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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

西部大开发的特点及模式选择

白永秀, 郭俊华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 通过与 50～ 60 年代的西部建设、80 年代的东部发展以及国外开发落后地

区的比较分析, 指出西部大开发在机制、开发战略、市场环境、政策效应、开发条件等方

面的新特点, 进而指出西部大开发既不能沿袭 50～ 60 年代西部建设的路子, 也不能套

用 80 年代东部经济发展的模式, 更不能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模式, 应该选择具有西部

特点的开发模式。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西部大开发可供选择的几种模式, 即东部优势企业

+ 西部优势资源模式、点轴辐射模式、高新技术产业带动模式、改革开放开发模式、特色

农业开发模式, 同时分析了各种模式的特点及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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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模式的选择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西部大开发是在新的历史背景

下提出的, 因而必然具有新的开发模式, 而新的模式的选择又必须依据西部大开发的特点,

特点的把握必须与 50～ 60 年代的西部建设、80 年代的东部发展以及国外开发落后地区相

比较。本文正是沿着这一逻辑思路, 在比较中分析西部大开发的特点, 在掌握特点的基础上

选择开发模式。

一、西部大开发的特点

认识西部大开发的特点, 对于全面理解西部大开发, 选择合理开发模式具有积极作用。

今天的西部大开发同过去的西部建设、东部的经济发展以及国外开发落后地区相比, 具有一

些新特点。

11 同 50～ 60 年代西部建设相比所具有的特点

从“一五”时期开始, 国家从平衡全国工业布局出发, 开展了对西部的工业化建设。通过

“一五”建设, 在西部地区形成了以西安、兰州、成都等城市为依托的新兴工业基地。“二五”计

划强调兼顾内地与沿海的发展, 对西部地区的建设主要集中在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地质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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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等领域。

60 年代的“三线建设”, 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规模的开发, 是鉴于当时

国际环境的变化和针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和紧迫性而进行的一次国民经济大调整。通过大

力度的资金投入, 在西部地区新建、续建了一批大中型项目, 有力地改变了我国工业布局不

平衡的状况, 在西部地区形成了以国防工业为基础, 机械、电子和化学工业相配合的门类比

较齐全的工业体系。

与 50～ 60 年代的西部建设相比较, 本次西部开发的特点有:

(1)资源机制不同: 50～ 60 年代的西部建设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 计划项目不计

成本、利润。在投资方面, 投资主体单一, 完全依靠中央政府投资。如“三线建设”中的“三

五”时期国家对西部投入的资金占全国总投资的 66. 8% , 仅 1965 年年底国家在西部新建续

建的大中型项目就达 300 余项; 在建设的组织方面, 通过计划机制从全国调集人力、物力进

行集中建设; 在项目选择方面也是由中央政府从工业布局、备战的需要出发而选择的。本次

西部大开发是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且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的情况下

进行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初步确立, 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即由计划配置为主向市场配置为主转变。其主要特点是: 利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 筹集资

金, 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
其
·
开
·
发
·
机
·
制
·
为
·
市
·
场
·
机
·
制
·
与
·
政
·
策
·
机
·
制
·
相
·
结
·
合,

·
即
·
市
·
场
·
机
·
制
·
+
·
中
·
央

·
政
·
策
·
的
·
适
·
度
·
倾
·
斜[1 ]。

(2)利益分配机制不同: 50～ 60 年代的西部建设是为了实现西部的工业化, 促进全国工

业布局的合理化。从利益分配来看, 几乎所有的投资收益都上交了中央政府, 投资对西部经

济的带动作用小。而本次西部大开发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 西部大开发既有扩大内

需、缩小国民经济差距的目的, 也有促进西部发展、“强区富民”的目的。因而利益分配具有多

元化的特点: 一方面, 利益的分配要遵守市场法则, 依据投资的大小确定分配比例; 另一方

面, 要兼顾强区、富民和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

(3) 政策机制不同: 50～ 60 年代的西部建设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进行

的, 国家可以依据计划经济的特点对西部的工业化发展和布局实行倾斜政策, 进行重点投

资、集中建设。而本次西部大开发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 政策的倾斜是有限度的, 而且

