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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部地区发展状况与面临的重大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 　魏后凯 　张冬梅

实
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 ,我国西部地区发展取得了较

大成效 ,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这里 ,笔者着重对当前我

国西部地区发展状况进行简要分析 ,在此基础上就未来西部

开发面临的重大课题进行讨论。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重大课

题 ,对进一步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近年来 ,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些新

的特点和态势。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西部经济增长速度逐年加快 ,但仍低于东部和

各地区平均水平。

　　自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

度已连续多年逐年加快。 1999 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

( GRP)比 1998年增长 713% , 2000年为 815% ; 2001年为

818% ; 2002年为 1010% ; 2003年为 1113% ; 2004和 2005

年均为 1217% ; 2006年为 1312%。虽然西部地区 GRP

增长率在逐年加快 ,但与东部地区相比 ,其增长率差距仍

然较大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仍低于东部和各地区平均

水平。在“十五”时期 ,西部地区 GRP年均增长 1111% ,这

一增长速度虽略高于中部地区 ( 1017% )和东北地区

(1019% ) ,但仍低于东部地区 ( 1214% ) 113个百分点。

2006年 ,西部地区 GRP增长率为 1312% ,虽略高于中部地

区 (1311% ) ,但低于东北地区 (1315% ) ,更低于东部地区

(1412% ) ,也低于各地区的平均水平 (1317% )。分省区市

看 ,除内蒙古自治区外 , 2006年西部其他 11省区市 GRP

增长率均低于全国各地区平均水平。其中 ,内蒙古 GRP

增长率已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 , 2006年高达 1817% ,其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投资和品牌三大拉动。

(二 )东西部人均 GR P差距在统计上已开始出现缩

小态势。

　　在四大区域中 ,目前西部地区人均 GRP水平仍然最

低。若按当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价计算 , 2006年西部地

区人均 GRP为 1403美元 ;中部地区为 1573美元 ;东北地

区为 2339美元 ;东部地区为 3518美元 ;各地区平均为

2296美元。西部地区人均 GRP仅是东部地区的 3919% ,

各地区平均水平的 6111%。从动态的角度看 ,如果以各地

区平均水平为 100, 1998年西部地区人均 GRP相对水平为

6116,到 2003年下降到 5819。之后 ,西部地区人均 GRP相

对水平逐年提高 , 2004年提高到 5915; 2005年提高到

6016; 2006年又提高到 6111。这说明 ,在西部大开发的最

初几年 ,西部地区与各地区平均水平之间的人均 GRP差

距仍在扩大 ,但近几年已开始缩小。西部与东部地区间人

均 GRP相对差距在 2004年达到顶峰之后 ,近两年也开始

出现缩小态势。2004年 ,西部地区人均 GRP比东部地区

低 6216% , 2005年该系数下降到 6015% , 2006年又下降到

6012% (见图 1)。东西部人均 GRP相对差距呈缩小态势 ,

主要是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 (按常住人口统计 ) ,导致西部

一些省份人口规模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2006年与 2004

年相比 ,重庆市人口下降 10108% ,四川下降 6137% ,贵州

下降 3176% ,广西下降 3148% ,甘肃下降 0150%。

(三 )外向型经济发展严重滞后 ,对地区经济的拉动

作用小。

　　与东部地区相比 ,西部地区经济外向程度低 ,外资和

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小。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

资看 ,自 1979～2005年 ,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

资占全国的 8211% ,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仅占

712%、413%和 614%。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不仅总量规模小 ,而且所占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 ,从 1999

年的 415%下降到 2004年的 216% , 2005年稍微提高到

311%。在 2001～2005年间 ,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

接投资仅占全国的 316% ,比 1979～2000年下降 113个

百分点。再从出口来看 ,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计算 ,

2000～2006年间我国出口总额的 8714%集中在东部地

区 ,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只占 410%、318%和

419% (见表 1)。更重要的是 ,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西

部地区出口额占全国的比重在逐年下降 ,由 1995年的

513%下降到 2005 年的 315% , 2006 年稍微提高到

316%。相比较而言 , 2006年东部地区出口占全国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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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西部与东部地区间人均 GRP相对差距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各年度 )计算。

