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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型城市是伴随各种自然资源的开发而兴起，采掘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城市，根据开采对象

的不同又分为油城、煤城、钢城、有色金属基地等不同类型。目前我国有这类城市 390个，约占城市总数

的 1/2。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相当一部分资源型城市进入资源开采后期，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探明储量减

少、开采成本增加、人员过剩、城市发展缓慢甚至持续倒退现象。同时，入世后，很多资源和原材料也将

面临来自国外的竞争，这就给这些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更大挑战。  

    一、转型过程中资源型城市面临的几个问题  

  纵观国外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在资源开采衰减后城市经济也步入萧条状态，

以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为代表；二是在资源开采大幅下降或停止后城市经济也同时陷入停滞类型，以阿塞

拜疆的巴库为代表；三是在资源开采衰退甚至完全枯竭后城市经济仍保持持续繁荣类型，以美国的休斯顿

最为典型。  

  从上个世纪 60年代，国外一些资源型城市开始陷于困境，出现了增长减缓的趋势，如美国的“钢都”

匹兹堡、德国的鲁尔工业区、法国洛林工业区，这些地区的政府开始着手制定实施城市和产业转型计划，

并取得了积极效果。  

  和国外的资源型城市相比，我国的这类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更为严峻。受传统计划体制的影

响，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我国的资源开采企业在资源开采和利用过程中长期脱离所在区域，独立运行。

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我国的资源型城市很难形成休斯敦那样的产业群聚，资源开采作为整个

国家国民经济链条上的一环，和所在地区的经济关联不是很大，对所在城市发展的影响也并不深远。这种

人为的条块分割一方面使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失去了一个重要依托，另一方面也不利于资源开采企业的长远

发展。当前，转型过程中的资源型城市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1、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对单一资源的开采，就业问题十分突出。  

  资源型城市不同于老工业基地，城市经济过度依赖于一家资源开采企业，产品构成也以初级产品和原

材料为主。近几年，由于各种资源探明储量减少、开采难度不断增加、开采成本越来越高，资源型城市的



这种缺乏弹性的产业结构显得越来越不合理，城市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新问题。特别是资源开采进入枯竭期

以后，一些社会问题，尤其是就业问题十分突出。 

  

  辽宁省阜新市从建国到 2000年底累计生产原煤 5.3亿吨，发电 1500亿千瓦时，被誉为我国的“煤电之

都”，但是现在这个城市为煤所困，有 15万工人失业，30万家属生活也受到影响。因为产业结构单一，加

工链条短，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就业门路十分狭窄，就业岗位严重不足。加上这些产业工人大多为青壮年

男性，文化程度较低，缺乏其他谋生技能，所以，对这些产业工人的转移、安置也将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

题。 

  

  2、社会管理机构二元化问题。  

  资源型城市普遍存在两套或多套并行的社会管理机构。这两套机构隶属于不同的行政主体或管理部门，

拥有完全独立的教育、文化、广播、电视、交通、通讯等部门，受传统管理体制和纵向管理体制的约束，

两套机构之间缺乏必要的信息沟通，体制之间的要素流动也受到严格限制。  

  社会管理机构二元化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办社会问题突出，也就是说企业承担了相当一部分本

来应该由政府履行的职能。如果说企业承担的这部分社会职能在企业创建之初方便了职工生活，促进了企

业发展，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却增加了企业成本，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所以说，企业承担的这些社会

职能向政府移交是国企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要求。但是在目前的条件下，这种改革却陷于两难

境地，一方面企业承担的这些社会职能不向政府移交就不能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另一方面移交的话地方

政府又因为财力的原因承担不了。  

  社会管理机构二元化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投资主体分散，容易造成重复投资。资源开采企业和当

地政府作为不同的投资主体从本部门、本集团的利益出发，又往往互不通气，这就容易出现重复投资，资

源浪费现象。比如在东营市境内相隔不远的地方有两个吨位相当的港口码头，但港口的建设、维护、管理

却分属于不同的主体，每年都要耗费大量的管理费、维护费。在电力、通讯等其它行业也存在类似问题。  

  3、低层次产业结构之下的城市布局。  

  资源型城市多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大量聚集人力、物力而形成，因而带有很明显的会战痕迹。按照“指挥

