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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部资源型城市的城市人口和经济规模小、城市投资和积累少、城市基础设施欠账多、环境投

资少且污染严重 ,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全国城市平均水平 ;西部资源型城市虽然在人均产值方面高于全国

城市平均水平 ,但由于其经济结构单一 ,加上生产技术水平落后、高科技人才匮乏 ,其科技生产力效率落后

于其他城市。西部资源型城市应优化产业结构 ,提高主体资源利用效率 ,改善城市软硬环境 ,增加对人力资

本和研究与开发的投资 ,并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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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 estern resources2based cities have small urban population and econom ic scale, have small urban investment and

accumulation, have many debts i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have small environment investment and serious pollution, and their

econom ic development level lags behind national average level. A lthough per cap ita output of western resources2based cities is higher

than national urban average level, their economy has single structure, p roduction technology is backward, high2tech talents are short,

p roductivity efficienc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gs behind other cities. W estern resources2based cities should op tim ize industrial

structure, raise resources utilization efficiency, imp rove urban soft and hard environment, increase investment in human resources and

R&D and consolidat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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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丰富 ,在主要矿产资源中 ,

天然气占全国储量的 71. 2% ,煤炭占 38. 5% ,镍占

89. 4% ,铬占 80. 4% ,锰占 69. 3% ,铜占 52. 3% ,磷

占 53. 4%。[ 1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一大批资源型城市

伴随着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在西部地区相继兴起 ,这

些城市为国民经济、区域发展乃至国家安全做出了

重大贡献。然而 ,一些资源型城市因受资源的枯竭

或资源性产品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而出现了

诸如生态环境恶化、矿竭城衰、下岗工人剧增、经济

萎缩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一、西部资源型城市的发展现状
根据资源分布状况及建国初期的战略需要 , 在

西部形成了大量的资源型城市 ,如攀枝花、个旧、铜

川、白银、玉门、金昌、克拉玛依等。鉴于不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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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资源型城市的标准不一 ,资源型城市的数量也

相差悬殊。本文以 2002年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课题组《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界定与分类 》[ 2 ]研究

成果为依据 ,我国西部有资源型城市 31座 ,其中地

级 11座、县级 20座。由于缺乏相关县级资源型城

市的资料 ,本文以乌海、赤峰、攀枝花、广元、达州、

六盘水、铜川、白银、金昌、石嘴山、克拉玛依 11座地

级城市为研究对象。

1. 城市发展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

城市发展的实质是城市各个维度彼此牵制而

又相互作用的一种合力过程。[ 3 ]为了能够综合反映

资源型城市的发展状况 ,根据指标选取的相关原

则 ,并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 [ 426 ]选取了代表城市综

合发展水平的 5个系统 30个指标 :

人口系统指标 5个 :总人口、非农业人口、人口

增长率、从业人口数、失业人口数 ;

经济系统指标 10个 : GDP、GDP增长率、地方财

政预算内收入、平均工资、固定资产总值、利润总

额、固定资产净值、工业总产值、外商直接投资、社

会商品零售总额 ;

社会系统指标 5个 :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客运

总量、货运总量、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医院卫生院床

位数 ;

基础设施系统指标 6个 :供水总量、用电总量、

道路铺装面积、建成区面积、互联网用户数、邮政业

务总量 ;

环境系统指标 4个 :绿地面积、工业废水排放达

标量、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本年完成投资、工业固体

废物综合利用率。

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8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 》,所有指标均为不包括市辖县的市区数据。

