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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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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部大开发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它包括资源、环境、文化、观念、人才等方面的开发。因此，以转变观念推动开 

发；以深化改革促进开发；以全面开放扩大开发；以优化人才环境支撑开发；以可持续发展保障开发；以东部发展经验为借鉴加快 

开发；以东西互动推进开发；以发展特色产业为突破口带动开发等思路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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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地区是指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等10个省、市、自治区，幅 

员约54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56％，人口约 

2．8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3％。中国西部地区曾有过 

辉煌的历史，在新石器时代，中国西部地区的大溪文 

化、大墩子一礼州文化以及马家窖文化、马厂文化、齐 

家文化、仰韶文化的影响较大。而秦汉三国时，关中 

平原、成都平原都是社会较发达的地区。关中地区曾 

是秦代和西汉时期的政治中心，在汉代由于成都平原 

有都江堰工程，因而汉代以成都为中心开发西南地 

区，设立郡县，募民屯田，也取得较大成绩。纵观历 

史，西部的每一次崛起都会给中国发展带来新的奇 

迹。如轩辕黄帝首先为中国在西部开创了第一片土 

地，这是西部的第一次崛起；武王伐纣可称为是西部 

的第二次崛起；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第一个封建王 

朝，堪称为西部的第三次崛起；中国共产党也是在经 

历了艰难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在中国的西部延 

安开花结果，最终建立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可以认 

为，西部的每一次崛起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都意 

义重大。 

然而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东西部地区社会发展的 

总体差距逐步拉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趋势 

越来越显著。如目前上海近郊农民的年收人是西藏 

农牧民的 105倍。正是在此背景下，党中央于 1997年 

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伟大战略，以逐步缩小东西部 

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笔者以为，在实施西部大开发 

的过程中必须建立科学的方法和运行机制，实现优势 

互补、分工合作、因地制宜、整体推进。 
一

、以转变观念推动开发 

观念差距是形成东西部经济文化差距的最根本 

因素，观念差距的表现之一是西部人缺乏冒险精神。 

以投资观念为例，西部人追求90％或 100％的把握，同 

时希望得到政府的扶持、引导和帮助；东部人则具有 

更多的冒险精神，有 15％的希望就会为实现目标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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懈努力。其次，东部人比西部人更具有吃苦耐劳的精 

神，东部人为了创业能够不睡床板睡地板，不穿皮鞋 

穿草鞋；西部人则更多地拘泥于农耕文化的影响。农 

耕文化具体表现为：生产动机——养牛为耕田，种粮 

为吃饭；生活方式——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发展意识 
— — 小富即安，小进即满。由于西部地处内陆，多山 

