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zg卷第 4期
zOOz年 7月

·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Ⅴo1.29,No。 4

July,2002

西部地区的产业转型障碍
兼论成都市的产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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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 :产 业转型调整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西部地区的产业调整存在两个方面障碍 ,即 产业要素缺 口障碍

和产业进入、退出障碍。成都市产业结构的转型障碍主要有劳动要素流动障碍、资本要素流动障碍和技术可进入

性障碍 ,因 此 ,应 采取发挥政府对产业转型的引导作用、建立健全市场信息化制度、启动人才工程计划、把衰退产业

的技术创新与新兴产业的开发相结合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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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产业转型 ,是指资源存量在产业间的再配置 ,也就是将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衰退产业向新兴

产业转移的过程。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 ,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的

西部地区,经历了上世纪 50年代和
“
三线

”
建设两次国家资本的

“
注人

”
。其中

“
一五

”
时期 ,国 家用于西部

地区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占全国的 16.9%,“ 三五
”
和

“
四五

”
时期则上升为 35.1%和 γ%,两次大转移虽

·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地区经济的不平衡性 ,但政府对基础产业和重点项目的投人对西部产业结构体系的

建立 ,仍然起了较大的作用。改革开放⒛ 多年来 ,西部地区原有产业在过去的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 ,一些新

兴产业不断产生 ,但与此同时 ,也 出现了如食品、纺织、化工、机械等传统产业的衰退 ,使这些行业发生了大面

积的亏损 ,产业转型问题日趋突出。由于产业转型涉及到资源的再配置和各产业单位利益的重新分配 ,必然

会遇到来自产业内部和外部的障碍 ,如产业要素缺口障碍、产业退出和进人机制障碍、结构性优化障碍等。
一 产业要素缺口障碍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 ,产业的构成要素也在发生变化。首先 ,需要对资源要素进行重新认识。过去对资
源的理解太狭窄和肤浅 ,很多现在看来是资源的东西在那时并没有被利用 ,如信息、知识。其次 ,新兴产业的
出现一方面扩大了资源的利用范围,增加了某些资源量 ;另 一方面一些传统资源 日渐枯竭 ,不再成为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以传统资源为基础的传统产业出现了产业要素缺口,而新兴产业所需要的信息、知识、

技术和人才在西部地区又十分贫乏 ,传统产业的发展、转型和新兴产业的进人遇到了产业要素的缺口障碍。
1.新兴产业对传统要素需求的弱化 ,使西部地区引人新兴产业增加了难度

在工业经济时代 ,按照传统产业的要素标准 ,西部地区资源的拥有量是相当丰富的 ,如仅西部 10个 民族
省区的土地面积就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58.5%,耕地面积占全国的 17.7%,林地占38%,草地占⒆。3%。 煤
炭的探明储量占全国的 39.3%,稀 土、钾盐、镁等矿产资源占全国 98%以 上 ,云母、盐矿探明储量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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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锡、石棉、砷矿储量占全国ω%以上 [1]。 西部地区旅游资源丰富 ,根据黄成林的分析 ,全 国综合类旅游

资源最丰富的 10个省、市、自治区中,西部地区有 4个 ,人文、自然旅游资源最丰富的 10个省区,西部地区分

别占2个和 3个 ,从总位序看 ,山 西旅游资源丰富程度居全国之冠 ,云 南、四川分列第 3位和第 10位 [2]。

在知识经济时代 ,由 于信息、知识、技术、人力资源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依托 ,传统资源虽仍很重要 ,但在

产业要素中的地位已大大下降 ,因 此 ,西部地区原来拥有的资源优势将被弱化 ,传 统产业的生命周期将会缩

短。而另一方面 ,新兴产业体系因信息、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源的短缺尚未完全建立 ,迫使衰退产业不能马上

退出,这就必然造成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困难。

西部地区传统资源优势被削弱 ,除 了体现在新老产业资源基础的差异上 ,还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⑴

传统产业对传统资源的利用率低 ,如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仅为⒛%、矿产资源利用率为钔%—50%、能源

