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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考察新疆 38个工业行业部门的集约化发展情况 ,得出新疆工业经济的整体水

平仍然处于粗放型发展的阶段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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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落实十五大提出的“两个根本性转变”精神指引下 ,全国各省区都进行了大规模的产业

调整.1998年 7月份江总书记视察新疆时又发表了“把新疆作为 21世纪我国经济增长的支点”

的光辉指示 ,使新疆获得了更为宝贵的发展契机.为使新疆经济得以迅速发展 ,产业结构得到

顺利调整 ,我们根据统计数据对新疆工业经济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 ,以期给决策层提供有益

的参考.

1　行业结构分析

从行业分布情况来看新疆与全国各省区的情况大致相同.为了考察新疆的主导产业 ,首先

对各产业在新疆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分析.图 1为我们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投

入产出表》建立的新疆产业部门递阶结构模型[ 1] :

图 1　新疆产业部门递阶结构模型

从层次结构图中可以看出新疆全部 33个产业部门可以划分成四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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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b3 ,b12 ,b14 ,b27}={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石油加工业 ,化学工业 ,商业是新疆的最基础

产业 ,它们对其它产业部门主要起推动作用 ,大力发展这些产业能够推动其它产业的发展;

⑵{b1 ,b2 ,b5 ,b6 ,b7 ,b16 ,b18 ,b19 ,b25 ,b26 ,b31}={农业 ,煤炭开采业 ,其它非金属矿采选业 ,食

品制造业 ,纺织业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机械工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建筑业 ,货运邮电

业 ,文教卫生科研事业},这些产业是新疆既有推动作用又有带动作用的产业 ,它们在产业的关

联中起着“输纽”的重要作用 ,因此 ,有些瓶颈产业就在其内.从结构图中可以看出 ,如{b26}=

{货运邮电业}即为最可能的瓶颈产业部门 ,它对其它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和带动作用.

⑶{b4 ,b8 ,b9 ,b10 ,b11 ,b13 ,b15 ,b17 ,b20 ,b21 ,b22 ,b23 , b24 , b28 ,b29 , b30 ,b32 ,b33}={金属矿采矿业 ,

缝纫及皮革制品业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造纸及文教用品制造业 ,电力及蒸汽热水生产和

供应业 ,炼焦 、煤气及煤制品业 ,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金属制品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

制造业 ,电气及通讯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其它计量器具制造业 ,机械设备修理业 ,其它工

业 ,饮食业 ,旅客运输业 ,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业 ,金融保险业 ,行政机关}是新疆的带动产业部

门 ,这些部门的发展的过程 ,将增加对其它产业部门产品的投入需求 ,带动其它产业部门以更

高速度发展.

⑷{b13 ,b22 ,b30 ,b32}={炼焦 、煤气及煤制品业 ,仪器仪表及其它计量器具制造业 ,公用事业

及居民服务业 ,金融保险业}是一些孤立的产业部门 ,它们对其它产业部门的关联度很小 ,其推

动和带动作用都很微弱.实际上 ,{b22}={仪器仪表及其它计量器具制造业}在新疆的投入产

出表中不存在任何数值.

通过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业结构的分析 ,有以下几个特点:

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石油加工业和化学工业均是新疆的基础产业 ,处于第一层次 ,而

这些产业正是新疆在“九五”至 2010年期间要重点发展的产业.新疆具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

源 ,预测储量在 350亿吨以上 ,是我国 21世纪陆地石油资源的战略接替区.石油工业产业关联

度大 ,带动性强 ,随着其规模不断扩大 ,将进一步带动交通运输 、轻工 、建材 、机械等相关产业的

发展 ,成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成为新疆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产业;另一方面 ,新疆的

矿产资源种类繁多 ,是我国矿产资源最丰富的省区之一.石油 、天然气 、煤和盐等矿产资源 ,特

别具有开发意义.以这些资源 、能源为基础发展石油化工 、天然气化工和盐化工 ,在国内具有明

显的比较优势.化学工业产业的关联度也比较大 ,对新疆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煤炭开采业 、其它非金属矿采选业 、食品制造业 、纺织业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机械

工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建筑业等部门在新疆的产业关联中起着重要作用.

