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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
,

在国家财政投资和 国

债资金 的引导下
,

西部 省 区
、

市 全社会 固定资产

投资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
,

其增长速度要远高于

东部沿海地区
,

也高于中部地区 除 年以外
。

这

一点可 以从表 中清楚地看 出来
。

年西部 省

区
、

市 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

年 比上年增长
,

均远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

加 年 至 月份
,

西部 省 区
、

市 固定资产投资

累计完成 亿元
,

同比增长
,

超过 了全国

平均增长 的水平
,

明显高于东部 省市

的增长速度
,

但低于 中部 省 的增长水平
。

特

别是 由于国家财政投资在西部地 区的比重明显提高
,

从 年起
,

西部地区人均 占有国家预算 内财政投

资已开始超过 中部地区
,

也超过了沿海地区
。

这说明
,

若以人 口 分布作为参照的话
,

目前国家财政投资的重

点已经转移到了西部地 区
。

年
,

西部地区人均 占

有国家预算 内基本建设投资 元
,

比沿海地 区高
,

比中部地区高 见表
。

近年来
,

国家安

排的国债资金也有很大一部分投放在西部地区
。

年
,

仅 国家安排西部地区国债贴息技术改造项 目就达

个
,

总投资近 亿元
。

然而
,

近年来
,

在 国家政策的刺激下
,

虽然西部地

区外商投资增长较快
,

但其总量规模却很小
,

而且其

比重 比过去平均水平还 略有下 降
。

比如
, 一

年
,

包括广西和 内蒙古在 内的西部 省市区实际利

用 外商投 资 亿元
,

占全 国各 地 区 的 犯

年为 ‘杯亿先 由全国各地 区 的 年

为 亿元
,

占全国各地区 的
。

显然
,

西部地区

外商投资总量规模虽有所增长
,

但其占全国各地 区的

比重则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

年 以来
,

外商投资进

一步向沿海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地区集中
。

国内民

间资本也大多持观望的态度
。

表 中国各地区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东部 省市 中部 省 西部 省市区 全国总计

地区 投资额 增长率 投资额 增长率 投资额 增长率 投资额 增长率

一‘

︸庵一︸,

麟
亿元 亿元坠川

撇
注 由于存在不分地区投资

,

各地 区投资之和小于全国总计
。

增

长率按当年价格计算
。

东部 省 市 包括辽宁
、

河北
、

北京
、

天津
、

山

东
、

江苏
、

上海
、

浙江
、

福建
、

广东
、

海南 中部 省包括黑龙江
、

吉林
、

山

西
、

河南
、

安徽
、

湖北
、

湖南
、

江西 西部 省 市 区 包括广西
、

内蒙古
、

重庆
、

四川
、

贵州
、

云南
、

西藏
、

陕西
、

甘肃
、

宁夏
、

青海
、

新疆
。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各年度 计算

表 一 年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的地区分布

国国国家预预 各地区所 占比重 人均 占有预算算 沿海与与
算算算内资资资 内资金 元 内地之比比

金金金 亿元 东东东东部部 中部部 西部部 东部部 中部部 西部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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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由于存在不分地区投资
,

因此各地区

比重之和不等于
。

东部地区包括辽宁
、

河

北
、

北京
、

天津
、

山东
、

江苏
、

上海
、

浙江
、

福建
、

广

东
、

广西
、

海南 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
、

吉林
、

内

蒙古
、

山西
、

河南
、

安徽
、

湖北
、

湖南
、

江西 西部

地区包括重庆
、

四川
、

贵州
、

云南
、

西藏
、

陕西
、

甘

肃
、

宁夏
、

青海
、

新疆
。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编
,

《中国统计年

鉴 》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以 外商投资为 例
,

年 以来

沿海地 区外商投资呈现 出全面快速

增长的态势
,

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

则增长相对缓慢
。
卜 月份

,

广东省继续保持吸引外资

的优势
,

实际利用外资额 占全 国的
,

居全 国第

一 位 江苏省位居第二
,

实 际利用外资 占全 国 的
。

第三名到第十名分别是山东
、

上海市
、

福建
、

辽宁
、

浙江
、

北京
、

天津和湖北
。

除湖北外
,

排在前十位

的其他省市全部集 中在沿海地 区
。

这 个省市实际

利用外资金额 占全国总额的
。

从全年的情况

来看
,

在沿海地区
,

江苏
、

浙江
、

山东
、

广东
、

广西
、

北京

等地实际利用外资均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
,

而中西

部地 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大都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
。

