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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运用徐州市经济发展的近 5年数据分析确定了徐州市经济发展的拉动因素，并揭示了各因素的 

影响程度，对徐州市经济的未来走势特征进行了预测。 

[关键词]徐州经济发展；拉动因素；走势特征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097(2005)01—0025—04 

The Pulling Factors and Tendenc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Xuzhou 

ZHU Xue—yi ，ZHOU Bao-chun2，LI Yu—lan2，QI Yu—minga，LI Na 

(1．School ofMana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 o“221008，China ； 

2．XuzlmuBureauof R凇 ，Xuzhou 221006，Ch ina ) 

Abstract：This paper has defined the pulling facto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Xuzhou through analyzing the data of econornic devdop— 

ment in recent five years in Xuzhou．At the same time，it has expounded upo n the&~ree of influence of every factor and predic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ndency of econom y in Xuzhou in the future as we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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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徐州市经济发展状况 

江苏省徐州市 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 (即GDP)为 600 

亿元，到了2002年，上升到791亿元 ，五年之中，平均每 

年递增 10．6％，跟江苏省同期 GDP递增 10．6％完全相 同 ， 

比全国同期 GDP递增 7．7％高 2．9个百分点⑨。与此相应， 

徐州市 199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现价)为 6370元，比全 

国平均 6038元高332元，比江苏省平均 10021元低 3651元， 

到了2002年，徐州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到 8763元，比 

全国平均 8184元高 579元，比江苏省平均 14391元低 5628 

元。五年之中，徐州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 

9．6％，比全国同比递增 6-8％高2．8个百分点，比江苏省同 

比递增 9-8％低0．2个百分点。2003年 1至 11月，徐州市规 

模以上工业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 165．2亿元，同比增长 

15．3％ 。从徐州市 5年经济发展状况看，徐州市过去比较 

落后，这几年的发展已与江苏省经济发展的态势同步，已走 

在全国中上游水平。多年来，人们称徐州是 “苏北经济落后 

地区”的帽子已被甩掉了。正是由于徐州市落后面貌的改 

观，2003年 4月，江苏省省委书记李源潮同志到徐州调研时 

指出，徐州现在已经是苏北领先，淮海经济区领先，仅仅保 

持这个领先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个更高更远的目标去攀登， 

要力争做江北 “两个率先”的领头羊。 “两个率先”即 “率 

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党中央 

对江苏加快发展的鼓励和要求，也是江苏省委、省政府新时 

期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总体目标。徐州市5年经济发展的现实 

说明，江苏省省委领导提出徐州市要做 “江北 ‘两个率先’ 

的领头羊”的发展定位是正确的、可行的。 

二、徐州市经济发展拉动因素分析 

(一)国内生产总值构成比例分析 

徐州市经济发展就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其拉动因素可从 

各行业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重的变动情况得出结论。 (见表 

1) 

从表 1可见，在徐州市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5年来排 

名上升最快的是教育，它由 1998年排名第 9位上升到 2002 

年排名第 6位，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由 1998年的 2．78％ 

提高到 2002年的3．79％，上升了 1．01个百分点；其次，排 

名上升较快的是建筑业，它 由 1998年排名第 5位上升到 

2002年排名第 3位，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由 1998年的 

6．68％提高到2002年的7．76％，上升了 1．08个百分点；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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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就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增加幅度而言，除了国家机关、政 

党和社会团体的比重增加幅度上升较快 (本文不将其作为拉 

动因素考虑)外，房地产业的比重增加幅度 由 1998年的 

2．83％提高到 2002年的3．18％，上升了0．35个百分点。可 

见，徐州市5年经济发展拉动因素除了工农业 占主体 [2002 

年占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的 比 例 达 到 55．59％ (38．65％ + 

16．94％)]外，教育、建筑、房地产业 “三驾马车”起了较 

大作用。这一点与全国经济发展有些不同，全国经济发展的 

“三驾马车”是：投资 (1998年一2002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平 

均每年 递增 11．2％ ，2003年 第 1至 3季 度 同 比增 长 

30．5％)、重工业 (1998年一2002年重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 

递增 17．2％，2002年重工业增加值 占工业增加值比重已达 

到 62．6％，2003年第 1至 3季度累计占64．4％ )和进出口 

(1998年一2002年进出口累计顺差 12000亿元，每年平均顺 

差2400亿元，2003年第 1至 3季度进出口累计顺差 91亿 

元⑦)。 

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及构成 2002年 国内生产总值及构成 

国 内生 比重 国 内生 比重 

名次 行业 产总值 名次 行业 产总值 (％) (％ ) 
(万元) (万元) 

