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萨克斯坦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度及产业转型困境∗

郭　 辉　 依马木阿吉艾比布拉
∗

【内容提要】 　 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的过程ꎮ ２０００ 年

以来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哈萨克斯坦依靠能源资源出口使得经济迅速增长ꎮ 这不

仅体现在经济增长率、 人均收入等宏观指标上ꎬ 更体现在产业结构的演变中ꎮ 本

文本文利用哈萨克斯坦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１５ 年的相关数据ꎬ 分析了哈萨克斯坦三次产

业及各产业内部的演进特征ꎮ 利用灰色关联度考察了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度ꎮ 结果表明产值占比大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较低ꎬ 主要表现在采掘业和

批发与零售业ꎬ 归根结底是因为其制造业相对滞后的畸形经济结构ꎮ 为了进一步

说明该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困境ꎬ 本文借助产业结构熵值、 多样化指数和产业结构

和就业结构偏离度等指标剖析其产业结构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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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国际油价以及部分矿产资源价格的上涨让哈萨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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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为哈国) 充分享受到了资源红利带来的好处ꎬ 其国内经济迅速发展ꎮ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７ 年哈国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在 ９％左右ꎬ ２０１４ 年哈国 ＧＤＰ 达到 ２ １７８
亿美元ꎬ 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１ ２６０１ 美元ꎻ ２０１５ 年哈国 ＧＤＰ 比上年下降 １９ ４％ ꎬ ＧＤＰ
约为 １ ８３４ ０２ 亿美元ꎬ 人均 ＧＤＰ 约合 １０ ５２４ 美元ꎬ ２０１６ 年下降至 ８ ６００ 美元ꎬ
已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①ꎮ 目前哈国是中亚五国中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ꎬ 由于

产业结构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且相互影响ꎬ 因此哈国的经济发

展不仅体现在人均 ＧＤＰ、 ＦＤＩ、 外汇收入等具体指标上ꎬ 更体现在产业结构的演

变上ꎮ 哈国是中国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应当重点加强合作的国家ꎬ 未来中

哈两国合作的重心是加强产能合作ꎬ 深化产业国际分工ꎬ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实

现经济增长ꎮ 为此有必要对哈国产业结构的演进和产业转型困境进行具体而深入

的分析ꎮ 因此ꎬ 结构安排为: 首先分析哈国三次产业及各产业内部的演进趋势和

特点ꎻ 其次借助灰色关联度方法测算哈国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ꎬ 以了解促

进哈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ꎬ 同时发现其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的主要问题ꎻ 第三借

助产业结构熵值、 多样化指数和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偏离度等指标进一步剖析其

产业转型困境ꎻ 最后为主要结论及深化中哈产能合作的建议ꎮ

二、 哈国三次产业及各产业内部的演进趋势分析

(一) 哈国三次产业演进特点

根据哈国统计年鉴ꎬ 该国实行统计的产业分类为: 种植业、 畜牧业、 采掘

业、 制造业、 电力煤气蒸汽和水的生产与分配、 建筑业、 批发与零售业、 宾馆酒

店业、 交通运输和通讯业、 财政金融活动、 房地产租赁和服务业、 国家机关和国

防、 教育、 卫生和社会保障和其它产业ꎮ 根据国际标准产业分类方法ꎬ 哈国纳入

统计的产业可划分为: 第一产业包括种植业与畜牧业ꎬ 第二产业主要包括电力、
煤气蒸汽和水的生产与分配及建筑业、 采掘业和制造业ꎬ 第三产业是除第一、 二

产业之外的其它产业ꎮ
经过上述分类界定后ꎬ 可以发现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哈国三次产业产值变化趋势

７７

① 按世界银行标准公布的数据ꎬ ２００８ 年最新收入分组标准为: 低于 ９７５ 美元为低收入国家ꎬ ９７６ 至
３ ８５５ 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ꎬ ３ ８５６ 至 １１ ９０５ 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ꎬ 高于 １１ ９０６ 美元为高
收入国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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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ＧＤＰ 的变化大致相同 (见图 １)ꎬ 具体看ꎬ 哈国三次产业变化的主要特征有:

１ 独立后产业结构调整规律凸显

独立以前ꎬ 哈国是前苏联有色金属、 黑色金属和主产粮食的独立经济区ꎬ 三

次产业结构呈现 “一三二” 序列ꎮ 虽然哈国作为前苏联工业和农业原材料主产

区ꎬ 但哈国制造业极为落后ꎬ 间接表明哈国的工业化程度较低ꎮ １９９０ 年哈国三

次产业占比分别为 ３４ ８％ 、 ３２ １％ 和 ３３ １％ ꎬ 其中制造业占 ＧＤＰ 比重仅为

２１％ ꎮ 哈国是前苏联重工业重点发展地区ꎬ 重工业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发展方向ꎬ
轻工业发展薄弱ꎮ

独立之初ꎬ １９９１ 年哈国三次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分别为 ２９％ 、 ３９％ 、 ３２％ ꎬ 呈

现典型的 “二三一” 序列ꎮ 独立后哈国进行了激进的市场化改革ꎬ 依靠本国丰

富的资源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领导能力ꎬ 及一系列相关的工业发展战略政策引

导①ꎬ 哈国产业结构转型取得了一定成就ꎮ 自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哈国三次产业结

构呈现 “三二一” 序列ꎬ ２０１５ 年间哈国三次产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分别为 ６ ９％ 、
３６ ３％和 ５６ ８％ (见图 １)ꎮ 其中 ２０１０ 年哈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ꎬ 三次

产业占比分别为 ４ ５％ 、 ４１ ９ 和 ５３ ６％ ꎬ 第三产业占比超过 ５０％ ꎮ 同时ꎬ 第一

产业在哈国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ꎬ 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３４ ３％ 降为 ２０１０ 年的

４ ５％ ꎮ 尽管从总体看哈国三次产业调整规律明显ꎬ 且第三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超过

了 ５０％ ꎬ 但这并不能说明哈国产业结构调整合理ꎮ

２ 第一产业占比呈下降趋势ꎬ 但就业带动作用明显

在前苏联的分工体系中ꎬ 拥有丰富农业资源的哈国是主要的粮食种植区ꎮ 独

立初期ꎬ 哈国采取激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ꎬ 对农业同样进行了私有化改革ꎬ 将原

有的大型国营农场及各种国有企业改变成小农场和农户经济体、 股份合作制等非

国有形式ꎮ 哈国第一产业产值从 １９９９ 年的 １ ９９３ ５４ 亿坚戈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２５８ ８７亿坚戈ꎬ 年均增速达 １５ ２３％ ꎮ 其中ꎬ ２０１２ 年哈国出口谷物 １ １００ 万

吨ꎬ 农产业出口额为 ３１ ２８ 亿美元ꎬ 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粮食出口国ꎮ

８７

① １９９７ 年哈国确立优先发展石油、 天然气为主的能源工业、 有色和黑色金属和深加工业以及基础设
施建设等主要行业ꎮ 之后伴随国际能源价格的上涨ꎬ １９９９ 年以后哈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ꎬ 其产业结构调
整速度明显加快ꎮ ２００３ 年哈国政府制定了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工业创新发展战略» 以改变经济结构单一的问
题ꎬ ２００５ 年制定了第 ６３３ 号决议进一步确定了以食品加工、 建材等七个优先引资的产业ꎬ 详见 «解读哈第
二个五年计划»ꎬ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经济商务参赞网ꎬ ｈｔｔｐ: / / ｋ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ｄｙ / ２０１４０７ /
２０１４０７００６５９４５３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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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哈国第一产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呈明显下降状态ꎬ 从 １９９９ 年的 １０ ５％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４ ８％ (见图 １)ꎬ 是中亚五国中降幅程度最大的ꎬ 虽然第一产业就业

人口比重从 １９９９ 年的 ２２％波动下降到了 ２０１５ 年 １８ ０１％ (见图 ５)ꎬ 但在所有产

业中ꎬ 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数量仅次于第三产业ꎬ 其解决的就业人口在 ２００１ 年

达到最高值ꎬ 占就业人口的比重达到 ３６％ ꎬ 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依然较高ꎮ

３ 第二产业波动明显

哈国第二产业波动趋势明显 (见图 １)ꎮ 主要表现为两个阶段: 自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８ 年第二产业比重处于上升阶段ꎮ 主要原因是由于 １９９７ 年哈国确立优先发展

石油天然气为主的能源工业、 有色和黑色金属及其深加工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ꎮ
受益于此时段内国际市场能源和矿产品的价格上涨ꎬ 哈国凭借其丰富的能源和矿

产品资源ꎬ 第二产业出现增长态势ꎬ 使得石油天然气开采等矿业开采业成为哈国

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出口创汇的主要行业ꎮ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５ 年该阶段由于受国际金

融危机的影响和国际市场能源和矿产品的价格下降ꎬ 哈国以采掘业为主的能源工

业受创明显ꎬ 第二产业占比呈明显下降趋势ꎮ

４ 第三产业占据半壁江山

哈国第三产业发展较快ꎬ 第三产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超过了 ５０％ ꎬ 第三产业内

