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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中兰州发展优势、问题及对策浅析

○刘殿成

  一、发展优势分析
1.独特的地缘优势 兰州位于黄河上游的黄

土高原西缘，在 E102°30` ～104°30` ，N35°51` ～38°
之间，处于我国的几何中心，孙中山先生把其称为
“陆都”。在西北几个大城市中，兰州最接近西北地区
的人口重心 （ 大约 E102°20` N37°30` ） 和经济重心
（大约 E100°30` N38°12` ） ；处在西北地区的“咽喉”
地带，古代即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战略位置极其重
要，中央派驻西北的许多机构，象军区、铁路局等，都
设在兰州。这种独特的地缘优势，为兰州在西部开发
中组织和协调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

件。
2.中枢型的交通通讯位置 兰州是西北的交

通枢纽。陇海——兰新、包兰——兰青四条铁路在此
交汇，连接四大干线方向，是西北地区唯一的一级铁
路枢纽和最大的铁路编组站；西兰、兰郎、甘新、甘川
等多条公路干线相接于此，同时正在筹建多条高速
公路。 1997年兰州市的铁路货运量达750万吨，公
路货运量达3200万吨。 通向西北、西南的多条光纤
通讯线路，以及未来的“西气东输”工程都经过兰州。
交通通讯的枢纽地位，把兰州市的地缘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特别是本区受到地形等自然条件的影响，
交通设施网络化受限制，更加强了兰州在西北运输
体系中的枢纽地位。 （见表1）

表1 西北铁路运网中省会城市
的连通率和网尼克指数

城市 兰州 西安 银川 西宁 乌鲁木齐

连 通 率 4 5 5 7 5
网尼克指数 1 2 2 2 2

  注：连通率指运网中该点到其它各点最短路径所经过

的线路数目总和，计算公式为 Ai＝∑Dij（ j＝1～n） ，其值

越小，通达性越好；网尼克指数表示从这个点到运网中最远
一点的最短径道所经过的线路数目总和，其值最小的点就
是该运网的交通中心。

3.特大城市的规模基础  到1997年，兰州市
区非农业人口共145万人，建成区面积164平方公
里，国民生产总值达275亿元 （1999年 ） ，属特大城
市行列；城市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均具备一定基础。
经过多年建设，兰州市已成为以石油化工、石油机械
制造、有色金属冶炼为主的综合性基地，在全国居重
要地位。兰州历史上就是西北的商品集散中心，近年
来随西北商贸城的建设，中心地位得到加强，已经形
成了一个立足甘肃，辐射西北，延伸到华北、中南、西
南的多渠道、开放式的商业流通网络。

4.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兰州市是一座历史
古城，自西汉时期设置金城县，公元583年改称兰
州，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 兰州自古是一个战略重
镇，和平时期屯垦戍边，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发
展，彩陶艺术独树一帜；隋唐时期，中西贸易繁荣，产
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作为丝绸之路的关口，“丝
路”文化在此集中体现。抗战、解放战争时期，东部的
一些经济文化机构搬迁至此，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
文化的繁荣。兰州处在西北少数民族聚集区，多民族
长期和平共处，文化相互融合，呈现出具有区域特
色、民族特色的西北文化。兰州也是西北地区的科教
基地。 科技实力雄厚，有科研机构100多家，中科院
和工程院院士13人，在应用物理、石油化学、高原大
气、沙漠冻土等领域内多项成果居国际前沿；同时还
拥有兰州大学等十多所高等学府。

5.强大的资源支持 兰州地处黄河上游资源
富集区；水力水电资源丰富，可开发容量650万千
瓦；兰州周围地区蕴藏丰富的矿产资源，特别是有色
金属储量最为丰富，其中镍、钯等10多种稀有矿藏
储量居全国首位；能源和原材料的密切结合，使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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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我国重要的有色冶金基地；兰州还是西北的“瓜
果城”，盛产富有西北特色的农牧产品；悠久的多民
族历史文化和西北独特的干旱半干旱自然景观完美

结合，是极具吸引力的旅游资源；加上雄厚的科技实
力和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为兰州发展知识技术密
集型的加工工业和商贸、旅游等第三产业奠定了资
源基础。

