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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北京作为首都在各方面具有特殊优势 , 但也毫无例外地受到要素资源和发展的限制。扩大

开放可以增加北京的发展资源 , 但如何更好地在资源要素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将经济结构进行优化选择 , 通

过结构性增长和国际贸易获得可持续发展是更为重要 、 更有价值的问题。本文认真研究了北京十六个主要

产业的综合效率 , 提出了北京经济结构转换和新发展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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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 、 空间和环境是任何一个国家 、 地区 、

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约束 。与此同时 , 经济

与社会的和谐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因此 ,

一个国家 、 一个地区 、 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是经

济 、 社会 、资源 、环境多维度 、多线程的历史进

程。长期以来 , 中国所有地区和城市的经济结构

和产业结构是在工业化进程和计划经济下形成

的 , 缺乏对资源 、空间 、 环境和社会效率的多维

考虑 , 缺乏系统性设计 , 盲目发展的结果导致经

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劣化 , 效率不高 , 资源环境恶

化 , 社会就业问题严峻。

实践表明 , 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 、 一个城市

的社会经济发展选择不是由单一经济效率所决

定 , 而是由经济效率 、社会效率 、 竞争效率和资

源效率多个维度所决定的综合效率来决定。各个

地区和城市经济结构需要优化 , 未来经济结构和

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同时符合经济效率 、 社会效

率 、 竞争效率和资源效率多维度要求。因此 , 采

用科学方法对产业效率进行序列分析 , 对经济结

构进行优化 , 在资源 、空间一定的条件下实现社

会经济可持续和谐发展是全国和各个地区 、 各个

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任务。北京作为中国的首

都 , 既是一个地区 , 也是一个城市 , 同样面临资

源短缺 、 空间有限 、 环境恶化和社会就业诸多压

力。

一般来说 , 一个产业效率首先要表现为一定

经济效率 , 在一定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人均

GDP。但仅仅考虑经济效率是不够的 , 产业必须

承担社会责任 , 必须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效率 ———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就业增长 , 如果一个产业

就业增长率高于产业经济增长率 , 表明其具有较

高的就业增长弹性 , 对社会就业的贡献就比较

大。相反 , 一个产业的经济增长如果不能带来就

业增长 , 那么它的社会效率就不够。与此同时 ,

一个产业必须具备竞争效率 , 如果其仅仅局限于

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 , 其增长空间就会受到局

限 , 产业效率就变得十分有限 。在竞争效率方

面 , 人均出口额越高 , 国际竞争能力也越强 。在

可持续发展目标下 , 资源效率也是评价一个产业

效率的重要方面。一般来说 , 在技术水平一定的

情况下 , 生产活动与资源消耗往往成正比 , 更多

的资源消耗也意味着更大的环境破坏 , 资源效率

低下也意味着环境效率低下 , 资源效率代表资源

效率和环境效率双重含义 , 过多的资源消耗不但

降低了可持续发展能力 , 增加了经济发展的资源

环境成本 , 也降低了产业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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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京经济结构效率比较分析

