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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 the gross industrial pro-
duction, industrial output proportion of GDP, growth rate of industrial output, output value of 
light industry and heavy industry of Qujing city from 1993 to 2012, and combined with the indus-
trial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Qujing cit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turned out that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 and industrial output proportion of GDP were 
overall upward from 1993 to 2012, output value of heavy industry rose slowly from 2003 to 2007; 
output value of light industrial declined from 2003 to 2004, and began to rise after 2005.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the overall trend of Qujing city is good,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
lems, such as the backward industrial foundation, the low proportion of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industry, the extensive growth mode, the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low ability to resist 
risk, unreasonable structure, etc.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effective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Quji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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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曲靖市1993年至2012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总值、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工业产值的

增速、轻工业产值和重工业产值的对比分析，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曲靖市工业发展历史及现状，发现在1993
年至2012之间，国民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重工业产值从2003年
至2007年缓慢上升；轻工业产值从2003年至2004年有所下降，2005后开始上升。曲靖市在工业化进程

中，总体呈现出良好的态势，但是也存在工业基础落后，高新技术产业比重低；增长方式粗放，环保问

题严重；抗风险能力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本文针对曲靖市工业结构现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有效

实际的措施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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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业结构反映着一个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是影响一个地区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调整工业结

构可以推动工业经济的持续增长；调整工业结构可以促进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曲靖市工业经济持续增长，工业结构不断调整，工业竞争力显著增强，基本形成了以

优势产业为依托、门类比较齐全、规模较大、基础较强的工业体系。曲靖市工业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面临着更加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更加激烈的挑战，曲靖市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曲靖市经济发展的关键，对曲靖工业经济乃至整体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曲靖市工业经济发

展呈现出良好态势，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本文根据曲靖 1993 到 2008 国民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总值，

工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工业产值的增速，轻工业，重工业产值的对比分析，发现曲靖工业竞争力有所

提高但仍然较弱，工业竞争力较弱是造成曲靖工业发展水平低于全国的主要原因，不利于工业结构的调

整。最后根据上述结论对曲靖工业结构调整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1]。 

1.1. 研究背景 

曲靖工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具备一定规模并形成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近些年来，工业化

进程和结构调整加快，烟草工业一枝独秀的结构得到较大程度调整，同时，工业经济持续增长，实力不

断增强，经济、生态、社会效益明显提高。但工业发展中仍面临资源依赖程度较高，产业层次相对较低，

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等问题和矛盾，因此，从曲靖工业内部结构识别各工业行业的专门化水平及结构

竞争力的相对优势与劣势对曲靖工业经济发展和工业结构调整有着重要的影响[2]。 
工业结构层次较低，传统产业比重大，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滞后。优势行业产业链条较短，

以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生产为主，高投入、粗加工、低附加值，科技含量小的产品占较大比重。对于曲靖

来说，科技进步和创新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有利于推动曲靖工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但由于受到科

技发展水平的制约，也有可能加大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差距。科技进步和创新为曲靖工业经济发展和工

业结构调整提供了科技保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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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1.2.1. 研究目标 
本文通过对曲靖市工业结构现状的研究，为曲靖市未来工业的转型和优化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并对

其提出实际有效的措施及建议。 

1.2.2. 研究意义 
优化调整曲靖市工业结构可以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资源和环境是制约曲靖市工业化和工

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资源和环境约束日益突出。优化调整工业结构要求深

入贯彻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社会

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4]。优化调整工业结构可以促进曲靖市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

变，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获得最佳经济效益。合理的工业结构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有益于资

源的合理利用，有助于促进工业经济乃至整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5]。 

2. 研究思路与方法 

2.1. 研究方法 

2.1.1. 文献资料法  
文献资料法是论文写作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本文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从而对工业结构有了

全面的认识，并掌握了具体研究方法。前人的研究为本文的实证分析提供了方法，引用工业结构调整分

析方法，结合曲靖市工业结构各要素进行分析，使结果更为客观具体。在对结果进行分析时，参考了文

献中的理论分析，使本文评价结果更加切合实际。 

2.1.2. 数据分析法 
数据分析法，把采集到的数据应用到分析模式中，这里只是采用简单的数据处理。在应用数据分析

时，常常会运用到一些分析模型是分析结果更加科学规范。其中数据来源的权威性和准确性直接影响数

据分析的结果，以及在计算过程中的步骤要求准确无误，这样才能保证结果的客观实用性[6]。 

2.1.3. 比较分析法 
比较分析法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也可以从不同区域、同一区域的不同要素进行分

