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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大开发的主要成效

  自 从 1999 年 9 月 22 日， 中 共

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国家要实

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并先后制

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成效显著。

  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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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4.4 个百分点。从固定资产投资的

领域来看，农业、交通、水利等基础

领域的投资比重不断提升，由 1999 年

的 20.39% 提高到 2007 年的 28.36%。

在投资拉动和国家政策支持下，交

通、通讯设施得到极大改善，2007 年，

西部地区公路总里程比 1999 年增长

0.6 倍，高速公路里程增长 4.96 倍；

2001 年，西部电话和移动电话的普及

率仅有 9.10 部 / 百人和 7.05 部 / 百

人，2007 年提高到 20.78 部 / 百人和

32.68 部 / 百人。生态建设取得较大

成效，森林覆盖率由 1999 年的 9.03%，

提高到 2007 年的 14.4%。近年来北方

地区沙尘暴明显减少，西部地区的贡

献功不可没。

  二是地区经济呈高速增长态势。

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生产

总值（G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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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9

到 2008 年，西部地区 GRP 年均增长

达到 11.4%，其中 2003-2008 年平均

增速达 13.2%，在全国四大区域中增

长速度 快。从西部各省区市的情况

看，内蒙古、新疆、陕西、广西等省

区经济发展速度已居全国前列，其中，

内蒙古 2002 年以来连续七年增速居全

国第一，四川省经济总量也于 2007 年

突破万亿元大关。

  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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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

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都在

不断下降，其中产值比重从 1999 年的

23.8% 下降到了 2008 年的 15.6%，下

降了 8.2 个百分点，而同期全国、东

部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仅下降

6.4 和 5.4 个百分点。西部第二产业

增加值比重提高了 7.1 个百分点，也

大大高于东部地区和全国提升的幅度。

  四是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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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

善。首先，从人均 GRP 增长来看，

1999-2008 年， 西 部 地 区 人 均 G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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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城乡

居民收入均获得了较快增长。从 1999

年到 2008 年，西部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1662元提高到3525元，增长了1.12倍；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由 5431 元

提高到14281元，增长了1.63倍。其中，

在 2004-2008 年，西部地区农民人均

纯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 11.92% 超过

东部地区 2.8 个百分点（其中，2008

年东部与西部城乡居民收入数据计算，

是将各省区的城乡居民收入数据按各

省区城镇和乡村人口数量加权后，将

东部与西部各省区加权后的城乡居民

收入数据进行汇总）。

  五是东西部相对差距趋于缩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西发展差距的

变化经历了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

拐点大致出现在 2003 年。从图 1中可

以清楚地看出，自 2003 年以来，尽管

东西部地区间人均 G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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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P

比东部地区低 63.0%，2005 年该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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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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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说，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已

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由不平衡增

长逐步转变为相对均衡增长。

  六是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高。从

1999 到 2008 年，西部地区进出口占

全国比重也是先下降后提高，呈现出

一个“U”型变化（见图 2）。这说明，

近年来西部地区在发展开放型经济方

面已取得初步成效，其对外开放水平

得到明显提高。2008 年，西部地区进

出口总额已达 1142.3 亿美元，占全国

进出口总额的 4.46%，比 1999 年提高

0.31 个百分点，比 2005 年提高 1 个

百分点。2000-2008 年，西部地区出

口额年均增长 26.4%，在全国四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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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 高，比全国平均增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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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个百分

点。新疆、甘肃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

超过了 30%，内蒙古、广西、贵州、

四川等省区进出口增长速度均超过全

国平均水平。1999-2007 年，西部地

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由 17.73 亿

美元增加到 50.50 亿美元，年均增长

16.13%，远高于东部地区 10.16% 的

平均增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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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是投入产出效益稳步提升。西

部大开发的实施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能源、重化工、

烟草、农产品加工等特色优势产业得

到了长足发展。在这些行业的带动下，

西部地区工业投入产出效益得到了明

显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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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到 2008 年，各项指标均超过了全

国和东部地区的水平。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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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贡献率以及

成本费用利润率数据是全国和西部各

省区数据的算数平均值）。

 当前西部大开发面临的问题

  应该看到，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一

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要实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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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仍

将任重而道远。当前，西部大开发面

临的主要问题是：

  一是基础设施薄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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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西部地区长途自

