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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达州和国家的实际经济状况，产业结构比重均为I 二三一I，但两者之间的比重数据不是很协调。首先分

析物元的影响因素：三次产业结构和七大产业部门，构造关联函数 !"（#）。接着运用可拓性质分析达州产业结构的

优劣：第一、二产业结构系数的关联度均大于 #，均高于全国，较理想；第三产业的关联度小于 J $，为不相容问题，急

需调整，其涉及部门具体表现在交通运输及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其他三产部门。然后探讨不相容问题，即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对整个物元产生很大的影响，使综合量值处于可拓域的较差位置。结合达州现状，确定了既要发

展优势产业，又要着重发展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变换策略。最后粗略估计达州产业结构调整的时间：第一产

业比重调整须 KK 年，第三产业比重调整须 )K 年。因而达州产业结构比重要达到全国的理想水平至少需要几十年的

调整，重点应放在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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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表明产业结构与经济稳定

和发展有着内在联系，探讨经济结构时，必须研究产

业结构。它的合理化调整，从定性和定量方面，国内

外学者已有很多好的结果［$EM］。尤其是在运用可拓

方法方面，文献［$］论述了内蒙古自治区产业结构

的优势和劣势，提出了需要改进的产业部门；文献

［H］探讨了产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实现途径条理化

的思路，化不相容问题为相容问题，为城乡经济产业

结构高级化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文献［*］对

现有的多种经济发展创意进行筛选，定性分析和定

量计算相结合得出若干优度较高的创意，并形成能

具体实施的产业发展的行动方案。目前达州处于发

展的关键机遇期，运用可拓学的有关性质发现产业

结构的优劣，合理化调整产业发展战略，为政府决择

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有现实意义。本文所有数

据均取自国家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

据库。

$ 产业结构有关概念与性质

定义 $! 设当年全国的总产出值为 $（ N #），达

州的总产出值为 %（ N #），共分 & 个产业部门，各产

业部门的全国和达州产出值分别为 ’"，("，" O$，"，⋯，

&。则全 国 的 各 产 业 结 构 系 数 分 别 为 )" O ’" * $，

" O$，"，⋯，&；达州的各产业结构系数 +" O (" * %，" O
$，"，⋯，&。结合经济常识，若 )""+"，" O $，"，⋯，&，

则说明达州的产业结构基本与全国相同，理论上最

理想，但事实上并不大可能。由表 $ 可知，)" 与 +"

有偏离，甚至有的偏离较大。

! 表 $! 十一五规划期间全国与达州的产业结构数据 P

产业比重 "##* "##M "##K "##) "#$#
第一产业占

Q@R 的比重

全国

达州

$$( $
H$( G

$#( K
H"( #

$#( M
H#( *

$#( H
"*( $

$#( "
"H( K

第二产业占

Q@R 的比重

全国

达州

GM( )
HM( G

GM( H
H)( $

GM( G
G#( M

G*( "
GD( H

G*( K
D#( #

第三产业占

Q@R 的比重

全国

达州

G#( )
H$( "

G$( )
"K( )

G$( K
"K( M

GH( G
"K( *

GH( #
"*( "

定义 "［K］! 物 ,，& 个特征 -$，-"，⋯，-& 和 , 关

于 -"（ " O $，"，⋯，&）对应的量值 ."（ " O $，"，⋯，&）所

构成的阵列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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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 给定目标 & 和条件 ’，其中 &，’ 为

基元或复合元，称它们构成问题 ’，记作 ( ! &!’。

设 "( 为评价特征，"()为目标 & 实现时，关于 "( 所需

要的特征，量值域为 *(，且 *(#*；"(+ 为条件 ’ 中的

对象元 ,( 关于 "( 提供的特征，量值为 "(+（,(），,($
- !｛. ) . 或者是物元中的某个要素，或者是事元，或

者是关系元中的某个要素｝。记

/’ !（,(，"(+，"(+（,(）），0( !（,(，"()，*(）

作 1 !｛/ ) / !（,，"(，"(（,）），,$-，,(%,｝

以 *(（*(#*）为正域，建立 / 关于 "( 的关联函数

2（3）：2（3）!
!（3，*(）

4（3，*(，*）
。作可拓集合

5
*
（6）!｛（/，7，78）) /$611，7 ! 9（/）!

