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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对外开放、 对外贸易及试点模式角度切入， 对 ２０１７ 年

西部各省份开放发展现状进行较为全面的总结。 从对外开放

角度来看， 西部各省份对外开放程度存在较大差别， 高新技

术产业等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随着 “一带一路” 建设的推进，
各省份对沿线国家初步形成了较好的开放效果。 从对外贸易

角度来看， 西部各省份对外贸易发展势头较好， 但在 “一带

一路” 沿线国家某些地区仍存在较大空白市场； 从各省份出

口类别来看， 较少省份涉及高新技术产品； 西部文化产品出

口现状良好， 出口项目数超过中部地区。 从试点模式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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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对经济发展起到拉动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西部

各省份需要提高开放水平， 推动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西部　 对外开放　 对外贸易　 高水平　 高质量

一　西部对外开放格局现状

要了解西部当前对外发展的程度， 必然需要较为全面掌握西部对外开放格

局现状， 本文主要从开放程度、 开放声誉等角度来对西部地区进行详细描述，

以期获得 ２０１７ 年西部发展总体概况。

（一）西部各省份对外开放程度及其空间相关性

从 １９７８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 中国正式拉开了对内改革、 对外开放的序

幕， ２０００ 年 “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实施， 对西部地区的发展、 开放起到了积极

的引领作用。 ２０１７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要求，

因此对于西部地区来说， 以高水平开放姿态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促进经济良性运

行、 保障人民生活高质量状态的必然选择， 由此本部分主要从对外开放程度的角

度来分析 ２０１７ 年西部地区发展的详细情况。

从表 １ 和图 １ 可以看出， 西部地区各省份 ２０１７ 年实际利用外资额差距较

大， 其中重庆、 四川、 陕西、 贵州和内蒙古均超过 ２００ 亿元以上， 说明这些省

份在西部地区吸收外资能力方面处于领跑地位。 ２０１７ 年重庆能够吸引外资大

量流入归因于其出台了一系列方便企业入驻投资的便利政策， 诸如 《进一步

激励外商投资若干政策规定》， 以及两江新区 ４ 个 “黄金 １０ 条” 招商引资政

策， 并且推行企业减负目录清单 ３０ 余条， 企业减负措施累计达 １８８ 项。 在提

升外商投资服务水平方面， 重庆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 这

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行政成本。 此外， 重庆还构建 “１ ＋ ２ ＋ ５ ＋ ７” 的开放平台

体系， 规划建设 ２０ 个国际合作产业园， 全面地带动了重庆对外开放的格局。

而对于贵州， ２０１７ 年全面实施 “大数据 ＋ 产业深度融合 ２０１７ 年行动计划”，

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进而吸引了诸多企业的一批大数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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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贵州， 极大地推动了贵州大数据以及相关产业快速发展。 其中成绩比较显

著的城市有成都和西安， 成都 ２０１７ 年实际利用外资 ６７８ １７ 亿元， 成都发展比

较迅速的原因在于交通线路的大拓展， ２０１７ 年国际 （地区） 航线达 １０４ 条，

双流国际机场客货运量均达新高， 以及自贸区 （成都片区） 的大力打造， 并

不断推动自贸区改革， 推动了资本和企业落户成都的动力。 西安 ２０１７ 年实际

利用外资 ３５８ ４７ 亿元， 增长 １７ ８％ ， 同时西安还被评为 “２０１７ 年最受国际投

资关注城市” 中国五座城市之一， 西安会有这样的成果源于交通的通达度高，

目前开通的国内、 国际航线 ２８０ 条， 成为交通枢纽城市， 此外西安市高度重视

环境保护， 实施了 “秦岭生态保护” 等一系列生态工程， 良好的基础设施以

及较优质的环境为吸引资本落户提供了坚实基础。

基于以上原因， 这些地区才成为吸引外商投资的最佳选地。 而实际利用外

资能力较为薄弱的省份有青海、 甘肃和宁夏， 说明这些地区在实际利用外资方

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从图 ２ 的开放程度来看， 重庆、 贵州、 陕西、 四川和内

蒙古等省份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高， 均超过 １％ ， 说明这些省份有着强劲的对

外开放活力； 与此相对比的是青海、 甘肃和广西对外开放程度较低。

表 １　 西部地区 ２０１７ 年对外开放情况

省份 实际利用外资（亿元） ＧＤＰ（亿元） 开放程度（％ ）

四川 ５８６ ００ ３６９８０ ２ １ ５８５

宁夏 ２１ ０３ ３４５３ ９３ ０ ６０９

陕西 ３９７ ９５ ２１８９８ ８ １ ８１７

广西 ５５ ５７ ２０３９６ ３ ０ ２７３

甘肃 ８ １５ ７６７７ ０ ０ １０６

贵州 ２６２ ７１ １３５００ ０ １ ９４６

内蒙古 ２１２ ６８ １９３７７ ９ １ ０９８

青海 １ ２２ ２６４２ ８ ０ ０４７

新疆 ５１ ４４ １０９２０ １ ０ ４７１

云南 ８２ ６４ １６５３１ ３ ０ ４９９

重庆 ６８７ ５４ １９５００ ３ ３ ５２６

西藏 １２２ ０３ １３１０ ６ ９ ３００

　 　 资料来源： ２０１７ 年各省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各省份商务厅官网。
注： 西藏地区受到数据公布限制影响， 此处选用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近似替换实际利用外资

额， 并基于 ２０１４ 年公布的数据， 按照同当地 ＧＤＰ 等同增速估算 ２０１７ 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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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西部各省份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图 ２　 西部地区 ２０１７ 年对外开放情况