1 工 业 2171680 39．12 1 工 业 3059194 38．65 

2 农林牧渔业 1124458 20．26 2 农林牧渔业 1340458 16．94 

3 交通运输和仓储业 429858 7．74 3 建筑业 613921 7．76 

4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402969 7．26 4 交通运输和仓储业 594066 7．51 

5 建筑业 370602 6．68 5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589073 7．44 

6 金融保险业 182529 3．29 6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 299576 3．79 

7 房地产韭 157180 2．83 7 国家机 关、政党和社会 团体 263092 3．32 

8 国家机关、政党和社会团体 155055 2．79 8 房地产业 251790 3．18 

9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 154463 2．78 9 社会服务业 198735 2．51 

全部行业总计 5551461 全部行业总计 7914376 

表2 徐州市 1998--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计算表 

排名 行业 1998卑 2002卑 增长额 贡献率 

1 工 业 2171680 3059194 887514 37
．56％ 

2 建筑业 370602 613921 243319 10．30％ 

3 农林牧渔业 1124458 1340458 216000 9．14％ 

4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402969 589073 186104 7．88％ 

5 交通运输和仓储业 429858 594066 164208 6
．95％ 

6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 154463 299576 145113 6．14％ 

7 国家机 关、政党和社会 团体 155055 263092 108037 4
．57％ 

8 房地产业 157180 251790 94610 4
．00％ 

全部行业总计 5551461 7914376 2362915 42
．56％ 

(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分析 

徐州市经济发展就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其拉动因素还可 

从各行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情况得出结论。 (见表 

2) 

从表2可见，徐州市 2002年 (当年价)国内生产总值 

7914376万元 ，比 1998年 5551461万元，增加了 236291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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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长率为 42．56~／~。其中，各行业增加额对总增加额比 

重 (即对增长额的贡献率)的排名分别是：工业 37．56~／~、 

建筑业 10．30~／~、农林牧渔业 9．14~／o、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7．88~／~、交通运输和仓储业 6．95~／~、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 

电影 电视业 6．14~／o、国家机 关 、政 党和 社会 团体 4．57~／~、 

房地产业 4．00％。可见，徐州市过去 5年中工业贡献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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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即徐州仍然是工业化为主的经济发展城市。其次，建筑 

业、农业、贸易业、运输业、教育和房地产业作出了很大贡 

献。 

(三)各种拉动因素综合分析 

从上述表 1、表2可以看出，徐州市过去 5年经济发展 

的拉动因素有：工业、农业、建筑业、贸易业、运输业、教 

育和房地产业等，下面就人们感受最深的建筑、房地产业、 

教育三大因素的影响程度作进一步分析。 

1．建筑业拉动情况分析。徐州市 1998年建筑业总产值 

922745万元 ，到 了 2002年，上升 到 1138977万元 ，平均 每 

年递增 5．40％。 

就 2002年而言，建筑单位工程施工 6230个，竣工4906 

个，建筑 竣 工 产 值 890773万 元，占建 筑业 总产 值 的 

78．21％。建筑业 2002年资产总额已达到711359万元，工程 

结算收入为 782382万元 ，实现利润总额 8092万元 ，计算应 

交所得税 7684万元。仅此所得税一项就占徐州市当年财政 

收入的 1．17％。 

2．房地产业拉动情况分析。徐州市城镇集体以上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额 1998年为 1137480万元，到了 2002年，上 

