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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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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新状态。
面对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投资增长、工业生
产增速、农业经济运行、消费市场、对外贸易等呈现新态势。经济转型、工业升级、
企业经营、投资增长、对外开放、资源环境约束等方面面临诸多困境与风险。认识新
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探索新常态下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路径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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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14 年世界经济处于危机过后的温和复苏期，逐步趋于稳定。发达国家情况

向好，新兴经济体依旧困难。美国经济由负转正，复苏势头强劲。据湖南省统计局

官网 湖 南 统 计 信 息 网 统 计，第 一 季 度，美 国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 GDP ) 环 比 下 降

2. 1%，第二、三季度分别增长 4. 6%和 5. 0%，复苏势头明显。欧元区经济增长放

缓，复苏动力不足。前三个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 GDP) 环比增长率均在

0. 3%以下，且呈下降趋势，经济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发展中国家经济继续调整，

通胀压力增大。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继续放缓，

通货膨胀压力有所抬头。
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新常态就是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出现的现象 ( 王小刚，2015) 。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到一

个新的运行区间，并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动力、资源配置方式等进入到

新 阶段的一种平稳均衡状态( 张占斌，2014 )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我国不断创新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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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调控方式，出台“微刺激”政策，国民经济整体运行较为平稳，处于合理运行

区间，呈现新的发展特征。
一是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

加大，多重困难和挑战相互交织。国务院陆续推出了加快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大

力支持棚户区改造、扩大小微企业减税力度、向支持 “三农”等领域发展的金融

机构定向降准等一系列微刺激措施，取消和下放投资项目行政审批事项、扩大营改

增领域、推进企业登记注册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据新华网报告，2014 年国内生产

总值达到 63. 6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7. 4%，增速较稳，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
二是消费需求基本平稳，投资增速回落。2014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月度增长

基本稳定在 12%左右，网络购物、电子商务等新型消费业态发展势头迅猛。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262394 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12. 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0. 9% ? 全年全国网上零售额 27898 亿元，比上年增长 49. 7% ? 全年最终消费支

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 51. 2%，比上年提高 3. 0 个百分点? 2014 年，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502005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5. 7%，增速回落 3. 9%。其中:

第一产业投资 11983 亿元，同比增长 33. 9% ; 第二产业投资 208107 亿元，增长

13. 2%，增速回落 0. 1 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投资 281915 亿元，增长 16. 8%，增速

回落 0. 3 个百分点。
三是物价水平稳中趋降，就业形势稳定。2014 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2%，比上

年下降 0. 6 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 2. 1%，农村上涨 1. 8%。全年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比上年下降 1. 9%，12 月份同比下降 3. 3%，环比下降 0. 6%。全年工业

生产者购进价格比上年下降 2. 2%，12 月份同比下降 4. 0%，环比下降 0. 8%。虽

然经济增速有所回落，但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服务业的就业形势较好。全国

就业人员 77253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276 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 39310 万人，比

上年末增加 1070 万人。
四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改革措施初见成效。2014 年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一

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 8. 1%，快于第二产业的 7. 3%，也快

于第一产业的 4. 1%，服务业的比重提高到 48. 2%，超过了工业，意味着中国经济

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 二是需求结构趋于优化。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超过 50%，比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高 2. 6 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

要驱动力; 三是收入分配结构不断优化。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67 元，比上

年名义增长 10. 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8. 0%。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489 元，比上年增长 11. 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9.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进一步缩小。2014 年企业效益总体稳定。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64715. 3 亿元，比上年增长 3. 3% ; 实现主营活动利润 60471. 7 亿元，比上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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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面对新常态，专家学者、业界人士对不同地区的发展，纷纷建言献策、各抒己

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凌云、辜娜 ( 2014 ) 认为，对湖北而言，中国经济新常

