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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河北省现代产业体系的思考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陈璐研究员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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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是党的十七大对我国产业发展作出的总体要求 ,是解决我国

产业发展出现的技术水平低、对资源过度依赖、高投入低产出、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现实矛

盾和问题的需要。如何构建河北省现代产业体系是当前应对经济危机和转变增长方式最为紧

迫的问题 ,也是确定“十二五”发展思路、工作重点和宏观政策取向的关键问题。2009 年 8 月

17 日 ,笔者访谈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陈璐研究员 ,探讨了现代产业体系的内涵 ,总结了河北省

现阶段产业结构的标志性特点和问题 ,提出了符合河北省自身比较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的产

业框架、发展方向和路径 ,概括了河北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现实路径。整理成文 ,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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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nking on Constructing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of Hebei Provice

———An Interview wit h Research Fellow Chen L u of

Hebei Social Sciences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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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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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 ructing modern indust rial system is a general requirement on Chinese indust rial de2
velop ment p ut forward by 17t h National Congress of t he CPC ,which is also t he needs to solve a series

of p ractical cont radictions and problems such as t he low level of technique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re2
sources ,high inp ut and low outp ut ,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so on. How to const ruct t he

modern indust rial system to cope wit h financial crisis and t ransform the economic growt h pat tern is

the most p ressing problem ,and also t he kdy problems in determining develop ment st rategy ,working

priorities and t he subsequent policy t ropism during t he Twelf th Five2Year Plan period. The aut hor in2
terviewed Research Fellow Chen L u of Hebei Social Science Academy on August 17 ,2009 ,discussed

the connotation of modern indust rial system , summarized t 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in current

indust rial st ructure ,p ut forward t he indust rial f ramework ,direction and pat h in accordance wit h com2
parative advantage of Hebei ,and summarized t he practical pat h to const ruct modern indust rial system.

Key words :modern indust rial system ; Hebei Provice ; regional economic ; research fellow Chen L u

收稿日期 :2009 - 08 - 25

作者简介 :郭子源 (1989 - ) ,女 ,研究方向 :新闻与传播。

　2009 年 12 月 　　　　　　　　　　　石家庄铁道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Dec. 2009 　
　第 3 卷第 4 期 　　　　　　　Journal of Shijiazhuang Railway Institute (Social Science) 　　　　　　　Vol. 3 No. 4 　



　　陈璐简介 :男 ,研究员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经

济研究所副所长 ,河北省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副主

任 ,河北省社科院重点学科区域经济学学科带头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河北省新世纪“三

三三”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 ;河北省中青年社科

专家五十人工程人选 ; 河北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

秀青年专家 ;河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主要研究方向为 :宏观经济决策研究、区域经济学

研究、文化产业研究、企业发展战略与管理研究。

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中华工

商时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报》、《求是》、《中国

软科学》、《中国新闻周刊》、《经济研究参考》、《中

国改革报》、《农业经济问题》、《社会科学》、《学术

月刊》、《开发研究》等国内重要报刊发表 40 余篇

论文或研究报告 ,有 40 多项成果被省领导批示采

纳、应用或进入省市县决策。编写著作 (独著、合

著、主编、参编) 10 余部 ,共计发表科研成果 100

多万字。

郭子源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是中央针对我国

目前产业发展中技术水平低、对资源过度依赖、高

投入低产出、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提出的

一项重大战略。关于“现代产业体系”这一概念目

前有明确定义吗 ? 现阶段人们对它有着什么样的

认识 ?

陈璐 :现代产业体系是一个中国语境下的概

念 ,目前还没有无明确的定义 ,迄今为止 ,国内外

理论界、中央和地方各级政策研究咨询部门之间

对此也没有达成统一的定义和认识。各种讨论和

论证 ,对现代产业体系的解释也是多种多样的。

我认为“现代产业体系”的概念内涵可以简单

概括为 :顺应经济知识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顺

应消费者需求升级的要求 ,以现代高新技术为依

托 ,以创新为主要发展动力 ,信息化与工业化、服

务业与制造业相融合 ,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

经济效益高、社会效益好、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系

统。所谓“打造现代产业体系”,在中国的语境下

实际上是一种产业发展导向或者说产业体系优化

升级的导向 ,其核心是打造一个先进性工业、现代

服务业和现代农业互相融合、协调发展的系统 ,是

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构建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产业载体。

