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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舟英收稿日期：2005-11-20 
作者简介：王舟英（1966-），女，甘肃临洮人,中共甘南州委党校经济管理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人力资源管理。 

（中共甘南州委党校，甘肃甘南747000） 
 
 
摘要甘肃“十一五”时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重审甘肃省情和分析优劣势，科学地选择开发重点，调整产业结构，突出地方特色，发展优
势产业，建设新农村，协调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甘肃。 
 
关键词区域优势；和谐甘肃 
 
 
    甘肃“十一五”时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十一五”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另
一方面，长期积累的结构矛盾和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三农”和城镇化等难题仍很突出。如何在加快发展和深化改革中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并促进城

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在此关键时期，我们不仅要有高度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而且还必须对现阶段的形势有一个充分的认识。1、经济上

处于转型时期；2、正在由以农业为主转变为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3、经济由内向型为主转向内外型并举。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尚在进行的工业化中期，一只脚踏进了
现代化的大门，另一只脚却仍然停留在千年的农业耕作方式上。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既要充分利用“十一五”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有利条件，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

面巩固和发展“十五”时期成果，又要应对和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为后10年的更大发展打好基础。 
    一、重审甘肃省情和分析优劣势，科学地选择开发重点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在发展起点不同的基础上，甘肃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受自然条件、区域位置、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以及人文背景
等各种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在加大，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中位次不断后移。而这种状况在西部大开发中，尚未得到有效解决，这对甘肃社会经济的现代化
发展是严峻的挑战。对甘肃的省情和各种优劣势进行重新审视和分析，科学地选择开发重点，对于加速甘肃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十分必要的。甘肃区域优势集中体现在：甘肃
的土地资源丰富，我省人均土地面积居第七位，人均耕地居第六位，同时，甘肃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草原、荒地、水域面积辽阔，可开发潜力较大；甘肃境内成矿地质条
件优越，矿产资源较为丰富；甘肃境内水系，水量充沛、落差集中，发展水电建设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水能资源潜力巨大，可加大开发力度；甘肃是全国药材主要产区之
一，中药材品种多、质量好，综合开发潜力较大；甘肃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具有风格独特的自然和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旅游资源丰富并具有独特的人文和地理特色，潜

在市场广阔；甘肃跨度大，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农业环境独特，发展特色农业具有独特的优势；甘肃工业综合实力居全国第23位，较为良好雄厚的国有工业企业基

础，具有很大的改革和盘活潜力，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年轻，是我省劳动力资源的一大优势，劳动力价格低廉，1998年我省城镇劳动力年价格为4082元，农村为2235元，同期

全国分别为6836元和3382元，分别比全国低2756元和1147元，丰富、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商业流通自建设兰州商贸中心以来，甘肃省市场建设步伐大大加
快，多层次、多种经营形式和经营方式并存的市场网络逐步形成，商品流通总量不断增加，市场交易更加活跃，对周边省份的吸引辐射作用日益增强，商品流通枢纽初具规
模，发展前景良好。劣势主要体现在：生态环境恶劣，水资源严重匮乏，经济结构不合理，从业人口文化程度低下，投资环境不佳，经济基础薄弱老、少、边、困区域范围
大等方面。我们应充分发挥本省优势，抑制劣势，以使优势更优，发展特色经济，把劣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走出一条具有甘肃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 
    二、对策：协调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甘肃 
   （一）突出地方特色，发展优势产业 
    针对甘肃实际，一要大力发展优质、高效、高产、生态的本省特色农业，切实把草畜、制种、马铃薯、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形成规模，并向就地深加工、精包
装、增加附加值的方向发展，尽快培育出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大户和养殖大户。二要努力提高旅游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充分发挥甘肃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扩大
规模，提升层次，并以此作为突破口，改变现代服务业滞后的现状，致力于服务业的结构升级和服务业的竞争力。三要依托兰州的区位优势，努力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商
贸中心，带动和推进甘肃社会经济的全面快速发展。 
   （二）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 

    改革开放20多年来，甘肃经济快速增长，但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一直以来受到人们的批评。因此，“十一五”时期，调整产业
结构，转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成为甘肃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一要对原材料工业进行高起点的技术改造。通过实施节能降耗，降低成本，减少污染，走节约型发展道