注： 西藏自治区由于数据存在偏失故未列入图中。

从图 ３ 可见， 对西部 １２ 个省份对外开放程度空间相关性进行的分析表明，

莫兰指数 Ｍｏｒａｎｓ Ｉ ＝ ０ １７０２， 且通过 １０％显著性水平上的检验， 说明西部省份

间对外开放程度存在空间上的相互影响性， 意味着一个省份的对外开放程度对

其周围省份的对外开放程度有着正向影响， 一个省份的开放程度高会带动该省

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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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周围省份开放度变高， 因此存在着联动效应。 西部地区各省份之间应当加强

彼此间联系度， 吸收和学习周围省份开放的先进经验， 以形成良好的互动、 提

升、 循环效应。

图 ３　 ２０１７ 年西部 １２ 省份对外开放水平空间相关性

注： 图中横轴为周长， 纵轴为滞后周长。

（二）西部各省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概况

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和对外出口质量， 很大程度上受到该地区高科技水

平的影响。 一个地区高技术水平的腾飞可以影响地方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方向，

同时， 其对于带动相关产业的升级、 发展有着积极的带动作用。 因此， 本文选

用西部各省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来对其高技术水平情况进行分析， 以期获得

２０１７ 年西部各省份对外开放质量现状。

从表 ２ 可见， 四川、 陕西两省的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较为突出， 反映出这

两省在西部地区高新技术发展方面实力较为强劲， 同时也可以近似认为这两省

相较于其他西部省份来说出口产品质量较高。 进一步讲， 四川、 陕西和重庆在

高新技术企业引进方面成果突出， 说明这三个省份高新技术基础性资源实力较

为雄厚， 企业在这三个地区能够形成良好的集聚效应。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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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１７ 年西部各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情况概览

省份

高新技术

企业总数

（户）

高新技术

产业总产值

（亿元）

国家级高新

技术开发区

（个）

省级高新

技术产业

园区（个）

授权发明

专利（件）
技术合同

（项）
研发投入

（亿元）

四川 ３５７１ １８０００ ８ ６ １１３６７ １２８５３
６４０

（预计）

宁夏 ９６ — ２ ０ ６５７ ９４８ —

陕西 ２２０９
１６０００
（预计）

７ ６ ８７７４ ３１３５５ ４１９

西藏 ２７ — ０ ２ — — —

广西
１２０４ ５４４４ ９７

（前三季度）
４ ８ ４５５２ ５９５１ —

甘肃 — — ２ ０
１１８８

（１ ～ １１ 月）
— —

贵州 ７０２ ４０００ ２ ９ １８７５ — —

内蒙古 — — ３ ３ ８４８ ３７６６ —

青海 １４５ — １ ０ ２４０ １０１６ —

新疆 ５４３
６３２ １２

（高技术、
科技服务）

２ １
５９８

（１ ～ ８ 月）
— —

云南 １２５０ — ２ １ ２２５９ ３５０４ —

重庆 ２０２７ — ２ ２ ６１３８ ２１２９ ３５０

　 　 资料来源： 各地区人民政府官网、 统计局官网、 科学技术厅官网， ２０１８ 版 《中国开发区审核公

告目录》 及各地区 《２０１７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等。

从图 ４ 可见， 四川、 陕西、 广西和贵州这四个省份的高新技术开发区

数量远远多于西部其他省份， 其中四川、 陕西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数量

占绝对优势， 广西和贵州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数量占优势， 反映出国家对

四川、 陕西高新技术基础资源的肯定及对这两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引领作

用的期待。

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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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１７ 年西部各省份高新技术开发区情况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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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 ５ 和图 ６ 可见， 陕西、 四川、 广西和重庆四省份的授权发明专利数和

技术合同项较其他省份突出， 反映出 ２０１７ 年这四个省份在科技发展方面较为

高产， 特别是陕西和四川省技术合同方面有着突出的成果， 可以看出这两个省

份技术转让流动性较高， 技术发展及商业化运作较为活跃。

图 ５　 ２０１７ 年西部各省份授权发明专利情况概览

图 ６　 ２０１７ 年西部各省份技术合同签约情况概览

（三）西部各省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放现状

对西部各省份开放格局现状的研究， 同时也需要对西部地区在 “一带一

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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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倡议推进中的发展现状进行总结分析。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进对于西