(3)特别注意的是商业在新疆处于一个基础产业的位置 ,说明流通部门在新疆经济发展中

的不可替代性.在市场经济中只有使产品得以充分流通才能发挥生产部门的效益.目前 ,新疆

的经济改革的重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用在搞活工业企业 ,而对商业企业还未引起更多的重视.通

过对新疆产业结构的系统层次分析 ,充分说明商业部门在新疆经济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因

此必须尽快解决新疆商业企业的活力问题 ,特别是国有商业企业的活力问题.

2　重要产业部门分析

表1所示为新疆“八五”末期 383 338个重要工业行业集约化指标值的计算结果(指标设计

参阅自治区软科学项目《新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研究》研究报告):

从经营状况来看 ,新疆38个工业行业中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共计 5 002个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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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以后开业的占 70.27%.全行业中亏损企业占 31.55%,其中 80年代以后开业的企业占

全部亏损企业的 73.38%.亏损企业数在 30%以上的行业有 21个 ,占行业总数的 58.33%.按

前述集约化指数的计算方法对“八五”末期(1995年)新疆各工业行业的数据计算后得到如下

结果:

表 1　“八五”末期新疆 38个工业行业集约化程度

亏损企业 工业集约 劳动集约 能源集约 投资集约 贷款集约 综合集约

行　　业 比例 化指数 化指数 化指数 化指数 化指数 化指数

煤炭采选业 15.3 146 18.53 22.96 39.55 66.28 58.664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 122.45 53.97 31.86 22.73 87.93 63.788

黑色金属选矿业 30.43 114.42 29.41 95.04 46.14 51.78 67.358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28.07 114.13 22.08 115.34 59.77 98.77 82.018

非金属选矿业 23.4 96.71 19.1 48.16 46.59 37.41 49.594

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7.69 155.55 21.53 306.82 54.55 45.2 116.73

食品加工业 23.28 41.68 22.82 77.2 97.27 70.79 61.952

食品制造业 39.2 52.39 14.68 93.17 63.86 49.56 54.732

饮料制造业 44.14 58.74 20.94 101.02 85.23 58.67 64.92

烟草加工业 44.44 124.84 344.72 998.13 241.59 85.17 358.89

纺织业 37.55 44.66 13.74 142.74 98.41 70.19 73.948

服装及其它纤维制品制造 29.56 54.53 8.87 189.84 84.77 35.69 74.74

皮革 、毛皮 、羽绒及制品业 47.18 30.66 4.81 105.61 62.95 37.84 48.374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 37.29 67.05 8.42 38.63 33.86 0.04 29.6

家具制造业 25.96 61.74 12.81 292.25 99.32 51.23 103.47

造纸及纸制品业 34.55 64.26 17.95 45.75 73.64 83.17 56.954

印刷业 、记录媒介的复制 29.61 74.79 12.32 205.24 47.27 86.65 85.254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19.05 92.61 8.55 208.33 41.36 26.14 75.398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29.27 62.18 59.19 36.69 39.09 88.69 57.168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33.62 62.47 16.08 20.71 57.27 67.64 44.834

医药制造业 31.37 60.26 28 75.07 88.18 74.58 65.218
化学纤维制造业 57.14 33.84 26.04 224.61 46.36 77.78 81.726
橡胶制品业 40.74 34.55 31.48 167.77 107.27 78.57 83.928
塑料制品业 32.65 36.92 18.56 623.97 129.32 85.8 178.914
非金属矿物制造业 26.98 85.13 12.94 18.91 41.59 56.78 43.07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42.03 61.89 16.98 20.83 47.5 54.28 40.296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36.17 64.84 35.76 66.4 58.41 76.93 60.468
金属制品 34.34 47.82 9.37 127.19 65.68 44.78 58.968
普通机械制造业 36.03 64.34 13.37 137.22 53.41 46.83 63.034
专用设备制造业 26.92 49.18 14.37 136.98 73.41 57.71 66.33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46.54 34.55 6.33 146.41 43.86 35.29 53.288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30.59 43.87 19.07 213.08 90.91 57.83 84.952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25 35.16 7.09 306.55 50.45 25.59 84.968
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 30 65.47 24.92 1343.75 126.36 59.52 324.004
其他制造业 36.67 58.68 7.45 125 61.59 28.96 56.336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供应 23.33 128.26 29.06 6.81 21.36 60.26 49.15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42.86 121.55 9.43 103.01 12.05 46.79 58.566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9.28 152.95 21.79 68.77 17.27 42.29 60.614