地、高原、盆地，其复杂的地形和特殊的地理区位强化 

了农耕文化的内陆、封闭意识。由农耕文化演变而来 

的一系列落后观念，如传统劣势论、等靠要思想、不找 

市场找市长、酒好不怕巷子深等传统价值观及“成绩 

不大年年有，进步不快总在走”等歇气论思想时刻制 

约着西部大开发的进程。思路决定出路，观念决定行 

动。笔者以为，西部大开发必须首先解放思想、转变 

观念，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 

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 

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 

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J 

二、以深化改革促进开发 

研究表明，实施西部大开发必须优化西部的软 

件、硬件投资环境，必须进一步突破制约生产力发展 

的体制性障碍，进行体制创新。西部地区的重庆、西 

安有大量的军工企业与国有企业，存在的体制性问题 

比较突出，如下岗失业工人较多、管理落后、人才匮 

乏、技术创新力度小、产品更新换代慢、市场意识淡 

薄、品牌意识和质量意识很差、同国际接轨的企业标 

准化建设方面存在很大差距等。针对非公有制经济 

发展力度小等突出矛盾，应尽快积极发展个体经济、 

私营经济以及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经营、跨所有制跨 

部门的大型企业集团等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及外商独 

资经济等。同时要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刀阔斧 

地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优化区域结构、城乡结构、产 

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大胆实施股份制改造，实施 

投融资多元化。要在市场准人、融资渠道、税费、负债 

等方面，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法制和政策 

环境。 

三、以全面开放扩大开发 

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前提是西部大开放。为此，应 

进一步拓宽外商投资渠道，优化投资环境，既重视投 

资硬环境建设，如投资的法规、政策、文化、社会环境 

建设，又重视投资软环境建设，如建设山水城市，努力 

提高市民素质，为外商投资创造良好的人文软环境。 

要鼓励外商向西部投资，特别是鼓励外商投资于西部 

地区的基础设施、生态建设和资源开发领域，逐步扩 

大西部的商业外贸、金融保险、旅行社、会计、法律、电 

信、运输经营等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拓宽外商 

投资渠道，在西部地区推进基础设施特许权转让项 

目。逐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范围，建立有特色的川渝经 

济区、陕甘经济区、贵昆经济区等。搞好沿长江黄金 

水道、西南出海口、欧亚大陆桥的开放开发。发挥重 

庆、西安、成都中心城市在西部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建 

设一批西部有特色的卫星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镇， 

发展边境贸易，从而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四。以优化人才环境支撑开发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西部大开发的第一 

动力。科技创新是西部大开发的主要支撑，而各类优 

秀人才则是实现科技创新的前提和基础。为此，西部 

地区必须以超常规的胆略优化用人环境，实施人才发 

展战略。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领导干部要有识才 

的慧眼、用才的气魄、爱才的感情、聚才的方法，知人 

善任，广纳群贤” J。应创设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其 

所能、能尽所施的宽松环境，要有吸引外地人才、用好 

本地人才、挖掘潜在人才、培养未来人才的观念。“紧 

紧抓住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三个环节，大力 

实施人才战略”_2 J，“首先要确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的思想⋯⋯树立全面的人才观⋯⋯既重视有所成就 

的人才，也关注具有潜能的人才；既重视国内人才，也 

积极吸引海外人才；既重视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才， 

也要把民营科技企业、受聘于外资企业的专门人才纳 

入视野” J。西部的西安、成都、重庆等地的高校和科 

研机构甚多，却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的人才严重流失 

现象，而深圳没有一流科研机构，却有一流的科研成 

果；没有一流大学，却有一流大学的大学生。因此，在 

吸引和挖掘人才方面要突破常规，要具有“不求所有， 

只求所在；不求所在，只求所用；不求所用，只求所获” 

的思想，还要有善于利用“季节型”、“候鸟型”、“假日 

型”人才的本领。 

五、以可持续发展保障开发 

西部大开发必须与实施可持续发展相结合，正确 

处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实 

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统一，吸取以牺牲 

环境为代价求得一时经济发展、之后又花更多钱治理 

环境的深刻教训，绝不允许再走边破坏边治理、先污 

染后治理的老路。西部多为深山区、密林区、石山区、 

荒漠区、高原区、沼泽区、滩涂区、戈壁区、草场区、岩溶 

区、冰川区、边疆区，西北又多干旱、风沙，西南又多泥 

石流、山体滑坡、沟壑纵横，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 

脆弱，整个西部地区面临的生态问题十分严峻。 

其一，水资源短缺与浪费并存。河西走廊地下水 

急剧下降，嘉峪关市从 50年代至今，地下水下降了60 

多米，张掖市下降了近百米，祁连山的雪线也逐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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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周围水田因缺水而大片沙漠化。在宁夏青铜峡， 