我认为 ,从学科研究的角度 ,产业体系是一种

客观存在 ,加上“现代”二字 ,是表示了对产业体系

的一种带有价值标准判断的取舍。现代产业体系

可以认为是产业体系的一个集合或者子类 ,即被

纳入“现代产业体系”中的那些产业 ,应该具有更

多的“现代性”元素。那么 ,这个“现代性”元素怎

么理解呢 ? 有人认为 ,现代产业体系中的“现代”

一词是与“古代”或“近代”相对应的时间或时代的

概念 ,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它应该是体现发展水

平的“现代化”的概念。同时“现代”也不是与“传

统”或“守旧”相对立的新旧概念 ,而应是体现发展

层次的“先进性”的概念。也就是说 ,我们不能认

为某一个区域以前形成的产业体系就一定不是

“现代产业体系”,只有未来要搞的产业体系才是

现代产业体系。或者说 ,某一区域从传统沿袭下

来的产业就一定不属于现代产业体系的内容。这

些认识都是现代产业体系理解上的误区。现代产

业体系可以说是体现“现代化”特征的 ,适应发展

阶段下需求变化的相对“先进”的产业集合。

从中央对现代产业体系的要求来解读 ,所谓

现代产业体系中“现代性”在中国的具体内涵应是

符合科学发展观统领的理念 ,符合“两高两低一自

主”特征的各类产业。由于各地区的情况不一样 ,

现代产业体系所包含的内容也未必一样 ,但有一

点是共同的 ,就是那些内容并不一致的、可能带有

地方特征的“现代产业体系”都应该是有助于实现

科学发展和构建“两型社会”理念 ,并且能够成为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体系的内容。

郭子源 :分析比较发达国家的产业体系 ,表现

出多个方面的特征 ,现代产业体系在不同的国家

和地区 ,有什么共同性 ?

陈璐 :现代产业体系确实具有一些共同性。

比如说创新性、开放性、融合性、集聚性及可持续

性等 ,符合这些共性特征的产业体系都应该属于

现代产业体系的范围。

创新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第一推动力 ,我

们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必须把创新摆在第一位 ,通

过理念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

理创新等多维度的创新来化解产业发展中的瓶

颈 ,实现发展的目标。开放性是经济全球化和区

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只有开放才能促进要

素资源的合理流动 ,才能在竞争的环境下促进新

兴产业的发展差别化竞争优势的形成。融合同样

是现代产业发展的基本趋势。集聚性是现代产业

体系的空间特征。现代产业体系的形成过程就是

一个产业空间结构调整的过程 ,基于产业链的联

系、运输成本的节约、公共设施成本的分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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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的便捷和包括技术扩散效应和学习效应在内

的多种形式的正的外部性使得集群经济发展成为

国家、区域获得竞争优势的基本条件之一 ,而城市

发展本身就提供了一种集聚经济的空间载体。坚

持可持续性 ,高质量、高效益和低消耗、低污染 (两

高两低)是现代产业体系必然要求。产业发展必

须强调和生态环境的协调 ,在加快发展现代服务

业的同时力争做到制造业所提供的产品全寿命周

期少污染和无污染、资源低耗及可回收和循环利

用 ,用最小的资源代价和环境代价来保持经济的

快速发展。

郭子源 :不同地区根据自身情况存在着比较

大的差异性 ,在现代产业体系方面是否也存在较

大差异 ?

陈璐 :总的来说 ,不同地区根据自身情况存在

的差异性 ,其现代产业体系的差异可以概括为目

标模式、区域性以及后发性的差异。

从发达国家产业发展历程和演进规律看 ,现

代产业体系并没有统一固定的目标模式。没有国

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区域必须要搞哪几种产业

才算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在同一发展阶段每个

国家的现代产业体系既有共性特征 ,又都有其突

出特色和优势 ,差异化是普遍现象。只要其产业

体系符合共性特征 ,都属于现代产业体系的内容。

比如 ,发达国家当前普遍处于“后现代化”阶

段 (国内称第二次现代化阶段) ,在这个发展阶段

下 ,美国的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材料等高

新技术 ,金融、文化等知识型服务业是其突出优

势 ;日本的电器、汽车、自动化、动漫等产业在世界

称雄 ;德国的机器制造、汽车、飞机、电子和化学工

业是其五大优势部门 ;芬兰的移动通讯、瑞典的环

保和电力装备、瑞士的钢具和手表等产业闻名于

世 ,它们都是现代产业体系典型代表。我们对现

代产业体系的认识一定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 ,不

拘泥于某些固定的产业门类。

区域性差异是指大区域与次区域之间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的差异。从国际经验与规律可以看