　　从综合集约化指数来看 ,指标值小于55的行业有 9个 ,分别是非金属选矿业(45.594),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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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制造业(54.732),皮革 、毛皮 、羽绒及制品业(48.374),木材加工及竹藤 、棕革制品业(29.26),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44.834),非金属矿物制造业(43.07),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40.26),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53.288),电力 、蒸汽 、热水的生产供应业(49.15).这些行业属

于粗放型经营行业 ,其比例占 23.68%;指标值在 55 ～ 75之间的行业有 17个 ,煤炭采选业(58.

664),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63.788),黑色金属选矿业(67.358),食品加工业(61.952),饮料制

造业(64.92),纺织业(73.948),服装及其它纤维制品制造业(74.74)等 ,这些行业可以说是处于

集约化经营阶段 ,比例占 13.16%;就总体情况来看 ,新疆处于粗放 、较粗放型经营阶段的行业

有26个占 68.42%,较粗放型比重高于粗放型比重近一倍 ,因此可以说新疆的工业经济是处于

由粗放型向较粗放型转轨的阶段.

3　集约化指标分项分析

将新疆38个工业行业按各集约化指数分项的计算结果如表2:

表 2　新疆38个工业行业按各集约化指数项的计算结果

指　　标 <55 企业数 比重(%) 55 ～ 75 企业数 比重(%) >100企业数 比重(%)

工业集约化指数 13 34.21 13 34.21 8 21.05

劳动集约化指数 36 94.74 1 2.63 1 2.63

能源集约化指数 10 26.23 1 2.63 2 57.89

投资集约化指数 18 47.37 9 23.68 4 10.53

贷款集约化指数 17 44.74 11 28.95 0 0

　　从表 2中可以看出在各集约化程度中劳动集约化程度最低 ,有 94.74%的行业仍处于粗

放型阶段 ,这与前面模型中劳动贡献系数为-2.048 04一致 ,劳动力水平的低下是致使阻碍新

疆工业摆脱粗放型经营的主要影响因素.其次是投资集约化与贷款集约化情况 ,处于粗放型和

较粗放型程度的行业占总数的 71.05%和 73.69%,特别是贷款集约化指标 ,新疆所有行业中

没有一个是达到集约化标准 ,说明新疆企业还很不适应市场化经营 ,资金运作水平还较低.此

外 ,在产业结构上重复投资不讲求规模效益的现象还十分严重.5个评价指标中唯有能源集约

化程度较好 ,达到集约化标准的行业占 57.89%.结合上述情况综合来看 ,新疆工业经济水平

仍处于粗放型阶段.

4　各工业行业经济效益情况

表3为“八五”末期新疆 38个工业行业的经济效益情况.

由表 3中可以看出多数行业经济效益都不佳 ,首先使亏损企业比例数较大 ,以新疆几个支

柱产业为例 ,除石油天然气开采业无亏损企业外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为 29.27%,食品加工业

和食品制造业分别为 23.28%和 39.2%, 煤炭采选业企业亏损比例为 15.3%, 纺织业为

37.55%,普通机械制造业为 36.03%,化学纤维制造业竟高达 57.14%.其次 ,从产值利税情况

看 ,比例在 8%以下的行业占 57.89%,其中该项指标值为负值有 7个;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在一

次以下的占34.21%.只有一个行业的流动资产周转次数超过 2次.资本保值增值率也较低.可

见新疆在向集约化转变的道路还很长 ,很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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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新疆”八五”末期分行业企业效益情况

