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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富民强区作为加快西部大开发的根本目标

过去 , 国家在推动西部地区工业化的过程中 , 往往过分强调

东西优势互补 , 强调西部地区资源优势的极端重要性 , 以

至于一谈到加快西部地区开发 , 就是要加快其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

的开发。而这种资源开发的最终目的 , 主要是为了支持东部沿海地

区加工工业的发展 , 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 , 并试图在全国范围内

建立一个中西部资源开发———东部加工制造的垂直地域分工格局。

而对当地经济繁荣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考虑得较少。其结果 , 虽然

国家在西部一些资源丰富的落后地区 ,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 建立了

一大批采掘和原材料工业企业 , 但当地居民并没有从这种资源开发

中得到多大好处。这种传统的工业化战略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

的 , 但它至今仍在对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 应该彻底抛弃这种仅仅把中西部尤其是西部

作为国家工业化的能源、原材料基地的传统观念 , 把富民强区作为

加快西部地区工业化的根本目标。加快西部地区工业化的进程 , 这

只是一种手段 , 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

荣。从这一点出发 , 西部地区工业化应该具有三个目标 : 一是有利

于增强西部工业的市场竞争力 ; 二是要以民富为先、民富为本 , 有

利于提高居民福利水平 ; 三是有利于创造就业机会 , 使地区失业率

保持在警戒线以下。

目前 , 国内有部分学者认为 , 加快西部地区开发 , 主要是加快

农牧业的发展 , 大力开展植树种草 , 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还有的

同志指出 , 西部尤其是西北地区不宜过多地发展工业 , 今后国家应

主要通过转移支付来解决地区差距问题。事实上 , 这是一种借“可

持续发展”之名 , 反对西部地区发展工业、推进工业化的极端观

点。当然 , 发展农牧业 , 改善生态环境 , 这是加快西部大开发的一

个重要方面。但是 , 我们决不能由此否定加快西部工业化进程的必

要性。

我们知道 , 过去西部一些地区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 , 主要是由

于当地居民缺乏谋生手段 , 滥砍乱伐、过度开垦引起的。如果能加

快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 , 将一些生态环境恶劣地区的人口

迁移到城镇地区 , 从事工商业活动 , 将有利于减轻西部地区人口过

度膨胀造成的生态压力。同时 , 随着西部工业化的不断推进 , 将会

极大地推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 从而使西部地区有能力去逐步改

善和美化生态环境。此外 , 从国内外的经验看 , 西部地区要实现经

济富强和现代化 , 根本途径在于发展当地经济 , 尤其是制造业和第

三产业。当然 ,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也是十分必要的 , 但很明显 , 西

部地区的发展不能完全依赖于中央转移支付。

从主要依靠国家推动转变为主要依靠市场机制

在过去 , 西部地区的工业化主要是依靠国家来推动的 , 国家更

多的是考虑国家工业化目标。改革开放以来 , 国家对沿海地区给予

了很大支持 , 这种支持更多的是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 而不是国家

投资办项目。因此 , 沿海地区工业化的推进 , 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

和多元化的社会民间资本 , 尤其是外商、私人和乡村集体资本。其

结果 , 沿海地区工业化的加快 , 有力地促进了沿海经济的富强。这

一点与过去西部地区形成鲜明的对照。

近年来 ,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 , 国家直接掌握的预算内资

金已经十分有限 , 然而 , 目前西部一些落后地区仍然存在着严重的

“等、靠、要”思想 , 企图通过国家的大规模投资来推动其工业化

进程。显然这种想法是不太现实的。即使国家把所掌握的全部资金

都投向西部地区 , 照我看来 , 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因此 , 今后西部地区工业化的推进 , 必须吸收过去尤其是三线

建设的经验教训 , 从主要依靠国家推动转变为主要依靠市场机制。

对西部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来说 , 要改变过去那种“等、靠、要”

的依赖思想 , 通过培育资本市场 , 吸引各种社会民间资本尤其是东

部和外商投资参与地区工业开发 ; 中央政府在支持西部地区基础设

施建设的同时 , 要制定相应的投资诱导政策 , 诱导国内外各种资本

参与西部地区的开发。因此 ,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 加快西部地区工

业化的手段和途径应该是多元化的 , 中央和地方政府主要是发展公

共基础设施 , 制定投资诱导政策 , 而各个具体的工业项目则主要依

靠社会民间资本。即使是一些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如公路、桥梁、地

铁等 , 政府也没有必要大包大揽 , 必须广泛吸收各种社会民间资本

参与。

从资源导向型战略逐步转变为市场导向型战略

长期以来 , 西部一些地区的主要工业行业 , 大多是围绕其自然

资源优势逐步发展起来的。在一些资源丰富的经济落后地区 , 往往

是“靠山吃山 , 靠水吃水” , 有什么资源 , 就发展什么工业。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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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西部地区形成了一大批以采掘和原材料工业为主体的单一资源

性城市。西北省区采掘和原料工业产值所占比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很明显 , 这种典型的资源导向型战略 , 虽然在工业化初始阶段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 但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 , 其局限性也越来越