升到 1776036万元，平均每年递增 11．78％。其中，房地产 

开发投 资完 成额 1998年一2oo2年分别 为 185631万元、 

238071万元 、280490万元 、313352万元 、250089万元 ，5 

年累计达到96个亿。徐州市城镇集体以上新增固定资产额 

1998年为 752613万 元，到 了 2002年 ，上升 到 1549933万 

元，平均每年递增 19．79％。房地产开发新增 固定资产额 

1998年一2002年分别为 117795万元、182402万元 、135903 

万元、241787万元、125992万元，5年累计达到 81个亿。 

徐州市城镇集体以上固定资产投资竣工的房屋建筑面积 1998 

年为245．4万平方米，到了2002年，上升到 385．5万平方 

米，平均每年递增 11．95％。房地产开发竣工的房屋建筑面 

积 1998年一2002年分别为 127．4万平方米、209．8万平方 

米、87．0万平方米、200．4万平方米、132．3万平方米，5 

年累计达到 756．9万平方米，竣工的住宅建筑面积 5年累计 

达到 615．6万平方米，占竣工的房屋建筑总面积的 81．33％。 

众所周知，徐州市是全国最早进行住宅改革 的试点单位之 
一

， 住宅建设几年来在拉动徐州市经济增长方面起了重大的 

作用，它对建材、装璜等的联动影响也是极大的。 

3．教育拉动情况分析。自朱锫基总理 1995年作出高校 

要扩大招生规模，以教育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决策以来，人 

们很重教育的发展，但人们对教育在多方面带动经济发展的 

间接作用并不充分认识。下面就徐州市高等教育发展状况 

(见表 3)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一些分析。 

表3 徐州市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表 

序号 学校类型 1998丘 2002丘 增加数 

1 普通高等学校 4所 6所 2所 

普通高等学校 2 2
．5万人 6．8万人 4．3万人 在校生 

从表 3中可见，徐州市普通高等学校 1998年的4所，增 

加到 2002年的 6所 ，在校 生也由 1998年 的 2．5万人 ，增加 

到2002年的6．8万人，增加了4．3万人。徐州市普通高等学 

校面向全国招生，每一位 “外来”大学生每年自交学费 4500 

多元，加上国家每年对每位学生拨款约 5000多元，两种合 

计快达到 10000元，教育经费的收支基本平衡。教育消费不 

仅直接拉动经济增长，而且每年增加的 “外来”大学生在居 

住、生活、学习等方面都会间接促进建筑业、农业、工业、 

文化业等方面的发展。与此同时，相应的教师队伍也在扩 

展．徐州市高等学校的部分教师也买了汽车，这对徐州市消 

费市场又提供了发展空间。徐州市普通高等学校师生规模的 

扩大，给徐州市经济发展产生了带动作用。例如，徐州市限 

额以上零售企业 2002年共亏损 994万元，但有两大盈利大 

户与教育消费有关：一是图书报刊零售业，2002年实现利润 

总额 1297万元；二是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业，2002 

年实现利润总额 404万元。这种结果的出现，与徐州市高等 

学校的发展密切相连。 

三、徐州市经济发展走势特征预测 

徐州市过去5年国内生产总值每年递增 10．6％，预计未 

来 5年年递增率在 10％～12％。其经济发展走势特征有以下 

六点 ： 

(一)非公有经济会极大发展 

徐州市 2002年现价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企业 (包括私 

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 )的产值 占 

26．80％，其中，私营企业占20．30％，而江苏省私营经济占 

全部经济的比例已达到 30％。徐州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收 

资本总额中，非公有工业企业资本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 

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中 

非公有资本占全部实收资本的 15．94％，其中，个人资本占 

全部资本的 8．34％，港澳台资本占全部资本的 3．84％，外 

商资本占全部资本的 3．76％。 

徐州市2003年5月24日发布21号文件 “关于进一步深 

化市属工业企业改革发展与脱困工作的意见”，提出 “国有 

资本原则上从一般竞争性行业中退出，改制方案中国有股占 

总股本25％以上的，必须报经市政府审批”。“对中小企业， 

要最大限度地放开搞活，全部退出国有股权”。通过改革、 

改制，引进战略投资伙伴，徐州市非公有投资额会大量增 

加，则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比重会明显提 

高。 

(二)能源、电力的拉动力会更大 

徐州市是江苏省的重要能源生产地区，其煤炭产品很大 

部分是供往苏南地区。当前全国煤炭紧张，预计 2003年全 

国煤炭需求量为 15亿吨，而 1999年一2002年全国原煤年产 

量只有 9．98亿吨、11．61亿吨、13．8亿吨。一方面，全国 

关闭小煤窑，煤炭产量缩减；另一方面，全国经济发展加 

快，需求量上升，致使煤炭供不应求。煤炭短缺，又造成电 

力因供煤量不足而拉闸限电。徐州市有三大发电厂，如果很 

好地将煤和电结合，徐州市会在能源、电力方面来一个大发 

展。2002年，徐州市工业增加值排名前八名的单位分别是： 

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 23．2亿元、徐州卷烟厂 20．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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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维集团 14．5亿元、徐州发电厂 13．4亿元、徐州工程机械 

