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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第二第三次产业的分类是国际通行的产业分类方法， 它对区域产业的战略规划也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要正确处理第一产业（农业）与第二、 第三产业之间的发展关系。 随着工农业生
产的发展， 必然存在一 个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的长期过程。 这种转化太慢， 就会影响
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而转化得过快， 超过农业的负担能力， 也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因此必须有最优转化速度的控制， 使二者的比例结构恰到好处。

在实际工作中， 进行区域 “农转非” 的人口管理和控制， 要根据如下程序计算， 并反复

加以平衡。
（一）计算农转非的可能提供量。 如以粮食为主要制约指标， 则农转非人口主要决定于

粮食生产劳动生产率、 城乡入口平均口粮和城乡人口数等因素。 一般关系如下＄

m1 = M1 - (M1 +Mz) d/p1 

m1一全区农村可能提供的 “农转非“ 人口数（预测值，
M1 一全区农业人口总数
M2

一全区自然增长形成的非农人口总数
d 一全区人口平均口粮

以下同）

P 1
一按全区农业人口计算的平均粮食生产最(cl和P1 的计量单位必须相同）

上式表明， 农业可能提供的“农转非“人口主要决定于农业劳动生 产 率(pl)，p1值越

高， 则m越大。 在d值不断提高的情况下， P 1 值就应有更大的 提高， 并且必 须保持
d MJ 

p;们沁
＜ 的关系， m1>0, 才可能成立。 否则，人口要发生倒流。 假设一旦p广＝ d,则

m 1
= -M2，表明全部非农人口要倒流回农村。

（二）计算农转非人口的需要晕。 它决定千区域各次产业发展规模和速度， 劳动生产率

的提高幅度和非农人口自然增长等因素． 一般关系如下：

如＝乌－M2
g2 

m 2
一全区需要增加 “农转非“ 入口总数（预测值，

也一全区非农国民生产总值

g2一全区非农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队一全区自然增长形成的非农人口总数

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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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式中 气表示由千区域国民生产总值将要达到的总额与劳动生产率所决定的人均国民生
g2 

产总值相比较之后得出的所需区域非农人口总数， 因而由它减去自然增长可能形成的非农人
口总数，就是所需“农转非＂的人口数。

（三）对农转非人口的需要量和可能量进行反复平衡。 如果m1>m29 就是说农业 所 能
提供的农转非入口数超过需要， 这是一种比较主动的情况， 这时候结余的粮食可以支援全国
或者出口， 并通过这种转换进一步加速区域农转非过程，如果m1<m2, 就是说农业所能 提
供的农转非人口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 这时候就要具体分析。 第一， 要考虑全国其他地区调
进粮食的可能性；第二， 要考虑抽出一定资金进口粮食是否合算。 如果这两条的回答是肯定
的仍可按原计划发展， 否则要考虑修改和压缩原计划， 降低农转非的速度和规模。

其次是要重视和正确处理第三产业同第一、 第二产业发展的比例关系。 根据国际经验，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第一产业的比重将逐步缩小；第二产业的比重先是增加而后持平，
而后渐有减缩；第三产业的比重将逐步增长。 这种变化规律无论是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和一

个城市都有一致性， 只是变化的速度和规模有一定的差异而已。
现巳有学者通过数学模型揭示了 一些第三产业比重与城市生产力水平的函数关系。 如根

据纽约、 伦敦、 巴黎、 东京、 米兰、 新加坡、布加勒斯特和广州八个城市的有关数据进行回
归分析， 可以获得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的百分比Y，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X因素的制约关系如
下： Y:::;1.8194X004031 r :::;0.9933 

这个模型表明， 城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每增长1%， 这可使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提
高约0.4%， 由此可见， 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是必然的， 但是它不能脱离生产力的条件 超前
发展。特别要注意的是，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的增加要直接依赖于第一、 第二产业从业人
员比重的缩小。 而第一、 第二产业剩余劳动力的提供和从业人员的比重的缩小是有条件的，
即必须
( ＇o P'n C“o P'＇n 
C'n ,.- P'o 

__->-－－和一一 <-�,C'o、 C'n分别表示第一产业现期和预测期从业人员占总从业C"n ...__ P"o 

人员的百分比； P'o、P'n表示第一产业现期和预测期的全员劳动生产率。 C"o、C"n、 P"o、 P"n

分别表示第二产业这两个比重与劳动生产率。这说明，第一、第二产业比重的下降绝对不能超
过其劳动生产率上升的幅度， 由此可以导出第三产业预测期的从业人员比默C'"n应受如下条

P'o 
件制约， 即C'"o<C'"n�lOO - C'o • � - C"o • �

P"o 
P'n P“n 

当然这些结构比例变化关系不能生搬硬套， 它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地区特点有密切关
系， 但是它的交化趋势和方向都是可以根据本地区发展悄况得出结论的。 这样， 才能保证区
域经济结构越来越合理， 越来越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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