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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投资在西部大开发中作用明显

朱明

国债投资作为政府发挥宏观调

控作用的一种直接、有效的方式，在

使用方向上每年都向西部倾斜，促

进了西部地区生产力布局调整和优

化 ， 加快了西部地区 基 础设施建

设，有力地拉动了当地投资增长，并

通过投资扩张带动关联产业的投资

与消费，促使相关企业效益回升、就

业增加，成为我国西部省市经济自

主增长的宏观助推器。

国债投资优先向

西部地区倾斜

1998 年到 2002 年我国累计发行

了 6600 亿元长期建设国债，从历年

的国债使用方向安排上可以 看出，

国债投资优先用于西部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建设，西部地区国债投资规

模占国 债总规模的比重 每 年都在

1 / 3以上，2001 年更是超过了 40% ，

成为西部省市投资较快增长的重要

牵引力量。1998 年 8 月，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财政部

的中央 预算 调整 方案 ，决定增发

1000 亿元国债，同时配套增加 1000

亿元银行贷款，全部用于基础设施

专项建设资金，其中西部地区项目

占了绝大部分。1999 年初，中央财政

继续发行 500 亿元长期国债，用于基

础设施建设，后来又进一步加大了

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增发了 600 亿元

长期国债专项用于固定资产投资。
2000 年，财政预算安排发行 1000 亿

元长期建设国债，主要用于加大西

部开发和生态环境建设，增加基础

设施投入，发展科技教育。2000 年下

半年，为了巩固和发展经济运行出

现的良好势头，中央财政又增发了

500 亿元长期建设国债，重点向中西

部地区倾斜。200 1 年，除继续发行

1 000 亿元建设国债用于弥补前期基

础设施在建项目后续资金不足外，

又发行 500 亿元特种国债，以支持西

部开发，重点安排了基础设施，退耕

还林（草），中心城市污染防治，教育

和卫生设施 等项目 ，其中青 藏铁

路、广西龙滩水电站和青海公伯峡

水电站已开工建设，南水北调工程

的前期工作进展也较快。2002 年又

发行 1500 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继续

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安排好已开工

建设的西部开发项目。
200 3 年我国继续发行长期建设

国债 1400 亿元，重点用于 5 个领域，

和西部开发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

系：一是继续支持社会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确保重大项目的投入和建

设，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西部地区

项目如南水北调、青藏铁路、西气东

输 、西电东送以及一批水电枢纽工

程，将进入全面建设阶段。二是在

20 0 3 年的国债投资中，国家增加对

农村公共品投资，解决农村公共投

资严重不足的问题，西部省市同样

受益匪浅。三是促进技术进步和企

业技术改造，增加对企业的技改投

入。四是继续为加快西部地区经济

发展创造条件，2003 年西部开发国

债资金的投入重点以 基础设施和生

态环境保护为主，侧重于解决西部

开发中面临的交通、能源、通讯、农

业、水利等方面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投资不足的问 题 ，优化投资硬环

境，化解区位劣势。五是加快实施退

耕还林，促进可持续发展。从 2003 年

国债投向可以看出，中央对西部地

区的支持力度继续加大，为减小中

西部差距，改善西部农村生产生活

条件，改善农村的教育、医疗卫生状

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促进西部地

区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

国债投资为西部大

开发创造基础条件

200 1 年安排西部地区国债投资

的比重超过 40% ，这些国债投资重点

安排了南疆、内昆、神延、水柏、宝

兰等铁路项目、机场建设，初步形成

了以昆明、成都、西安、兰州、乌鲁

木齐为中心的支线航空网络；启动

了西部开发八条公路干线和西部州

通县沥青道路建设；建设了一批西

部中心城市环保基础设施项目。此

外，国债投资还启动了西部地区 生

态环境建设，长江上中游地区 、黄河

上中游地区 、“三北” 风沙区和草原

区的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建设全

面展开；中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

工程顺利推进，完成退耕还林还草

1 5 26 万亩，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种草

1362 万亩。
在国债投资的带动下，西部地

区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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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不断提

