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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马国强 

变的顺利进行。

目前投资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总体投资结构变动不合理。目

前我国还处在工业化发展阶段，近年传

统工业投资增长过快，特别是随着对能

源、原材料需求的增加，基础行业的投

资快速增长，石油、煤炭、冶金、有色、

化工、机械等行业的投资增幅很大。并

且，第二产业投资的内部结构不合理，

主要体现在高能耗的行业投资增长较

快，而高新技术行业的投资增长相对较

慢，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

所有产业中，第三产业投资所占比重近

年一直居于首位，主要是房地产、交通

运输等基础设施投资所致。而房地产投

资过多、结构失衡，不仅影响了房地产

市场的健康发展，也使资本滞留房地产

业不能顺利地向其他行业流动，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另外，

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保险业、电信业、铁

路和航空运输业等投资的资本来源结构

还主要是国有资本，民间资本由于受到

种种限制所占比例还很少。第一产业的

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要是

从高能耗、粗加工、科技含量低的生产

发展模式向高科技、精加工、低能耗的

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实现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产业结构的

优化，而投资的增量及其结构的变化

必然引起产业结构的改变。因此，经济

发展方式的转变应该从投资结构的优

化入手。目前，我国投资结构不合理问

题十分突出，尤其是房地产投资比重

过大，严重制约了资金向其他领域投

资的积极性，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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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近年增幅较快，但其投资总额仍然

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现代

化的发展。

二是各产业的增长过分依赖投资

总量增长。学术界把投资率是否过高的

界限定在 35—38%，而我国 1998 年以来

的投资率都在 35% 以上，2003 年投资率

为 47.4%，2010 年投资率竟高达 69.3%，

说明投资率过高，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

资。据统计分析，在整个国民经济中，

2010 年投资的贡献率达到 79%，并且第

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贡献率都超过

了 125%，说明经济发展主要是依赖投

资增长。近两年我国正在逐渐改变过分

依靠投资发展经济的策略，以实现经济

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是工业投资重型化、传统化特征

依然明显。统计数据显示，2003—2012

年我国工业投资总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

水平，但从其内部投资结构来看，以钢

铁、化工、建材等行业为代表的重化工

业投资比重过大，在这期间，全国形成

了 3000 多个钢铁行业在建项目、1000

多个水泥行业在建项目，总投资超过

9000 亿元，以重型化、传统化为特点的

投资局面仍然没有改变。这使得工业结

构矛盾更加突出，即重工业所占比重持

续上升，轻工业所占比重持续下降 ；高

污染、高能耗、粗放式经营产业的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的同时减缓了高新技术产

业的投资速度，增加了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的成本。

四是房地产业投资过度。根据各

省统计年鉴分析，我国房地产投资过

度，但投资效益却不够理想，房地产投

资对 GDP 的拉动作用远低于批发零售

业，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房地产投资

资金去向不明，并未完全用于对经济增

长的促进上。并且投资资金过度流向房

地产业，严重制约了资本向其他行业的

流动。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投资结构

优化对策

一是抑制房地产投资，实现产业

投资结构优化。应从房地产投资的土地

制度、金融支持制度、税收制度和市场

监管制度等四方面入手，抑制房地产价

格，改变房地产投资过度、占用过多资

金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消极影响，在此基

础上，加强产业投资结构的调整。对于

第一产业，应该在保障投资增速的基础

上，增加其在社会总投资中的比重。另

外，应该不断优化农业投资的内部结

构，促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以达到

发展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富裕农民和

社会的目标。对于第二产业，技术进步

可以从两个方面推动投资结构的演进，

从需求方面看，技术进步不断改变着人

们的消费观念、消费对象和消费方式，

从而不断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 ；从供

给方面看，技术进步直接推动着生产对

象、生产方法和生产方式的创新，从而

促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生产成本降低。

而我国提倡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

就是要把握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提升生

产的科学技术含量，不断满足日益增长

的社会需求。因此，增加高新技术产业

投资的比例，是第二产业投资结构优化

的重中之重。这不仅是促进第二产业内

部结构优化的问题，也是促进社会进步

的重大问题。对于第三产业，除了限制

房地产投资外，应该不断提高国有经济

的投资效率，进一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

第三产业部门，不断提高社会资本投资

于该产业的比重。

二是改进收入分配制度，促进投

资结构优化。理论上投资结构应该与需

求结构相适应，这就要求投资结构随消

费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对企业投资产生决定性作用的是市

场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支付

能力的大小与收入分配结构密切相关。

也就是说，没有收入分配结构的合理

化，就没有消费需求结构的合理化，也

就不可能有投资结构的合理化。因此，

投资结构的优化需要收入分配的合理化

等其他因素的配合。当务之急应该改革

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

升社会需求，促进投资结构优化。

三是改进区域投资结构。针对我国

区域投资结构失衡问题，政策应该倾斜

西部，引导资本加强对西部投资的比重。

而在各区域投资结构方面，西部地区应

该把铁路、公路、电厂等基础设施工程

和环境保护项目作为主要的投资方向，

增加投资和完善产业投资结构 ；中部地

区应该加大投资结构调整，加大本地区

优势产业的投资，特别是农业产业、传

统工业升级改造投资，加强高新技术产

业的投资 ；东部地区则可以发挥区域经

济相对发达的优势，加快投资结构的优

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

的转变。应该进一步把握好国际经济发

展的机遇、提高自己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逐步实现外向型投资发展模式。

（作者单位 ：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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