出 ,一个国家的现代产业体系与这个国家内部各

次区域所打造的现代产业体系不可能完全相同 ,

应该有所区别。次区域的产业体系不应该是国家

现代产业体系的拷贝版或者缩小版 ,而应该是国

家现代产业体系的一个子系统。

从当今主要发达和中等发达国家 (地区)产业

体系具体构成来分析 ,可以发现一条明显的规律 ,

就是处于现代化发展阶段中较低阶段的后进国

家 ,往往表现出与先进国家在同一发展阶段时的

产业体系有较大差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

当今世界里 ,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现代化进程阶

段 ,有的国家处于后现代化阶段 ,而有的国家处于

工业化中期 ,但是 ,各国除了产业结构比较严格地

遵循了不同发展阶段的规律外 ,产业内部各门类

的发展却呈现出普遍的差异性。这主要由于经济

全球化导致的供给与需求在区域上差异性 ,提供

产品供给的区域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存在着流动

变化。比如 ,印度是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转化

阶段 ,却因为发达国家对信息化的需求而发育出

闻名世界的、知识密集型的软件产业群 ,韩国是中

等发达国家 ,处于第一次现代化完成的阶段 ,但是

却发育出与发达国家后现代化阶段相比美的文化

创意产业。也就是说 ,需求是遵循发展规律和具

有严格的区域限制的 ,但供给在经济全球化作用

下可以不在本国或本地生产 ,有可能转移到异地

生产。这样 ,后进国家无疑具有了构建现代产业

体系较为明显的后发优势 ,可以在经济全球化和

信息化发展下 ,利用发达国家的需求和技术、资本

的跨国流动 ,在本国发展出超越本国所处发展阶

段的新兴产业 ,并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

郭子源 :我们刚刚谈到不同地区发展存在的

差异性问题 ,那么具体到河北省 ,经过十几年的快

速发展 ,河北省已进入经济结构调整期。受国际

金融危机的冲击 ,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暴露得

更加充分。长期存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竞

争力不强、企业创新能力弱的问题十分突出。河

北省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要依据自身哪些特点和

存在的问题展开 ?

陈璐 :我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产业区域布

局、产业发展方式、产业综合竞争力这五方面总结

了河北省现阶段产业结构的标志性特点和问题。

(一)从产业结构来说 ,表现为“二进三

退”、“举重落轻”,与国际规律下的重化工

业阶段相比 ,存在着结构畸型问题

我认为 ,分析河北省的产业结构特征 ,需要将

河北省的结构指标与国际规律相比较 ,与先进省

份在人均 GDP 相同水平时的特征相比较 ,从而找

出我们的差距与不同。河北省三次产业结构中二

产比重一直在上升 ,2007 年达到 52 . 8 % ,这种趋

势与国际规律是相悖的。因为绝大多数先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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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50 %后比重开始下降 ,比如德国最高达到