部批发与零售业、 交通运输和通讯业、 房地产租赁和服务业占比位居前三位ꎬ 这

三类产业的总产值产值占第三产业产值之和超过 ７０％ 左右ꎬ 其他产业的比重相

对较小ꎬ 基本在 １０％以下ꎬ 且保持稳定ꎮ 但哈国服务贸易发展缓慢ꎬ 且服务贸

易长期逆差是哈国外贸的主要特点ꎮ 自 １９９５ 年以来ꎬ 哈国服务贸易总额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１３ １０９ 亿美元增长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７９ ４２３ 亿美元ꎬ 服务贸易占 ＧＤＰ 比重先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６ ４３％快速增长至 ２００２ 年的 ２０ ８８％ ꎬ 之后一路缓慢下跌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９ ７３％ ꎮ 与此同时ꎬ 哈国货物贸易发展迅速ꎬ 货物贸易占 ＧＤＰ 比重由 １９９５ 年的

４４ ４５％持续增加至 ２００８ 年的最高点ꎬ 达到 ８１ ７３％ ꎬ 之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ꎬ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 年货物贸易占 ＧＤＰ 比重基本保持在 ６２％左右ꎬ 受国际油价下跌影响ꎬ
货物贸易占 ＧＤＰ 比重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５６ ４２％下跌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４６ ３５％ ꎮ

当前ꎬ 应辩证地看待哈国服务贸易逆差ꎮ 一方面ꎬ 这表明哈国服务业国际竞

争能力整体较弱ꎬ 面对哈国制造业发展滞后的现实ꎬ 哈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知

识、 技术密集型的服务需求会随之上升ꎬ 而短期内哈国内相关服务供给仍然十分

有限ꎬ 未来哈国服务贸易逆差规模仍可能持续扩大ꎮ 另一方面ꎬ 哈国服务贸易逆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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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也是其国内居民收入提高、 消费能力增强的具体表现ꎮ

图 １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５ 年哈国各产业产值及占 ＧＤＰ 比重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 根据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５ 年哈国统计年鉴整理ꎮ

(二) 三次产业内部调整和变动趋势分析

１ 第一产业内部

在独立初期ꎬ 由于国内经济全面下滑ꎬ 通货膨胀严重ꎬ 国家对农业生产投入

不足ꎬ 农业管理体制改革落后于农村地区的土地改革等原因ꎬ 农业私有化改革并

没有取得很好的成效ꎬ 农业总播种面积逐渐降低ꎬ 从 １９９１ 年的 ３ ４９３ ５５ 万公顷

下降至 １９９９ 年的 １ ５２８ ５３ 万公顷ꎮ 近年来哈国政府重视农业发展并加大了投入ꎬ
１９９９ 年之后农业总播种面积开始逐渐增加ꎬ 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１ ６１９ ５３ 万公顷增加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２ １５０ 万公顷ꎮ 其中ꎬ 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从 １９９１
年的 ６５ ２１％上升至 ２００７ 年的 ８１ ３９％ ꎬ 之后略有下降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７１ ９７％ ꎬ 后

又降至 ２０１５ 年 ７０ ７％ ꎮ 哈国统计年鉴将第一产业划分为农业和捕猎业ꎬ 其中农

业又包括种植业和畜牧业ꎮ 从第一产业内部产值比重看ꎬ 除了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２ 年之外ꎬ 哈国第一产业内部种植业占农业的比重均高于畜牧业ꎬ 占比基本

在一半以上ꎮ 其中 ２０１５ 年哈国农业生产总量增长 ４ ４％ꎬ 种植业产值增长 ５ ６％ꎬ
畜牧业产值增长 ３ ２％ꎮ 说明哈国种植业对农业的产值贡献较高 (见图 ２)ꎮ

虽然哈国的种植业和畜牧业产值都呈平稳上升趋势ꎬ 但其占农业总产值的比

重呈现不稳定特征 (见图 ２)ꎬ 这是因为哈国农业的整个生产链条上存在一些主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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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题: 农业上游主要表现在农作物生产资料供应和饲料保障不足ꎬ 而且国家对

农牧业的补贴资助水平低①ꎬ 农牧企业尤其个体农牧民获取信贷资金非常困难ꎬ
而且哈国农作物的产量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ꎻ 农业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落后ꎻ 畜

牧业以小规模散养为主ꎬ 集约化程度不高等ꎻ 农业中游则为农作物的病虫和牲畜

的病疫防控技术较落后ꎻ 农业的下游则表现为农产品深加工程度低、 且农产品仓

储设施和运输能力不足等问题ꎬ 这些问题使得哈国农业发展呈现不稳定状态ꎮ

图 ２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５ 年哈国种植业和畜牧业占农业产值比重图 (％)
资料来源: 根据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５ 年哈国统计年鉴整理ꎮ

２ 第二产业内部

从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哈国第二产业内部各产业产值占第二产业总产值的比重

看ꎬ 主要特点有:
(１) 采掘业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 “挤出” 了制造业的发展

整体看哈国采掘业占第二产业比重处于先上升后缓慢下降趋势ꎬ 与 １９９９ 年

相比ꎬ ２０１５ 年哈国采掘业上升了 ２０ ９５％ ꎮ 采掘业占第二产业总产值的比重从

１９９９ 年的 ３１ ６２％上升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４５ ７７％ ꎬ 后又下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４０％ ꎬ 其中

２０１１ 年达到最大值ꎬ 为 ４７ ９７％ ꎮ 虽然 ２０１４ 年采掘业占第二产业总产值的比重

１８

① 哈萨克斯坦对农牧业的补贴很低ꎬ 补贴仅占农产品总值的 ３％ ꎬ 而欧盟国家农场主获得国家补贴
达农产品总值的 ４８％ ~５０％ ꎬ 美国为 ２８％ ꎬ 日本为 ７０％ ꎬ 白俄罗斯为 ２０％ ꎬ 俄罗斯超过 １０％ 等ꎮ 此外ꎬ
生产肉占全国肉产量 ８０％以及生产牛奶占全国牛奶产量 ９５％ 的个体农牧民以及农牧场主无法获得国家资
助ꎬ 因为国家补贴和优惠贷款只针对至少拥有 １００ 头母牛和 ６００ 只羊的农企ꎮ 详见 «哈萨克斯坦畜牧业现
状、 问题及发展方向»ꎬ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经济商务参赞网ꎬ ｈｔｔｐ: / / ｋ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ｄｙ /
２０１３０５ / 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１２４９５２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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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为 ４５ ７７％ ꎬ 但采矿业总产值约为 ６２８ 亿美元ꎬ 占工业总产值比重高达

６０ ８％ ꎮ 受国际能源价格的下跌影响ꎬ ２０１５ 年哈国采矿业占第二产业总产值的

比例下降至 ４０％ ꎬ 但该年采矿业的总产值约为 ７８９ ４８ 亿美元ꎬ 仍是第二产业中

产值最大的行业ꎬ 是哈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见表 １)ꎮ
与采掘业相反ꎬ 虽然制造业产值呈绝对增长态势ꎬ 但占比呈明显下降趋势ꎮ

制造业产值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６８ 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３８６ ５ 亿美元ꎬ 后略微降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２８ 亿美元ꎬ 后又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３９ ２ 亿美元ꎮ 但制造业产值占第二

产业比重上升缓慢ꎬ 自 １９９９ 年的 ４２ ７５％下降至 ２０１０ 年的最小值为 ２８ １０％ ꎬ 之

后有所上升ꎬ 但上升幅度比较小ꎬ 仅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１ ７５％ ꎮ 与 １９９９ 年相比ꎬ
２０１５ 年制造业占比下降幅度达 ２５ ７４％ (见表 １)ꎮ

显然哈国制造业占第二产业的比重呈下降趋势ꎬ 采掘业呈现上升趋势ꎬ 且第

一产业独大ꎮ 显然ꎬ 哈国内主导产业以能源资源的采掘业为主ꎬ 制造业发展缓

慢ꎬ 其经济结构是典型的能源资源依赖型ꎬ 其产业结构特征就是以采掘和原料工

业比重过大ꎬ 产业深加工链很短ꎬ 最终消费品占比较低且中间产品占比较高ꎬ 资

源转移效应挤出了附加值高的加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ꎮ
(２) 经济迅速增长带动了建筑业的发展

以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为分界点ꎬ 自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哈国建筑业占第二

产业比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发展状态 (见表 １)ꎮ 哈国建筑业在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９
年期间进入蓬勃发展阶段ꎬ 其产业平均占比高于 ２０％ ꎮ 哈国建筑业在 ２００９ 年之

前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自哈国独立以来ꎬ 由于国内经济快速发展ꎬ 涌现

出大批毕业生和务工人员到大城市生活ꎬ 快速城市化所需的基础设施迅猛增加8 4 3 1 9 5 3 7

二是人均收入不断提高ꎬ 更多的国内居民由于人均居住面积不足或房屋陈旧更换

住房据统计ꎬ ２０１２ 年哈国内人均居住面积仅为 １８㎡ꎬ 不仅远远落后发达国家

(法国澳大利亚为 ３８㎡)ꎬ 相比于乌克兰 (２３㎡) 和俄罗斯 (２２㎡) 也有所

不足ꎮ
２００９ 年之后建筑业下降ꎬ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０８ 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

