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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崛起的瓶颈及对策

严于龙  赵锦辉

实
施“中部崛起”战略，是继“沿

海开放”、“西部大开发”和“振

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之后，党中央、国

务院高瞻远瞩，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度提出的又一

项重大战略举措。根据有关资料，2004

年末中部六省国土面积 102.8万平方

公里，占全国的 10.7%；年末总人口

3.65亿人，占 28.1%。目前，中部地

区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哪些主要问题，

如何尽快促进中部崛起，这是各方面

普遍关注的问题。

中部地区具有特殊的区位优势和

综合经济优势。中部地区连接东西，沟

通南北，居中的地理位置使中部成为

全国交通和通讯的枢纽地带；丰富的

水资源使本区成为国内重要的水电基

地；品种多样的矿产资源使本区成为

全国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地；同时中部

地区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中

部地区优越的区位条件，使中部在获

取高效率的信息、能源和物流方面处

于极为有利的地位，具有崛起的各种

基础条件。但是，中部崛起的瓶颈或制

约因素也很明显。
1.经济总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明

显扩大，经济基础相对较弱。2004年，

中部地区生产总值合计为3.2万亿元，

人均G D P为9186元。尽管经济总量持

续增长，但相对地位却明显下降，中部

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由1978年

的 21.6% 下降到2004年的 19.7%。与

东部沿海地区相比，1978年中部地区

G DP相当于东部的 49.6%，2004年则

下降到 36.3%；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

相比，人均 G DP由相差 570元扩大到

14045元，差距明显拉大。中部地区人

均财力全国最低。2004年，中部六省

地方财政收入合计为 1796.6亿元，占

全国 31 个省（区、市）地方财政收入

合计的 15.4%，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为

493元，不仅低于东部的 1549元和东

北三省的 918 元，而且也低于西部的

536元。

2.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比重大，

工业化进程相对滞后。2004年，中部

地区 G D P 三次产业构成为 1 7 .8∶

47.7∶34.5，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第

一产业高 2.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低

5.2个百分点。同期西部地区三次产业

构成为 19.5∶ 44.5∶ 36.1，东北三省

为 12.7∶51.6∶35.7，东部地区为8.9∶
53.3∶ 37.8。第一产业内部也存在着

基础设施薄弱、良种繁育推广能力不

强、土壤地力下降、农机装备水平较

低、生态环境脆弱等突出问题。工业内

部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能源、原材

料等上游产业比重大、技术水平不高、

附加值低。中部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初

期阶段，与基本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

段的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工业化进程

明显滞后。

3.城镇化水平低，都市经济圈和

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城市是

经济发展的重要承载体。改革开放以

来，中部六省城镇化水平有了较大提

高，六省平均城镇化水平由 1990年的

20.4% 上升到2004年的 36.1%，年均

提高1.1个百分点。但比全国平均水平

低 5.7 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还比较

低。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六大城市群

人均G D P不及长三角、珠三角的 1/ 2，

特别是中心城市的实力不强，人口、资

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聚集度不够。

4.所有制改革滞后，非国有经济

发展缓慢，经济增长活力不足。改革开

放以来，在国家各项政策措施的鼓励

支持下，集体经济、私营个体经济、外

商投资企业以及各类股份制企业发展

很快，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相对而言，中部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比

较慢。2004年，中部六省非国有工业

增加值比重平均为 49.4%，明显低于

全国 57.6 % 的水平。截至2003年底，

中部地区共有私营企业 39.1万户，从

业人员 5 0 8 .2 万人，分别占全国的

13.0% 和14.4%；外商投资企业 14504

户，仅占全国的 6.4% ，比目前拥有外

商投资企业最多的广东省少37168户。

5.对外开放水平低，利用两种资

源、 两个市场加快中部地区经济发展

还存在很大的空间。2004年，中部地

区进出口总额为349.5亿美元，仅相当

于全国的3.0%和东部地区的 3.4% ；实

际外商直接投资为 61 .5亿美元，仅相

当于全国的 1 0 .1 % 和东部地区的

13.2% ；外贸依存度仅为 9.0% ，比东

部地区低 87.9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

水平低 60.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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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中部崛起要走科学发展道路。
“中部塌陷”不仅表现为经济总量地位

