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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讨论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以及三大地带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定位。在 21 世纪初期 ,我国

经济发展将同时面临着工业化和现代化两大任务。各地区由于发展阶段和区情特点的不同 ,在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目标

的选择上应该有所侧重。东部地区应把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基本实现现代化上 ;西部地区在加强农牧业、生态环境和基础

设施建设的基础上 ,应重点加快地区工业化的进程 ;而处于中间水平的中部地区 ,应同时兼顾工业化和现代化两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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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Hou2kai
( Industry and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2)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general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es in our country and the dif2
ferent stages the three major economic zones are in and their strategic positions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 The au2
thor of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our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face the two

task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at different regions ,owing to their different development conditions an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will have to set up appropriate goals in the realiza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

that the Eastern Rigion will have to place its emphasis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its economy ;that the Western Region

will have to strengthen its agriculture ,animal husbandr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base facilities ,and

quicken its industrialization pace ;and that the middle - level Middle Region will have to pay equal attention to both in2
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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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我国三大地带所处的发展阶段

我国三大地带不仅在自然资源禀赋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 ,而且其经济社会发展也处于不同的阶段。

这种阶段性特征与自然资源和人文特色一起 ,共同形成了各地带的区情特点。科学地把握三大地带的发

展阶段特征 ,是合理确定各地带发展方向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为了揭示三大地带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 ,我

们选择人均 GDP、工业化水平以及城镇化水平等指标进行综合分析。

按照世界银行《1999/ 2000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的划分方法 ,1998 年人均 GNP 在 760 美元及其以下为

低收入国家 ( I) ,761 - 9360 美元为中等收入国家 ( II) ,9361 美元及其以上为高收入国家 ( III) ,中等收入国家

又按人均 GNP 为 3030 美元的标准进一步划分为下中等收入国家 ( IIa) 和上中等收入国家 ( IIb) 。1998 年 ,

我国东部地区人均 GDP 为 9522 元 ,中部地区为 5252 元 ,西部地区为 4031 元。若按当年实际汇率计算 ,则

分别为 1150 美元、634 美元和 487 美元。据此推算 ,目前东部地区已经跨入中等收入阶段 ,其中上海 (人均

GDP 为 3043 美元)已开始跨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的门槛 ;相反 ,广大中西部地区至今仍处于低收入阶段 ,其

中黑龙江 (906 美元) 、新疆 (771 美元) 已开始进入下中等收入阶段。在东部地区 ,广西 (654 美元) 和海南

(704 美元)仍处于低收入阶段 (见表 1) 。

5　2000 年第 4 期 　　　　　　　　　　　　　魏后凯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及总体战略 　　　　　　　　　　　　　

Ξ 收稿日期 :2000 - 11 - 21

作者简介 :魏后凯 (1963～) ,男 ,湖南衡南县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西部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 ,工业经济研究所

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 ,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 ,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



表 1 　1998 年我国各地区人均 GDP分组情况

分组 地区

人均

GDP

(元)

按实际汇

率计算

(美元)

按 PPP

测算

(美元)

分组 地区

人均

GDP

(元)

按实际汇

率计算

(美元)

按 PPP

测算

(美元)

IIb 上海 25193 3043 12660

北京 16131 1948 8106

天津 14009 1692 7040

浙江 11176 1350 5616

广东 11112 1342 5584

福建 10095 1219 5073

IIa 江苏 10026 1211 5038

辽宁 9155 1106 4600

山东 8104 979 4072

黑龙江 7501 906 3769

河北 6452 779 3242

新疆 6382 771 3207

湖北 6271 757 3151

I 吉林 5917 715 2973

海南 5829 704 2929

内蒙古 5083 614 2554

山西 5065 612 2545

湖南 4939 597 2482

重庆 4688 566 2356

广西 4667 564 2345

河南 4658 563 2341

安徽 4574 552 2298

I 江西 4415 533 2218

青海 4346 525 2184

云南 4327 523 2174

宁夏 4225 510 2123

四川 4216 509 2118

陕西 3922 474 1971

甘肃 3453 417 1735

贵州 2306 279 1159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中有关数据计算。

然而 ,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 ( PPP) 测算 ,1998 年中国人均 GNP 已达到 3220 美元 ,按当年人均 GDP 为

6404 元估算 ,1 美元约相当于 1. 99 元人民币。据此推算 ,1998 年我国东部地区人均 GDP 大体为 4785 美

元 ,中部地区为 2639 美元 ,西部地区为 2026 美元。这样的话 ,若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 ,目前我国东部

地区已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 ,中部和西部地区已进入下中等收入阶段。显然 ,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的人均

GDP 美元数据明显偏高 ,不符合我国的客观实际情况 ,而按实际汇率计算的人均 GDP 美元数据则有些偏

低。

从工业化进程来看 ,1998 年我国工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为 14. 9 % ,其中东部地区为 19.