集团有限公司 11．4亿元、大屯煤电集团有限公司6．1亿元、 

徐州华润电力有限公司5．8亿元、徐州供电公司4亿元。这 

八大企业中多为能源和电力企业，从这些情况看，徐州市能 

源、电力会随着需求的扩大提供极大的发展机遇和带来 良好 

的经济效益。 

(三)教育消费、个人汽车消费会更快发展 

徐州市高等学校正在进一步扩展。最大的高等学校—— 

中国矿业大学在徐州市云龙湖南边新建一个校区——中国矿 

业大学南湖校区，新校区面积、招生规模是现有校区的两 

倍。徐州师范大学、徐州工程学院、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 

院、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大学今后都有不同程度的扩 

展，这将会给徐州市经济的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预计 

徐州市高等学校的发展，对徐州市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在下 
一 个 5年会由现在的第6名上升 1～2名。 

在徐州市高等学校发展的同时，徐州市高校的教师队伍 

在扩展，教师的工资收入也在增加。随着第二校区建成并投 

入使用，教师到新校区上课有一定路程，则教师购买汽车并 

开车到新校区上课的现象会越来越多。而且现在许多教师已 

学会了开车，一旦需要，就会投放资金购车。据调查，我国 

城市居民中有 22％计划在近几年内买轿车。在发达国家，住 

和行的消费约占全部消费支出的 50％以上，而我国居民家庭 

住行消费支出比重还不足 20％，增长的余地很大⑧。徐州市 

高校教师将是未来汽车消费的巨大力量。 

(四)徐州市医药制造业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徐州市有两家医药制造业企业效益很好。一是江苏万邦 

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现价工业增加值 4514万元， 

产品销售收入 12711万元，利润总额 1994万元；二是徐州 

恩华药业集团有限公司。2002年现价工业增加值 4752万元， 

产品销售收入 16604万元，利润总额 584万元。这两家企业 

的产品销售市场前景很好。其中，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经过多次改制、重组，资本结构得到改善，已形成了 

良性发展的内在机制。目前，该公司正积极筹备上市。一旦 

上市成功，生产经营规模会进一步扩大，创造的收入和盈利 

会更多。可以预见，徐州市下一步把医药制造业的发展放到 

一 个重要位置，将会成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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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徐州市城镇化建设会进一步拉动经济发展 

徐州市政府提出，要 “打造徐州都市圈，拉开特大城市 

的框架”，并作出规划：要加快城市化进程，除老城区外， 

要在潘塘大龙 口水库附近搞一个新城区，然后在铜山新区、 

双沟、大许、利国、贾汪发展五个组团的城镇，再加上五个 

县 (市)，则徐州进入城镇的人口可以达到 500万到 550万。 

其中，徐州中心城市大概容纳 300万人，五个县城加十个中 

心镇大概容纳 200万人到250万人。徐州新城区首期启动 10 

平方公里，2005年之前扩大到 30平方公里 ，2020年到 50平 

方公里，容纳 100万人左右。徐州市城镇化建设会使农村人 

口转移，促进工农联合，同时，促进城市的水、电、路等基 

础设施建设、工商企业投资或再投资建设、居民住房建设， 

拉动建材、建筑、家电、家具 、交通、环保等行业的发展。 

(六)徐州市交通运输的发展会进一步发挥优势 

徐州市地处苏鲁豫皖交界地带，交通运输十分发达。在 

过去的5年里，徐州市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 

贡献为 6．95％。徐州市政府提出，下一步要整合水上运输， 

加快徐连 (即徐州连云港)出海港 口建设，并进行 “沿东陇 

海线产业带建设” (它处于渤海经济圈和上海经济圈之间， 

属于边缘地带)，则产业带建设和优越交通运输扩展结合， 

徐州市的经济就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注 释] 

① 《徐州统计年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 

年、2003年 (下列徐州 5年累计数据或某年数据均来源于此 

— — 直接引用数据或据年鉴中数据计算得出)。 

② 《江苏统计年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 

年、2003年 (下列江苏省 5年累计数据或某年数据均来源于 

此——直接引用数据或据年鉴中数据计算得出)。 

③ 《全国统计年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 

年、2003年 (下列全 国5年累计数据或某年数据 均来源于此 

— — 直接引用数据或据年鉴中数据计算得出)。 

④徐州市经济运行处 “十一月份工业生产产情况简析” 

资料。 

⑤⑥⑦ 《经济日报》2003年 11月 17日第5版。 

⑧ 《江苏总会计师通讯》2003年第9期第 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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