二、问题及对策
1.生态环境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  

西部大开发是一个开发利用问题，同时更是一个保
护问题；西北地区地处干旱半干旱内陆，地形复杂，
生态环境脆弱；如果在开发中忽略了生态环境建设
和保护，那么其结果很可能是一场生态灾难。兰州处
在狭窄的黄河河谷盆地，加上重型的工业结构，使城
市污染严重；此外，植被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尽
管近几年来各级政府都极为重视生态环境建设，但
仍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脆弱的局面，兰州市
森林面积仅为7.5万公顷，森林覆盖率只有
5.59％；城市基础设施目前普遍存在“超载运行”“超
期服役”的问题，建成区人均绿地面积为2.51m2（ 我
国最大26m2） ，集中供热率只有36.37％，用气普及
率65.05％，市区人均道路面积6.39m2，东西向交通
压力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仅为0.45（ 中等
可持续） 。

应借西部开发的时机，把兰州市的生态环境和
基础设施状况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首先要继续加强
南北两山和建成区的绿化工作，争取到2015年城区
植被覆盖达到60％，绿化率达30％以上；其次要加
强西北沙漠边缘区和东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区

的绿化工作，建设兰州生态屏障；第三，对开发项目
进行环境可行性论证和环境预断评价，把环境成本
降到最低限度；第四，调整能源结构，提高油气、水电
比例，把煤炭的比重降到50％以下 （ 目前为80％） ，
建设集中供热、供气设施，使兰州市区大气中 SO2含
量降到国家二级标准以上；第五，建设环境基础设
施，包括废水处理，除尘除硫装置，固体废弃物处理、
回收、利用等；第六，加强交通建设，针对市内交通密
度大、用地紧张的状况，可以考虑东西向建设高速轻
轨市内交通体系，象高架铁路或地铁等；对外交通方
面，重点加强中川机场建设，增加航线和通航里程，
提高兰州在航空体系中的地位。

2.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兰州的经济结构存在
两大特点，第一，以第二产业为主，其产值所占比例

高达54％，且重工业占绝对优势，轻重之比为1∶
4.5。第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处于支配地位，其
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53.2％。 这种经济结构，
环境负面影响大，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差 （1996
年百元资金利税率为5.2元） ，对相关产业的带动能
力弱，不利于中心城市职能的发挥。产业结构调整应
朝“三高一低”方向发展，即高技术、高效益、高连动
性，低环境成本。

首先，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主要包括金融保险、
商贸旅游、交通通讯，把其作为主导产业。 这些产业
附加值高，对环境影响小，带动能力强，同时兰州市
作为省会级的特大城市，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具有
发展第三产业的独特优势。 当前特别要加强商贸城
建设，规范市场秩序，加大宣传力度，完善商品流通
体系，使其成为西北商品进出的主渠道。

其次，发展现代农业。中央提出在西部大开发中
要“退耕还林，退耕还牧”，这并不是说要放弃农业，
而是放弃广种薄收的落后生产方式，发展高技术现
代化的生态农业。如果粮食供应完全依靠中央政府，
会增加对中央的依赖性，更何况万一东部地区粮食
欠收又怎么办。甘肃省的粮食本来不能自给，兰州更
是如此；今后兰州应结合东部大城市的经验，发展城
郊农业，提高农业的产业化、商品化。 要重点加强农
业设施建设，推广农用地膜、蔬菜大蓬、优良品种、节
水灌溉等农业新技术；利用“双退一还”的时机，发展
林牧业和土特产品生产。

第三，用新技术来武装各产业部门，发展深加
工、精加工和高技术工业，推动产业链向高层演进。
对一些效率低，污染重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应当限制
规模，加强技术改造，必要的可以关停或者迁出城
区，周围的白银、金昌、靖远等城市以及榆中、皋兰等
郊县都可以作为接替地区；同时调整市区产业布局，
优化城市地域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兰州应充分
利用原材料丰富和科学技术雄厚的优势，发展精细
化工、有色金属精练与深加工、精纺、精密机械制造
等工业。 西北地区本身不具备发展高技术工业的整
体优势，但对兰州这样的经济、科技均具备一定基础
的城市，高技术工业应作为主导产业。

第四，对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倡导
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
济等多种所有制的经济发展。