利用率和化工原料利用率仅为 33%[3],新兴产业无论是对信息、知识或人才的利用 ,还是对传统资源的开

发深度和广度都比传统产业大 ,西部地区虽然传统资源丰富 ,但传统资源型产业多 ,能 有效转化为经济效益

的资源量并不大 ,从这个意义上讲 ,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并没有完全得到体现。⑵ 现代船舶技术的发展使

海上运输成本降低 ,我 国东部地区可以利用沿海区位优势低成本引人产业所必需的资源要素 ,这也缩小了

东、西部地区间的资源差异。⑶ 资金、技术、人才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可缺少的要素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

整 ,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 ,这样一来 ,西部地区传统的资源优势将被削弱 ,其结果是更加

增大了产业结构转型的难度。

2.区位环境劣势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首先 ,西部地区的自然地理特点决定了西部多数地区不具各发展工业地带或工业城市群的条件 ,更不适

宜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现代化经营。西部地区山高坡陡平原少 ,多数山地海拔在 3000米 以上 ,且 地势起伏

十分显著 ,如 喜马拉雅山东端的南迦巴瓦峰 ,海拔高达刀82米 ,在其南部雅鲁藏布江谷地内墨脱附近的海拔

却只有 700米 ,两地水平距离相差仅硐 千米 ,相对高差却达 7000米 [4]。 如此起伏的地势对农业机械的运

作 ,对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 ,对城市建筑物和工业群的布局都有较大影响。

其次 ,西部是全国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西北 3/5以 上的地区属大陆性或高原干旱、半干旱气候区 ,

降水少 ,且空间分布极不平衡 ,因 为荒漠扩张 ,水土流失严重 ,草地退化 ,土地盐渍化现象普遍 ;西南地区地势

起伏较大 ,喀斯特地貌分布广 ,石漠化问题日趋严重。在这种恶劣的环境条件下 ,西部地区传统的资源型产

业发展受到规模和环境保护成本的双重限制 ,使 同量的资本投放于西部较之于投放到自然条件好的东部地

区,其资本收益要少得多。而另一方面 ,西部地区处于偏僻的内陆 ,信息不如东部地区来得快 ,信息的拥有量

也相对较少 ,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新兴产业的进人门槛 ,这样一来 ,西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3.人才资源匮乏 ,人才出大于进构成了西部地区产业转型的关键性障碍

西部地区人才资源匮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⑴ 平均受教育年限低。西部地区成人文盲率达

⒛。63%,人 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 4。 仰 年(1999年 ),低于全国的 5.5年 (1990年 ),其 中 1990年 6岁 以上

人口中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长的北京达 7.7年 ,宁 夏、甘肃、青海、贵州、云南 4.1-4.8年 ,最低的是西藏只有

1.8年 [5]。 ⑵ 每万人中科技人员数量少。全国每万人中有工程师“2.39人、科学家鸫。⒆ 人 ,而西部只有

446。 臼人和彳。” 人 [3]。 ⑶ 西部地区人才出大于进 ,人才的流动迁移扩大了地区间的差异。⑷ 西部山区

由于交通不便 ,且学生居住分散 ,其师生比(教师与学生人数之比)大 于东部地区。教育成本增高 ,相 同教育

经费投人所培养的人才少于东部 ,更何况西部地区教育经费本身就少于东部。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 ,

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匮乏 ,一些高技术的新兴产业得不到应

有的人力资本投人 ,所 以,西部地区的新兴产业很难进入 ,或 者即使进人 ,其发展速度都不能与沿海地区相

比,久而久之 ,因人才匮乏导致的产业转型障碍就构成了西部产业调整的关键性壁垒。

二 产业退出和进入障碍

1.衰退产业的退出障碍

任何产业的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情况及获利能力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总是从诞生、成长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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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 ,最终走向衰亡。也就是说 ,任何产品都有其市场寿命期 ,在市场营销学上称为产品的生命周期。产品的

