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 9月

总 160期 第 5期

山 东 经 济

SHANDONG ECONOMY

Sep , 2010

Gen 160 No 5

[作者简介 ]孙剑 ( 1976- ), 男,山西朔州人, 中央编译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 宏观经济。

工业品过剩与农产品短缺条件下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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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自市场化改革以来, 中国的工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在传统的工业化思维导向下,中

国的经济发展陷入了工业品过剩与农产品短缺的困境,国家利益因之受损, 经济发展高度对外依赖,缺乏自主性和

可持续性, 主导产业低端化。只有构建新经济发展模式, 强化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 ,强化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形成

合理的产业结构,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才能使中国的经济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实现永续发展和大国崛起的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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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市场化改革以来, 中国的工业发展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工业品供给逐渐走出短缺,由卖方市

场转向买方市场。尤其是在近几年持续高涨的投资

推动下,部分行业已经出现过剩。与此同时,农业发

展却因支持力度弱、农业生产收益低等原因出现了

农产品供给不足的现象。我们一方面需要加大出口

来缓解国内过剩的产能, 另一方面却要高价进口工

业发展的原材料和农产品, 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受

到极大的损害。

一、当前工农产品供给情况

(一 )工业品产能过剩

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化, 国际过剩

的产业资本与中国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结合,

使国内的工业产能出现严重过剩的局面。

以生产资料为例, 2008年, 我国粗钢产能 6. 6

亿吨,需求仅 5亿吨左右,约 1 /4的钢铁及制成品依

赖国际市场。水泥产能 18. 7亿吨, 市场需求仅为

16亿吨。目前在建水泥生产线 418条,产能 6. 2亿

吨,另外还有已核准尚未开工的生产线 147条, 产能

2. 1亿吨。这些产能全部建成后, 水泥产能将达到

27亿吨,产能将严重过剩。平板玻璃产能 6. 5亿重

箱,产量 5. 74亿重箱, 约占全球产量的 50%, 其中

浮法玻璃产量为 4. 79亿重箱, 占平板玻璃总量的

80%。2009年上半年新投产 13条生产线, 新增产

能 4848万重箱,目前各地还有 30余条在建和拟建

浮法玻璃生产线,平板玻璃产能将超过 8亿重箱, 产

能明显过剩。煤化工产能过剩 30%。多晶硅产能 2

万吨,产量 4000吨左右,在建产能约 8万吨, 产能已

明显过剩。此外,风电设备、电解铝、造船、大豆压榨

等行业产能过剩矛盾也十分突出。

再以消费品为例,据商务部对全国 600种主要

消费品的市场供求状况调查数据, 2008年上半年在

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有 491种, 占

81. 8% ;供过于求的消费品有 101种,占 16. 8%, 主

要集中在电器、体育娱乐用品、五金工具、鞋帽等领

域; 供应偏紧的为:猪肉、牛肉、羊肉、大豆、豆油、菜

籽油、花生油和鲜奶等 8个品种的农产品。

(二 )农产品供给不足

2004年以来, 我国农产品进口大幅增长, 出现

了严重的贸易逆差。2004- 2008年间,我国的农产

品进口从 280. 3亿美元增长到 586. 6亿美元, 增长

了 109%。2003年, 农产品贸易顺差还有 25亿美

元, 到 2004年则出现了严重的逆差, 逆差额高达 46

亿美元。农产品供给不足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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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从 2004年起,连续五年以 中央一号 文件的形

式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要求各地抓好农业发展,提高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在中央政

