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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快西部开发

的若干政策建议

魏 后 凯

改革开放以来
,

在国家的有

力支持下
,

西部地 区经济获得 了

大发展
,

人 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较

大提高
。

然而
,

如果与东部地区进

行 比较
,

就可以看出 在全国经济

高速增长的宏观背景 中
,

西部地

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明显

滞后
,

东西差距在不断扩大
,

这具

体表现在 增长速度上的差距
,

经

济总量上的差距和发展水平上的

差距
。

东西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是资金投入增长缓慢
,

产业链条

短
,

加工增值程度低
,

农村经济特
别是 乡镇企业发展 明显滞后

,

投

入产出效果低
。

加快西部地 区的

经济开发
,

无疑要 主要依靠西部

各地 区 自身的努力
。

然而
,

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

国家在投

资和政策等方面也应给予西部地

区更多的支持
。

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

西部地区的开发应借鉴沿海

地 区 和 国外 内陆地 区开发 的经

验
,

走以改革促开放
,

以开放促开

发的新路子
。

率先进行超前改革的试

验
。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
,

西部地

区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要求
,

借鉴一些市场经济国家

的经验
,

率先在某些领域进行超

前改革的试验
。

对于西部地区进

行超前改革试验
,

国家应放宽限

制
,

并在政策上予以支持
实行全方位开放

。

首先
,

要进一步扩大沿边开放的地域范

围
,

对于那些有条件开放的 口 岸
,

如新疆的别迭里
、

伊里克什坦
、

卡

拉苏等
,

应尽早开放
。

在此基础

上
,

再分期分批地开放沿边一线

的县 市
。

其次
,

逐步开放长江沿

岸
、

陇海 —兰新沿线的市 县
,

以促进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向纵深

方向发展 第三
,

要进一步开放古

丝绸之路特别是西段南北道沿线

的重要城镇
,

积极开发古丝绸之

路沿线的旅游资源
,

发展旅游观

光业
。

建立
“

资源综合开发试验
区 ” 。

近期 可考虑选择一些有条

件的资源丰富的地 区
,

如攀枝花

—六盘水地 区
,

黄河上游地 区

等
,

建立
“

资源综合开发试验区 ” 。

建立试验 区的 目的
,

旨在通过 加

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

并提供适 当

的政策优惠
,

吸引国内外资金
、

技

术和 人才
,

对 区 内资源进行多层

次的综合开发利用
。

大力发展荃础设施
。

运网密度低
,

运力不足
,

通讯
设施落后

,

这是制约西部地 区 经

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目前
,

西

部地 区 每百平方公里 仅有铁路

公里
,

公路 公里
,

这种状

况 已难以适应地区经济发展的需

要
。

交通运输业作为国民经济的
“

先行官
” ,

由于投资规模大
,

建设

、

夕户‘产‘ 产
、

夕小 、‘户
、

护户 , 户
、

, 户心荟小

会 而 向东则有与湖北联系的长江三峡经济
开发区

。

诸如此类
,

西部
“

内陆
”
省区发挥着纽

带的作用
。

此外
,

它们也均可找到 自己的对外
“

窗 口 ” ,

如青海的对外贸易沿青藏公路经西

藏至尼泊尔
、

印度 甘肃
、

宁夏沿
“
丝绸之路

”

出新疆
,

进中东 四川产品沿江东下 贵州产

品南出广西等
。

总之
,

西部
“

内陆
”

省区东联西

借
,

其回旋余地颇大
。

综上所述
,

我国西部落后地 区的开发离

不开对外开放
。

在开放过程中
,

诸多的外来经

济元素会参与到 自己的经济运行机制当中来

而激发经济活力
。

可以想像
,

借改革的浪潮
,

我国西部地 区经济振兴的 日子 已为期不远
,

那里的人们会摆脱贫困
,

走向富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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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长
,

必须超前发展
。

逐步完善交通通讯网络
。

以兰新复线
、

南昆线
、

宝中线建设

以及成昆线 电气改造为中心
,

加

快西部国际大通道和西南出海通

道的建设
,

逐步建立 以铁路为骨

干
,

各种运输方式相互配合
,

高效

畅通的交通通讯网络体系
,

以适

应西部对外开放和经济开发的需

要
。

多种渠道筹集建设资金
。

为解决建设资 金 的不足间题
,

除

增加国家预算内投资和银行贷款

外
,

应采取多种形式
,

多渠道筹集

资金
。

首先
,

可借鉴三茂铁路建设

的经验
,

由国家与地方或地方与

地方合 资
,

企业
“

自贷
、

自建
、

自

管
、

自偿
” ,

实行企业化经营
。

其

次
,

积极引进外资
,

合资兴办地方

铁路
,

发展航空
、

通讯事业
。

对于

外商在西部合资兴建基础设施
,

国家应适当放宽限制
,

并在政策

上给予相应的优惠
。

第三
,

采用股

份制的形式
,

加快西部地 区基础

设施特别是铁路
、

航空
、

通讯事业

的发展
。

加快沿边地 区对外联系

通道的建设
。

要鼓励沿边地 区按

照
“

相互协商
、

统一规划
、

多边合

作
、

互惠互利
”