融海啸ꎬ 致使国际原油价格下降引发哈国内企业生产低迷、 失业等一系列问题ꎬ
更多人由于失业不得不放弃偿还房贷ꎬ 一些老板由于企业亏损不得不抵押房产ꎬ
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房地产市场导致建筑业回落ꎮ ２０１４ 年随着哈国经济的复苏ꎬ
建筑业略有回升ꎮ 但 ２０１５ 年受国际价格的影响ꎬ 哈国经济下滑ꎬ 致使建筑业回

落明显 (见表 １)ꎮ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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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５ 年第二产业内部各产业产值占第二产业总产值的比重 (％)

年份 采掘业 制造业 电、 天然气与水的生产 建筑业

１９９９ ３１ ６２ ４２ ７５ １１ ２４ １４ ３９

２０００ ３４ ５２ ４３ ６７ ８ １０ １３ ７０

２００１ ３１ ６２ ４５ ５０ ７ ７５ １５ １３

２００２ ３３ ８５ ４０ ４８ ７ ９７ １７ ７０

２００３ ３４ ４８ ４０ ５３ ７ ９１ １７ ０７

２００４ ３８ ５３ ３７ ６６ ６ ６６ １７ １５

２００５ ４１ ９８ ３２ ００ ５ １９ ２０ ８３

２００６ ４０ ９６ ２９ ５６ ４ ５７ ２４ ９１

２００７ ３９ ９１ ３０ ４６ ４ ６１ ２５ ０２

２００８ ４６ ４９ ２９ ２５ ４ １６ ２０ １０

２００９ ４６ ４５ ２８ ２９ ４ ７３ ２０ ５２

２０１０ ４８ ３４ ２８ １０ ４ ４５ １９ １２

２０１１ ４７ ９７ ３０ ０２ ４ ５９ １７ ４２

２０１２ ４７ ３９ ３０ ８０ ４ ６５ １７ １７

２０１３ ４５ ５３ ３１ ８２ ４ ８２ １７ ８３

２０１４ ４５ ７７ ３１ ３２ ４ ８８ １８ ０４

２０１５ ４０ ００ ３１ ７５ ７ ６２ １３ ０２

数据来源: 根据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５ 年哈国统计年鉴整理ꎮ

(３) 电、 天然气与水的生产占比整体处于下降状态但趋于稳定

哈国电、 天然气与水的生产占第二产业比重比从 １９９９ 年的 １１ ２４％ 下降至

２００８ 年的 ４ １６％ ꎬ 为近年来最低水平ꎮ ２００８ 年之后比较稳定ꎬ 占比一直在

４ ５％ ꎬ 后又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６２％ (见表 １)ꎮ 但哈国各地区电力资源分配不平

衡ꎬ 北部地区集中了 ７９ ２％的发电能力ꎬ 西部占比 １０ ８％ ꎬ 南部占比 １０％ ꎮ 北

部地区发电量大是因为煤炭资源丰富ꎬ 其产出的电力主要输入本国中部地区以及

出口俄国斯ꎮ 哈国西部和南部地区为电力短缺地区ꎬ 其中阿拉木图地区是典型的

缺电地区ꎬ 其电力紧张状况主要通过北部地区输送和从中亚共同电网 (吉尔吉斯

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国家电网) 进口电力 (见表 ２)ꎮ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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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哈国电力生产规模和进口生产规模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发电量
(亿度) ８０３ ７８８ ８２６ ８５７ ９０５ ９１８ ９ ９４５ ９ ９０８

比上年 (％ ) ６ ５ － ２ ２ ４ ８ ３ ８ ４ ６ １ ４ ２ １ － ３ ３

电力进口
(亿度) ２７ ７ １９ ４ ６１ ２ ５７ ２ ２５ ６ － ６ ４４２ －

资料来源: 哈萨克斯坦统计委员会、 海关监管委员会ꎮ －表示数据缺失ꎮ

３ 第三产业内部

从哈国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５ 年第三产业内部各产业产值占第三产业比重可以看出ꎬ
第三产业内部发展呈现以下主要特点:

(１) 批发与零售业、 交通运输和通讯业、 房地产租赁和服务业占比位居前

三位

批发与零售业、 交通运输和通讯业、 房地产租赁和服务业占比位居前三位ꎮ
这三类产业的总产值占第三产业产值之和超过 ７０％ 左右ꎬ 其他产业的比重相对

较小ꎬ 基本在 １０％以下ꎬ 且保持稳定ꎮ 其中ꎬ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批发与零售业占

比呈先降后升的趋势ꎬ 从 １９９９ 年的 ２６ ３７％下降至 ２００５ 年的 ２１ １２％ ꎬ 达到最低

值ꎬ 然后从 ２００５ 的 ２１ １２％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８ ８５％ ꎮ 与 １９９９ 年相比ꎬ 批发与

零售业占第三产业的增幅约为 ９ ４％ ꎮ 交通运输与通讯业占比一直处于下降趋

势ꎬ 从 １９９９ 年的 ２３ ４１％下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４ ５２％ ꎮ 房地产租赁与服务业占比呈

现先升后降的趋势ꎬ 从 １９９９ 年的 ２３ ２３％ 上升至 ２００９ 年的 ２８ ７２％ ꎬ 达到最高

值ꎬ 之后下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５ ２％ ꎮ 与 １９９９ 年相比 ２０１５ 年房地产租赁与服务业

占比总体降幅达 ３４ ６％ (见表 ３)ꎮ

表 ３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５ 年第三产业内部各产业产值占第三产业总产值的比重 (％)

年份
批发与
零售业

宾馆
酒店业

交通运
输和通
讯业

财政金
融活动

房地产
租赁和
服务业

国家机关
和国防

教育
卫生和
社会
保障

其他
服务

１９９９ ２６ ３７ １ １２ ２３ ４１ ５ ２６ ２３ ２３ ５ ０７ ８ ３０ ４ ７２ ４ ３１

２０００ ２６ ２１ １ ２０ ２４ １９ ６ ５４ ２２ ７６ ４ ９２ ７ ７９ ４ ２５ ３ ９９

２００１ ２５ ０７ １ ２１ ２３ １３ ７ １１ ２５ ０３ ４ １８ ７ ５４ ４ ３６ ４ １８

２００２ ２４ ８３ １ ４０ ２３ ６６ ７ ０５ ２５ ６３ ４ ０２ ７ １０ ４ １９ ４ ６０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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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２０ ４０ １ ４８ ２１ ６９ ５ ５４ ２５ １８ ３ ２８ ６ ０７ ３ １８ ３ ７５

２００４ ２１ ６７ １ ５３ ２０ ４７ ５ １０ ２６ ６９ ３ ７８ ６ ４８ ３ ３６ ３ ４４

２００５ ２１ １２ １ ６０ ２１ １０ ５ ７８ ２６ ８８ ３ ７１ ６ ２０ ３ ０５ ３ ２０

２００６ ２０ ６８ １ ４９ ２０ ９３ ８ ４４ ２６ ９１ ３ ３９ ５ ７１ ２ ８２ ３ ０４

２００７ ２１ ８３ １ ５７ ２０ ３７ １０ ４７ ２６ ０７ ３ ４３ ５ ７６ ２ ９３ ３ １８

２００８ ２２ ５０ １ ５１ ２０ ２５ ９ ７１ ２７ ５２ ３ １２ ５ １８ ２ ７２ ３ ２３

２００９ ２２ ０２ １ ５２ １９ ８９ ８ ９５ ２８ ７２ ３ ７０ ５ ８４ ３ ２３ ３ ４０

２０１０ ２５ ５５ １ ７０ ２１ ８７ ７ １４ １６ ９９ ４ １１ ６ ３５ ３ ４１ ０ １９

２０１１ ２７ ６５ １ ７３ １９ ０８ ３ ９９ １７ ３１ ３ ９９ ６ ４２ ３ ４９ ２ １８

２０１２ ２９ ０５ １ ７４ １９ ５１ ４ １２ １６ ７１ ３ ８２ ５ ９６ ３ ２５ ２ ３２

２０１３ ２９ ２１ １ ６８ １６ ６８ ５ ３２ １６ ２８ ３ ８４ ５ ５５ ３ １１ ５ ２５

２０１４ ２９ １４ １ ６９ １９ ０９ ５ ５２ １５ １０ ３ ５６ ５ １８ ３ ０７ ５ １５

２０１５ ２８ ８５ １ ７３ １４ ５２ ５ ９ １５ ２ ３ ３４ ４ ９４ ３ ０１ ５ ４１

数据来源: 根据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５ 年哈国统计年鉴整理ꎮ

(３) 虽然交通运输和通信业占比较高ꎬ 但交通运输业仍面临诸多问题

目前哈国通信行业在中亚地区属于前列ꎬ 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 ( ＩＴＵ) 发布

