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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之间的利益联结 , 立 足 于 建 立“ 风

险共担、利益均沾”的机制 , 坚 持 自 愿 、

互利、自主经营的原则 , 发展股份合作、

专业协会等多 种 形 式 的 牧 民 专 业 合 作

组织。

第三 , 要进一步调整生产力布局。

要根据牧区人口居住分散、交通不便、

信息闭塞、工业化程度 低 、城 镇 缺 少 产

业支撑、生产生活成本 高 、社 会 事 业 发

展滞后等实际 , 将 人 口 向 优 势 地 区 转

移 , 将各类生产要素向 城 镇 集 中 , 尽 量

减少牧区人口 。 一 是 加 快 示 范 园 区 建

设。将生态极度恶化、已经失去生产生

活条件地区的牧民向优势地区转移。二

是加快城镇化进程。要加快发展城镇经

济 ,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 位 , 吸 纳 牧 区 劳

动力 ; 要提高牧民的劳 动 技 能 , 增 强 其

就业和创业能力 ; 要加强城镇基础设施

建设 , 发挥城镇功能。三是加快推进牧

区工业化进程 。 要 从 加 强 基 础 设 施 建

设、建立工业园区起步 , 从 畜 牧 业 产 业

化经营 , 发展畜产品加 工 业 切 入 , 把 资

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 为转移牧区富

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 增强反

哺畜牧业的实力。

第四 , 要解决好农牧民的长远生计

问题。要把解决牧民脱贫致富、生态移

民结合起来 , 帮助农牧民改变落后的生

产方式 , 积极培育生态畜牧、藏医藏药、

旅游等具有高原特色的绿色产业。不断

提高农牧民的收入 , 加快发展教育、卫

生、文化等社会事业 , 使 他 们 早 日 过 上

小康生活。

第五 , 要争取全社会的广泛支持。

要通过电视、报纸、广播、网络 , 广 泛 宣

传生态文明、环境文化 , 宣 传 黄 河 源 区

保护的重要意义 , 吸引国内外人士关注

黄河源区 , 爱护黄河源 区 , 保 护 黄 河 源

区 , 从人力、财力、物力等各方 面 , 参 与

和支持治理建设行动。要加强环境动态

监测与评价 , 推 广 先 进 的 环 境 治 理 技

术 , 完成好规划确定的科技支撑项目。

第六 , 根据 甘 南 地 处 黄 河 、长 江 上

游 , 生态环境恶化所产生的严重后果 ,

建议国家将甘 南 黄 河 重 要 水 源 补 给 区

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列入国家“十一

五 ”发 展 规 划 和“ 十 一 五 ”西 部 开 发 规

划 , 重点给予支持。

( 作者单位: 兰州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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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西 北 地 区 位 于 亚 欧 大 陆 腹 地 中

心 , 在行政区划上包括陕、甘、宁、青、新

五省区 , 是 我 国 土 地 面 积 最 大 , 但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相 对 落 后 的 经 济 区 域 。 近 年

来 , 大西北地区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

对外贸易有所发展 , 有力地促进了经济

增长和结构转变 , 但投资贸易中存在的

问题仍然不容忽视。

一、大西北投资贸易发展现状及存

在的问题

( 一) 大 西 北 投 资 发 展 现 状 及 存 在

的问题

1.投资主体单一

大西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 , 矿产

资源十分富足 , 劳动力及土地等生产要

素价格低廉 , 理应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然而 2001- 2006 年 《中国统计年鉴》数

