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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部大开发成效显著

自1999年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

战略以来，有关部门先后制定实施了一

系列的规划和政策措施。在国家政策的

有力支持下，西部大开发各项工作稳步

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

（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加快

2000～2008年，西部地区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3.4%，比全国平均

增速高1.9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增速高

4.4个百分点。在投资拉动和国家政策支

持下，近年来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

环境建设快速推进。

（二）地区经济呈现高速增长

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连续8年逐年加快，

自1999年的7.3%迅速提高到2007年的

14.5%。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西

部增速有所回落，但仍高达12.4%，分别

比全国和东部平均水平高0.5和1.1个百

分点。

（三）地区工业化快速推进

从1999年到2008年，西部地区工业

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由32.9%迅速

提高到41.1%，增加了8.2个百分点，而

同期东部、东北和中部地区仅分别增加

4.5、4.5和6.4个百分点。

（四）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经过十年的开发，西部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发展能力不

断增强。从1999年到2008年，西部地区

人均生产总值由4283元迅速提高到15951

元，其相对水平（以各地区平均为100）

则由60.7%提高到63.8%。西部地区城乡

居民收入均获得了较快增长。

（五）东西发展差距趋于缩小

自2003年以来，尽管东西部地区

间人均生产总值绝对差距仍在扩大，

但其相对差距已呈现逐步缩小的态势。

2003年，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比东部

地区低63%，2005年下降到60.7%，2007

年下降到58.9%，2008年进一步下降到

56.9%，比1999年的差距水平低3.3个百

分点。2007年之后，东西部地区间城乡

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也开始趋于缩小。

（六）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高

2000～2008年，西部地区出口额年

均增长26.4%，在全国四大区域中 高，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6个百分点。2008

年，西部地区出口额占全国的比重达到

4.5%，分别比1999年和2004年提高0.5和

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

投资占全国比重近年来也迅速提高，由

2004年的2.88%提高到2006年的3.45%，

2007年又提高到4.92%。

（七）投入产出效益稳步提升

1999年，西部地区工业各项经济效

益指标大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到2008

年，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总

资产贡献率已达到13.8%，超过东部地区

0.5个百分点；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达到

10.4%，分别超过全国和东部地区平均水

平5.3和5.6个百分点。

 二、当前西部开发面临的问题

应该看到，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一项

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实现中央提出的

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

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人民富裕的

现代化新西部目标任重而道远。当前，

西部开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一）基础设施薄弱，软环境有待改善

西部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贫困

地区、偏远山区和边境地区，交通、

通信、医疗卫生、文化、自来水、垃圾

处理等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薄弱，尤其是

信息化基础设施与东部的差距有扩大的

趋势。西部投资软环境也有待进一步改

善。

（二）发展层次低，产业配套不完善

西部地区采掘和原料工业所占比重

大，产业链条短，加工深度和综合利用

程度低。2007年，西部高技术产业增加

值仅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5.6%，比

东部地区低7.8个百分点。同时，西部生

产者服务业发展滞后，物流成本较高，

产业配套不完善，中小企业融资难，企

业税负重，经营环境偏紧。

（三）城镇化滞后，城乡二元结构明显

2007年，西部地区城镇化率仅有

3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个百分点，

比东部地区低18个百分点。2000～2007

年，西部与东部地区间城镇化率的差距

由7.2个百分点扩大到18个百分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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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二

元结构明显，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不

强。2008年，西部有8个省区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

比超过3.5:1，其中云南、贵州、陕西、

甘肃超过4:1。

（四）地方财力薄弱，公共服务能力低

2008年，西部地区人均地方财政本

级收入为1413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

平的64.5%，东部地区的40.5%，上海市

的11.3%。目前，西部地方政府尤其是县

乡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明显不足，地区公

共服务水平较低，离中央要求的实现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仍有很大差距。

（五）资源消耗高，“三废”排放量

大

2008年，西部地区万元GDP能耗高达

1.81吨标准煤，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高

达3.43吨标准煤，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

高63.9%和36.7%，比东部地区高117%和

114.2%。西部地区万元工业增加值“三

废”排放量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推进西部开发的总体思路

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已经进入到一

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这就为今后进一步

全面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提供了一个良

好的机遇。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着

手研究“十二五”西部大开发的思路。

在“十二五”时期，国家应按照“深入

推进、加快发展”的总体思路，坚定不

移地进一步深入推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为此，在继续完善基础设

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上，要着力抓

好以下工作。

（一）推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要进一步大力推进各地的特色优势

产业发展，积极培育产业链经济，延长

产业链条，提高加工深度和综合利用程

度，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推动建立一批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色优势产业基地，

为西部开发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

（二）大力推进空间布局优化

要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镇化步

伐，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推动城镇基

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构建以城带乡、城

乡互动、融合发展的新型发展格局。同

时，在抓好成渝、关中—天水、北部湾

经济区建设的基础上，要积极培育一批

新的增长极。

（三）积极构建新型开放格局

要积极引导外商投资、沿海企业和

开发区西进，并依托交通干线以及大中

城市和产业园区，建立一批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同时，要进一步打通西部与

东中部、东北地区以及与周边国家的联

系通道，加快修建西部沿边公路，建立

一批边境自由贸易区或经济特区，构筑

西部大开放的新格局。

（四）继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

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

度，增加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比重，以增

强西部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高西

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推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同时，要针对西部的限

制和禁止开发区域，建立健全区域生态

补偿机制。

（五）健全国家支持政策体系

要改变过去的普惠制办法，按照

“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对

西部中心城市、资源富集区、老工业基

地、贫困地区、边境地区等不同类型区

域，实行有针对性的差别化国家支持政

策，以切实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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