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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经济的兴衰及其产业特征分析

李海月�曾　云
（西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临夏州曾在改革开放初的十几年间创下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佳绩�但是自九十
年代中期以后�临夏经济逐渐衰落了。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探寻了临夏经济衰落的必然
性�揭示了临夏州第三产业超前发展、工业发展严重不足、农业基础又相当薄弱的产业结
构的特征、特殊性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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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夏回族自治州�古称河州�是历史上著名的＂
丝绸之路＂南道要塞和唐蕃古道重镇。总面积8169
平方公里�现辖7县1市�总人口195万人�其中信
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达109．8万人�占总人口的
56．3％。境内回族群众自古擅于经商�尤其在改革
开放的前十几年表现尤为突出。

1　临夏经济的兴衰
临夏回民商贩头脑精明�吃苦耐劳�敢于冒险�

特别还以恪守诚信�注重公平而著称于世。改革开
放为临夏州回族群众提供了施展经商才华的大好时

机�他们凭借自身的经商特长�依赖临夏州汉藏交易
带的地理区位优势�迅速投身到贩卖运货的老行当
来�成为甘肃乃至全国范围内最早参与市场经济的
主体之一。他们主要把内地产的丝绸、瓷器、茶叶、
食品、日用百货等运往广大牧区销售�转而再把牧区
的皮毛、蹄角等畜产品收购到手�运到临夏集散之后
再销往内地。长期以来临夏回族商贩就充当着牧区
和农区之间 “脚夫 ”的角色�临夏州也因此成为西北
最大的 “旱码头 ”之一。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
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回商开始兴办企业�从此打破了
几百年来回民只能做小买卖的传统�实现了贩运业
　　收稿日期：2008－10－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

政治心理环境优化研究 ” （07ｘｚｚ007）
作者简介：李海月 （1977－）�女�甘肃永靖人�硕士生．

向制造业的历史性飞跃�一批具有民族特色的民营
企业在临夏州迅速崛起。目前临夏州已经初步形成
了以皮毛加工为主体包括民族特需用品、建材、矿产
品加工在内的产业体系。

改革开放初期�临夏州经济发展势头在国内倍
受瞩目。该阶段临夏州个体工商户发展速度居甘肃
省之首�到1993年�全州城乡各族群众在非公有制
经济领域的从业人员达16．8万人�占城乡劳动力的
21．7％。1980－1990年全州非公有制企业总数和
从业人员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 24．3．％和 13．
49％ ［1］�大大高于甘肃和全国平均增长速度。商业
辐射面涉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大批州外
商家云集临夏�坐地经营或从事远程贸易。临夏州
成为全国最大的皮毛、茶叶和冰糖集散地之一�广河
县三甲集镇被喻为 “西北第一集 ”。非公有制经济
的发展�极大的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1993年与
全面开放前的1982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7．2
倍�财政收入增长4．9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6．8
倍。［2］而同期甘肃省分别只有4．8倍、4．2倍、3．2
倍�全国分别为6．5倍、3．6倍、3．8倍。这一时期是
临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 “黄金时期 ”。1986年�著名
学者费孝通先生两赴临夏考察并赞誉到 “东有温
州�西有河州 ”。

然而�临夏州良好的发展势头并没有保持下去。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明显减速。该州非
公有制企业总数年平均增长速度由1980－1990年
的24．3％迅速降为1990－2002年的－3％�从业人
员年平均增长速度由1980－1990年的13．5％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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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为1990－2002年的0．04％。［1］不仅如此�在西部
大开发战略推动西部地区新一轮你追我赶的热潮

中�临夏州却与甘肃、全国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拉
越大 （参见表1）。2000年临夏州人均ＧＤＰ比甘肃、
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2513元、5462元�到2006年
差距进一步扩大为5558元、12885元�两者差距分
别拉大了3045元、7423元。财政资源短缺�收支矛

盾尖锐�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群众生活长期无法有效
改善。在甘肃省14个地州市的综合指数排名中�临
夏州长期居于倒数第二位�而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
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两项指标位列全省倒