农业经济 、 工业经济 、服务经济是国民经济

三个基本领域 , 构成中国经济和地区经济的基本

经济结构 。统计分析表明 , 北京农业经济 、 工业

经济 、服务经济的经济效率 、 社会效率 、竞争效

率 、 资源效率 、 综合效率是不同的 , 存在明显的

差异 。

1.经济效率排序分析

人均 GDP 是衡量不同产业经济效率的基本

指标。北京不同产业人均GDP 的差异十分显著。

从表 1和表 2中可以看出 , 北京经济结构中 , 农

业经济效率最低 , 人均 GDP 只有 1.52万元 , 包

括采掘业 、食品加工业 、 纺织业 、 电力 煤气 水

供应业 、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

造业 、 金属加工业 、 机械工业 、 电子通信设备

业 、汽车业 、 建筑业在内的工业经济人均 GDP

为11.99万元 , 包括交通运输 邮电通信业 、 批

发 零售 贸易 餐饮业 、金融保险业和旅游业在内

的服务经济人均GDP11.89万元 , 服务业与工业

经济效率基本相当。其中 , 金融保险业人均 GDP

高达 38.33 万元 , 是农业人均 GDP的 25倍。

2.社会效率分析

就业是一个产业的社会效率指标 , 一个社会

效率高的产业增长时 , 应当带来社会就业增长。

北京十六个产业就业增长弹性 (就业增长率 GDP

增长率)平均值是 1.63 , 意味着经济每增长一个

百分点 , 可以带来 1.63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 , 就

业增长弹性比较高。但不同产业也存在明显差别。

从经济结构分析 , 服务经济平均就业增长弹性

4.02 , 农业经济就业增长弹性 2.93 , 工业经济平

均就业增长弹性只有 0.65。其中 , 工业经济中纺

织业 、金属加工业 、汽车业和建筑业的就业弹性

分别为-0.08 、 -0.26 、 -0.07和-0.12 , 意味着

产业增长非但没有带来就业增长 , 反而下降了。

这似乎有悖于经典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与就业同

步增长的 “奥肯定律” , 过剩经济 、 资本深化和经

济改革综合效应导致这种结果。

表 1　2001—2002年北京不同产业相关指标数据

产业

经济效率 社会效率 竞争效率 资源效率

人均GDP

(万元)

就业增长率 

GDP增长率

人均出口额

(万元)

GDP 吨标准煤

(万元 吨)

1.农业 1.52 2.93 0.87 0.96

2.采掘业 5.65 1.52 0.28 0.83

3.食品加工业 5.74 1.35 0.36 0.92

4.纺织业 2.91 -0.08 1.25 0.94

5.电力 煤气 水供应业 18.41 1.32 0.0012 0.34

6.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21.04 1.39 0.15 0.11

7.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12.33 0.53 0.10 0.12

8.金属加工业 11.06 -0.26 0.12 0.10

9.机械工业 9.33 1.36 0.25 2.00

10.建筑业 3.42 -0.12 0.15 2.90

11.电子及通信设备业 23.36 0.22 1.19 6.69

12.汽车业 18.72 -0.07 0.04 1.89

13.交通运输 邮电通信业 5.09 5.39 1.15 0.59

14.批发 零售 贸易 餐饮业 2.20 2.89 0.54 1.22

15.金融保险业 38.33 4.87 0.13 39.75

16.旅游业 1.94 2.94 0.21 39.75

16个产业平均值 11.31 1.63 0.42 6.19

　　资料来源:《2004 年北京统计年鉴》 、 《2000～ 2002 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 《2004 年中国商务年鉴》 、 《2004 年中国

汽车工业年鉴》 、 《2003年中国机械工业年鉴》 、 《2003 年北京统计年鉴》 、 《2003年中国旅游年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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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1—2002年北京不同产业效率指数及排序

产业 综合效率 经济效率 社会效率 竞争效率 资源效率

排序 得分 排序 得分 排序 得分 排序 得分 排序 得分

金融保险业 1 0.79 1 1.00 3 0.87 12 0.31 1 1.00

电子及通信设备业 2 0.76 2 0.93 12 0.31 2 0.93 3 0.87

旅游业 3 0.63 15 0.12 1 1.00 9 0.50 2 0.93

交通运输 邮电通信业 4 0.62 11 0.37 2 0.93 3 0.87 12 0.31

机械工业 5 0.60 8 0.56 8 0.56 8 0.56 5 0.75

批发 零售 贸易 餐饮业 6 0.57 14 0.18 5 0.75 5 0.75 7 0.62

农业 7 0.56 16 0.06 4 0.81 4 0.81 8 0.56

采掘业 8 0.53 10 0.43 6 0.68 7 0.62 11 0.37

食品加工业 9 0.52 9 0.50 9 0.50 6 0.68 10 0.43

纺织业 10 0.48 13 0.25 14 0.18 1 1.00 9 0.50

汽车业 11 0.46 4 0.81 13 0.25 15 0.12 6 0.68

建筑业 12 0.42 12 0.31 15 0.12 10 0.43 4 0.81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13 0.40 3 0.87 7 0.62 11 0.37 15 0.12

电力 煤气 水供应业 14 0.37 5 0.75 10 0.43 16 0.06 13 0.25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15 0.35 6 0.68 11 0.37 14 0.18 14 0.18