府的高度重视下, 从 2005年开始, 农业生产虽有所

增长, 农产品出口增幅明显高于进口增幅,贸易逆差

开始减少, 2006年逆差仅 6. 7亿美元, 但 2007年

后,农产品贸易逆差再次迅速扩大, 2007年、2008年

逆差分别达 40. 8亿美元和 181. 6亿美元。

以粮食、食用植物油、棉花、糖料等主要农产品

的进出口为例, 2004 - 2008年间, 粮食进口量从

2998万吨扩大到 4131万吨, 5年进口累计 16838万

吨,出口累计 3875万吨,净进口累计 12963万吨,进

口总量是出口总量的 4. 3倍。食用植物油进口量从

676万吨扩大到 817万吨, 进口累计 3623万吨, 出

口累计 110. 4万吨, 净进口累计 3512. 7万吨,进口

总量是出口总量的 33倍。棉花进口量从 191万吨

攀升至 211万吨,进口累计 1269万吨,出口累计 6. 4

万吨, 净进口累计 1262. 6万吨, 进口总量是出口总

量的 198倍。糖料累计进口 594万吨,累计出口 77

万吨,净进口 517万吨, 进口总量是出口总量的 7. 7

倍。通过分析主要农产品的进出口状况, 可以发现

我国的农产品供给并不充足,在国际贸易中主要是

需求方,还需依靠进口弥补国内消费的缺口。2008

年,我农产品贸易总额为 991. 6亿美元,已成为世界

农产品第四大进口国和第五大出口国。

二、工业品过剩与农产品短缺对国民经济的危

害

(一 )国家利益受损

在当前工业品过剩与农产品短缺的背景下,中

国的国家利益受到极大损害。我们知道中国经济的

高速增长是依靠大量的生产要素投入来实现的,为

了维持经济高速增长, 就必须以低廉的自然资源和

人力资源价格为保障, 当国内的资源供给无法满足

工业生产的需求时,只能依靠进口,结果就是高价进

口国外的自然资源和长期压低国内人力资源的价

格,以确保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优势。

以铁矿石进口为例,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

2007年,我国共进口铁矿砂 3. 8亿吨, 价值 337. 8

亿美元, 分别比 2006年增长 17. 5% 和 61. 5%。

2008年我国进口铁矿砂 4. 4亿吨, 价值 605. 3亿美

元, 分别比上年增长 15. 9%和 79. 1%。价值的增长

远远高于数量的增加,即使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可以

抵消一部分价格的上涨, 但也远远无法消除进口价

格上升带来的成本增加。另据估算力拓通过不正

当手段使中国钢铁企业因铁矿石涨价多付出 7000

亿元人民币 (折合 1020亿美元 )的沉重代价, 相当

于澳洲 10%的 GDP。

以石油进口为例, 2007年我国进口原油 1. 63

亿吨,价值 797. 6亿美元,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 12.

4%和 20. 1%; 进口成品油 3380万吨, 比上年下降

7. 1% ,价值 164. 3亿美元, 增长 5. 7%。 2008年中

国进口原油 1. 7888亿吨, 比上年增长 9. 6% , 价值

1293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62%; 进口成品油 3885万

吨,比上年增长 15%,价值 300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82. 7%。据 IEA粗略估算, 石油价格每上升 1美

元 /桶,在目前的进口水平上中国将多支付 6亿美

元。

资源产品进口量的持续上升,对我国经济发展

的冲击也越来越大。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国的工业

化发展已经产生了路径依赖, 由于消费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尚未充分发挥,所以只有保持较快的投资和

出口增速,才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才能缓解国内严

重的就业压力。一旦投资和出口增速下滑, 经济增

速就会下滑,失业也会增加, 无奈之下只能通过补贴

和压低劳动力的工资来维持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

为了化解原材料进口价格上涨压力, 保持出口

产品的价格优势, 财政部宣布 2008年 8月 1日起,

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 11%提高到

13% ,部分竹制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 11%。 11月

1日起,提高劳动密集型、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

品的出口退税率,涉及 3486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

中全部商品总数的 25. 8%。从 12月 1日起, 提高

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受影响较大

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涉及 3770项产品, 约占全部出

口产品的 27. 9%。预计涉及出口退税额 438亿元。

与此同时,农民工工资却有所下降,据农业部农

村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 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

金融危机影响而减少的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数量约

540万人,同时,外出就业劳动力下半年的月工资水

平仅为 1064元,比上半年减少 14. 2%。与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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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相比,下半年工业行业就业的农村外出劳动

力工资月平均减少了 209元,减幅达 17. 0%。而下

半年中部地区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的月平均工资减

少 369元,降低 28. 7%。

以财政补贴和压低劳动力的工资为代价, 中国

实现了出口增长,并换回了我们已经不再短缺的外

汇,但这些外汇根本不具有保值性,而且时刻面临贬

值的风险,尤其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动荡不安的形

势下, 2. 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是加大了国内货

币供给量,增加了驾驭宏观经济运行的难度,除此之

外,既没有增加国家利益,也没有增进全民福利,反

而通过国际贸易使国家利益流失到国外。

(二 )经济发展缺乏自主性

国内工业品生产过剩在国内需求不足以消化的

条件下,只能依赖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的动荡使得

中国经济发展缺乏自主性。

2000- 2007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由 39. 6%提

高到 63% ,贸易顺差由 241. 1亿美元扩大到 2618. 3

亿美元,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 12. 5%提高到

19. 7%, 拉动经济增长从 1个百分点提高到 2. 3个百

分点。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的经济

开放程度,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国际市场波动会对中

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2007年美国的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出口导向型