动交换机容量、本地电话局用交换机

容量、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长途光

缆线路的密度、每千人互联网宽带接

入端口等都远远低于东部和全国平均

水平。西部投资软环境也有待进一步

改善，具体表现为：西部地区的市场

化程度不高，国有经济比重高，要素

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外

向型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政府规

模庞大，行政办事效率低，审批环节

繁琐，服务意识较差；等等。

  二是发展层次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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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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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的物流

效率明显低于东部地区，单位货运量产

生的 GRP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只有东部

地区的 50% 左右。此外，西部中小企

业融资难，企业税负较重，经营环境偏

紧。西部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内资企业融

资困难，可获得银行贷款比例大大低于

东部地区，不得不通过非银行机构来获

取企业发展所需资金。西部地区高税行

业多，增值税比重高，所得税比重低，

中央通过增值税从西部拿走的税赋较

多，而通过所得税等税种分成留在西部

的税赋较少，加上国家对西部的税收优

惠主要是企业所得税，导致西部地区税

收负担较重。

  三是城镇化滞后，城乡二元结构

明显。西部地区不仅城镇化水平低，

发展严重滞后，而且近年来与东部的

差距还在不断扩大。2007 年，西部地

区城镇化率仅有 37.0%，比全国平均

水平低 8.0 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低

18.0 个百分点。2000-2007 年，西部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和《2009 年中国统计摘要》中数据计算。

图 1 1980-2008 东西部地区相对差距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和《2009 年中国统计摘要》中数据计算。

图 2 1999-2008 年西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增长及占全国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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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部地区间城镇化率的差距由 7.2

个百分点扩大到18.0个百分点。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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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地方财力薄弱，公共服务能

力低。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实力、人

均可支配财力和公共服务能力均远低

于东部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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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西部地区财政支出效率较低，财政支

出对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

带动作用远小于东部地区。1999-2008

年，西部地区 GRP 增长率与财政支出

增长率之比仅有 0.7，即财政支出增

长 1个百分点，仅能带动 GRP 增长 0.7

个百分点；人均 GRP 增长率与人均财

政收入增长率之比为 0.69，即人均财

政支出增长 1 个百分点，仅能带动人

均 GRP 增长 0.69 个百分点，低于东

部地区 1.0 和全国 0.82 的平均水平。

  五是资源消耗高，三废排放量

大。受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阶

段的影响，近年来西部地区重化工业

和原料工业规模迅速扩张，资源消耗

高、三废排放量大的特征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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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废排放来

看，2007 年，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仅

占全国的 14.8%，但排放的工业废水、

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物分别占全国

的 22.5%、26.9% 和 56.1%。 西 部 单

位工业增加值三废排放量也远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2007 年，西部每亿元工

业增加值排放废水 29.50 万吨、工业

废气 5.56 亿标立方米、工业固体废

物 356.86 吨，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

1.72 倍、2.37 倍和 46 倍。

 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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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期，应按照“全

面推进、科学发展、东西互动、加速

转型”的总体思路，坚定不移地进一

步全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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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加快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要

进一步大力推进各地的特色优势产业

发展，加快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

产业，继续发展壮大能源及化学工业、

重要矿产开发及加工业、特色农牧业

及加工业等资源型特色优势产业，扶

持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非资

源型现代优势产业，积极承接东部地

区产业转移，培育发展新兴特色优势

产业，大力推进旅游、现代物流等现

代服务业发展。同时，要积极培育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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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业园区，促

进特色优势产业向规模化、集群化和

现代化方向发展，为西部大开发提供

坚实的产业支撑。

  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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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抓好成渝、关中—天水、

北部湾经济区建设的基础上，积极培

育一批新的增长极，包括呼包鄂城市

群、沿黄城市群、滇中城市群等。要

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促进人口与

产业向城镇特别是城市群地区协同集

聚，推进实施生态脆弱地区生态移民

工程，使西部地区人口分布、产业布

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

  三是积极构建新型开放格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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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推进西部沿边地区对外开放，加

强国际河流开发和次区域合作，并依

托现有边境口岸城市和边境经济合作

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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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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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优化西部教育资源

配置，进一步夯实“普九”工作，加

快发展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全面提

高高等教育质量，着力提高全民素质。

进一步加强西部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提高公共文化和体育服务水平，建立

健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

完善社会应急救援体系和救助体系。

  五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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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取

多方面的政策措施，积极扶持西部少

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和

边境地区等的经济社会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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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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