政策机制的实现要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因此, 西部大开发中的政策倾斜必须坚持四条原则:

一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相一致; 二是不能影响东部的进一步发展;

三是不能影响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调控能力; 四是不能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相违

背。

2. 同 80 年代东部经济发展相比较所具有的特点

本次西部大开发不仅与 50～ 60 年代的西部建设不相同, 而且与 80 年代东部的经济发

展也不相同。

(1) 开发目的不同: 由于东部地区在技术、人才、资金、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思想观念等

方面条件较好, 因而国家在 80 年代初实施“两个大局”的第一步发展战略时, 其目的是促进

东部经济发展,
·
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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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
·
分
·
地
·
区
·
先
·
富
·
起
·
来, 通过东部地区的快速增长来增强国家综合实力。而

西部大开发的目的不仅是要解决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科技文化教育、思想观念

等一系列难题, 缩小东西部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而且要继续保持东部地区经济的高速发

展, 使国民经济总量有所提高。因此, 从全国可持续发展的大局来看, 西部大开发的目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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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2)空间开发战略不同: 80 年代以来, 东部地区利用其工业基础条件好、交通便利、地理

位置优越的良好开发条件, 选择了网络式的空间开发战略。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

口城市、扩大沿海开放区等方式, 实施多层次的对外开放, 带动了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深圳

特区、海南特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等经济核心区的形成是空间发展战略的

成功典范, 特别是特区的设立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涉及 12 个省市区, 65%

的国土面积, 面临整个“面”的开发, 而且西部地区拥有的现代化大城市等潜在“增长极”少,

要走东部的“增长极”带动的道路有诸多局限。因此, 西部大开发应以长江和新欧亚大陆桥为

开发主轴, 以沿江、沿桥城市和中心城市为重点, 实施点轴辐射推进战略。

(3) 市场环境不同: 80 年代东部经济发展时, 我国正处于短缺经济时代的卖方市场, 有

很大的市场空间, 而且东亚经济也处于发展的旺盛时期。而今天西部大开发面对的却是过剩

经济的买方市场, 市场竞争加剧。加之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导致经济衰退, 全球出现通货

紧缩迹象。西部地区目前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与当时的东部开发完全不同, 因此在开发思路

和政策的制定上, 不能简单地照搬东部的开发模式。

(4) 政策背景和效应不同: 80 年代东部经济发展之时, 我国计划经济成分浓厚, 在全国

范围内政府的管制和保护多, 对外开放领域限制严格, 政府的政策影响力大、范围广。在这种

情况下, 国家曾经给予沿海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外资企业的低税

赋, 进口生产设备、原料、零部件、交通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免征关税和进口工商统一税, 享

有全额的外汇留成等。此外, 政府还允许这些区域在所有制结构调整、人事劳动制度改革方

面先走一步。这些倾斜政策的实施, 形成全国的资金、人才、技术、资源流向东部的效应。而

西部大开发面临的却是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 政府逐步从诸多产业中退出, 行业管制逐

渐放松, 允许多种所有制参与竞争, 而且东部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已较高, 市场体系已较完

善。这种情况下, 再通过对西部实施倾斜政策, 恐怕很难起到像过去开发东部那么明显的效

果, 甚至会出现政策倾斜与资源流动方向不一致的“逆市场调节”。

总之, 同东部沿海地区改革之初的情况相比, 西部大开发面临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根

本的变化。因此, 西部大开发既需要国家宏观调控和政策的引导, 更需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内

在规律,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31 同国外开发落后地区相比较所具有的特点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是世界各国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现象, 不少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

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都曾经面临着如何开发落后地区的问题, 各国结合本国经济发

展的要求及各地区的特点, 分别制定了相应的区域开发战略和地区发展规划。开发战略的实

施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例如美国在对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开发中利用了灵

活的土地开发政策, 战后意大利通过设立南方开发基金促进南部地区开发, 日本通过“产学

官”相结合来开发北海道等。这些国家开发落后地区的经验对我国的西部大开发理论研究和

实践活动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要看到, 同国外开发落后地区相比较, 我国的西部大开

发具有新的特点。

(1) 社会制度不同: 我国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在西部大开发中既要坚持社会主义