金属加工业 16 0.25 7 0.62 16 0.06 13 0.25 16 0.06

16个产业平均值 0.52 0.53 0.53 0.53 0.53

　　资料来源:同表 1。指数值小数点后保留两位 , 平均值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

　　3.竞争效率分析

一个产业竞争效率主要体现在出口竞争能力

方面 , 人均出口额指标可以反映不同产业的竞争

效率 。统计表明 , 十六个产业人均出口额平均值

0.4245万元 , 农业经济人均出口额 0.87万元 ,

竞争效率较高。作为劳动 、 资源密集型的农业 ,

竞争效率指数名列第四位 , 这与北京新型农业发

展是分不开的 , 新型蔬菜 、优质花卉 、 特色瓜果

等产品出口量相当大 , 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 。工

业经济人均出口额平均值 0.4201万元的平均值

略低于十六个产业平均值 。传统纺织业竞争效率

指数名列第一 , 表明北京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

市场上具有较大竞争力。近年来 , 北京资本 、技

术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竞争力有所提高 , 高新技

术产品出口迅猛发展是近一时期北京出口的一个

显著特征 , 电子及通信设备业的竞争效率指数排

在第二。汽车业竞争效率仅仅排在第十五位 , 说

明汽车业在北京仍是一个弱势产业 , 出口竞争能

力不强。其中 , 电力 煤气 水供应业出口额几乎

是零 , 缺乏竞争效率 。相比之下 , 北京服务经济

人均出口额平均值 0.50万元 , 竞争效率也高于

工业经济 。其中 , 交通运输 邮电通信业名列第

三 , 表明其国际化水平较高 , 金融保险业仅排在

第十二位 , 国际竞争能力较弱 。

4.资源效率分析

高效率产业必须是低消耗的 , 表现出较高的

资源效率。农业经济资源效率平均值 9.96万元

GDP 吨标准煤 , 高于十六个产业 6.19 万元 GDP 

吨标准煤平均值 。服务经济资源效率平均值最

高 , 为 20.32 万元 GDP 吨标准煤 。工业经济资

源效率平均值 1.53万元GDP 吨标准煤 , 低于十

六个产业 6.19万元 GDP 吨标准煤平均值 ,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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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明显偏低。其中 , 采掘业 、食品加工业 、纺

织业 、 电力 煤气 水供应业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

造业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金属加工业资源效率

水平尚不及农业经济 。

5.综合效率分析

根据表2统计 , 北京十六个产业综合效率指

数平均值 0.52 , 其中农业经济 0.56 , 服务经济

平均值 0.65 , 高于十六个产业综合效率指数平

均值。工业经济平均值 0.46 , 低于十六个产业

综合效率指数平均值 , 北京工业经济整体效率不

高。

图 1　1990 ～ 2003年世界经济结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2001 年世界发展指标》 中文

版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2001。《2002 年世界发展

指标》 中文版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2002。 《2005

年世界发展报告》 中文版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2001。

二 、新的结构性增长理论

北京未来可持续发展主要受到资源和环境两

个瓶颈制约。目前 , 北京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由工

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 。2000 年北京全部

GDP2460.50亿元人民币 , 其中农业GDP90 亿元 ,

占 3.40%;工业 GDP935.80 亿元 , 占 38.03%;