9（3）$（ +!，,!），78 ! 699（6//）$（ + !，,!）｝

则称 9(（(）! 9（/’）! 9（"(+（,( ））为问题 ’ 的关联

度。若 9(（(）-(，称问题 ’ 为相容问题；若 9(（(）.
(，称问题 ’ 为不相容问题。

引理 "［%］& （用发散规则解决矛盾问题）若

/’%｛/: ) /:&1，/:$611 +1，: ! "，#，⋯，#｝

则有："）当 /: 与 /’ 为同征物元时，取 699 ! 9，若变

换 6:(，使 6:(/’ ! /:(，且 9（6:(/’）! 9（/:( ）- (，则变

换 6:(为 ’ 的解变换；#）当 /: 与 /’ 为同物物元时，若

变换 6:(和 6:(9，使 6:(2（6:(/’）! 2:(（/:( ）- (，则变换

（6:(，6:(9）为 ’ 的解变换。

引理 #［/］& （ 海涅0博雷尔有限覆盖定理）设 ;
为闭区间［<，=］的一个（ 无限）开覆盖，则从 ; 中可

选出有限个开区间来覆盖［<，=］。

# 可拓分析与决策

由定义 " 和定义 $，结合全国与达州的产出值，

在〈<，, !）的无限区间内，若 3 ! (: 时取得最大值

（最理想），则对每一产业 :，定义关联函数 9:（3）!
3 + <:

(: + <:
，3’(:

(:

#3 + (:
，3(({

:

，且可拓集合 *
*

的论域为〈 + "，, !）。

因而当 3 ! (: 时，9:（3）取最大值 9:（(:）! "。

根据可拓学性质与产业值 3，称 9:（3）为 3 的关

联度。若 9:（3）- (，称 3 为相容问题；若 9:（3）. (，

称 3 为不相容问题。

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和达州实际，取一年的调整

幅度为 "12 ，要使某一偏离度较大的产业结构系数

在一年后能调整到这个范围之内，则当前该系数偏

差最多不超过 $(2 。取

": !（" + $(2 ）(: ! (> 3(:，: ! "，#，⋯，#
为可调整的下限值，由 9:（":）! + "，得 <: ! (> %1(:。

针对达州第 : 产业结构系数 ?:，其可拓集合 *
*

的正域为〈(> %1(:，, !），可 拓 域 为〈(> 3(:，(> %1

(:〉，而〈 + "，": 〉!〈 + "，(> 3(: 〉是 *
*

的非域；<: !
(> %1(:及 ": ! (> 3(: 分别称为零界与拓界。

关于各产业结构系数数据分别见表 #、表 $。

表 #& 产业结构系数分析数据

产业 ( ? < " 9（?）

第一产业 (4 "(" 3 (4 #$% ( (4 (%5 1 (4 (3" # (4 #3" 3
第二产业 (4 65% 5 (4 1(( ( (4 $/% $ (4 $#% ( (4 %%" %
第三产业 (4 6#/ 3 (4 #5# ( (4 $51 # (4 $(( % + "4 5(( (

表 $& 七大产业部门结构系数分析数据

产业 ( ? < " 9（?）

农业 (4 "(" 3 (4 #$% ( (4 (%5 1 (4 (3" # (4 #3" 3
工业 (4 6(# " (4 663 " (4 $6" % (4 #%" 1 (4 %"3 "

建筑业 (4 (55 1 (4 (1# / (4 (15 1 (4 (65 1 + (4 $5( (
交通运输及

仓储和邮政业
(4 (63 3 (4 (#1 6 (4 (6( 1 (4 ($$ 6 + #4 (/3 #

批发和零售业 (4 (%5 $ (4 (61 # (4 (3$ 6 (4 (5( 6 + #4 "%5 (
住宿和餐饮业 (4 (#( 6 (4 ($" 3 (4 ("3 $ (4 ("6 $ (4 636 6

其他三产 (4 #31 $ (4 "1/ 3 (4 #$6 ( (4 "/# 3 + "4 3// (

首先讨论表 # 中的数据。由第 5 列可知，达州

的第一、二产业结构系数的关联度均大于 (，而第三

产业的关联度小于 + "，即第一、二产业结构系数均

高于全国，比较理想；第三产业为不相容问题，急须

调整。

从物元的角度分析，达州产业结构系数的 $ 维

物元：

1" !
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系数， (4 #$% (

第二产业系数， (4 1(( (
第三产业系数，









(4 #5# (

其综合关联度 91"
@)

$

: @ "
(:·9:（?:）@ A (> #65 3，这

说明产业结构的综合量值在可拓域中较接近于正域

位置，还比较正常。这也说明了达州产业比重（ 二

三一）与全国相一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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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讨论表 !。由第 " 列可知，七大产业部门

中，建筑业、交通运输及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

业、其他三产部门的关联度小于 #，而且偏离度较

大，为不相容问题，除建筑业为第二产业外，说明达

州的第三产业总体情况不佳。

达州七大产业部门的 $ 维物元的综合关联度为

!"%
#)