路，实现能耗降低20%以上的目标，继续发挥好原材料工业的带动作用。二要把制造业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做大做强甘肃有基础、有优势的石油钻采、炼化设备、数控机
床、电机电器、真空设备、风动工具、军工电子设备等产业，提高产品档次和竞争力。大力发展冶金，有色金属、石化产业的深加工业，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三要大
力发展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用高新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并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在精细
化工和先进制造技术、重大装备制造技术、生物制药技术、信息技术等领域实现新的发展，使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甘肃经济新的增长点。 
   （三）加强设施建设，夯实发展基础 
    为使甘肃经济有效快速发展，一要加快城镇化进程，形成聚集生产要素洼地。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
效、社会和谐的要求，打破“行政区经济”刚性，强化区域合作，以中心城市发展和产业聚集带动为突破口，努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形成以西陇海兰新线为基础，以
兰州为中心，东西为两翼，市州为组团，辅助带动全省的城镇化协调发展格局。二要加强交通设施建设，打通工业发展动脉。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甘肃铁路运输紧张，公
路运输不畅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造成了大量产品不能及时外销，企业生产所需材料不能及时到达，影响制约着甘肃各地同外界的联系和交流，因此，要尽快实现东西和南北
主干线高速化、高等级化，贯通宁夏、青海、新疆出口，实现与相邻省区的高等级公路连接，加快对国、省道二级公路改造，基本形成沟通城乡、连接周边的公路网络。重
点建设兰渝铁路，打通西南大通道。并逐步形成以兰州为中心，以敦煌、嘉峪关、庆阳、天水、张掖、陇南、夏河等为节点的省内支线航空网络。三要加快水利设施和生态
环境建设，尽快启动以石羊河流域和黄河上游甘南重要水源供给区为重点的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程，以建设节水型社会为目标，把重大工程建设和流域治理、优化水资源配
置和生态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开发、高效利用和有效保护。 
   （四）推进新农村建设，解决“三农”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就甘肃来看，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元结构特征非常明显，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民增收难度继续存在，要
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都在农村，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战略尚未完全实现，因此，要改变长期存在的“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市民轻农民”的
传统观念，在甘肃国民经济发展中统筹农业和农村经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统筹协调农村社会事业，在全省人民共同富裕中统筹安排农民增收，确立符合实际的新政
策、新方法，着力构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一要不断挖掘农业内部潜力，把农业内部的文章做足做好，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积极发展农
业和农村循环经济，构建资源节约型农业体系。二要积极拓宽外部空间，鼓励农民走出农村，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开辟新的增收渠道。切实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在提高劳
动者转移就业能力上下功夫。三要加大投资力度，建立健全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制度，落实“多予少取放话”的方针，不断增强农业政策的反哺性和普惠性，进一步改善农村
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总结近年来甘肃省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立足于现有基础，认清形势，把发展的重点放在特色产业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上，放在基础设施和推进
新农村的建设上，这将成为甘肃“十一五”时期的战略思想和重要任务，也必然会使甘肃的社会经济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注释：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信息网http://www.5ivb.net/LW/3/5ivb.net1881/作者：甘肃统计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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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区域优势构建和谐甘肃 



相关资料: 仙三修改器 仙剑奇侠传三修改器 仙剑奇侠传4修改器 qq英雄岛外挂 校内刷人气工具 校内网开心农场助手 qq开心农场外挂 qq堂外挂网 热血三国刷元宝外挂 

弹弹堂刷箱子外挂 qq丝路英雄外挂 商业大亨免费外挂 英雄之城免费外挂 qq音速无限加速外挂 彩虹岛小草下载 舞街区最新免费外挂 流星蝴蝶剑无敌外挂 天书奇谈刷钱

外挂 dnf免费无毒外挂 天堂2免费外挂 特种部队外挂网 qq自由幻想刷钱外挂 fifa online2刷钱 qq华夏刷钱外挂 兽血沸腾刷钱外挂 梦幻龙族外挂 泡泡堂刷分外挂 qq三

国刷钱外挂 劲舞团私服免费外挂 彩虹岛天天外挂 成吉思汗刷钱外挂 新武林外传外挂 神鬼传奇加速外挂 冒险岛私服秒杀外挂 天龙八部物品修改器 qq飞车刷车外挂 qq炫

舞免费连p外挂 穿越火线加速外挂 穿越火线无敌外挂 真三国无双5修改器 猫游记刷钱外挂 帝国争霸外挂 三国争霸刷钱外挂 口袋精灵2官网外挂 乐土免费外挂 雄霸三国

外挂 热舞街在线小游戏 封神无敌免费外挂 嘟牛七龙纪外挂 江湖风云外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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