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结论和建议

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西部地区 GDP
增长呈现两阶段特点，1997—2001 年增长率不高，
波动较大；2001 年以后，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显现，
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2007 年 GDP 增长率高于

全国水平。 其次，伴随着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增强，而第一产

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逐步弱化。 再次，西部地

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效益及效率高于第一产

业。2007 年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偏离度与全国相比较

高，说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西部地区 GDP 与三次产业之间存在相互促进

的良性经济循环关系，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

整，要探索适合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的途径[5]。
要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 加快农业产业升级。

通过分析，第一产业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贡献仍

然很大，农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要利用地区优势，
发展特色农业， 同时要推进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发

挥农业的规模化经济效益。 农业结构调整也离不开

技术进步，要依靠技术创新，延伸农业产业链，全面

提高综合效益。 在工业反哺农业的背景下，政府不

能仅仅为农村提供生产要素，更重要的是要改善农

村的环境。
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处于

主导地位。 要实现经济发展，同时要解决经济增长

与资源、环境的矛盾，降低经济增长的成本。 要依靠

高新技术产业，依托自主创新，发挥支柱产业对经

济增长的作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

集聚，节能降耗，鼓励发展环保产业，促进工业可持

续发展。
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第三产业的优化升

级。 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极不均衡，第三产业内

部结构极不合理。 现代服务业是发展潜力最大的产

业，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关键环

节，是扩大社会就业的主渠道。 西部地区应重点加

快金融、保险、旅游、商贸、运输、科技、文化、教育、
卫生、信息咨询等行业发展，推动连锁商业、快速运

输、移动通讯等新的经营方式和业务的扩展。 总之,
西部地区在实现第三产业总量稳定增长和结构趋

于合理后，才能更好地吸纳就业、吸引投资，从而带

动西部地区整个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区域经济的协

调发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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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度我校获得 5 项重庆市科学技术奖

在 2008 年度重庆市科学技术奖评选活动中，我校共获得 5 项科学技术奖：王崇举、魏明、曾庆

均、吴华安、邓安斌、鄢清华、周立新、刘宏毅、朱永贵等完成的《中国西部小城镇环境基础设施行业

市场化政策研究报告》获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杜力、安培文、邹昌平、黄茂林、向成宣、黄勇刚、任亨

斌等完成的《机械自调结构理论与自调双输出无级变速器的实践研究》，许杰、唐亮贵、王崇举、李

志、郭阳旭、张文生、李小武等完成的《社会保障决策支持数据仓库系统研究及重庆地区应用示

范》，周兵、孙建、邹璇、冉启秀、张佩等完成的《资本流动风险对重庆引资能力的影响》3 个项目获

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刘建辉、殷菲、郑旭煦、郭莉霞、邓小红、陈刚等完成的《一种新的抗肿瘤药物增

敏剂的作用机制及应用研究》获技术发明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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