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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部大开发中的和谐西部建设 

罗锐华 
(重庆社会科学院 企业研究所，重庆 400020) 

摘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五年来，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较快发展，为建设和谐西部提供 了良好的政治基础、经 

济基础、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西部大开发中建设和谐西部具有体现民主和法治的精神、张扬公平正义的理念、营造诚信友 

爱的氛围、成为充满活力的热土、构筑安定有序的环境、达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的基本特征。坚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大力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性的基础性作 

用，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动力，以实现社会公正和国家长治久安为着力点是和谐西部建设的主要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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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nstruction of the Harmonious W est Region in W estern Development 

LU0 Rei．hua 

(Institute ofEnterprise，ChongqingAcademy ofSocial Science，Chongqing 400020，China) 

Abstract：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West Development five years ago，the west got a rapid development in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and the development in turn provides a good political，economic，social and thinking founda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 

nious society．In the west development，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west ha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and rule by 

law，belief of equity mid justice，atmosphere of honesty and friendship，full of energy，order and security，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being．The main realization ways to construct a harmonious west are the persistence Oil a scientific develop- 

ment view，a great improvement on the citizens’aptitude of thinking，ethical and science，a promotion of human beings’comprehen- 

sive development，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S basic function，a construction of a serving government and focus on the social justice， 

and nation’S st~le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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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 

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党的十六届四中 

全会做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首次完整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并将 

其正式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 

力之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党中央根据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 

验，根据我国改革发展进人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 

局面的全局出发，为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和共同愿望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胡锦涛同志在 

2005年 2月 19日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 

的重要讲话，全面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我们 

党肩负的使命，深刻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特征、重要原则和主要 

任务，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 

论 ，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重要原则和主要工作。这既是一种治国的理想，又 

是一种治国的方略和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治国的结 

果，是 目标与过程的统一，为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建 

设和谐西部指明了奋斗方向和实施途径。我们要立 

足当前、着眼长远，根据已经具备的条件，积极地而 

且坚持不懈地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不断增 

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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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发展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 
一

、西部大开发为建设和谐西部提供了良好的 

现实基础 

1999年，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 

战略构想和我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作出了 

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十六大以 

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 

施，多次强调要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并把实施西部 

大开发作为一项重大任务进行部署和安排。五年 

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国家在规划指 

导、政策支持、资金投入、项目安排等方面加大了对 

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经过各地区、各部门尤其是 

西部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西部大开发取 

得了明显成效，为建设和谐西部提供了良好的现实 

基础。 

(一)经济增长速度加快 

五年来，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累计投入4 600亿 

元，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累计安排5 000多亿 

元。国家投入带动了社会投入，西部地区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左右。国民经济发展逐年 

加快，从2000年到2004年，GDP增长分别为8．5％、 

8．8％、10．0％o、11．3％、12％。与全国地方年均增长 

速度的相对差距从 1．5个百分点降到 O．8个百分 

点。经济增长速度和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特色产业 

发展开始起步，财政收入逐年增长，经济效益逐步提 

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二)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五年间，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 