　表 1 1994～2006年各地区出口情况 (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 )

年份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亿美元 ) (亿美元 ) ( % ) (亿美元 ) ( % ) (亿美元 ) ( % ) (亿美元 ) ( % )

1994 　121011 　98415 8114 6516 514 6219 512 9711 810

1995 148718 121012 8113 8613 518 7915 513 11117 715

1996 151017 124710 8215 7917 513 6919 416 11411 716

2000 249210 213817 8518 10512 412 10311 411 14510 518

2001 266110 230416 8616 11213 412 9917 317 14414 514

2002 325610 284812 8715 12315 318 12018 317 16314 510

2003 438213 385017 8719 15918 316 15919 316 21118 418

2004 593313 523119 8812 24116 411 20715 315 25212 413

2005 761915 674619 8815 27710 316 26314 315 33213 414

2006 968914 860510 8818 35411 316 34513 316 38510 410

2000～2006 40 24211 35 16717 8714 160511 410 151210 318 195710 419

　　注 :东部地区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中部地区包括山

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资料来源 :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高达 8818% ,是西部地区的 2417倍。比较一下绝对数量

更令人惊叹 , 2006年东部地区出口总额为 860510亿美

元 ,而西部地区仅为 34513亿美元。

(四 )产业园区化进程缓慢 ,其集聚功能有待加强。

近年来 ,我国产业园区化推进较快。目前 ,各类产业

园区已经成为吸收外商投资、扩大出口、增加就业的重要

载体 ,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增长极 ,成为促

进产业升级、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坚力量 ,成为探索新型工

业化和新型城市化的试验田。相比较而言 ,西部地区产

业园区建设起步较晚 ,推进比较缓慢 ,其产业和要素集聚

功能仍有待加强。

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在全国 54个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 ,西部 13个开发区 2006年实现生

产总值仅占全国的 615% ,完成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

税收收入和出口总额仅分别占 517%、419%、615%和

116% ,吸收外商实际投资仅占 512%。由于建区时间较

短 ,西部国家级开发区平均规模较小 ,远低于中部和东部

地区的平均水平。2006年 ,东部 32个开发区的平均规

模 ,地区生产总值是西部开发区的 510倍 ;工业增加值为

518倍 ;工业总产值为 619倍 ;税收收入为 511倍 ;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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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为 2516倍 ,其中出口为 2315倍 ,进口为 2815倍 ;外

商实际投资为 612倍 (见表 2)。中部 9个开发区的平均

规模也大约是西部开发区的 214～318倍。

此外 ,西部地区国家级开发区的土地利用效率也较

低。2005年 ,东部国家级开发区每平方公里实现 GRP为

10145亿元 ,中部开发区为 11124亿元 ,西部开发区仅为

4142亿元 ,东部开发区是西部的 214倍 ;每平方公里实现

工业总产值东部开发区是西部的 312倍 ;每平方公里累

计吸收外资为 517倍 ;每平方公里实现出口额高达 712

倍 ;每平方公里实现税收收入为 213倍 (见表 3)。

(五 ) 工业经济效益逐步提高 ,某些指标已超过

东部。

　　过去 ,我们习惯于采用“东高西低 ”来评价东西部地

区的经济效益差异。但近年来 ,随着改革开放和西部大

开发的不断推进 ,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尤其是硬环境有

了较大改善 ,工业经济效益在逐步提高 ;相反 ,东部地区

却出现了投资回报率递减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 ,西部

一些经济效益指标目前已开始超过东部地区。因此 ,我

们不能再简单地采用“东高西低 ”来概括东西部地区的

经济效益差异。在新时期 ,我们对西部工业经济效益应

该有一个科学正确的认识。

从总资产贡献率看 , 2006年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总资产贡献率平均为 1216% (按算术平均值计算 ) ,

在四大区域中最低 ;西部地区平均为 1317% ,尽管低于东

北 (1713% )和中部 (1410% ) ,但要比东部高 111个百分

点。这说明 ,目前中西部地区工业企业资产盈利能力已

明显提高。从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看 , 2006年西部地区

平均为 1113% ,仅次于东北地区的 1217% ,远高于东部

和中部地区的 612% (按算术平均值计算 )。分省区看 ,

西部的甘肃、宁夏、广西、重庆、四川等工业成本费用利润

率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再从全员劳动生产率看 , 2005年西部地区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平均为 10171万元 /人 ·年 ,分

