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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年的成效、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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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以西部大开发十年来的经济发展经验为参照系 ,从总体上评价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绩效 ,

从而更有效地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要理清政策投入要点 ,建立高效的政策体系 ;要引导重点地区发

展 ,培育区域经济增长极 ;也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推进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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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n years econom ic development after the imp lementation of western development should be used as reference strain to

overall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imp lementation of western development to more effectively p romote western development. Main

policy investment points should be rationalized to set up high effective policy system. The important zones should be guided to develop

to cultivate growth pole of regional economy. Industrial transfer from east China should be carried on to p romote rap id econom ic

development in 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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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大开发作为党和国家实施的一项关系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战略 ,从 1999年至今经过

10年的大力运作 ,业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

就 ,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建设成效显

著、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人们生活水平提高、重点地

区工业发展粗具规模等。与此同时 ,西部地区也存

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 ,西部大开发战略正

在进入第二个阶段 ,纵观国内外瞬息万变的发展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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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西部大开发面临着更多的机会和挑战 ,而西部

地区亟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总结经验、调整方向、深

化开发。因此 ,根据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西部办

编制的《西部大开发“十一五 ”规划 》,有必要对西

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第一阶段进行政策绩效分

析 ,找出十年来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从实际需要出发提出建设性对策建议 ,以利于西

部大开发战略进一步向纵深层次推进 ,本文对此

试作现实论证。

一、西部大开发十年经济发展取得的成效

自从党和国家 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

来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 ,整体竞争

力得到强化。必须肯定的是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

施改善了西部地区的整体面貌 ,也对今后继续推进

西部大开发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营造了良好的

发展环境。

1. 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性进展

党中央、国务院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初期 ,

选择了西部地区最薄弱、也是长期以来制约西部发

展的瓶颈 ———基础设施作为突破口 ,确定了在西部

大开发头十年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目标。十年来 ,国

家始终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 ,不断加强对交

通、通信、能源、水利等建设的投入力度 ,西部地区

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因此取得了显著进展 ,其中 ,交

通和邮电通信进展尤为迅速。

(1)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进展迅速。如图 1

所示 , 1995—1999年 ,西部地区的公路运输线路长

度变化趋势缓慢 , 5年的时间公路运输线路长度仅

增加 92 266公里 ,平均增加速度为 23 066. 5公里 /

年。而 2000—2005年 ,西部地区公路运输线路长度

开始明显增加 , 6年时间运输长度增加了 226 465公

里 ,平均增加速度为 45 293公里 /年 ,是上一个阶段

增加速度的 2倍。运输长度较 20世纪 90年代后期

相比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这是国家在西部大

开发初期大规模投资的成果。从 2005年开始 ,公路

运输线路长度开始大幅度增加 ,并上升到一个更高

的水平。2005—2007年 ,三年的时间公路线路长度

增加了 559 080公里 ,平均增加速度为 279 540公

里 /年 ,是 1995—1999 年度增加速度的 10 倍 ,是

2000—2005年度增加速度的 5倍。目前 ,西部地区

通车里程已经大幅提高 ,其中 2 /3左右都是西部大

开发以后建成的。内河航道货运量也由 2001年的

25 873. 3万吨增加到 2007年的 29 411万吨 ,其中

云南省从 2001年的 123万吨增加到 2007年的 262

万吨 ,增幅达 2倍多。虽然铁路建设不及公路建设

的速度 ,这与当地的地形有很大关系 ,但是可以看

出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以后 ,西部铁路建设仍然有很

大的进展 ,目前已经形成了数条走廊与轴线 ,为西

部经济发展提供了生命线。这些轴线 ,包括西安 —

兰州 —乌鲁木齐、绵阳 —成都 —重庆 —贵阳、柳

州 —南宁 —北海 —防城 —钦州、呼和浩特 —银川 —

兰州、贵阳 —昆明 —大理和重庆 —万州的大动脉 ,

基本构成了西部地区的运输通道 ,进一步沟通了区

域间的联系 ,形成了便捷的对外通道 ,为西部地区

的开发和吸引投资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对西部地区

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 1　西部地区公路、铁路运输线路长度 (公里 )

资料来源 :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各年度 )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33

李靖宇 ,王文凭 :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现实论证



　　 (2)邮电通信的覆盖率大大增加。得益于西部

大开发对邮电通信建设的投资 ,西部地区的各级中

心城市以及农村城镇 ,都建立了不同密度的邮电通

信网络 ,特别是在省会城市 ,邮电通信的便利程度

已和东部地区相差无几。在广大乡村 ,邮电局所网

点分布、广播电视覆盖率等也有很大的提高 ,过去

闭塞的状况已得到明显改变。如图 2所示 , 1995—

1998年西部地区的邮电业务总量增加速度较为缓

慢 , 4年间邮电业务总量仅增加 227. 58万元 ,年均

增加速度为 75. 86万元 /年 ;实施西部大开发之后 ,

西部地区邮电业务总量开始大幅度增加 , 2001—

2007年 , 邮电业务总量从 793. 52 万元增长为

3 977. 43万元 ,年平均增加速度为 530. 65万元 /年 ,

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之前的 7倍 ,邮电业务的发

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样 ,从图 3可以看出 , 1995—

1998年西部地区市内电话户数增长缓慢 ,从 2001

年开始增长趋势迅速上升。电话户数的大量增加

说明西部地区的通信建设进展较为迅速。邮电通

信的发展 ,已经使西部地区居民可以越来越方便地

参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 ,对西部地区的发展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2. 经济发展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