部地区 “走出去” 是一个重大机遇， 向西加强和中亚、 西亚和中东欧国家贸

易往来联系， 向南加强对南亚国家和东盟各国贸易往来， 向北联系俄罗斯、

蒙古国等国， 以及独联体国家的经贸往来， 这对于西部地区各省份向外拓展

经贸来往圈以及实现产业升级转移等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随着 “一带一

路” 倡议的推进， 西部各省份对外发展脚步越来越快， 这一进程推进的加速

成为拉动西部地区经济高水平快速发展的引擎， 在推进西部经济发展、 搞活

经济活力的同时， 也带动了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经济发展， 取得了互利双

赢的局面。

２０１７ 年西部地区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开放发展情况从表 ３ 和图 ７

可见， 在国际及地区航线开通数量上来看， 四川、 云南、 重庆和陕西通航

数量在西部各省份中较有优势， 在国内航线开通数量上看， 数据显示西部

省份基本上都较为充裕。 开通的国际和地区航线有助于加强各省份和外界

联系， 为推动本地区 “走出去” 提供重要手段， 这里的国际航线的通航数

量包括客运和货运两种类型，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地区对外人和货

物往来的密集程度， 因此可以判定四川等 ４ 个省份对外经贸往来、 文化交

流等较之西部其他省份而言要频繁密切得多。 从已有数据来看， 西部地区

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贸易往来额中， 四川、 新疆和广西较高， 说明

“一带一路” 的推进使这三个地区受惠较西部其他省份多； 就增长率而言，

重庆、 陕西和贵州增长幅度较大， 说明这三个省份 ２０１７ 年对外发展势头较

猛； 对比中欧出境班列通班情况， 新疆、 四川和重庆的开通班列较为频繁，

反映出这三个省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经贸往来频繁， 互利共赢局面开

拓得较好。

表 ３　 ２０１７ 年西部地区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开放情况

省份

贸易

往来额

（亿元）

增长

（％ ）
主要贸易

往来国

开通的国际

及地区航线

条数

开通的国内

航线条数

中欧出境

班列（列）
货值

（亿元）

四川 １４１８ ４９ —
以色列、埃及、罗马尼

亚、伊拉克、印度、白
俄罗斯等

１０２
（截至９ 月成

都航空统计）
１８４

５０８
（截至 ９ 月）

—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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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份

贸易

往来额

（亿元）

增长

（％ ）
主要贸易

往来国

开通的国际

及地区航线

条数

开通的国内

航线条数

中欧出境

班列（列）
货值

（亿元）

宁夏
３４ 项旅游

合作协议
—

埃及、马来西亚、阿联

酋等
１５ — ６８ ３ ２６

陕西 ３２３ ７ ３９ ８
巴基斯坦、卡塔尔、马
来西亚等

５７ ２８０ １００ —

西藏 — — — — — — —

广西
９９９ ２

（上半年）
１１ ９ 越南等 — — — —

甘肃 １３５ ３２
新加坡、马来西亚、俄
罗斯、哈萨克斯坦

２１ ２０４ — —

贵州 —
３８

（上半年）
— １２ １９５ — —

内蒙古 ６１１ ２７ ５
蒙古国、 俄罗斯、 伊

朗、越南、印度

１０
（海拉尔国际

航空港）

６８
（海拉尔国际

航空港）

７５
中欧（中亚）

１２ ８３

青海 — — — — — — —

新疆 １２４２ １９ ２４ ８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俄罗斯、乌兹别克斯

坦、巴基斯坦、 蒙古

国、肯尼亚、老挝、以
色列、乌克兰、 新加

坡、菲律宾、阿联酋

４１
（一季度）

１９７
（一季度）

７００ —

云南 — —
缅甸、越南、老挝、沙
特阿拉伯、印度

８２ ４０３ — ０ ６４

重庆

６５ ９
（人民币

结算量）
５１ ９

塔吉克斯坦、斯洛伐

克、罗马尼亚、马来西

亚、泰国、越南、新加

坡、菲律宾、印尼

６８ １９９ １６４ —

　 　 资料来源： 中国公路网及各省市政府官网。
注： 四川贸易往来额指的是项目往来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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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２０１７ 年西部地区国内外通航线路数量情况

（四）西部地区微观企业国际化对比现状

随着中国国际化进程的推进， 中国越来越多地并且深入地参与到世界经贸

发展的进程中来， 而参与的主体最终落实在微观企业上。 衡量一个地区微观企

业发展的国际化有诸多指标， 其中每年 《财富》 公布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名单

就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整体发展状况以及上榜企业发展势头的肯定， 因此这里

汇总了 ２０１７ 年 《财富》 五百强上榜中国企业概况， 并与 ２０１６ 年情况进行了

对比。

从表 ４ 和图 ８ 可见， ２０１７ 年国际 ５００ 强中国上榜企业中， 东部、 西部

和总数量都有所增加， 其中东部增加了 ５ 家企业， 西部新上榜了 １ 家企

业， 中国 ２０１７ 年较 ２０１６ 年上榜企业新增 ５ 家， 可以看出， 中国企业整体

实力在上升中， 而东部较全国其他地区而言经济发展活力依然最为强劲。

西部地区 ２０１７ 年入围 ５００ 强企业较 ２０１６ 年而言， 新增了新疆 １ 家企业，

可以看出， 整体而言虽然西部地区入围企业数量较少， 但是呈现出数量的

增长趋势。 从表 ４ 可见， 东部上榜企业涉及行业较为广泛， 从第二产业到

第三产业均有所涉及， 相较之下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主要侧重在第二产业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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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０１７ 年国际 ５００ 强中国企业上榜情况概览

５００ 强企

业数量

（２０１７ 年）

所占全国

比重（％ ）

５００ 强企

业数量

（２０１６ 年）

所占全国

比重（％ ）
上榜数量

增加数
所涉行业

东部 ９２ ８０ ０ ８７ ７９ １ ５
金融、能源、炼油、采矿、
房地产、工程建筑、互联

网服务

中部 ８ ７ ０ ８ ７ ３ ０ 煤矿、汽车

西部 ３ ２ ６ ２ １ ８ １ 能源、石油化工

中国香港

地区
６ ５ ２ ６ ５ ５ ０ 食品、电子、综合类

中国台湾

地区
６ ５ ２ ７ ６ ３ － １ 电子通信

总计 １１５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００ ５

　 　 资料来源： 新浪科技、 中商情报网。

图 ８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年国际 ５００ 强中国企业上榜数量对比

从图 ９ 和图 １０ 可见， 东部地区上榜企业于全国其他地区而言占据着绝对

比重优势， 西部地区由 ２０１６ 年的 ２％ 上升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３％ ， 这是对西部地区

企业整体实力上升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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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２０１６ 年国际 ５００ 强中国上榜企业地区占比