态蕴含着新的发展机遇，而且由于这种常态的长期性，将带来保持相对高速发展的

机遇、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机遇、提升发展定位的机遇，这将成为湖北实现科学发

展、跨越式发展保的重大历史机遇。［1］巩琳萌、李爱玲、魏岳江 ( 2015) 归纳了新

常态下北京发展需要重点处理好三对关系，即处理好经济增长 “快”和 “好”的

关系、处理好城市发展 “舍”与 “得”的关系、处理好产业发展 “新”与 “旧”
的关系。［2］王俊 ( 2014) 认为，新成常态下调结构、转方式是未来寻找新的经济增

长点的关键举措，更是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常态。［3］在国内外经济运行总体运行的新

背景下，经济新常态对西部地区意味着什么，西部地区经济运行呈现哪些新态势，

尤其是在新常态下经济运行会面临哪些困境与风险，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路径又将

如何选择，成为我们急需研究的新问题。

二、西部地区经济运行呈现新的态势

2014 年，尽管世界经济仍处于缓慢复苏时期，但由于我国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

思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创新宏观调控方式，经济增长已进入高速增长新常态。在

此背景下，西部地区积极落实国家各项经济改革措施，经济运行呈现新的态势。
( 一) 经济增长整体较为平稳，增速较上年同期略有上升
2014 年西部各省 ( 区) 市地区生产总值总和约为 139607 亿元，同比增长约

10. 8%，比上年相比上升 0. 1 个百分点，继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7. 4% ) ，占全

国 GDP 的比重约为 22%，继续保持稳步提高趋势 ( 见下图) 。

2011—2014 年各季度全国及中部、西部地区 GDP季度累计增长变化趋势 ( % )

数据来源: 2011—2014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与上年同期相比，西部各省 ( 区) 市增速均有不同程度回落，与各省市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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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基础、产业结构、政策措施都有密切关系，但 2014 年西部各省 ( 区) 市增速均

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 7. 4% ) 。其中，西藏最高，增长 12% ; 其次是重庆和贵州，

分别增长 10. 9%和 10. 8%。从各省 ( 区) 市对西部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居前五

位的分别是四川 ( 28% ) 、陕西 ( 12% ) 、重庆 ( 11. 8% ) 、广西 ( 9. 5% ) 、贵州

( 9. 1% ) ，对西部经济增长贡献率合计约为 70. 4%，整体贡献进一步提高。

表 1 2014 年西部各省市 GDP 比较

省 ( 区) 市 GDP ( 亿元) 增速 ( % ) 增速排名

内蒙古 17770 7. 8 12
广西 15673 8. 5 9
重庆 14265 10. 9 2
四川 30068 8. 7 8
贵州 9251 10. 8 3
云南 12815 8. 1 10
西藏 925 12 1
陕西 17690 9. 7 5
甘肃 6835 8. 9 7
青海 2301 9. 2 6
宁夏 2750 8 11
新疆 9264 10 4

数据来源: 2014 年西部各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二) 工业生产增速继续放缓，西北省区回落幅度仍在加大
工业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增长压力依然较大影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继续

回落。与 2013 年同期相比，西部各省 ( 区) 市增速均有不同程度回落，回落幅度

在 0. 8 ～ 12. 7 个百分点之间，西藏回落幅度最大，重庆回落幅度最小。虽然西部地

区每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均高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但西北省区增长回

落幅度仍在加大。1 ～ 9 月，重庆、广西由于汽车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业的快速增

长增速较快，分别为 12. 7%和 11. 4%，位列西部地区增速排名的第一位和第四位;

陕西受益于电子信息产业和原材料工业的持续提速，增速达到 11. 4% ; 贵州归因

于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设备制造业及金属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持续快速

增长综合拉动，增速为 11. 4%，增速与陕西并列排名西部第二位。由此也可以看

出，近年来，电子信息产业和汽车制造业正逐渐成为西部经济发展亮点。

表 2 2014 年西部各省 ( 区) 市及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情况 单位:%