经济总量指标中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

其中 ,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总量规模

的最基本指标 ,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综合经济实力的

大小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 1 ]从十年来的经济总量指

标的变化来看 ,西部大开发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 ,

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1)西部地区 GDP增幅较大。西部大开发战略

实施以后 ,西部地区经济取得明显发展 ,直接表现

为 GDP数值的较快增长。如表 1所示 , 1995—1999

年 ,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从 10 481亿元增加到

15 651. 22亿元 ,增幅缓慢 ,年均增长率 10. 6%。实

施西部大开发之后的 1999—2003年 ,即西部大开发

之初的 4年里 ,西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从 1999年

的 15 651. 22亿元增长到 2004年的 28 603. 48亿

元 ,年均增长率 10. 9% ,增长速度稍微快于西部大

开发前的速度。从 2004年开始 ,西部地区生产总值

开始实现大幅度增加 ,从 2004年的 28 603. 48亿元

增长到 2008年的 58 257亿元 ,年均增长率 25. 9% ,

增幅明显加快。2008年 ,西部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58 257亿元 ,同比增长 12. 4% ,增速高于各地区加

总平均水平 0. 7个百分点 ,高于东部地区 1. 2个百

分点。因为 GDP的增长速度反映了地区经济总量

规模扩张的速度 ,所以根据西部地区 GDP增长速度

的变化 ,可以得出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规模扩张速

度是不同的 ,西部大开发实施之后经济总量扩张速

度要远高于西部大开发实施之前。

(2)西部地区人均 GDP增长较快。应当指出 ,

西部地区人均 GDP在 1995—2008年间持续增长 ,

其中 1999—2008年增长较快。如表 1所示 , 1999

年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7 802. 5元 ,西部地区

12省区的人均 GDP均低于全国水平 ,当年排名最

高的新疆比较接近这一水平 ,但是也相差 1 300多

元 ,其他省区相差更大 ,贵州的人均 GDP最低 ,仅为

2 475元 ,相当于全国水平的 31. 7%左右。到 2004

年 ,西部各省区人均 GDP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

当年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4 106元 ,不少西部

省区已经接近或超过这一水平 ,如内蒙古、新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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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等省区市 ,其他省市虽仍有较大差距 ,但差距已