图 １０　 ２０１７ 年国际 ５００ 强中国上榜企业地区占比

二　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现状

（一）西部各省份对外贸易及涉外范围分析

对外开放必然涉及对外贸易活动， 二者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基于此本文

从外贸交易额和涉外范围角度来展开对西部地区 ２０１７ 年对外贸易情况的分析，

从表 ５ 和图 １１ 可见， 西部各省份除内蒙古、 广西和甘肃外， 其余各地区均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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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口大于进口的情况。 内蒙古 ２０１７ 年之所以出现进口大于出口情况主要

因为民营企业成为进出口主力， 且其进口额远大于出口额， 同时从进出口结

构来看， 内蒙古主要以进口大量初级产品为主， 增长达到 ４１ ８％ ， 此外也进

口了大量资源性商品， 包括锯材、 铁矿砂、 原油、 纸浆等， 进口幅度平均增

长近 ６０％ 。 广西也属于同样的情况， 进口主要以农产品和资源型产品为主，

进口幅度均超 ５０％ ， 此外广西对机电产品的进口需求超过 ３５０ 亿元， 增幅达

１０％ 。 同时也可以看到， 西部地区对外贸易中进口额和出口额仍存在一定差

距， 基本上出口大于进口， 说明西部地区需要积极扩大进口以促进贸易平

衡。

此外， 西部地区四川、 重庆、 广西和陕西四个省份对外贸易总额较高， 通

过对这四个省份的分析可以看出， 其能够产生较高贸易总额的共同原因在于这

四个省份 ２０１７ 年都产生了良好的政策效应， 广西提高了通关效率， 重庆优化

了审批方式和作业流程， 四川践行全国海关通关一体化改革， 优化通关作业流

程以及压缩了通关时间， 陕西涉外贸易 “单一窗口” 的建设等促进贸易便利

化措施运行。 此外， 交通因素也成为这四个地区外贸发展领先其他省份的另一

主要原因， 诸如重庆， 中欧班列 （重庆） 累计 “破千”， 国际货运航线、 客运

航线数量达新高， 其已形成铁空、 铁海、 铁公等多式联运的综合交通枢纽， 而

四川中欧班列 （蓉欧快线） 发车超千次， 出境飞机新航线开辟速度提高， 铁

路运输对外开放步伐加快。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以上这四个省份外贸总额领

先于其他省份。

从表 ５ 可见， 西部地区外贸涉及范围主要集中在西欧、 东亚、 南亚、 东

南亚等地， 而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除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是主要外

贸国外， 中亚其他国家尚未成为西部地区对外贸易中的主要对象， 因此也可

以看出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是今后西部地区拓展外贸交易的潜力目标之

一。 同时， 欧洲中部和非洲地区同样是西部涉外贸易较少的地区， 对于欧洲

市场而言， 西部省市应该充分利用中欧班列的开通， 打通向欧洲运输的交通

路线， 诸如四川开通的中欧班列蓉欧快铁、 重庆的中欧班列 （重庆） 以及陕

西的中欧班列长安号等， 这些都是助推西部地区经济 “走出去” 的良好运载

中介。

５５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西部蓝皮书

表 ５　 ２０１７ 年西部地区对外贸易详情

省份
进口

（亿元）
出口

（亿元）
进出口总额

（亿元）
贸易伙伴国及地区

四川 ２０６７ ４０ ２５３８ ５０ ４６０５ ９０
东盟、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地区、日本、印度，韩
国、中国台湾地区、以色列

宁夏 ９３ ５９ ２４７ ７１ ３４１ ２９
美国、中国香港地区、日本、韩国、荷兰、印度、越
南、马来西亚、阿联酋

陕西 １０５５ １３ １６５９ ８０ ２７１４ ９３ 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美国、日本

西藏 ２９ ３５ ２９ ５０ ５８ ８５ 尼泊尔、法国、比利时

广西 ２０１１ １４ １８５５ ２０ ３８６６ ３４ 东盟、越南、中国香港地区、美国，

甘肃 ２１８ ００ １２３ ７０ ３４１ ７０
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美国、日本、
新加坡、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贵州 １５８ ８６ ３９０ １７ ５４９ ０３ 东盟、中国香港地区

内蒙古 ６０７ ６７ ３３４ ７５ ９４２ ４２ 蒙古国、俄罗斯、伊朗、越南、印度

青海 １５ ６７ ２８ ７５ ４４ ４２ 美国、韩国、中国香港地区

新疆 １９８ ００ １２００ ４３ １３９８ ４３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美国

云南 ８０６ ６０ ７７２ １０ １５７８ ７０ 缅甸、越南、老挝、沙特阿拉伯、印度、澳大利亚

重庆 １６２４ ５４ ２８８３ ７１ ４５０８ ２５
美国、德国、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马来西亚、
泰国、越南、新加坡、菲律宾、印尼、韩国、中国台

湾地区、澳大利亚、日本、中国香港地区、印度

　 　 资料来源： 各省份商务厅网站。

图 １１　 ２０１７ 年西部地区对外贸易情况概览

注： 图中横轴为西部各省份， 纵轴为对外贸易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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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部地区贸易方式的发展及出口分类