服务业 GDP2255.60 亿元 , 占 58.30%。根据

《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 , 2003年北京地区

GDP3663.10亿元人民币 , 其中农业 GDP95.64亿

元 , 占 2.61%;工 业 GDP1311.86 亿 元 , 占

35.81%;服务业GDP2255.60亿元 , 占 61.57%。

2000 ～ 2003 年间 , 北京农业占全部 GDP 比重下

降 0.79个百分点 , 工业占全部 GDP 比重下降

2.22个百分点 , 服务业占全部 GDP 比重上升

3.27个百分点 , 服务业比重上升部分已经超过

全部农业占 GDP 比重 。这种结构变化在相当程

度上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 。根据世界银行

《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 和《2005年世界发展报

告》 数据 , 2000 ～ 2003年全球农业占 GDP 比重

从 5%下降到 4%, 工业比重从 31%下降到

28%, 服务业比重则从 64%上升到 68% (见图

2), 北京尚未达到世界服务业占比重 68%的平

均水平。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速度相当快 , 北京

未来经济结构必须适应这一变化。这一变化的背

后是产业效率的变化 , 服务经济已经在经济中取

得全面优势 , 任何国家或地区如果不能适应这一

变化 , 将在世界经济结构蜕变浪潮中被淘汰 。面

对资源与环境约束 ,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

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增加生产要素投入 , 实现粗

放型的要素投入性增长。但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

的资源都是有限的 , 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是不经

济的 , 也是难以持续的。二是技术进步 , 通过技

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 , 减少资源环境消耗。但技

术进步往往是难以确定的 , 依赖技术进步的经济

增长也因此变得不确定。三是在资源和要素投入

不变的情况下 , 将低效率产业的生产要素转移到

高效率产业获得的结构性增长 。如果将北京不同

产业综合效率指数按高低排序 (见图 2), 效率

最高的是金融保险业 , 其产业综合效率 (0.79)

比效率最低的金属加工产业 (0.25)高 3.16倍。

当我们将金属加工产业生产要素转移到金融保险

业时 , 每个单位生产要素也可以多获得 0.54个

单位的收益 , 这就是结构性增长。在这个过程

中 , 综合效率提高 68%, 经济效率提高 38%,

社会效率提高 93.1%, 竞争效率提高 19.3%,

资源效率提高 94%。假如将北京十六个产业的

生产要素全部投入到效率最高的金融保险产业 ,

可以获得 12.64个单位收益 (0.79×16=12.64),

而目前十六个产业综合效率指数相加之和仅能获

得 8.32个单位收益 , 相差 34.2%。

结构性增长的最大优点是在资源要素不变和

减少资源环境破坏的条件下实现了经济增长 。结

构性增长不但给北京带来新的思路 , 也是中国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相对来说 , 由于北京

经济结构效率差异是普遍客观存在的 , 因而结构

性增长是确定的。相比之下 , 结构性增长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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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技术进步更为显著 , 因为技术进步或者提高劳

动要素效率 , 或者提高资本要素效率 , 而结构性

增长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整体效率 , 并使生产要

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的作用同时得以放大 。

图2　北京 16 个产业综合效率排序

三 、北京产业结构优化分析

产业效率应当是全面的 、 系统性 、 综合性

的。不但要有很高的经济效率 , 还要有较高的社

会效率 、 竞争效率和资源效率 。采用不同的二维

指数坐标可以清晰地对产业结构进行比较优化。

优势产业和劣势产业

如果一个产业综合效率指数较高 , 我们称之

为 “优势产业” , 反之为 “劣势产业” 。统计分析

表明 , 北京十六个产业综合效率指数分值超过

0.75以上的优势产业只有金融保险业和电子通

信设备业两个产业。产业综合效率指数分值

0.52 ～ 0.75之间的中游产业是旅游业 、交通运输

和通信邮电业 、机械工业 、批发 零售 贸易 餐饮

业 、 农业 、采掘业 、 食品加工业 , 产业综合效率

指数分值 0.52以下的劣势产业包括纺织业 、 汽

车业 、 建筑业 、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 电力 煤气 

水供应业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 金属加工

业。北京优势产业过少 , 仅占十六个产业的

12.5%, 中下游产业各占 87.4%, 整体产业优势

不足 。

根据结构性增长理论 , 北京应当优先发展金

融保险业和电子通信设备业等优势产业 , 调整提

高中游产业 , 竞争淘汰劣势产业。

图 3　北京优势产业和强势产业分布

强势产业和弱势产业

图3中 , 将综合效率指数与竞争效率指数整

合进行二维坐标分析。纵坐标为综合效率指数 ,

横坐标为竞争效率指数。如果一个产业竞争效率

较高 , 称之为 “强势产业” 。反之 , 称之为 “弱

势产业” 。北京十六个产业中 , 国际竞争效率

(竞争效率指数分值超过 0.75以上)的强势产业

是纺织业 、电子通信设备业 、 交通运输和通信邮

电业 、 农业 、 批发 零售 贸易 餐饮业五个产业 ,

占31.2%;处于中游的是食品加工业 、 采掘业 、

机械工业三个产业 , 占 18.7%;弱势产业包括

旅游业 、 建筑业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 金融保险

业 、 金属加工业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 汽车

业 、电力 煤气 水供应业八个产业 , 占 50%。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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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产业总体竞争力不强。特别是综合指数名列第

