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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是中国钒钛之都，也是我国重要的老

工业基地。同时，攀西与柴达木、包头也是我国

三大资源富集、综合开发潜力巨大的地区。攀西

地区战略性资源开发是一项国家战略。近年来，

攀枝花在推进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城市转型、

产业升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

打造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和老工业基地调整的攀枝

花样本。

转型中面临的深层次矛盾
目前攀枝花在转型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

深层次的矛盾。

——产业结构畸形。攀枝花钢铁“一业独

大”的局面未根本改变，工业比重过高，服务业

严重滞后。2015 年，攀枝花全部工业增加值 661

亿元，占 GRP 的 71.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 78.7%；而服务业比重仅为 25.2%，增长贡献

率仅有 18.3%。

——资源型特征明显。攀枝花工业面临的问

题不在于重工业偏重，而在于加工深度不够，资

源综合利用程度低。2015 年，攀枝花规上工业

总产值中，采掘及黑色金属工业占 56.3%，加上

化工、电力，所占比重达到 73.4%

——创新驱动力不足。与西部其他地区一

样，攀枝花目前增长主要依靠资源、投资拉动，

创新驱动的格局尚没有完全形成。

——矿区环境治理压力大。当前，攀枝花已

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有条件也有能力打造成

为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城乡全面转型的典范。

从发展阶段看，2015 年，攀枝花人均GRP

为 12058 美元，接近世界银行高收入经济的门槛

（人均GNI 为 12616 美元）。从人均GRP看，

攀枝花相当于工业化后期，但产业结构、工业内

部结构仍停留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从城镇化阶

段看，2015 年攀枝花为 64.74%，已进入城镇化

中期的减速阶段，也已经进入了中级城市型社会。

从城乡关系看，2015 年攀枝花城乡收入差距为

2.36，已经进入双向城乡一体化转型的阶段。目

微调产业布局  加快攀枝花全面转型
创新是转型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攀枝花而言，应对当前的产业布局进行微调，将钒钛、钢铁等
产业向凉山等地延伸，同时提高产品附加值；要使农业、康养、旅游等一、三产业形成互补。

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当代县域经济当代县域经济
DANG DAI XIAN YU JING JI  2016.12DANG DAI XIAN YU JING JI  2016.12�12� 



前正在由资源型城市向“钒钛之都”“康养胜地” 

转型，由“百里钢城”向“阳光花城”转型。

加快攀枝花在新时期的全面转型
——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依靠科技创新，

提高资源加工深度和综合利用程度，实现攀枝花

的二次创业和再工业化。攀枝花工业化并没有完

成，需要再工业化。攀枝花的工业不单纯是升级

的问题，还需要适度多元化，改变钢铁“一业独大”

的局面。强化创新驱动，建设创新型区域，科技

创新与企业规模呈U形关系，要充分发挥中小型

专业化的民营科技企业的作用。

——走出老工业基地调整“就工业论工业”

的误区，树立“以全面转型促全面振兴”的理念，

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促进一二三

产业深度融合。对攀枝花而言，要实现大转型就

需要服务业大发展，产业融合存在不同的层次，

市域、区县、园区存在产业融合的问题，乡镇和

村庄也存在产业融合的问题。

——按照链式发展、集群化的思路，培育一

批规模大、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主导优势产业链。

当前要重点培育钒钛产业、康养产业和生物产业

三大主导优势产业链。一是钒钛产业链。钒钛具

有添加剂的性质，钒钛产业不可能都在攀枝花发

展，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确定重点产业领域和

环节。二是康养产业链。要解决交通问题，重塑

地区形象，要改变钢城的形象。三是生物产业链。

包括生物农业、生物医药等，实现生物产业与康

养产业的有机融合。四是要突破单纯城市转型的

思路，从城乡一体化和全面小康的视角，打造新

农村建设的 2.0 版，加快推进乡村转型。在推进

新农村建设 2.0 版的过程中，要坚持强、富、美

的思路，即农业要强、农民要富、农村要美；要

坚持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即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

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

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

要坚持全面小康的思路。要以“三统三共”为新

村建设的准则，即统一规划、统一平台、统一品牌，

共建共营、共营共享、共享共赢。

——加快推进攀枝花由“生产型城市”向

“消费型城市”“民富型城市”转型。目前攀枝

花仍是一个典型的生产型城市，2015 年攀枝花人

均GRP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50% 左右；但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3%，城镇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7左右；攀

枝花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比全国平均水平

高 12.6%，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仅高 7.4%。

因此，在推进转型中，要着力提高城乡居民

收入，使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着力

强化消费驱动力，促进攀枝花由工业城市向区域

性中心城市转型，三省边缘地区的中心城市；着

力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生态城市，走生态型的山

地城镇化道路；城市建筑、风貌、颜色、景观等

要与自然环境相适应，天人合一；建设一批生态

型的特色小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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