西部地区贸易发展方式一般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两类， 除此之外个别

省份的贸易方式还有边境小额贸易的方式， 受到数据公布的限制， 个别省份会

出现缺失数据的情况， 但并不影响整体分析。 对西部地区贸易方式及出口类别

进行详细分析， 有助于对当前西部地区外贸方式的把握， 以及对各省份出口的

优势产品的进一步了解。

从表 ６ 可见， 四川、 陕西和重庆对外贸易方式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 其进

出口总额数远超于一般贸易对应的进出口总额， 以上三个省份加工制造业应较

其他地区发达。 而宁夏等其他省份主要以一般贸易为主。 西藏、 内蒙古、 云南

和新疆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 其除了发展一般贸易或者加工贸易外， 还进行了

边境小额贸易的交易， 可以看出新疆、 内蒙古和云南的边境小额贸易 ２０１７ 年

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均呈现出增长态势。

表 ６　 ２０１７ 年西部地区贸易方式详情

省份

贸易方式

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 边境小额贸易

进出口额

（亿元）
增长

（％ ）
进出口额

（亿元）
增长

（％ ）
进出口额

（亿元）
增长％

四川 １３９７ ２３ ２８ ８ ２５８８ ０ ４３ ５ — —

宁夏 ２７２ １ ４７ ６ ３６ ５ ２３８ — —

陕西 ６７５ ２ ２８ ４ １７３５ １ ３３ ５ — —

西藏 ３４ ７７ ６９ ９ — — ２０ ８６ － ２４ ２

广西 １４２３ ６ ７０ ４ ８０４ ３ ２５ ５ — —

甘肃 ２７ １ １００ — — — —

贵州 ３３６ ３ ９ ５ １９０ １ ２５２ ６ — —

内蒙古 ５３５ ２ ２４ ７ — — ３０２ ９ ４５ ３

青海 — — — — — —

新疆 ３８３ １ ９ ５ ９ ７７ ５ ９３５ ５３ ２８ ４

云南 ９１０ ２ １４ ３ １９７ ４ ７３ ４ ２３１ ６ １８ ５

重庆 １８３０ １ ３ ２０７４ ４ ２５ — —

　 　 资料来源： 各省份商务厅网站及中国投资指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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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７ 可见， 西部地区 ２０１７ 年出口商品中机电类产品成为主要对象， 且

机电类产品出口增长幅度均为正。 四川、 广西、 内蒙古、 重庆以及宁夏主要出

口商品类别中出现了高新技术产品， 说明以上这些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其

他地区更为迅速， 因此呈现到对外主要出口商品类别中。 此外， 西部许多省份

主要出口商品类别中有农产品， 反映出西部大部分省份农业生产能力较强， 因

此应充分发挥地区农业生产特色， 积极扩大特色农产品出口创汇。

表 ７　 ２０１７ 年西部地区主要出口商品类别

省份 主要出口商品类别 出口额（亿元） 增长（％ ）

四川

机电产品 ７８ ７ ５１ １

高新技术产品∗ ６６ ５ ６２ ９

农产品 １ ８ ５ ７

宁夏

机电产品 ５５ ３４ —　

高新技术产品 ２３ ９ —

农产品 ９ ４５ —　

陕西
机电产品 １４４１ ３ ６４ ９

农产品 ４２ ３ １８ ６

西藏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 １９ ９ － １７ ６

广西

机电产品 ７９３ ９ ３１ ８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 ５０４ ３ ２６ ９

高新技术产品 ３１５ ３ ３７ ４

农产品 １３５ ５ ４ ３

甘肃
机电产品 ５ ５ ３１ ７

贵金属 １ ９ —

贵州

酒类 ２９ ７２ ８６ ７

烤烟 ８ １１ １８ ８

茶叶 ５ ２３ １１４ ６

内蒙古

机电产品 ６１ １ ７５ ５

农产品 ５５ ９ １２ ９

钢材 ５３ ２ ４５ ８

高新技术产品 ３８ １ ５２ ８

青海

铁合金 ７ ４０ １４２ ９

纺织品 ５ ４５ － ５３ ５

未锻轧铝及铝材 ３ ３６ ３４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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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份 主要出口商品类别 出口额（亿元） 增长（％ ）

新疆

服装类 ３３０ ５６ ２１ ４

机电产品 ２５９ ９９ ６ ７

鞋类 １９６ ８５ ２４ ７

纺织及制品 ９９ ３７ ２３

云南

农产品 ２８２ ８ － ４ ６

钢材 １２ ４ － １７ ４

有色金属 １１ － １６ ３

电力 ７ － ６ ７

重庆
机电产品 ２５３６ １６ １３ ３

高新技术产品 １９０６ ９３ １６ ２

　 　 资料来源： 各省份商务厅网站。

（三）西部各地区文化产业对外发展现状

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是新常态下和调整经济发展结构背景下一个新亮点，

一方面， 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对于传承地方特色文化起到直接的保护作用；

另一方面， 促进文化与现代数字传媒等新兴方式融合来发展经济， 对于实现高

质量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 同时， 文化产业崛起对于带动相关第三产业发展有

着良好连锁效果。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的建议》 明确提出 “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的战略目标，

可以看出大力繁荣文化产业供给、 发展文化相关产业贸易对于拉动经济绿色可

持续发展、 提高外贸质量有着关键性影响。 国家商务部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公布了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名单的通知”， 本文汇总

了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名单。

从表 ８ 和图 １２ 可见，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度西部地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中，

四川和云南汇集的企业较其他省份多， 而文化出口重点项目数量排名前三的省

份有云南、 四川和广西， 综合可以看出云南和四川在文化出口中发展较其他省

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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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度西部地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数量