省 ( 区) 市 1 ～ 9 月 与上年同期比较

全国 8. 5 － 1. 1
东部地区 8 － 0. 9
中部地区 8. 5 － 2
西部地区 10. 6 － 0. 4

内蒙古 9. 8 － 2. 4
广西 11. 1 － 0. 1
重庆 12. 7 － 0. 8
四川 9. 8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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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11. 4 － 2. 5
云南 7. 8 － 4. 4
西藏 2. 2 － 11. 8
陕西 11. 4 － 1. 9
甘肃 8. 4 － 3. 2
青海 9. 7 － 2. 3
宁夏 8. 1 － 4. 1
新疆 10 － 2. 1

数据来源: 重庆 2015 年经济展望 ［M］． 重庆出版社，2014 年 12 月。

( 三) 农业经济运行良好，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国
2014 年农业灾情较近年同期偏轻，西部地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民收

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大局提供了有力支撑。1 ～ 9 月，西部

各省 ( 区) 市农业增加值同比增长整体加快。其中: 贵州得益于近两年来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的发展，其增速位列西部地区首位，达到 6. 5% ; 云南由于粮食增产较

快和高原特色农产品量价齐升等因素，发展较快，增速为 6. 2%，位居第二位。另

外，虽然西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整体增速继续放缓，

这也是由于上期基数响度较小，加之农业收入增长快、务工收入下降少等原因。
2014 年 1 ～ 9 月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为 11. 8%，西部增速排名前三位的分

别是西藏 ( 13. 8% ) 、新疆 ( 13. 7% ) 、青海 ( 13. 5% ) ，其增速分别为 13. 8%、
13. 7%、13. 5%，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是农民收入绝对数位列西部前三位的

四川、重庆、广西分别为 7853 元、7061 元、6898 元，均未超过全国平均值 8527
元。由此也可以看出，尽管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国，但绝对数远远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

表 3 2014 年西部各省 ( 区) 市农业增加值及农民收入增长情况

省 ( 区) 市
第一产业

增加值增速 ( % )
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 元)
农民人均

收入增速 ( % )

内蒙古 3. 4 6687 12. 6
广西 3. 8 6898 12. 1
重庆 4. 2 7061 12. 4
四川 3. 9 7853 12
贵州 6. 5 4424 13. 4
云南 6. 2 4827 11. 2
西藏 － 4496 13. 8
陕西 5. 1 5939 12. 8
甘肃 5. 9 4859 12. 7
青海 5. 2 4955 13. 5
宁夏 5. 6 5341 10. 8
新疆 5. 9 2663 13. 7
全国 4. 2 8527 11. 8

数据来源: 重庆 2015 年经济展望 ［M］． 重庆出版社，2014 年 12 月。

( 四) 投资增长持续放缓，但总体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西部地区投资增速自 2011 年以来持续回落，年内逐季回落，而且幅度仍未明



《财经科学》2015 /9 总330期 区域经济 103

显收窄。1 ～ 9 月，西部 12 省 ( 区) 市投资总量约 9 0953 亿元，约占全国总投资

的 25. 4%，比上年同期回落 0. 5 个百分点。与 2013 年同期相比，西部各省 ( 区)

市增速均有不同程度回落，西部地区平均增速 17. 9%，回落 5. 1 个百分点，但仍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 8 个百分点。西藏由于国家政策的扶持、本身的基数较小，因

此增速加快，达到 24. 1%，在西部地区排名第一; 贵州在基础设施和亿元以上大

项目投资大幅度增长拉动下增长 23. 7%，排名第二; 新疆则由于近年来能源、交

通、水利、环保及电信、广电等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延续基础设施投资拉

动型特征，增长 23. 5%，暂列第三; 青海得益于惠民投资持续提高和工业投资的

扩大，投资增长 23. 4%，排名第四。

表 4 2014 年西部各省 ( 区) 市及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变化情况

省 ( 区) 市 1 ～ 9 月投资绝对值 ( 亿元) 同比增长率 ( % ) 与上年同期比较

全国 357787 16. 1 － 4. 1
东部地区 164549 14. 9 － 3. 9
中部地区 88592 17. 8 － 5. 6
西部地区 90953 17. 9 － 5. 1