的 «２０１５ 年信息社会报告» 显示ꎬ 哈国在全球 １６７ 个国家和地区的 ＩＤＩ (信息通

信技术指数) 排第 ５８ 位ꎬ ＩＤＩ 指数值为 ６ ２ꎬ 高于全球 ５ ０３ 的平均水平ꎬ 显著

高于亚洲国家 ４ ７ 的平均水平ꎬ 也高于发展中国家 ４ １２ 的平均水平ꎮ ２０１５ 年世

界经济论坛 (ＷＥＦ) 发布了 «全球信息科技报告»ꎬ 在 １４８ 个国家和地区网络整

备度排名中ꎬ 哈国名列第 ３８ 位ꎮ 此外ꎬ 哈国手机用户数量列全球第 ８ 位、 手机

通话费费率列全球第 ２５ 位ꎬ 固定宽带用户数量列全球第 ２１ 位ꎮ 根据 ＮｅｔＩｎｄｅｘ 公

司对全球 １８８ 个国家进行的网速评估ꎬ 哈国网速 １６ ７Ｍｂｐｓꎬ 居全球第 ５８ 位ꎮ
目前哈国主要有四种交通运输方式ꎮ 其中ꎬ 汽运和铁路运输是当前哈国最主

要的运输方式ꎮ ２０１２ 年汽运占货运量的 ８４ ４％ ꎬ ２０１４ 年虽然汽运占比下降至

３１ ８％ ꎬ 但汽车运输方式占比位居第二ꎮ ２０１２ 年铁路运输位居第二位ꎬ 占货运

量的 ９％ ꎬ 其比重远远小于汽运ꎮ 但 ２０１４ 年铁路运输占货运量的 ４３ ９％ ꎬ 位居

第一ꎮ 管道运输主要取决于哈国与周边国家的石油天然气输送ꎬ ２０１２ 年该运输

方式占哈国货运比重的 ６ ４％ ꎬ 占比较小ꎮ 哈国作为一个内陆国ꎬ 相比于其他运

输方式ꎬ 水运并不发达ꎬ 水运主要集中在里海的 ３ 个港口: 阿克套国际贸易港、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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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季诺港和库雷克港ꎮ
２００６ 年哈国政府出台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交通领域发展

战略» 以来ꎬ 虽然哈国交通领域实现了客运周转量和货运量比 ２００５ 年分别增长

１ ５ 倍和 ２ 倍的目标ꎬ 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ꎬ 阻碍哈国跨境运输和出口能力ꎮ 主

要表现为: 一是基础设施较为落后ꎮ 目前哈国 “南—北” 方向的汽运基础设施

比 “东—西” 方向的相对发达ꎬ 但哈国公路基础设施整体落后ꎬ 大约只有 ３７％
的国道和 ９％的地方公路状况良好ꎬ 大多数为三级公路ꎮ 二是哈国铁路网密度较

低ꎮ 虽然哈国的铁路技术指标、 现代化程度以及运输能力在独联体地区位居第三

位ꎬ 仅次于俄罗斯和乌克兰ꎬ 但相比之下ꎬ 哈国铁路网密度小且铁路技术水平较

低①ꎮ 哈国铁路大多数呈 “南—北” 方向走向ꎬ 而且哈国与中国之间的道路基础

设施相对薄弱ꎮ 这显然不能完全满足欧洲、 俄罗斯及中亚其它国家和中国日益增

长的运输需求ꎮ 三是哈国交通部门技术水平落后ꎬ 缺乏统一的战略引导ꎬ 缺乏现

代化组织和管理手段ꎮ 四是哈国终端仓储物流终端设施不完善ꎮ 目前哈国有 １９
个物流终端和仓库ꎬ 其中只有 ６ 个物流终端的级别为 “Ａ” 级ꎬ 配套设施较完

善ꎬ 且都集中在大型工业中心城市ꎬ 其他的物流终端的水平较低且相距甚远②ꎮ
(４) 房地产租赁和服务业占比较高源于人均住房面积不足与人均收入的提高

哈国房地产租赁和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主要由于国内人均居住面积不足且住房

过于陈旧ꎮ 随着哈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ꎬ 其国内居民对住房质量提高ꎮ 与此同

时ꎬ 随着外来务工和毕业生涌向城市ꎬ 哈国城市住房压力加大ꎮ 由于房源不足以

及更多人需要更换住房导致哈国大城市房价上涨ꎬ 使得大多数居民愿意选择租赁

住房以满足其需求ꎬ 致使这房地产租赁和服务业蓬勃发展ꎮ 但明显的是ꎬ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ꎬ 该行业出现逐步下降趋势ꎬ 主要原因是由于以石油天然气

等行业为主的采掘业受到冲击ꎬ 导致国民收入下降ꎬ 造成房地产行业及相关产业

的回落ꎮ

６８

①

②

哈萨克斯坦目前铁路干线总里程 １ ５１ 万公里ꎬ 密度为 ５ ５３ 公里 / 千平方公里ꎮ 大部分独联体国家
的密度约为 ２３ ~ ３８ 公里 / 千平方公里 ꎮ 哈国全境铁路网络分布上ꎬ 南部和东部地区铁路总长度逾４ ０００公
里ꎬ 上路全国总长度的 ２７ ５％ ꎬ 西部地区３ ９００公里ꎬ 占总长度的 ３６ ９％ ꎻ 中部和北部地区６ ３００公里ꎬ 占
总长度的 ４３ ５％ ꎮ 其中复线约５ ０００多公里 (占总长度的 ３５％ )ꎬ 电气化线路４ １００多公里ꎬ 占总长度的
２７％ (阿塞拜疆为 ６０％ ꎬ 俄罗斯为 ４５％ ꎬ 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为 １００％ )ꎮ 站线和专用线路６ ７００公里ꎮ 详
见 «２０１５ 年哈萨克斯坦投资指南»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ｆ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ｂｄｑｚｎ /

贾瑞卿、 齐延娟: «道路畅通带动商贸物流ꎬ 推动经济发展向好———哈萨克斯坦在 “丝绸之路经
济带” 构建中的定位研究»ꎬ 载 «中亚信息» ２０１４ 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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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哈国各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通过分析哈国三次产业及各产业内部的演进趋势ꎬ 可以发现独立以来哈国经

济增长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ꎮ 为考察其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效

果ꎬ 需剖析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ꎬ 以期掌握促进哈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

业ꎬ 同时发现产业转型中的主要问题ꎮ

(一) 研究方法选择

因为灰色关联度模型有很多ꎬ 包括邓氏灰色关联度、 趋势关联度、 绝对关联

度、 Ｔ 型关联度等等ꎬ 在此采用邓氏关联度模型测算哈国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度ꎮ 选择此方法主要基于三点考虑: 第一ꎬ 邓氏关联度模型对数据的要求不像

面板数据和 ＶＡＲ 模型那么严格ꎬ 即对时间序列的长度要求不高ꎮ 第二ꎬ 一国或

一地区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具有密切的相关关系ꎮ 由于产业结构调

整和优化是一个开放、 复杂的系统演变过程ꎬ 各产业之间和内部诸多行业之间的

投入产出联系错综复杂ꎬ 难以用精确的模型进行定量分析ꎮ 第三ꎬ 采用灰色关联

度分析法以弥补计回归分析、 方差分析、 主成分分析等数理统计方法要求数据序

列之间呈现的多重共线性、 自相关等问题ꎮ
将哈国 ＧＤＰ 增长率率作为参考数列ꎬ 哈国各个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作为比较数

列ꎬ 利用灰色关联度法测算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之间的关联度ꎬ 关联度的大小顺

序反映了哈国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ꎮ 关联度越大ꎬ 说明该产业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和影响越大ꎻ 关联度越小ꎬ 说明该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较小ꎮ

(二) 指标选取及测算步骤

首先确定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ꎮ 将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５ 年哈国各年 ＧＤＰ 年增长率定

为参考数列 Ｙｉ ＝ {Ｙｉ ( ｋ) ｜ ｉ ＝ １ꎬ ꎬ ｎꎬ ｋ ＝ ꎬ ꎬ ｍ }ꎬ 将各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 比重指标定为比较数列 Ｘｉ ＝ {Ｘｉ (ｋ) ｜ ｉ ＝ １ꎬ ꎬ ｎꎬ ｋ ＝ ꎬ ꎬ ｍ }ꎮ 其

次ꎬ 对原始数据采取 Ｚ － ｓｃｏｒｅ 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ꎬ 以消除量纲的影响①ꎮ 第

三ꎬ 利用无量纲以后的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指标的对应数据ꎬ 利用公式 ξｉ ｋ( ) ＝

ｍｉｎ
ｍ

ｍｉｎ
ｎ

ｘ０ ｋ( ) － ｘｉ ｋ( ) ＋ ρ × ｍａｘ
ｍ

ｍａｘ
ｎ

ｘ０ ｋ( ) － ｘｉ ｋ( )

