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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分析 产业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是根据社会生产活动历

史发展的顺序对产业结构的划分。它大体反映了人类生活需

要、社会分工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基本反映了有史以来

人类生产活动的历史顺序，以及社会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之

间相互关系，是研究国民经济的一种重要方法。 产品直接取

自自然界的部门称为第一产业，即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

、牧业和渔业；对初级产品进行再加工的部门称为第二产业

，即工业(包括采掘工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蒸汽、热水

、煤气)和建筑业；为生产和消费提供各种服务的部门称为第

三产业，即除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根据我国的

实际情况，第三产业可以分为两大部门：一是流通部门，二

是服务部门。 此外，通常说的办“三产”，其内容并不一定

都是第三产业，把企事业单位创办的主业之外的营利性的经

济实体都称之为“三产”是不确切的。例如：所办的实体如

是养牛场则属于第一产业，如果是工厂、施工队则属于第二

产业，如果是商店、招待所、咨询机构、游艺厅等才属于第

三产业。 三次产业各年度的比重(%)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第一产业 8.1 6.9 6.2 6.9 5.8 5.2 4.7 4.3 4.0 第

二产业 52.2 48.7 48.0 46.1 44.1 42.3 40.8 39.1 38.9 第三产业 39.7

44.4 45.8 47.0 50.1 52.5 54.5 56.6 57.1 第三产业是由流通部门和

服务部门的有关行业组成，它的基本属性决定了第三产业必

须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提供各种配套服务 。在我国，由于



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第三产业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以

致长期处于滞后状态。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

断深入，第三产业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成为国民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但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其它经济产业一样，也必

须遵循客观发展的规律。就现阶段来看，在我国第一和第二

产业仍占经济的主导地位，对国民经济的支配作用并没有改

变，而第三产业正处在培育和发展阶段。因此，还不能说第

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高越好，而应该和其它产业保

持适当的比例关系，相互协调，共同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

展。如果片面强调第三产业的作用，不切实际地提高第三产

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就可能出现“泡沫”经济

现象，难以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同时，第

三产业的发展还必须同国民经济的整体实力相适应，从世界

范围来看，经济发达地区第三产业比重较高，而经济欠发达

地区则比重较低。北京199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

比重突破50%，1998年达到56.6%，在全国30个省会城市中居

第一位。“九五”期间，北京经济继续坚持“三、二、一”

产业发展方针，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努力提高第三产业在全

市GDP的比重，这是一个长远的发展战略。 第三产业增加值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总产值、净产值、增加值与国内生

产总值究竟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

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生产活动的

最终成果，即所有常住机构单位或产业 部门一定时期内生产

的可供最终使用的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国内生产总值能够全

面反映全社会经济活动的总规模，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

济实力，评价经济形势的重要综合指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都采用这一指标。 总产值、净产值和增加值都是人们用来衡