内蒙古 14334 15. 8 － 3. 3
广西 9026 16. 4 － 6
重庆 8235 18 － 2. 7
四川 16989 16. 1 － 1. 1
贵州 5315 23. 7 － 5. 9
云南 7716 16. 3 － 11. 4
西藏 774 24. 1 － 9. 2
陕西 12004 17 － 8. 6
甘肃 6107 21. 7 － 9. 1
青海 2262 23. 4 － 2. 6
宁夏 2221 20. 2 － 8
新疆 5971 23. 5 － 7. 5

数据来源: 重庆 2015 年经济展望 ［M］． 重庆出版社，2014 年 12 月。

( 五) 消费市场基本稳定，消费增长略有回落
与 2013 年同期相比，西部所有省 ( 区) 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均回落，

回落幅度在 0. 5 ～ 2. 1 个百分点之间，整体略大于全国平均回落幅度。其中，西藏

回落幅度最大，重庆回落幅度最小。在居民刚性消费需求自然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

等内生动力支撑下，在各类消费促销节会活动等政策刺激拉动下，西部各省 ( 区)

市消费市场运行比较稳定，有 9 个省 ( 区) 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超过全国

平均水平 ( 12% ) ，增长势头较为明显。其中: 西藏增速为 13. 1%，排名第一; 重

庆增速为 13%，排名西部第二。

表 5 2014 年 1 ～9 月西部各省 ( 区) 市及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变化情况 单位:%

省 ( 区) 市 1 ～ 9 月增长率 与上年同期比较

内蒙古 10. 6 －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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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12. 4 － 1
重庆 13 － 0. 5
四川 12. 9 － 0. 8
贵州 12. 9 － 0. 9
云南 12. 6 － 1. 2
西藏 13. 1 － 2. 1
陕西 12. 9 － 0. 7
甘肃 12. 8 － 0. 8
青海 12. 7 － 0. 9
宁夏 10. 4 － 1. 7
新疆 12 － 1
全国 12 － 0. 9

数据来源: 重庆 2015 年经济展望 ［M］． 重庆出版社，2014 年 12 月。

( 六) 加工贸易增长较快，外贸形势好于全国
国际市场需求持续疲软，全国进出口贸易增速速度回落，但在 “一带一路”

战略背景下，随着西部对外开放平台和国际贸易通道的日益完善，加工贸易和保税

物流延续上年以来快速增长态势，成为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的亮点，拉动西部地区外

贸势头不断好转，进出口贸易整体形势明显好于全国。1 ～ 9 月，西部地区实现进

出口总额 2434 亿美元，约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7. 7%，比 2013 年同期提高了 1. 5
个百分点。从总量看，重庆、四川、广西进出口总额位列前三。从增速看，西北部

几个省份增速下滑，其余省份增速均有不同程度加快。其中: 重庆因为便携式电脑

等电子信息产品出口增长较快，增速领跑西部，达到 55. 1% ; 贵州因为轮胎、化

肥、服装、电容器等出口增长拉动，增速为 52. 3%，排名西部第二; 宁夏得益于

金属镁、除草杀虫剂、轮胎等出口高速增长，增速也达到 47. 9%，排名西部第三;

陕西得益于硬盘驱动器、太阳能电池等机电产品和纺织服装等快速增长拉动，增速

达到 42. 2%。

表 6 2014 年 1 ～9 月西部各省 ( 区) 市外贸进出口总额对比

省 ( 区) 市 进出口总值 ( 亿美元) 增长率 ( % ) 与上年同期比较

全国 31626 3. 3 － 4. 4
西部地区 2434 － －

内蒙古 98 13. 1 9. 8
广西 276 20. 3 1. 5
重庆 735 55. 1 37. 6
四川 523 13. 5 6. 5
贵州 74 52. 3 48. 3
云南 206 39. 7 32. 9
西藏 14 － 45. 8 － 51. 6
陕西 200 42. 2 4. 3
甘肃 69 － 5. 4 － 7. 5
青海 10 1. 1 － 44. 2
宁夏 39 47. 9 － 7. 5
新疆 190 4. 5 － 4