析，也可以对一个地区、同一要素不同时期进行分析。首先从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对比现状进行研究并

提出对策。其次对其内部各要素进行比较分析。分别对整体要素和部分要素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对工

业结构调整结果进行评价，使评价结果更加全面准确[7]。 

3. 讨论与分析 

3.1. 工业结构概述 

3.1.1. 工业的形成 
工业领域通常包括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对农副产品的加工和再加工、对采掘品的加工和再加工以及

对工业品的修理和翻新等部门[8]。工业生产经历了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三个阶段，当发

展到大机器工业阶段，工业才真正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物质生产部门。一般分工是

指整个国民经济的部门分工。一般分工将整个社会生产分为大的部门，如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

业、建筑业等国民经济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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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工业是燃料、动力和原材料的主要来源，是现代化劳动资料的唯一制造者，可以为人类提供生产资

料，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工业生产可以提供多样化的工业产品，满足消费者的不同消费需求，从而促进

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7]。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工业部门的联系效应最大，可以为其他部

门的发展起到强大的带动作用，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工业部门人均资本占有量很大、专业化程度较高，

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1.3. 工业结构的内涵 
工业部门结构是工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加工工业与采掘工业之间、

加工工业与原材料工业之间、能源工业与其他工业之间、工业内部各生产基本环节之间的联系和比例等。

工业产品结构是工业生产活动的产出形态，主要包括初级产品、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的构成；工业结构

的合理化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一般地说，合理的工业结构必须达到下述标准：1) 能保证国

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和社会再生产活动的顺利进行；2) 能充分利用国内外一切有利条件，有效地利用

人力、物力、财力和自然资源，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3) 能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4) 能适应人民群众对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9]。 

3.2. 曲靖市工业发展现状 

3.2.1. 工业结构的发展概况 
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工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能促进经济发展，也可能阻碍经济发展。

当工业结构不适应工业经济发展的要求时，就需要进行调整。借助市场手段或者采取行政干预，产业结

构的调整过程推动了工业结构的合理，推进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曲靖市工业经济经历了由徘徊发展、逐步加快到高速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十

一五”以来，曲靖工业经济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形成了以原煤采掘、电力、烟草、矿产、炼

焦、有色金属冶炼、黑色金属冶炼、化工、汽车、机械、建材、农副食品加工业、医药、等为主的，比

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至“十一五”期末全市工业增加值已达 468.68 亿，较“十五”期末增长 1.41 倍。工

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9.2%。工业快速增长的同时，工业结构性问题也日益突出，工业呈现出明显的重化

工倾向，能源、冶炼行业对全市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越来越大[10]。重工业在全市工业中的比重不断提高。

“十一五”期末，重工业增加值已占到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66%。曲靖工业产业结构的构成与曲

靖拥有丰富自然资源有关，但工业的发展过于依赖自然资源的开采，对全市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

不利。 

3.2.2. 改革开放以来曲靖市工业经济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曲靖市工业经济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徘徊发展阶段。时间跨度为 1979~1994 年，这是曲靖工业经济恢复发展阶段。1978 年改革开

放政策实施，降低了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遏制了投资增长的形式，加快了轻工业的发展，调整了轻、

重工业的比例，但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有些超越并没有按照比较优势来布局工业化的方向，但这个时

期的工业化确奠定了中国发展的重要工业基础。1979 年，工业总产值达到了 4681 亿元，比上一年增加

了 8.8%；1990 年为 5154 亿元，比 1979 年增加了 9.3%；到 1990 年，轻工业所占比重由 38%上升到 39.4%，

重工业所占比重由 38.1%上升到 39.6% [11]。 
第二、逐步加快阶段。时间跨度为 1995 年~2001 年，1995 年以后，伴随着产业结构升级，曲靖市的

工业发展进一步加快，工业经济总量逐步加大。在国家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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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需求结构的变动和技术进步的共同作用，工业投资不断扩大、乡镇工业的崛起，全市工业经济

增长速度逐步加快，规模不断扩展。2001 年工业增加值突破 100 亿元(达 108.85 亿元)。工业产业门类进

一步扩展，其中烟草产业以其特殊优势，成为全市经济“独占鳌头”的支柱产业。2001 年烟草制品业工

业增加值达 30 亿元。 
第三、高速发展阶段。时间跨度为 2002 年至今，这是曲靖提出实施“工业强市”发展战略，工业经

济步入高速发展阶段。2002 年曲靖市率先实施“工业强市”发展战略，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借助全