生命周期与产品定义的范围有直接关系 ,一般而言 ,产 品种类较产品形式和产品品牌的生命周期要长 ,有些

产品种类生命周期中的成熟期可能还会无限延伸 ,但不可能每种产品的生命周期都会无限延长 ,这就决定了

产业的市场寿命不能无限期延长。西部地区一些老的传统产业 ,产品早已进人衰退期 ,甚至有的出现全行业

亏损 ,但众多企业仍不能退出,这说明存在某种退出障碍。究其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有下述四个方面。一是

固定资产配置的不可逆性。西部地区以资源型和资本型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退出成本较大 ,企业一般不愿自

觉退出。二是西部地区由于劳动力素质偏低 ,劳动力资源存在行业间转移障碍。根据经济学原理 ,劳动力素

质越低 ,劳动力转移成本(包括失业机会成本、再就业的岗前培训成本等)就越高 ,转移就越不容易实现。三

是西部地区长期建立起来的国有经济体制使产业的退出存在体制障碍。我国的国有企业目标不如私营经济

单一 ,私有企业利润最大化是其主要的也是唯一的目标 ,而 国有企业由于受到经济体制等多方面的影响 ,它

的存在不以利润为唯一目的。多元化的企业目标使企业在产品处于衰退、甚至亏损状态下经营 ,缺乏自动退

出意愿 [6]。 四是意识障碍。西部地区处于改革的大后方 ,信息的渗透比东部地区来得慢 ,加 之长期受
“
高

就业、低工资、低效率
”
就业制度的影响 ,企业职工不愿接受再就业选择的挑战 ,这也阻碍了企业的退出。

2.新兴产业的进人障碍

根据东、西部地区的差异性 ,新兴产业进人西部地区主要存在地理区位、资源差别、经济技术、制度体制
和社会可进人性等障碍[7]。

(1)地理可进人性障碍

地理可进人性是指场所对外交往的地理方便程度 ,它主要取决于地理位置和距离 ,包括数理位置和相对

冖地理位置。西部地区地理位置相对较差 ,新兴产业进人难度系数大 ,其直接表现是企业对外交往不如东部方
便。

(2)资源差别障碍

新兴产业对资源的需求与传统产业有所不同,其主要差异表现在对信息资源 ,高技术人才资源 (特别是
人的智力、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资源)以 及对环境的配合协作等方面的需求强度大 ,而这恰恰是西部地区的
薄弱环节。首先是西部地区原有企业接受新信息量少而且慢 ,不利于产品结构的调整。其次是西部地区居
民对新信息的需求欲望不如东部强烈。根据

“
中国市场与媒体研究

”2001年 统计结果显示 ,经济发达地区居
民收人高 ,报纸的阅读率高 ,而西部居民收人水平低 ,报刊杂志的阅读率低 ,了解的新信息就少 ,不利于自身
能力的提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拔高了新兴产业进人西部地区的门槛。第三是原有高技术人才少 ,加 之
西部地区条件差 ,不具备留住和吸引人才的优势 ,使新兴产业缺乏智力储各与支撑 ,新兴产业很难得以发展
壮大。第四,环境的配合对新兴产业也很重要。西部地区无论从硬件设施还是软件建设 ,都与东部存在一定
差距 ,这也构成了新兴产业的进人障碍。

(3)经济可进人性障碍

经济可进人性是指场所的对外交往成本高低 ,主要取决于运费、通信费、技术获取费以及融资成本等。
一般而言 ,交通便利的地区对外交往成本低 ,反 之则高。西部地区由于地形复杂 ,相 同的基础设施投人所得
的经济绩效差 ,何况西部财政吃紧 ,纳人基础设施的投人本身就少于东部 ,久而久之 ,交通、通信、教育等诸多
方面欠了债 ,致使西部地区的经济可进人性差(表 1)。

表 1 西部部分省区储蓄、财政缺口和利用外资情况

省 区
储蓄缺 口 财政缺口 利用外资情况

广 西 -4.3 -3.6 78091

云南 40.8 42.9 -6.9 7529 13.2·

14



杨国良 西部地区的产业转型障碍

西 藏 58.2 -0.1 -9.4 100.0

青 海 47.0 32.4 -14.6 -12.6 1034 9.7

宁夏 48.6 33.2 -15.4 -10.4 4975

新 疆 57.4 39.9 -17.5 -7.3 28254 77.4 22.6

注 :资料来源见参考文献 [1]。 (1)区 内总投资 占 GDP百 分 比;(2)区 内总储蓄 占 GDP百 分 比 ;(3)储 蓄缺 口。(4)

