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专题——十年开发催生西部大发展

西部大开发政策执行情况及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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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之一——西气东输的起点

自 1999 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以来，为顺利推进这一战略的实施，

中央政府出台了包括投资、财税政

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等在内的多

项鼓励性措施，用以支持西部地区

的经济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具体

包括：

1.扩大投资的政策

投资政策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

施中采取的重要手段之一。其突出

表现就是大幅度提高中央 财政性

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比例，2000—

2008 年，中央财政累计向西部地区

拨付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和国

债项目资金达 5227.02 亿元，占投资

总额的 37.8% 。铁道、交通、水 利、

农业等部门在安排建设资金 时，继

续提高用于西部地区重点项目的比

重。2000—2008 年，坚持每年新开

工一批西部大开发重点工 程。目前，

已累计开工 102 项，总投资1.74万亿

元，确保了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

藏铁路等一批关系西部开发全局重

大工 程的开工 建设，涉及公 路、铁

路、民航、水电、特色优势产业和社

会事业发展等领域，极大地促进了

西部基础设施的发展。

2.强化财税政策支持

十年来，中央财政运用各种政

策手段和工具，逐步加大公 共财政

向西部、向民族地区的投入力度，积

极支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一是

逐步加大对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

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力度。2000—

2009 年，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均衡

性转移支付年均增长 48.4% ，对西部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年均增长 29.6% 。

二是对地方专项资金补助向西部地

区倾斜。主要包括 ：加大对西部地

区农业综合开发的投入 力度；对西

部地区财政困难的省（市、自治区），

因执行 1999 年出台的提高机关事业

单位职工工资和城镇低收入居民收

入 政策而增加的支出，中央财政以专

项资金的形式给予补助；农村税费

改革转移支付向西部地区倾斜。三是

加大扶贫资金的投入 力度。2000—

2009 年，中央财政补助西部地区的

扶贫资金占该项资金总额的 62.9% 。

四是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支持西

部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涉及企

业所得税、耕地占用税、关税和进口

环节增值税 等，并在实施过程中根

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对税收优惠

政策进行调整和完善。

3.金融和信贷政策支持

在当前金 融系统信贷发放主要

遵循市场化运行机制条件下，对西部

地区的信贷政策支持更多地是指导

性、方向性的，对金融机构的约束力

不强。其具体政策主要包括 ：国家

政策性银行 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

款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等尽可能多

地安排西部地区的项目。国家开发银

行成立以来已累计向西部地区项目发

放中长期贷款 8619 亿元，占境内中

长期贷款发放总额的 23% 。2000—

2007 年，我国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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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用于西部大开发的资金约 69亿美

元。其中，世行贷款支持西部地区

发展的资金约 26 亿美元，约占世行

同期总贷款额的 28.3 % ；亚行 贷款

支持西部地区发展的资金约 41亿美

元。利用外国政府贷款支持西部地

区发展实际生效的项目346个，贷款

金额约 63.87亿美元，占全部项目贷

款的比例为 37 %。此外，对于政策

中规定的“扩大以基础设施项目收益

权或者收费权为质押发放贷款的范

围”，各家银行也已出台一系列的制

度和办法，将贷款范围从农村电网、

公路逐步扩大到城市供水、供热、公

交、电信和水利开发等项目。

4.加大环境保护政策的支持

力度

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国家先后实

施了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退牧还

草、京津风沙源治理建设 等一系列

重大林业 生态工 程，在安排基建投

资、财政专项补助资金和对地方财

政减收补助资金 等方面给予西部地

区支持。截至 200 8 年底，国家累计

安排西部省（市、自治区）天然林保

护工程资金 342 .3 亿元，占该项资金

总额的 50.3% ；安排退耕还林工 程

的粮食和现金补助共计 1037 亿元；

累计免除西部地区森工企业国内金

融机构债务 40 亿元，占该项债务总

额的 39.5% ；免除世行到期贷款 1.9

亿 元，占该项贷款总额的 82% ，并

对尚未到期的 8亿元世行贷款实行

了挂账停息。

5.规 范 土地和 矿 产 资 源的

使用

具体政策主要包括 ：一是对基

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实现耕地占

补平衡。2001—2006 年，共安排西

部地区退耕地整理项目 613 个，总规

模 30.6 万公 顷，新增耕地面积 8.27

万公 顷，总投资 53.5 亿 元。二是合

理安排 建设 用地指标。从 2005 年

起，在全国土地利用计划总量指标

四 年保持不 变的情况下，适当增加

西部用地指标。2005—2008 年，西

部用地指标分别比上年增加 3450 公

顷、2510 公 顷和 1210 公 顷。三是在

国土资源调查计划中，优先安排西部

地区的调查评价项目，开展西部地下

水、矿产资源等调查工作，工作经费

向西部地区倾斜。

西部大开发十年间，一系列的优

惠政策的实施，为改 变西部地区落

后面貌、打造西部秀美山川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1.经济实力大幅 提升

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经济

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经济效益明显

提高。2000—2008年，西部地区 生

产总值 从 16655 亿 元 增加到 58257

亿元，年均增长 11.7% ，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最快的 10 年；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由 4624 元增加到 16000 元，从

