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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天山北坡经济带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 对全疆的经济起着引领作用。从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失衡 , 探讨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
及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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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疆区域经济的状况及特点

1 .1  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基本情况 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是

指以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市和克拉玛依市为轴心的新疆准噶

尔盆地南缘 , 天山北坡中段, 面积约9 万km2 的一个以制造

业为主、以服务业为辅的通达中西亚地区的流通大通道和产

业经济带。它是国家西部区域经济规划重点发展的综合经

济带, 是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列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地区; 在西

部大开发中, 它是国家重点发展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的重

要组成部分, 第二亚欧大陆桥贯穿整个经济带 , 是通东达西、

承北启南的西部国际大通道, 是未来大中华经济圈与中亚经

济圈的结合部, 是中华文化与中亚文化的交汇处, 也是向西

开放和面向伊斯兰国家市场的商品集散地, 是新疆最具发展

潜力和发展前景的区域。

1 .2  天山北坡经济带的特点  第一, 天山北坡经济带地处

亚欧大陆腹地, 面积约占全疆总面积的5 .7 % ; 人口454 .44 万

人, 占全疆的25 .6 % ;2000 年, 天山北坡经济带 GDP 约600 亿

元, 占全疆的44 % 。其中工业产值占自治区工业产值的65 %

以上, 农业产值占自治区农业产值的35 % 以上。农业生产水

平较高, 土地宜用率高达70 % 左右, 以占不足新疆1/ 10 的耕

地, 创造了全疆1/ 5 的农业增加值。水资源总量虽然不足全

疆的8 % , 但地均水资源量高出全疆平均水平, 为规模发展特

色农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特别适宜粮食、棉花和多种经济

作物的种植 , 农产品品质优异, 农业集约化程度和机械化程

度较高 , 农业产业化的基础与条件较好。

第二, 该区域工业初具规模, 经济实力较强, 是新疆工业

化的先导区 , 具有加快发展的良好基础。新疆的大中型企

业、中央驻疆企业和兵团骨干企业大多集中于此, 形成三足

鼎立格局。天山北坡经济带拥有新疆69 % 的大中型工业企

业, 许多已成为龙头企业, 也成为带动新疆产业迅速崛起的

中坚力量。经济带内能源矿种比较齐全, 集中了目前新疆约

70 % 的探明石油储量和49 % 的煤炭探明保有储量, 为发展煤

电产业及高耗能产业提供了优越条件。

第三, 第三产业比较发达, 全疆90 % 的上市公司分布在

天山北坡经济带, 区位条件优越, 有辐射全疆的对外交通运

输网络。现有城镇50 座 , 设市城市10 座, 区域城镇化水平已

达63 % , 高出全疆平均水平1 .1 倍, 社会基础条件好。特别

是干旱生态环境和绿洲经济更有别于内地省区, 具有研究与

开发的广阔领域和发展前景。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疆平均

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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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 , 天山北坡经济带集中了全疆66 % 的科技人员; 全

区中央所属和自治区所属的主要科研机构126 个, 有83 个分

布在该经济带 ; 全区高等学校20 所, 有15 所集中在该经济

带; 企业技术开发力量也大多集中于此。新疆高等学校的研

究开发机构39 个, 有35 个分布在该经济带; 国有大中型工业

企业已建立企业技术开发中心35 个, 有29 个分布在该经济

带。国家级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乌鲁木齐、石河

子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初具规模, 在天山北坡经济带还建设了

4 个高新技术园区, 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天山北坡经济带还具有区域性国际科技合作的良好前景。

2  区域经济差异分析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 区域经济差异已越来越明显。

我国出现了东、中、西区域经济差异逐渐扩大的态势 , 新疆已

形成北疆、南疆、东疆三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局面。

( 1) 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由于新疆财力薄弱, 对外

开放程度较低, 与内地相距遥远 , 吸引外来资金条件较差, 引

进区外、国外资金额度较小等因素, 总体投入水平较低。

( 2) 城乡差距较大 , 农村经济发展滞后。据《新疆统计年

鉴》( 2003 年) 显示:2002 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新疆为7 454 .8 元, 全国为7 702 .8 元;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

收入新疆为1 863 .3 元 , 全国为2 475 .6 元; 城乡收入差距新

疆达4 .00 倍, 全国达3 .11 倍。从全国与新疆城乡经济现状

可看出, 新疆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与全国差距不大, 个别地区

( 克拉玛依) 甚至居全国前列, 但乡村与全国相比差距很大。

(3) 区域之间相距甚远, 导致人才大量涌向乌鲁木齐及

周边城市。人才分布严重失衡, 也是造成区域经济发展比例

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

3  解决对策

3 .1  充分认识天山北坡经济带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中心战

略地位作用  天山北坡经济带在全区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

位突出, 发展潜力巨大 , 具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有利条件。

天山北坡经济带利用好周边国家的资源和市场, 加快西部国

际商贸大通道建设, 将有力推动自治区对外开放及外向型经

济发展。相对全疆而言 , 天山北坡经济带各县市改革开放意

识较强, 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进程较

快, 改革开放步伐较大, 具有良好的政策体制环境。因此, 天

山北坡经济带的快速发展将对全疆、西北省区乃至周边国家

的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 .2 充分利用中央在天山北坡经济带建设上的扶持作用、