企业面临严峻挑战, 全球经济衰退引起的外需减少

已经造成我国出口导向型企业停产减员、甚至倒闭

的现象。据香港贸发局统计, 2007年广东地区倒闭

的企业超过万家。 2008年, 全国约有 10万余家中

小企业倒闭, 广东省在 2008年 1- 9月份内有 5万

多家企业关闭。我国月度出口增长率从 2007年 2

月的 51. 7%下降至 2007年 12月的 21. 7%。2008

年,全国工业生产增速明显回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12. 9% , 增幅比上年回落 5. 6个百分

点,比 2003- 2007年平均增速低 4. 1个百分点。

2008年上半年, 当国内还在防止经济增长由偏

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上涨转变为全面的通货膨胀

而执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美国的金融危机却在

进一步蔓延,下半年我们却不得不执行保经济增长

的宏观经济政策,政府增加了 4万亿的投资计划,货

币政策也从紧缩走向适度宽松。中国经济在全球化

的影响下,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受到极大挑战。我们

知道在固定汇率条件下,资本自由流动,很难保证货

币政策的独立性。要扭转这种局面, 就需要对传统

的经济发展模式做出调整。

(三 )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

市场化改革以来经济发展产生的惯性延续至今

使得国内的经济发展陷入两难境地, 如果摒弃传统

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经济增长将迅速回落,短期内势

必会造成大量的失业,影响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如

果继续秉持传统的发展模式, 中国的资源供给将难

以为继,最终将因积重难返而陷入深渊。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资源约束, 难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2003- 2008年,中国的 GDP平

均增速为 10. 5% ,而能源消费增速平均为 10. 6%;

电力消费增速平均为 13. 2%。很显然, 中国的经济

增长是以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投入来实现的, 属于典

型的粗放型增长模式。

近几年, 中国 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为 6%,

但能源消耗占世界的 15%左右;钢消费量占世界的

30%左右; 水泥消耗占世界的 54%左右。目前, 我

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等重要资源的世界第一消费

大国,石油和电力的世界第二消费大国。不仅如此,

我国的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还很低, 万元 GDP的能

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3 - 4倍, 万元 GDP用水量是

全球平均水平的 4倍。而同时, 中国却是人均资源

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 水资源为世界人

均水平的 28%,耕地为 32%,石油、天然气等重要矿

产资源的人均储量仅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

7. 69%、7. 05%。

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

断提速, 大量农业用地被转化为工业用地。 1996

年, 国家历时十多年、耗资十多亿, 摸清的全国耕地

面积数量为 19. 51亿亩, 但到了 2008年, 全国耕地

面积已降为 18. 26亿亩, 13年间净减少 1. 25亿亩。

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使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

面临严重的资源约束,而且将面临严峻的粮食供给

考验。

(四 )主导产业低端化

十四 大以后, 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

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对中国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发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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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并使中国经济发展逐渐呈现

外向型特征。 1993年, 全国出口总计 917. 4亿美

元,外资企业出口 252. 4亿美元, 其占出口总额的比

重为 27. 5% , 到 2007年港澳台和外资企业的出口

占到全部出口交货值的 70. 6%。这一时期, 出口导

向型企业的发展使得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迅速提高, 从 1993年的 15. 3%上升至 2007年的