以上，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陆续新开工6O个重 

大建设工程，投资总规模约8 500亿元。五年新增公 

路通车里程9．1万公里。青藏铁路累计铺轨777公 

里。建成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 23个，在建项 目l3 

个。西电东送工程：累计开工项目总装机容量3 600 

多万千瓦，输变电线路13 300多公里，新增向广东送 

电1 000万千瓦建设任务提前一年完工，建成输变电 

线踊 400多公里。西气东输工程于 2004 年 l2月 

30日全线完工并全线商业供气。建设了四川紫坪 

铺、宁夏沙坡头、广西百色、内蒙古尼尔基等一批大 

型水利枢纽工程。对 115个灌区进行了改造、建设 

了535个节水示范项目、完成了621座病险水库除 

险加固工程。 

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解决了西部 

3 200万人饮水问题。将居住在生态环境脆弱、不具 

备基本生存条件地区的102万贫困人口实行了生态 

移民。建设农村沼气池96万户。解决了969个无 

电乡通电问题，使 6．8万个行政村通了广播电视。 

(三)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显著加强 

到2004年末，退耕还林工程累计完成陡坡耕地 

退耕还林 1．18亿亩、荒山荒地造林 1．7亿亩。从 

2003年开始实施的退牧还草(采取休牧、轮牧、以草 

定畜等方式恢复草原)工程，累计治理严重退化草原 

1．9亿亩。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以及长 

江上游水污染治理、中心城市污染治理等项 目进展 

比较顺利。许多地方把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生态 

建设工程同加强基本农田建设、后续产业发展、农村 

能源建设 、生态移民、封山绿化、舍饲圈养结合起来， 

不仅改善了生态，而且有的地方粮食产量还有所增 

加，并促进了农民增收，使农民当前和长远生计问题 

得到了较好解决。 

(四)社会事业加快发展 

科技体制创新不断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增 

强。科研基地和高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建设取得初 

步成果。重点高校基础设施建设和学科建设步伐加 

快。农村义务教育得到加强，五年来，国家累计投入 

150多亿元，支持西部地区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 

育，7 000多所中小学危房得到改造；投入65亿元，加 

强西部农村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县级文化馆、图书 

馆及乡镇文化站的建设得到加强。计划生育工作和 

开发扶贫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 

(五)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对外开 

放和东西部经济合作不断加强 

五年来，西部地区的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有 

色金属、棉花、畜牧、旅游等产业，以及部分装备制造 

和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在全国市场上已占有越 

来越重要的位置。西部地区五年累计吸收外商直接 

投资9O多亿美元，加上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等，实际利用外资接近 150亿美元。东部地区已有 1 

万多家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创业，投资总规模超过 

3 000亿元，东西合作方兴未艾。 

(六)有效地拉动了国内需求，促进了全国经济 

发展格局的战略性调整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稳步推进，西部地区为东中 

部地区提供了大量能源、矿产品、特色农产品等资 

源，有力地支持了东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 

的需求。同时，西部开发和重点工程建设需要大量 

的设备、材料、技术和人才，又为东中部地区企业“西 

进”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大量的投资机会，促进 

了产业结构调整。东中部地区也是西气东输、西电 

东送、交通干线、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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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等一大批西部开发重点工程的直接受益者。因 

此，实施西部大开发，不仅加快了西部地区的经济、 

社会事业发展，而且促进了全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 

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 

快速、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拉动和促进作用。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五年，是西部地区自新 

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投资最多的五年，经济社会发展 

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的五年，也是人民群众得到 

实惠最多的五年。西部广大人民群众从西部大开发 

的实践中看到了美好前景和光明未来，进一步增强 

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信心和决心，也为建设和谐 

西部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 

思想基础。 

二、西部大开发中和谐西部建设的基本特征 

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 

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为 

建设一个怎样的和谐西部指明了方向。根据和谐社 

会的内在要求和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制 

度安排等实际，我们认为西部大开发中和谐西部具 

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体现民主和法治的精神 

尊重西部人民的诉求是和谐西部的主要 内容。 

在我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和矛盾凸现时期，各个阶层 

和群体必然需要表达他们的权利诉求、民主诉求、公 

正诉求以及政治诉求。对于这些利益诉求，我们应 

充分尊重西部人民群众的独立人格和民主权利，充 

分尊重并维护公众的社会知情权、社会参与权、意志 

表达权及民主监督权，并积极整合他们的合理要求， 

努力凝聚他们当中的有效力量，使社会各方面积极 

因素得到广泛调动。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 

法律高于人情，法律高于权力，任何地区、任何民族、 

和个人，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利，整个社会的 

运转必须服从于法制的权威，使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得到切实落实。同时，要加快法制建设，依法保障西 