道路, 又要促进西部经济发展; 既要坚持公平原则, 又要坚持效率原则。因此不可能像美国那

样单纯追求效率, 即使有短暂效率, 但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方式不能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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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发条件不同: 我国的西部与国外落后地区最大的区别之一是: 国外落后地区地多

而人少, 因而主要是开发不毛之地; 中国的西部自古以来是人口聚集区, 相对人多地少, 许多

地方生存环境恶劣, 因而开发的内容之一是解决人地矛盾加剧问题。同时西部地区的财政收

入、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等方面占全国比重较低。因此, 国家应从西部现有条件出发, 赋予

西部地区更多的政策制定权和改革的试验权。西部各省市区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遵纪守

法的条件下, 敢想敢试、多想多干, 谁能实现自己的迅速发展, 谁能减少对国家的依赖和对中

央财政的负担, 谁的做法就值得肯定。

(3)负担不同: 国外开发落后地区是初次开发, 没有过多的负担。而我国的西部地区是市

场经济条件下的再开发, 开发中面临着双重任务, 既要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 又要促进经济

发展, 因而负担较重。如西部地区早在“三线建设”时期发展了一批军事工业和重工业, 但由

于历史原因使其技术层次低、结构不合理、产品老化、人满为患、效益下滑。在西部大开发中,

要在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基础上, 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

(4)经济实力不同: 美、意、日等国在开发落后地区时综合实力强, 人均国民收入水平高,

而我国目前综合国力相对较弱, 人均国民收入低, 且开发面积大, 少数民族多, 人口素质不

高。

与国外开发落后地区相比较, 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开发条件不同、负担不同、经济实力不

同, 因而我国西部大开发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从国情和西部的具体区情出发, 借鉴其他国

家的经验, 吸取其教训, 选择有中国特色的西部开发思路和模式。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西部大开发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原则

下进行的, 开发对象的面积大, 人口多, 且需要解决一系列深层次矛盾, 实现全国经济、社会、

环境的协调发展, 因而是一项系统工程, 一个渐进过程, 不能急于求成。

二、西部大开发模式的选择

与 50～ 60 年代的西部建设、80 年代东部的经济发展以及国外落后地区开发相比较, 西

部大开发具有许多新特点, 因而西部开发要有新思路、新机制、新办法, 尤其是要选择新的开

发模式。但是由于西部地区幅员辽阔, 区内不同省区的资源禀赋各异, 工业基础不同, 经济发

展的差异很大, 开发不能采取一种固定模式。一方面, 不能沿用 50～ 60 年代计划经济的做

法, 也不能盲目照搬东南沿海的模式, 更不能照抄照搬国外开发落后地区的模式; 另一方面,

西部地区省区多、面积大, 各具特色, 因而不能“一刀切”, 应突出各地特色, 发挥各地资源禀

赋优势, 制定适宜的开发模式。因此, 我们认为西部开发不是一种模式, 而应是多种模式, 西

部各地应从各自的特点出发选择合适的开发模式。结合西部的区情, 依据经济发展模式选择

的一般规律, 我们认为可供选择的开发模式有以下几种:

11 东部优势企业+ 西部优势资源模式

“东部优势企业+ 西部优势资源”是一种新的商业开发模式。西部拥有丰富的资源, 但作

为基本的生产要素, 它处在静态之中, 只是潜在的优势, 并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只有与

资本、技术结合起来, 才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在西部大开发中, 只有引进东部成熟

的市场主体——优势企业, 才能把资本、技术与西部地区的原料、劳动力等资源优势相结合,

实现生产要素跨地区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从而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这一模式把东部优

势企业“拿来为我所用”, 既可以避免大开发中重复建设、重复上马等现象再度发生, 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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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我国企业的整体素质, 加快西部开发速度。这一模式在西部地区已有很多成功的典范。

如陕西在国内彩电市场竞争激烈之时, 将如意电视机厂的固定资产与深圳康佳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资金、技术、管理、市场相联合, 取得了成功; 青海全部取消有碍全国整体经济发展