6 % ,中部地区为 13. 4 % ,西部地区为 9. 0 % ;全国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0. 3 % ,其中东部

地区为 42. 2 % ,中部地区为 39. 6 % ,西部地区为 34. 0 %。如果再考虑到人均 GDP 指标 ,可以初步判定 ,目

前我国工业化进程已开始进入钱纳里所划分的工业化中期的期中阶段。其中 ,沿海地区已开始进入工业

化中期的后半阶段 ,中部地区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 ,而西部地区至今仍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总体上看 ,目前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是相适应的 ,但由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至今

仍滞留在农业部门 ,加上农业和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较低 ,各地区工业劳动力份额有些偏低 ,而工业

增加值份额明显偏高。

从城镇化进程来看 ,如果按照世界各国的平均发展形式进行比较 ,我国三大地带的城镇化水平不仅落

后于其工业化水平 ,而且也远远落后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根据我们的测算表明 ,1997 年我国显性城镇

化水平为 30. 37 % ,其中东部地区为 33. 96 % ,中部地区为 30. 65 % ,西部地区为 23. 47 % ,都远低于其相应

经济发展阶段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事实上 ,目前我国城镇化的滞后主要是通过隐性城镇化反映出来的。

据我们测算 ,1997 年我国隐性城镇化水平已达到 16. 91 % ,其中东部地区为 21. 67 % ,中部地区为 14. 53 % ,

西部地区为 12. 12 %。因此 ,如果把隐性城镇化也包括在内 ,目前我国实际城镇化水平将达到 47. 3 % ,其

中东部地区为 55. 6 % ,中部地区为 45. 2 % ,西部地区为 35. 6 %。可以说 ,如何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 ,如城

镇户籍制度改革 ,把隐性城镇化人口转化为显性城镇化人口 ,将是今后我国的一项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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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97 年我国三大地带城市化水平的差异

隐性城镇化水平 (1) 隐性城镇化水平 (2) 显性城市化水平

全 　　国 22. 49 16. 91 30. 37

东部地区 30. 20 21. 67 33. 96

中部地区 19. 29 14. 53 30. 65

西部地区 14. 92 12. 12 23. 47

　　　　　　注 :隐性城镇化水平 (1)系以农村总人口为分母 , (2)系以总人口为分母计算得出。

二、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

可以预见 ,在 21 世纪初期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以及国际国内经济

环境的变化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将会出现一些新的趋势。

首先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交通运输网络的形成 ,预计到 2010 年前后 ,我国工业布局和区域

开发将由目前的点轴开发 ,逐步过渡到网络开发的新阶段。

从动态的角度看 ,一个地区的经济开发大体要经历极点开发、点轴开发和网络开发三个不同的阶段。

具体到不同类型的地区 ,落后地区一般采取的是极点开发 ,发展中地区采取的是点轴开发 ,而较发达地区

采取的则是网络开发。1999 年 ,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6534 元 ,合 789 美元。其中 ,上海已达到 3721

美元 ,北京已达到 2397 美元 ,天津已接近 2000 美元 ,浙江、广东、江苏、福建、辽宁和山东也超过了 1000 美

元。如果今后我国人均 GDP 增长保持在 7 %左右 (1979 - 1999 年平均为 8. 2 %) ,那么到 2010 年前后 ,我国

人均 GDP 将达到 2000 美元左右。届时 ,我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将进入由点轴开发向网络开发转变的过渡阶

段。事实上 ,目前我国有些地区 ,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已开始逐步进入这一阶段。

从总体上看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工业布局和区域开发主要是采取以沿海和沿 (长) 江地区为主轴

线 ,并以沿黄 (河)或陇海 —兰新沿线地区为辅助轴线的点轴开发战略。经过国家近 20 年来的重点开发 ,

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和自发展能力大大增强 ,目前已经成为主导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性增长轴。沿江地

区尤其是地处长江中上游的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 ,近年来也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可以预见 ,如

果再经过 10 年左右的重点开发 ,即到 2010 年前后 ,沿江地区将有可能继沿海地区之后 ,成为支撑我国国

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另一条主导性增长轴 ,而沿黄或陇海 —兰新沿线地区将成为支撑沿海和沿江地区经济