部大开发顺利推进。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借鉴 

世界发达国家开发欠发达地区的经验，加快西部开 

发法制建设。《西部开发促进法》已列人全国人大立 

法计划，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起草工作。加强科学 

论证，搞好西部大开发规划。要结合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深人研究西部地区 

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编制西部开发总体规划工作。 

要研究制订专项规划，加强对西部大开发优先发展 

领域、重点开发地区、重大工程建设的前期工作，使 

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法治的轨道上规范进行。 

(二 )张扬公平正义的理念 

社会公平和正义是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永恒主 

题。在我国社会剧烈的变化过程中，原有的社会经 

济格局正在发生变革和分化，加上“关键发展期”与 

“矛盾凸显期”高度重合，西部又是经济欠发达和多 

民族集聚的地区，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呈现出 

多元交织、错综复杂的局面。目前西部地区人 口占 

全国的近3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东部地区 

的40％，农民人均纯收人只有东部地区的 50％左 

右。全国农村 60％以上的贫困人口在西部，约2 000 

万人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因此，应力求保持各种 

因素、力量以及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协调与平衡，使公 

平和正义的理念得到体现，努力做到在社会经济生 

活中的地位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机制公平。 

公平是各得其所的本质，公平产生和谐，它是构建和 

谐社会的基础。各得其所主要包括一个社会能使社 

会成员各得其岗、各司其职、各守其则、各得其位和 

各享其成。在实践方面则要从维护社会公平，化解 

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稳定，发展社会事业等方面进行 

坚持不懈的努力。 

(三)营造诚信友爱的环境 

诚信是中国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之一，现代信用 

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厦的重要支柱。要 

加强诚信建设，营造诚信得到尊重、失信受到惩罚的 

社会氛围，形成全社会、各民族、每个人诚实守信的 

良好社会环境。各民族、各阶层、各团体平等友爱， 

融洽相处。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平等友爱是根本，社 

会阶层之间的平等友爱是关键，家庭成员之间的平 

等友爱是基础。平等是友爱的前提和条件，要在全 

社会形成人人平等、和而不同、互惠互利的价值取 

向。人人平等，即人们之间在人格、权利、机会、规则 

和分配上的平等，机会、规则和分配上的平等是核 

心；和而不同，即尊重个人、包容个性差异，并通过协 

商共识，使多样性之间达到协调、合作、共赢；互惠互 

利，即社会各阶层、群体和成员之间能保持一种互惠 

互利关系。 

(四)成为充满活力的热土 

必须坚持“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是创造 

环境的主体”的理念。人民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主体， 

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要善于引导和激发人民的 

创造力，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尊重改革和发展的创 

新实践，这是建设和谐西部的坚实基础。一是尊重 

劳动，即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 

二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三是尊重创造，坚决破除 

各种障碍，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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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 

成果得到肯定；四是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 

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即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 

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 

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政府的职能 

要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创造良好的环境上来。要 

把实现人民的利益最大化，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改革 

的最终目标，要建立人民利益的有效实现机制，使一 

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 

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 

从而使社会活力竞相进发。 

(五)构筑安定有序的环境 

稳定压倒一切，和谐高于一切，和谐是稳定的最 

佳状态，和谐是积极的稳定，持久的稳定。西部的民 

族问题和边境安全问题隐患高于其他地区。全国55 

个少数民族有50个集中分布在西部地区。西部少 

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 口的75％左右。西部 

地区与 14个国家和地区接壤，陆地边境线占全国的 

85％左右。西部的稳定与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稳 

定与发展。一是建立和完善社会组织机制，充分发 

挥各类组织如党委、政府、部门、社区、群团和宗教等 

的作用；二是优化社会管理，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三是维 

护社会秩序，建立健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制、社 

会预警体系和社会帮扶救助体系。建设安定有序的 

社会，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使各族 

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团结。 

(六)达成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 

从全国来看，水土流失面积的80％在西部，每年 

新增荒漠化面积的90％以上在西部，大江大河源头 

也在西部。西部的水环境污染、大气污染等问题十 

分严峻。加强西部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直接关系 

到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实现全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西部生态环境脆弱，必须进一步加强生态建设 