52 %后开始下降 ,但是与国内先进省份是基本一

致的。二产比例持续上升的同时 ,三产比重近几

年来却一直波动并逐步下降 ,这完全背离了发展

规律 ,从国际规律看 ,三产比重在人均 GDP 2 000

至 3 000 美元时应达到 40 %～50 %。从国内先进

省份经验来看 ,在人均 GDP 2 000 至 3 000 美元

时 ,一产比重下降到 10 %以下 ,基本上为 7 %～

8 % ,三产迅速上升到 36 %～40 % ,而河北省目前

一产比重高达 14 . 2 % ,三产比重起伏波动并下降

到 33 . 5 % ,这个水平基本上是先进省份在人均

GDP 1 000 美元时的水平。也就是说 ,河北省人

均 GDP 接近 3 000 美元时 ,产业结构特征不仅违

背国 际 规 律 , 而 且 相 当 于 先 进 省 份 人 均

GDP 1 000美元时的水平。

同时 ,二产内部比例也出现畸型。近几年 ,轻

工业在全省工业中所占比重一直低于 25 % ,重工

业一直很高 ,达到 70 %～80 %的比重。这不仅与

重工业占 35 %～45 %的国际规律不符 ,而且与国

内先进省份重工业占 45 %～65 %的比例差异较

大。二产内部 ,传统资源型重化产业扩张势头强

劲 ,新兴产业和接续产业比重偏低。由于近年来

煤、焦、钢铁产品市场需求旺盛 ,产业规模不断扩

张 ,全省产业结构呈现产业复归的趋势。资源型

产业始终是工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旅

游、电子信息、新材料等“新星”产业 ,尽管发展速

度加快 ,但规模十分有限 ,仍然难以担当起带动全

省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重任。

(二)从就业结构来说 ,表现为“农业流

转不出”、“工业消化不良”、“三产僵化难

入”,体现出产业发展与就业增长不相适应

的问题

河北省多年来一直被称为农业大省 ,农业人

口很多 ,一产就业比重高达 40 . 4 % ,二产达到

31 % ,三产为 28 . 6 % ,与人均 GDP 2 600 美元时

的国内经验相比 ,一产明显高出 5 至 10 个百分

点 ,二产稍微低 1 至 3 个百分点 ,而三产低 4 至 5

个百分点。这说明河北省一产劳动力转移至二、

三产业的效果不好 ,二产虽然 GDP 比重不低 ,但

在消化农业生育劳动力、提供就业方面却不足。

三产明显发育不良 , 基本上是先进省份人均

GDP 1 000美元时的水平。虽然河北省努力发展

服务业 ,但从现实来看从业者基本是外省人占多

数 ,对城乡居民收入的贡献率相对比较低。从就

业结构我们反看产业结构 ,很明显能看出河北省

产业发展与就业结构存在不相适应的问题。

(三)从产业区域布局来看 ,表现在“重

山前轻沿海、重纵带轻横联”,“宏观分散、

微观趋同”,暴露出区域产业布局不合理、

产业同构等问题

纵向一千多公里的山前平原带一直是河北省

重点建设的区域。历史上我国“一五”、“二五”时

期都有很多重大项目在此投产 ,河北省在此地带

同样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全省三分之二的经

济产出都来自山前平原 ,四分之三的大项目也摆

放于此。但从目前情况来看 ,河北省以重化工业

为主 ,重化工业摆在山前无论从生态环境承载力

来说 ,还是从土地、水、矿产资源的获得来说都会

产生很多不良影响。同时物流、人流和信息流的

主要通道以纵向为主 ,指向海洋的横向通道的建

设、开发和利用还不适应发展形势。所以 ,生产力

布局重心向沿海转移 ,特别是资源占用大、技术密

集、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向沿海地区布局 ,已成

为顺应规律的选择。

另外 ,从宏观上看 ,河北省的产业布局比较分

散 ,多年来河北省有规模、有竞争力的县域特色产

业集群一直是维持现状的局面 ,不仅数量少 ,而且

规模小 ,有些老的产业集群正在不断萎缩 ,新的产

业集群还未形成集聚效应。

我认为河北省最大的比较优势还是在沿海。

首先因为沿海地区拥有丰富的水资源 ,现在海水

淡化技术已经相对成熟且成本很低。其次 ,沿海

地区拥有深水港 ,矿石、原油丰富 ,把重化工业摆

在此区域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另外 ,沿海地区

与内陆地区相比 ,环境承载力强。

(四)从产业发展方式来看 ,表现为“依

赖资源、扩张低端、割裂生态、排挤高端”,

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

动力和活力的问题

长期以来 ,大规模、群体性和高强度资源开

发 ,形成了河北省高度依赖资源的主体产业体系。

这种传统路径依赖形成强大思维惯性和发展惰

性 ,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低端扩张”,突出表现出

割裂与生态环境大系统的关联 ,排斥高端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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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演进等多种缺陷。多年以来 ,依靠矿产资源