的各种条条框框, 东西联手, 横向联合, 把青海的资源优势与东部的优势企业相结合, 先后建

成全国最大的硅铁生产基地、钾肥基地、食盐基地、石棉基地和西北最大的水电基地。因此,

西部地区应进一步转变观念, 树立“你发财, 我发展, 你发大财, 我大发展”的观念, 按照市场

规则运作, 创造出一个相对均衡的区域经济体系。这一模式适应于西部所有资源富集的省

区。

21 点轴辐射模式

点轴辐射模式就是以西部大型企业为点, 以中心城市为轴, 紧紧抓住点与轴, 利用其辐

射功能带动整个西部经济发展的模式。这一模式要求把西部地区的大型骨干企业作为西部

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点, 并与经济发达、科技密集、资金雄厚、人才集中的中心城市相结合, 通

过点轴结合, 以点带面来推动西部经济发展[2 ]。西部地区工业基础较好, 许多大中型企业在

经济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 如西安的飞机制造基地、兰州的化工基地、绵阳的电子工业基地

等, 通过强化这些经济发展的战略制高点的辐射功能, 带动本地区中小企业、中小城市和乡

镇经济发展。例如西飞公司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 以军机与民机分离、航空产品与非

航空产品分离、基本生产与辅助生产分离、生产与生活分离等四个分离为主要内容, 对企业

进行改制。一方面, 将西飞公司整体上改制为国有独资分司, 以保持军事研制力量的浓缩完

整; 另一方面, 民机生产则走国际合作的道路, 投资成立西飞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并于 1997

年 6 月 6 日在深交所正式上网发行, 同时还组建中外合资西安西沃客车有限公司等。其结果

是支柱民品走股份制之路, 逐渐形成规模, 成为本行业著名的企业, 而那些适销对路、有市场

潜力的较小民品项目的经营也走上了规范化道路, 带动了西安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成为西

安市的利税大户。实施这一模式的思路为:

(1)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契机, 实行多元化投资体制, 使优势企业强强合作, 促进地区

经济发展, 为点轴模式建立良好的增长极点。

(2)赋予西安、成都、兰州、昆明等中心城市以省级经济管理权, 加快这些城市的发展, 发

挥它们的辐射、扩散与带动效应, 为点轴模式建立起辐射与扩散的场所和载体。

(3)加大政府投入力度, 加强技术改造, 提高地方经济的技术装备水平和经济发展后劲,

为这一模式的运行提供制度和政策保证。

31 高新技术产业带动模式

西部地区拥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良好基础。一是技术力量雄厚。其中陕西、四川的科

技水平居全国前列, 特别是西安、兰州、重庆、成都等城市拥有众多的高等院校、高科技研究

院所和高技术企业, 聚集了众多的高科技人才。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已形成一定规模。“三线

建设”为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80 年代后期在部分城市又相继建立了

一批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科技园区, 进一步推进了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及其产业化[3 ]。这

种模式的实施机理是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其产业化, 逐步形成以

产业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 通过带的辐射以及产业的关联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例如陕西关中的西安、杨凌、宝鸡、渭南高新区通过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从而形成以产业群

为主体的陕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 各个产业开发区之间互相联系, 互相带动, 从而辐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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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整个陕西经济的发展。高新技术带动模式的思路是:

(1)西部地区要以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开发区为龙头, 建立风险投资机制, 为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提供贷款担保、贴息, 并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 从而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进

一步发展, 增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2) 加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 采取奖励政策鼓励科研人员走出院所, 投身经济

建设主战场, 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3)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老工业基地, 对纺织、机械、建材、冶金、有色金属等

产业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西安、成都、兰州等市要把医药、电子、信息、光电一

体化等发展潜力大的行业作为新的增长点来培育; 搞好天然气综合利用及后加工、石油炼化

及后加工、生物制药和中药新剂型等项目; 杨凌作为全国农业科技示范区, 在全国有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应通过基因工程、细胞工程、生化工程、生物资源储存加工和农业新技术

开发项目等, 解决西北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粮食不足问题; 西宁可利用高新技术加强盐湖资