本文采用 SPSS16. 0 统计软件 ,对数据进行

KMO检验 , KMO检验值为 0. 949,表明指标之间有

较多的共同因素 ,适合因子分析。[ 7 ]对数据缺失值

用均值替代 ,采用特征值大于 1提取主因子 ,用方差

最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实施正交旋转 ,进行因子分

析 ,可以得到因子 F1、F2、F3、F4 的得分系数矩阵

(略 )。

2. 西部资源型城市发展状况分析

由以上因子分析 ,将标准化后的原始数据代入

各因子得分函数 ,可计算出各个城市在四个因子的

得分。然后 ,按照 F = 0. 607 61 ×F1 + 0. 12 451 ×

F2 + 0. 041 12 ×F3 + 0. 038 58 ×F4 ,可计算出各个

资源型城市发展状况的综合得分及排名 (见表 1)。

表 1　西部资源型城市发展状况综合得分及排名

城市 F1 F2 F3 F4 F
地级资源型

城市排名

西部地级

资源型城市排名

乌海 - 0. 133 3 - 0. 7119 0. 380 5 0. 836 0 - 0. 121 76 22 5

赤峰 - 0. 084 5 - 0. 930 5 1. 239 2 1. 361 2 - 0. 063 75 10 2

攀枝花 - 0. 068 9 - 0. 889 2 1. 034 7 0. 792 7 - 0. 079 42 12 3

广元 - 0. 310 4 - 0. 333 0 0. 265 0 - 0. 720 1 - 0. 246 97 46 10

达州 - 0. 370 2 0. 046 8 - 1. 041 2 - 0. 483 0 - 0. 280 57 47 11

六盘水 - 0. 458 7 0. 042 8 0. 726 2 0. 630 3 - 0. 219 18 40 9

铜川 - 0. 169 0 - 1. 047 7 0. 753 0 0. 195 3 - 0. 194 66 33 8

金昌 - 0. 116 9 - 1. 029 3 0. 579 0 1. 986 3 - 0. 098 77 15 4

白银 - 0. 084 9 - 1. 010 0 0. 123 4 0. 011 3 - 0. 171 84 30 7

石嘴山 - 0. 152 5 - 0. 688 9 0. 396 5 0. 363 4 - 0. 148 12 26 6

克拉玛依 0. 073 2 - 0. 629 3 - 0. 435 4 0. 369 7 - 0. 037 51 9 1

　　资源型城市的平均发展水平落后于全国城市

平均水平 , 而西部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平均水平

( - 0. 151 14)又落后于资源型城市的平均发展水平

( - 0. 104 19 )。由表 1可知 ,西部资源型城市的克

拉玛依、赤峰、攀枝花、金昌的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地

级资源型城市发展平均水平。克拉玛依发展最好 ,

第一因子得分 F1 在西部资源型城市中最高 ,综合得

分为 - 0. 037 51,在全国地级资源型城市中排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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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赤峰排名次之 ,第三因子得分 F3 最高 ,综合得分

为 - 0. 063 75。六盘水、广元、达州在全国地级资源

型城市中排名靠后 ,其中 ,六盘水第一因子得分 F1

最低 ,综合得分为 - 0. 219 18,在全国地级资源型城

市中排名 40;而广元、达州在全国 47座地级资源型

城市中排名最后 , 综合得分分别为 - 0. 246 97和

- 0. 280 57,排名分别为 46和 47位。

从资源类型来看 ,石油类资源型城市发展快 ,

冶金类发展次之 ,煤炭类发展较缓慢。这也与汤建

影 [ 8 ]的研究成果一致。

西部资源型城市落后于全国城市发展水平 ,主

要是第一主因子 F1 得分少 ,表现为 :城市人口、经济

规模小 ;城市投资少 ,资金积累少 ;城市基础设施欠

账多 ;环境投资少 ,污染严重。

二、西部资源型城市效率分析

杭州大学人口地理学家王嗣均教授在研究我

国城市化过程中提出了衡量一个城市整体效率的 6

项经济指标 ,
[ 9 ]他指出所谓城市效率可以理解为城

市单位投入 (人力、物力、财力 ) 在单位时间内创造

或增值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价值量 ,或者也可

以从减小损耗的角度去表达 ,即城市效率是城市创

造或增值单位价值量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所耗

用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考虑到城市是第二、

三产业的主要载体以及城市效率的内涵 ,王教授提

出了以下 6项经济指标 :

Y1 为市区第二、三产业产值与市区总人口和非

农业人口的平均值之比 ;

Y2 为市区第二、三产业产值与建成区面积

之比 ;

Y3 为市区第二、三产业产值与市区自然科学技

术人员之比 ;

Y4 为市区工业百元资金提供的利税 ;

Y5 为市区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耗电量 ;

Y6 为市区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耗水量。

其中 ,前 4项是正向指标 ,数值越大效率越高 ;

后 2项是逆向指标 ,数值越小效率越高。

设指标值矩阵为 Yij ( i = 1, 2, ⋯, 11; j = 1, 2,

⋯, 6) ,我们假定每项指标数值最高的 ( Yjmax )市为

100,最低的 ( Yjm in ) 市为 50,介于其间的指标值按间

隔比例打分 ,各项指标的系数 W ,根据其反映城市

效率的程度而判断确定 , W 1 = 0. 5, W 2 ～W 6 = 0. 1。

则每个城市前 4项指标值的得分为 :

U ij =
Yij - Yjm in

( Yjmax - Yjm in )

50

+ 50 ×W j

　　式中 i = 1, 2, ⋯, 11; j = 1, 2, 3, 4。

后 2项指标值的得分为 :

U ij = 10 -
Yij - Yjm in

( Yjmax - Yjm in )