明显缩小。到 2007年 ,西部地区虽然仍有较多省份

的人均 GDP还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但是 12个

省市区中除了贵州人均 GDP低于 10 000元之外 ,其

余 11个省市区都已达到了 10 000以上的水平。而

在 1999年 ,西部 12省市区人均 GDP全部都低于

10 000元。事实证明 ,西部地区经过 10年的发展 ,

经济增长已经呈现出积极的态势。

表 1　我国西部 12省区市人均 GDP和 GDP

地区
西部地区人均 GDP /元

1999 2004 2005 2006 2007

西部地区 GDP /亿元

1995 1999 2004 2007

内蒙古 5 350 12 767 16 331 20 053 25 393 857. 06 1 379. 31 3 041. 07 6 091. 1

广西 4 148 7 460 8 788 10 296 12 555 1 497. 56 1 971. 41 3 433. 50 5 955. 7

重庆 4 826 9 623 10 982 12 457 14 660 1 016. 25 1 491. 99 2 692. 81 4 122. 5

四川 4 452 7 895 9 060 10 546 12 893 2 443. 21 3 649. 12 6 379. 63 10 505. 0

贵州 2 475 4 317 5 052 5 787 6 915 636. 21 937. 50 1 677. 80 2 741. 9

云南 4 452 7 012 7 835 8 970 10 540 1 222. 15 1 899. 82 3 081. 91 4 741. 3

西藏 4 262 8 103 9 114 10 430 12 109 56. 11 105. 98 220. 34 342. 2

陕西 4 101 8 588 9 899 12 138 14 607 1 036. 85 1 592. 64 3 175. 58 5 465. 8

甘肃 3 668 6 467 7 477 8 757 10 346 557. 76 956. 32 1 688. 49 2 702. 4

青海 4 662 8 693 10 045 11 762 14 257 167. 80 239. 38 466. 10 783. 6

宁夏 4 473 9 198 10 239 11 847 14 649 175. 19 264. 58 537. 16 889. 2

新疆 6 470 11 337 13 108 15 000 16 999 814. 85 1163. 17 2209. 09 3 523. 2

西部地区 4 445 8 455 9 827 11 504 13 827 10 481. 00 15 651. 22 28 603. 48 47 864. 1

全国平均 7 802. 5 14 106 16 203 18 661 21 973 — — — —

　资料来源 : 2009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

3. 工业发展得到进一步加快

西部大开发实施以来 ,西部地区工业发展进程

得到进一步加快 ,表现为工业总产值的大幅度增

加。根据中经网提供的数据 , 1999年西部地区工业

总产值为 5 051. 18亿元 , 2007年这一数值增加到

18 804. 21亿元 ,增加额度达到 13 753. 03亿元 ,增

长了近 4倍 ,与 1999年相比 ,各省市区工业总产值

都有了大幅度增长。由图 4可以看到 ,工业总产值

增加最多的是四川省 , 1999年四川省的工业总产值

为 1 293. 53亿元 , 2007年达到 3 913. 92亿元 ,增加

了 3倍多。另外 ,内蒙古、陕西、新疆都有较大提高 ,

其中内蒙古的增加速度是最快的 ,平均每年增加

257. 15亿元。结合西部的实际情况来看 ,工业增加

幅度排名前 5位的是四川、内蒙古、陕西、广西、宁

夏。这 5个省区由于建国前就属于国家重点发展的

西部老工业基地 ,其工业发展有一定的基础 ,再加

上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对该地区老工业的改

造升级与新建 ,使得这些地区工业在原有的基础

上发展相对西部其他地区较快。纵观西部一些工

业基础较好的地区 ,可以看出在西部大开发战略

实施以来 ,原来工业基础好的地区在西部大开发

中都得到了继续加强 :一些综合性的老工业基地 ,

如西安、重庆、兰州等市域 ,基本都得到了升级改

造 ;一些资源性基地 ,如克拉玛依、六盘水、铜川、

白银、金昌等区域 ,基本都得到了国家扶持 ;还有

一些原材料加工基地 ,如六盘水、包头、酒泉等 ,也

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 ,近几年都给予了重点发展。

应当看到 ,西部地区还有一些省份的工业化进程

比较缓慢 ,如西藏、青海、宁夏。虽然这些省区工

业化的速度较慢 ,但是西部大开发还是在一定程

度上加强了它们的工业基础 ,如宁夏 1999年的工

业总产值为 80. 7亿元 ,到 2007年这一数额便增

加为 380. 22亿元 ,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将近 5

倍。因此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西部大开发战略

的有效实施 ,确实带动了西部工业经济的快速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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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99—2007年西部各省市区工业总产值增加值

　　　　　　资料来源 :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各年度 )相关数据计算

二、西部大开发十年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10年以后 ,需要对

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只有认清西部大开发

战略推进中现存的问题 ,才能更有力地对各项政策

提出改进意见 ,更充分地对西部发展模式及需要注

意事项提出对策建议。

1. 东西部区域经济差距仍然很大

西部大开发 10年间 , 12个省市区的经济发展

速度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并且连年超过全国平

均水平。然而 ,事实却表明 , 10年大规模的西部大

开发 ,虽然提高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 ,却没有

消除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这主要体现在东

西部地区 GDP占全国的比重差距以及 GDP增长速

度的差距上。

(1)东西部地区 GDP及比重差距。因为 GDP

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 ,所以对东西部

地区 GDP总量进行定量分析 ,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

两地在综合经济实力上的差距。如表 2所示 , 1999

年西部地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15 651. 22亿元 ,占

全国总额的 17. 45% ; 2003年 ,西部 12省市区实现

国民生产总值 23 696. 31 亿元 , 占全国总额的

17. 44% ,比重逐年减少 ;而同期东部 11省市实现国

民生产总值由 89 677. 1亿元上升到 135 822. 8亿

元 ,比重由 56. 68%上升到 61. 09% ,东部地区比重

逐年增加 ,表明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日益

上升 ,而西部地区则在日益下降。2003—2006年 ,

东西部地区 GDP差距继续扩大 ,表明东西部地区综

合经济实力差距继续拉大。2008年 ,虽然东西部差

距有小幅减小 ,但是仍然相差 38. 59个百分点 ,形势

依然很严峻。这种不平衡的增长格局 ,势必会导致

全国经济总量进一步向沿海发达地区集中 ,西部地

区所占比重将相对下降 ,东西部两大区域之间经济

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

表 2　我国东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所占份额

年份
西部 GDP

/亿元

东部 GDP

/亿元

全国 GDP

/亿元

西部占全国

的比重 /%

东部占全国

的比重 /%

东西部之间

比重差距

1999 15 651. 22 50 830. 28 89 677. 1 17. 45 56. 68 39. 23

2000 17 088. 57 57 411. 91 99 214. 6 17. 22 57. 86 40. 64

2001 18 728. 22 63 610. 30 109 655. 2 17. 07 58. 01 40. 94

2002 20 718. 38 71 176. 65 120 332. 7 17. 21 59. 15 41. 94

2003 23 696. 31 82 967. 41 135 822. 8 17. 44 61. 09 43. 65

2004 28 603. 48 99 494. 72 159 878. 3 17. 89 62. 23 44. 34

2005 33 585. 93 117 795. 40 183 217. 5 18. 33 64. 29 45. 96

2006 39 495. 78 137 542. 30 211 923. 5 18. 64 64. 90 46. 26

2007 47 864. 14 163 369. 90 257 306. 0 18. 60 63. 49 44. 89

2008 58 257. 00 174 265. 10 300 670. 0 19. 37 57. 96 38. 59

　资料来源 :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各年度 )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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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东西部地区 GDP增长速度差距。实施西部

