6 15.5 25.1

增加值率（%） 39.1 37.4 62.7

三大产业 物质产业 服务产业 知识产业

劳动生产率（美元） 129280 112317 98935

净利润率（%） 16.1 33.9 15.8

增加值率（%） 43.2 63.4 60.9

注：净利润率 =净利润 /总产值×100%。增加值率 =增加
值 /总产值×100%。农业净利润率受国家补贴的影响较大。

数据来源：World Bank，2018
[8]
，OECD，201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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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结构先后以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在

三大产业方面：增加值和就业结构先后以物质产

业、知识产业为主导。产业结构协调性不断提升，

增加值和就业结构偏离程度缩小，同时产业结构

不断向高质化提升。

第五，创新是产业结构现代化的一个原动

力。创新是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根本来源。创新产

生新观念、新制度、新知识和新模式，它们催生了

新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形成新的生产和生活方

式，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现代化。特别是产业革命

对产业结构有重大影响。第一次产业革命引发工

业经济的兴起，第二次产业革命推动了电力和运

输等产业的发展，第三次产业革命促进了高新技

术产业的发展，即将来临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包括

人工智能等，将带来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重大

变革。

第六，产业结构现代化需要政府和市场分工

合作发挥作用。产业不可能自动或者完全依靠市

场机制自发实现结构优化，政府需要进行适当的

管理和调控，进而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产业政

策制定最经典的案例是日本二战后经济振兴。即

使是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美国，也会出台部门政

策用以引导产业发展，进而影响产业结构调整。

第七，科技和教育在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

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科技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是各界关注的焦点。《自然》评论认为：自工业革

命以来，人们就一直担心被机器所取代，这三百

年来最大的不同在于知识时代需要更多的受教

育劳动者[11]。

第八，产业结构现代化的路径和模式具有多

样性。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国际标准模式探讨一直

存在争议。各国国情的不同显然是影响与“国际

标准模式”一致性的重要因素。我国著名经济学

家江小涓认为，中国人口大国的特殊国情是一个

有利于产业结构按照一般规律演变的因素[12]。

综上，18世纪以来世界产业结构现代化大

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它们在产业水平、产业

结构和产业质量三个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其中，

第一次产业结构现代化是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

济的产业结构转型，主要特点为农业比例下降，

工业比例和服务业比例上升，是基于生产过程，

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效率为导向的发展模式；

第二次产业结构现代化是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

济的产业结构转型，主要特点为物质产业比例下

降，服务产业比例先升后降，知识产业比例上升，

是基于人类需求，以生活质量为中心，以质量为

导向的发展模式。作为人口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中国正经历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的

关键期，把握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和发展

趋势，明确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在此基础

上科学布局，有序推进产业结构现代化，是建设

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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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Modernization Report 2018 depicts the basic facts of the world's industrial structure modern-

ization based on industrial leve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quality, and outlines its history from the

macroscopic, mesoscopic and microscopic view of worl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rough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cluding the time series analysis, section analysis and process analysis. There are two stages for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modernization since the 18th century, includ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gricultural economy to in-

dustrial econom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ndustrial economy to knowledge economy. The world’s industrial

structure modernization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ading-industry replacement, and improvement in coordi-

nation, efficiency and quality, which are presented as a predictable, long-term, complicated, phased and inno-

vative process, as well as the diversity of paths and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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