增长、以能源和原材料产业为重点的辅助性增长轴。随着一些新的重点开发轴线如京广 —京九、南昆铁路

沿线地区等的相继开发以及“三横四纵”铁路大通道的建设 ,估计从 2010 年到 21 世纪中叶 ,我国将会逐步

形成网络开发的总体布局格局。

其次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贯彻实施 ,中西部一些条件较好的优势地区有可能率先崛起 ,成为我国

新一代的主导地区。

自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 ,中央有关部门已相继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来促进

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目前 ,国家计委已经确定 ,今后国家在固定资产投资上将安排 70 %的国债资金、国家

拨款和国际组织优惠贷款用于中西部地区。为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 ,国家已在西部开通建设 10 大工程项

目 ,包括西安至南京铁路西安至合肥段、重庆至怀化铁路 (渝怀线) 、西部公路建设 (包括国道主干线和国家

级贫困县道路) 、西部地区机场建设、重庆市高架轻轨交通、柴达木盆地涩北 —西宁 —兰州天然气输气管

道、四川紫坪铺和宁夏黄河沙坡头水利枢纽、中西部退耕还林 (草)和生态建设及种苗工程、青海钾肥工程、

西部高校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国家在西部建设的 78 个大中型项目 ,2000 年将投资 300 多亿元。现已启动

前期工作的“西气东输”工程 ,仅一期建设投资就达 1200 亿元 ,工程总投资达 3000 亿元。

很明显 ,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相继实施 ,以及今后国家对中西部地区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 ,将会有力

地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由于中西部地区地域辽阔 ,各地区的自然条件、交通区位以及社会和

经济特点具有较大的差异 ,因此 ,今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将会出现一定的差距。可以预见 ,在今后 10 - 15

年内 ,中西部一些具有区位和竞争优势的地区 ,如长江中游地区、成渝地区、陇海铁路沿线地区等将会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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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 ,逐步进入快速增长的轨道。这样 ,除闽粤沿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湾地区外 ,中西部长江

中游地区、成渝地区和陇海沿线地区等 ,将有可能发展成为今后我国新一代的主导地区。对于中西部这些

未来的主导地区 ,国家在政策上应给予相应的支持 ,以让中西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裕起来。

第三 ,市场竞争的国际化和产业组织的变革 ,将促使加工工业布局逐步由分散走向集中 ,生产要素向

优势地区和优势企业集聚。

近年来 ,随着市场竞争的国际化以及企业兼并重组的迅速推进 ,家电、汽车、机械、计算机、医药等加工

工业布局 ,将逐步出现向优势地区和优势企业集中的趋势。在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家电行业 ,将

有可能出现垄断竞争甚至寡头垄断的局面。这种产业集中趋势 ,一方面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 ,促进

产业布局的合理化 ;另一方面 ,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垄断 ,从而不利于市场竞争。因此 ,在今后一段时期

内 ,反垄断尤其是反行政垄断以及企业间的价格合谋 ,将日益提上重要的日程。

此外 ,随着小城镇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加快 ,我国乡镇工业布局将会出现向小城镇地区和各种工业

小区相对集中的趋势。这种集中不仅有利于加强管理 ,减少环境污染 ,获取集聚规模经济效益 ,而且也有

利于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扩大就业机会。

第四 ,由于目前国内有些急缺资源难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今后从国外进口矿石和原料 ,临港

发展一些原材料工业将不可避免。

我国国土辽阔 ,资源丰富 ,但由于人口众多 ,人均资源拥有量较低 ,资源供给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

的需要。特别是石油、天然气、锰矿石、铬矿石、铜、铁矿石等主要矿产承载力较小 ,难以适应今后国民经济

持续发展的需要。由于国内现有资源不足 ,今后从国外进口铁矿、石油等矿产将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

下 ,沿海地区利用港口优势 ,临港发展一些现代化的钢铁、石化、化工等原材料工业企业 ,将具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事实上 ,自“八五”以来 ,我国钢铁、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以及化学原料等行业 ,其工业产值甚

至生产能力都在不同程度地向沿海地区转移。可以预计 ,在“十五”时期 ,尽管煤炭、水电等能源工业布局

会逐步向西转移 ,但钢铁、石化等原材料工业生产能力则会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集中。

同时 ,鉴于钢铁、石油化工等重要基础工业原料来源结构的变化 ,过去我国早就提出但并没有得到很

好实施的促进高耗能原料产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的战略构想 ,在“十五”时期将需要重新评价。同时 ,在目

前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情况下 ,提倡将沿海传统的一般技术产品转移到中西部的做法已不合时宜 ,更

难以实施 ,东锭西移就是一例。

第五 ,在地区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优势的综合作用下 ,各种生产要素将逐步向地区优势产业集中 ,地

区间工业分工格局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一般说来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地区优势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取决于地区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优势