大开发以后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在逐年加快 ,

但是 ,与此同时 ,东部地区的经济在以更高的速度

增长。从 GDP增长速度来看 , 1999—2006 年 ,以

1998年作为基数 ,西部地区 GDP增长指数分别是 :

5. 8%、15. 6%、26. 7%、40. 1%、60. 2%、93. 4%、

127%、167% ;而东部地区 GDP增长指数分别是 :

7. 8%、19. 2%、35. 1%、51. 1%、76. 2%、111. 3%、

150. 1%、192. 1% , 8年间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

GDP增长率都有很大的提高 ,但是西部与东部增长

率差距却由 1999年的 1. 9个百分点扩大到 3. 7个

百分点、8. 5个百分点、11. 0个百分点、15. 8个百分

点、17. 6个百分点、22. 9个百分点、25. 0个百分点。

这说明 , 8年来西部地区在加快发展 ,东部地区也在

加快发展 ,而且东部地区的发展要快于西部地区 ,

东西部差距呈逐年扩大的趋势。从图 5中可以看

出 , 1999—2006年 ,东西部地区的差距曲线呈现连

年持续上升的趋势。1999—2000年 ,东西部地区

GDP增长率差距并不十分巨大 ,但是随着全国经济

的发展 ,东西部差距开始拉大 ,西部大开发并没有

解决东西部差距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尽管在

2007年 ,东西部地区 GDP增长率差距由 2006年的

25. 0个百分点减少为 23. 3个百分点 ,但是 23. 3个

百分点的差距依然是东西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

鸿沟。

图 5　东西部地区 GDP增长率差距的变化

资料来源 : 2009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

2. 利用外资水平依旧较低

经验表明 ,招商引资水平是影响一个地区发展

的关键因素。当前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面临

着资本的瓶颈制约 ,尽管国家在西部大开发实施期

间对西部的投资逐年增加 ,国有投资成为西部投资

的主体 ,但是与国有投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西部

地区的非国有投资严重偏少 ,尤其是外商投资甚至

出现负增长 ,这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利。

(1)外商投资的总体规模较小。目前 ,西部地

区的外商投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规模小、数额

低。从表 3中可以看出 , 2004年西部地区外商投资

总额为 772亿美元 ,到 2005年这一数额仅增加 98

亿美元。相比较东部地区利用外资额度 ,西部地区

的增加额度非常小。其中西藏、青海的外商投资额

度都在 10亿美元以下 ,占全国的比重不足 0. 1%。

新疆、宁夏、甘肃、贵州等省份的外商投资规模也比

较偏小 ,占全国比重不足 0. 5%。更令人担忧的是 ,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优

惠政策来引导外资流入西部 ,但是西部地区的外商

投资规模并没有因此而大幅度增加 ,实际增加幅度

非常低 ,甚至出现了停滞不前的态势。2001年 ,西

部地区外商投资总额达到 771亿美元 ,占全国比重

5. 88%。2005年 ,西部地区外商投资总额虽然有着

小幅度的增加 ,但是占全国比重却进一步下降为

5. 85%。西部地区外商投资的前景不容乐观。

表 3　2004、2005年西部地区外商投资总额及占全国比重

地区
投资总额 /亿美元 占全国比重 /%

2004 2005 2004 2005

内蒙古 108 126 0. 82 0. 76

广西 127 147 0. 97 1. 00

重庆 72 80 0. 55 0. 55

四川 140 166 1. 07 1. 13

贵州 22 23 0. 17 0. 16

云南 79 84 0. 6 0. 57

陕西 125 137 0. 95 0. 94

甘肃 31 32 0. 24 0. 22

青海 10 7 0. 07 0. 05

宁夏 41 45 0. 31 0. 31

新疆 14 19 0. 11 0. 13

西藏 3 4 0. 02 0. 03

西部合计 772 870 5. 88 5. 85

资料来源 :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各年度 )相关数据整

理所得

(2)外资区域分布不平衡。从西部各省市的情

况来看 ,有一些省市外资投资额出现较快增长。根

据表 3提供的数据 ,增长额度较大的有四川、广西、

内蒙、陕西等省份 ,分别增加了 26亿、20亿、16亿和

12亿美元 ;但也有 50%左右的省份外商投资总额增

幅较小 ,如贵州、云南、甘肃、西藏等省份 ,外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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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额度非常小 ,西藏一年只增加了 1亿美元 ,而且