优惠政策、引智资金 利用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 加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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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针对医疗服务的特性, 对新型合作医疗提供的服务进

行更具体的划分

3 .2 .1 对于传染病及地方病的预防、控制和治疗应该作为

公共服务来提供。具体做法: 乡镇卫生院进行防疫保健医疗

分离的改革, 把防疫、保健业务独立出来, 政府免费向农民提

供防疫、保健服务。这可以设定一个条件: 只有参加新型合

作医疗制度的才能免费获得传染病以及地方病的防疫和治

疗( 当然因极度贫困而无法缴纳保险费的家庭政府应该予以

救助) 。这是出于两点考虑: 一是目前我国的合作医疗以自

愿参与为原则, 这不可避免会出现较健康的农民拒绝参加 ,

而身体状况不佳的则会积极参加 , 这样造成的道德风险难以

避免, 而长此以往可能会造成整个合作医疗基金的崩盘; 另

一点是出于对农民心态的分析, 由于历史和生活习性的长久

影响, 广大农民具有很强的小农意识, 他们安于现状 , 更多地

顾及眼前利益和自我利益。倘若参与合作医疗后一两年内

没有患病, 因而没有得到合作医疗给予的任何好处, 农民就

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 很可能下一年就不会再参加。这样 ,

既满足了农民获得利益的心理需求, 又保证了合作医疗的长

期稳定发展, 同时也显示了政府对新型合作医疗持久支持的

决心, 增加了新型合作医疗对农民的吸引力。

3 .2 .2 非传染病虽然不属于公共物品, 但由于医疗服务市

场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 即信息不对称、垄断和外部性等特

征会导致医疗部门的市场失灵。所以, 要是放任医疗服务市

场化, 对医生的医疗行为不加以规范的话, 医生会在经济利

益的驱动下 , 提供数量多、质次价高或质高价也高的服务和

药品, 这样不仅会损害资源的配置效率, 更甚者过度的医疗

服务会损害人的健康。可见, 医疗服务市场化的结果有可能

会造成供给方的垄断和基于医疗知识技能的专业权力的滥

用。这就要求政府必须承担起制定规范、组织监督的责任。

对医药用品、医疗服务的质量和价格制定必要的法规予以规

范、限制并进行严格监督。

3 .3 加大中央财政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投入, 加大

对贫困地区的扶贫政策, 同时不断拓宽筹资渠道  加快对以

乡镇卫生院为核心的农村三级卫生网络建设, 以优质的服务

赢得广大农民群众的信任。健全管理制度, 这可以从以下方

面入手: 正确处理医、患、保三方的利益关系; 保证群众参与

合作医疗的管理和监督 , 实行定期汇报、公布制度及定期检

查、审计和公告制度; 严格资金管理, 确保基金运行安全。

4  结语

虽然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在其试点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

题, 但只要政府尽快明确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定位, 加大财

政投入, 并根据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性制定合理的指导方案 ,

就一定能摆脱合作医疗面临的困境, 真正解决农民看病难的

问题, 获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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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投入。国家把新疆作为全国引进国外智力的重点, 大力支

持, 实施“海外智力援疆计划”。在今后5 a 中, 国家将资助

5 000 万元支持新疆引智工作。

3 .3  塑天山北坡经济带自身经济龙头作用 在经济建设和

社会事业发展方面各地州市因地制宜, 扬长避短, 各有高招 ,

各具亮点。博乐依托阿拉山口口岸的优势, 实施“口岸兴州、

口岸强州”的发展战略, 尽全力做好“大通关”工作 , 并以“大

通关”带动大物流、大人流、信息流和资金流 , 把阿拉山口口

岸建设成为中国一流口岸。石河子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为

抓手, 立足两种资源( 兵团大农业资源和新疆的矿产资源) ,

做大3 个园区( 开发区、北泉化工园区和西工业区) , 建设4

个基地( 轻纺基地、绿色食品加工基地、重化工基地、农业机

械制造装备基地) , 逐步形成优势突出的产业化布局, 走具有

兵团特色、石河子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乌鲁木齐、昌吉

加快推进乌昌经济一体化步伐。

3 .4  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建立中亚金融中心  “上海合作”

进程的启动, 为6 国睦邻互信和互利合作向更高水平迈进搭

建了广阔舞台。中、俄、哈、吉、塔、乌的互信、平等协商, 深化

务实合作 , 带动全面发展。国家的这一举措无疑对新疆经济

的快速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加大发展的同时应将金融

中心建立在经济带上 , 比如建在石河子市。

3 .5 利用能源优势, 开发一系列项目  天山北坡经济带全

年日照时间达2 600 ～3 400 h , 全年太阳能总辐射量5 000 ～

6 490 MJ/ m2 。众多的山口是风能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 , 年平

均有效风能为10 800 MJ/ m2 。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环保无

污染, 大有可为。新疆矿产充裕、种类齐全, 具有巨大的开采

潜力, 现已探明矿种138 种, 占中国探明矿种的82 % ; 在已探

明矿产中 , 保有储量居全国第一的矿产有10 种, 居全国前10

位的矿产有58 种, 石油、天然气、煤、铜、锰等具有重要工业

用途的矿种均名列其中。新疆石油、天然气资源总量高达

300 亿～500 亿t , 占全国预测总量的1/ 4 以上, 旅游资源优

势、林业资源优势、畜牧业资源优势也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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