别比东部和中部地区高 119%和 1514% ,仅比东北地区

低 1412%。在四大区域中 ,东部地区工业全员劳动生产

率不仅低于东北和西部地区 ,而且增长速度在全国最慢。

2003～2005年 ,中部和西部地区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分

别提高了 6411%和 6617% ,东北地区提高了 5218% ,而

东部地区仅提高 3212%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六 )高消耗、高排放特征明显 ,节能降耗减排任务

繁重。

　　受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的限制 ,目前西部地区能源、

　表 2 2006年 5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平均规模

经济指标 东部 32个开发区 中部 9个开发区 西部 13个开发区 东部 /西部 (倍 ) 中部 /西部 (倍 )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 25415 14810 5018 510 219

工业增加值 (亿元 ) 18710 11212 3213 518 315

工业总产值 (亿元 ) 78719 39114 11411 619 314

税收收入 (亿元 ) 4015 1910 719 511 214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 8415 913 313 2516 218

　出口 (亿美元 ) 4416 415 119 2315 214

　进口 (亿美元 ) 3919 418 114 2815 314

外商实际投资 (亿美元 ) 317 213 016 612 318

　　数据来源 :根据商务部《2006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计算。

　表 3 2005年 54个国家级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率

项　　目 全国 东部 32个开发区 中部 9个开发区 西部 13个开发区 东部 /西部 (倍 ) 中部 /西部 (倍 )

每平方公里实现 GRP (亿元 ) 9174 10145 11124 4142 214 215

每平方公里实现工业总产值 (亿元 ) 27177 30177 29109 9160 312 310

每平方公里实现税收收入 (亿元 ) 1145 1159 1139 0168 213 210

每平方公里累计吸收外资 (亿美元 ) 1119 1137 1106 0124 517 414

每平方公里实现出口 (亿美元 ) 1135 1172 1106 0124 712 414

　　注 :东部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 ;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河南、安徽、

湖北、湖南、江西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数据来源 : 根据国家商务部外资司《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报告 (2006)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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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消耗高 ,“三废 ”排放量大 ,节能降耗减排的任务十