基础数额很小 ,外商资本利用率非常小。部分省份

甚至有所下降 ,如青海省投资额度从 2004年的 10

亿美元下降到 2005年的 7亿美元 ,本身外商资本额

度就较少 ,下降后就更少了。可见 ,外商投资的地

区分布很不均衡 , 2005年西部地区外商主要投资省

份集中在四川、广西、内蒙、陕西这 4省市 ,上述这 4

省市的外商投资总额约占西部地区的 66%以上 ;而

其他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数额较少 ,呈现出区域

分布的不平衡状态。

3. 工业化水平仍然偏低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西部地区的工业

化水平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但相对于全国来

说 ,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仍然很低 ,工业经济增

长速度缓慢 ,远远落后于全国工业化的平均水平 ,

更落后于东部沿海工业化水平 ,工业总产值在全国

所占比重严重偏低。

图 6　东部、西部、全国工业化水平分布差异

资料来源 :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各年度 )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1)与东部及全国工业化水平相比较。从图 6

中可以看出 , 1996—1999年 ,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水

平低于全国及东部的工业化水平 ,但是差距不是很

大。据中经网提供的数据 , 1998年 ,西部地区平均

工业总产值为 408. 4亿元 ,东部地区为 1 792. 22亿

元 ,全国平均工业总产值为 1 076. 071亿元 ,西部与

东部地区差距为 1 383. 82亿元 ,西部与全国的差距

为 667. 67亿元。2007年 ,西部地区平均工业总产

值为 1 567. 018亿元 ,东部地区为 6 957. 261亿元 ,全

国为 3 978. 684 亿元 , 西部与东部区域差距为

5 390. 24亿元 ,西部与全国的差距为 2 411. 67亿元 ,

东西部区域工业总产值差值是 1998年的 4倍 ,西部

与全国的工业总产值差值是 1998年的 3. 6倍 ,东西

地区差距大幅度扩大 ,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远远落

后于东部 ,也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从图 6中可

以看出 ,自 2003年以后 ,这种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

势 ,在东部地区工业化水平大踏步向前走的时候 ,

西部地区几乎是停滞不前。

(2)西部工业在全国地位仍然较低。从图 7东

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来看 , 1999年 ,

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为 14. 4% ,东部

地区比重为 60. 14% ,西部地区比重较低。而西部

大开发实施以来 , 1999—2003年 ,西部地区的工业

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却在逐年降低 ,从 1999年的

14. 4%下降到 2003年的 13. 28%。东部 11省市区

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 1999年的 60. 14%上

升到 2003年的 63. 11% ,东部地区所占比重是西部

地区的 4倍多。从 2003年开始 ,西部地区所占份额

虽然有所增加 ,但是增长速度缓慢 ,直到 2006年西

部地区的工业比重才回到原来 1999年的比重 , 8年

间西部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在全国的地位几乎是原地

图 7　东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

资料来源 :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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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2004年开始 ,东部地区的比重在小幅度下

降 ,西部地区的比重在小幅度升高 ,但是东部地区

比重即使下降 ,其在全国工业总量的地位仍然很

高 ,一直保持在 60%左右 ;而西部地区比重即使在

升高 ,却由于发展速度缓慢 ,仍然保持在 20%以下 ,

地位依然很低。相对于广阔的面积和占全国 1 /3的

人口来说 ,西部地区域工业总产值的地位实在不能

与之相匹配。

三、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对策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继续实施的规划中 ,调整西

部地区今后的重点发展方向 ,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

政府都应当高度重视的大问题。在党的“十七大 ”

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部署下 ,在深入

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 ,根据温家宝总理

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的西部地区发展重点 ,结

合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应当对影响西部

地区发展的关键性问题进行论证 ,并且提出西部大

开发未来区域经济推进的对策创意。

1. 理清政策投入重点 ,建立高效的政策

体系
应当指出 ,一些发达国家在对落后地区进行开

发时 ,往往在政策措施上予以配套实施。国内的成

功经验也告诉我们 ,建立高效的政策体系 ,对落后

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国家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