财政收人 占 GDP百分比;(5)财政支出占 HDP百 分 比 ;(6)财政缺 口。 (7)实 际利用外资 (万 美元 );其 中 (8)对 外借款

(%);(9)外商直接投资 (%)。

(4)制度和社会可进人性障碍

由制度或体制因素决定的场所对外生产要素和商品交往的方便程度 ,称为制度可进人性。一个地区制

度越开放 ,其制度可进人性越高 ;反之 ,其制度可进人性就低。西部地区现有资本绝大部分是通过政府长期
“
注人

”
方式而非自身

“
造血

”
机制形成的,国 有体制的长期计划性和封闭性使外部的生产要素很难进人 ,一

旦政府的资本注人量减少 ,西部资本形成就难以为继。以成都市固定资产投资为例 ,国有经济投资比例虽在

不断减少 ,但 1999年仍占55.8%,集 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只占 10.8%和 8.7%,大大低于国有经济的投资。

国有资本比例过大 ,外来资本很难进入 ,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西部地区不仅在地理区位、经济和制度可进人性等方面存在地方性障碍 ,而且在人的观念、语言文化背

景、处理市场的能力等社会文化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就一个地区的社会可进人性而言 ,语言和人的观念起着

非常大的作用。广东与香港由于语言(方言)相通 ,香港企业在广东的投资很活跃 ;同样 ,北 京、上海、深圳等

大城市由于外语水平普遍较高 ,又位于沿海 ,经济的开放自由度大 ,外来新兴产业进入该地区就不容易受阻

[7]。 西部地区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大 ,商品经济不发达 ,可 以借鉴的现成经验少 ,构 成了外来经济 (主要是

新兴产业经济)的进人壁垒。

三 成都市产业结构调整障碍

成都作为西部的特大城市 ,产业结构经过了三次大的调整,1999年 一、二、三产业的产值比达到 10。 ⒋

狃。7:狃。9,基本趋于合理 ,但与发达国家和我国的发达地区相比,尚 存一定差距。为加快成都产业结构的

进一步调整 ,需要弄清产业转型存在的障碍。

1.劳动要素流动障碍

劳动力转移存在两种方式 ,一是直接转移 ,从衰退产业转移到新兴产业 ;二是间接转移 ,成熟产业的劳动

力首先转移到新兴产业 ,衰退产业的劳动力再转人成熟产业 ,以 弥补成熟产业因劳动力流失所造成的不是。

无论哪种方式 ,成都劳动要素的流动均突显出后滞性 ,其原因在于下述两个方面。

第一 ,失业人员文化素质偏低。高素质的劳动力就业面宽、流动性强 ,反 之则弱。成都市传统产业企业

数比例较大,1999年全部独立核算的国有企业和年销售收人在 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共 1293家 [8],

其中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占ω%以 上 ,这 些产业的职工受教育程度偏低。新兴产业对技术要求较

高 ,从衰退产业游离出来的人中95%未受过高等教育 ,近 ω%的人只有初中或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他们要转

人新兴产业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 ,劳动力市场不健全。成都市 1999年 有各种职业介绍机构 210个 ,其 中由劳动部门办的只有 54

个 ,非劳动部门办的 156个 。在劳动部门办的 54个职介机构中,仅有 1个是地市级的 ,县 区级 zO个 ,其余都

是乡镇街道办的,规模小 ,获取信息的方式或手段落后。在所有求职登记的人数中,介绍成功的占“。7%

[8],这说明成都市的劳动力市场虽然数目众多 ,但规模小、效率低下 ,有待进一步强化其作用 ,以 促进劳动

力要素的流动。

2.资本要素流动障碍

资本要素的流动分两种情况 ,一是区内行业间的流动 ,二是区际之间的流动。特别是后一种情况 ,对产

业结构的调整至关重要。成都市 1999年引进外商投资 19198万美元 ,占 当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7.8%,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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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资本的流人量小 ,资本流动并不十分畅通。从外商投资的领域看 ,制 造业引资 9678万美元 ,占 引资总额的
50.4%,城 市基础设施、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商贸餐饮业引资分别占外商总投资的 18.1%、 14.1%和 5.9%