明显。譬如 , 由于加工增值程度较低 , 资源性产业的发展往往难以

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 ; 受市场需求波动的影响 , 资源性产品价

格波动大 , 产业增长不稳定 ; 地区资源的储量终究是有限的 , 一旦

消耗贻尽 , 将会导致资源性产业的衰退。如果这种产业属于地区主

导产业 , 那么 , 在缺乏新的主导产业接替的情况下 , 资源性产业的

衰退很容易引起整个地区经济的衰退。因此 , 一个资源主导型的地

区经济往往是“不可持续”的。

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 , 自然资源作为一种初级的生产

要素 , 在地区工业发展中的作用日趋减少 , 而人才、技术、管理、

信息等高级要素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当今世界 , 一个地区的经济

发展水平同其自然资源的丰度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有些自然资源

丰富的地区却是经济上落后的地区 , 而有些经济发达地区却原本自

然资源贫乏。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富饶的贫困”和“贫乏的富

裕”。所不同的是 , 前者拥有的是低级要素 , 而后者拥有的是高级

要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西部地区要想获得较快的发展 , 就必须根

本改变过去那种对当地资源的高度依赖状况 , 从资源导向型战略逐

步转变为市场导向型战略 , 即从“我有什么 (资源) 就发展什么”

转变为“市场需要什么我就生产什么”。在许多情况下 , 有时还需

要积极引导消费市场。这就是说 , “市场导向”应该是一个动态的

概念 , 决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为“当前市场上缺什么我就发展什

么” , 或者“大家都发展什么我也发展什么”。当然 , 西部地区要

实现这种战略转变 , 需要有一个过程 , 不可能一蹴而就。资源导向

型战略取决于自然赋予的资源优势 , 而市场导向型战略则取决于人

才、技术、管理等高级要素和企业竞争优势。因此 , 培育和引进人

才 , 加强技术开发 , 强化管理 , 增强企业竞争能力 , 就成为西部地

区实施市场导向型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

从注重地区比较优势转变为培育企业竞争优势

长期以来 , 西部一些地区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 , 往往过分强调

地区比较优势 , 而不太重视企业竞争优势。资源导向型战略就是一

种建立在地区低级要素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发展战略模式。事实上 ,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 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由其具有优

势的产业发展所决定的 , 而地区优势产业的形成则取决于地区比较

优势和企业竞争优势的大小。宏观层次的地区比较优势仅仅是地区

优势产业发展的必要和前提条件之一 , 而微观层次的企业竞争优势

则是决定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的充分条件。可以说 , 地区比较优势和

企业竞争优势共同决定了地区优势产业的发展 , 它是市场经济条件

下地区产业分工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按照地区比较优势和企业竞

争优势的大小 , 一般可把地区工业部门分为四种类型 : 一是既无地

区比较优势 , 又无企业竞争优势的部门 ; 二是虽然具有地区比较优

势 , 但缺乏企业竞争优势的部门 ; 三是虽然没有地区比较优势 , 但

却具有企业竞争优势的部门 ; 四是既有地区比较优势 , 又有企业竞

争优势的部门。

一个比较理想的地区发展战略应该是重点发展那些既具有较大

比较优势 , 又具有较大竞争优势的产业 , 然而 , 不管有无地区资源

禀赋上的比较优势 , 一种产业如果缺乏微观层次的企业竞争优势 ,

最终将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对西部地区来说 , 要想

在市场竞争中获胜 , 就必须改变传统的发展战略思路 , 从过去注重

地区比较优势转变为强调培育企业竞争优势。西部地区尽管在自然

资源禀赋、劳动力供给及其素质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 , 但这种比

较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 , 要使这种潜在的优势真正转化为现实

的经济优势 , 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 , 并在此基础上不断

培育和创造企业的竞争优势。在当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 ,

培育和创造企业竞争优势是增强西部地区工业竞争力的重要保障和

前提条件。

充分发挥制度创新在地区发展中的作用

未来的市场竞争是人才、技术和经济实力的综合竞争。其中 ,

人才是最为关键 , 也是最为重要的因素。然而 , 无论是人才还是资

金和技术投入 , 要很好地发挥其效能和作用 , 都必须有相应的制度

保障。因此 , 在未来市场竞争和西部地区发展过程中 , 制度创新将

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西部地区尤其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 , 国有经济战线过长 , 范

围太广 , 机制不活 , 生产经营面临着诸多困难。调整国有经济的战

略布局 , 通过兼并、破产、拍卖、租赁、外资嫁接、股份制改造等

多种形式 , 对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重组改造 , 已显得十分紧迫。从

长远发展看 , 国有经济不仅应该从绝大部分市场竞争性行业退出

来 , 而且即使是一些自然垄断性的行业和公共产品 , 也不能由国有

经济一统天下。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 国有经济的总量规模较小 , 其国

有经济的比重应该可以比沿海地区更低一些。目前 , 西部地区国有

经济比重较高 , 并非是由于其国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 而是由于非

国有经济没有发展起来。因此 , 对西部地区来说 , 今后关键是要按

照中央的精神 , 积极搞好“抓大放小” , 调整国有经济的战略布

局。尤其是 , 对现有的中小型国有企业 , 要按照产业部门和性质分

类 , 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放掉”。也就是说 , 要按照市场经济的

原则 , 以产权制度的改造为中心 , 把这些企业或者改造为股份制和

股份合作制企业 , 或者转卖给私人和外商 , 少数严重亏损、资不抵

债的企业要坚决实行破产。这样 , 经过一段时期的战略调整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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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 逐步形成一个以混合经济为主体 , 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 , 各种