的大小。宏观层次的地区比较优势仅仅是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的必要和前提条件 ,而微观层次的企业竞争

优势则是决定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的充分条件。可以说 ,地区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优势共同决定了地区优

势产业的发展 ,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产业分工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

因此 ,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不断加剧 ,在地区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优势的综合作用下 ,各种生产要素

将逐步向地区优势产业集中。从三大地带看 ,今后沿海工业将进一步向技术和资金密集型方向发展 ,而中

西部则在发展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工业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从城市规模看 ,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工业分工

将会进一步强化。一般性的制造业产品将逐步向大城市郊区和中小城市转移 ,而高新技术产业、大企业或

大公司总部以及研究与开发机构将逐步向大城市尤其是地区首俯城市集聚。

地区间工业分工格局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逐步由部门间分工向部门内产品间分工 ,甚至同一产品按不

同生产环节进行分工转变。可以预见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 ,这种新型的部门内产品分工将愈显重要 ,并有

可能最终超过传统的部门间分工。这种部门内的产品分工并非完全是由传统的以自然资源禀赋为基础的

地区比较优势决定的 ,而主要是由企业规模经济、产品质量、品牌和商业信誉等因素形成的竞争优势所决

定的。此外 ,随着跨地区企业兼并重组的不断推进 ,大公司、大企业出于成本和市场销售等方面的考虑 ,将

在不同地区建立不同甚至相同的分支工厂 ,成为多分支机构企业。在未来的发展中 ,这种跨行业、混合型

的多分支机构企业 ,将成为我国工业经济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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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

“十五”时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

同时面临着缩小“两大差距”的任务。一方面要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不断增强综合经济实力和

国际竞争能力 ,逐步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 ;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加快

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步伐 ,促进中西部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而缩小国内地区发展差距。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

地区差距较大的发展中大国来说 ,缩小这两个差距都同样重要 ,二者不可偏废。

要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 ,逐步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关键是要加快沿

海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 ,积极推动沿海经济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无论是在工农

业生产还是在科技教育和城市建设方面 ,沿海地区由于现有基础较好 ,社会经济综合实力较强 ,今后都应

该先行一步 ,率先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目标迈进。也就是说 ,要逐步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今

后将需要更多地依靠沿海地区。

要逐步缩小国内地区发展差距 ,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关键是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有计划分阶

段地稳步推进西部大开发 ,加快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发展的步伐。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的艰巨

任务。在“十五”时期 ,要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科技教育的发展 ,逐步缓解东西差距进

一步扩大的趋势 ,力争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使东西相对差距有所缩小。

因此 ,在“十五”时期 ,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是 :坚持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的总方针 ,

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调控作用 ,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分工、相互支援、共同发展的原则 ,加快中西部

特别是西部地区发展的步伐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加强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 ,推进沿海地区现代化的进

程。

应该看到 ,当前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 ,仅仅是全国区域总体开发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

们决不能用西部大开发战略来代替全国区域总体开发战略 ,更不能由此而忽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发展。

在“十五”时期 ,必须正确处理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全国总体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 ,处理好西部大开发

与东、中部发展之间的关系。因为实现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 ,不仅有利于增强我国经济的总体实力 ,提高

我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 ,逐步缩小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也能够为今后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

提供更加强大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撑。

四、“十五”时期我国三大地带发展战略定位

“九五”以来 ,在国家有关政策的支持下 ,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农村扶贫

工作稳步推进 ,重点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也取得较大成效。然而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目前我国各地区发

展仍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东西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还未得到有效的遏制 ,外商直接投资

仍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农村扶贫工作的任务仍很艰巨 ,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仍十分严重 ,生态环境

恶化的问题依然相当突出。1999 年 ,我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11. 5 % ,其中东部地区为 13. 9 % ,中部地

区为 9. 4 % ,西部地区为 7. 3 % ,中、西部地区分别比东部地区低 4. 5 和 6. 6 个百分点。

在“十五”乃至到 2010 年期间 ,我国经济发展将同时面临着工业化和现代化两大任务。各地区由于发

展阶段和区情特点的不同 ,在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目标的选择上应该有所侧重。东部地区由于现有基础

较好 ,社会经济综合实力较强 ,今后应把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实现地区经济的现代化上 ;西部地区因现有

基础较差 ,工农业发展水平较低 ,其工业化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 ,今后在加强农牧业、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

建设的基础上 ,应重点加快地区工业化的进程 ;而处于中间水平的中部地区 ,其经济发展应兼顾工业化和

现代化两大目标。

㈠东部地区

总的指导思想是 :充分发挥交通区位条件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技术力量雄厚的优势 ,大力发展先