和环境保护。继续推进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工作，扎 

实推进天然林保护、风沙源治理和荒漠化治理等生 

态建设工程。根据西部大开发五年来的实践，坚持 

把退耕还林和退牧还草等生态建设与基本农田建 

设、农村能源建设、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封山禁 

牧舍饲等配套保障措施有机结合起来，妥善解决农 

民长远生计问题，确保退得下、稳得住、能致富、不 

反弹。 

三、西部大开发中建设和谐西部的路径选择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 

展观，用科学发展观统领西部大开发中的和谐西部 

建设。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 

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 

思想的新发展。科学发展观揭示了现代化建设的普 

遍规律，对我们的各项工作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统筹兼顾是科 

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全面发展是我们党的一贯要 

求，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发展观念的重大突破。在西 

部大开发中建设和谐西部必须要处理好以“物”为中 

心的“增长优先”模式与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 

的关系、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的关系、社会发展与经 

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重点建设和协调的关系等，切实 

做到“五个统筹”，并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明、生态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统一考虑，寻求更 

大范围的统筹。 

以大力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 

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这是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和谐西部 

的必然要求。这对构建和谐西部具有基础性、全局 

性、长效性的战略意义。毫无疑问，建国以来特别是 

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在科学文化教育方面取得了 

迅速的发展，西部地区人民群众的全面素质有了巨 

大的提高。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与发达国家、地 

区相比，西部人均受教育年限还存在相当的差距 ，公 

民的道德素养、法律意识、科学知识水平等还有待进 
一 步提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在科学文化教育上还 

很不平衡，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教育不公平现象 日 

益突出。特别是当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时间内，我 

国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而 

西部劳动力素质的现状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 

求。切实加强科学文化教育，造就高素质的劳动者、 

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思 

想保障、文化基础、智力支持和技能支撑，已成为十 

分紧迫的战略任务。 

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性的基础性作用，建设服 

务型政府为动力。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 

在西部大开发中建设和谐西部，必须摒弃计划经济 

时期形成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做法，按照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树立竞争意识、市场 

意识、创新意识，用新思路、新体制、新机制推进西部 

地区加快发展。必须以改革为动力，着力推进体制 

创新与机制创新，消除体制障碍，更大程度地发挥市 

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扩大对 

内对外开放，广泛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和人才，拓 

展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开发。“火车跑得快， 

全靠车头带”。要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发挥政府的 

http://www.cqvip.com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 11卷第5期 

引导作用、宏观调控作用。学习和借鉴发达地区的 

经验 ，在基础设施、生态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 

运营以及教育、卫生等传统上由计划配置资源的领 

域引入市场机制。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切实把政 

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转变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提供服务 

和创造 良好环境上来。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 

革，简化行政审批手续，提高行政效率。要结合西部 

地区实际，继续建立和健全生产要素市场体系，打破 

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规范市场秩序，为各种所有制 

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必须看到市 

场经济的自发性、趋利性和盲 目性，不断加强和改善 

政府宏观调控。只有不断提高党和政府的执政能 

力，才能保证西部大开发有条不紊地进行，西部大开 

发战略的顺利实施才能得到根本保证。 

以实现社会公正和国家长治久安为着力点。安 

全社会是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 ，也是最基本的特征。 

构建和谐西部，首先要保证国防安全、公共安全、社 

会稳定。就社会关系本身来说，必须注重社会公平， 

搞好社会管理，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 

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 

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尽量把不稳定因素化解在初 

始状态，以免酿成大的事端。同时，创造性地开展群 

众工作，真正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保障社会稳定和 

国家长治久安。生态安全是建设和谐西部的长期的 

重要任务。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是：普遍 

脆弱、局部改善、总体恶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水土 

流失、荒漠化、土壤盐渍化、森林草原退化、生物多样 

性减少、水资源短缺以及沙尘暴频繁发生等一系列 

严重的生态破坏及退化问题。因此，在西部大开发 

过程中，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解决好西部生态环 

境问题，西部大开发要走一条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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