靠前”、“随矿建镇”、“地上服从地下”的原则形成了以地下资源为导向的分散矿区布局，这种粗放的生产力



布局方式不利于有强大吸引力和辐射力的中心区域形成。更进一步说，即便是在一些相对集中的区域，也

常常因为条块分割造成画地为牢，各自为政的现象，给城市的污水处理、供水供热等带有自然垄断属性的

行业带来难题，不能形成应有的规模效应。同时城区由于没有预留采油带，这又给城市的环境保护带来了

隐患。煤城、钢城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4、有些资源型城市存在企业负担过重，地方财政乏力，资源开采企业和地方政府关系紧张的问题。  

  近几年，受国内外市场影响，煤炭、石油价格下降，企业经济效益大幅度滑坡，尤其是一些老矿区，

资源将近枯竭，再加上企业转产困难，社会负担较重，设备老化，资金紧张等原因，企业举步维艰。然而，

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以前企业生产经营效益好时所创造的利润基本上缴上级主管部门，用于自身的生产

性发展资金所剩不多，对城市发展的贡献也非常有限。同时，由于这些城市产业结构单一，财源较窄，地

方财力不足，往往对当地的资源开采企业征收各种税费，由此，不仅进一步加重了企业负担，也成为两者

关系紧张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此外，资源开采过程中造成的地面塌陷、环境污染、耕地占用问题也成为一

些地区干部群众同当地资源开采企业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  

    二、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几点建议和措施  

  实现从单一资源开采向综合性、功能性城市转变是每一个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目标，但是由于受很多因

素制约，转型成功的资源型城市还是少数。当前如何清除以前体制路径依赖的影响，打破条块分割带来的

不利影响，实现资源开采企业和所在区域的融合（不仅仅指经济上的融合，更深层次上指社会生活的融合）

成为资源型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首要问题。针对当前资源型城市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建议和措

施：  

  1、找准城市定位，培养支柱产业和替代产业，实现城市经济持续繁荣。 

  

  找准城市定位，发展替代产业和新兴产业，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为此我

们建议，一是资源开采企业和地方政府共同成立专家小组，分析国家的产业政策，制订出共同发展相互融

合的发展规划，确定出区域内的支柱产业和替代产业。二是积极引进区域外的资金，促进替代产业形成，

这在国家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尤为重要。从 1999年开始石油城市东营通过油地校（胜利油田、东营市地方、

石油大学）联合招商引资，在扩大城市规模，创造就业机会，培植替代产业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最近，

东营市委、市府又提出把东营建设成为山东省乃至世界的加工基地，明确了城市转型的长远目标。三是建



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实现信息在资源开采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对称分布，防止新的重复投资。 

  

  2、实现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用人思想。资源开采企业和地方政府统一成立人力资源信息服务网络，

跟踪调查区域内人才的调配、引进、使用和管理状况，制定出与人才资源开发相关的政策措施。建立统一

的人才、技术市场，实现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盘活现有教育资源，根据企业改制的实施进度，统筹规划

调整区域内的教育资源布局。增加政府对教育的拨款，逐步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渠道为辅的教育投

融资体制。完善劳动力市场，加强对下岗失业职工的技能培训。  

  3、进行资产重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避免重复投资和浪费。  

  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思想，利用国家给予中石化胜利油田改制方面的政策，促进要素在区域

内的合理流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同时，积极争取边远地区油气田的开采；争取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参与

油田的开发建设；把各类地方油建公司、安装公司、电气公司和油田相应公司组建成企业集团；实现石油

开采企业同地方石化企业之间的一体化联合；进一步搞好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的共建，避免新的重

复投资和浪费。通过资产重组建立一种有竞争力的生产体系。  

  4、发挥国家产业政策的作用，制订相关的产业转移援助政策。  

  资源型城市衰落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普遍性的难题，很多西方国家也遇到过。20世纪 60年代德国

政府针对鲁尔煤区的衰落趋势，采取了一系列产业转移援助政策，使鲁尔区走上产业结构多元化的道路。2

0 世纪 80年代美国政府对于“钢都”匹兹堡的衰退也采取过类似政策。  目前，我国还没有明确的产业转

移的提法。但是鉴于资源型城市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和地位以及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建议我国制

订明确的产业转移援助政策，在国家财政、省财政的支持下建立一个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专项基金，

用于支持资源型城市的工业升级，支持资源型城市发展新兴的替代产业，矿山关闭后失业工人的再培训和

安置，矿山开采引起地面塌陷后的地面恢复和环境保护等工作。增加中央财政、省财政对资源型城市的转

移支付比例，或通过其它财政扶植，支持资源型城市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或发展新兴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