进加工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积极改造传统产业 ,不断提高出口产品档次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城

市化进程 ,逐步增强产业国际竞争能力 ,从而率先在全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现代化的目标。

“十五”时期 ,东部地区要进一步提高科技含量 ,大力发展高效优质农业、高科技农业和创汇农业 ,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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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坚决淘汰一批技术落后、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生产设备 ,以大中城市

和现有经济开发区为依托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精深加工制造业以及高附加值的出口产业 ,优先鼓励

和重点支持发展机械装备工业、电子信息、精细化工和现代医药产业 ,不断提高工业国际竞争能力 ,逐步缩

小与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实现工业结构的全面升级。

为促进沿海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十五”时期国家应继续支持沿海地区扩大对外开放 ,进一步提高利用

外资的质量 ,不断优化利用外资结构 ,增强产业国际竞争能力 ,积极搞好经济特区、浦东新区和苏州工业园

区建设。建设上海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 ,引导国外大银行、大跨国公司在北京、上海等地建立地区性总部

和研究与开发机构 ,使之逐步建成中国的国际管理控制中心。要选择一些有条件的地区 ,建立一批高新技

术产业出口生产基地。

在生产力布局上 ,要充分发挥环渤海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地区等经济核心区的

作用 ,加快京沈客运专线、东北至长江三角洲陆海通道、粤海 (南)通道以及京沪高速铁路建设 ,逐步完善沿

海立体交通运输网络。建设上海和天津南北两个国际航运中心 ,并以广州、上海、天津、青岛、大连等为中

心 ,组建若干大型的沿海港口群体 ,加强各港口之间的分工协作。

㈡中部地区

总的指导思想是 :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和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设的基础上 ,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加

强对区内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不断提高产品加工增值程度 ,

变资源优势为现实的经济优势。

“十五”时期 ,中部地区要在稳定粮食产量的基础上 ,积极调整农产品结构 ,优化产品品质 ,提高加工能

力 ,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继续加强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设 ,积极搞好资源综合开发利用 ,

大力引进国内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发展精深加工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 ,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和加工层次 ,增强工业国际竞争能力。充分发挥武汉、长春、郑州、长沙等大城市的科技优势 ,大力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和出口创汇产业 ,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出口生产基地。

加快洛 (阳)湛 (江)铁路、西安至南京铁路、川汉宁通道以及公路国道主干线的建设 ,加紧立项建设京

广高速铁路 ,以提高主要运输通道的通过能力。加强对长江航道以及洞庭湖、鄱阳湖的整治和疏通工作 ,

认真搞好长江岸线和航道规划 ,充分发挥长江航运、灌溉、发电、防洪、旅游等综合效益。

㈢西部地区

总的指导思想是 :以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为切入点 ,不断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积极调整产业结

构 ,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 ,全面改善劳动者素质 ,稳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 ,逐步缓解与东部地区差

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在“十五”时期 ,西部地区要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和农牧业基础建设 ,积极开展植树种草工作 ,认真搞

好长江上游、黄河中上游水土保持林建设和黄土高原的国土整治。加快包 (头) 西 (安) 渝 (重庆) 黔 (贵州)

通道以及西南、西北出海通道的建设 ,加紧进藏铁路的前期研究和立项准备工作 ,同时以国道主干线建设

为骨架 ,逐步完善西南、西北公路运输网络。进一步巩固农牧业的基础地位 ,加强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 ,大

力发展特色农业 ,尤其是瓜果、蔬菜、花卉、中药材和畜牧业 ,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实行以资源换

资金、换技术的战略 ,加强对土地和矿产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优先支持发展水电、石油和天然气开发、有

色金属深加工、名优特新食品、民族手工艺品、医药和精细化工 (油气化工、盐化工、煤化工、磷化工等) 、航

空航天和国防工业。以西安、重庆、成都、兰州等大城市为基地 ,大力发展微电子、光纤通信、新材料、生物

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 ,以此推动西部产业结构的升级。

依托主要交通干线 ,采取以线串点、以点带面的开发战略 ,重点抓好成渝、关中、南昆沿线、乌江中游、

兰州 ———西宁、河西走廊、乌鲁木齐 ———克拉玛依等核心区的建设 ,积极搞好黄河上游、攀西 ———六盘水、

红水河等资源富集区的综合开发。进一步加大国家扶贫开发投入 ,并采取搬迁式异地扶贫方式 ,逐步将一

些生态环境恶劣地区的人口迁移到城镇地区 ,从事工商业活动 ,以减轻人口过度膨胀造成的生态压力。积

极推动单一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 ,继续搞好“兴边富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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