年
,

江苏实际利用外资比上年增长
,

浙江

增长
,

山东增长
,

广东
、

北京等地也都在

以上
。

相反
,

中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不仅规模

较小
,

而且增长速度也较低
,

一般不到
。

国内外 民间资金尤其是外商投资并没有相应跟

进
,

主要有三方面的原 因 一是 中国加人 后
,

随

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

跨国公司一般倾向于在海

外寻找一个最有利的生产活动地点
,

并把其纳人企业

的全球产业链体系之中
。

在这种全球产业链体系 中
,

跨国公司选择在沿海地区投资建厂
,

不仅有利于加强

与公司总部和海外相关企业之间的联系
,

而且有利于

各种原料
、

设备和产品等的进出 白 二是在交通基础

攫鳞蒸黔戴 翼

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
。

由于事权

不 明
,

支 出责任划分不清
,

一些本该由上级政府负担

的支出被推委到地方
,

导致地方财政负担加重
。

这种

情况在落后地区更为严重
。

为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和建立公共财政的需要
,

当前必须按照行政效

率
、

决策及时性
、

服务能力和惯例等原则
,

进一步划清

各级政府的事权范 围
,

做到责任明确
、

合理分工
、

各司

其职
、

高效运行
。

转移支付应 突 出强调均等化 目标
。

我 国地 区经

济发展差异极大
,

各地区财政能力相差十分悬殊
,

特

别是一些西部落后地区经济基础薄弱
,

地方财政人不

敷出
,

基本上是
“

吃饭
”

财政
。

为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
,

保证共同富裕 目标的实现
,

促进各地 区

经济协调发展
,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应 以 “

地 区均等化
”

为主要 目标
。

为此
,

必须借鉴加拿大
、

德国和澳大利亚

等国家的经验
,

尽快建立科学规范的以均等化为 目标

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

在完善分税制和合理划分事权

的基础上
,

中央财政应进一步加大
“

地区均等化
”

转移

支付的 比例
,

强化对地方财力 的平衡和调节功能
,

尤

其要加强对西部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
,

以便使各

地区居 民能够享受大体一致的公共支出和服务水平
。

加 大对西部地 区 的转移支付 力度
。

西部地区经

济发展落后
,

地方财力 十分薄弱
,

再加上财政供养人

口 较多
,

行政服务成本较高
,

理应得到 中央财政的更

多支持
。

但实际上
,

目前我 国转移支付以税收返还和

专项补助为主
,

这两项资金主要集中在东部和 中部地

区
,

而真正具有财政平衡功能的过渡期转移支付数量

很少
,

且采取
“

撒胡椒面
”

式的分配方式
。

为此
,

建议中

央对现行体制上解数和财政分成办法进行调整
,

减少

并尽快取消税收返还
,

适 当压缩专项补助数量
,

将体

制补助和结算补助纳人政府间财政平衡体系
,

以增加

中央财政可用于
‘

她区均等化
”

转移支付资金的数量
,

强化中央政府对区域经济的调控能力
。

在此基础上
,

行性研究
,

宜前一瘾外商投歉磷夔纷前期研究咖 撇戴敷攀
寒井移支付制度

。

实行科学规

是各 国中央政府协调地 区经
。

当前
,

应在过渡期转移支付

对现行各种转移支付形式进行归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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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

统一划分为
“

均等化转移支付
”

与
“

专项拨款补助
”

两大类
。

前者应充分体现转移支付应具有的平衡地区

发展 的功能
,

主要 目标是支持地方财政能力弱 的地

区
,

促进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
。

后者主要用

于对
“
老

、

少
、

边
、

穷
”

地 区的扶持
,

对落后地 区大型基

础设施建设和部分基础产业发展 的支持
,

以及用于某

些地区意外灾害事故的补助等
。

同时
,

要进一步完善

转移支付的分配办法
,

采用全面的因素分析法和科学

客观的公式
,

合理确定各地区 的标准收人和标准支

出
,

科学计算分配可用于
“
均等化转移支付

”