建立起来的主体产业对河北省经济的产值和财政

效益迅猛拉动一直在持续 ,越来越多的人为此感

到鼓舞。

但与此同时 ,我们却忽视了由于畸型的经济

结构所带来的城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一系列问

题 ,这些问题就像人身体里长期存在的病灶一样 ,

在财政和效益增长的光环下时隐时现 ,多数时候

被掩盖住。时间一长 ,我们的思想就会大意 ,就会

忘记 ,畸型结构本身虽然会显著提升经济的增速 ,

但却无法长久 ,也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即

城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生态、环境不

可承载等问题 ,其产生的后果却是广泛而深刻的 ,

尤其是对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方面有着重要

的影响。

(五) 从产业综合竞争力来看 ,表现为

“低层次徘徊、品牌化危机、创新力萎缩、反

应力迟缓”,暴露出产业体系的竞争力退

化、在全国产业分工中进一步低端化的问题

产业体系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产业园区强

弱、产业名片的打造、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产业自

我调整适应力等要素上。

首先 ,河北省产业整体实力与沿海先进四省

相比 ,有较大差距 ,差就差在产业园区的发展上

面。河北省的工业园区在低层次徘徊了多年 ,部

分已经名存实亡。各类园区布点不多 ,规模过小 ,

缺乏大型先进制造业园区 ,且产业定位雷同 ,专业

化程度低 ,招商引资中恶性竞争难以避免。

第二 ,河北省产业发展缺乏品牌意识 ,除了保

定“中国电谷”以外 ,多年来没有成功谋划和打造

以优势产业为依托的“产业名片”,产业体系中的

品牌缺失始终制约着产业层次的提高。

第三 ,产业技术创新一直是老大难问题。大

多数企业长期技术研发投入低 ,重生产轻管理创

新、文化创新和经营机制创新 ,新产品开发、产品

生命周期升级和名牌产品创建的能力及手段落

后 ,造成企业自主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

新能力落后于东部企业 ,这在当前经济危机形势

下对产业发展造成严峻挑战。

第四 ,由于受企业管理制度落后和反应机制

滞后的影响 ,河北省主体产业群缺乏根据市场变

化调整生产结构、经营方式的自我意识 ,面临危机

不能作出灵敏的反应 ,不仅会造成当前生产萎缩、

经营受困、丢掉市场 ,而且有可能失去加强调整、

改造、升级以适应新形势、新趋势的重要机会。

此外 ,主动出击抢占市场的意识不强 ,营销手

段、网络不占优势 ,甚至长期依附于其他企业的营

销能力 ,自主拥有的市场份额不大 ,造成整体市场

开拓能力不强 ,在这次经济危机下缺乏风险自控

能力和发展的自主能力的弱点暴露无疑。

郭子源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 ,河北省要想谋

划、构建出既与世界接轨又有河北特色的现代产

业体系 ,需要抓住哪些机遇 ,建设什么样的产业

群 ?

陈璐 :我们要想谋划、构建出既与世界接轨又

有河北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就需要转换与现代

产业体系不相适应的发展思路 ,提出符合河北省

自身比较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的产业框架、发展

方向和路径。

河北省应抓住渤海湾西岸区域上升为国家发

展重心的机遇 ,提高自身产业国际竞争力 ,将城市

建设做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带动载体 ,推进自

主创新和业结构升级转型 ,加快转变产业发展方

式 ,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建设“蓝色驱动、金色支

撑、绿色衫映”的主体产业群 ,在全国现代产业发

展中争当上游。

所谓“蓝色”驱动 ,是指应重点发展具有带动

全局作用的临港、临海“蓝色产业”。河北省最大

的比较优势仍然是深水港口优势 ,但是目前这种

优势还远未发挥出其应有的效应。我们在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过程中 ,应首先考虑如何发挥这种优

势。所以 ,为了适应我国重化工业重点在临海布

局的新形势 ,河北省应加快培育临港战略“引擎”