单位： 个

省份 企业数量 项目数量 省份 企业数量 项目数量

四川 １５ ３

宁夏 １ ０

陕西 ０ ０

西藏 ０ １

广西 １ ３

甘肃 ０ ０

贵州 １ １

内蒙古 ０ ０

青海 ２ １

新疆 ０ ０

云南 ７ ８

重庆 ２ １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官网。

图 １２　 西部各省份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概况

从表 ９ 和图 １３ 可见， 中国东部地区不论是文化出口企业量， 还是文化出

口项目数都在全国占据着绝对领先地位， 其占比均超过 ５０％ 。 对比西部地区

来说， 其文化出口企业量较中东部少， 但对比文化出口项目数来看， 西部地区

实力较为强劲， 超过了中部地区， 说明西部地区文化出口项目内容丰富， 这应

当成为西部地区今后拓展经济发展的方向。

此外， 本文还梳理了西部各省 “十三五” 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规划， 以

期得出西部地区未来文化产业发展方向。 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在 “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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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概况

省份
文化出口

企业数量（个）
占全国比重

（％ ）
文化出口

项目数量（个）
占全国比重

（％ ）

东部 １９３ ６５ ４ ５９ ５４ ６

中部 ４２ １４ ２ １３ １２ ０

西部 ２９ ９ ８ １８ １６ ７

中央文化企业 ３１ １０ ５ １８ １６ ７

全国 ２９５ １００ １０８ １００

　 　 数据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官网。

图 １３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概况

注： 图中外圈为文化出口项目量占全国比重， 内圈为文化出口企

业量占全国比重。

文化发展规划内容中都有提及发展传承地方特色文化， 打造地方文化品牌特

色， 从而拉动经济、 带动消费就业等。 发展文化产业， 结合地方历史文化沉

淀特色， 融合 “互联网 ＋ ” 等现代数字传媒新方式， 提升地方文化服务质

量， 加强特色文化的辐射带动效应， 是在新常态下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背

１６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西部蓝皮书

景下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提高对内、 对外开放水平， 创新经济发展方式的重

要举措。 此外， 在各地区 “十三五” 文化产业发展目标中， 此处主要梳理的

是其在经济领域的目标， 可以看出各地区均力争在 ２０２０ 年使文化产业创造

的经济价值有质的飞跃， 并均力图将文化产业打造成地方的支柱性产业， 与

国家顶层设计的大方向保持一致。 文化产业发展的崛起， 一方面丰富了外贸

内容， 相对于传统的货物出口贸易等形式， 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产生文化附

加产品的出口， 将出口产品和地方文化相融合， 充分发挥地方特色； 另一方

面， 通过文化内涵的传播发展对外旅游业， 吸引外地游客， 从而拉动当地旅

游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三　西部地区新型外贸试点模式情况

（一）西部地区开放口岸详情

中国在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之初， 只有 ５１ 个对外开放的口岸， 经过了 ４０ 年

的发展， 其对外口岸数量已经远超过 ２００ 个， 口岸在现代经济中产生着越来越

深远的作用。 口岸分为一类口岸和二类口岸， 一类口岸是指由中央批准开放或

管理的口岸， 二类口岸指由省级政府批准开放或管理的口岸。 不论是一类口岸

还是二类口岸， 在当今对外开放形式下都充当着对外交往的桥梁， 边境贸易，

商贸跨境运输， 货物、 客流中转或出境等都需要经过对外开放口岸的批准和

监督管理， 其已然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桥头堡之一。 因此， 本文对西部各省

一类口岸情况进行了汇总整理， 并进一步对相关省份 ２０１７ 年主要口岸情况

进行了梳理。

从表 １０ 可见， 新疆、 广西、 云南和西藏四个地区开放的口岸较其他省份

多， 这四个省份地理位置均与他国接壤， 因此对外开放口岸数量上的优势对于

连接当地与国外跨境贸易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 因此这几个省份应当深化口岸

的作用， 积极扩充跨境贸易内容， 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发展当地特色经济， 从而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经济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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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西部各省份口岸情况汇总

地区 空港 陆港 水港

四川 成都

宁夏 银川 惠农陆路口岸

陕西 西安 西安国际港务区

西藏 拉萨 樟木、聂拉木、普兰、吉隆、日屋、亚东

广西 南宁，桂林，北海 友谊关，凭祥，东兴，水口，爱店，峒中 北海、防城、福州、钦州、柳州

甘肃 兰州

贵州 贵阳

内蒙古 呼和浩特、海拉尔 二连浩特、满洲里

青海 西宁

新疆 乌鲁木齐，喀什

巴克图、阿拉山口、红其拉甫、霍而果

斯、红山嘴、老爷庙、乌拉斯台、塔克什

肯、吉木乃、吐尔尕特、伊尔克什坦、红
其拉甫、都拉塔、阿黑土别克 （未开

放）、木扎尔特（未开放）

云南
昆明、西双版纳、丽
江

畹町、瑞丽、河口、磨憨、天保、金水河、
猴桥、孟定

思茅、景洪、关累

重庆 重庆

　 　 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及作者整理。

从表 １１ 可见， 西部地区主要口岸 ２０１７ 年进出境情况均呈现较为乐观的增

长态势， 不论是进出境货运量、 客运量， 还是出入境航班架次， 均呈现出正向

的增长， 反映出地区对外经济活动对口岸的依赖作用加强， 说明口岸在经济活

动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表 １１　 ２０１７ 年西部省份重要口岸进出境情况概览

口岸

口岸进出境

货运量

（万吨）

增长

（％ ）

口岸进出境

客运量

（万人次）

增长

（％ ）

出入境

航班

（架次）

增长

（％ ）

四川成都航空口岸 — — ５３９ ８６ — ３０４００ —

宁夏银川空港口岸 — — ２４ ７５ １９ １ ４０９６ １０ ６

陕西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口岸 — — ４１８５ ７ １３ １ ３１８０００ ９． ７

广西东兴口岸 — — ９９７ ２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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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口岸