分繁重。从单位产出能源消耗看 , 2006年西部地区单位

工业增加值能耗平均为 3155吨标准煤 /万元 ,比东部地区

高 11615% ,比东北地区高 3310%。分省区看 , 2006年 ,单

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最高的是宁夏 ,达到 8168吨标准煤 /万

元 ,是最低的广东的 813倍。在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超过

310吨标准煤 /万元的 11个省区中 ,除河北和海南外 ,全部

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其中有 6个在西部地区 ,包括宁夏、内

蒙古、贵州、甘肃、青海、云南。新疆、广西、四川、重庆和陕

西工业平均能耗也超过 214吨标准煤 /万元。

从单位工业增加值“三废 ”排放量看 , 2005年西部地

区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二氧化硫高达 7515千克 /万元、

烟尘 3113千克 /万元、粉尘 2913千克 /万元、废水 5516

吨 /万元、化学需氧量 1914千克 /万元、氨氮 1162千克 /

万元、固体废弃物 90811吨 /亿元 ,分别是东部地区的 415

倍、614倍、519倍、211倍、416倍、418倍和 5311倍 ,是全

国平均水平的 2152倍、2139倍、2134倍、1165倍、2152

倍、2122倍和 3196倍。当然 ,西部地区工业的高排放是

与其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特征分不开的 ,但思想观念、资

金投入、技术和管理水平等也是重要的原因。

(七 ) 新农村建设难度大 ,扶贫攻坚任务仍相当

艰巨。

　　我国的东西发展差距突出表现在农村地区发展差距

上。据国家统计局测算 , 2005年东部地区农村全面建设

小康实现程度已达到 4716% ,中部地区达到了 2416% ,

而西部地区只有 113%。这说明 ,西部地区推进新农村建

设难度大、任务艰巨 ,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仍将

任重而道远。

同时 ,我国现有的 2365万农村贫困人口有相当大部

分集中在西部地区。2005年 ,西部地区农村绝对贫困人

口高达 1202 万人 , 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为

5018% ,比 2003年提高 11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的贫困

发生率高达 512% ,远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二者分别只

有 018%和 215%。目前 ,西部的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

在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省份 ,其中居住在

山区的绝对贫困人口占 50% ,连续贫困群体有 76%居住

在资源匮乏、环境恶劣的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和黄

土高原地区 ,今后扶贫攻坚的难度日益增大。

二、未来西部开发面临的重大课题

当前 ,我国西部开发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一

新阶段 ,西部开发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 ,亟待研究解决

一些重大课题。主要包括 :

(一 )建立生态环境建设的长效机制。

目前 ,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仍主要依赖于

财政资金投入。然而 ,政府财政资金毕竟是有限的 ,西部

生态环境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而所提供的生态环

境作为一种公共产品 ,又不可能产生较高的经济回报 ,这

样就需要建立一种稳定的、制度化的长效机制 ,解决生态

环境建设的可持续性问题。首先 ,要在继续加大政府财

政投入的基础上 ,逐步建立一种低成本、多元化、大规模

的稳定投融资渠道 ,解决西部生态环境建设中的持续资

金来源问题。例如 ,通过发行生态环境建设彩票 ,支持西

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其次 ,采取多种途径进一步完

善西部生态环境建设补偿机制。例如 ,完善森林、草原、

湿地等生态效益补偿制度 ,增设森林培育、草原和湿地保

护资金 ;延长天保工程的实施年限和范围 ,对因禁止砍

伐、退耕还林还草、保护生态带来的经济损失 ,通过一定

渠道给予合理补偿 ;鼓励各种社会资源参与生态补偿机

制建设 ;科学设计项目建设过程的生态补偿机制 ,使得各

项应取得的补偿落到实处 ;建立生态预算体系 ,设计预防

生态破坏、生态保护开发政策。再次 ,研究建立资源开发

补偿机制 ,科学合理地确定资源成本费用核算办法 ,尽快

建立资源开发补偿保证金制度 ,支持矿产资源勘探与合

理开发、保护和恢复被破坏的地质环境和生态环境及经

济转型。

(二 )加快西部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西部新农村建设是我国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和难

点所在。西部农村地区发展水平低 ,基础设施严重滞后 ,

加上地方财力薄弱 ,国家应把新农村建设政策支持的重

点放在西部地区。加快推进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 ,应着

力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把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结合起来。

要推进西部新农村建设 ,使农民富起来 ,首先必须减少农

民 ,通过就地转移、外出打工、生态移民等多种途径 ,使农

民从农业中转移出来 ,逐步转移到城镇和发达地区。二

是把新农村建设与特色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要立足各地

的优势 ,加快农村特色经济发展 ,积极培育特色产业 ,如

旅游休闲、现代农牧业、农产品加工等 ,走专业化、特色

化、产业化和信息化的道路 ,为西部新农村建设提供产业

支撑。三是着力提高西部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要加大财

政投入和转移支付力度 ,强化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卫

生、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促进就业、减少贫困、

防灾减灾、公共文化等方面建设 ,切实提高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能力 ,努力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四是因地制宜

探索不同的发展模式。西部农村地区差别较大 ,各地新

农村建设应该从自身条件出发 ,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科

学规划、突出特色 ,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

(三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前几年 ,我国东西部地区间公

共支出水平差距仍在继续扩大。2000～2004年 ,我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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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与西部地区间人均财政支出相对差距由 3019%提高到

3415% ,人均科教文卫支出相对差距则由 3719%提高到

3818%。①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生活条件的同

质化 ,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也是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的核心和关键所在。西部地区