施中制定的政策 ,总体来说是成功的。然而 ,任何

事物都是随着外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 ,政策也不

例外。西部地区在发展 ,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也应

随之完善 ,与之适应。

(1)理清政策实施的重点。纵观国家实施西部

大开发的战略历程 ,政策投放大致可以分为互有重

叠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大约为 2000—2008年 ,

这一阶段是以政府投入为主的阶段 ,这个阶段的主

要任务 ,就是完善基础设施、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力

度、促进人才培养等 ;第二阶段大约为 2002—2010

年 ,这个阶段是以城市化、产业结构重组、沿周边对

外开放为主要任务 ;第三阶段则是以制度建设、资

源流动和产权市场化为主要任务。[ 2 ]目前 ,西部地

区的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建设已取得较大成效 ,虽

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但是应当看到目前及今后工

作的重点应有所调整。2009年处于西部大开发战

略实施的第二阶段 ,而且这个阶段即将结束 ,必须

清醒认识到第二阶段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因此 ,在

继续完善第一阶段任务的基础上 ,力争又好又快地

完成第二阶段的任务 ,应当是当前政策实施的重

点 ,也是西部的政策投放针对性倾斜的切入点。

(2)认清政策实施的关键。西部地区要实现经

济快速发展 ,必须把发展工业放在重要位置 ,而工

业的发展又建立在大量资本投入之上 ,西部地区当

前最缺的资源之一又是资本 ,所以资本的引入应当

是西部地区今后政策实施的关键点。资本按照来

源主要分为中央财政拨款、外资和其他同级区域资

本流入。中央财政拨款是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一

种方式 ,目前西部地区大量建设项目仍然需要中央

进一步加大财政转移力度 ,从根本上保证西部大开

发战略的有效推进。外资和国内同级区域资本也

统称为区外资本 ,因为资本的本性在于它的流动目

标是“利润 ”,所以它们总是流向能够带来最大利益

的地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及市场一体化的环境

下 ,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律 ,资本的流向必定会是经

济基础较好的地区 ,西部地区在吸引资本上存在着

明显劣势 ,依照目前的发展水平 ,西部地区还不具

备独立吸引大量资金的能力。如果政府不注重引

导资本流向 ,那么西部地区的发展很可能验证“马

太效应 ”中的“穷者越穷 ”现象 ,即吸引资本的量越

来越小。因此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 ,

应有针对性地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引导资金流入

西部地区 ,增强西部对资金的吸引力和聚集力。与

国内其他地区的优惠政策相比较 ,西部地区要想吸

引资金 ,就必须有别的地区没有的优惠政策。只有

这样 ,好的项目、大的资金才能被吸引过来。就像

当年国家扶持东部经济特区一样 ,要有“特殊 ”政

策。如果政策不够特殊、不够优惠 ,那么在西部环

境相对恶劣的条件下 ,实施的和东部相差无几的优

惠政策 ,就不能形成“政策洼地 ”,就不能把资金吸

引到西部地区。

(3)确保政策实施的效果。一般说来 ,好的政

策需要好的执行者 ,需要真正有效地落实。有鉴于

此 ,在中央政府制定一系列优惠的政策之后 ,地方

政府不仅需要深刻理解政策 ,灵活运用政策 ,真正

落实政策 ,而且还要制定与之相配套的高效的地方

政策。只有这样 ,中央的政策才能真正地在地方发

挥出效力。必须正视 ,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

扮演着中央政府不能替代的角色 ,因此西部地方政

府对于自身建设应当与时俱进 ,提高制定政策及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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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策的水平 ,转变政府职能 ,为企业发展提供高