行　业

工业

企业

单位数

亏损

企业

亏损

企业

比例

工业

增加

值率

百元固

定资产

利税率

资本金

利税率

资金

利

用率

产值利

税率

百元销

售实现

利润

资本

保值

增殖

资产

负

债率

成本

费用

利润率

流动资

产周转

次数

全员劳动

全部工业

生产率

国有工业

投资

产

出率

流动

资产

产出率

能 　源

产出率

煤炭采选业 379 58 15.3 55.48 6.75 18.28 7.22 11.44 3.51 1.2 59.28 3.5 1.23 8711.16 8139.5 1.74 1.19301 1102.25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5 0 0 46.53 4.22 15.95 4.52 8.06 1.4 0.71 68.56 1.47 1.25 25367.73 25393.73 1 1.5827 1529.18

黑色金属选矿业 23 7 30.43 43.48 16.91 33.04 11.06 12.82 3.3 1.12 52.88 3.62 1 13821.03 14112.87 2.03 0.93197 4562.04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57 16 28.07 43.37 17.62 42.97 16.47 16.99 12.96 1.36 68.53 14.53 2.04 10378.62 9482.68 2.63 1.77778 5536.48

非金属选矿业 141 33 23.4 36.75 7.7 13.63 5.03 8.69 -1.11 2.3 77.08 -1.15 0.85 8974.76 8616.42 2.05 0.67342 2311.44
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13 1 7.69 59.11 10.02 13.45 6.66 15.54 6.87 1.42 65.02 7.69 0.81 10117.26 10117.26 2.4 0.81356 14727.3
食品加工业 451 105 23.28 15.84 4.69 11.52 3.1 2.86 0.89 3.09 80.5 0.89 1.28 10724.83 10651.24 4.28 1.27428 3705.77

食品制造业 250 98 39.2 19.91 0.65 1.22 0.43 0.66 -5.11 3.23 86.3 -4.71 0.88 6901.27 5867.04 2.81 0.89215 4472.2
饮料制造业 145 64 44.14 22.32 14.73 24.14 9.36 13.84 1.47 2.56 71.64 1.62 1.14 9842.4 11089.36 3.75 1.05614 4849.11

烟草加工业 9 4 44.44 47.44 121.71 142.99 58.74 43.69 -0.28 1.78 46.79 -0.49 1.79 162016.7 179099.1 10.63 1.53302 47910.5
纺织业 277 104 37.55 16.97 7.4 16.65 4.63 4.47 -0.71 3.05 81.97 -0.7 1.38 6458.2 5998.8 4.33 1.26339 6851.49

服装及其它纤维制品制造 159 47 29.56 20.72 -5.72 -6.09 -2.09 -3.54 -8.35 3.21 78.66 -7.52 0.64 4168.89 5943.16 3.73 0.64238 9112.43
皮革 、毛皮 、羽绒及制品业 142 67 47.18 11.65 -14.11 -22.81 -6.97 -12.3 -26.37 4.66 104.4 -19.74 0.5 2262.7 2238.41 2.77 0.6811 5069.44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 59 22 37.29 25.48 -0.92 -1.4 -0.67 -1.9 -9.93 2.67 72.9 -7.95 0.61 3958.61 2800.04 1.49 0.00072 1854.3
家具制造业 104 27 25.96 23.46 7.09 9.1 3.55 4.26 -1.77 2.66 75.99 -1.75 1.06 6021.2 8264.39 4.37 0.92208 14027.8

造纸及纸制品业 110 38 34.55 24.42 5.32 17.39 4.35 5.34 0.34 2.66 86.04 0.34 1.6 8437.94 9071.41 3.24 1.49701 2195.95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206 61 29.61 28.42 5.28 9.16 4.9 5.32 0.28 2.34 53.34 0.26 1.57 5792.62 5804.8 2.08 1.55975 9851.49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21 4 19.05 35.19 9.5 15.4 4.38 10.55 0.32 2 69.7 0.32 0.87 4020.06 3817.79 1.82 0.47059 10000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82 24 29.27 23.63 4.13 15.14 4.46 5.52 0.76 1.99 69.66 0.77 1.44 27820.8 35508.06 1.72 1.59639 1761.17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232 78 33.62 23.74 3.37 5.19 2.77 3.39 -0.88 2.76 71.37 -0.86 1.29 7556.73 6870.71 2.52 1.21759 994.1
医药制造业 51 16 31.37 22.9 4.13 6.21 2.74 3.02 -1.21 3.26 68.67 -1.2 1.14 13158.37 11912.25 3.88 1.34247 3603.5