一的优势产业———金融保险业只优不强 , 只有电

子通信设备制造业是既优又强的产业。

根据比较优势原理 , 在产业发展战略方面 ,

北京应当鼓励发展纺织业 、电子通信设备业 、交

通运输和通信邮电业 、农业 、 批发 零售 贸易 餐

饮业等强势产业 , 扶持汽车业 、建筑业等弱势产

业 , 淘汰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 金属加工业等

劣势和弱势产业 , 将有限的生产要素转移到以金

融保险服务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

绿色产业和黑色产业

资源紧张 、环境恶化是北京未来可持续发展的

主要制约因素。因此 , 北京未来产业战略的选择必

须把资源效率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和政策基准。

统计表明 (见图 4), 北京资源效率较高

(资源效率指数分值超过 0.75以上)的 “绿色产

业” 是金融保险业 、旅游业 、电子通信设备业 、

建筑业 、 机械工业五个产业 , 占十六个产业的

31.2%;资源效率处于中游的产业是汽车业 、批

发 零售 贸易 餐饮业 、农业三个产业 , 占十六个

产业的 18.7%;资源效率较差的 “黑色产业”

是纺织业 、食品加工业 、 采掘业 、 交通运输和通

信邮电业 、 电力 煤气 水供应业 、 化学原料及制

品制造业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金属加工业八个

产业 , 占十六个产业的 50%。低资源效率产业

占北京十六个产业的 2 3 , 北京产业整体资源环

境效率偏低 , 亟待提高。考虑资源效率与环境效

率的同源性和同步性 , 资源效率偏低意味着黑色

产业对北京环境构成巨大的威胁。

毫无疑问 , 考虑资源环境成本和北京面临的资

源环境压力 , 鼓励绿色产业 , 淘汰或改进黑色产业

是北京未来经济发展必须选择。如果不能及时淘汰

或改进这些黑色产业 , 北京的经济增长将因资源环

境瓶颈的硬约束而停滞 , 经济增长的成果可能因为

资源环境水平下降而下降 , 淘汰或改进破坏资源环

境的落后产业是北京面临的艰巨任务。

蓝色产业和橙色产业

在吸收社会就业的社会效率方面 , 北京能够

吸收就业的 “蓝色产业” 是旅游业 、交通运输和

通信邮电业 、 金融保险业 、农业 、 批发 零售 贸

图 4　北京绿色产业和黑色产业分布 　

易 餐饮业五个产业 , 占北京十六个产业的

31.2%;处于中游的是采掘业 、石油加工及炼焦

业 、 机械工业三个产业 , 占十六个产业的

18.7%;吸收就业能力较差的 “橙色产业” 是食

品加工业 、 电力 煤气 水供应业 、 化学原料及制

品制造业 、 电子及通信设备业 、 汽车业 、 纺织

业 、 建筑业 、 金属加工业八个 , 占十六个产业的

50%。北京社会效率中低水平的产业 11个 , 整

体效率不高。

北京应当坚持经济 、 社会与资源环境三维目

标的平衡发展与整体优化原则 , 根据比较优势原

理和结构性增长理论 , 优化产业结构。积极鼓励

发展优势和强势产业 , 调整淘汰劣势产业和弱势

产业 , 逐渐转向服务经济 , 实现产业升级。在优

化产业结构过程中 , 北京还必须考虑社会效率 ,

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同时 , 优化北

京产业的就业结构 , 鼓励发展增加就业的 “蓝

色” 产业 , 控制减少就业的 “橙色” 产业 , 促进

北京的就业增长。在产业政策选择时 , 只要不破

坏资源环境 , 可以保留农业 、 旅游业等经济效率

较低的产业 。相反 , 采掘业 、 石油加工及炼焦

业 、 化学原料及制品业等对资源环境有影响的产

业 , 即使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较高 (见图 5),

但超过资源环境 “红线” , 还是应当淘汰 , 只有

这样才能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此原

则之下 , 金属加工业已经被淘汰。

四 、新的发展思维与战略

目前 , 先进发达国家已经转向以服务经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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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北京蓝色产业和橙色产业分布