数第一。若干年的实践证明�临夏州依然没有找到
摆脱贫困、加快发展的有效途径。

表1　临夏州与全国其他地区差距比较
2001年 2006年

人均ＧＤＰ

元

财政收支比

％
城镇化率

％
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元
农民人均

纯收入／元
人均ＧＤＰ

元

财政收支比

％
城镇化率

％
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元
农民人均

纯收入／元
全国 7543 0．87 37．66 6859．6 2366．4 16084 0．96 43．9 11759 3587
东部 15884．66 0．77 46．31 8610 3686．7 27567 0．80 54．6 14967 5188
西部 5214．72 0．37 29．82 6169．9 1755．1 10959 0．40 35．7 9728 2588
甘肃 4163 0．30 23．84 5382．9 1508．6 8757 0．56 31．09 8920．6 2134
临夏 1857 0．19 10．8 3338 1055．2 3199 0．20 11．62 5385 1479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6）、《甘肃年鉴》编委会：《甘肃统计年鉴》（2000－2006）、临夏
回族自治州 《辉煌五十年》编委会：《辉煌五十年》的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2　临夏州产业结构特征分析
结构效应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已经成为探

寻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有力的理论论据�因而�正确
认识临夏经济衰落的原因并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对

策�需要抓住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这一核心。
从目前我国区域产业结构现状来看�东部地区

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逐渐实
现了其结构的高级化�促进了经济整体效益提升。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层次较底�第一、第三产业发展缓
慢。相比较而言�临夏州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却
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产业经济发展轨迹�表现出独特
的产业结构特征 （见表2�表3）。总体而言�产业结
构不合理、内部结构水平低、产业关联度低是直接导
致临夏州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低水平徘徊的根本原因

之一。
表2　临夏州与全国其他地区产业结构比较

2001年 2006年
三次产业生

产总值比

三次产业

贡献率比

三次产业

生产总值比

三次产业

贡献率比

全国 15．2：51．1：33．6 －0．28：63．7：36．6 11．7：48．9：39．4 6．0：58．0：36．0
东部 10．9：48．7：40．4 5．9：43．8：50．3 7．3：51．9：40．8 3．5：54．3：42．2
西部 21．0：40．7：38．8 7．4：31．8：60．8 15．3：48．5：36．2 7．1：68．1：24．8
甘肃 19．3：44．9：35．8 15．4：46．2：38．4 14．6：45．9：39．5 7．2：53．7：39．1
临夏 30．0：28．7：41．3 13．7：32．1：55．2 26．2：29．7：44．1 15．9：35．8：48．3
　　资料来源：同表1。

表3　临夏州近年产业结构发展现状
三次产业生产

总值构成

生产总值

（亿元 ）
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构成

投资额

（亿元 ）
2001年 30．1：28．6：41．3 35．01 1．3：47．9：50．8 9．45
2002年 28．5：28．7：42．8 39．48 1．7：38．1：60．2 11．95
2003年 27．3：27．2：45．5 43．99 10．0：39．4：50．6 14．99
2004年 28．8：27．8：43．4 51．08 10．0：39．4：50．6 18．29
2005年 27．3：29．1：43．6 56．23 5．8：34．6：59．6 21．39
2006年 26．2：29．7：44．1 62．51 2．1：46．1：51．8 25．8
　　资料来源：同表1。
2∙1　第三产业超前发展�且以对传统商贸业依赖为

主

近年来�临夏州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并成为该州
的支柱产业。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第三产业在该
州区域经济发展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其产出始
终在国民生产总值中达41％以上�2003年则高达
45．5％。2001年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7．7个百分
点�比发达的东部地区也要高出0．9个百分点。到
2006年�临夏州第三产业比重稳步提升�比全国平
均水平仍高出4．7个百分点。

但是�这种高比例的产值比重并不意味着其产
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高于全国和东部地区。就产业
内部构成而言�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商贸、运输及一般
服务业等传统行业�而高层次的现代或新型服务部
门发展滞后。2007年�在全州个私经济中批发零
售、餐饮住宿业占总数的83．4％�占社会消费品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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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额的62．5％。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只有102家�不足总数的0．6％。此外�各种中介服
务组织机构缺乏�金融、保险、通讯等众多领域的市
场化程度低�教育消费水平低�旅游产业资源开发不
够等问题并存。