3.发展软环境急待优化 为了西部大开发，中
央给了西部地区许多优惠政策；地方政策的首要任

11

西部大开发研讨



务就是把这些优惠政策与当地的实际相结合，制定
相应的发展策略和计划，真正把政策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为此，政策要有“三只眼”，一只眼盯中央政
策，一只眼盯地方优势，一只眼盯国内外市场。 市场
经济倡导投资主体多元化，政府尽管仍然是一个重
要的投资主体，但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用
事业方面；在竞争性领域主要依靠企业投资、银行投
资、股份制等多种灵活方式；政府主要进行宏观管
理，为西部开发创造一种良好的软环境。 对兰州来
讲，软环境建设显得犹为迫切。

西北作为一个大市场，有丰富的资源和优惠的
政策，对东部和国外的大企业和财团具有很强的吸
引力；它们要进入西北，兰州是个“桥头堡”，其西北
地区的分支机构一般设在兰州；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吸引它们到兰州来。 首先要制定西部开发兰州近期
和远期（10年以上） 规划，确定长远发展目标、策略；
其次提高政府效率，简化落户手续，为投资者进驻兰
州提供方便；第三制定投资优惠政策；为了促使结构
优化，应抓紧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和财税政策，象高技
术企业减免税，出口退税，提供贷款担保，定期免税
等；同时考虑设立政府配套基金，投资风险基金等来
鼓励投资；第四，保证公平，依法治市，提高政府信

誉，坚持政策的一贯性，必要时可以通过立法等形式
确保政策执行；第五，加强西北城市间、地区间的政
府协作，建立领导之间的定期协商会晤机制，共商西
北开发战略，兰州作为中心城市，应当发起并承担这
一任务。

4.维护社会安定和形象建设至关重要  西北
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又处在重要的战略位置，社会安
定事关全国大局。 兰州城市规模大，外来人口多，加
上国企改革，下岗失业严重，种种不安定因素叠加，
导致社会不稳定。城市形象建设至关重要，城市不只
是通过产品、信息、服务输出，更要通过文化和形象
的辐射来影响和带动区域及其它城市。 兰州作为甘
肃和西北的窗口，应抓紧制定城市远期规划，搞好形
象设计，突出西北特色、民族特色；建立完善的社会
保障体系，解决就业问题；加强打击犯罪力度，加强
社会文化建设，形成文明、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这
样才能真正成为一个能够带动西北地区发展的中心

城市。

注释：
①文中所用数字，除特殊说明，均为1998年数据。
②文中所说西北区主要指陕、甘、宁、青、新五省区。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软科学研究中心）

（上接第9页）
主线，全面开发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提高甘肃旅游
风景区的知名度，大力发展旅游业。
  二是适当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加强国有经济
的控制力，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通过国有经济与
非国有经济的资产重组或亏损国有企业的股权转

让、债权转股权等形式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给非国
有经济更大更灵活的发展空间。 除国家明令禁止的
特殊行业和特殊产品外，其它行业和产品，非公有制
经济都可以依法生产和经营，注册资金不限，经营规
模不限，地域不限。 在经济政策、发展条件和生产要
素的配置上，对各种经济成分一视同仁，创造公平竞
争、共同发展的环境。

三是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 鼓励其发展农副产
品加工，推动其与东部沿海乡镇企业的合作，使其一
开始就尽可能地采用先进技术和提高经营管理水

平，逐步走上高投入高产出的发展路子，最终以技术
和资本取代劳动，引导其加快产品开发，争创名牌产
品，形成品牌优势。

5.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

一方面，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坚持“抓
大放小”的基本思路，勇于创新，敢于作大胆的探索
和尝试。国有企业不拘泥于国有独资形式，而应转向
产权主体多元化的组织形式。 国有中型企业可因企
制宜，自主选择适应企业发展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
式。 积极探索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除股份制、股份
合作制外，可尝试基金会制、技术入股制等形式。 另
一方面，对全省国有企业要有重点、分层次地加以改
革。对亏损的重要行业，可通过资产重组、技术改造、
减员增效，使亏损额和亏损面下降，进而实现全行业
扭亏；对骨干企业和优势企业，可通过资本运营盘活
存量资产，实现低成本扩张，有条件的实现强强联
合，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对那些产品无市场、改造无
希望、严重资不抵债的企业，以及那些浪费资源、技
术落后、污染严重、质量低劣的小企业，要下决心实
行破产关闭。总之，国企改革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系
统工程，是一个边摸索、边实践、边总结、再实践的过
程。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经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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