37. 4%, 中国的外向型经济特征已经相当明显。但

是,在我国的外向型经济中,两头在外的加工出口产

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2007年的出口产品中, 加工

贸易所占的比重达到 50%以上, 加工贸易利用的主

要是我国在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 主要是劳动密

集型企业,生产过程的技术含量低,单位产品所提供

的附加值也比较低。目前, 机电产品出口虽占据我

国外贸出口的半壁江山, 但许多产品的主要核心技

术仍掌握在国外厂家手中,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国

只是外国公司低成本的制造基地。劳动密集型加工

贸易企业的大量存在已经使中国深陷国际分工的低

端,不利于国内的技术创新,也无助于产业结构的优

化与提升。

(五 )就业创造难度加大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对工业的大规模

投资来带动,而对农业和服务业的投资较弱。众所

周知, 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虽大,就业创造能力却弱。因此,工业在推动经济

高速增长的同时,却由于资本吸纳就业能力的弱化

和资本对就业的排斥, 结果既造成了该产业经济增

长的就业弹性下降, 同时又造成了中国经济高增长

对就业的带动能力有所下降的结果。统计资料表

明:近年来工业的就业弹性呈下降趋势, 2004年工

业的就业弹性为 0. 47, 到 2008年已降为 0. 25。很

显然, 工业产值的增长难以带动相应的就业增长,而

且目前的工业品供给已经过剩,国内市场难以消化

过剩产能。与此同时, 我国又面临农产品供给不足

的困扰, 2004年以来, 一直依靠大量进口农产品满

足国内需求。

在当前的工业品供给过剩、农产品供给不足的

背景下,着重发展工业、对农业支持力度不足只会增

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以粮食进口为例, 2004-

2008年, 我国粮食净进口分别为 2484、2145、2463、

2119、3752万吨,按 2005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生

产的粮食为 1598公斤计算,每年损失的就业岗位分

别为 1554、1342、1541、1326、2348万个。对于一个

劳动力资源充足、国内就业压力大的国家而言,大量

进口粮食实质上是在输出就业机会, 加剧国内的就

业压力。

三、工业品过剩与农产品短缺条件下的经济发

展思路

在工业品过剩与农产品短缺条件下发展经济需

要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总结和反思, 工业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固然比农业大;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

拉动作用固然比消费显著;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

国际贸易中固然能够获取比较利益,但是,我们必须

清醒地意识到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换取工业的快速发

展将使国家粮食安全成为严峻的问题;长期依靠投

资拉动经济必然引发国民经济运行出现内部失衡;

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必将导致国际贸易条件恶

化, 全民福利受损。为此,必须要以新思路指导经济

发展。

(一 )构建新经济发展模式

不同的时代,造就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时代

的变革,要求经济发展模式做出相应的调整。建国

之初,面对国际封锁与当时的资本约束,实行计划经

济体制、确立公有制经济的市场主体地位、通过不合

理的工农产品比价体系为重工业发展提供资本积

累, 形成以国有大型工业企业为支撑的经济增长模

式是最优的选择。当秉持这一模式至人民生活因之

受损之时,模式的调整是大势所趋,同时也是人心所

向。处于转轨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摸索中前行,

由于缺乏目标模式,只能对原有模式纠偏,着重发展

农业和轻工业,却难以形成具有时代特点的经济发

展模式。当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决定

资源配置时,国外过剩的产业资本与中国廉价的自

然资源和劳动力的结合必然造就了出口导向型的经

济发展模式。当这一模式发展到中国的资源环境难

以承受,经济增长的对外依赖性高度增强,国家对宏

观经济运行的驾驭能力减弱之时, 就必须选择新的

经济发展模式。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沿袭

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显然不能实现持久永续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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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优化需要经济体制、资源

配置方式、市场主体、主导产业、经济增长方式、收入

分配方式和调控方式等因素的协调与配合。中国新

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强化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 形成充分竞争的混合

所有制市场主体,经济增长以国内消费需求为主、投

资需求为辅,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市

场决定初次分配、国家调控二次分配的收入分配方

式和国家采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机抉择调控宏

观经济运行。

(二 )强化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在竞争性行业,国有经

济已经逐步退出,非公有制经济基本成为市场主体,

市场机制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而在一些垄断行业,

国有经济仍占据绝对主体地位,并且排斥非公有制

经济的进入。由于市场上存在地位不均等的经济主

体,资本当然更倾向于国有企业,这就使得市场的资

源配置职能低效。在商品领域,基本按照市场供求

调节生产与消费;而在生产要素领域,还存在一定程

度的计划配置资源, 如政府投资还占据资金配置相

当大的比例,一些重要的资源和能源价格还由政府

主导, 这就容易导致经济增长对投资的高度依赖和

资源、能源消耗产业的过度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 首先要形成充分竞

争的市场环境,使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能够

成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其次,在资源配置方面,逐步

减少计划配置的范围, 强化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

在当前,尤其要降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预

算内资金的比重,使企业自筹和国内贷款成为投资

资金来源的主渠道。最后,要深化资源价格改革,使

资源价格既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 又能反映资源的

稀缺性,避免人为干预造成市场机制失效。

(三 )强化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我们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资本短缺年代曾