50

×W j

　　式中 i = 1, 2, ⋯, 11; j = 5, 6。

这样对 6个指标值得分求和便可以得到每个城

市经济效率的得分。本文采用 2008年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数据资料 ,计算出我国西部 11座资源型城市

效率得分 (见表 2)。

表 2　西部 11座资源型城市效率得分

城市 U1 U2 U3 U4 U5 U6 U 排名

乌海 29. 53 5. 78 6. 63 7. 45 10. 00 10. 00 69. 39 3

赤峰 26. 98 5. 94 5. 24 7. 29 5. 75 6. 71 57. 91 11

攀枝花 30. 01 7. 03 6. 37 6. 17 8. 67 9. 29 67. 54 4

广元 25. 00 5. 08 5. 02 5. 00 9. 42 9. 32 58. 85 10

达州 26. 09 6. 11 5. 00 7. 74 9. 17 8. 39 62. 51 8

六盘水 27. 54 5. 00 6. 21 6. 76 8. 72 9. 13 63. 35 7

铜川 25. 51 5. 75 5. 45 5. 68 7. 58 9. 87 59. 84 9

金昌 38. 85 7. 49 10. 00 6. 91 8. 33 8. 91 80. 48 2

白银 28. 37 5. 79 5. 87 5. 93 9. 79 9. 81 65. 56 5

石嘴山 27. 99 5. 17 6. 77 5. 53 9. 71 9. 97 65. 13 6

克拉玛依 50. 00 10. 00 7. 08 10. 00 5. 00 5. 00 87. 08 1

72

高天明 ,刘粤湘 ,徐姗姗 :西部资源型城市发展状况及效率分析



　　在 6个分类指标中 ,人口产值、建成区产值、百

元产值利税指标克拉玛依最高 ,并显著地高于其他

城市 ,主要原因是近年来的高油价显著地提高了石

油类城市的产值。科技人员产值指标金昌最高 ,说

明金昌在人才引进和转换为生产力方面效果显著。

在万元产值消耗水电 (逆指标 )方面 ,克拉玛依效率

最高 ,而乌海效率最低。表 2可知 ,在西部资源型城

市中 ,克拉玛依的城市效率最高 ,金昌和乌海次之 ,

而广元和赤峰城市效率最低。由于资源类别的不

同 ,西部各资源型城市 ,在节约土地、提高水电利用

效率方面应以克拉玛依为借鉴 ;在引进人才和提高

科技产业化方面 ,应从金昌吸取经验。

与其他城市比较 (见表 3) ,西部资源型城市在

人均产值方面高于全国城市平均水平和资源型城

市平均水平。这说明西部地区是我国资源丰富地

区 ,也说明这类城市主要依赖矿业的发展 ,产业结

构单一。城市的发展速度与矿业市场的兴衰紧密

相关 ,城市发展单一化。区域产值高于全国城市水

平和资源型城市水平 ,这与西部资源型城市的地理

区位紧密相关 ,这些城市大部分都是在穷乡僻壤或

荒漠戈壁上建设起来的 ,城市空间狭小。在科技生

产力效率方面 ,西部资源型城市也落后于其他城

市 ,这类城市的区位、城市环境和吸引力等方面都

不具有吸引科技人才的优势。从水电效率 (逆指

标 )的高得分值反映出西部资源型城市生产力水平

落后。

表 3　西部资源型城市、资源型城市、全国城市效率比较

U1 U2 U3 U4 U5 U6

全国城市平均 27. 94 5. 44 5. 57 5. 85 8. 99 9. 31

资源型城市平均 28. 21 5. 41 5. 48 6. 15 9. 15 9. 56

西部资源城市平均 28. 42 5. 36 5. 41 6. 10 9. 27 9. 68

三、西部资源型城市在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

1. 从西部资源型城市发展状况看

(1)城市规模小 ,辐射能力不强。产业发展和

人口规模集聚的效应与城市规模是正相关的 ,城市

达不到一定的规模 ,其产业竞争力、经济总量优势、

经济吸引和辐射能力以及主导产业的带动力都难

以体现出来。西部资源型城市人口、经济规模都显

著小于其他城市 ,难以发挥其辐射能力。

(2)城市基础差 ,布局不合理。资源型城市受

资源空间分布分散和边远的影响 ,城市建设未能很

好地布局和系统规划 ,
[ 10 ]西部资源型城市布局“点

多、线长、面广 ”,城市建设摊子大 ,造成基础投入成

本大 ;再则 ,城市多数是因矿而立 ,历史短 ,在过去

国家制定的矿产品价格体系严重扭曲的情况下 ,资

源和资金大量流失 ,导致资源型城市的财力薄弱 ,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严重不足。基础设施严重滞后

