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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水利怎么上

西北经济发展滞后 原因何在!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 《西北地区开发战略

研究》课题组，对西北 ! 省区进行了为期 "# 多天的

考察研究。本文作为系列研究报告之一，提出了影响

西北经济发展的深层问题。但愿我们能够引为重视，

深刻反思。但愿我们切莫讳疾忌医，抱残守缺，不以

为然，再次坐失良机。

"文 !魏后凯

改革开放以来，西北地区

经 济 社 会 获 得 了 很 大 发

展，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人

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绝大部分农

村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在逐步

向小康迈进。然而，也应该看到，自

&" 年代以来，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

的宏观背景中，西北地区经济增长

速度相对缓慢，与全国其它地区尤

其 是 东 南 沿 海 地 区 的 差 距 急 剧 拉

大。

#’(& 年，西北地区人均 )*+ 为

%!! 元，相当于当年全国平均水平的

&,$ ’- 。到 #’’’ 年，西北地区人均

)*+ 虽然增加到 ,,’& 元，但其相对

水平指数却下降到 .&$ (- ，比改革

初期下降 #.$ ! 个百分点。目前，除

新疆外，西北其它省区人均 )*+ 远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甘肃仅相

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 (- ，陕西

只有 .!$ .- ，青海和宁夏也分别只

有 (#$ ,- 和 .&$ #- 。

从居民收入水平来看，陕西、甘

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农民 #’’’ 年

人均纯收入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

的 ./$ ’- 、.#$ ,- 、..$ ,- 、&#$ "- 和 ..$ (- ；城市居民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 (’$ /- 、

(.$ ,- 、&"$ %- 、(.$ ,- 和 ’"$ ’- 。如果按加权平均数计

算，目前西北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仅相当于全国的

&"- 和 .&- 左右。可见，西北农村地区与全国其它地区之

间的差距更大。

再从工业化水平来看，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西北地

区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虽然得到了很大发展，但由于发展

层次和产出效率低，至今仍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年，西北地区人均实现工业增加值只有 #,"" 元，仅相当

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 ’- 。西北地区城市首位度虽然很

高，但由于中小城市发展滞后，城市化至今仍处于较低的

水平上。#’’( 年，西北地区显性城市化率为 !&$ .- ，隐性

城市化率则只有 #"$ /- ，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 & 和

.$ , 个百分点，比沿海地区低 /$ , 和 ##$ ! 个百分点。

所谓隐性城市化，是指乡村劳动力非农转化过程中

由于城乡迁移政策等的限制而未能彻底实现地域转移的

一种人口状态。这些人口在职业上、生活方式上和居民点

形态上已具有相当程度城镇特征，只是其居住地域在行

政上仍为乡村或这些人口在统计上仍是乡村人口。

应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西北地区经济发展严重滞

后，与全国其它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急剧扩大，这是历

史、自然以及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

的。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市场经济观念落后，计划经济仍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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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西北一些落后贫困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对外

开放程度较低，现代商品经济的观念仍很淡薄。许多牧

民至今仍缺乏现代商品经营意识，仅仅将牲畜作为财富

的象征来饲养，不断扩大饲养头数而不出栏，造成草场

载畜量过大、植被破坏和草场退化。在一些企业和老百

姓心中，小农经济意识、小打小闹、怕让人挣钱的思想还

比较严重，导致一些优势企业和产业难以做大做强。

特别是西北许多地区，由于国有经济比重较大，民

营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官本位和计划经济的味道十分浓

厚，甚至根深蒂固。各级地方政府对中央的依赖性较大，

“等、靠、要”思想十分严重。各种优秀人才多沉淀在众多

行政机关，各级政府部门热衷于建立庞大的投资项目

库，政府官员对企业随意干预，大量的国有企业至今仍

带有行政级别，企业自主权限较小，一些厂长、经理过于

关心自己的 “官途”和行政级别，看市长和政府官员的脸

色办事。这无疑为政府腐败、随意干预以及各种乱摊派

大开了方便之门。

产业发展层次较低，企业竞争力较弱

从总体上看，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目前西北地

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已跃居首位，三次产业增加值构成呈

现出 “二三一”型结构，这与全国的情况大体一致。但由

于工业化水平较低，目前西北地区工业增加值比重仍远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化进程还处于初期阶段。特别

是目前西北地区有近 !"# 的劳动力滞留在第一产业，远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均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农业结构来看，目前西北地区农业比重较高，而