量社会生产活动总成果的三个重要总量指标。以工业生产为

例，可以说明总产值、净产值和增加值三者之间的区别和联

系。 工业总产值是指工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以货币表现的工

业企业生产的产品总量，也就是全部工业产品价值的总和。

它既包括在生 产过程中物质消耗转移的价值，也包括新创造

的价值。具体包括：(1)成品价值，即在本企业内不再加工、

经检验包装入库的产品价值。(2)按加工费计算的已完成的工

业性作业价值，包括在作业过程中所耗用的材料和零件的价

值，但不包括被修理加工产品的价值。(3)自制半成品、在制

品期末期初差额价值。工业总产值采用“工厂法”计算，即

按企业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计算，但不允许把企业内部

各车间的生产成果相加重复计算。 工业净产值是指工业企业

在一定时期内工业生产活动新创造的价值，即工业总产值扣

除物质消耗(包括外购原材料、燃料、动力 的价值；提取的折

旧费和大修理基金；定货者来料价值和生产销售中的其他一

些物质消耗价值)以后的价值。 工业增加值是指工业企业在一

定时期内工业生产活动创造的价值，是国内生产总值的组成

部分。工业增加值就是工业总产出中扣 除中间消耗以后的价

值，它与工业净产值计算口径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也有差别

：工业增加值包括折旧、大修理基金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

务费，工业净产值则不包括；工业增加值不包括企业对非物

质生产部门的支付如利息支出等，而工业净产值是包括的。 

工业增加值的计算方法是： 工业增加值=工业净产值-支付给

非物质生产的费用-利息支出 固定资产折旧 大修理基金 由此

可见，总产值、净产值和增加值这三个指标既相联系又有区



别，总产值包括了转移价值的多次重复计算，因此其数量最

大， 一般用来反映生产的总规模；但它不能确切地反映生产

发展状况；净产值是反映生产活动新增加的价值，其数量最

小，增加值是反映生产活动新增加的价值和转移价值，可以

比较确切地反映生产的规模、速度和效益。随着现行统计制

度方法逐步向国际接轨，净产值指标已不再使用，总产值指

标用的越来越少，而增加值指标用的越来越多。 恩格尔系数

1857年，世界著名的德国统计学家恩思特恩格尔阐明了一个

定律：随着家庭和个人收入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

出比例就越小,这一定率被称为恩格尔定律，反应这一定率的

系数被称为恩格尔系数。其公式表示为： 恩格尔系数(%)=食

品支出总额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总额×100% 恩格尔定律主要

表述的是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一定趋

势。揭示了居民收入和食品支出之间的定量关系和相关关系

，用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来说明生产发展、收入增

加对生活消费的影响程度。众所周知，吃是人类生存的第一

需要，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其在消费支出中必然占有重要地

位。随着收入的增加，在食物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消费

的重心才会开始向穿、用等方面转移。因此，一个国家或家

庭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生活越富裕，恩

格尔系数就越小。 恩格尔定律和恩格尔系数一经提出，就得

到西方经济学界的广泛接受和确认，认为它具有普遍的适用

性。在我国也较早的就被应用在统计工作当中。计算恩格尔

系数一般是采用各地的城乡住户调查资料。如根据天津

市1995年城镇住户调查资料，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4064元

，其中人均食品支出为2117元，则恩格尔系数为52.09%。 国



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

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

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低于40%

为富裕。在我国运用这一标准进行国际和城乡对比时，要考

虑到那些不可比因素，如消费品价格比价不同、居民生活习

惯的差异、以及由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所产生的特殊因素。对

于这些横截面比较中的不可比问题，在分析和比较时应做相

应的剔除。另外，在观察历史情况的变化时要注意，恩格尔

系数反映的是一种长期的趋势，而不是逐年下降的绝对倾向

。它是在熨平短期的波动中求得长期的趋势。 恩格尔定律 19

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

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

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

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则会下

降。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

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

富裕，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恩格尔定律的公式： 食物支出

变动百分比 食物支出对总支出的比率(R1)＝───────

─── 总支出变动百分比 或 食物支出变动百分比 食物支出

对收入的比率(R2)＝────────── 收入变动百分比

R2又称为食物支出的收入弹性。 恩格尔定律是根据经验数据

提出的，它是在假定其他一切变量都是常数的前提下才适用

的，因此在考察食物支出在收入中所占比例的变动问题时，

还应当考虑城市化程度、食品加工、饮食业和食物本身结构

变化等因素都会影响家庭的食物支出增加。只有达到相当高

的平均食物消费水平时，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才不对食物支出



发生重要的影响。 恩格尔系数是根据恩格尔定律得出的比例

数，是表示生活水平高低的一个指标。 其计算公式如下： 食

物支出金额 恩格尔系数＝─────── 总支出金额 除食物

支出外，衣着、住房、日用必需品等的支出，也同样在不断

增长的家庭收入或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上升一段时期后，呈

递减趋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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