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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泛珠合作契机 凸显贵州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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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给贵州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推动力，特别是 21304年 6月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的签 

署，为贵州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又一个新的平台和广阔空间。贵州处于“9+2”南中国超级经济圈，具有独特的地位和发展前 

景，因为，必须研究贵州在泛珠三角的定位、机遇和挑战，重视优势的对接互补和劣势的后发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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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an d Prominent Compe titive Advan tage of Guizhou 

HUANG Wei。
，
SONG Fei 

(J．School ofForeign Languages，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550003，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ofBiology，Guizhou Academy ofSciences，Gub,ang 550009，China) 

Abstract：The implement of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injected the enormous motive force into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uizhou．This essay briefly introduces the economy and basic situation of the society in Guizhou，and the developing state in recent years． 

The‘‘frame agreement"of Fan Zhu triangular regional cooperation to sign in June of2004 offered the new platform  and wide space for SO- 

e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uizhou，commenting‘‘9+2”south China origin，status and prospect、Guizhou is suffused with Fan Zhu 

triangular localization，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the butt joint eomplementation and inferior position of the advantage that takes place 

an d trans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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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贵州经济与社会的基本情况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斜坡，东靠湖南，南邻广西， 

西毗云南，北连四川和重庆。全国国土面积 17．6万平 

方公里，平均海拔 1 100米左右，地貌以高原山地和丘 

陵为主，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气候属亚 

热带湿润的季风气候，冬暖夏凉，气候宜人。2OO2年 

全国总人口为 3 837万人，属于民族聚居区，其中48 

个少数民族人口为 1 334万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 

和四季宜人的气候，孕育了贵州特有的自然风光和风 

土人情。 

贵州自然资源富集，能源矿产、生物和旅游资源 

具有巨大的开发潜能。水能资源蕴藏量为 1 874．5万 

千瓦，其中可供开发量达 1 683．3万千瓦，集中分布在 

乌江、南北盘江、清水江等主要河流。已发现矿产 116 

种，探明储量的76种，有42种居全国前 lO位，有 28 

种局全国前 l5位。煤、磷、汞、铝土矿、锑、锰、金、重晶 

石等最具有优势，分布集中，规模大，质量好，易于开 

采。煤炭资源保有储量 523亿吨，远景储量达2 400 

亿吨，为南方省、区、直辖市的总和，是江南最大的煤 

炭生产基地。生物资源也相当丰富，共有农作物品种 

近600个，木本植物 124种，天然牧草400多种，野生 

植物3 800余种，其中药用植物达3 700余种，系全国 

著名的四大中药材主产区之一。还有野生动植物资 

源1 000多种。贵州具有独特的气候、自然的风光、古 

朴的少数民族文化和历史文化相结合的旅游资源优 

势，按国际标准评定的阿 A—D级旅游资源有400多 

个，分为l2个综合旅游区和特色旅游区，各具特色，绚 

丽多彩。旅游业发展初具规模。 

二、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态势 

贵州虽然拥有得天独厚的能源、矿产、生物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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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等资源的比较优势，但由于历史、自然等客观因素 

的制约，长期以来“不沿边、不沿海、不沿江”的区位劣 

势，仍属于西部经济不发达省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为加速贵州发展带来了难得机遇，给贵州注入了 

巨大的推动力，为促进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全省人民正以坚实的步伐，热情 

投入富民兴黔、全面建设小康的伟大事业。 

近几年来，贵州加快基本设施建设，积极调整产 

业结构，多渠道吸引资金和技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特设经济、优势产业和科技教育，以及提高技术创新 