数据来源: 重庆 2015 年经济展望 ［M］． 重庆出版社，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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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财政收入增长缓慢，整体增速继续回落
由于受房地产市场回落、工业增长继续减速等因素影响，西部地区地方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缓慢增长，大多数省 ( 区) 市增速有所下滑，整体仍呈现回落态势。
从总量看，1 ～ 9 月四川、重庆、内蒙古、陕西位列西部前四，分别达到 2 225 亿

元、1353 亿元、1 353 亿元、1332 亿元。从增速看，西藏、新疆、甘肃、贵州位列

西部前四，分别增长 35. 9%、18. 9%、14. 5%、14. 3%。与 2013 年同期相比，仅

新疆、陕西增速加快，其他省 ( 区) 市均有不同程度回落，回落幅度在 0. 5 ～ 13. 4
个百分点之间，其中云南增速回落幅度最大，贵州回落幅度最小。

表 7 2014 年 1 ～9 月西部各省 ( 区) 市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省 ( 区) 市 累计数 ( 亿元) 增长率 ( % ) 增速与上年同期比较

内蒙古 1353 5. 1 － 7. 3
广西 1022 9. 3 － 2. 1
重庆 1389 12. 1 － 2. 2
四川 2225 8. 8 － 7
贵州 987 14. 3 － 0. 5
云南 1149 3. 4 － 13. 4
西藏 79 35. 9 －
陕西 1332 13. 5 0. 2
甘肃 484 14. 5 － 3. 5
青海 185 12 － 2. 8
宁夏 249 12. 7 － 3
新疆 822 18. 9 9. 6

数据来源: 重庆 2015 年经济展望 ［M］． 重庆出版社，2014 年 12 月。

三、新常态下西部地区经济运行面临的困境与风险

对西部地区而言，经济新常态蕴含着新的发展机遇，这将是西部地区实现科学

发展、跨越式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但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也面临着困境

与风险。
( 一) 传统产业比重大，工业转型升级难，抗风险能力弱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经过调整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依然落后于沿海发达地

区，传统产业仍然占据主要地位。截至 2014 年 9 月，有 8 个省区的工业企业利润

总额累计增速同比仍在明显回落，西北省区的宁夏( － 20. 4% ) 、新疆( － 20. 3% ) 、
青海( － 17. 3% ) 、陕西( － 7. 6% ) 、甘肃( － 5. 8% ) 以及内蒙古( － 10. 7% ) 、云南( －
4. 8% ) 甚至仍在负增长，相对而言，仅重庆、贵州表现较好。例如，四川的传统产

业比重大且竞争力弱，需要转型升级; 而新兴产业处于培育期，还没有形成支柱。
既要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又要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面临的压力极大。因此，

在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过程中利用经济新常态给提供调整机遇期，加快传统产业结构

调整的步伐，尽快培育出新型产业发展的新优势，实现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



106 区域经济 《财经科学》2015 /9 总330期

( 二) 企业经营困境未减，经济下滑风险依然存在
在经济发展转型周期性调整的收缩期内，西部地区企业受市场压力和成本压力

双重施压，市场需求影响较为明显，主要工业品价格上升动力不足，工业企业出现

下滑苗头。以广西为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014 年上半年增长 11. 8%、1 ～ 8
月增长 11. 7、前三季度回落到 11. 1%，增速持续回落。西部地区普遍缺乏新的工

业增长点，并突出表现在融资难、融资贵、用工成本上升等方面，经济下滑风险依

然存在，严重地制约了民营企业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降低了在国内外市场的

竞争能力。
( 三) 投资增长呈放缓趋势，经济持续发展动力不足
西部地区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较

