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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加

快推进制造强国、质量强国

建设，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深度融合，强化基础设施支撑引

领作用，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

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

代产业体系。”笔者认为，现代产业

体系是一个动态概念，其核心是代

表生产、流通、组织与技术等未来

发展方向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

型产业体系。

一是岛屿经济建立现代产业

体系面临要素市场和环境多重约

束条件。海南是岛屿型经济，面临

生产要素、市场容量和生态环境等

多重约束条件。首先，海南的资

金、技术、人才等高级生产要素并

不充裕。截至2019年底，全省金

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9737.77亿

元，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9521.10亿元，两项数据排名仅优

于青海、宁夏、西藏，海南的金融机

构对资金的吸附能力和输血能力

较弱，能提供的资金体量较少。海

南高级技能人才数量占人口总量

不到1.5%，远低于内陆沿海省份，

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量为3.5件，

远低于全国14.3件的平均水平；高

新技术企业 838 家，全国排名 27

位，仅高于新疆、宁夏、青海和西

藏。再者，海南省内市场空间有

限。2020年海南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27904元，仅为全国平均

水平的 86.69%，消费能力有限。

2020年，海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1974.63亿元，人均消费品零售

总额刚突破2万元，相当于全国平

均水平的71.42%。海南人均收入

偏低，人口总量不大、农村户籍人

口占比较高，导致海南市场总量不

大，引进新兴产业较为困难。此

外，海南产业发展还面临严格的生

态环境约束。

二是产业基础薄弱、发展不协

调不充分。在全国31个省市中，

海南地区生产总值排名靠后。农

业在海南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过高，

2019 年第一产业占比 20%，全国

排名第二，略低于黑龙江省，农业

现代化程度低、产业链不长、附加

值不高，主要以鲜活农产品交易为

主。第二产业占比过低，2019年

第二产业占比约20%，全国排名第

30名。海南工业发展水平低，处

在初级加工、低端化的层面，缺乏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端产品。第

三产业虽然占比较高，但仍处于较

低的水平。2019年海南第三产业

占比 60%，全国排名第 4，但是服

务业以旅游购物、服装餐饮、教育

医疗、房地产等消费型服务业为

主，设计咨询、现代金融、商贸物

流、科技研发等高附加值服务业、

生产型服务业占比仍较低。

三是产业过度服务业化，有可

能催生“鲍莫尔成本病”。美国经

济学家鲍莫尔于1967年构建了一

个增长部门（主要指第二产业）和

停滞部门（主要指服务业）两部门

非平衡增长模型，该模型成功解释

了发达国家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

里的产业结构变迁以及经济增长

过程。如果假设停滞部门的产品

完全无弹性，那么虽然停滞部门产

品的成本不断上升，但仍然会有劳

动力不断向该部门流入，从而该部

门不但不会萎缩还会逐步吸纳大

量劳动力进来，但正由于劳动力不

断从增长部门向停滞部门转移，因

此整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渐

降低，这就是著名的鲍莫尔成本与

增长病。

2011年，海南第二、第三产业

占比分别为28.3%和 45.6%，同年

GDP 增长率为 12.0%；到了 2019

年，占比又分别调整为 20.7% 和

58.9%，同年 GDP 增长率为 5.8%。

海南GDP增长率随着第二产业占

比缩小不断下降的趋势明显服务

业占比上升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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