值得一提的是�受民族观念和生活习俗的影响�
临夏州传统商贸业中存在特有的行业趋同现象�即
回族商贩主要都集中于清真食品、皮毛贩运等少数
几个行业中。一方面在金融、电信等一些发展潜力
较大的新型产业�市场进入障碍较大�行政垄断严
重；另一方面�回族商贩又纷纷集中于在本小利薄、
依靠苦力的传统行业中激烈拼杀�投资领域的过度
集中�不仅加剧了市场竞争�也直接影响了投资回报
率。2007年�全州当年注销和吊销的个体工商户为
2737户�为在册总数的14％。
2∙2　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严重不足�内部结构发

展不均衡

长期以来�临夏州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发展
严重不足。从国民生产总值产出来看�其产出比重
大大低于全国其他地区。2001年�该州比全国、东
部地区平均水平分别低22．4、20个百分点�几乎只
有二者水平的一半�比西部、甘肃省也要分别低12、
16．2个百分点。到2006年�临夏州第二产业比重
虽有所提升�但也只缓慢提升了1个百分点�工业增
加值占甘肃省的比重由2000年的3．22％下降为
2006年的1．29％。这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
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加快形成鲜明的反差。

就工业内部结构而言�同大多数西北民族地区
一样�落后脆弱的地方企业与现代化的中央、省属企
业之间二元特征显著�轻工业与重工业比例严重失
调 （见表4）�这种先天性不足使企业之间难以形成
技术辐射和扩散机制。现有地方工业企业主要以初
级加工为主�如洗毛梳毛、矿产品开采、低档日用品
等�而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几乎没有。近年来�
由于利益机制的推动和投资主体多元化�这种低水
平的一般加工业发展速度很快�重复建设、盲目扩
展�出现相当普遍的产品积压和能力闲置。2006年
全州企业共计亏损达0．57亿元�企业亏损面高达
29．82％。同时�工业投资不足使得临夏州难以形成
具有现代意义的产业集群�产业链条短�规模效益
差。2005年�全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中型企业5
家�只占企业总数的8．8％�小型企业52家�占总数
的91．2％�而大型企业竟没有一家�每家平均年产
值4528．6万元�这种状况极大的限制了技术水平和
经济效益的提高。

表4　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数比较 （2006年 ）
工业增加值率

（％ ）
全员劳动生产率

（元／人、年 ）
工业经济效益

综合指数 （％ ）
甘肃 临夏 甘肃 临夏 甘肃 临夏

按隶属

关系分

中央企业 26．81 37．2163404．846809 112．82
地方企业 36．1425．5469077．7 17620 147．78

按轻重

工业分

轻工业 36．75 24．959770．8 29122 191．6
重工业 29．4334．2394779．9 73506 129．34

合计 31．8433．0894480．764428．5145．98 107．2
　　资料来源：同表1。注：临夏州中央企业中包含了省属企业�因
为要与地方企业形成对比�所以把凡不属于地方企业的都划归为中
央企业�以此与 《甘肃统计年鉴》（2007）的有关指标一致。
2∙3　第一产业是典型的弱质产业�农业资源匮乏、

贫困人口比例高

　　临夏州经济中农业是典型的弱质产业 （见表
5）。农村市场发育不健全�信息渠道不畅�农业商
品率低�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农业工业化、农村
城镇化水平低。2001年临夏州第一产业在国内生
产总值中高达30％�分别是全国、东部、西部、甘肃
平均水平的2．0倍、2．8倍、1．4倍和 1．6倍。到
2006年第一产业调整到26．2％�差距进一步扩大为
2．2倍、3．6倍、1．7倍和1．8倍。高新才等人认为�
目前西北民族地区刚刚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但是
甘肃自治地区仍处于西北民族地区发展的 “锅底 ”�
其产业经济表现出典型的前工业化的农业经济特