[8],这些行业多半是非技术性劳动密集型产业 ,高科技新兴产业引人的资金并不多 ,其中关键原因是存在

资本要素的某种流动障碍。

3.技术可进人性障碍

技术可进人性表现为两方面 :一是技术的引进以及引进后的消化 ,二是本地区的技术创新。对于技术引

进 ,主要看本地区的经济可进人性 ,一般来说 ,-个地区经济可进人性强 ,对外交往的成本低 ,引 进技术的障

碍就小 ,进人后越容易消化 ;反之 ,技术的可进人性差 ,进人后就很难与本地区经济相融合。成都受区位和环

境条仵的限制 ,经济可进人性较差 ,技术引进十分困难 ,如 1999年 国家星火计划项 目落实资金 38”6万元 ,

靠技术引进的不足 5%。 而另一方面 ,成都市的技术创新也非常薄弱,1999年 获得专利发明的国家星火计划

项目只有 11项 ,火炬计划项目 10项 [8],低 于沿海东部城市。

四 促进成都市产业结构优化的措施

1.发挥政府对产业转型的引导作用

衰退产业的退出和新兴产业的进人虽然由市场在进行调节 ,但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首先 ,政府在

环境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政府通过环境建设和制度建设促进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 ,使新兴产业在本地
区有生长和发展的土壤。其次 ,政府可以运用财政、金融等杠杆间接调节衰退产业的退出和新兴产业的进
入。第三 ,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指产业供给结构和消费结构的适应性调整 ,政府不仅可以引导企业的生产供
给 ,改变产品的供给结构 ,同时也可以引导居民改变消费方式 ,使其尽可能与生产结构达到协调统一。第四 ,

政府的作用还表现在
“
洗脑

”
方面 ,企业的决策者对自己的产品所处的阶段要有清醒的认识 ,一旦认定其已

经走向衰亡 ,就要敢于当机立断 ,该舍则舍。有些企业领导出于种种考虑 ,延误了老产品退出和新产品进人
的时机 ,使企业产品逐渐丧失市场竞争能力 ,这纯系领导者观念陈旧所致 ,政府可以在这方面采取措施使企
业领导者不断接受新的信息 ,不断地对其进行

“
充电

”
和

“
洗脑

”
。

2.建立健全市场信息化制度 ,促进产业供给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协调统一

成都市要做好产业结构调整 ,前提条件是使市场信息 (包 括产品供给信息和消费需求信息)畅通。为
此 ,应在全市范围内建立和健全市场信息网络 ,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⑴ 建立信息交易制度 ,定期召开有企
业代表参加的信息交流会。⑵ 参加互联网,实现低成本扩大消费需求。互联网传递信息快捷、方便 ,成本低
而不受时空限制 ,传统产业利用它可以有效沟通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 ,实现低成本扩大消费需求。⑶
建立现代化的企业咨询服务中心 ,该 中心负责搜集有关产品、项目、人才、资本、技术、政策等信息。

3.启 动人才工程计划 ,建立人力资源开发、引进和储各系统

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与重新分配是产业结构转换、升级成功与否的关键 ,成 都市 1999年 有各类科技人
员们71"人 ,仅 占全市从业人员的 7。 ″%[8]。 人才匮乏 ,怎 么办?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启动人才
工程计划 ,具体措施包括 :第一 ,充分挖掘现有的人才资源 ,想方设法给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第二 ,关键
是留住人才 ;第三 ,引 进人才。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 ,成都乃至四川 ,人才流失现象非常严重。据前不久有关
方面的一个抽样调查资料显示 ,电 子科技大学 90%以 上的毕业生去了沿海工作 ,留 在四川的不到 10%,且这
10%的人中间绝大部分人几年后由于种种原因还是离开了四川 ,真正能坚守阵地的只有极少数人。另一方
面 ,甲川籍去外地读书的学子毕业后回四川工作的也不到 10%,本地的人才出去了,外地的留不住、引不来 ,