ｘ０ ｋ( ) － ｘｉ ｋ( ) ＋ ρ × ｍａｘ
ｍ

ｍａｘ
ｎ

ｘ０ ｋ( ) － ｘｉ ｋ( )
计算关联系数ꎬ ρ 为分辨率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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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ꎬ ρ ∈ ０ꎬ１[ ] ꎬ 在此取 ρ ＝ ０ ５ ꎬ 第四ꎬ 利用 ｒｉ ＝ １
ｎ∑

ｎ

ｋ ＝ １
ξｉ ｋ( ) ꎬ ｒｉ即是各产业

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ꎮ

(三) 测算结果分析

为了便于比较ꎬ 将哈国各产业关联度系数的变量名称设为: ｒ１: 农业ꎬ ｒ２:
采掘业ꎬ ｒ３: 制造业ꎬ ｒ４: 电气和水的生产分配ꎬ ｒ５: 建筑业ꎬ ｒ６: 批发与零售

业ꎬ ｒ７: 宾馆酒店业ꎬ ｒ８: 交通运输和通信业ꎬ ｒ９: 财政金融活动ꎬ ｒ１０: 房地产

租赁与服务业ꎬ ｒ１１: 其他产业ꎮ 根据灰色关联度方法的步骤ꎬ 测算得到哈国各

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关联度系数ꎬ 即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ꎬ 结果见表 ４ꎮ

表 ４　 哈国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类别 ｒ１ ｒ２ ｒ３ ｒ４ ｒ５ ｒ６ ｒ７ ｒ８ ｒ９ ｒ１０ ｒ１１

ｒ ０ ７２１ ０ ５９５ ０ ７２３ ０ ７２０ ０ ６８７ ０ ６０４ ０ ６８０ ０ ７４６ ０ ６６２ ０ ６９５ ０ ６０３

根据表 ５ 结果ꎬ 哈国各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度排序为: ｒ８ > ｒ３ > ｒ１ >
ｒ４ > ｒ１０ > ｒ５ > ｒ７ > ｒ９ > ｒ６ > ｒ１１ > ｒ２ꎬ 结果显示哈国各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联

度都大于 ０ ６ꎮ 这说明哈国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较高ꎮ 具体看ꎬ 交通运

输与通信业贡献度最大ꎬ 其次为制造业ꎬ 农业位居第三ꎮ 贡献度居中的产业依次

为电气和水的生产分配、 房地产租赁与服务业、 建筑业、 财政金融活动、 宾馆酒

店业ꎮ 采掘业、 其他产业和批发与零售业对哈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低ꎮ
根据表 ５ 的关联度结果ꎬ 结合哈国产业结构内部的发展特征 (见表 ２ 和表

３)ꎬ 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是:

１ 制造业占 ＧＤＰ 比重呈下滑趋势ꎬ 但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高

从表 ５ 的关联度结果看ꎬ 虽然哈国制造业占 ＧＤＰ 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ꎬ 其

对就业的带动作用较小ꎬ 始终在 ２％和 ３％之间徘徊 (见图 ５)ꎮ 但制造业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度最高ꎮ 主要原因有: 一是哈国政府意识到其严重依赖油气资源的畸

形经济结构ꎬ 政府将经济发展重心转移到产业多样性和加工制造业的发展ꎬ 政府

制定并实施了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年工业和创新的五年规划ꎬ 采取包括

进出口、 关税、 技术性规范和标准、 产品认证、 外国投资政策、 政府采购、 财政

金融支持和一体化目标在内的系列优惠措施以支持产业多样性和制造业发展ꎬ 主

要包括对传统工业的多元化生产 (石油部门、 石油化工、 冶金部门和化工业)ꎻ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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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发展国内市场需求为基础的制造业行业 (主要是机械制造、 制药业、 建筑业

和建材生产)ꎻ 支持有出口潜力的行业 (农业、 轻工业、 旅游业)ꎻ 发展未来经

济部门 (信息和通信技术、 生物技术、 宇航活动、 替代能源和原子能)①ꎮ 二是

得益于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第一个关于工业和创新的五年规划ꎬ 哈国率先发展的加工

业部门在产业关联程度、 技术创新和劳动力的素质质量等方面提高了生产技术创

新动力和扩散能力ꎬ 增加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积累ꎬ 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

增长的步伐ꎮ ２０１０ 年起哈国制造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一直大于采掘业的年增长率

(见表 ５)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哈国一些新兴产业部门逐渐发展ꎬ 一些产品国产化率

不断提高ꎬ 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比重有很大程度的提高ꎬ 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占制成

品出口比重从 １９９５ 年 ４ ４６％增加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７ １７％ ②ꎮ 三是哈国自 １９９９ 年实

施进口替代政策以来③ꎬ 该政策促进了哈国木材加工和机械制造业的加速增长ꎬ
以石油化工、 冶金和化工业等传统工业的多样化生产都需要用到本国的原料ꎬ 使

得用于出口的产量和产值减少ꎬ 采矿业的一部分产值转移到制造业中ꎮ

表 ５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５ 年哈国采掘业和制造业年增长率变化

年份
采矿业产值

年增长率 (％ )
制造业产值

年增长率 (％ ) 年份
采矿业产值

年增长率 (％ )
制造业产值

年增长率 (％ )

１９９９ 年 ９ ５ ８ ２００８ 年 ５ ９ － ２ ５

２０００ 年 ２５ ５ ２２ ８ ２００９ 年 ７ ２ － ２ ９

２００１ 年 １３ ６ １０ ６ ２０１０ 年 ７ ２ １３ ９

２００２ 年 １６ ６ ８ ２０１１ 年 １ ７ ７

２００３ 年 ７ ５ ７ ３ ２０１２ 年 ０ ４ １ ２

２００４ 年 １４ ５ ９ ２ ２０１３ 年 ３ ３ １ ９

２００５ 年 ０ ７ ６ ４ ２０１４ 年 － ０ ３ １ １

２００６ 年 ７ ３ ７ ２ ２０１５ 年 － ２ ５ ０ ２

２００７ 年 ３ ６ ８ ６

资料来源: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统计委员会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ｋｚ

９８

①

②
③

李宁: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加快工业创新发展国家纲要及其实施»ꎬ 载 «欧亚经济»
２０１３ 第 ５ 期ꎻ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哈萨克斯坦国家工业创新纲领»ꎮ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ꎬ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哈国进口替代政策开始于 １９９９ 年ꎬ 详见 «哈萨克斯坦加工工业现状»ꎬ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经济商务参赞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ｄｘｆｗ / ｊｌｙｄ / ２００８０５ / ２００８０５０５５１３６２５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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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哈国交通运输业和通信业仍是未来哈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

从表 ４ 看ꎬ 哈国交通运输业和通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位居第二ꎮ 哈国在

欧亚空间中地理位置特殊ꎬ 处在欧亚大陆商品物流的主要节点ꎮ 哈国也致力于将

本国发展为中亚地区最大商业过境运输枢纽ꎮ 随着 ２０１４ 年哈国 “光明之路” 计

划的实施ꎬ 未来交通运输和通信业优势具有长期性ꎬ 作用还会继续加强ꎬ 仍将成

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动力ꎮ

３ 农业的作用不仅在于增加产值ꎬ 更关键在于提供就业岗位

从表 ４ 看ꎬ 哈国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位居第三ꎮ 虽然哈国第一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一直处于下降趋势ꎬ 但不可忽视的是哈国农业解决了本国近 ３０％ 的就

业人口ꎮ 当前哈国农业基础条件优越ꎬ 全国有农牧业用地 ２ １ 亿公顷ꎬ 人均约 １２
公顷 (有的州高达 １８ 公顷)ꎮ 虽然哈国农业存在投资相对不足ꎬ 农业基础设施落

后ꎬ 农业科技技术和人才相对薄弱ꎬ 农作物单产较低且生产效益较低ꎬ 且近年来

畜牧业存在存栏量减少、 产量低、 技术落后等诸多问题ꎬ 总体表现为农业生产方

式粗放ꎮ 但是哈国国家战略 «哈萨克斯坦—２０５０ 年战略» 规定的主要方向之一

就是发展农业ꎬ 而且哈国拥有面积较大的环保未受污染的土地和草场ꎬ 未来哈国

在生产绿色农产品和发展生态环保型畜产品具有前景ꎮ

４ 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将是哈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领域

从表 ４ 看ꎬ 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仅次于农业ꎮ 当前ꎬ 哈

国建筑业发展和房地产业发展势头较好ꎮ 加之本国住房陈旧和人均住房面积不

足的现实情况ꎬ 哈国已经制定了 «经济适用房—２０２０» 战略规划ꎮ 未来随着哈

国政府对居民住宅现代化改造、 发展住宅建设、 增加居民保障住房和调控城市

化进程的相关政策的落实ꎬ 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将会成为哈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

领域ꎮ

５ 采掘业产值占 ＧＤＰ 比重增加ꎬ 但贡献度低

从表 ２ 和表 ４ 的关联度结果看ꎬ 虽然采掘业是哈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ꎬ 但

采掘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位居倒数第三位 (见表 ５)ꎮ 得益于自然资源出口ꎬ
哈国经济增长发展迅速ꎬ 致使资本、 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向采掘业ꎮ 根据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２０１３ 年的报告ꎬ 注入哈国采矿业的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

