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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推进西 部大 

陈 迅 

(重庆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 400030) 

开发战略之研究 

摘要：根据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五年来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严重问题，基于“十一五”规划，提出了西部大开 

发的基本宗旨应当是居民的富裕，而非地域的繁荣；为了居民的长期持续富裕，必须培育西部地区的自身造 

血功能；西部地区自身造血功能应当根源于民营经济，基于自主创新能力；西部产业发展要突破资源启动型 

约束，开发基于知识创新的现代产业；着力发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从根本上消除知识贫困；控制人口增 

长，提高人口素质；压缩居民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实现空间格局的规模经济；东西部地区优势互补，实现区 

域经济协调发展等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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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五年来，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已迈出实质性步伐，生 

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明显加强，科技教育加快发展，人才开发力度加大，特色产业 

发展步伐加快，改革开放已取得新的突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经 

济总量迅速增大，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也得到显著提高。据统计，2000—2003年 

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增长8．5％、8．7％、9．9％和 1】．2％，分别比1999年的增 

幅高1．3、1．5、2．7和4个 百分点；而4年间，西部12省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幅均在8％以上。随着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的降低，表明西部地区城 

乡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 

但是，西部各省市区在西部大开发中普遍存在如下问题：在开发指导思想上 

过分注重强区，对富民关注不够；开发过程主要靠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一定程 

度上抑制了市场主体的行为；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 

与富民息息相关的项目并不多；过分注重资源启动型开发，与可持续发展初衷严 

重背离；过分注重硬件投入，软件建设配套严重不足，投资环境与法制化、规范化 

尚有不小距离，劳动力素质低下且流动不充分，长期积淀下来的思想观念转变并 

不明显等。导致西部地区尽管经过五年的大力开发，基础设施仍很薄弱；生态环 

境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趋势远未得到根本改变；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 

后；-7东部地区比较，人均GDP增长率、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地区差距呈逐年扩大 

趋势，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仍在继续扩大。据测算，1978 

年到1990年，西部与东部的人均GDP差距扩大了l 604元；1990年到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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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差距扩大为7 742元，这其中仅2000年到2002 

年两年之间，东西部人均CDP的差距就扩大了2 7 l3 

元，而这两年正好是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时期。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党中央适时提出了坚 

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 

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因 

此，有必要基于“十一五”规划，结合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十条意见和我国持续深入的改 

革开放新形势，尤其是我国能源隐忧、台海局势等更 

加凸显出的西部地区战略腹地重要地位等新环境， 

反思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五年来的经验教训，重新 

审视西部开发战略重点与措施，基于科学发展观，从 

观念转变、制度创新、改善生存状态、提高居民素质、 

增加居民收入、降低空间交易成本、产业结构调整、 

公共服务、多元化市场主体参与等方面，研究继续推 

进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对策及相应的保障措施，实现 

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一

、西部大开发的基本宗旨应当是居民的富裕。 

而非地域的繁荣 

西部大开发的一切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略目 

标、实施机制、开发模式、主要措施、实施效果等，都 

必须以居民富裕为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否则将背离 

西部大开战略的初衷。但是，消除贫困是西部大开 

发中“难中之难”的长期性任务。虽然西部开发五年 

来是西部地区历史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但 

是在消除贫困方面却进展缓慢。实际上，地区差距 

拉大却恰恰反映出了西部地区贫困问题的日益突 

出。因此，必须对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进行重新 

定位，应把解决贫困问题置于西部开发的最优先发 

展地位，西部大开发的一切战略、方向、目标、规划、 

措施、手段、项目等都必须以富民为宗旨。这个新模 

式的核心就是以“富民为本”，通过西部大开发，使西 

部地区贫困人口、少数民族、社会弱势人群和广大居 

民的生存条件得以好转，生活质量得以改善，社会福 

利得以提高。 

二、为了居民的长期持续富裕，必须培育西部地 

区的自身造血功能 

西部开发政策重点应当向产业发展转移。即在 

继续强化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强化文化教育， 

促进观念转变，狠抓制度创新，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 

的同时，一定要结合西部地区实际，将开发重点逐渐 

转移到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上，并集中政策资源，培育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环境，以增强西部地区的自身造 