的原则
,

采取多种

途径
,

逐步修建一些跨越边境线

的断头铁路
、

公路和桥梁设施
,

以

尽快打通沿边地区对外联系的通

道
。

实行产业倾斜与地区倾

斜相结合的双向调控
。

加快西部地 区 的经济开发
,

需要国家在投资与政策方面给予

更多的支持和优惠
,

但这种支持
和优惠必须集中在国家要求西部

地区重点发展的特殊产业和优势

产业上
。

这就是说
,

国家必须把产

业政策与区 域政 策有机结合起

来
,

实行产业倾斜与区域倾斜相

结合的双向调控
。

逐步提高国家在西部投

资的比重
。

目前
,

国家预算内投资

仅占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的

左右
。

在投资主体 日趋多元化的
情况下

,

国家投资将重点保证基

础产业的发展
。

由于西部地区基

础产业建设的任务繁重
,

令后国

家必须逐步提高在西部投资的比

重
,

力争在
“

九五 ”和第二个十年
规划期间

,

把国家在西部投资的
比重提高到 以上

,

使西部地

区人均占有国家投资能够达到全

国平均水平以上
。

推动高耗能料的加工工

业逐步向资源丰富地区转移
。

首

先
,

要采取经济
、

法律和必要的行

政手段
,

限制或严格限制沿海一

些地区继续外延扩展高耗能料的
一般加工产品

,

推动这些产品逐

步向中西部资源丰富地 区转移
。

其次
,

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
,

鼓励

沿海地区地方政府
、

企业和居民
,

到西部地 区进行投资
,

联合开发

西部资源
,

发展能源原材料工业
和高耗能料的加工工业

。

第三
,

要

进一步减少对重要物资和原材料

的调拨范围和 比例
,

支持西部地
区利用当地资源和原材料

,

发展

那些具有动态 比较优势的加工工

业
,

逐步延长加工链条
,

提高加工

增值程度
。

积极培育新的增长点
、

增

长轴
。

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
,

不能

采取
“

撒胡椒面
”

式的平均主义做

法
,

而 应相 对集 中力量
,

突 出重

点
。

当前
,

宜以现有大中城市为基

础
,

围绕交通运输网络的建设
,

采

取 点轴 开 发 形 式
,

重 点开 发 成

都 昆 明 贵 阳 大三角地 区
、

长江上游沿岸地区
、

关中地区
、

兰

州 西 宁 银 大三 角地 区
、

乌 鲁木齐 克 拉玛依 伊 宁 小

三角地 区
,

搞好沿线
、

沿江
、

沿边

开发
,

培育一批新的增长点
、

增长

轴
,

以此带动广大西部地区的经

济发展
。

对西部特定产业和重点

产业实行适度的优惠政策
。

首先
,

在价格关系理顺之前
,

要继续对

能源
、

原材料等初级产 品生产企

业实行价格补贴 价格补贴应主

要用于企业进行扩大再生产
。

其

次
,

可考虑对西部地 区那些具有

动态比较优势
,

目前仍需要国家

扶持的新兴产业
,

实行加速或 自

由折旧制度
,

以增强这些企业的

扩大再生产能力
。

第三
,

对到西部

地区进行投资
,

发展 国家重点产

业的企业
,

要根据产业类别和 不

同地 区的具体情况
,

给予一定的

减免税收优惠
。

此外
,

对西部地区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

要实行适度

的保护政策
。

要避免宏观政策的
“

一刀

切
”
现象

。

目前
,

国家出台的一些

政策不少仍是
“

一刀切 ” 。

例如
,

贷

款 自筹资金的比例和国家重点建

设项 目地方配套资金的 比例
,

国

家对贫困地 区和发达地区均一样

要求
。

西部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

往往由于缺乏相应的自有资金和

配套资金
,

而贷不到款
,

争取不到

更多的重点建设项 目
。

为此
,

必须

按照
“ 区别对待

、

分类指导
”

的原

则
,

对现有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
。

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
、

利

用和人才的培养
。

加快西部开发
,

人才是关键
。

目前
,

西部地 区一方面是人才缺

乏
,

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人才浪费

和利用不足
,

大量的中高级专 门

人才流向沿海地区
。

据统计
,

一 年
,

边远地区 向沿海地区

外流职工达 万人
。

西南三线时

期集聚起来的熟练工人和专门技

术人才
,

到 年代末已流失了大

约
。

为此
,

当前堕须采取一些

有效的措施
,

加强对现有人力资
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

同时积极开

展各种人才特别是中低级实用技

术人才的培养和 引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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