征。就临夏州县域经济发展而言�除临夏市、永靖县
以外�其余5个县则仍处于落后的前工业化阶段。

临夏州处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的丘

陵沟壑区�境内干旱山区、高寒阴湿区和川塬区各占
1／3�粮食产量低而不稳�气候恶劣�干旱山区十年九
旱�靠天吃饭�不能自给。临夏州人口的88．4％为
农村人口�人多地少矛盾突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
密度高达238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7倍�农民人
均耕地只有1．1亩�低于全国人均1．4亩的平均水
平。在临夏州7县1市中有7个县为国家级重点扶
贫县�65．6％的行政村为贫困村�50多万农村人口
仍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是甘肃乃至中国贫困程度最
深的地区之一。［2］

表5　2006年农林牧副渔总产值比较
农 业

／亿元
林 业

／亿元
牧 业

／亿元
渔 业

／亿元
农林牧渔服

务业／亿元 农林牧副渔的比例

全国 215491602．00913640．154432．96 1200．13 50．8：3．8：32．2：10．4：2．8
东部 8872 573．37445120．4023232．52 589．0742 48．3：3．1：27．8：17．6：3．2
西部 4125 338．48912813．61163．911 204．6518 53．9：4．4：36．8：2．1：2．8
甘肃 395．4 14．9934135．60261．16284 14．16 70．4：2．7：2．2：0．2：2．5
临夏 14．54 0．9165 8．732 0．1208 0．99508 57．5：3．6：34．5：0．5：3．9
　　资料来源：同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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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临夏经济的发展显然不同于产业结构演进的一

般规律�既不像东部地区通过梯度转换模式使产业
结构得以优化�又非一般的落后农业经济产业结构
特征。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既无较好农业发展条件�
也缺乏工业发展的基本条件的情况下�临夏州选择
商贸贩运等少数民族传统产业作为其经济发展的突

破口�可以说是符合区情民情的正确之举。从20世
纪80年代开始�这种直接从农业发展而来的第三产
业也确实极大的带动了临夏州经济社会的发展。但
是�国际国内实践证明�以第三产业为经济增长的主
导力量�条件必须在工业化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之后�
即人均ＧＤＰ到达6000－8000美元之后才会出现。
参照这个标准�临夏州人均ＧＤＰ不足400美元的状
况�差距甚远�从第一、二产业发展来看�由于历史
的、自然的原因�临夏州工农业发展严重滞后。没有
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缺少包括农业在内的物质产
品生产部门�“经济服务化 ”将失去 “服务 ”的对象�
最终有可能演变为 “经济空洞化 ”。对于临夏州而
言�正是由于基础产业非常薄弱才使得全州经济社
会发展难以快速发展�第三产业产出比重虽然高�但
并未有效发展、形成规模。随着国内市场已经转入
竞争日趋激烈的买方市场�临夏州再也不能像改革
之初那样凭借传统商贸业和粗放式经营带动全州取

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临夏经济的典型案例�反映了
民族地区发展滞后的严峻事实�在民族地区具有普
遍性。

以伊斯兰民族为主体的临夏州还有特殊之处。
宗教观念深深影响信徒的行为�包括他们的经济行
为。一方面�伊斯兰教鼓励经商、诚实守信、公平交
易以及吃苦耐劳的品质使回民在民族传统行业表现

出突出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义中某些因

素制约了回族经济的发展。伊斯兰教认为人间的一
切财富都是暂时的�而后世才是永恒的�这种观念使
得回族商贩在经营过程中满足于 “小富即安 ”�只顾
眼前利益�忽视民族长远发展。商业经营范围狭小�
满足于小本经营。贫困山区回民则存在较严重的
“等、靠、要 ”的思想。另外�普遍存在的文化教育意
识淡薄现象是阻碍回族经济发展的又一影响因素。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丰富
的人力资源就无法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临夏州要
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就要摒弃不适宜的传
统观念、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并充分利用全球化的知
识溢出效应以消除知识贫困。

像临夏州这样一个典型的落后民族地区�由于
这些经济起飞条件的缺失或缺乏�就决定了特别需
要政府来替代市场�发挥 “第一推动力 ”的作用。这
是国际国内的实践经验证明了的。政府要加大政策
支持和资金投入力度�重视制度创新�通过提高城市
化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居民的有效收入来引
导临夏州的市场化进程。这是统筹区域经济发展和
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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