黄河被众多的渠道分流后与稻田形成了塞上江南风 

光。这些引水渠在春灌时用水量达到了黄河水的2／3， 

正常情况下，也要使用一半黄河水量。灌溉采用自流 

式大水漫灌。在高蒸发量的条件下，导致了大面积土 

地盐碱化。新疆灌溉农田中盐碱化土地已达 1／4，另 

外，玛纳斯湖、乌伦古湖、罗布泊湖等都已干涸，留下 

片片盐碱荒沙。出现了河道断流、绿洲萎缩或消失、 

水域污染等严重情况。 

其二，水土流失严重。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总量 

已达 24亿吨，其中云南水土流失面积占全省面积的 

38．2％，达 14．6万 ，四川水土流失面积达 l9．98万 

，占全省面积的41％。 

在晋、陕、蒙接壤的“黑三角”地区和豫、陕、晋交 

界的“金三角”地区，开矿导致地表植被遭到破坏，每 

年弃土弃渣6 000万吨，造成严重水土流失，陕西水土 

流失面积占全省的2／3，平均输沙量 9．2亿吨，占全国 

水土流失总量的1／5，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省份。 

西藏高原西北部地区植被覆盖不到 1％。长江源头区 

金沙江以及澜沧江含沙量急剧增加，拉萨市的拉鲁湿 

地已退化成荒草滩。在藏南、藏北地区，超载放牧已 

经导致高原草场大面积退化和沙化，不少低洼河谷地 

带的流沙在风力作用下已将周围的低山完全覆盖。 

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导致了l998年特大洪水的暴发。 

其三，开放不当导致土地风蚀沙化。风蚀沙害严 

重、荒漠化加剧是西部地区普遍面临的又一生态环境 

问题，我国因土地荒漠化每年要吞没一个平均中等县 

面积。河西走廊北部沙漠风沙线平均每年前移&一l0 

米，30年来，河西地区沙漠前沿的绿洲因水源枯竭和 

风沙危害而弃耕的农田约有l2．7万公顷，40多万公顷 

耕地遭到风蚀沙害，风沙线上有679个村镇受到流沙 

埋压的威胁。陕北榆林地区的榆林城历史上南迁三 

次，主要原因是沙漠侵蚀。新疆截止 1994年底，沙漠 

面积达43．Cl4万h 。全区沙漠面积平均以84．2 h ／ 

年的速度增加，全区草场退化面积已达 1．2亿亩。沙 

尘暴肆虐北京城，河北怀柔县沙丘距北京仅70公里。 

六、以东部发展的经验为借鉴加快开发 

实施西部大开发，可以也应该吸取东部开发的经 

验教训。东部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更重视建设深圳、 

上海等几个重点城市，而东部还有很多相对比较落后 

的城市和地区尚未得到很好开发，安徽、江西仍相当 

落后，革命老区井冈山地区的群众仍十分贫困，江苏 

苏北地区仍大大落后于苏南地区，所以东部地区经济 

发展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相对而言，西部的重点城 

市比东部还多，如西部有以航天科技为中心的西昌、 

酒泉等城市；还有在国家兰西拉光缆项目中起枢纽作 

用的兰州、西安等城市；而西宁作为西部的中心作用 

还远未充分发挥；乌鲁木齐、呼和浩特、昆明等作为发 

展边境贸易的中心城市的作用也没得到积极发挥。 

七、以东西互动推进开发 

东部有人才、技术、信息密集及资本雄厚等优势， 

西部也有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劳动力充沛的优势，所 

以，除中央下达硬性的支持西部开发的行政性命令、 

优惠政策、资金等外，东部应该像西部为发展东部经 

济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一样，给予西部更多的人 

才支持、资金扶持和技术帮助。西部大开发决不是西 

部人的事情，而是振兴整个中华民族的宏图伟业，任 

何有责任心的东部人都没有理由不支持西部发展，东 

部现代化的实现需要以西部丰富的资源为依托。如 

三峡库区20O9年建成全面发电以后，可供 l7个省用 

电；西电东送工程完成以后，东部的广东、湖南等省可 

用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的水力发电；建西气东输工 

程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供东部十几个省区用新疆的 

天然气；南水北调三线工程的中线是为北京供水，东 

线通过京杭大运河供天津用水，而如果长江上游的水 

质被污染就会影响到东部人的身体健康。凡此，在西 

部大开发过程中不能就西部而西部，必须实现东西部 

开发互动。 

八、以发展特色产业为突破口带动开发 

积极调整西部的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充分 

挖掘西部的丰富资源，发挥西部特有优势，使经济尤 

其是人民生活水平尽快上台阶。为此，必须从西部的 

区位特点出发，发展资源型经济、劳动密集型经济、资 

本密集型经济、技术密集型经济、特色旅游型经济等。 

如在农业方面，西北区可以发展节水农业、生态农业、 

旱作农业、灌溉农业、绿洲农业等，西南区可以发展花 

圃农业、垂钓农业、观光农业等。在旅游业方面，西部 

地区可以发展文化游、历史游、名胜游、民族风情游、 

探险游、生态游、猎奇游、科技游、沙漠游等等，从而带 

动西部经济发展，更好地造福于西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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