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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西部大开发

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肖金成

西部大开发快速推进的 10年间，

我国新的区域发展总体格局全面形

成，但四大区域战略的着力点是不同

的，也不在一个层面上。其中，东北振

兴旨在激发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活

力并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中部崛起

意在提高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水平以及解决粮食主产区比较效益不

高的问题，东部率先战略重在促进产

业结构升级、空间布局调整和自主创

新能力提高，而西部大开发战略应是

一个持续时间最长、投入资金最多、

地位最重要、任务最艰巨也最具挑战

性的重大举措。2010年7月召开的西部

大开发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明

确指出，西部大开发在我国区域协调发

展总体战略中具有优先地位，在促进

社会和谐中具有基础地位，在实现可

持续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因此，在

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中，必须更加突出

西部大开发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重要

战略地位。

一、优化区域布局，着力培育

新的经济增长极

西部地区地域辽阔，有高山大川、

戈壁沙漠，也有四川盆地、关中平原；

有鱼米之乡，也有不毛之地。有些地方

干旱少雨、土地贫瘠，生态环境极为脆

弱；有些地方资源富集、水源丰富、环

境优美。此外，祁连山地区是河西走廊

的生命之源，秦岭山区是800里秦川的

生态屏障，青海三江源地区是更大区

域的生命线，贵州、广西的喀斯特地

貌地区森林植被一旦遭到破坏将万劫

不复，生态环境保护是西部大开发战

略的重中之重。因此，新一轮的西部大

开发中，必须注重优化区域布局，在适

合发展的地区加快发展，促进经济要

素尤其是人口的集中，在不适合发展的

地区尤其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加

强保护，促进人口外迁，迁移到适宜人

生存发展的地方，迁移到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强的地方，迁移到发展潜力大的

地方，迁移到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为

了优化区域布局，需要培育新的经济增

长极，即通过政策支持和改善投资环

境，吸引国内外投资者，进而实现产业

集聚和人口集中，然后通过增长极的辐

射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整个区域的

经济发展。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中，不

能遍撒“胡椒面”，搞“齐头并进”和“遍

地开花”，应该在西部地区资源环境承

载力强的地区沿交通干线发展区域性

中心城市，通过政策支持加快要素聚

集，将其迅速发展壮大。在实际操作

中，可以参照主体功能区规划，区分重

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地区，在

重点开发地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承接产业和人口的转移。

二、鼓励东中部地区与西部

地区共建产业园区

国家支持西部地区紧紧抓住国际

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按照

市场导向、优势互补、生态环保、集中

布局的原则，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

移。东部地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立，

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起到了多方

面的示范作用，带动整个珠江三角洲

地区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

随后，国家又决定在沿海14个开放城

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十几年来，经

济技术开发区在引进外资、增加出口、

体制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带动

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西部大开发

战略实施过程中，建立了不少开发区、

经济合作区和工业园区，旨在承接东

部及国外的产业转移。然而，西部地区

的财政实力较为薄弱，没有充足的财

力建设工业园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和国外产业转移的平台始终建立不起

来。没有承接转移的平台，就难以实

现产业聚集，难以承接产业转移，这

成为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

素。因此，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中，应

该制定相关政策，安排产业转移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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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东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

共建产业园区，为西部地区承

接东中部以及国外的产业转

移打造基础扎实的平台。

三、促进金融市场

发展

在一个金融市场发育不

良的地区，要建成发达的经

济体是不可能的。迄今为止，

西部地区金融市场、资本市场

的发展还比较滞后，没有产权

市场，没有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运

营效率很低。西部大开发前 10 年中，

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由于金融市

场发展滞后，很多资金又流出去了。新

的 10年中，应加快金融市场、资本市

场的发展，促进金融体制改革深化，

完善西部地区金融组织体系，鼓励股

份制商业银行在西部地区设置分支机

构，扶持地方性金融机构发展，促进

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发展。

四、促进城镇化水平提高

城镇化是经济持续增长、效益逐

步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

重要保障。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市场规模较小、生 态相对脆 弱的西

部地区而言，城镇化对于其扩大市场

规模、促进产业集聚、提高人口承载

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有着重要的意

义，可以说，加速城镇化进程是实现

西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人 民生

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必由之路。产业集

聚是城市发展的动力之源，要进一

步推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延长产业

链条，提高资源加工 深度和综合利

用程度，完善产业配套体系，积极培

育产业集群，建立一批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特色优势产业基地，为西部城镇

化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依托交通干

线发展城市带，提高区域中心城市聚

集能力、人口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能

力，逐步形成沿交通干线的城市密集

带。适应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进

一步完善道路、供排水、供电、供气、

通讯、环保、防灾减灾等基础设施的

规划、布局和建设，提高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水平和质量，改善城市生产和

生活环境，完善城市功能，提高人口

承载能力，为加快西部地区城镇化提

供物质基础。此外，西部地区的小城

镇是服务农牧民的中心和基地，应逐

步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吸引周边从事

二、三产业的居民集中居住，同时为

周边农牧民提供公 共服务。

内蒙古科尔沁 大草原

五、加大支持贫困地区脱贫

致富的力度

西部地区是我国老少边穷地区

分布最为 集中的地区，贫困现象突

出，提高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并维护民族地区稳定，仍是非常艰

巨的任务。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应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 加快经济发

展、促进社会和谐的结合点，全力实

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发攻坚

工 程，加强规 划指导，创 新开发思

路，增强造血功能，提高最

低 生活保障标准，着力改

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提

高教育、卫 生等基本公 共

服务水平。积极支持民族

地区跨越式发展，不断加

大中央支持力度和对口支

援、对口帮扶力度，优先解

决特困少数民族贫困问题，

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

六、推进边疆地区

发展

西部边疆地区多数高山连绵、交

通不便，又多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

应通过加强整体规划、加大转移支付

力度、改善交通条件、促进基本公 共

服务均等化、提高社会事业发展水平

等措施，提高边疆地区的生活、文化、

社会保障水平。“十二五”时期，应大力

推进沿边地区对外开放，加快边境贸

易区建设，加大边境口岸基础设施建

设投入，完善边境口岸功能，提升边

境地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水平。同时，

在西部边境线上逐渐发展边防口岸城

市，如云南的瑞丽、孟连、打洛，新疆

的霍尔果斯、喀什，内蒙古的满洲里、

巴彦淖尔市，广西的东兴等。“十二五”

时期，应进一步扩大和提高西部边境

地区边贸城镇的规模和聚集程度，促

进其向中等城市发展，逐步发展为陆

疆国际交通运输枢纽中心、边境国际

贸易流通中心和外向型制造业中心，以

此提高边境开放城镇的经济要素和人

口聚集能力，形成边贸城镇体系。通过

培育经济增长极，使边疆地区崛起若

干大中城市，带动边疆区域经济社会

的发展。

（作者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责任编辑  廖 奎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特别关注——新十年  新西部
	突出西部大开发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