的 ３０％以上ꎬ 而制造业投资仅占 １２％ ꎬ 这些都促使了采掘业的快速发展ꎮ 采矿

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由 １９９９ 年的 １１ ０５％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７ ５％ ꎬ 之后缓慢下降至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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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１４ １％ ꎮ 虽然经历了 ２０１０ 年的小幅下滑ꎬ 但与 １９９９ 年相比其采矿业比

重仍然增加了 ２１ ６３％ ꎮ 但哈国采掘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ꎬ 主要表现: 一是

采掘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ꎬ 其对就业带动作用和劳动力的技能水平要求都相对

较低ꎮ 哈国采掘业的就业比重长期保持在 ２％ ~ ３％ ꎬ 对其本国的就业带动作用

非常小ꎮ 二是与制造业相比ꎬ 采矿业在产业前后向关联度、 技术更新动力和劳动

力的素质质量要求都比较低ꎮ 哈国加大对采掘业的投资ꎬ 必然导致劳动力从制造

业等其它部门流向回报率较高的采矿业ꎬ 进一步延缓了高技能劳动力和技术创新

能力的积累ꎬ 最终延缓经济增长的步伐ꎮ 三是受世界大宗商品原料价格变化和哈

的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形势变化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ꎬ 哈国以油气主导的采掘业易

受国际市场的波动ꎬ 对其经济增长造成了明显波动 (见表 ５)ꎮ 主要表现为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采矿业产值的年增长率分别为 － ０ ３％和 － ２ ５％ ꎬ 尤其是 ２０１５ 年哈

国工业生产总量下跌 １ ６％ ꎮ 促使工业生产总量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开采业下降

２ ５％ ꎬ 这也促使了石油产量减少 １ ７％ ꎬ 煤矿开采减少 ５％ ꎬ 铁矿石开采减

少 ２２％ ꎮ

６ 批发与零售业在第三产业中产值占比最大ꎬ 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低

从表 ３ 和表 ４ 的测算结果看ꎬ 批发与零售业是哈国第三产业中产值贡献较大

的行业之一ꎬ 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低ꎮ 随着哈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ꎬ
２０１３ 年哈国居民实际收入增长 ３ ５％ ꎬ 虽然 ２０１４ 年实际收入下降 ３％ ꎬ 但月均工

资达到 ６６８ 美元ꎬ 约合 １３ ０９ 万坚戈ꎬ 当年哈国失业率仅为 ５％ ꎮ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季

度人均收入为 １３ ６１ 万坚戈ꎬ 同比增长 ４％ ꎬ 而当年失业率为 ４ ９％ ①ꎮ 居民收入

和工资的稳定增长、 较低的失业率促进了消费积极性的增长ꎮ 国内消费增长是刺

激哈国批发和零售业发展快的最主要原因ꎮ 但批发和零售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由于哈国制造业落后ꎬ 大部分工业制成品和日用消

费品等依赖从其它国家进口ꎮ 自 １９９９ 年以来ꎬ 哈国进口依存度均值约为

３８ １１％ ꎬ 其中 ２０００ 年进口依存度高达 ４９ １％ ꎮ 二是受国际能源市场价格的波

动ꎬ 哈国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因素的影响ꎬ 促使哈国居民储蓄存款增加ꎬ
２００８ 年哈国法人和自然人的存款分别占银行客户存款的 ２０ ２％ 和 １４ ０％ ꎬ 但

１９

① «２０１５ 年哈萨克斯坦国内劳动力市场总结»ꎬ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经济商务参赞网ꎬ ｈｔｔｐ: / /
ｋ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６０４ / 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３０３８０３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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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年底该指标分别增长至 ３１ ４％ 和 ２６ ４％ ①ꎬ 一定程度降低了居民的消费

能力ꎮ 三是哈国较高的通货膨胀降低了名义工资的实际购买力ꎮ ２０１４ 年哈国年

平均通胀率为 ７ ４％ ꎬ 比上一年提高了 ４ ８％ ꎻ ２０１５ 年哈国年均通胀率约为

１３ ６％ ꎬ 比上年提高了 ８３ ７８％ ②ꎮ 较高的通胀率增加了哈国居民的预算约束ꎬ
再加上哈国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ꎬ 导致哈国居民对基础生活资料的消费比

重增加ꎬ 而减少其他的消费支出和购买量ꎮ 三是哈国 “巴扎” 贸易 (哈语 “市
集” 之意) 在该国城乡商业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ꎮ 正如 ２０１２ 年中亚大学公共政

策教授马基列夫斯基所指出的ꎬ 这种非正规的巴扎贸易能够降低消费价格ꎬ 让贫

穷人口能够买到便宜的商品ꎬ 增加国家预算收入ꎬ 还能为包括青年和女性在内的

社会薄弱阶层增加就业机会ꎮ 但哈国国家统计委员会并没有将 “巴扎” 贸易的

数据列入统计年鉴ꎬ 因此批发零售业的实际贡献度有可能被低估ꎮ

四、 哈萨克斯坦产业结构的转型困境

根据贡献度测算结果可以判断出交通运输与通讯业、 农业和房地房产和建筑

业仍是促进哈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ꎮ 但可以发现哈国产值较大的产业和贡献度

高的产业并不匹配ꎬ 即采掘业和批发零售业虽然产值占比高ꎬ 但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度低ꎻ 制造业产值占比低ꎬ 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高ꎮ 这在一定程度表明

自独立以来哈国经济结构依赖采掘业的单一问题变得更为严重ꎬ 以制造业为代表

的工业化水平有一定退步ꎮ 灰色关联度的贡献度结果虽然能清楚地掌握各产业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ꎬ 但仍然无法深入剖析哈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的主要困

难ꎮ 因此借助产业结构熵值、 多样化指数指标和偏离度指标进一步验证哈国产业

结构的转型困境ꎮ

(一) 产业结构调整的非均衡化程度加剧

熵在信息经济学中以衡量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离散程度或无序程度等③ꎮ 将其

演化为产业结构熵值来衡量哈国产业结构的均衡程度ꎮ 其测算公式见式 (１)ꎮ

２９

①
②

③

数据来源: 哈萨克斯坦中央银行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ｎｋ ｋｚ
«２０１５ 年哈萨克斯坦国内劳动力市场总结»ꎬ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经济商务参赞网ꎬ ｈｔｔｐ: / /

ｋ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６０４ / 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３０３８０３ ｓｈｔｍｌ
杨家伟、 乔家君: «河南省产业结构演进与机理探究»ꎬ 载 «经济地理» ２０１３ 第 ９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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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 ∑
ｎ

ｉ ＝ １
ｐｉｌｎｐｉ (１)

式 (１) 中: Ｐｉ 表示第 ｉ 类产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ꎬ ｎ 表示产业个数ꎮ Ｈ 值越大

表明产业结构调整越均衡ꎻ 反之则表明产业结构非均衡程度加剧ꎮ
根据式 (１) 测算得到哈国产业结构熵值ꎮ 从图 ２ 可以看出ꎬ 在整个样本区

间哈国产业结构熵值呈逐年下降趋势ꎬ 表明哈国的产业结构不均衡程度逐渐加

剧ꎮ 主要表现在: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５ 年ꎬ 哈国产业结构熵值由 １９９９ 年的 ２ １３ 下降至

２０００ 的 ２ １１ꎬ 之后上升至 ２００３ 年的 ２ １２ꎬ 直至 ２００４ 年产业结构熵值又回到了

２ １１ꎮ 虽然这个阶段哈国产业结构熵值呈现小幅度波动ꎬ 但该阶段哈国产业结构

熵值的均值为 ２ ０９ꎬ 这表明该阶段哈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较稳定ꎮ 但自 ２００５ 年以

后ꎬ 哈国产业结构熵值一直处于下降趋势ꎬ 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２ １１ 一直下降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２ ０３ꎬ 说明产业结构有非均衡化趋势ꎬ 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自 ２００５ 年以

后ꎬ 哈国得益于国际市场上能源价格的上涨ꎬ 使得哈国第二产业中以采掘业比重

逐渐上升ꎬ 导致了油气资源出口为主的原料出口导向性结构ꎬ 降低了加工领域的

创新发展潜力ꎬ 加大了对商品和技术的进口依赖性ꎮ
早在独立之初ꎬ 哈国就已经意识到产业结构不均衡的问题ꎬ 但当时国家

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增长ꎬ 而对经济均衡发展并没有考虑很多ꎮ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７ 年哈国凭借油气资源的出口 ＧＤＰ 年增长率都高达 ９％ 以上ꎬ ２００８ 年金

融危机当年哈国经济增长率下降至 ３ ３％ ꎬ ２００９ 年更是跌至 １ ２％ ꎮ 艰难度

过危机之后ꎬ ２０１０ 年哈国政府实施了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加快工业创新发

展国家纲要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 的第一个五年计划ꎬ 目前该纲要已进入第二个

五年规划 (即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ꎬ 纲要的主要目的是调整产业结构ꎬ 促进经济多