相当于各地区加总平均水平的 59.5%

提高 到 63.7% 。在国家财政投资和

国债资金的引导下，西部地区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加快，由

2000 年的 6111 亿元增加到 2008 年

的 35839 亿 元，年 均 增 长 22.9% ，

占各地区加总比重由 19.2% 提高到

21.3% 。随着对外开放程 度不断扩

大，西部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也大幅

提升，由 2000 年的 172 亿美元增加

到 2008 年的 1068 亿美 元，年均增

长 25.6% ，占全国比重由 3.6% 提升

到 4.2% 。

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千

方百计提高城乡居民物质文化生活

水平，城 乡居民收入 水平大幅度提

升。2008 年，西 部 12 个 省（ 市、自

治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和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 13000

元 和 3524 元，年 均 增 长 10.5% 和

9.1% 。西部地区低收入 线以下贫困

人口从 2001 年的 5535.3 万人减少

到 200 8 年的 2648.8万人，贫困发生

率从 19.8% 下降到 9.3% ，比全国同

期快了 4.5个百分点。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1999年招商引资建设的首批风电项目——达里风电场外景

2.国民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西部地区从资源特点和自身优势

出发，依 靠科技进步，加快结构调

整，不断探索适合自身发展条件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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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优势的产业发展道路。2008年，

西部地区实现工业增加值 2.25万亿

元，较1999年年均增长 22.96% ，工

业拉 动 G D P 增 长 由不足 2% 提高

到 10.4% ，对 G D P 增长的贡献率由

25.7% 提高到 47.7% 。西部地区三次

产业比例由 1999年的 23.8 ：41.0 ：

35.2 调整为 2008 年的 15.6 ：48.1 ：

36.3，第一产业比重大幅下降，工业

化发展趋势加速。从重点行业来看，

能源、化工、装备、冶金、农产品加

工、特色旅游等已成为新的支柱产

业，西部地区在全国能源化工 和部

分原材料生产基地的地位不断巩固。

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

程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取得明显成效。

3.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

进展

10 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西部

地区交通、水利、能源、通信、市政

等基础设 施建设的支持力度，青藏

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国道主

干线西部路段和大型水利枢纽等一

批重点工程相继建成，西部地区基

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截

至 2008年底，西部地区公路通车总

里程达142.1万公里，占全国公路总

里程的 38.1% ，其中高速公路 16456

公里，占全国总里程的 23.2% ；铁路

总营业 里程达到 2.94万公 里，占全

国的比重达到 37.7% 。

4.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成效

显著

西部大 开发以 来，退耕 还林、

天 然林保护、退牧还草、京津风沙

源治理建设 等一系列重大林业生态

工程建设使西部地区森林覆盖率从

10.32% 上升到 17.05% ，有效控制了

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改善了 区域

生态状况和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

件。截至 2008年底，西部地区累计

营造林 4.03 亿亩，其中退耕地造林

1.39 亿亩，占同期全国造林总面积

的 52%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有效

保护了13.9 亿亩森林资源，占全国

森林总面积的 60% ；退牧还草工程

累计安排草原围栏建设任务 5.97 亿

亩。与此同时，我国启动实施了野生

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

截至 2008年底，西部地区共新建了

395处自然保护区，面积为 3972万公

顷，约占全国同期新建自然保护区的

86.72% ，在保护西部地区丰富的生

物多样性、脆弱的生态环境、维护该

区域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5.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大幅度增

加了对西部地区社会事业的投入，扩

大公 共服务范围，提高社会管理水

平，有效改善了西部地区社会事业发

展滞后的状况。

教育 普及 水 平 显 著 提 高。到

2008 年，西部地区基本普及了九年

义务教育，368个县通过“两基”验

收，人口覆盖率达到 98% ，累计扫除

文盲 600 多万人，青壮年文盲率降到

5% 以下；普 通高校数量从 1999年

的 251 所 增 加 到 2007 年 的 467 所，

在校学生数增加 3.6 倍。农村中小学

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中小学危房改造

工 程、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

程以及农村特岗教师计划等重大教

育工程项目顺利推进，农村义务教育

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

城 乡医疗服务体系迅速发展，

人民群众健康状况不断改善。2008

年，中央财政对西部 地 区 12个省

（市、自治区）共投入 卫生专项经费

242.3 亿 元，占全国 47% ，比 2000

年增长161倍。在中央的大 力支持

下，西部地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

络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医疗卫生水

平显著提高。到 2008年，西部地区

共建成乡镇卫 生院 16440 个，村卫

生室近 18万个；西部地区卫生机构

床位总数达108.1万张，卫生机构人

员 数达 149.9万人，分 别比1999 年

增长32.1% 和 6.4% 。截至 2009 年 6

月，西部地区共有 1052个县（市、区）

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际参加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业人口 2.6 亿

人，参合率达 93% ，分别较 2008 年

增加 700万人和 2.5个百分点。

社会 保障事业取得长足进步。

中央财政加大对西部的补助力度，

提高社会保 障待 遇 水平，2000 ～

2009年，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补助总额为 2201.5 亿

元，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城镇居民

医保的补助标准自 2007年开始 逐

年提高。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基本医 疗保 险、失 业保险、工

伤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覆盖

面 不断扩大，参保人数逐年增加，

1999 ～ 2008 年，西部地区 12个省

（市、自治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

保人 数增加了 51.2 % ，享受养老金

待遇的离退休人数增加了 53.7% ，城

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增加了14

倍。城 乡医疗救助和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逐步建立，到 2008 年底，西部

地区城 乡最低生活保障覆盖人数达

到 2620万人。

（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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