高。1998— 200 1 年，西部地区全社

会投资年均增长 16% ，是全国平均增

速的 1.5 倍。2000-2001 年，西部 12

省区 G D P 年均增长了 8% 以上，高于

同期全国平均水平。而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到 90 年代中期，西部平均

投资增长和 G D P 增长均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几年来，西部地区的国债项

目和设施的相继建成，极大改善了

西部城乡的基础设施条件，降低了

西部地区企业的投资及运营成本，

国债项目的建筑安装及设备购置等

投资品需求带动了西部地区重化工

业企业生产的扩大。同时通过国债

资金的直接投入、税收政策调节等

措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

产业，支持了一些符合产业结构调

整方向的重点行业 、 重点企业的技

术改造，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

结构升级，带动了企业所得税和个

人所得税大幅度增长。
国债投资还有力地推动了西部

省市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由于中

西部地区较低的工资水平和经济实

力，同样规模的投资增幅可望创造

更多数量的就业岗位和更有 力地拉

动经济增长，充分发挥国债投资的

比较效应。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改

善，就业增加和消费上升，又可以吸

引东部地区的企业到西部投资建

厂，更多地雇佣当地劳动力，促进当

地就业率的提高。对东部地区企业

而言，西部大市场的开发，既为企业

过剩的生产能力找到了一条出路，

又 有利 于提高民间 资本的投资热

情 ，同样 可以 创造更多的 就业 机

会。可以说，国债投资向中西部地区

倾斜创造了一种“双赢” 效应，必将

从投资 、 消费等各个方面增强西部

地区经济发展后劲。

西部重大国债投资工程具

有极强的产业关联效应

国 债投资的 西部 重 大工程项

目，如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

路、 南水北调等都属于 “钢铁 + 水

泥” 型项目，钢铁、水泥、玻璃是典

型的投资拉动型产品，其所在行业

的总体发展态势主要受投资增长的

快慢影响。西部一系列 “钢铁 + 水

泥”型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推进，为

这些行业的发展提供了难 得的 机

遇，从而也为相关省市经济发展注

入了一剂 “强心剂”。
青藏铁路 2003 年将完成投资 56

亿元，铁路建成后，青藏高原资源的

开发将会出现全新的局面，西藏也

由此增加一条快速的运输通道。按

照青藏铁路建设初步方案，在西藏

自治区内建设总投资为 160 亿元。随

着青藏铁路建设开始向西藏自治区

境内延伸，今后几年青藏铁路建设

的投资将给西藏带来总计 4 0 亿元的

直接经济收入和间接经济收入。另

据初步估算，青藏铁路施工期间将

为西藏提供直接和间接的就业岗位

10 万个左右，铁路运营后将有 2060

个直接就业岗位。西藏自治区已经

开始积极筹划，全方位服务青藏铁

路建设，加大劳务输出，扩大就业；

加大地方 物资供应 力 度 和服 务 力

度 ， 积极衔接 、 推销西藏自产的建

材，积极安排铁路沿线的食宿、通

信 、 交通等服务；加大副食品供应力

度，为农牧民增收服务。这些都将有

效拉动当地经济发展。
“西电东送” 将极大地促进贵州

省经济社会发展，除电力自身效益

外，还将对煤炭、交通运输、建材、

电器材料 、旅游以及第三产业的相

关行业产生直接带动作用，建一个

大中型火电厂 ，就可以形成一个小

城镇；建一个大中型水电站，就可以

发挥防洪、航运 、养殖、灌溉 、发电

等功效，并形成一个旅游景点。到

2005 年，贵州全省装机达到 1360 万

千瓦以上，年发电 6 5 0 亿千瓦时以

上，年销售收入达 163 亿元左右，可

实现税收 22 亿元，届时新增发电用

煤 1500 万吨，新增产值 17.25 亿元，

与此配套将拉动大型煤矿投资 1 2 0

亿元，拉动输电通道和电网建设投

资 1 10 亿元，并直接和间接带动相关

产业的投资增长。

国债投资为西部地区的

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1998-2001 年间，国债投资重点

安排了长江干堤加固工程，涉及湖

北、湖南、江西、安徽和江苏 5 省，

全长 3385 公里，总投资 307 亿元。安

排国债投资 60 亿元，用于对全国 400

多座水库的除险加固。林业和生态

建设也是国 债投 资的 重要 方 面。
1998-200 1 年，国家在防护林工程上

投入国债资金 26.9 亿元，4 年共完成

营造林面积 2 9 0 万公顷。先后在长

江、 黄河上中游地区 、“三北” 风沙

区及环京津周边地区开展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累计安排中央国债资金

6 9 亿元，各地水利及生态建设取得

显著成效。2003 年继续发行国债，对

西部地区更是具有积极意义 ，以新

疆为例，国家计划从 2003 年开始至

2005 年在新疆投资 100 亿元（其中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 20 亿元，地方 80 亿

元）用于农牧区水利基本建设。通过

水利基本建设 ，在南北疆牧区建设

850 万亩优质饲草料基地，同时对天

然草场进行围栏、封育、休牧，使牧

区生产方式尽快由一年四 季放牧变

为两季放牧、两季舍饲。伊犁哈萨克

自治州州直县市计划建设 228.7 万亩

优质饲草料基地，总投资 29.9 亿元，

其中用于农牧区骨干水利工程投资

14.45 亿元，其余 15.45 亿元用于牧区

饲料地的田间水利配套设施建设。
同时为了控制和提高对沙尘暴的监

测预报能力，国家还将投资 1.5 亿元

在新疆启动气象工程。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经济

预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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