国经济自 2013 年进入新一轮高增长周期的机遇，发挥自身资源、交通条件优越的突出优势，通过资源整

合，向重点工业产业集中，全市迎来了工业经济大发展的新时期。2006 年全市工业增加值突破 200 亿元

(达 259.81 亿元)，2007 年突破 300 亿元(达 321.61 亿元)，2009 年突破 400 亿元(达 384.55 亿元)，2011 年

达 597 亿元。伴随工业的快速增长，全市经济结构明显转化[7]。三次产业结构由 2000 年的 24.0:44.6:31.4，
演变为 2011 年的为 18.6:53.5:27.9，工业占 GDP 的比重达 47.7%，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62.9%。工业经

济成为曲靖市经济发展的绝对主导力量，成为促进全市综合经济实力跃升的决定因素[12]。 
从表 1 和图 1 中可以看出曲靖工业从 1993~2012 年生产总值和工业产值都呈上升趋势，1998~2004

年生产总值增长率小于 10%，同期工业总值增长也放缓。2003~2012 年曲靖生产总值和工业产值实现高

速增长。从图 1 中可以看出工业产值和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具有趋同性。当工业产值增长率高时生产总值

增长率也高。从图 1 可以看出曲靖工业占 GDP 比重 1993~2003 年的总趋势是缓慢上升的，2003~2012 年

的增长是稳步上升的，在 2012 年曲靖工业占 GDP 比重超过 50%。 

3.3. 曲靖市工业结构分析 

3.3.1. 曲靖市工业产品产量分析(表 2) 
“十一五”时期，曲靖工业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发展道路，围绕资源优势，发展形成了具有曲靖特

色的优势产业[13]。能源产业、烟草、炼焦、化工、矿冶、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优势产业。 
传统的烟草产业走“大集团”发展之路，不断发展壮大。“十一五”时期年均增速达 16.6%。2011

年烟草制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 120.7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19.2 亿元，实现利税总额 122.54 亿元。 
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曲靖市大力发展了能源产业和煤化工产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和电力生产和

供应成为能源产业中的支柱产业。在“十一五”末，“十一五”初央企入滇，在曲靖先后建设了国电宣

威电厂、国投曲靖电厂，滇东能源等电力企业。截止 2011 年，曲靖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电力生产和

供应业企业达 22 户，拥有火力装机容量 664 万千瓦，水力装机容量 126 万千瓦。2011 年发电量 382.85
亿千瓦时，实现工业增加值达 62.7 亿元。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企业达 187 户，年生产能力达 5000 万吨。

2011 年生产原煤 4030 万吨，实现工业增加值 77 亿元。 
曲靖煤化工重点布局和建设在“十一五”期间取得长足发展，按照“大项目–产业链–企业集群–

产业基地”的思路。成为云南省重要的煤化工产业基地。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2005 年至

2010 年工业增长速度分别达 13.9%和 31.9%。 
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原料工业，矿冶产业发展迅猛。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业在 2011 年分别实现工业增加值 38.6 亿元，13.5 亿元。 

3.3.2. 曲靖市轻、重工业产量分析(表 3，表 4) 
由于受国家产业布局的影响，曲靖一直作为云南省能源及其他重要矿产资源开采和加工基地，加之

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期轻工业发展缓慢，曲靖工业逐步形成以重工业发展为主的结构。“十一五”

期间，曲靖市重工业在全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形成了重工业偏“重”，轻工业偏“轻”的

局面，工业经济整体结构表现出明显的重化工特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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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line chart of growth rate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industrial 
production 
图 1. 生产总值、工业产值的增速折线图 

 
Table 1. The statistics of indicators of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and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Qujing (1993-2012) 
表 1. 曲靖工业产值、生产总值各项指标统计表(1993 年~2012 年) 

年份 生产总值(万元) 生产总值增速(%) 工业产值(万元) 工业产值增速(%) 工业占 GDP 比重(%) 