是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和贫困地区的集聚地 ,同时还分布

有 63个革命老区县 ,因此 ,在设计西部基本公共服务的

标准时 ,应该考虑到这些特殊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特殊需

要。例如 ,革命老区的优抚费用要远高于其他地区 ,民族

地区则需要维持两种语言和民族文化传统 ,其公共文化

支出也要远高于一般地区。这样 ,就需要从西部地区的

实际情况出发 ,对西部一些特殊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范

围和标准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以便在保持全国政策统

一性的基础上 ,照顾到某些地区的特殊性。

(四 )稳步推进西部主体功能区建设。

目前 ,我国正在积极开展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工作 ,

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也将在 2008年全面启动。推进主

体功能区建设 ,其目的是根据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现有

开发密度和未来的发展潜力 ,将全国国土空间划分为优

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区域 ,明确

其主体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 ,通过实行分类管理的区域

政策 ,引导市场主体自觉地按照主体功能定位从事开发

建设活动 ,从而规范空间开发秩序 ,形成功能定位清晰的

国土空间格局 ,实现人口分布与经济布局相协调 ,以及人

口和经济的分布与生态环境相协调。

按照现行的规划构想 ,西部大部分地区将属于限制

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国家“十一五 ”时期规划纲要划

定的 22个限制开发区 ,有 17个分布在西部地区。禁止

开发区域包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国

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 ,共计

1283个 , 14016万平方公里 ,也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在

这种情况下 ,对于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 ,就必须积极

探索一种“不开发的富裕 ”、“不开发的发展 ”、“不开发的

繁荣 ”的发展模式。同时 ,由于这些地区是以“不开发 ”

为代价的 ,它们为全国生态环境建设作出了贡献和牺牲 ,

因此 ,对它们来说 ,仅仅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远远

不够的 ,因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对所有地区都适用

的。这样 ,就需要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上 ,研究

探讨对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的补偿机制问题。

(五 )大力促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从总体上看 ,推进西部大开发必须加快西部工业化

和城市化 ,为西部开发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在当前

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的情况下 ,西部地区要加快工业化 ,

就必须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即具有地区特色和市场

竞争优势的产业 ,避免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西部特色

优势产业的发展 ,必须突出重点领域 ,把着力点放在特色

农牧业及农牧产品加工、能源及化学工业、重要矿产资源

开采及精深加工、特色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旅游

及文化产业上 ;同时强化基地建设 ,引导形成一批特色资

源加工基地和优势产业发展基地 ,使之成为带动西部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增长极。为促进西部特色优势产

业的发展 ,当前必须进一步完善国家投资引导政策体系。

尤其是 ,要加大对西部投资促进的力度 ,进一步完善产业

配套 ,并采取投资补贴、贴息贷款、土地、税收减免等措

施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西部大开发 ,积极引导外商投资和

沿海企业西进。

(六 )引导外商投资和沿海企业西进。

西部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 ,将主要依靠民间资本的

大规模进入。由于西部地区发展水平低 ,民间力量十分

有限 ,因此 ,采取得力有效的政策措施 ,积极引导外商投

资和沿海企业西进 ,将是一条可行的路径选择。当前 ,随

着沿海要素成本的上涨和产业升级的压力 ,加上近年来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已有较好的

基础 ,基本具备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能力。因此 ,可以

认为 ,当前我国正面临一个引导外商投资和沿海企业西

进的大好时机。这种“西进 ”将可以把东部的资金、技

术、人才、品牌、管理和营销技术与西部丰富的资源和低

要素成本有机结合起来 ,由此形成一种东西互动共赢的

局面。

为积极引导外商投资和沿海企业西进 ,需要国家在

战略和政策上作出相应的调整。一是从过去的“就资金

移动劳动力 ”战略转向“就劳动力移动资金 ”战略 ,积极

引导沿海企业和资金向其他地区转移 ,以在中西部和东

北地区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 ;二是实行以开

放促和谐的新型开放战略 ,积极引导外商投资和加工贸

易西进 ,加快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步伐 ,把扩大对外开放与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切实依靠对外开放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 ,形成以开放促协调的良性互动格局 ;三

是鼓励沿海开发区西进 ,如鼓励它们利用自身的管理、营

销、人才和资金优势 ,采取合资、合作、参股、委托经营等

多种形式 ,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扩张 ;四是实行差别化的

市场准入政策 ,对珠三角、长三角等优化开发区域 ,要逐

步提高市场准入门槛 ,鼓励这些地区加快产业升级 ,引导

其产业向中西部特别是中西部重点开发区域转移。

　　①　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相对差距系数 = (东部指标值 - 中西部指标值 ) /东部指标值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