大。2013 年西部各省区 ( 市) 投资率依然在 80% 以上，青海、西藏、宁西、甘肃

仍超过 100%。但受市场需求动力不足的影响，近年来西部地区投资增长持续从

30%高位回落，目前半数省区 ( 市) 增速已经低于 20%。

表 8 2013 年、2014 年 1 ～9 月全国及东、中、西部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比较

民间投资
2013 年 1 ～ 9 月 2014 年 1 ～ 9 月

累计数
( 亿元)

增长率
( % )

占比
( % )

累计数
( 亿元)

增长率
( % )

占比
( % )

增速与上年
同期比较

占比与上年
同期比较

全国 196611 23. 3 100 231509 18. 3 100 － 5 －

东部地区 95772 20. 8 48. 7 111268 16. 5 48 － 4. 3 － 0. 7

中部地区 60716 25. 8 30. 9 71454 18. 7 30. 9 － 7. 1 0

西部地区 40123 25. 7 20. 4 48768 20. 8 21. 1 － 4. 9 0. 7

2015 年 1 ～ 4 月，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 27256 亿元，同比增长 10. 2%，增速

同比回落 8 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回落 2. 4 个百分点。11 个省份同比增长，增速较

快的贵州、西藏分别增长 23. 2%和 21. 6%。这 11 个省份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

西增速提高 2. 5 个百分点; 10 个省份增速回落，甘肃、陕西分别回落 16. 7 个和

12. 9 个百分点。与一季度相比，新疆增速提高 1. 8 个百分点，重庆持平; 9 个省份

增速回落，青海、甘肃分别回落 7 个和 4. 8 个百分点。内蒙古同比下降 1. 8%，去

年同期为增长 14. 8%，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7. 1 个百分点。［4］

( 四) 对外开放水平仍然较低，出口产品竞争力有待提升
近年来，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发展很快，大多数省区 ( 市) 的进出口总额增速

远远超过全国平均增速，但 2014 年 1 ～ 9 月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仅有 7. 7%，整

体开发水平仍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从外贸依存度 ( 进出口总额 /GDP) 看，目前

西部绝大多数省区仍在 15% 以下，2013 年重庆 ( 33. 6% ) 、新疆 ( 20. 4 ) 、西藏

( 25. 5% ) 、四川 ( 15. 2% ) 超过 15%，开放型经济发展步伐有待加快。［5］从出口

产品结构看，西部地区仍主要是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和利润率较低的加工贸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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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整体竞争力仍然较低。
( 五)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经济转型与结构性矛盾突出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放缓，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标准

和要求逐步提高。西部地区特别是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如贵州、甘肃、青

海、宁夏和新疆要实现经济增长成功转型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同时提高的难度依然不

小。在少数省份如内蒙古、云南和四川等资源环境承载力表现稳定的同时，大多数

省份为实现经济社会的进一步腾飞，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需求量必将逐年增加，而

资源环境承载力供给量在短期内又无法实现快速的提升。由此从长远看，西部地区

资源环境承载力发展趋势不容乐观。［6］西部地区资源枯竭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

益突出，环境破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逐步显现，国家生态安全与地区经济发展

之间的矛盾亟待解决。［6］以至于西部地区的资源、能源等传统比较优势减弱，以往

依赖能源资源优势形成的产业结构面临产能过剩、节能环保等多重制约，工业结构

偏重的格局短期内难以得到较大改善，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结构性矛盾在逐步

凸显。

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 一) 驱动改革、转调、创新“新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
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传统“三驾马车”的动力正在逐渐减弱。新常态下我们不

可能再像过去 30 年那样，依靠较高的投资增长率来支撑经济增长; 在欧洲、美国

和日本市场的不景气以及世界整体经济的长期低迷下，我们也不可能再指望未来出

口会有较高增长; 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在短期内也难以有效地提高。那么，驱动中

国经济的增长的动力之源，应主要来自“新三驾马车”，即改革、转调和创新。
改革驱动，向改革要新动力。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继续简政放权，转变政府服务和监管方式，下放和取消一批审批