1993 853,634 10.50  332,071 17.30  38.90% 

1994 1,106,727 14.00  455,467 24.10  41.15% 

1995 1,366,991 12.00  438,472 2.40  32.08% 

1996 1,662,954 15.00  566,087 21.10  34.04% 

1997 1,867,798 10.30  656,488 5.80  35.15% 

1998 1,891,428 7.30  667,324 9.00  35.28% 

1999 2,062,092 8.70  742,743 11.00  36.02% 

2000 2,326,127 8.60  922,297 10.20  39.65% 

2001 2,588,378 8.60  1,088,451 13.80  42.05% 

2002 2,757,238 9.80  1,158,423 12.40  42.01% 

2003 3,064,008 9.50  1,269,015 7.60  41.42% 

2004 3,727,074 12.30  1,555,925 12.60  41.75% 

2005 4,409,662 12.90  1,944,180 17.80  44.09% 

2006 5,368,252 15.50  2,598,148 24.30  48.40% 

2007 6,504,206 13.00  3,216,193 16.30  49.45% 

2008 7,875,678 12.40  3,845,512 12.40  48.83% 

2009 8,709,446 12.60  4,215,169 12.50  48.40% 

2010 10,055,965 13.00  4,966,662 13.60  49.39% 

2011 12,099,300 14.50  5,971,200 15.80  49.35% 

2012 14,001,700 14.60  7,079,200 16.70  50.56% 

数据来源于《1993-2012 年曲靖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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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Production of major industrial products in Qujing  
表 2. 曲靖市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主要工业产品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机制纸及纸板(吨) 20,925 19,824 36,159 48,620 57,888 69,328 

卷烟(箱) 1,035,801 1,037,170 1,036,580 935,101 9,623,384 970,113 

成品钢材(吨) 9925 31,673 20,335 42,985 96,011 82,085 

十种有色金属(吨) 163,785 312,522 174,848 397,008 596,407 582,481 

原煤(吨) 18,875,690 27,138,568 3572 3649 33,662,415 39,748,785 

发电量(万千万时) 1,346,862 1,814,703 2,074,633 2,853,653 2,981,485 2,925,773 

水泥(吨) 457,379 439,993 3,975,469 4,603,998 4,491,773 7,058,493 

化肥(吨) 2,633,300 2,928,200 622,399 611,573 605,013 579,904 

建筑业(万元) 31,197 35,926 365,806 488,592 477,645 690,703 

数据来源于《2003-2008 年曲靖统计年鉴》 
 
Table 3. Light and heavy industry production value and output index in Qujing 
表 3. 曲靖市轻、重工业产值及产值指数 

年份 轻工业(万元) 重工业(万元) 全部轻工业产值指数 全部重工业产值指数 

2003 951,128 1,925,268 98.33 122.96 

2004 872,930 2,057,945 108.30 122.70 

2005 1,142,093 3,538,282 123.60 124.20 

2006 1,406,472 4,910,358 113.60 128.00 

2007 1,660,332 6,210,831 115.90 115.30 

数据来源于《2003-2007 年曲靖统计年鉴》 
 
Table 4. The added value and growth rate of light and heavy industries in Qujing 
表 4. 曲靖市轻、重工业增加值及增速 

年份 轻工业增加值(亿元) 同比增长(%) 重工业增加值(亿元) 同比增长(%) 

2008 101 5.50 209.20 16.60 

2009 107 5.10 221.00 16.30 

2010 125.50 11.00 240.20 17.00 

2011 134.20 13.10 260.30 17.40 

数据来源于《2008-2011 年曲靖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得出 
 

2011 期末，曲靖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重工业占 65.98%，轻工业占 34.02%。与 2005 年末相比，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重工业所占比重提高了 6.03 个百分点，轻工业比重进一步下降。 
从表 3 可以看出，曲靖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整体上呈上升趋势。2003 年，曲靖轻工业

产值 951,128 万元；2004 年，曲靖轻工业产值为 872,930 万元；2004 年，其比重提高到 34.60%；2007
年曲靖轻工业产值为 1,660,332 万元，2008 年其比重提高到 36.05%；2010 其比重与 2008 年相同。这说

明曲靖工业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在云南省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提升。曲靖重工业比重整体上呈上

升趋势。1978 年重工业比重为 57.0%，1989、2004、2008 其比重分别为 49.3%、63.0%、74.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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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其比重为 70.6%，比 1978 年增加了 13.6 个百分点。进入新世纪以来，曲靖重工业比重增长幅度很大，

重工业化趋势进一步显现。 

3.4. 曲靖工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3.4.1. 工业基础落后，高新技术产业比重低 
工业企业的总体特点：一是企业规模小很多小企业用国家产业政策衡量基本都是“五小”企业。而

无论大、中、小企业，大都是大而全、小而全，专业化程度低，且产业趋同状况严重。二是高新技术产

业比重低。全市传统工业企业较多，科技含量低，设备落后，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落后，处于资源能源