据表明 , 国有经济仍然是大西北地区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 , 外商经济和港

澳台经济所占比例很低 , 尚不及全国平

均水平的 1/4。

2.投资率较高 , 但回报率偏低

近几年来 , 大西北地区一直保持着

较高的投资率 , 2001- 2006 年 , 大西北

地 区 的 投 资 率 始 终 比 全 国 平 均 投 资 率

高出十几个百分点 , 但投资回报率明显

低于东部地区。

3.资金分配不均 , 城乡差异较大

大 西 北 地 区 城 乡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资

金 差 距 较 大 , 资 金 大 部 分 用 于 城 镇 地

区 , 农 村 以 农 户 自 主 投 资 为 主 。2006

年 , 西 北 地 区 全 社 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共

5977.6 亿元 , 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

投 资 总 额 的 91.2% , 而 全 国 平 均 为

84.9%;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仅占西北地

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8.8%, 而全国

平均为 15.1%。

( 二) 大 西 北 贸 易 发 展 现 状 及 存 在

的问题

1.大规模商品交易市场数量较少

大 规 模 专 业 化 商 品 交 易 市 场 有 益

于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 , 对于形成大商

业、大流通、大市场具有重要作用 , 然而

这 样 的 商 品 交 易 市 场 在 大 西 北 地 区 数

量较少。2006 年我国国内拥有亿元以

上商品交易市场 3876 个 , 而西北五省

仅 133 个。

2.消费需求偏低 , 二元结构明显

2006 年 , 大西北地区全社会商品

零售总额比 2001 年增长 76.8%, 但总

体消费 需 求 偏 低 , 二 元 结 构 明 显 ,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不 及 全 国 的 4.4%, 县

一级的比重在 6.0%附近浮动 , 市一级

的比重在 4.5%左右 ; 而县以下的比重

仅为 3.0%( 见图 1) 。

3.对外贸易发展滞后

大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

古代的“经济特区”, 著名的“丝绸之路”

使 得 我 国 与 中 亚 地 区 的 经 贸 关 系 非 常

密切 , 但 是 到 了 近 代 , 对 外 贸 易 一 直 在

低水平、低层次上徘徊。2001- 2006 年 ,

西 北 地 区 进 出 口 商 品 总 值 虽 然 有 了 较

大幅度的增长 , 但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很

低 , 最高时期仅为 1.37%。( 见图 2)

二、原因分析

( 一) 传 统 体 制 下 不 合 理 的 工 业 布

局

在计划经济时期 , 大西北各省区建

立 了 一 大 批 结 构 雷 同 的 采 掘 业 和 原 材

料工业企业 , 这些企业一般是中央部署

企业。这种“植入式”布局企业的外部联

系 主 要 是 与 东 部 沿 海 加 工 工 业 的 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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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区际产业联系 , 而与当地其他产业