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

献。但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决定了我们必须

对出口导向型战略做出调整。

当前,为应对经济危机,世界各国都加大了贸易

保护力度。中国产品出口正在面对名目繁多的技术

壁垒, 同时也不断遭到美国和欧盟的反补贴、反倾销

调查,出口面临严峻考验。继续坚持出口带动经济

增长,势必会加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摩擦。另

外,当前我国 2万多亿的外汇储备已经加大了人民

币升值的压力,吸引热钱不断流入,如果继续保持贸

易顺差,只会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增加国家驾驭宏

观经济运行的难度。

另外,中国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长期秉持出口

导向战略必将耗尽国内资源, 使得未来的经济发展

缺乏资源支撑;而且现有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还没

有一个大国依靠发展外向型经济进入发达国家行

列, 按照现行的模式只会使中国长期陷于国际分工

的低端,难以实现大国崛起的目标。

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 同时有着广阔的国内

市场,依靠本国市场完全可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正常

循环。形势的发展要求必须把经济增长由外需带动

转向内需带动,以强化经济发展的自主性。鉴于此,

我们应适时调整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并适时调整

人民币汇率,减少国际贸易顺差, 使国际收支保持在

基本平衡,略有盈余的水平。

(四 )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

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落后国家的经济崛起, 但很

少有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成功实现赶超的例证。

全球化最大的机遇是创造了相互依存的经济; 最大

的风险是被固化在国际分工的低端,难以走出困境。

当前,中国的产业发展已经出现了农业滞后、工业过

度外向;农产品供给不足与工业品供给过剩的局面。

中国的大国地位决定了其产业发展不能失衡,

更不能过度外向化。要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 首先

需要政府加大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保障国内农

产品供给。因为保障农业的基础地位是实现工业化

的基础, 没有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工业的发展是不

可能的,或者即使取得了成功,也会产生国内经济的

严重不平衡,从而使得广泛的贫困、不平等和失业问

题更加尖锐、更加突出 。 1993年颁布实施的 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规定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

投入的增长幅度应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

幅度, 但是, 实际执行情况出入很大。 1994 - 2007

年的 14年间, 只有 1994、1996、1998、2004和 2006

年国家财政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国家财政

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其他年份国家财政对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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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均低于其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

度,这显然有悖于 农业法 的规定。如果严格按照

农业法 的规定, 2000、2001、2002、2003、2005、2007

年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还应至少增加 38. 9、49.

4、100. 2、61. 8、352、796. 4亿元。

其次,要降低对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出口退税,减

轻对外依赖性。我国目前大量的出口产品都享受了

出口退税的优惠政策, 在当前贸易顺差不断累积的

背景下,降低出口退税率可以使得一批利润率极低

而完全依靠低劳动成本从事低附加值加工生产的中

小企业退出市场,迫使企业进行高附加值产品加工

和生产,加强自主创新,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

目标。

同时, 积极创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型企业成长的

环境, 从注册资本、税收、贷款贴息方面给予优惠,使

中国逐步摆脱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产业格局, 实现

主导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

型。

(五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居民收入水平

的不断提高,而非政府收入的不断增加。中国自市

场化改革以来,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却呈现出政府所

得不断增加, 居民所得持续下降的趋势。 1993 -

2006年间,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 居民所得占比从

68%下降到 56. 5%; 政府所得占比从 19. 4%上升到

24. 2%; 企业所得占从 13%上升到 17. 5%。在政府

职能转变尚未完成的条件下,政府所得份额不断增

大,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企业所得的

增长也会进一步增加投资和扩大再生产; 居民所得

的降低则是减少消费, 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越来越低。

在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 对教育、医疗、社会保

障等公共物品的投入不足则进一步抑制了居民消

费,扩大政府消费。 1993- 2008年间, 居民消费所

占比重已从 74. 9%下降至 72. 7% ,而政府消费占比

则从 25. 1%上升至 27. 3%。

为了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需要调整国民收

入分配格局。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 要建立财

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协调增长的机制, 通过国民收入

分配适度向居民倾斜和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提

高居民消费能力。在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 要加大

对公共物品的投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每个劳动

者都能平等地获得养老和医疗保险, 免除其后顾之

忧, 改善其消费预期。

注

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

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

数据来源于商务部。

数据来源于农业部网站。

数据来源于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09 。

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

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根据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09 计算。

托达罗. 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 [ M ]. 第 260页,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2.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2008 和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09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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