的相对下降和增长速度的相对滞后，

更多地表现为增长质量上的差距，核

心竞争力上的差距。特别是在目前资

源供求紧张、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

实施中部崛起绝不能走传统的靠大量

增加投资、消耗资源粗放增长为主要

特征的老路，为单纯地追求增长而增

长，而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出一条科技含

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

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内

涵经济增长之路。只有这样，增长才可

持续，才更有活力。从国际竞争的角度

看，总体上已经从原有的以商品输出、

资本输出为主转向了现在的以技术输

出为主，未来综合国力和区域经济的

竞争关键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

促进中部崛起，要依靠“两条腿”

走路。一方面，国家要给予适当的政策

支持。比如，国家赋予东部、西部和东

北老工业基地的有关信贷、 税收、 外

贸、出口等对外优惠政策，同样要给予

中部地区；还可以考虑在基础设施投

资特别是水利设施建设、农业特别是

粮食生产投入、教育、土地开发、城镇

化特别是户籍改革、资源利用等方面，

给予中部地区更多的政策倾斜。另一

方面，依靠自身力量，挖掘自身的发展

潜力，增强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国

家的政策只是“外力助推”，而且公共

财政体制改革正逐步朝着公平、规范、

统一的方向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的税

收环境、改现行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

为产业税收优惠政策将是大势所趋。

因此，中部地区为着崛起，切不可在国

家政策支持上产生攀比心理，而根本

在于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扬长避短，把

握机遇，加快发展。重点在以下几个方

面加强工作：

一是变人口压力为劳动力资源优

势。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支持中部地区

加快引进人才、知识和技术，支持科技

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特别要针

对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多的特点，从

加强农民工科技培训、提供用工信息

以及搞好农民工维权等方面做好服务。

二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

快中部地区传统工业的改造，提升中

部地区的产业竞争力。中部地区有许

多老工业基地，在汽车、机械等的制造

上有着良好的基础，而且资源比较丰

富，关键是要以现代技术改造和振兴

传统产业，提升制造业的结构层次，增

强竞争优势。

三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

W TO的新情况，充分发挥区内农业特

别是粮食生产方面的优势，大力发展

高效农业和创汇农业，以农村劳动力

丰富的优势弥补土地资源不足的劣势。

国家应继续加大对中部地区“三农”的

支持力度，重点要稳定和完善支持粮

食生产的有关政策，增加对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农业科技投

入等方面的财政扶持。

四是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加强与

区外的沟通合作，形成优势互补。中部

地区与东部地区在资源禀赋和发展水

平上具有互补性，在发展规律上具有

梯次推进的特征。中部地区应当积极

加强与东部地区的对接，在承接沿海

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同时，加

强劳务输出、原材料输出和农产品输

出等方面的合作，实现双赢。
五是大力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

体制环境，增强经济活力。在继续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要为非公有制

经济的加快发展创造条件，政府部门

特别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把主要精

力由原来的跑项目、要资金转到创造

良好的投资环境上来。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

禽流感防控国际筹资大会系列活动在京举行

财政部代表中国政府认捐1000万美元

2005年 1 月 1 8 日，由中国政府、欧盟委员会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

禽流感防控国际筹资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财政部副部长李

勇作为会议主席之一，主持了国际筹资大会认捐分会，并代表中国政府

认捐。

李勇指 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一贯致 力于本国的

禽流感疫情防控工作，并始 终关注 全球防控 事业的发展。在积极争取 国

际援助，支持自 身防控工作的同时，中国政府决 定向大会认捐 1 000万美

元，其中 200 万美元捐赠给 禽流感防控信托基金 ，50 万美元捐赠给世界

卫生组织，50万 美元捐赠给联合国粮农组织，用于支持全球禽流感防控

事业；其余 700 万美元将通过双边渠道资助 东盟和非洲一些国家。

另据悉，2005年 1 月份以来，为应对中国局部地 区发生的高致病性

禽流感疫情，财政部积极筹措和安排资金支持 禽流感防控和 家禽业发展。

2005年中央财政全年 累计安排禽流感防控资金8.27亿元人民币，重点用

于禽流感疫情监测、野生候 鸟监测、扑杀补偿、消毒无害化处理、疫苗

研制和疫苗补助、科技攻关、人员培训、应急演练、健康教育等相关领

域，对有效遏制禽流感疫情、推进家禽业生产方式转变和持续健康 发展

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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