的均衡拨

款数量
。

均衡拨款应分为 由客观性因素确定 的无条件

拨款和由特殊因素确定的政策性拨款两大部分
,

以充

分反映各地区的实际情况
。

三
、

建立完善的国家投融资引导政策体系

加 大 国家财政贴 息的 力度
。

为促进西部地 区经

济发展
,

支持西部地 区调整产业结构
,

建议 中央在现

行对 中西部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部分基础设施项

目贷款实行财政贴息的基础上
,

加大对西部地 区财政

贴息的力度
,

并逐步扩大产业和地域范围
。

当前
,

可 以

考虑对西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
、

高新技术

产业
、

资源综合利用
、

特色产业等基建和技改项 目贷

款
,

给予一定的财政贴息
。

此外
,

国家还可以考虑对开

发银行在西部地 区 的投资项 目
,

给予一定 的财政贴

息
,

以鼓励开发银行将更多的资金投 向西部地 区
。

近

年来
,

由于受投资回报率的影响
,

开发银行的资金有

向沿海地区转移的趋势
,

这样将不利于西部大开发战

略的实施
。

实行企业投资补 贴制度
。

当前
,

可 以考虑从国

家预算内资金中拿 出一部分
,

或者通过其他渠道筹集

一部分资金
,

对在西部落后地 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

特色产业 的外商和区外企业提供一定 比例的投资补

贴
。

接受补贴的企业必须符合该地 区 的长远发展方

向
,

能够为当地创造较多的就业机会
,

并带动一大批

相关产业的发展
。

如果企业投资符合国家的要求
,

并

达到一定的期限
,

取得 良好 的效果
,

中央财政应给予

一定 比例的投资补贴
。

实行投资补贴的主要 目的
,

就

是通过政府补贴将西部落后地 区的资本利润率提高

到接近发达地区或者全国的平均水平
,

从而刺激民间

投资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如果没有这种补贴
,

追求利

润最大化的社会 民间资本一般是不会到落后地区投

资的
。

很明显
,

实行企业投资补贴政策
,

可以充分发挥

市场机制的作用
,

用很少一部分资金引导大量的社会

闲散资金
,

来加快西部落后地 区的开发
,

使之逐步成

为投资家
、

企业家
、

冒险家的乐园
。

积极推进地方政府债券试点
。

地方政府债券是

指地方政府根据信用原则
,

以承担还本付息责任为前

提而筹集资金的债务凭证
。

在美 国
、

日本等市场经济

国家
,

一般都允许地方政府根据 自身需要
,

在一定前

提条件下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

这种债券通常是为了特

定 目的
,

如建设某个大型项 目
、

修建基础设施而发行

的
。

我国现行的法律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

券
,

主要原因是为了整顿金融市场 的秩序
。

从一些国

家的经验看
,

在合理规范
、

严格秩序
、

限定条件的前提

下
,

地方政府以其资信和征税能力作为还本付息的保

证
,

发行合理限度 的地方债券应该是可行的
。

当前
,

可

以根据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需要
,

在西部一些条件

较好的地区率先进行地方政府债券的试点
,

其资金主

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的发展
。

积极培育西部地 区资本市场
。

为了更好地发挥

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
,

变潜在的资源优势为现实的经

济优势
,

今后 国家对西部地区优势企业上市以及西部

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和配股等应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
,

或者实行
“

同等优先
”

的政策
。

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

和重组 中
,

应优先考虑资源开发性质 的企业上市
,

以

便更好地吸引外来资金
,

加快西部地 区资源的综合开

发
。

同时
,

要适当增加西部企业发行可转换债券的额

度
,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审批并安排西部具备条件的优

势企业发行可转换债券
,

鼓励和引导西部具备条件的

优势企业到海外资本市场融资
。

此外
,

要积极发展和

规范西部产权交易与风险投资市场
,

建立风险投资基

金
、

中小企业担保基金和西部产业发展基金
,

鼓励投

资者向西部地 区农牧业
、

能源
、

矿业
、

基础设施
、

特色

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
,

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

刺激

民间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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