事项，抓紧建立完善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真正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该

营造的环境营造好，该制定的规则制定好，切实增强市场主体的动力和活力。［6］着

力建立一个统一开发、公平竞争、有序运营、激励创新的市场体系。
转调驱动，转方式调结构，增创发展新优势。从行业到产业，从产业到区域，

坚持区域发展与产业培植相结合，优化区域发展布局。在需求结构、投资结构、城

乡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等方面发力。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加快和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7］加快形成西部

地区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富有活力的新经济增长极。
创新驱动，让创新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全面推进、制度创新、科

技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和金融创新，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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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为此，要继续加大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投入; 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 加强

对创新型人才的开发与激励，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从资源驱动走向创新驱动、从

粗放型走向集约型的轨道。
( 二) 对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提升对外开放型经济水平
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是党中央着眼构建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新

格局做出的重大部署。西部地区应积极对接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提升开

放型经济水平，进一步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积极对接将

促进西部地区铁路、公路、机场、管道、口岸、港口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快

落地，有效改善西部经济发展条件与环境，为西部地区对外开发、夯实基础、培育

优势。例如，重庆重新找准重庆的定位，将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融入国家战略，

实现地方战略与国家战略的有机对接。［8］

( 三) 依托西部地区资源禀赋，促进转型发展
一个地区经济要持续发展，并在发展中要让农民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最好

的方式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迈克波顿讲的竞争优势其实反映的就是比较优势

( 林毅夫，2007) 。东部地区最大的优势在于制造业，中部省份最大的优势在于农

业生产，西部省份最大的优势在于自然资源。西部地区能源矿产资源极其丰富，是

经济发展的一个潜在的大优势。［9］而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根据市场法则

对自身比较优势的把握。因此，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而言，摆脱新常态下

的经济下行压力，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优势能源、矿产资源丰富

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步伐，并大力发展资源密集

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使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速度加快和生产成本降低，从而

增强地区竞争力，创造更多的社会剩余，也是西部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 四) 建设生态文明，推进城镇化转型，释放经济增长新动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了生态

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重点任务和制度体系，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西部地区各省市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应该根据

当地实际情况，统筹考虑城镇建设与人口、环境、资源、产业、文化、社会和谐等

之间的关系。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以人为核心，以城镇总体生态环境、产业结

构、社区建设、消费方式的优化转型为出发点和归宿，以低碳、智能、和谐、宜居

为目标，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以绿色发展为理念，建

立政府、企业以及个人共同参与的绿色城镇化建设机制。全面建设绿色环境、绿色

经济、绿色社会、绿色人文、绿色消费的生态城镇，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

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通过新型城镇

化，将使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促进消费，并对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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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和住宅建设以及服务业发展等领域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

提供新动力。
( 五)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现培育新的增长点
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精神，深化西

部地区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发现

和培育新的增长点: 一是要将其作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政策的核心来看待; 二是要

靠市场; 三是要靠产业化的创新; 四要靠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

境和制度环境; 五是还要靠政府这只 “看得见的手”，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实

现从生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特别是地方政府要从政策优惠竞争转移到企业

营商环境竞争，形成有利于新动力培育的国家治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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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 in the
West of China Under the New Normal

Li Bin1 He Yue2

Abstract: Since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China's micro economic operation pattern has underg-
one a profound change，showing a new state． Facing the downturn of world economic and the pressure on
the domestic economy，economic growth、investment growth、industrial production growth、agricultural
economic operation、consumer market and foreign trade presents a new trend in Western Ｒegion． Eco-
nomic transforma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enterprise management、 investment growth、opening up、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so on face with many difficulties and risks． Ｒecognizing、a-
dapting to、leading the new normal and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in the western region under the
new normal has great significance．
Key words: New Normal; New State; Western Ｒegion; Path

［收稿日期: 2015. 6. 20 责任编辑: 邓康林］
［中图分类号］ F061. 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 －8306 ( 2015) 09 －0098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