水平，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等诸方面，均获得可喜的重 

要进展。贵州已成为西部大开发的一片热土。 

但是总体分析，与全国和东部经济发达省市区相 

比较，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依然相对落后，总体发展 

水平滞后全国至少 1O年以上，目前仍处于工业化初 

期或向工业化中期过渡的发展阶段。一些制约经济 

社会发展的问题还相当突出。贵州区域经济发展水 

平在全国的排位和经济发展质量在全国的排位，均属 

后列。 

三、泛珠三角《框架协议》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了新平台 

(一)泛珠三角是南中国的超级经济圈 

当今中国经济的引擎，在珠江和长江三角洲。这 

两个地区迄今高度集中了全国的资金、技术、市场优 

势，备受世界华人华侨和投资者所广泛关注。“珠三 

角”，是以广州为中心的 18市 12县(主要在广东省 

内)的经济开发区。后来，又有“大珠三角”的概念，即 

在珠三角的基础上，加进了香港和澳门。广东与港澳 

形成了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依存关系。“泛珠三 

角”，简称“9+2”系指地处珠江流域的以珠江水系为 

纽带，山水相连、人缘相亲、经济联系密切的广东、福 

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9个省、自 

治区，再加上香港和澳门，形成超级经济圈。如此，除 

重庆、湖北外，泛珠三角囊括了几乎整个南中国。泛 

珠三角区域合作，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 

范围最广的一次区域大合作，从构想到实践，迈入一 

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是对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实施协调发展战略，贯彻“两个大局”思想的体现，也 

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邓小 

平在 1988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沿海地区要加 

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的 

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 

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 

一 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 

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泛 

珠三角区域合作为实现“两个大局”战略提供了新的 

平台。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使过去东部对西部进行的简 

单对口帮扶，发展成为东、中、西部的优势互补，双向 

合作，实现互利发展的良性循环，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各成员之间合作的主要优势在于各地产业差异明显， 

经济互补性强。在泛珠三角区域内，既有中国东、中、 

西部三个不同的区域经济特征，又有“一国两制”的特 

点；既有香港这个国际著名的物流中心和金融、信息 

中心，又有澳门与欧盟、葡语国家的密切经贸关系；既 

有广东这个全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又有 8省区辽阔 

的腹地、丰富的资源及科技、人才优势；既有大珠三角 

的市场、资金、技术、信息综合优势，又有八省区多个 

产业“单项冠军”互相补充呼应。这样的区域合作格 

局，有利于“9+2”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区域整体实力 

和竞争力，从而构建世界上最繁荣、最具活力的经济 

区之一。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发展模式是：要坚 

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原则，坚持政府推动、市场运 

作的发展模式，坚持从具体项目做起的务实方法，推 

动民间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 

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积极作用。这样，就具有 

强大的生命力和亲和力。对于“9+2”，中央鼓励积极 

探索，国家有关部委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已进入全面启动 

和实践的阶段，将在十大领域加强合作，并构建九大 

协作网络，包括：西电东送能源传送网、区域交通运输 

快达网、区域旅游营销网、区域农产品销售网、区域劳 

务流动网、区域信息交流网、区域文化和人才交流网、 

区域环保协作网、区域卫生防疫协作网。“九大网络” 

的建立，意味着占全国总面积 21％的泛珠三角区域 

内，内地九省(区)和港澳特区将协力打造全中国最为 

庞大的一体化产业带、交通网以及信息流。贵州立足 

于“9+2”，在南中国经济圈有了一席之地。 

从自然资源禀赋和社会资源配置来看，泛珠三角 

的“9+2”合作伙伴，可谓各有所长，群雄并列，存在许 

多不同特点的龙头，构筑鼎立之势。通过优势互补， 

扬长避短，达到“强强联合”的效果，实现中国南部经 

济新一轮的大振兴、大发展。从而构建世界上最繁 

荣、最具活力的经济区之一。 

(二)泛珠三角框架下的贵州定位 

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 

展的两大趋势。推进泛珠区域合作，是区内各方顺应 

潮流而作出的共同选择。对实现省区之间优势互补 

和共同发展，对进一步落实 CEPA和维护港澳的繁荣 

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贵州进一步加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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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珠三角各省区的交流与合作，面临着难得的机遇。 