林牧渔业比重偏低。种植业内部结构也不尽合理，粮食

种植面积偏大，粮经比例偏高。尤其是陕西、宁夏和甘肃

三省区，$%%& 年粮经比例分别高达 $"’ (：$、!’ )(：$ 和

!’ *&：$，大大高于全国 *’ ++：$ 的平均水平。同时，在西

北一些地区，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劳动生产效率低下；农

业产业化程度较低，缺乏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龙头企

业；农田水利基础建设薄弱，农业生产 “靠天吃饭”的局

面依然没有得到改观。

从工业结构来看，西北地区重工业偏重，轻工业偏

轻，工业发展呈现出典型的资源型特征。目前，西北地区

大多数工业都是建立在资源初级开发基础上，能源和原

材料等初级产品占主导地位，产品加工深度不够，产业

链条较短，发展层次较低。而且，各地区对资源综合利用

的程度较低，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如格尔木盐湖资源开

发目前还主要是生产价值较低的钾肥，大量的价值较高

的镁、锂、锶等优势资源，因技术不过关而没有得到有效

利用。

由于结构不合理，加工层次较低，产品质量不稳定，

加上受传统体制的束缚，导致企业竞争力较弱，且呈不

断下降的趋势。目前，沿海一些加工产品大量挤占西北

市场，而西北一些企业则节节败退。尤其是耐用消费品

工业，&" 年代初期虽然西北各省区曾花大力气从国外引

进了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等生产线，但由于没有注重培

育企业竞争优势，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力，目前除少数厂

家外，几乎全军覆没，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教训。

中央和国有企业比重大，机制灵活性差

长期以来，西北地区国有经济一直占有很高的比

重。$%%% 年，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总产值

中，西北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 )&’ ,# ，比全国平

均水平高 +"’ % 个百分点。其中，陕西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业比重为 )!’ &# ，甘肃为 )&’ "# ，宁夏为 *!’ *# ，青海

为 )%’ (# ，新疆为 &)’ !# 。除宁夏外，其它省区均远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同时，西北地区中央隶属企业也多，有些

省区工业产值一半以上来自中央企业，地方工业没有很

好地发展起来，所占比重较低。特别是由于条块分割，过

去长期形成的中央企业与地方工业相互脱节状况，至今

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由此形成了“两张皮”的状况。

西北地区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大，主要有两方面的原

因：一是西北地区国有工业以中央企业为主，且大多集

中在能源、原材料和军工等领域，国有企业改革推进比

较缓慢，所遇到的阻力较大。$%%% 年，西北地区国有及国

有控股企业产值占全国的 !’ "# ，而全部国有及规模以

上非国有工业产值只占全国的 +’ !# ，股份制企业产值

仅占全国的 (’ &# 。二是非国有工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私

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发展严重滞后，代表未来发展方

向的民间投资没有很好地激活。自 &" 年代以来，西北地

区先后错过了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两次大发展的机遇，

而外商投资企业也因软硬环境的制约实际进入量也很

少。

国有经济比重过大，企业改制转型缓慢，导致经营

机制不活，经济效益低下，企业经营陷入困难。$%%% 年，

西北五省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无一

例外都出现了全行业净亏损，实现利润总额为 - $$’ % 亿

元，其中甘肃为 - )’ + 亿元，青海为 - $’ ! 亿元，宁夏为

- $’ % 亿元。西北五省区工业资产负债率全部高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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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水平，其中青海高达 &’$ () ；而经济效益综合指数、

总资产贡献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成本费用利润率均为负值。企业经营机制不活，经济效益

低下，导致工业经济增长缓慢。#*** 年西北地区全部国

有及非国有工业总产值仅比上年增长 &$ !) ，比全国平

均水平低 %$ % 个百分点。其中，宁夏和新疆工业增长速度

分别只有 ($ +) 和 ($ #) 。

对外开放严重滞后，外向型经济薄弱

虽然早在 #**! 年我国就先后开放了西北一些沿边

城市 ,如伊宁、塔城、博乐 - 以及五个省会城市，但由于受

地理条件、投资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政策等因素的

限制，目前西北地区对外开放水平仍然很低，所享受的国

家优惠政策也远不如沿海一些地区，而地方政府由于财

力有限，加上思想比较保守，胆子不够大，也难以制定出

较为有利的具体政策措施。这样，在目前各地为吸引外资

所提供的优惠政策中，西北地区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西北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