口岸进出境

货运量

（万吨）

增长

（％ ）

口岸进出境

客运量

（万人次）

增长

（％ ）

出入境

航班

（架次）

增长

（％ ）

贵州贵阳机场 — — １８１０ ９ １９ ９ １４９０００ １５ ５

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 １５０３ １ ４ ７ ２２３ ４ ６ — —

新疆阿拉山口口岸 １６６５ ６８ １４ ２ — — — —

云南河口口岸
５１２ ２

（１ ～ １０ 月）
１１１ １

（１ ～ １０ 月）
４００ ２２ — —

重庆江北机场 — — ３８７１ ５ — ２８８６００ ４ ３

　 　 资料来源： 各省份政府官网及中国新闻网、 人民网、 民航资源网等。

（二）西部地区外贸转型示范基地情况汇总

为了推动外贸转型发展， 提高贸易质量和水平， 巩固并提升我国贸易大国

地位， ２０１１ 年商务部制定了 《商务部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培育工作总体方

案》 及 《２０１１ 年国家外贸转型升级专业型示范基地认定工作方案》， 推动建立

国家外贸转型示范基地， 希望在此基础上发挥示范基地的引领带头作用。 示范

基地的评选一般要求其具有一定的示范带动效应， 包括特定行业产业集聚能

力、 生产性龙头企业以及经政府和各级单位依法设立的经济开发区或特殊监管

区。 因此对西部地区外贸转型示范基地情况进行汇总， 有助于对西部地区当前

优势行业以及未来发展方向有相对清晰的了解， 并为未来西部各省特色产业发

展规划提供一定的现实参考。

从表 １２ 和图 １４ 可见， ２０１８ 年西部地区内蒙古、 四川、 重庆和广西四省份

的国家外贸转型示范基地数目较多， 其中内蒙古以 １０ 个基地数量远远超过其

他省份， 反映出国家对内蒙古外贸转型发展的诸多期待。 同时， 从表 １２ 和图

１５ 可见， 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最新公布的名单中， 西部地区涉及的领域主要集

中在农产品、 纺织服装、 新型材料及医药行业。 总体来看， 西部各省份特色农

产品的发展成为外贸转型试点的重点扶持对象， 诸如贵州的酒、 云南的花卉、

重庆的榨菜、 陕西和甘肃的苹果、 内蒙古的牛肉等， 特色农产品发展的异军突

起， 反映出地方充分利用比较优势来发展对外贸易的思路。 随着 “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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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的推进， 以及各地区积极打通向西的交通来看， 西部地区应当充分发挥这

一优势， 基于本地特色农产品进一步提高产品附加值， 延长产业链， 起到积极

的辐射带动作用。 纺织服装行业主要集中在内蒙古、 宁夏、 四川、 重庆、 西藏

和陕西这几个省份， 内蒙古和西藏、 宁夏有着良好的发展纺织服装的自然条件

优势， 而陕西等地又有着深厚的纺织业发展历史积淀， 纺织服装行业属于轻工

业， 一方面投入的资金较重工业少， 同时又可以带动大量就业， 因此综合各种

因素， 这几个省份特别扶持纺织服装行业的发展对于社会经济综合效益而言有

着积极带动作用。

表 １２　 西部地区 ２０１８ 年外贸转型示范基地汇总

省份 基地数量 基地所涉内容 领域

四川 ５

蔬菜 农产品

女鞋 轻工工艺产品

服饰 纺织服装

有色金属材料 新型材料

功能聚合物及复合材料 专业化工

宁夏 ２
羊绒制品 纺织服装

枸杞制品 医药

陕西 ３

苹果 农产品

纺织 纺织服装

有色金属材料 新型材料

西藏 ２
高原特色农产品 农产品

家纺 纺织服装

广西 ４

水海产品 农产品

陶瓷 轻工工艺产品

衣架 轻工工艺产品

生物医药 医药

甘肃 ２
苹果 农产品

种子 农产品

贵州 ２
白酒 农产品

新型肥料 专业化工

５６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西部蓝皮书

续表

省份 基地数量 基地所涉内容 领域

内蒙古 １０

籽仁 农产品

番茄 农产品

肉牛 农产品

杂粮杂豆 农产品

脱水菜 农产品

羊绒制品 纺织服装

羊绒制品 纺织服装

羊绒制品 纺织服装

黑色金属材料 新型材料

有色金属材料 新型材料

青海 ２
藏毯 农产品

浆果及制品 医药

新疆 １ 果蔬罐头 农产品

云南 ３

花卉 农产品

蔬菜 农产品

蔬菜 农产品

重庆 ５

榨菜 农产品

柠檬 农产品

牛肉 农产品

纺织 纺织服装

西药 医药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图 １４　 ２０１７ 年西部地区国家外贸转型示范基地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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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　 西部地区国家外贸转型示范基地涉及领域

注： 图中外圈为外贸转型示范基地涉及领域， 内圈为涉及领

域数目。

（三）西部地区自贸区情况概览

为了提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和质量， 与国际在各领域能够顺利接轨， 同时

也为了在政府行政管理方面能够实现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 中国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布局了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即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 这一举

措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试验时期， 拉开了中国提升对外开放质

量和水平及深化对内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序幕。 自贸区的设立在于力图实现贸

易自由化和便利化， 通过相关优惠政策及便利的行政监管建立一种高效、 联动

且具有较强竞争活力的经济运行环境。 随着自贸区进程的推进， 中国目前出现

了 “１ ＋ ３ ＋ ７” 的自贸区战略格局， 分别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第一批设立的中

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第二批设立的中国 （广东） 自

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 （天津） 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中国 （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