主体和结构性增长主导的发展轨道 。北京作为中

国的首都 , 未来发展应当考虑在资源环境一定的

条件下 , 迅速转向服务经济 , 通过结构性增长实

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1.加速发展思维转变

目前 , 北京经济已经具备结构性增长的相当

基础 。北京的发展目标应从增加收入 、 实现小康

等单一经济发展目标向增加就业 、 消除贫困 、保

护资源环境等社会经济发展多维目标转变。社会

经济发展是多维度的 , 只有保证资源环境可持

续 , 保证社会和谐稳定 , 才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增

长。北京未来发展的重心要从以经济发展为主向

以社会经济发展为主转变 。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不

但要以人为本 , 还要以环境为本。在所有发展的

产业和项目中 , 首先是资源环境约束 , 不影响资

源环境的产业应积极支持 , 鼓励发展 , 影响资源

环境的产业应坚决改造 ,不能改造的坚决淘汰 ,

资源环境是北京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 “红线”。

在资源配置方面 , 应将更多资源用于优势产业 、

强势产业 、绿色产业 、蓝色产业发展 , 大力发展

服务经济 , 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就业 、 生态环境

的和谐发展。

2.加速经济结构转变

通过北京十六个产业效率指数排序 , 北京未

来产业政策已经相当清晰 (见表 3)。但发展思

维及增长方式的转变根本取决于经济结构和增长

结构的转变。北京经济必须从原有的农业经济 、

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 , 从传统粗放的要素投

入型增长向集约的结构性增长转变 , 争取在人

口 、 资源 、环境要素不变的条件下取得发展 。北

京从资源 、资本投入型的工业经济增长转向人力

资本为主要增长来源的服务经济是一个必然和必

须的选择 。由此扩展经济增长的深度和广度 , 扩

大社会就业 , 减轻资源环境压力。相比之下 , 服

务经济是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为增长来源的经

济形态 , 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 它满足经济增

长 、 增加就业 、保护资源环境的多重要求。在技

术进步难以确定的条件下 , 应当走结构性增长的

道路 , 城市发展逐渐向高附加值的服务经济升级

转变 。这不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 , 也是

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目前 , 正是北京经济

结构转变的重要时期 。北京拥有国内发展服务经

济最好的资源条件。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环境良

好 , 国内政治经济稳定 , 物质生产供应过剩 , 价

格相对稳定 , 社会希望新的增长思路 、 新的途

径 、 新的变化 , 希望增加就业 、减轻资源环境压

力 , 是经济结构调整最好的时机。

表3　不同产业效率及政策措施分类表

优势产业 中游产业 劣势产业

综合效率 金融保险业

电子通信设备业

旅游业

交通运输 通信邮电业
机械工业

批发 零售 贸易 餐饮业
农业

采掘业

食品加工业

纺织业

汽车业

建筑业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电力 煤气 水供应业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金属加工业

政策措施 积极发展 选择支持 竞争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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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加速扩大经济开放

开放是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和一个城市发展

的前提 , 也是北京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任何一个

国家 、劣势产业地区和劣势产业城市的资源都是

不完全 、 不对称的 , 市场空间也是有限的。北京

作为一个城市 , 经济发展不可能是封闭的 , 必然

涉及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相互转换 。经济开放不

但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 , 也可以获得更大的

发展空间 。只有开放的经济结构 , 通过贸易满足

自己不生产的东西 , 也才能将低效率产业的生产

要素转移到高效率产业 , 获得结构效率。同样 ,

只有开放才能发挥比较优势 , 形成规模经济 , 在

更大范围内获得结构效率 , 从而将北京引向长期

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轨道。

4.加速培养人力资本

转向服务经济 , 增加就业 , 人力资本是前

提。北京具有中国独一无二的教育资源 , 大力发

展教育 , 加速培养人力资本是北京未来实现结构

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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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timized Choice for Beijing' s Economic and Trad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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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capital city , Beijing owns quite unique advantages in almost every aspect , while it is also

faced with the problem of limited resources.Expansion of openness could bring more resource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s though , it remains a more valuable issue how to optimize the economic structure with limited

resources by means of structural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o att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By studying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Beijing' s 16 main industries ,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e optimized plan and new strategy for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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