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水

准低 ,造成交通不便 ,信息不畅 ,投资环境差 ,直接

影响到城市功能的发挥。

(3)生态环境状况不断恶化 ,环境治理难度大。

采矿占用和破坏大量耕地和建设用地 ,且土地复垦

率低 ;采矿形成的采空区 ,诱发大量的地质灾害 ,严

重危及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采矿产生的大量废

气、废水、废渣不能及时得到处理 ,产生大面积酸

雨 ,严重污染大气和水环境 ,破坏水均衡系统 ,导致

地下水位下降 ,造成区域性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

的破坏 ,修复难度大。

2. 从西部资源型城市发展效率看

(1)产业结构畸形 ,经济结构单一。西部资源

型城市普遍都是“重工业与轻工业比例悬殊、大工

业小农业 ”的畸形产业结构。资源型城市在计划经

济时代追求资源产品生产数量的扩张 ,导致资源型

城市主导产业单一 ,城市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资源

的开采及粗加工。这种以资源开采为主 ,单一、初

级的城市经济结构对资源具有高度依赖性 ,经济发

展抗干扰能力较弱 ,对区域可持续发展不利。

(2)生产技术水平落后。长期以来 ,西部资源

型城市发展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路子 ,

高附加值的产品很少。同时 ,扭曲的矿产品价格体

系 ,使得资源型城市资金大量外流 ,城市本身积累

少 ,使得技术更新落后 ,生产力发展缓慢。

(3)高科技人才匮乏。除科技人员、管理人员

和部分技术工人从外部迁入以外 ,大多数劳动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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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周边农村 ,文化素质较低 ,技能单一。西部资源

型城市的教育基础薄弱 ,难以自主培养大批高层次

的人才 ;再加之城市功能不完善 ,又地处偏远地域 ,

不仅难以吸引外部人才流入本地 , 而且出现了本地

人才外流的现象。

3. 促进西部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对策

(1)改善西部资源型城市软硬环境。西部资源

型城市在发展过程中 ,要注重城市功能的构建 ,进

行城市合理的规划布局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进一

步加大基础设施、公共建设投入 ,改善这些城市的

旧形象。同时加强软环境 ,如法律、体制、政策、市

场机制、文化、教育、政府服务和行为约束、办事效

率等方面的建设 ,并创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 ,提高

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2)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资源型城市产业结

构的优化应从两个方面进行 :一是以延长产业链为

主线 ,发挥资源优势 ,壮大经济实力。资源型城市

以矿产品深加工来实现产业升级是资源优势与高

新技术优势的双重延伸 ,不同类型的矿业城市可以

采取不同的产品延伸链条 ,如油城可以大力发展石

油化工及石化深加工 ,煤城可以实行煤 —电 —铝联

营等。二是发展替代产业 ,实行多元发展战略 ,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形成综合的城市产业体系 ,推

动产业链走向高级化。推动非矿产业发展 ,尽快形

成矿业产业外的其他支柱产业 ,使其从单一经济型

向综合经济型发展。

(3)增加对人力资本和研究与开发的投资。人

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区域经济得以长期持续

增长的根本动力 ,矿业城市必须把经济增长转移到

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资

源型城市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体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大型国有矿山企业要建

立独立的研发中心 ,加大研发力度 ,加速产学研一

体化进程 ,通过科技创新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矿产品

深加工的科技含量 ,增加矿产品深加工附加值。二

是营造良好的人才使用环境。制定优惠政策吸引

高科技人才参与资源型城市经济建设 ,逐步建立流

动、开放、竞争的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 ,营造“引得

进 ,留得住 ”和“来去自由 ”的创业环境。

(4)提高主体资源利用效率。目前 , 我国资源

利用率仅为 30% ,比世界平均水平低 20个百分点 ,

提高资源利用率尚有很大潜力。[ 11 ]提高资源利用

率 , 一要加快采矿设备更新换代 ,实现采矿的现代

化 ;二是加强伴生、共生资源的综合利用 , 减少资源

浪费 ,提高经济效益 ;三利用矸石、尾矿等废弃物 ,

化害为利 ,变废为宝 ,如利用矸石和粉煤灰制砖块、

利用煤矸石发电等 ,加强对资源的综合利用。

(5)加强生态环境建设。资源型城市资源消耗

量大 ,污染物排放量也多 ,对城市和周围区域均产

生明显的环境污染。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要做好以

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能

力 ,提高利用效率 ;二是尽可能用清洁能源取代污

染较重的能源 ;三是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和提高废物

的利用率 ;四是建立边开发、边绿化的观念 ,把美化

城市和发展经济统一起来 ,使城市生态环境向可持

续发展的方向转化。[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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