这不能不令人担忧。为此 ,成都市必须尽快启动人才工程计划 ,建立人力资源开发、引进和储备系统 ,为产业
结构的合理调整做好人力资源的转型准备。

4.哆 衰退产业的技术创新要与新兴产业的开发相结合进行

由于西部地区传统产业所占比重较大 ,新兴产业的进人又存在许多障碍 ,这就决定了西部地区的产业结
构转型不能只寄希望于等老产业完全退出后 ,由新兴产业的进人来改变其原来的模式 ,应该在开发、引进新
兴产业的同时 ,对部分衰退产业进行技术创新改造。

16



杨国良 西部地区的产业转型障碍

参考文献 :

[1]李含琳。西部民族地区大开发中的资源供给能力分析[J⒈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zO00,(2).

[2]黄成林。中国主要旅游资源的省际比较研究[J⒈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zO01,(1)。

[3]张泽慧。西部开发中的产业选择[J⒈ 社会科学研究,zO01,(2)。

[4]任美锷,包浩生.中 国自然区域及开发整治[M⒈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z。

[5]马林,王希来,安成谋。中国经济地理[M⒈ 北京:中 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

[6]陆 国庆。产业调整的壁垒及其克服途径[J⒈ 经济评论,zO01,(1)。

[7]李小建。经济地理学[M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8]成都市统计局。成都统计年鉴(2000)[M⒈ 北京:中 国统计出版社 ,zO01。

obstacIes to Industria1A耐 ustment in West China
———On Industrial A刂ustment in Chengdu City

YANG Guo-1iang
(Resources and Envkonment Institute,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Sichuan610068, China)

Abstract:IndustⅡ al a曲ustment is a focal point of economic structure a句 ustment,to which there ex-

i哎 two obstacles in the West China:an insu{fI∶ iciency of essential hdustrial factors and industrial entr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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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札记

《云笈七签》
“
养

”
、
“
迫

”
释义

王  敏  红

《云笈七签》卷六十九《金丹部 ·七返灵砂论 ·第四返妙砂篇》:“ 去泥 ,出 锅子,依前篇安瓶子中,入真汞四两 ,清水五合 ,

不得增减 ,养之二七日后 ,更 添汞四两 ,又火养经七日后 ,令 干,固 济之 ,以 武火迫之一日,而妙砂涌出,可有四两,即 收之。
”
又

《第五返灵砂篇》:“ 即以黄土为泥包裹之 ,可厚一寸 ,文火四面养之三七日,以 不通手为候。三七日后 ,渐 以武火迫烧一七日,

昼夜不令绝火。
”

按 :“ 养
”
指用微火持续烧 ,“ 迫

”
指用大火猛力烤。炼丹术是道教特有的界于神秘和科学之间的方术 ,在历史上曾产生过

很大的影响,留下了十分丰富的炼丹术语 ,有些尚未为我们所了解。考《金丹部》和《方药部》各篇 ,“ 养
”
均指用文火烧 ,且 持

续时间长 ,如《方药部 ·修金碧丹砂变金粟子方》
“
灰火中养四十九日

”
,盖 让药物充分反应 ;用 文火养之后

“
迫

”
则指用武火

烤 ,逼干药物中的水份提炼出丹砂 ,如《金丹部 ·七返灵砂论 ·第七返玄真绎缝砂篇》:“ 更添汞五两 ,还 以七 ,即 武火迫之一日
而成。

”“
迫

”
的时间相对较短,是炼丹的最后一步 ,“ 迫

”
后丹砂即成。有时

“
养

”
、
“
迫

”
连用 ,如 《金丹部 ·笫六返神砂篇》:“ 又

添汞三两 ,亦依前法文武火候养迫之。
”“

养
”
对

“
文火

”
而言 ,“ 迫

”
对

“
武火

”
而言。《汉语大字典》未收此二义 ,可 补。《汉语大

词典》在
“
迫

”
条下释为

“
谓烘烤

”
,则解释亦不周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