源的综合利用; 昆明则可利用自己的药物资源优势, 建立“中华生物谷”等新科技项目, 带动

产业的发展。这一模式主要适用于科研院所集中的地区或一些大城市近郊。

41 改革开放开发模式

随着区域经济、世界经济一体化, 生产要素在全国和世界范围内大规模自由流动。可以

说, 现在的地区经济既是全国性的, 也是世界性的。因此, 必须把地区经济纳入本国和世界经

济开放的格局中。开放开发模式是指以体制创新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实施大开放战略, 在大

开放中实现大开发, 从而建立起西部富有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和宏观经济体制, 形成区域经

济发展的内生增长机制和创新机制, 提高经济的开发能力与创新能力的模式。当前, 西部地

区应把体制创新作为大开发的关键问题来抓, 并实施地区开放政策和产业开放政策。西部地

区要利用国家给予的对外经济开放方面的优惠政策, 打破地区壁垒, 加大本地区的开放力

度, 逐渐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组成区域集团, 并进一步向西渗透, 利用西部边贸优势, 发展对外

经济关系[4 ]。实施这一模式的具体思路是:

(1)进一步健全西部的市场经济体制, 优先开放金融、保险、电信、石油勘探开发、天然气

开发、计算机制造、电力等生产部门, 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地区横向资金融通, 大力

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开发资源。

(2)促进西部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成熟与发展, 采取出售、收购、兼并、改组、改造或转让

股权、资产等多种方式, 鼓励吸引国外资金投向西部企业的技术改造, 优化资本结构, 开发新

产品等。

(3)建立灵活高效的宏观调控体系, 采取优惠政策让出一部分市场, 让外商有所为。对于

能源、原材料及农业资源的开发, 可吸收外商承包和租赁开发, 或合资开发, 同时, 应选择一

些有利于本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 实行开放性政策, 增强辐射功能, 以此提高西部地区的

整体开放度。这一模式适应于西部的大多数地区。

51 特色农业发展模式

西部地区农业比重大, 且由于自然和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滞后,

因而促进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方面。为了避免与东部地区的产业趋

同, 将西部地区的农业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 西部地区应采取特色农业发展模式。这一

模式的内容是以西部地区的农业资源为出发点, 将农业生态保护与农业效益的提高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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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生态农业。同时积极应用高新技术发展农业产品的深加工, 开发高附加值的农业产品,

大力发展效益农业。西部地区棉、果、糖、菜、烟、蚕、药都有优势, 可以发展精品农业, 建立棉

粮生产基地、糖料基地、水果生产基地、蔬菜生产基地、中药材生产基地等。实施特色农业发

展模式的思路是:

(1)以市场经济为出发点, 引导农民进入大市场, 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同时

依据市场需求,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拓宽农业的经营领域, 加强西部农业的市场体系建设和

市场信息网络建设。

(2)以农业资源的深层次开发为前提, 以乡镇企业为依托, 加强农业的深层次开发, 使农

业走上产业化、市场化、科学化和集约化的道路。

(3) 以农业产业化为途径, 在农业发展的组织体系上推广“公司+ 基地+ 农户”的模式,

实行种养一条龙, 贸工农一体化, 充分利用农业资源优势, 建成一系列高产、优质、高效的农

产品基地。

(4) 以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 在农业内部结构与产品结构调整的基础上, 以农产品

深加工为重点, 大力发展西部的非农产业, 加快西部农业由传统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步伐。

这一模式在西部地区农业发展中均有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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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beg in s w ith a com para t ive ana lysis of the con struct ion of the w est reg ion s of

Ch ina in the 1950s and 1960s, the developm en t of the east reg ion s of Ch ina in the 1980s

and the developm en t of the backw ard reg ion s of fo reign coun tries. It then p resen ts the new

fea tu res of developm en t of the w est reg ion s of Ch ina today in m echan ism , developm en ta l

st ra teg ies, m arket circum stances, po licy effect and developm en ta l condit ion s, acco rd ing to

w h ich it ind ica tes tha t w e shou ld find ou t a developm en ta l pa t tern po ssesing the character2
ist ics of the w est reg ion s of Ch ina. F ina lly, it ana lyses the respect ive characters and app li2
cab ility of fou r a lterna t ive developm en ta l pa t ter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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