额一直很小，而且所占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截至

#*** 年底，西北五省区共利用外资项目 +"** 个，协议金

额 #%*$ **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 亿美元，仅分别占全

国的 !$ "&) 、#$ &!) 和 #$ &+) 。而且，目前西北地区实际

利用外资以对外借款为主，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比重较小，

而且资金到位率很低。#*** 年，西北地区实际利用外商

直接投资仅有 %$ (% 亿美元，只占全国外商投资总额的

"$ *) ，而 #*&. 年该比重为 %$ #() ，#**" 年为 #$ (!) ，

#**. 年为 #$ %*) 。同年，西北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资金

到位率也只有 .($ #) ，其中宁夏只有 %!$ %) ，新疆只有

%*$ #) ，甘肃只有 ’*$ &) ，均远低于 *+$ &) 的全国平均

水平。

由于企业竞争力较弱，产业发展层次较低，西北地区

不仅进出口总额较小，而且出口商品档次较低。#*** 年，

西北地区进出口总额为 .!$ ! 亿美元，其中出口 !& 亿美

元，进口 !’$ ! 亿美元，仅分别占全国的 #$ ’.) 、#$ ’%)
和 #$ ’() 。同年，西北地区国民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仅

有 #"$ () ， 出 口 对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的 贡 献 也 只 有

#"$ *) ，而同期全国分别为 %($ *) 和 !’$ .) 。目前，西北

地区出口商品结构仍以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为主，机

电产品出口仅占出口商品总额的 #($ +) ，其中宁夏、甘

肃 和 新 疆 分 别 只 有 %$ .) 、 &$ .) 和 ’$ .) ， 远 低 于

%*$ .) 的全国平均水平。

人口增长速度快，人口素质较低

建国以来，西北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 #*&! 年，西北地区人口年均增长率为

!($ "0，#*&! / #*** 年为 #.$ ’0，均高于同期 #&$ *0和

#%$ ’0的全国平均增长速度。西北地区人口增长较快，主

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家在西北民族自治区和民族

聚居区实行了比较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一般城镇地区

少数民族区中可以生育二胎，农牧区可以生育三胎。二是

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加上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西北一些

地区早婚、早育、多胎生育现象比较严重，如青海的早婚

率高达 #"$ #) ，仅次于西藏 , !#$ ") -，宁夏为 ($ #) 。三

是过去一段时期，国家曾鼓励向西北地区移民。

人口的过快增长不仅给西北贫瘠的土地和生态环境

保护带来沉重的压力，而且也给农牧民家庭收入的提高

和人口素质的改善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在自然

环境恶劣、收入低而不稳的情况下，人口的迅速增长将会

进一步加剧农村贫困状况，进而影响到人口素质的改

善。事实上，在西北一些贫困地区，人口增长过快往往是

与经济上的贫困和文化素质较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三

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形成一个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

从总体上看，西北地区人口素质较低，文盲半文盲率

较高。除新疆外，#*** 年西北其他省区文盲率均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其中，甘肃文盲半文盲率为 !&$ +) ，青海为

’!$ *) ，宁夏为 !.$ () 。甘肃省 ’# 个国定贫困县劳动力

中文盲半文盲占 %’$ () 。青海省农村牧区劳动力中，小

学文化程度以下的占 +#$ () 。

教育结构不合理，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西北地区虽然高等学校不少，但分布极不均匀，仅西

安市就拥有高等院校近 ’" 所，几乎占西北地区高校总数

的一半。同时，西北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滞后，导致各种实

用型人力资源不足。#**& 年，全国中等专业学校和职业

中学在校生数占中等学校的比重为 #’$ !) ，而西北只有

#!$ !) ，其中甘肃只有 *$ &) ，青海只有 *$ ’) ，宁夏为

##$ #) 。西北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滞后，主要是由于经济发

展落后，就业机会缺乏，家长大都希望自己的小孩能上普

通高中，进而升大学。

此外，近年来西北地区人才流失和浪费现象也较为

严重。一方面，由于发展机会较少，工资待遇较低，加上自

然条件艰苦，导致一些中高级专业人才特别是新兴产业

技术人员大量流失。如甘肃近五年外流的专业技术人员

中，高级专业人员、科技和教学骨干占 +") 左右，年龄基

本都在 ’. 岁以下。在陕西目前流失的各类人才中，电子、

生物、新材料专业约占 .") 。另一方面，由于受体制的限

制，西北地区现有各类人才并未得到较充分的利用，人力

资源浪费现象也比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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