贵州地处珠江上游，位于西南与华南连接的前 

沿，是大西南南下出海大通道的交通枢纽，具有较好 

的地缘优势。贵州的能源、矿产、生物及旅游资源丰 

富，开发潜力较大。为了充分利用贵州的有利条件和 

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大市场，全方位拓展贵州经济 

发展的空间，根据“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原则，应与 

区域各方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双边、多边、长期、稳定 

的合作与交流，围绕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 

优势产业开展项目开发、基地共建、人才交流等方面 

的合作。带动全省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共性技术的 

突破和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 

更高层次上实现各种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合理共享，营 

造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合作“多赢”格局。区域 

合作的发展模式：是“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在合作 

中，最重要的是找准贵州的优势，并明确能否互补，以 

实施对接。 

贵州是能源大省，拥有“水火互济”的资源优势。 

全省水力理论蕴藏量为 1 874万千瓦，可开发水力资 

源 1 460万千瓦，居全国第 6位；全省煤炭保有储量 

523亿吨，远景储量2 760亿吨，居全国第五位，超过长 

江以南9省区之和。自实施“西电东送”以来，贵州已 

向广东、广西、湖南、四川等地累计送电近400亿千瓦 

时。贵州质高价廉、安全稳定的电力能源，正通过输 

电长廊，成为泛珠三角源源不断的能源动力。贵州省 

在“十五”期间将向南方送电400万千瓦；并决定“十 
一 五”期间向南方电网的送电量再增加400万千瓦。 

在输出能源的同时，贵州省生产的反季节蔬菜60％销 

往广东、香港、澳门地区。适宜的气候，使贵州草地的 

载蓄率远远高于内蒙古，生态畜牧业正逐步成为贵州 

重要的支柱产业。贵州将成为泛珠三角的“后花园” 

和“菜蓝子”。 

贵州的旅游资源，以“险、秀、奇、幽”著称于世，赢 

得了“公园省”的美誉。贵州有7个国家级 自然保护 

区和 12个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原始秀奇的喀斯特风 

光、古朴浓郁的民族文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南方游 

客。贵州还是我国重要的动植物种源地和我国四大 

中药材主产区之一。 

从区域和实力来看，贵州很难自己独立发展，“9 

+2”是一个契机，通过和泛珠三角地区的合作，无疑 

能发挥贵州的区域竞争优势。贵州 目前主要致力于 

五大行业吸引广东资本：能源和矿产资源、旅游资源、 

民族药业和特色生态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化物 

流领域。 

四、充分发挥潜在“后发优势”以求增速提升 

贵州虽有凸显的能源大省优势，但确也存在区位 

“劣势”，只要换个角度即可将“劣势”转化为优势。关 

键在于能否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政 

府为主导，充分发挥潜在的“后发优势”，诱导企业充 

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 

将省外的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优势，与 自身的资 

源、市场和人力结合起来，形成优势互补、各具特色的 

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贵州加入“9+2”经济圈，有利于 

贵州合理布局产业，真正做大做强电力、煤炭、重化 

工、制药、黄金等优势产业。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对贵州是新机遇和新挑战， 

正将贵州推上新的发展轨道，开始了政府高层推动下 

的新一轮合作，与区内各方交流更为便捷，为扩大与 

港澳的经贸合作提供了新的空间，也为开辟同东盟自 

由贸易区增进合作的广阔途径。实现“9+2”各方，共 

建新平台，互促大发展，携手共进，实现共赢。 

时代赋予贵州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实现跨越 

式发展，任重而道远。政府领导层面择善而从，顺应 

潮流，实施有效的主导和作为，至关重要，不可或缺； 

然而，科技创新和人才开发则是贵州经济振兴的基本 

保证。科技兴，则国兴；人才盛，则民族盛。因此，贵 

州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科技创新步伐， 

加大人才开发力度，才有可能应对新的挑战，才有可 

能实现新的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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