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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开发中的政府职能的调整

魏杰

    西部落后于东部的主要原因是西部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程度远远低于东部，因而西部开

发的实质是促进西部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主体是企业，因而西

部开发的主体是企业。政府虽然在西部开发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政府并不是西部开发的主

体。政府的功能在于为西部开发提供良好的开发环境，其中主要是制定和实施各种有效的法规与政

策，建立和完善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因此，在西部开发中尽量政府不要控制过多的经济资

源，最大限度地缩小政府控制经济资源的范围和数量。对于只能由政府控制的经济资源，在资源配

置中要坚持四化：第一，配置过程市场化，即政府按照市场化规划配置资源，包括土地资源采取公

开拍卖方式，建设项目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等；第二，配置过程公开化，即政府必须完全公开经济资

源配置过程，包括财政公开等；第三，配置过程社会化，即社会公众可以通过任何方式监督政府资

源的配置过程，包括放开媒体监督等；第四，配置过程法制化，即政府配置资源必须按法律程序进

行，包括用法制取代资源行政配置，资源配置不能由某个行政官员说了算。总之，在西部开发中，

政府不应当充当开发主体，不要将职权用于对资源的配置，政府应将职权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

是法规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二是基础设施的建立和完善。

    如前所述，西部开发的实质是推进西部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那么如何实现工业化、城

市化、市场化？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条，是要推进西部的中心城市体系的建设，因为工业化、城市

化、市场化要求形成中心城市体系，即形成由不同区域的中心城市而构成的中心城市体系。因此，

要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其核心问题是要形成中心城市体系。例如，某个小区域中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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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中心城市，这个小中心城市再接受比自己更强更大的中等中心城市的辐射，以次类推，直到形

成能接受东部大都市及国际大都市场辐射的大中心城市。因此，西部首先要培育像成都、西安、昆

明、重庆等各省市、自治区的省会中心城市，因为它们基础不错，建设成本低。同时，各省市、自

治区还要加快除省会外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建设，即现有的中等城市，并以次类推，形成有大小不

同类型的中心城市体系。中心城市的相互辐射是西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基本模式。在

这种条件下，西部开发应尽量缩小和限制省一级政府的行政功能，加大对各类中心城市的权力的下

放，使各类中心城市有更多的权力和职能，以促进西部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各类中心城市

的权力和职能的加强，有利于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力，削弱纵向性各种不利于西部经济发展的行政

约束，从而带动西部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

    由于西部开发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因而中央政府及西部各级政府都不能作为非基础设施

性的生产性投资主体，不应该去各种搞生产经营性的投资，而是应该引导各种民间资本进入西部，

包括西部民营资本及东部资本和外资。政府的职责是引导各种社会资本进入西部，而不是把自己变

为投资主体。政府应积极引导和鼓励外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在西部增加投资，为企业在西

部投资建立良好的政策环境，把企业培育成为西部开发的投资主体。

    西部开发必然会产生原有行政体制与经济发展相矛盾的现象，因而在西部开发中应该按照经济

的内在辐射与联系，调整原有行政区划，使行政区划为西部开发服务。西部各级政府有权根据中心

城市的发展及各种经济区域的形成，调整自己范围内的行政区划，使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域相吻合。

各级政府的这种调整，超过本身权力的，可以由上级政府出面协调。对于西部产生的原有行政区划

与经济发展区域所形成的矛盾的协调，中央政府应给予重视，并给西部各级政府以应有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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