质量服务。现代社会需要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管

理型转变 ,政府必须真正承担起市场经济中的服务

者和宏观管理者的角色。不可否认 ,西部大开发这

10年的成绩 ,在一定程度上应当归功于西部地区的

当地政府。与此同时 ,也应认识到 ,西部地区政府

仍然存在着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落后的现象。相

比东部高效的市场经济体系 ,西部地区经济体系则

相对落后很多 ,这是西部地方政府不可推卸的责

任。时至今日 ,西部地区某些地方政府在市场配置

中仍然起着阻碍市场资源自由流动的作用。为了

本区域利益 ,不顾整体利益 ,实行划区划块发展 ,看

不清长远利益 ,这是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

误区。这需要地方政府加快自身建设 ,优化管理方

式 ,提高落实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能力。

2.引导重点地区发展 培育区域经济增长极

由于西部地域非常广阔 ,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和

社会经济水平千差万别 ,因此在财力有限的条件

下 ,西部大开发绝非是对西部所有区域齐头并进、

平均使力 ,而应当是在不同时期 ,选择重点地区、重

点领域培育增长极 ,通过发挥增长极的聚集和扩散

效应 ,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3 ]根据国家“十一

五”规划纲要关于区域发展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

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功能定位要求 ,从西

部地区的的实际情况出发 ,西部地区应当重点加强

西陇海兰新经济带和长江上游经济带的建设 ,努力

形成经济增长极 ,利用其集聚和辐射作用 ,带动西

北、西南两大区域发展 ,从而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

整体推进。

(1)构建区域经济发展的合理格局。早在 2000

年《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

知 》中就指出 :“实施西部大开发 ,要依托亚欧大陆

桥、长江水道、西南出海通道等交通干线 ,发挥中心

城市作用 ,以线串点 ,以点带面 ,有步骤、有重点地

推进西部大开发。”[ 1 ]然而 ,直至目前 ,西部地区并

没有有效地落实国家制定的发展规划 ,至今还没有

形成具有相当经济实力和规模的经济带。当前 ,中

国三大经济增长极依次是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

洲、环渤海经济区 ,东北地区也力争成为中国第四

个经济增长极。从地理位置上看 ,这四大经济增长

极都处在中国沿海地区 ,区域经济发展重心依然偏

于沿海一边 ,致使大面积的西部地区面仍然面临着

严峻的形势 ,所以必须重视在西部地区培养新的区

域经济增长极 ,努力构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全国

格局。否则 ,东西部地区差距会进一步拉大 ,不仅

不利于西部大开发的继续推进 ,也将影响全国区域

经济的协调发展。

(2)促成西陇海兰新经济带。根据点轴开发理

论 ,所谓“点 ”就是指在一定区域的各级中心城市 ,

具有科技水平较高、基础设施优越等特点 ,相当于

“增长极 ”。所谓“轴 ”,实质上就是产业带 ,是资源

开发、产品和劳务生产流通的基地。以此理论为参

照系 ,再根据目前西陇海兰新经济带发展的现状可

以看出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历程 ,西陇海兰新经济

带已经暴露了许多问题 ,必须加以解决 :一是在兰

州、乌鲁木齐两个特大城市之间 2 000公里的广大

区域内 ,缺少“二传手 ”,即在区域经济中具有支撑

和带动作用的大城市和中型城市 ,也就是缺少作为

中心城市的“点 ”,这就导致了整个西陇海兰新经济

带上存在着“低谷 ”段 ,致使区域内城市间的经济交

流和合作比较薄弱 ,因此铁路也只是作为一个交通

运输通道在发挥作用 ,还没有起到连接“点 ”的产业

带的作用。[ 4 ]西陇海兰新经济带今后的重点应是发

展一批有经济实力的大中等城市 ,比如类似于西

宁、哈密之类的二级城市 ,使它们尽快发展起来 ,以

便作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发挥带动作用。二是必

须努力打造强有力的区域龙头。作为中国经济实

力最为雄厚的经济带 ———长江经济带 ,其发展离不

开上海这一龙头经济区。而反观西陇海兰新经济

带 ,可以看出经济带在以往的发展中并没有明确地

发展龙头 ,对龙头带动作用的认识也不够。西安地

处西部最重要的交通干线 ———陇海兰新线与西部

大开发第一阶梯的交汇点 ,可以看成西部大开发的

桥头堡 ,也是西陇海兰新经济带的桥头堡。经过考

察其城市综合竞争力、经济实力等方面 ,认定西安

可以作为西陇海兰新经济带的龙头加以重点发展 ,

力争建设成为西部区域经济中心、技术创新中心、

物流中心和金融中心 ,使之成为西陇海兰新经济带

的区域龙头 ,带动整个西北地区进入经济发展的快

车道。

(3)建设长江上游经济带。长江上游经济带东

起重庆的万州 ,沿长江到重庆市区后分为两支 :一

支沿长江到宜宾 ,另一只沿成渝线和宝成线向北至

成都和绵阳 ,而区域经济带的重点是成渝沿线。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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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这一轴线的主要城市是重庆市区、万州区、涪陵

区和四川的成都、绵阳、德阳等 ,其中重庆、成都发

挥着中心城市的枢纽作用 ,支撑着整个川渝区域经

济发展。因此 ,可以认定 ,长江上游经济带重点建

设的是成渝经济区。[ 5 ]成渝经济区是长江流域重要

的区域板块 ,在中国实施的沿海、沿江的“T”字形国

土开发战略中 ,可以与长江中下游特别是最发达的

长江三角洲遥相呼应 ,在中国东中西互动的区域发

展格局中发挥着重要的承接传递作用。[ 6 ]从发展现

状来看 ,在整个西部地区 ,成渝经济区是发展基础

最好、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 ,在西部大开发中能够

发挥出重要的支撑和带动作用。然而 ,由于行政体

制的原因 ,成渝两大都市之间竞争大于合作 ,彼此

的联系还不够强 ,而且两市无序竞争明显加剧 ,产

品进入对方市场的门槛很高 ,严重阻碍了经济区的

发展。成渝两大都市今后必须明确自己的发展定

位和职能分工 :一是要强化成渝两大都市之间的产

业联系 ,建立起联动的发展机制。在广大的西南地

区 ,这两个都市经济区都应建设成为西部开发的一

级经济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 ,使之成为长江上游成

渝经济带的两大经济“增长极 ”,成为西南区域经济

发展的“双引擎 ”,并且依靠成渝两大都市的产业、

技术、人才、金融、信息、市场等优势 ,对周围地区进

行辐射 ,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二是要从实际需

要出发 ,下工夫打造成渝经济增长轴。成渝地区是

西部地区人口与城镇最为密集的区域 ,也是西部地

区工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 ,所以应当加快整合成渝

地区 ,使成都、重庆两大增长极转化整合为一条巨

大的增长轴 ,使之具有两个单增长极所不具有的功

能。[ 4 ]三是要积极培育和壮大二级和三级中心城市

的规模和职能等级 ,构建以成渝两大都市为中心、

各级中心城市相互联系和合作的中国西部最大的

双核心城市群 ,形成西南地区的人口、产业、信息、

科技和文化的集聚中心 ,成为中国西部最有经济实

力和科技开发能力的战略支撑点。[ 5 ]

3. 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推进西部经济快

速发展
为了加快西部大开发的现实进程 ,国家在 2009

年制定了《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 》,进

一步扩大了中西部地区开放的领域和范围。从这

一文件中可以看出 ,国家希望通过在某些领域积极

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装备和现代化的经营管理的

方式 ,发挥中西部地区资源、产业、劳动力等优势 ,

促进中西部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 ,推动中西部地

区经济快速发展。据此 ,西部地区应采取实际行

动 ,积极落实国家政策。

(1)认清承接产业转移的必要性。产业转移是

指某些产业从一个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国家

或地区的过程 ,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在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大背景