$

$ # &
%$·!$（&$）# ’ #( ’’% # ，说明第三产业产

值对整个物元产生很大的影响，已使其综合量值处

于可拓域的较差位置。

然后把表 % 和表 ! 综合起来，关于达州的产业

结构调整及调整变换有如下结论。

&）对于产业结构系数值，第一产业（ 农业）、第

二产业（工业与建筑业）、第三产业（住宿和餐饮业）

在其可拓集合的正域，这些产业都是达州的优势产

业；其他产业在其非域，与全国相比，差距明显，急

需调整服务产业，不但自身要加快现代服务业，而且

最好用第一、二产业带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农业方面“ 川东北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

地”的重点规划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同时要注意

下面的改进变换：（(）提高加强农产品流通业、仓储

业、农用物资供应业、技术服务业等基础性服务业水

平；（)）提高加强农村金融业、咨询信息业等发展性

服务业水平；（ *）提高加强新品开发、品质改良、技

术引进、技术创新等创造性服务业水平；（+）通过加

大特色农业和优势产品与改善种养殖结构，优化提

高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服务发展水平。

!）工业方面“中国西部天然气能源化工基地、

秦巴地区冶金建材基地”和“煤、电、冶、化、建”产业

链形成较大规模，产业空间聚集效应逐步显现，同时

要注意下面的改进变换：（ (）根据产业关联性加强

生产性服务业水平；（)）根据低碳金融理论加大达

州工业园区升级转型；（ *）通过高科技产业形成现

代服务业集群；（+）通过产业转移形成高端服务业；

（,）继续扩大与名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

产品的产业规模，保持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

’）强化服务业方面“秦巴地区综合交通枢纽、

商贸物流中心、文化旅游中心”的作用和地位。同

时要注意下面的改进变换：（ (）加快发展物流、金

融、科技、商务等生产性先导服务业；（)）加快发展

商贸、房地产、文化旅游等优势支柱服务业；（ *）加

快发展教育培训、社区服务、健康服务等新兴服务

业；（+）积极争取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承接

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积极利用 %）、!）中强调的变

换。

利用上面的讨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成

果，产业结构调整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是可以很好

地得到解决与完善，用到的变换即经济中常见的微

观与宏观调控政策。应用引理 & 和文献［!］、［"］、

［&#-&%］中问题的解决方法，上面结论 %）. ’）中的

变换用图形表示如下图 &，产业结构调整如下图 %
（注：根据达州本地经济情况，结合全国的数据，达

州第三产业调整的系数范围应该大于 ’!/ #0 ，且小

于’"/ 1)，这样与全国相比才比较理想）。

图 & 2 产业结构调整变换

图 %2 产业结构问题解决模型

由上面的论述得到命题 &。

命题 &2 在任意时刻均可以找到达州与全国各

产业结构之间的矛盾问题，由引理 &，关于产业结构

调整，政府可以通过微观与宏观调控这些变换实现

理想目标。

! 产业结构调整的粗略估计和可拓调

整过程及结论

2 2 根据十一五规划期间国家统计年鉴有关数据，

结合文献［’］、［"］、［&%］，全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的五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 30 、&&/ ’0 、

4/ 40 ；达州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 3 年平

均增长率分别为 !/ 30 、%’/ %0 、&#/ ’0 。结合表 &
和表 %，达州与全国在第二产业占总产值的比例较

一致。若假定达州产业结构调整期间，第二产业保

持健康发展且比重与全国持平和忽略其他影响因

素，按照十一五期间的平均增长率，着重在增长率方

面加强调整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有下面的结果。

关于第一产业，设经过 * 年后，达州与全国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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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相等，则有

!"# $%（& ’ "# (%）! ) &*# !%（& ’ +# (%）!

则 !"$$；

关于第三产业，设经过 " 年后，达州与全国的比

例相等，则有

!,# !%（& ’ &*# +%）" ) +"# *%（& ’ -# -%）"

则 ""-$。

通过上面的简单计算，按现在的增长率发展，达

州的第一、三产业比重要达到全国的理想水平至少

需要几十年的调整，且在调整时间方面，重点应放在

第三产业。因而达州应该积极融入成渝经济区，积

极进行产业调整，抢抓发展机遇，争取用最少的时间

实现达州产业优化升级。

由上面的论述得到命题 !。

命题 !. 在任意时刻均可以找到达州与全国各

产业结构的偏离区间，由引理 !，关于产业结构调

整，可以确定几个关键的区间，把握好关键的几年，

甚至几十年，可以很好地完成产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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