元化发展ꎬ 保障经济快速稳定发展ꎮ ２０１５ 年哈国产业结构熵值从 ２０１４ 年 ２ ０３
提高至 ２ ４８ꎬ 说明哈国实施第一个工业创新的五年规划后ꎬ 其产业结构有了明显

的调整ꎮ
虽然在金融危机后政府采取了产业多元化的相关措施ꎬ 但哈国以采掘业一业

独大的非均衡趋势明显ꎬ 产业结构非均衡化程度加剧ꎬ 实现产业多样化目标仍然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ꎮ 显然哈国要想摆脱对一系列社会意义商品的进口依赖性ꎬ 其

前提是优先发展加工制造业ꎬ 以培养高技能劳动力和积累技术创新能力从而促进

经济增长ꎮ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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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５ 年哈国产业结构熵值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 根据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５ 年哈国统计年鉴测算整理ꎮ

(二) 第二产业内部虽有多样化趋势ꎬ 但结构仍然单一

２０００ 年以来哈国经济对石油出口收入的依赖性持续增加ꎮ 根据哈国国家统

计委员会数据测算ꎬ 从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１３ 年能源资源性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

６４ ５％增至 ８０％ ꎬ ２０１４ 年虽略有下降ꎬ 但石油等资源类产品收入仍占哈国国家

所有收入的 ５１％ ꎬ 采掘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高达 ６０ ８％ ꎬ 但采掘业仅提供了

２ ５％的就业和 １８％的经济增加值ꎮ 显然哈国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内部结构出现

采掘业一业独大、 制造业发展滞后的局面ꎮ 为了进一步验证哈国第二产业尤其是

工业结构调整变化的成效ꎬ 需借助多样化指数ꎮ 多样化指数是用来衡量某个产业

内部多元化调整程度ꎮ 根据式 (２) 测算得到哈国工业多样化指数:

ｄ ＝ １

∑
ｎ

ｉ ＝ １
Ｘ２

ｉ

(２)

式 (２) 中: Ｘｉ 是某一产业内部各产业占总产值的比重ꎮ 多样化指数 ｄ 越大

表示某一产业内部调整的部门分类就越多ꎬ 意味着该产业内部多元化调整明显ꎮ
随着哈国工业生产总值不断增加ꎬ 多样化指数波动起伏较大ꎬ 但整体上还是

处于缓慢增长趋势 (见图 ４)ꎮ 由 １９９９ 年的 ２ ４８ 一路下降至 ２００９ 年的 ２ １１ꎬ 但

是 ２０１０ 年之后ꎬ 哈国工业内部的多样化指数一直在增加ꎬ 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２ ０８ 增

加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２ ３７ (见图 ４)ꎬ 说明工业内部的多元化调整明显ꎬ 但发展进程比

较缓慢ꎮ 这主要得益于哈国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期间实施了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哈萨克

斯坦共和国加快工业创新发展国家纲要» 的第一个五年计划ꎮ 该计划的目的是调

整经济政策以促进制造业发展和创新ꎬ 并吸引对制造业领域的投资ꎮ 通过此计划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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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国制造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吸引了 １６０ 亿美元投资ꎬ 与前五年相比增长 １ ５
倍①ꎬ 而且哈国高新技术产品占制成品出口比重从 １９９５ 年 ４ ４６％增加至 ２０１４ 年

的 ３７ １７％ ②ꎮ 目前哈国已开始生产 ４００ 多种全新的产品ꎬ 如生产汽车、 铁路机车、
基本化工产品、 钛产品以及稀土产品ꎮ 其中 ２００８ 年到 ２０１４ 年机械制造产值增长 １０
倍ꎬ 铁路设备制造产值增长 ２５ 倍ꎬ 零起点建立了铁路设备产业ꎬ 与通用电气、
Ａｌｓｔｏｍ 和 Ｔａｌｇｏ 等国际知名公司建立了合资企业ꎮ 同时加快工业创新发展项目为地

区发展带来了动力ꎬ 阿克莫拉州和曼吉斯套州制造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及库斯塔奈州

和阿斯塔纳市制造业产值的四分之一都受益于该纲要的工业现代化路线图项目ꎮ
但从工业内部的多样化指数趋看ꎬ 近年来虽然哈国工业结构多元化趋势有所

提升ꎬ 但目前哈国石油收入仍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半数ꎬ 对采掘业的依赖一时难以

转变ꎮ 这意味着哈国工业内部的多元化调整还处于起步阶段ꎬ 真正要实现工业多

元化尤其是制造业发展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见图 ４)ꎮ 这说明哈国要想经济

增长ꎬ 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部门必须快速发展ꎬ 尤其是提高制造业水平、 完

善工业体系已成为实现哈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亟待解决的现实迫切问题ꎮ

图 ４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５ 年哈国工业总产值及工业及多样化指数

数据来源: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５ 年哈国统计年鉴ꎮ

５９

①

②

为实施第一个 “五年计划”ꎬ 哈国国家财政共拨款 ３ ７ 万亿坚戈ꎬ 而五年内从市场和国外投资者
吸引到制造业的资金则有三倍之多ꎮ ３ ７ 万亿坚戈中约 １ ２ 万亿用于修建和改建 １ ７００ 公里的公路、 ４ ０００
公里国道和省道公路ꎬ 每年可吸纳 ５ 万人就业ꎮ 为解决一些城市的能源短缺、 供暖和能源系统现代化改造
问题ꎬ 拨款 ３ ７００ 亿坚戈ꎬ 改善居民小区 ２ ０００ 亿坚戈ꎮ 农业大约 ６ ０００ 亿坚戈ꎮ 支持制造业拨款超过 ７００
亿坚戈ꎬ 主要用于实施 «２０２０ 年前商业路线图»、 经济特区和工业区基础设施、 通过哈农集团发展农产品
加工制造业和其他方面ꎮ 五年内共有 ７ 万多家企业获得国家支持ꎬ 实施了 ７７０ 个项目ꎬ 其中既包括新建项
目也包括改造项目ꎬ 大部分与基础设施有关ꎮ 详见 “哈投资发展部部长谈加快工业创新发展国家纲要”ꎬ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经济商务参赞网ꎬ ｈｔｔｐ: / / ｋ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ｄｙ / ２０１５０４ / 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９３８２８７ ｓｈｔｍｌꎮ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ꎬ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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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不协调程度明显

从哈国各产业的就业比重变化趋势看ꎬ 就业比重呈现出 “三一二” 序列ꎬ
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最大ꎬ 其次是第一产业ꎬ 最后是第二产业 (见图 ５)ꎮ 其中

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缓慢下降ꎬ 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呈现呈此消彼长的趋

势ꎬ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不断上升ꎬ 但上升缓慢ꎮ

图 ５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５ 年哈国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变化趋势图

资料来源: 根据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５ 年哈国统计年鉴测算ꎮ

虽然哈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符合配第 － 克拉克定律ꎬ 但产业

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协调程度仍需测算ꎮ 采用就业产业结构偏离度 Φ１ 和偏差

系数 Φ２ ꎮ 通常产业结构偏离度与劳动生产率呈正比关系ꎬ 即当就业产业结构偏

离度 Φ１ 大于 ０ 时ꎬ 表明某一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 比重大于该产业的就业比重ꎬ 说明

该产业劳动生产率高ꎬ 可以再吸纳劳动力促进产业发展ꎮ 当偏离度小于 ０ 时ꎬ 表

明某产业产值比重小于就业比重ꎬ 说明该产业劳动生产率低ꎬ 也意味着该产业存

在富余劳动力ꎬ 可以向其他产业进行转移ꎮ 当偏离度为 ０ 时ꎬ 两者均衡ꎮ 总之ꎬ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越小ꎬ 说明劳动力资源在产业之间的配置比

较优化ꎮ 其测算公式见式 (３)ꎮ 为了衡量哈国三次产业劳动力资源配置优化水

平的程度ꎬ 特借助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偏差系数 Φ２ 来衡量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

的差距程度ꎮ Φ２ 越接近于 ０ꎬ 偏差程度越小ꎬ 意味着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与就业

比重趋于均衡ꎬ 三次产业间的劳动力配置越优化ꎮ Φ２ 的绝对值越大ꎬ 表明就业结

构的偏差程度越大ꎮ 测算公式见式 (４):

Φ１ ＝

ｃｚｈｉ

ＧＤＰ
ｙｉ

Ｙ

－ １ (３)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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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２ ＝ ∑
ｎ

ｉ ＝ １
ｃｚｈｉ / ＧＤＰ － ｙｉ / Ｙ (４)

式 (３) 和 (４) 中ꎬ ｃｚｈｉ / ＧＤＰ 表示第 ｉ 产业产值占总 ＧＤＰ 的比重ꎬ Ｙｉ / Ｙ 表

示第 ｉ 产业的就业比重ꎮ
图 ６ 测算了 １９９９ 年 － ２０１５ 年哈国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偏离度ꎮ

结果表明: 哈国第三产业的就业产业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最小ꎬ 几乎趋近于零ꎬ
表明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相对其他产业而言是比较合理的ꎮ 其次ꎬ 样