化学纤维制造业 7 4 57.14 12.86 -3.12 -2.25 -3.19 -4.78 -7.5 7.26 90.85 -6.93 1.66 12237.12 11736.77 2.04 1.4 10781.3
橡胶制品业 27 11 40.74 13.13 17.87 54.74 11.81 10.82 -0.25 7.46 73.07 -0.26 1.67 14796.44 16087.29 4.72 1.41429 8053.1
塑料制品业 147 48 32.65 14.03 6.42 10.49 3.31 3.01 1.73 5.04 73.28 1.73 1.6 8722.16 9923 5.69 1.54433 29950.5

非金属矿物制造业 693 187 26.98 32.35 3.8 8.01 3.2 5.9 -1.57 1.76 68.83 -1.52 0.98 6080.83 6476.58 1.83 1.02207 907.5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69 29 42.03 23.52 7.25 16.1 5.18 8.04 -0.33 2.18 65.23 -0.33 1.03 7979.65 8060.16 2.09 0.97699 999.82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47 17 36.17 24.64 5.76 20.81 4.41 5.53 0.55 2.45 73.75 0.55 1.27 16806.81 15675.07 2.57 1.38471 3187.33
金属制品 332 114 34.34 18.17 2.2 3.19 1.2 1.69 -5.22 3.83 74.67 -4.85 0.91 4404.82 4102.64 2.89 0.80612 6105.1

普通机械制造业 136 49 36.03 24.45 2.21 3.8 1.31 2.17 -4.11 2.95 72.44 -3.83 0.78 6285.9 4524.17 2.35 0.84293 6586.52
专用设备制造业 104 28 26.92 18.69 2.51 4.54 1.49 1.68 -0.7 3.62 77.87 -0.68 1.16 6752.01 6502.8 3.23 1.03883 6575.2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59 74 46.54 13.13 -11.35 -20.46 -6.57 -13.74 -19.63 5.6 79.23 -16.13 0.67 2973.56 2333.25 1.93 0.6352 7027.69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85 26 30.59 16.67 -0.31 -0.63 -0.19 -0.23 -4.38 4.58 78.32 -4.17 1.01 8961.72 7731.82 4 1.04098 10227.8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8 2 25 13.36 -10.01 -16.96 -3.87 -12.03 -16.82 6.87 87.4 -12.89 0.41 3330.36 3403.15 2.22 0.46067 14714.3
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 10 3 30 24.88 12.78 11.51 6.73 8.07 3.58 2.93 59.99 3.31 1.14 11711.56 7832.26 5.56 1.07143 64500

其他制造业 120 44 36.67 22.3 -5.2 -5.66 -2.11 -4.87 -14.34 3.26 80.49 -12.2 0.5 3499.41 1170.18 2.71 0.52129 6000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供应 210 49 23.33 48.74 2.53 6.91 2.88 8.27 -4.45 0.92 68.15 -4.26 1.33 13656.25 13988.52 0.94 1.08472 326.96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7 3 42.86 46.19 0.67 1.42 0.96 3.8 -4.49 1.45 34.98 -3.85 1.03 4431.61 4586.16 0.53 0.84222 4944.44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83 16 19.28 58.12 3.08 5.66 3.28 14.44 9.35 0.93 33.85 9.88 0.79 10239.81 10500.81 0.76 0.76115 33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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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sitive Analysis on the Intensive Degree of

Xinjiang' s Industry
Gao Feng

(The Airport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 Tianjin , 300300)

Dang Yaru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 Xinjiang University , Urumqi , Xinjiang 830046)

Abstract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nsiveness of thirty-eight lines in Xinjiang' s industry and concludes that the

entire level of Xinjiang' s industrial economy is still in the stage of extensive development.It offers useful references to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nsive industrial economy in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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