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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相对迟缓，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有多种选择，

而“以信息化推动工业化”是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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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相对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来说，西部地区总体上讲还十分落后，主

要表现为经济总量小，人均收入低、工业化进程迟缓、创新能力不强等等。当然，

这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是特殊的地域因素和种种历史原因让这个地区至今还留存

着许许多多农耕经济的烙印。今天，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它改变和影响着我们

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自九十年代我国全面启动信息化建设工作以来，西部地

区在许多领域参与了国家信息化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也在诸多的工作中尝试着

注入信息化要素，但从社会发展的整体层面上讲，如何将西部地区尚处于起步阶

段的工业化与大环境的信息时代实现有效对接，至今仍然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的

一个问题。  

  一、“大跨越”不现实  

  1、没有足够的投入  

  西部地区经济落后，家底不厚实，许多地方财政至今仍被喻为“吃饭财政”，

不可能拿出太多的钱作为新产业的投入，而西部企业大都为资源型企业，在当今

商品相对过剩的市场环境下，转型的转型，破产的破产，幸存下来的多数也举步

维艰，所以，即使国家有政策优惠和扶持，自己没有配套的资金，再好的项目也

只能望而兴叹，更不用说培育一项产业。  

  2、缺乏人才支撑  

  信息产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所以必须有专业

技术人才的支撑，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环境（如高校、科研机构等）十分有限，与

国内外优秀企业的交流与合作也不够广泛和深入，精英人才留不住，一方面在引

进，另一方面又在流失，聚集不起来，形成不了大的创新氛围，严重影响了西部

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培育和发展。  

  3、市场约束  

  落后的生产力和长期的封闭式发展，造成了西部地区生产、生活、经营、管

理等方方面面习惯于墨守成规，安于现状，对新生事物缺乏敏感，对变革缺乏激

情，这几乎成了整个西部地区的一个共同特点，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信息技术

和信息产品要想迅速找到自己的市场难度较大，而拓展市场更需要时间，所以，

市场的有限性直接约束了规模化的信息产业在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  

  二、“以不变应万变”很危险  

  1、传统产业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  

  西部地区多为资源型产业，起点上受自然资源赋禀赋的制约，过程中受天灾

人祸的影响，终点上受市场供需状况的摆布，对于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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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国家产业政策的强制调整，这就给产业发展的预期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因

素，过剩经济曾经让西部许多红红火火的生产企业被迫转产，甚至倒闭，这就是

教训。  

  2、经济总量的增长受限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年年增长，而且增长的速度也不慢，但由于基

数低，所以总量依然很小。很显然，相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来说，西

部地区大部份依附于自然资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经济总量的贡献肯定要小得

多，如果西部地区按老路走下去，而不去寻求质上的提升，那么，经济总量的增

长不可能有大的突破，而且，在东、西部同时增长的情况下，两个地区现有的差

距还会进一步拉大。 

3、消费结构的变化制约了传统产业的发展  
  对于过去的温饱型社会来说，人们对资源型产业的依存度很高，居民所得收入大部份用

于吃饱穿暖。而今，社会消费结构已悄然发生变化，由于大部份人摆脱了贫困，人们的生活

需求变得五花八门，吃穿的消费已不再是支出项目中的主要部份，在供给和需求相对平衡的

情况下，资源型产业的生存和发展无疑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同时，在相同产业内部还会引发

激烈的竞争。  
  4、社会形态面临边缘化威胁  
  面对国内外日新月异的信息化建设成果，西部地区如果继续走过去的老路，而仅仅只是

局限于接受外界信息技术及产品的渗透或延展，日复一日，东、西部观念上的差距、生产方

式上的差距、管理水平上的差距、经济指标上的差距，乃至生活方式上的差距都会越拉越大，

从而，获得机遇的概率也会越来越小，西部地区在整个社会形态上将面临边缘化的威胁。  
  三、“以信息化推动工业化”是明智之举  
  1、抓住信息化建设这一历史机遇  
  东部沿海地区抓住信息化建设这一历史机遇，快速跟进，取得了举世注目的长足进展。

西部地区也应把信息化建设同样视为自身发展的一次机遇，结合实际，通过招商引资、经济

技术合作等方式积极培育自己的信息产业，更重要的是：面对这一难得的机遇，西部地区应

结合自身的特点及时将战略目标定位在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上，即把传统产业作为载体，

消化吸收先进的信息技术和信息产品，提高传统产业的科技含量，优化生产经营方式，降低

成本，改善品质，增加产出，使传统产业从整体上得以提升，从而增加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

献率。  
  2、比较优势依然是优势  
  西部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水资源，旅游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等

等犹为占据优势，多年以来，西部地区许多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特色产业一直支撑着地方经

济的增长和发展，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和信息产品，这些产业必将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和经营

管理水平，并以它特有的自然禀赋条件继续占据市场份额中的绝对优势。  
  3、工业化进程有望实现跨越  
  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滞后，产业的种类和规模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还相当大，在信息化

建设过程中，通过一手抓高技术产业的培育，一手抓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必将对产业的

优化和升级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使地区工业化进程大步迈进，避免了正常演进中许多

的摸索和调整，既节约了时间，也节约了结构调整的成本。  
  总之，信息化建设对于西部地区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当然，它也给我们带来了

许许多多新的课题，只要我们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因地制宜去思考和摸索，一定能够找到

一种适合西部的发展模式，从而加快西部经济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作者简介】  
 温希庆，贵州省信息中心经济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