血功能。而自身造血功能应以“十一五”规划中提到 

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基础，在产业培育和发展中， 

要大力实施能够培育当地创造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富 

民项目。尽可能发展一些能够改善居民生存状态， 

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素质，促进全面、协调、可持 

续的小康社会建设的项目，促使本土创造能力和竞 

争能力的提高。 

“十一五”期间西部地区应加快产业整合战略， 

要重视引导战略投资者进入产业整合链条。产业性 

战略投资有助于将一些地区某些行业中存在的生产 

能力分散、规模小的格局通过产业整合变为集中的、 

规模化的生产，使所投资的企业不仅在行业中取得 

领先位置，而且在区域内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 

其是它对某一地区产业的整合是战略性的、多元化 

的、链条式的战略投资体系。因此，它对构筑和强化 

区域核心竞争力，促进居民长期持续富裕起到关键 

性作用。 

三、西部地区自身造血功能应当根源于民营 

经济 

从一定程度上看，东西部地区经济的差距，很多 

地方都表现为民营经济发展的差距。沿海发达地区 

的成功，主要表现为民营经济的成功；西部经济落 

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民营经济的落后。因此，随 

着我国经济多元化的发展，在西部地区有必要创新 

政策导向，实施民营经济振兴工程。从战略上加强 

对西部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研究，创新政策和体制， 

在西部地区营造全民创业的环境和氛围。制定鼓励 

民间投资和民间投资重点的产业导向，在有条件的 

地方，应设立民营经济促进中心，协调解决民营企业 

发展的有关政策性问题。扩大民营经济融资渠道； 

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扶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积极组 

建各类民营科技产业化基地，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壮 

大创造条件。 

四、西部产业发展要突破资源启动型约束，以构 

建节约型社会思想为指导 

为实现富民宗旨，西部地区必须大力发展和培 

育相关产业。但是，产业的发展不能再囿于资源启 

动，应当通过人才、技术、管理等高级要素将现存的 

资源优势转化为资本优势，通过构建循环经济链，发 

掘资本追求长期利润的本性，规避资源启动型战略 

在市场、资源、生态等方面的缺陷，所以必须按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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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尽快使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计 

划、效益低下、资源耗竭、环境污染、资本密集”的产 

业发展模式，转变为“市场导向、效益优先、资源节 

约、环境优美、劳动密集、居民收益”的产业发展 

模式。 

实施知识创新，既要充分发挥原有工业基础优 

势，发挥生物资源多样性、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优势， 

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建立区域性的特色经济，又要 

发挥“蛙跳”效应，实行跳跃式或跨越式的产业调整 

战略，实行“三高一跨越”的技术发展路线，即高起 

点、高技术、高水平、跨越式地加速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使之成为未来支柱产业。同时，还要为产业发展 

提供必要的制度和政策支持。 

五、着力发展教育。从根本上消除知识贫困 

西部地区最稀缺的资源是知识资源，西部发展 

的最大制约因素也是知识资源。开发知识资源，关 

键在人才，基础在教育。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有助于 

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因此，西部地区要 

认真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尤其要大幅度增加贫困 

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资金投入，把实现普及 

基础教育作为重要的优先战略目标，优先在少数民 

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对中小学生教育实行全额免费， 

对成人文盲或成人初等教育补习一律免费，强化对 

贫困人IZl、少数民族人口的直接教育投资。西部地 

区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紧缺，而且外出学习的大学生 

大多数未能回到本地区工作，西部地区吸引人才则 

更为困难。因此，应把支持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 

列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之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给 