的横向联系很弱 , 在西北地区形成发展

“飞地”, 加剧了区域经济二元结构。

( 二) 行政性分权 及 政 府 绩 效 考 核

机制的负效应

我国地方 各 级 政 府 实 行 分 权 管 理

和财政包干制度 , 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

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如此的

制度安排使得地方政府盲目投资、重复

建设 , 导致地区间产业结构趋 同 , 资 源

配置效率低下 ; 地方政府间各自为政 ,

实行地方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 , 严

重地阻碍了经济资源 的 自 由 流 动 和 跨

地区的经济合作。

( 三) 城乡二元结 构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制约

大西北地区农村地广人稀 , 农民受

教育程度低 , 自然条件恶劣 , 农 村 地 区

经济发展比较困难 , 城乡经济发展二元

结构凸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 以

农民为主体的低收入 群 体 造 成 了 西 北

地区整体消费水平偏低 , 不能满足经济

增长对消费需求扩张的要求 , 使得最终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减少 , 无法

有效拉动经济快速增长。

( 四) 粗放型经济 增 长 方 式 的 长 期

采用

大西北地区是我国能源的富集地 ,

矿产资源储量居全国前列 , 能源的开采

和加工一直以来是西 北 五 省 区 的 支 柱

产业。由于各种原因 , 西北地区的经济

增长长期以来都是采 取 高 投 入 、 高 消

耗、高排放、低产出、低效率的粗放型经

济增长方式 , 其结果是盲目建 设 、重 复

生产、设备闲置、能源浪费、效益低下。

( 五) 观念陈旧制约经济发展

大西北地区远离国家政治、经济中

心 , 自给自足的自然 经 济 形 态 和 以 地

缘、血缘、宗教为联系纽带的 传 统 生 活

方式 , 铸就了大西北地区人民封闭、保

守的观念。一些企业和老百姓现代商品

经济的观念淡薄 , 小农意识、小 打 小 闹

的思想比较严重 , 导致一些优势企业和

产业难以做大做强 , 民营经济发展严重

滞后。

三、大西北区域投资贸易协作的对

策建议

经济全球 化 与 区 域 一 体 化 是 当 前

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大西北地区

要想获得发展 , 缩小与东中部地区的差

异 , 促进区域内经济的共同繁 荣 , 必 须

走投资贸易协作发展之路。

( 一) 加强投资环境建设 , 加大对外

开放力度

投资环境 差 是 大 西 北 五 省 区 共 同

存在的问题 , 西北五省区应统筹规划 ,

以改善投资环境为目的 , 加强五省区交

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 , 为吸引国内外

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 , 西北地区

应加大对东部和国外资本的开放力度 ,

采 取 放 开 一 部 分 市

场 、取 消 外 商 投 资 比

例 限 制 等 措 施 发 展

非 公 有 制 企 业 , 依 靠

“ 三 资 企 业 ” 推 动 经

济增长。

( 二) 加 强 区 域

交 流 协 作 , 联 合 发 展

优势产业

近 几 年 , 西 北 五

省 区 从 地 缘 相 接 、产

业 结 构 趋 同 、优 势 产

业 互 补 性 强 、发 展 经

济 协 作 便 利 的 实 际

情 况 出 发 , 建 立 了 西

北 五 省 区 党 政 主 要

领 导 联 席 会 议 制 度 ,

有 力 地 推 进 了 五 省

区 间 的 合 作 与 交 流 。

在 今 后 的 协 作 上 更

要以“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联动发展 、

共同繁荣”为原则 , 以企业为主体 , 以市

场为手段 , 推动合作向高层次、宽领域、

全方位迈进。

( 三) 制订优惠投资政策 , 吸引民间

资本投入

大西北地区要获得快速发展 , 就要

从根本上解决资金匮乏的问题。为此必

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 鼓励民间资

金的投入 , 通过多渠道、多形 式 吸 收 各

方面的资金。大西北地区的穆斯林民族

与中东地区在文化、历史、语言、生活和

宗教信仰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 , 应充

分利用相互之间的这 种 亲 缘 关 系 发 展

投资与经贸合作。

( 四) 消除地区贸易壁垒 , 共同建立

统一市场

建立一个竞争有序、开放统一的大

西北商贸市场是西北 五 省 区 进 行 区 域

协作 , 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如

果没有它的支撑 , 就无法保证区域内市

场主体的公平有效竞争 , 无法防止地方

政府的行政干预 , 无法实现区域内资源

的有效配置。因此 , 西北五省区政府应

取消一切妨碍区域市 场 一 体 化 及 商 品

要素自由流通的政策规定 , 促进市场的

发育与完善。

( 五) 利用沿边区位条件 , 协作发展

边境贸易

大西北地区具有沿边开放 , 发展边

境贸易的区位优势。新疆与中亚 8 个国

家接壤 , 新疆的阿拉山口、霍尔果斯、红

其拉甫等口岸初具规模。中亚诸国经济

与我国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 西北兄

弟省应共商发展大计 , 利 用 新 疆 这 个

“桥头堡”, 加强边境贸易 , 发 展 外 向 型

经济 , 将产品打向中亚、西亚市场。

( 六) 发挥政府指导作用 , 联合进行

产品推介

大西北地区物产丰富 , 具有宝贵的

文化遗产 , 特有的生态条件 , 独 特 的 民

族风情 , 特色的地方小吃 , 但 由 于 长 期

以来交通不便 , 信息不畅 , 经济落后 , 与

外界交往稀疏 , 一些地方特色产品和旅

游景点没有得到有效推广。大西北地区

政府应联合举办投资贸易洽谈会 , 争取

合作项目 , 吸引国内外企业来大西北进

行投资贸易。

( 作者单位 : 西北 师 范 大 学 学 生 工

作处)

图 2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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