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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区域优势，形成中西部特色经济

武康平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4)

    西部大开发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要实现开发战略目标，必须发挥中西部地区的优势，建设

具有特色的中西部经济。中西部地区不但拥有资源优势，而且还有科技优势和扩大开放等优势。中

西部地区要转变思想观念，不能再走消耗资源、破坏生态的老路子。必须认真研究中西部各省市自

治区的省情，抓住区域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形成特色经济。

    1. 科技教育先行，发挥知识和人才优势 实施西部大开发，科技教育要先行。在知识经济时

代，知识和人才是发展的最大资本。西部地区只有充分发挥知识和人才的优势，才能实现跨越发

展，发挥出西部地区优势，缩短和东部地区的差距。统计表明，西安、成都、兰州三大城市的科技

人才密度仅次于北京市，整个西部地区的科技人才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此看来，西部开发的

一个突出问题，应该是怎样把科技优势发挥出来。只有依靠科学技术，实行产学研有机结合，才能

把西部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优势。

    这方面的一个成功典例是陕西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该示范区的建设和调整合并组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为了更好地集中力量培养农林水利高水平人才，实行产学研结合，出更多科

研成果并实现产业化，推向市场。这是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站在面向21世纪发展的高度，解放思

想，抓住机遇，大胆创新，从解决我国西部地区农、林、水问题着手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

    杨凌示范区首先推广运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组织模式。它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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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做好科技成果产业化这篇文章，为植树种草，绿化杨凌，绿化陕西，绿化大西北提供人才和科

技支撑。示范区农业高新技术项目一个个抓，一个个推广。杨凌示范区从人才、技术、信息、产业

化、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示范，为西部大开发作出了贡献。

示范区建设两年来，科研教学和生活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这个集中了4000多位农林水利科研

教学人员的"农科乡"正在变成"农科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由位于杨凌的西北农业大学、西北林学院、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

究所、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陕西省农业科学院、陕西省林业科学院和陕西省中国科学院西

北植物研究所等 7个科教单位合并组建而成，是我国第一所由大学和科研院所合并组建的高等学

校。该校优化配置科技教育资源，发挥整体优势，打破条块分割，推动产学研紧密结合，提高办学

质量和科研水平，为开发西部地区培养高素质人才，为西部地区特别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生态环

境建设提供高水平的科技支持。该校的发展与示范区的建设紧密结合，积极跟踪世界农业科技发展

的新趋势，逐步建立起结构合理、整体功能优化、产学研一体的科教新体制和开放、流动、竞争、

协作的运行机制。通过改革和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来办学、搞科研、出人才和科技成果，

加速了科技成果的转化。

    国外这方面值得我国西部各省市自治区借鉴的例子是日本国长野县的发展经验。该县相当于我

国的一个行政省，地处日本内地，山多耕地少，人口220多万。19世纪，该县的缫丝业发展较

快，1890年居日本全国第一。但到了1929年，缫丝市场崩溃，缫丝业遭受了莫大的打击，缫丝工厂

倒闭，工人失业，长野县陷入了严重的长期萧条之中。为了走出低谷，长野县以人为本，重视知

识，重视人才，推行"企业出人、政府出资、学校出成果"的产官学有机结合模式，经过长期不懈的

努力，构筑了高新技术经济圈，以知识与科技推动了长野县的经济腾飞，形成了长野县的区域经济

特色，发挥了长野县的经济优势。

    长野县的基本理念是以地方产业高度化、开发和传播尖端技术、形成地方技术力、形成地方生

活圈、实现地方经济灵活化与自立化来振兴长野县的经济。按照这个基本理念，设立了尖端技术产

业基地和国土开发机构，推进技术进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研究机构建设、高速交通体系建设、

流通体系建设和文化设施建设等，强化情报通讯，改善住宅条件和居住环境，建立了长野县的生产

基盘、产官学交流机制和国际交流机制等，形成了高新技术经济圈，出现了协调与竞争的良好局

面。其主要特点是：具有活力和市场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群；以产业为依托的大学及研究所等的

学术研究机构；对知识人才的吸引力；产官学有机结合的技术都市圈。县政府在高新技术经济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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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了四个研究所：工业研究所、食品研究所、精密机械研究所、情报信息研究所。这些研究所为

社会经济的发展培育了技术人才，在把知识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长野县的经验告诉我们，沿海地区实际上并不具有经济发展的强大后劲，内陆才是工业与经济

发展的好去向。只要注重知识、注重人才，依靠科技把地方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并形成协调与竞

争的机制和效果，地方经济就一定能够取得长期繁荣。

    2. 立足地区特点，依靠自身努力 要推进西部大开发，除了国家政策与财力支持外，根本的还

在于必须立足于西部地区的特点，依靠西部地区自身的努力。从西部自身来看，以下三点是值得重

点考虑的方面。

    第一，要从以往立足搞独特资源开发的传统思路，转向以市场为导向，努力促进产业升级和提

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在开发模式方面，要改变过去那种片面强调能矿资源开发和扩大加工能力的

做法，通过加大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交通和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特色农业和旅游资源的开

发，促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二，要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以产品结构调整为重点，改造传统原材料工业，巩固

提高资源型优势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和地区布局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西部地区能矿资源的开发应坚

持市场与效益并重的原则，通过技术改造尽快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优势产业群体和知名品牌。

    第三，要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突出生态建设与区域特色。西部地区要建立节水型农业体系，

加强耕地治理，调整种植业与畜牧业品种结构。同时还要结合流域治理，规划建设一系列生态工

程，做到以大流域重点治理为骨干，小流域治理为单元，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实现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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