予政策上的倾斜和优惠。 

只有通过优先发展基础教育，实施科教兴区和 

人才强区战略，扩大西部地区广大人民获取知识、吸 

收知识、交流知识的能力，提高运用和传播知识资产 

与信息的能力，才有可能为贫困人口和广大少数民 

族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扩大他们的发展机会，提高 

他们的发展能力，促使其解放思想、创新观念、开拓 

进取，以知识发展推进社会经济发展，进而缩小社会 

经济发展差距，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 

西部地区小康社会建设目标。 

除此之外，加大高等教育的投入势在必行。第 

一

，我国公民的教育投入持续增长尤其是高等教育， 

从改革开放至今，已增长2O多倍。给西部地区的居 

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的负担，而财政的投入不足，使得 

高校不得不为了收回教育成本 ，对学生收取较高的 

学费，但这并不能解决目前高校经费不足的问题。 

第二，西部地区产业的发展基于自主创新能力，而西 

部地区要发展自主创新能力，最根本的还是依靠当 

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支持，做到产学研相结合。 

六、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 

西部地区人口增长过快和素质低下，已成为西 

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因素。由于是少数民 

族聚居区，西部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其它 

区域，人口与环境之间的矛盾 日益突出。当前西部 

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在于人类为了维持基本生 

存，过度原始性攫取自然资源，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 

破坏，有些地区甚至形成了生态环境恶化与贫困的 

恶性循环。加上西部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普遍 

偏低，人口素质相对低下，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一大 

障碍。 

为此，在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的同时， 

有必要加大控制西部地区人口数量增长规模的力 

度。把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作为实现西部 

地区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关键。因此，在西部地区，包 

括少数民族地区也应提倡和鼓励计划生育，把人口 

的自然增长率有效控制在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容 

量的限度之内。西部地区应在政府的资助下，尽快 

建立和完善包括农村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样既 

有利于降低人口的出生率，同时也有利于人们健康 

和营养的改善，全面提高人口素质，进而促进经济发 

展，确保西部大开发战略预期目标的实现。 

七、压缩居民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实现空间格 

局的规模经济 

西部地区尽管是我国人口密度最小的区域，但 

是人口密度已经远远超过联合国测算的干旱与半干 

旱地区6O人／平方公里的适宜人口密度，早已超过 

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对有限的水资源、土地 

资源和生态环境都带来了不堪承受的巨大压力。即 

便如此，从空间经济布局的角度看，西部地区人IZ1分 

布还是太分散，居民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跨度过大。 

导致西部地区经济活动空间交易成本高居不下，严 

重制约了外部资源对西部的注入，影响到西部地区 

的产业发展。同时，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也因为治 

理的规模不经济而难以得到好转。 

因此，西部地区除了继续退耕还林还草以外 ，还 

应当“退人还地”。即西部地区有必要加快城市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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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通过城市化集聚人口，以压缩居民经济活动的地 

域空间，降低空间交易成本，实现环境的规模化有效 

治理，实现空间格局的规模经济。同时加快信息化 

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地域空间规模不经济的 

制约。 

八、东西部地区优势互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 

西部大开发战略，是针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 

距不断扩大的问题所提出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 

大，必将动摇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再加上西 

部地区特殊的重要战略地位，因此，开发西部并非只 

是西部地区的事，这是关系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大 

事。在开发过程中，东西部地区能否协调发展，是衡 

量开发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 

当前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已经扩大到了不能 

再加剧的时候了，西部地区曾经为东部地区的社会 

经济发展作出过大量牺牲，现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西部地区许多企业必须由收益产业经营转向无 

直接经济效益的生态保护活动，同时西部地区加强 

生态保护，也为东部地区乃至全国发展提供环境支 

持，对此，应当得到相应的补偿。但直接利益补偿只 

能对西部地区起到低限度的鼓励作用，对于改善全 

国生态环境有重要意义，而不能激发西部地区居民 

开发经济的积极性。西部地区要真正加速经济发 

展，在经济发展中显山露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 

得自己的席位，有必要与东部地区进行优势互补，发 

展特色产业。在处理区域经济关系时，东西部地区 

都应分析自己的优劣势，通过优势互补，发展自己具 

有比较利益的产业，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随着自 

身区域优势的加强，对其他区域产生竞争压力，从而 

促进其他区域调整其区域优势的内涵，甚至可以促 

进其他区域的优势和产业升级。在这种互动机制 

下，各区域通过区域要素的吸纳和自身要素的培育， 

大力促进潜在优势向现实优势转化，相对优势向绝 

对优势转化，实现各区域的共同协调发展，为国家落 

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 

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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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Pushing Forward Continuely the 

Strategy of Development of W est Region 

CHEN XUrl 

(College of Economie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effects and problems after the strategy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st region being carried 

out for 5 years，we suggest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st region is the richness of people，not flourish- 

ing in a region．For the sustained richness of people，we must foster the hemopoiesis function for themselves，the 

hemopoiesis function for themselves should be rely on the finn runned by the local people，the development of in- 

dustry need not to start with resources；exploit the industry based on the knowledge innovation，and we need devel— 

op education，clear the property of knowledge，control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compress the space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a region，achieve scale economy in the pattern of space，make east and west regions having complemen- 

tary advantages．achieve regional economy harmonious and so on． 

Key words：development of west region；richness of people；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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