产业 ,突出循环经济型、技术导向型和外向型三大

特色 ,构建一批精品钢铁、大石化、造船、新型高端

建材等先进重化工业 ,加大港口物流、临港产业后

续加工业、海洋生物产业等建设力度 ,打造新型临

港和临海产业体系 ,形成“蓝色”产业群。

所谓“金色”支撑 ,是指要培育具有未来战略

支撑作用的“金色产业”。先导产业群是未来河北

省经济发展的支撑产业 ,它以先进装备制造、生物

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和创意产业为代

表。尤其是在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的局部领

域中 ,河北省与国内外先进地区差距不大 ,甚至处

于同一起跑线。所以 ,下大功夫全力推进上述产

业领域的发展 ,以特色产业集群为核心 ,以先进加

工制造业为依托 ,创建一批具有全国意义的大型

67 石家庄铁道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年 　



装备制造产业集聚区、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创意

产业园 ,是打造具有河北特色现代产业体系的重

要内容。此外 ,金色产业也包括用高新技术改造

提升的“适箱产业”,比如适合集装箱运输的产品 ,

像轻工、食品、纺织、医药、轻型机械、金属制品等。

那么“绿色”衬映 ,是说要鼓励发展具有关联

配套和净化作用的“绿色产业”。重点建设现代物

流、生态工业、环保产业、绿色农产品生产及加工、

休闲旅游、文化产业等 ,统筹城乡发展 ,建立资源

节约型产业体系 ,强化生态环境建设 ,使现代产业

体系的发展成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最佳途

径。

杨继成 :在构建河北省现代产业体系时 ,需要

遵循哪些理念和原则 ,以避免走入思想误区 ?

陈璐 :从国际上现代产业体系的演进规律看 ,

第一 ,要遵循产业群、支持系统和外部环境三者统

筹培育的理念。因为现代产业体系的培育不仅仅

是产业本身的培育问题 ,它是与产业的支持系统

和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密切融合在一起的一个有

机的整体。

第二 ,要遵循现代化发展阶段和需求演进的

规律。当前我国和河北省正处于人均 GDP 2 000

至 3 000 美元阶段 ,属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 ,而

部分沿海先进省市已经步入人均 GDP 5 000 至

8 000美元 ,甚至达到8 000至 10 000 美元阶段。

现代化进程的不同 ,带来了需求演进的差异。所

以 ,培育河北省现代产业体系一定要紧密结合河

北省发展阶段 ,考虑到全国消费需求的演进变化 ,

在需求变动规律中寻找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

升级的机遇。

第三 ,要遵循大区域成体系、小区域拼特色的

发展理念。我国已形成多个经济联系紧密的经济

大区 ,如长三角、珠三角 ,京津冀等 ,河北省现代产

业体系的培育需要充分考虑到经济大区内各区域

的分工定位 ,在大区域分工定位的基础上 ,谋划省

域现代产业体系。而对省内各市县而言 ,行政区

域较小 ,不适合也没有必要自成一个完整的产业

体系 ,要从比较优势出发来打造本地的特色产业

群体 ,在全省现代产业体系的总体框架下积极打

造有当地特色的现代产业群。应该避免在建立现

代产业体系过程中的各自为战、重复建设、无序竞

争 ,要突破行政边界、加强合作 ,在整体发展中赢

得先机。

第四 ,要遵循产业培育与就业增长相适应的

原则。一方面 ,河北省是拥有 7 000 万人口的劳

动力密集型大省 ,现代产业的选择、发展方向和区

域布局需要考虑到就业增长的因素。另一方面 ,

河北省当前产业劳动力的素质总体上仍然偏低 ,

普通工人多 ,高端人才和高级技工少 ,而现代产业

体系对产业领军人才和工人队伍的要求更高 ,所

以需要以推动产业与劳动力双转移为突破口 ,重

视发展一批能够培养和造就与现代产业发展相适

应的高素质人才和产业工人队伍的现代产业。

第五 ,要能够形成与区域竞争优势正向互动

的效应。河北省在钢铁、纺织、服装、皮革、金属制

品、塑料制品、电气电子、化学制品、食品、通用设

备制造业等一些产业领域具备相当规模 ,集聚效

应十分明显 ,同类企业和为其配套的上下游企业、

相关服务业聚集在一起 ,形成区域特色产业集群。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要有助于进一步提升这些已经