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在积极抓好国有经济战略布局调整的同时 , 西部地区还应放手

发展非国有经济 , 尤其是乡镇集体、个体私营和外商投资经济。目

前 , 西部地区投资环境与沿海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 , 外商直接投资

在近期内还不可能大规模地“西进”。因此 , 对西部地区来说 , 今

后一方面要努力改善投资环境 , 积极引进外商和港澳台投资 ; 另一

方面 , 又要大力吸引国内民间私人投资 , 鼓励国内企业尤其是沿海

企业参与西部开发。在基础设施供应、技术信息服务以及政策优惠

等方面 , 对外商和内资企业应该一视同仁。

西部地区虽然拥有各种高级专门人才 , 但企业家无疑是一种稀

缺资源。在一些地区 , 地方政府至今仍习惯于把政府官员选派到国

有企业当厂长 , 国有企业发展缺乏一套规范科学的企业经营者制

度。民营企业家的发育还处于较低级阶段。为促进企业家阶层的形

成 , 今后有必要尽快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经营者制度 , 包括聘任、激

励和监督机制。同时 , 要积极鼓励东部民营企业家去兼并、购买、

承包经营、托管西部国有企业 , 以此带动西部民营企业家的发展。

从投资项目布局逐步转向实现投资诱导政策

在计划经济时期 , 我国主要是通过国家重点项目的投资布局来

调节地区经济发展。然而 , 改革开放以来 ,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

断推进 , 尤其是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 目前中央直接配置资

源的能力已大为下降。从发展趋势看 , 今后中央政府的投融资范围

将进一步缩小 , 投资重点将集中在全国性的重大基础设施和基础产

业。因此 , 在新形势下 , 今后国家已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重点

项目的投资布局来调节各地区的产业发展方向。

从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看 , 中央政府对落后地区的援

助大多采取投资补贴的形式。例如 , 美国联邦政府为支持落后地区

的经济发展 , 对在经济开发区投资且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大约 1/ 3

的投资补助。荷兰政府为鼓励工商业扩散到兰斯塔德 ( Randstad

Holland) 大城市区以外的地区 , 对在北部和南部地区扩建的工商

业企业提供 10 % - 30 %的奖励金 , 而对新建企业提供 15 % - 35 %

的奖励金。英国政府则对落后地区实行多种形式的资本补贴。

为鼓励外商、国内企业以及私人资本到西部欠发达地区投资设

厂 , 当前很有必要借鉴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 , 实行以企业

投资补贴为主的投资诱导政策。也就是说 , 中央政府可以从现有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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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划定的特定开发地区新扩建且符合一定条件的外商和区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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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 国家应规定受补贴企业经营的最短年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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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政府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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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地区的

资本利润率提高到接近发达地区或者全国的平均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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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到欠发达地区投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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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加快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开发 , 使之逐步成为投资家、企业

家、“冒险家”的乐园。

当然 , 在中央财政确实困难以至于拿不出钱的情况下 , 中央也

可以考虑采取贴息的办法 , 来刺激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很明

显 , 如果采取财政贴息的办法 , 中央只要使用极少量的资金 , 就可

以吸引大量的社会民间资本 , 来参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开发 ,

从而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此外 , 中央还可以将以工代赈的范围由目前仅限于贫困地区 ,

扩大到整个西部农村地区。具体做法是 : 由中央财政拿出一部分钱

和积压的工业品 , 发动农民大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 包括农村公

路、水利、自来水、电网、电信、广播电视以及农田基本建设。这

样既可以增加农民家庭收入 , 改善农村生活环境 , 提高农民生活质

量 , 并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出路 ; 又可以扩大对中低档工业品的

需求 , 从而有力地刺激全国经济增长。

(作者单位 :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

Abstract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we st area s well , the traditional con2
cept that the we st area s are the ba se s of the re source s and raw

materials of China’ s industrialization must be a bandoned thor2
oughly . The ba sic go al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we st area s

must be " enriching the p eople and strengthen the area s" . The

dep endent though of " waiting - for , dep ending - on and app ealing

for aid" must be changed . The develop ment mechanism of the

we st area s must be changed fro m state - relied to market -

pushed . The develop ment strat egy must be changed fro m re2
source - oriented to market - oriented . We must create and de2
velop co mp etitive advantage s of enterprise s on the ba sis of the full

utilization of their co mp arative advantage s . We must give full play

to the systematic creation , adjust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stat e e2
cono my , develop non - state econo my fre ely , e sp ecially town -

collective econo my , individual econo my , private econo my , and

foreign inve sted econo my. It i s nece ssary to use the exp erience of

develop ed countrie s and carry out the inve stment - guided policy

that is characterized for it s enterprise inve stment subsidy mainl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