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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4年，北京大学承担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委关于设立中国都市经济研
究基地的任务。
在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推荐和支持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依托自己已有的十个研究所、中心和
六个系的科研力量建成了中国都市经济研究基地。
基地是一个开放型的研究机构，不仅包括经济学院和北京大学其他院系所和中心的科研力量，而且还
广泛邀请北京市和全国乃至世界的兄弟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加入研究。
　　中国都市经济研究基地自成立以来，积极开展中国都市特别是北京市都市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
目前，基地已经完成的科研项目包括以下七个课题：（1）北京在中国及世界都市经济中的今天与未
来定位；（2）北京地区水资源短缺对策研究；（3）北京2008奥运融资研究；（4）北京地方产业集群
发展研究；（5）中国都市房地产宏观调控研究；（6）全球价值链下北京地方产业升级研究；（7）北
京市政债券问题研究。
其中根据第一、第四和第五个课题已经出版了2005年、2006年和2007年三本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基地年度报告——中国都市经济研究报告，本书是基地成立以来第四本年度报告《中国都市经济研究
报告2008——改革开放以来北京产业结构高度演化的现状、问题和对策》。
　　本书是以张辉副教授为负责人的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都市经济研
究报告2008”（项目编号：08AbJG228）的最终研究成果。
该研究从2008年6月开始进行，严格按照研究任务的要求完成各阶段的各项任务。
2008年12月之前完成已有或者可借鉴的理论成果的梳理，完成本课题理论框架的构建以及基础数据的
初步收集工作，在《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11期分别将该阶段两篇关键成果予以发表
。
2009年1月至2009年12月，将上述研究成果具体应用到北京，该阶段三篇重要阶段成果已分别发表于《
北京社会科学》第3期、《经济科学》第4期和《改革》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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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研究在分析北京市的产业结构高度的历史轨迹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北京市产业结构高度演进和经济
增长的相互关系，在扎实的计量分析、投入产出分析和案例分析的基础之上，研究北京市产业结构高
度变迁的趋势和潜在问题，并为北京市产业结构高度的深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出合理的政策建
议。
 本研究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为基础，将理论阐述和实证分析相结合，深入挖掘北京市产业结构
高度演进的现状和问题，提出北京市产业结构高度演进的合理政策建议，主要在以下三点有所突破和
创新：（1）建构准确、合理的度量指标，测度北京产业结构演进的历史轨迹和现有高度。
（2）采用规范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分析北京产业结构高度演进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挖掘北京
产业结构高度演进的潜在问题。
（3）探索北京产业结构高度演进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未来路径，提出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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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后，对产业结构高度进行时序比较发现，从1985年开始，中国开始真正进入工业化时期。
除了1989～1991年间出现短暂的波动以外，产业结构高度一直稳步推进。
从1998年开始，产业结构高度进入加速提升阶段，中国经济也逐渐走人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
的良性发展轨道。
在此过程中，第三产业的推动作用最大。
　　本章通过计算北京的产业结构高度比较发现：　　首先，1987年之前，北京的产业结构高度一直
在徘徊，尽管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一直显著提升，但是经济总体明显处于工业化起飞前的准备阶段。
我们可以认为，从1987年开始，北京才开始真正进入工业化时期。
及至2006年，北京市的总体产业结构高度超过1，达到工业化完成时的水平。
但及至2007年，北京第一、二产业的产业结构高度尚没有达到工业化完成时的水平，尤其是第一产业
的产业结构高度有待提高。
　　其次，第三产业是引领总体产业结构高度提升的主要力量，而且其高度的波动影响着总体产业结
构高度的波动。
第一、二产业的产业结构高度滞后于总体产业结构高度。
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高度提升很快，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我们预计还需要3年时间，第二产业的产
业结构高度会达到工业化完成时的水平。
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高度提升较慢，需要重点关注。
　　最后，将北京市2007年的产业结构高度和其他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北京的总体
产业结构高度处于全国第二位。
北京和上海都已经达到工业化完成时的水平，但是北京的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高度提升较慢，而且第
二产业的产业结构高度也没有达到工业化完成时的水平，滞后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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