存在的区域竞争优势 ,吻合已经形成的产业比较

优势 ,增加特色产业集群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

最后要遵循现代产业体系与城镇化建设互为

基础、协同互动、统筹规划的原则。国内外经验表

明 ,在现代产业体系大规模形成之时 ,往往是新城

建设最红火之时 ,同样 ,在大规模推进城市新区和

改造老城的过程中 ,往往发育并集聚了知识化、现

代化程度很高的现代产业。比如 ,日本、韩国的以

钢铁、石化、造船为主的沿海先进重化工业区的兴

起酿育形成了东京湾、板神沿海城镇密集带 ,我国

长三角、珠三角大规模的现代产业集聚而崛起了

像昆山、深圳这样的新兴城市。再比如说 ,美国的

犹他州 ,原本属于传统的农业和矿业区 ,工业不发

达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经济发展缓慢 ,在美国各

州中相对落后。1991 年后 ,犹他州迅速崛起 ,成

为全美最大的软件业基地。主要原因就是州政府

加大了城市建设的投入 ,改善网络、机场、高速公

路等硬件环境 ,重视发展教育 ,并努力营造有吸引

力的生活环境。国内苏州、深圳、上海浦东都是随

着新城的建设 ,现代产业体系出现了飞速的发展。

因此 ,培育现代产业体系绝不仅仅是产业的

事情 ,而是与城市化水平提升、建设新城区、改造

老城区紧密结合的系统性问题。

杨继成 :把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摆在更加重

要的位置 ,是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的大战略 ,无疑

是河北发展进程中的一次历史性跨越。您认为河

北省现代产业体系的现实途径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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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璐 :我认为河北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现

实路径应概括为 :“外引内联、集聚集成、做强做净”。

从外联这方面来讲 ,我们应积极创造条件 ,吸

引外部资金 ,引进技术和项目 ,以外引方式启动现

代产业体系发展。同时要注意改善投资环境 ,比

如吸引从京津和“长三角”、“珠三角”转移出来的

产业 ,吸引央企和河北省周边地区大企业进入 ,使

河北省成为外省企业异地发展的首选地域。另

外 ,通过外引经济的先进技术和有效管理模式 ,为

河北省的发展起到示范作用 ,冲击和改善本地观

念和软环境 ,使软环境与引进产业同步进入现代

化。在“外引”的同时 ,加强省内之间、省内外之间

在产业开发空间布局上的联合与合作 ,共同打造

合作共赢、分工互补的产业群体。

什么是集聚集成呢 ? 产业集聚发展是国内外

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必由之路。集聚集成的战略

思路是以企业集群、成片开发为基础 ,以具有产业

规模并具备发展潜力的专业化生产区域为重点 ,

以大型生产企业为龙头 ,优化整合并集中配置各

种资源 ,延伸产业链条 ,打造产业关联度高、配套

能力强、颇具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集群。规划布

局要突出空间集聚特征 ,加强相同产业的空间整

合 ,统一规划、集聚发展 ,实现规模效益。

我们还要注意做强做净 ,培育优势产业和龙

头骨干企业 ,加快龙头骨干企业重组兼并步伐 ,积

极推动公司上市 ,确立在同业内的竞争优势 ,努力

形成产业局部领域强势。按照“减量化、再利用、

资源化、生态恢复”的四 R 原则 ,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同时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以龙头企业为中

心 ,延伸拓展接续产业和资源再生产业项目 ,形成

产业间循环系统。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各个产业

功能区和企业群 ,集中治污 ,保护生态 ,清洁生产 ,

最大限度地确立现代产业的生态优势。

(后记 :陈璐研究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国家

级项目 4 项 ,主持河北省软科学、省社科规划和省

政府委托项目等 18 项 ,获河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

等奖和省社科规划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各 1 项 ,

获其它省部级和院级各类奖励 66 项 ;参与撰写省

委理论中心组集体学习讲座稿多次 ,主笔起草《曹

妃甸循环经济示范区产业发展总体规划》、《曹妃

甸循环经济示范区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实施方案》

和《河北省钢铁企业战略性重组实施方案》,参与

多项省委、省政府重要文件、规划的研究和起草工

作。主持河北省社科院重大调研课题“构建河北

省现代产业体系研究”,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访

谈 ,在此深表谢忱 !)

(上接第 30 页)

虽然政府在网上提供了政务信息及其相关服务 ,

但并没有形成良好的信息互动 ,没有实现电子化

事物处理 ,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广大公众的

信息素质不高。因此 ,只有加大对计算机和网络

知识的普及教育 ,努力提高社会整体的信息素质 ,

才能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全面互动和电子政务信息

资源的高度利用。

五、结束语

随着电子政务的进一步发展 ,政府部门内部

及政府部门之间对政务信息的需求日益增多 ,政

务信息的社会深层次开发利用的呼声也愈益高

涨。经过前两年电子政务基础资源的大规模建

设 ,海量的政务信息资源挖掘和电子政务知识管

理等深层次应用将逐步进入电子政务领域 ,各级

电子政务应用系统中将逐步引入知识管理的理

念 ,从而使电子政务的信息资源建设向知识共享、

决策辅助等纵深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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