下 ,积极主动地承接产业转移 ,已成为后发地区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助推

器。当前 ,中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阶

段 ,鉴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 ,一些相对优势下降的

传统产业与衰退产业需要向外转移。应当认定 ,承

接东部产业转移 ,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相当

大的促进作用 :一是产业转移往往伴随着先进技术

的转移。对于西部地区来说 ,承接产业转移相当于

直接吸收发达地区先进的产业、先进的经验、技术、

资本等 ,从而越过漫长的摸索阶段 ,发挥后发优势 ,

迅速建立起现阶段自身没有能力发展的产业 ,加速

本地区工业化进程 ;二是产业转移的过程必将涉及

大量的土地、设备、生产原料的购买等 ,这将大大刺

激西部地区的投资需求 ,拉动西部地区 GDP的增

长 ;三是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 ,有助于解决西部

地区劳动力就业问题。据调查 ,东部地区转移的产

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如纺织、服装等 ,此类产业

吸收劳动力的强度很大 ,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

西部劳动力就业问题。[ 2 ]

(2)跟上承接产业转移的进程。当前 ,东西部

之间产业转移现状并不理想 ,东部地区的产业并没

有出现向西部地区大规模转移的态势 ,使得西部地

区并没有获得预想的收益。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 ,既有外部因素 ,也有内部因素 ,但最重

要的一个因素是西部地区自身的问题。东部地区

的产业需要转移 ,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而西部地

区没有相应的能力来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 ,这是问

题的根源。首先 ,西部地区现有的产业基础难以承

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东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 ,

必须考虑与其相关联的上下游产业的市场分布。

而西部大多数地区不具备这种产业基础 ,致使东部

地区的产业在西部地区无法落地。因为西部地区

现有的产业多是国家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国有企

业构成 ,产业发展的基础很难适应东部产业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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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企业在这种落后地区重新选择关联产业将付出

更大的额外成本 ,因此东部的很多企业不愿意选择

西部作为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其次 ,在西部进行生

产 ,企业将面临更多的额外成本。在东部地区 ,市

场经济体系比较健全 ,企业间的竞争趋向平等 ,交

易成本较低。而在西部地区 ,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健

全 ,政府相对较多地卷入到微观经济活动中去 ,因

此企业可能更多地考虑非市场的因素 ,比如企业与

当地政府及管理部门的关系 ,这无疑增加了企业的

交易成本。相比较而言 ,东部相对落后地区的生产

成本还是比较低 ,出口优势更突出 ,企业在这里还

可以获得相对高的利润 ,就不会太积极地选择西部

地区作为产业转移的目的地。[ 7 ]面对现实 ,西部地

区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自身在承接产业转移中的劣

势 ,必须努力克服自身的发展缺陷 ,采取相应措施 ,

把劣势降到最小 ,甚至转化为优势 ,以便有足够的

能力承接东部大规模的产业转移。

(3)承接产业转移的对策建议。首先 ,西部地

区应利用自身具备的相对优势。西部地区虽然不

具备吸引东部产业转移的绝对优势 ,但是西部地区

的直接生产成本还是明显低于东部 ,这是西部地区

具备的相对优势所在。因此 ,西部地区应当充分利

用现有的产业基础 ,如兰州、西安、成都、重庆等较

发达地区 ,深入分析其产业特点 ,在此基础之上构

建能够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产业基础 ,即利用相对

优势吸引东部产业转移。其次 ,西部地区应改善落

后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包括市场经济制度的发

育状况、政府的职能及办事效率、政府管制手段和

方法等。从理论上说 ,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 ,对

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地区的经济增

长、投资吸引力 ,实质是制度起着决定性作用 ,如果

不能提供更好的制度 ,转移企业的交易费用将会增

加 ,费用的增加会抵消生产成本的降低 ,进而会减

弱对转移企业的吸引力。西部地区应认识到这方

面的不足 ,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制度 ,健全市场体系 ,

转变政府职能 ,提高政府办事效率 ,消除不合理的

行政干预和市场壁垒 ,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

通过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来优化经济发展的外部

环境 ,提高东部企业在西部进行投资生产的期望

值。展望未来 ,当东部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到来之

时 ,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就可以体现出来 ,西部大

开发的现实进程就会进一步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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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劳里埃大学社会工作学院院长 Lesley Cooper教授访问我校
2009年 4月 27日 ,加拿大劳里埃大学社会工作学院院长 Lesley Cooper教授一行三人来我校

访问 ,与我校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周昌祥副院长、邓蓉副教授及余建华博士等就专业合作等方面

的内容进行了友好交流。我校社工专业开展的各种项目 ,特别是社工专业师生参与四川地震灾后

的社会工作服务 ,引起了 Cooper教授的极大兴趣。双方在互派访问学者、师资培训和国际学生交

流项目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商谈 ,并达成了良好的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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