本期间第一产业的就业和产业结构偏离度一直为负值ꎬ 而且其绝对值虽然变化稳

定但有缓慢增大趋势ꎬ 说明第一产业占 ＧＤＰ 的产值比重小于就业比重ꎬ 侧面反

映了该产业劳动力生产率低ꎮ 这与第二产业内部制造业落后ꎬ 对劳动力的吸纳能

力有限有一定的关系ꎮ 最后ꎬ 第二产业的就业和产业结构偏离度是正值ꎬ 这表明

哈国第二产业占 ＧＤＰ 的产值比重大于就业比重ꎬ 说明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和产业

结构呈现严重不对称ꎬ 吸纳的就业数量较小ꎮ
根据库兹涅茨 (１９７１)ꎬ 钱纳里、 艾金同、 西姆斯 (１９７０)ꎬ 钱纳里、 塞尔

奎因 (１９８９) 研究的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演变的国际标准模式①ꎬ 将哈国的就业

结构与产业结构偏离度进行对比ꎬ 发现该国第一产业的偏离度不趋于 ０ꎬ 表明虽

然第一产业的产值贡献小ꎬ 但对就业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ꎮ 同时也意味着第一产

业劳动生产率低ꎬ 存在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可向其它产业转移ꎮ 第二产业的就业产

业偏离度也不趋于 ０ꎬ 表明第二产业的产值贡献较大ꎬ 但吸纳的劳动力数量比较

有限ꎬ 未来第二产业可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ꎮ 相比较而言ꎬ 第三产业是结构

偏离度最小的产业ꎬ 偏离度趋于 ０ꎬ 说明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相当ꎬ
正向均衡状态靠近ꎮ 虽然第三产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ꎬ 但吸纳就业空间正在

逐步缩小 (见图 ６)ꎮ

７９

① 资料来源: 模式 １ 的数据来源于西蒙库兹涅茨: «各国的经济增长»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５ 年版ꎬ
第 １２８、 １２９、 ２１１ 页ꎻ 曹维安: «俄国史新论: 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ꎬ 第 ３７ 页ꎮ 模式 ２ 的数据来源于 Ｃｈｅｎｅｒｙꎬ Ｈ Ｂꎬ Ｈ Ｅｌｋ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 Ｃ Ｓｉｎｓ Ａ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ꎬ １４８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Ｍａｓｓ)ꎻ 模式 ３ 的数据来源于 Ｓｙｒｑｕｉｎꎬ Ｍ ａｎｄ Ｈ Ｂ Ｃｈｅｎｅｒｙ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Ｒｅｖｉｅｗꎬ № ３ꎬ １９８９ ｐｐ １５２ － １５３ 根据资料整理: 随着人均 ＧＤＰ 的上升ꎬ 三次产业的结构
偏离度多趋向于 ０ꎮ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与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ꎬ 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逐渐下降ꎬ 而第二、
三产业的产值比重逐渐上升ꎬ 这就伴随着第一产业中的大量劳动力转移到第二、 三产业ꎬ 从而使得三大产
业中的结构偏离度趋于均衡ꎬ 即为 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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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５ 年哈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度变化趋势图

资料来源: 根据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５ 年哈国统计年鉴整理ꎮ

　 　 为了能够进一步清楚地衡量哈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差距程度ꎬ
利用式 (４) 测算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４ 年哈国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偏差系数 Φ２ (见图 ７)ꎮ
自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３ 年就业和产业结构偏差系数逐渐增大ꎬ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９ 年缓慢下降ꎬ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开始上升ꎬ ２０１０ 年之后下降趋势非常明显ꎬ 就业和产业结构偏差

系数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０ ４８８ 一直下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０ ２５７ꎮ 总体看ꎬ 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哈

国就业和产业结构偏差系数下降趋势明显ꎬ 说明哈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差距正

逐渐缩小ꎬ 说明各产业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有所优化ꎬ 但离均衡 ０ 仍然相差较

远ꎬ 说明哈国仍存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协调发展的趋势ꎮ

图 ７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５ 年哈国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偏差系数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 根据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５ 年哈国统计年鉴测算整理ꎮ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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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要结论及中哈深化产能合作的建议

本文利用哈萨克斯坦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１５ 年的相关数据ꎬ 分析了哈萨克斯坦三次

产业及各产业内部的演进特征ꎬ 其次利用灰色关联度考察了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度ꎬ 为了进一步说明该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困境ꎬ 借助产业结构熵值、 多样化

指数和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偏离度等指标进一步剖析其产业结构转型的主要困

境ꎮ 主要结论有: 贡献度测算结果可以判断出交通运输与通讯业、 农业和房地房

产和建筑业仍是促进哈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ꎮ 但可以发现哈国产值较大的产业

和贡献度高的产业并不匹配ꎬ 即采掘业和批发零售业虽然产值占比高ꎬ 但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度低ꎻ 制造业产值占比最低ꎬ 但其对经济增长增长的贡献度最高ꎬ 归

根结底是因为其制造业相对滞后的畸形经济结构ꎮ 虽然哈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呈现

“三二一” 序列ꎬ 但其产业结构并不均衡ꎬ 特别是第二产业内部ꎬ 虽然其内部结

构有多样化趋势ꎬ 但这种趋势表现比较缓慢ꎬ 内部结构以采掘业一业独大、 制造

业发展缓慢的局面一时难以改变ꎮ 这也导致了产业间的劳动力配置不均衡ꎬ 第一

产业存在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可向其它产业转移ꎬ 而第二产业吸纳的劳动力数量比

较有限ꎮ
哈国政府也清醒地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度依赖能源和原材料的经济结构ꎬ 并有

强烈意愿与中国进行产能合作ꎮ 因此ꎬ 未来中国与哈国开展产能合作的建议有:

１ 中国应发挥大国作用ꎬ 考虑哈国诉求进行产能合作

中哈贸易规模相比于中国经济规模较小ꎬ 但相对于哈国ꎬ 中国已成为哈国第

一进口国ꎮ 中国与哈国既往的经济合作以出口商品和获取能源为主要目的ꎬ 受

“中国威胁论” 影响ꎬ 哈国担心对中国日益增长的依赖而成为中国的原材料产地

和商品销售地ꎮ 因此ꎬ 中国应密切关注哈国产业发展动向的政策跟踪ꎬ 剖析哈国

“光明之路” 计划的重点产业发展规划ꎬ 考虑哈国产业发展现实情况ꎬ 了解其市

场诉求ꎬ 积极引导国内企业在哈国内开展投资ꎬ 应先围绕农产品深加工、 物流设

施、 建材产品和石油深加工等领域展开第一优先序产能合作ꎬ 逐渐形成以加工制

造业为核心的产能合作ꎬ 带动哈国经济向多元化方向发展ꎬ 以摆脱经济结构畸形

的弊端ꎮ

２ 改变对哈国的出口导向政策ꎬ 带动哈国制造业发展

对于以哈国为代表的中亚五国来说ꎬ 无论是经济规模、 工业化水平、 资金、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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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市场经济转型的经验ꎬ 中国都超过中亚五国ꎮ 中国对哈国的大量出口缘于

哈国产业结构不完整造成的日用消费品奇缺ꎮ 但不可否认ꎬ 哈国也可不从中国进

口而从俄罗斯、 土耳其等国进口ꎮ 因此ꎬ 中国应改变出口导向政策ꎬ 引导有实力

的企业在哈国境内 １０ 个经济特区和中国的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投资办厂ꎬ 从技

术、 资金和管理上发挥大国经济的溢出效应ꎬ 带动哈国制造业发展ꎬ 让哈国受益

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ꎮ

３ 明晰新疆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利影响ꎬ 实施新疆与哈国产业联动升级

新疆的经济发展水平、 工业化程度与哈国相类似ꎬ 甚至有的经济指标还不如

哈国ꎮ 当前新疆与哈国的贸易方式主要以一般贸易和边境贸易为主ꎬ 这与新疆本

地经济落后具有密切联系ꎮ 新疆的本土企业大多数不具备向哈国投资的资金、 实

力和经验ꎬ 虽然近几年中央给予新疆大量的扶持ꎬ 但新疆经济实力和产业结构升

级必然是一个长期过程ꎮ 但是新疆可依托内地发达地区的企业、 人才和技术等资

源ꎬ 充分利用地缘优势ꎬ 引导内地企业入驻新疆ꎬ 与哈国开展跨境装备制造、 高

科技产品、 农产品深加工等方面的产能合作ꎬ 实施哈国与新疆产业结构联动

升级ꎮ

４ 重点开展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具体的功能项目合作

未来ꎬ 中哈产业合作中要改变以往少讲生态环保而单纯追求最大利益做法ꎬ
更需要在跨界水资源利用、 交通、 文化和教育、 医疗卫生、 生态安全和保护等区

域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切实推进与哈国共同发展ꎮ 同时ꎬ 应注重具体的功能性项目

的合作ꎬ 如跨境旅游项目、 医疗合作、 科研、 教育等具体项目ꎬ 只有具体的功能

性项目取得实质性的效果ꎬ 哈国自然会放弃防范心理ꎬ 加强与中国的深入合作ꎮ
(责任编辑　 张红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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