高消耗、低附加值、粗加工的生产状态。轻工业依赖农产品原料明显，手工业中采掘工业和原料工业仍

占据优势。从产业结构看，烟草加工企业是左右全市工业经济的主要行业。这决定了改造传统产业步履

艰难。三是产品结构不合理。全市工业产品大部份属于原料性和初级产品。 

3.4.2. 增长方式粗放，环保问题严重 
曲靖工业经济增长不算慢，但是工业发展速度是典型的速度经济，主要是靠投资扩张推动，表现为

同一低技术水平上的重复扩张，整个投入产出较低。由于缺乏有效的脱硫技术，二氧化硫的排放量达 5
万吨，工业烟尘排放量达 9 万吨。全市境内现有的南盘江、北盘江、牛栏江三大流域，除牛栏江水质较

好，能达到Ⅱ类水质标准外，工业布局多的南盘江、北盘江七个断面中，有五个已超过Ⅴ类水质标准，

工业生产排放的固体废弃物也成为污染环境的重要方面，加之人口增加，环境卫生意识差等原因，使生

活垃圾也成为污染源。 

3.4.3. 竞争能力较弱 
曲靖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工业化总体水平偏低，大部分行业规模小，竞争能力较弱，具有全国意

义的优势行业较少。优势行业以资源支撑型为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较高。工业结构的重型特征明

显，除烟草制品业外的轻工业发展滞后。轻重工业总产值比为 27.94:72.06，除烟草制品业外的轻工业产

值仅占工业总产值 10.50%，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占较大比重，工业发展日益受到资源，环境

和生态的约束。 

3.5. 曲靖工业结构优化措施与对策 

3.5.1. 均衡发展轻重工业 
针对曲靖工业经济中重化工倾向，应在充分发挥重工业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轻工业的发展，

实现轻重工业协调发展。调整方向应从高耗能、重污染产品和工艺，向节能型产品和清洁环保型先进生

产工艺方向调整。重点发展食品、医药、纺织服装等轻工业传统优势行业，提高工业化整体水平，推动

经济持续增长和扩大就业。 

3.5.2. 发挥优势产业的主导作用 
针对曲靖工业经济中的优势产业，要继续做大、做强煤炭、化工、冶金、烟草等主导产业，做精做

细传统产业，最大限度发挥产业聚集效应。曲靖将以推进实施规模发展、集中发展、集约发展、配套发

展、循环发展、创新发展六大战略为重点，以加快建设十二大工业园区和标准厂房为平台，进一步巩固

提升能源、烟草及配套产业，发展壮大化工、冶金、轻工、建材、汽车及机械制造业，加快培育新材料

产业。进一步做好企业整合重组工作，实施品牌战略，着力开拓国际市场，确保烟草、有色产业在国内

的领先水平。发展重点品牌，做精做强做大一批市场潜力大、盈利能力强的优势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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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大力培育环保低碳产业 
针对曲靖工业经济中的环保低碳产业，要大力培育新材料、新能源、生物等新兴产业引导转型。低

碳科技楼，采用了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集热、热泵集热、雨水收集、中水处理利用等多项节能

减排技术，展示清洁生产、低碳生活的实际效果。产业基地的科技楼，强化资源战略意识，以合理化、

精细化、专业化为目标，大力发展深加工，优化有色、黑色金属工业的冶炼工艺和产品结构，全面提高

矿冶技术水平，提高节能与环保冶炼技术，强化资源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 

3.5.4. 加快园区企业发展 
曲靖开发区在引进云南驰宏锌锗、昆明冶研新材料多晶硅、一汽通用红塔等大企业的同时，也重点

引进一些低碳、清洁、环保、节能的科技含量高、成长性好，有示范、推广意义的中小企业，为开发区

的新型工业化、科学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工业园发展迎来了机遇，省市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

措施，尽快发挥管委会作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4. 结论 

曲靖工业经济的现状：工业对曲靖经济的支撑越来越强；工业对曲靖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曲靖市

工业经济的特点：工业主导地位加强，重工业化趋势明显；工业竞争力在西南地区相对较强；对外经济

开放水平提高；工业主导产业比较优势明显。曲靖工业经济的问题：科技投入不足，研发能力薄弱；总

体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规模效益不明显；资源消耗大、依赖性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低下；工业布局

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平衡。曲靖市的工业主导产业为烟草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黑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但是由于资料、知识水平

及时间限制，不能详尽的分析曲靖市发展生态旅游的相关问题，这是不足之处，同时上述诸多问题还需

进一步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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