区，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第三批设立的中国 （辽宁） 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 （浙

江） 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 （河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 （湖北） 自由贸

易试验区、 中国 （重庆） 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 （四川） 自由贸易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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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陕西） 自由贸易试验区。 在第三批设立的自贸区名单中首次出现了西

部地区省份， 反映出国家对西部地区提升内陆贸易质量、 全力发展内陆经济并

发挥出其较强的示范带动作用有着较高期待， 因此本文汇总了西部地区相关省

份自贸区发展情况。

第三批自贸试验区中加入西部三省目的在于使其承接东中部并充分发挥战

略枢纽作用， 面向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进， 对打造内陆省份经济引领、 示

范、 带动作用在新时期下有必要意义。 可以看出， 在新注册企业数量和外资企

业数量上来看， 中国 （四川） 自由贸易试验区远远领先于重庆和陕西， 说明

中国 （四川） 自由贸易试验区运营环境较这两个省份好。 首先中国 （四川）

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网上填报材料， 并进行审核管理， 线下则缩短了取证时

间； 进行企业审批业务的效率提升了 ４０％ ， 并重点打造智能化政务， 减少企

业了解政策手续时间。 除此而外， 中国 （四川） 自由贸易试验区还着力打通

科技、 经济、 金融相连接通道， 全方位搞活市场活力； 吸引全球顶尖人才， 推

动 “全球顶级科技园区合伙人计划 （ＴＳＰＰＰ）” 启动。 正是以上这些因素的落

实执行使得中国 （四川） 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企业的吸引力才如此强劲。 在注

册资本上， 陕西吸引资本的能力强于成都和重庆， 同时也可以注意到西安片区

的发展远远领先于陕西其他两个片区。

表 １３　 ２０１７ 年西部省份自贸区发展概况

省份 四川 重庆 陕西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涵盖片区

成都天府新区片区；
成都青白江铁路港片区；
川南林港片区

两江片区；
西永片区；
果园港片区

西安片区；
西咸片区；
杨凌片区

战略定位

西部门户城市开发开放引

领区；
内陆开放战略支撑带先导

区；
国际开放通道枢纽区；
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

开放示范区

发挥战略支点和连接

点重要作用；
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

市开放力度；
“一带一路” 和长江

经济带互联互通重要

枢纽、西部大开发战

略重要支点

发挥“一带一路”建设对西部大开发

带动作用；
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力度的

要求；
探索内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

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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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份 四川 重庆 陕西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新注册

企业数

（户）

１ ９２ 万［中国（四川）自由

贸易试验区］
１１６９５

合计

９３４７ ００

西安片区

７５６５ ００

西域片区

１３３３ ００

杨凌片区

４４９ ００

注册资本

（亿元）
２９５０［中国（四川）自由贸

易试验区］
７７３ １６（新增） ３０９９ ７９ ２１４２ ２５ ９１８ ６７ ３８ ８７

外资企业

数量（户）
２１１［中国（四川）自由贸

易试验区］
２２０ １０７ ９０ １２ ５

外资企业

注册资本

（亿元）
— １５ ８１（新增） ４５ ２ ３４ ７９ ９ ４６ ０ ９５

　 　 资料来源： 中国 （四川） 自由贸易试验区官网、 重庆自贸区官网、 中国 （陕西） 自贸区官网。

四　政策建议

在中国区域的划分中， 西部地区的经济规模量同中东部相比稍逊， 但是通

过近些年对产业结构的不断摸索和调整， 以及对经济高水平、 高质量发展道路

的认同， 西部地区逐渐开辟出了一条符合生态发展要求及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

新道路。 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 西部地区逐渐降低其对资源转换经济

的依赖， 合理调整产业结构， 推动成熟产业转型升级， 并加大鼓励新兴产业在

西部地区的落成， 从而带动一系列产业链向高端水平的发展， 推动地区整体经

济质量提升。 在这一背景下， 本文从对外开放的角度切入， 分析了西部各省份

２０１７ 年对外开放的相关情况， 并通过对各部分的深入剖析， 得出其应该向高

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首先， 加大、 拓深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树立良好的省份形象。 西部各

省份对外开放程度差距比较大， 诸如重庆、 贵州和陕西等省份其对外开放程度

达到了 ２％左右甚至更高， 但是其他省份诸如青海和甘肃相对就较低， 对外开

放程度直接影响着地区经济对外接触度和发展水平， 因此加大各省份的对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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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广度是保证其能够抓住发展经济的机会， 拓展深度是为了保证各省份对外开

放的质量。 此外， 提高各省份开放联动水平同样是很有必要的， 通过加强西部

各省份之间对外开放程度的关联性， 产生开放的聚集性， 形成良好的互动对外

效应。

树立良好的省份形象是很有必要的， 当今对外发展中越来越重视声誉程

度， 加大创新驱动发展力度， 提高产品附加值， 提高西部地区各省份声誉是西

部地区 “走出去” 的关键。 提高声誉对于各省份在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进

中也是至关重要的， 声誉对于各省份来说相当于对外发展的名片， 尤其在

“一带一路” 推进的进程中， 其沿线各国对西部省份了解较少， 在相互接触过

程中， 西部省份出口的高质量产品可以在短时间内帮助 “一带一路” 沿线国

家了解这些省份的实力， 对外快速建立起良好的省份口碑品牌形象。 推动高质

量产品出口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 需要提升各地区的技术水平， 因此由上而下

加大对创新研发的支持， 政府从补贴和政策方面给予最大力度的支持， 企业层

面应当积极地 “走出去” 参与国际竞争， 从而与国际接轨， 不断提高自身综

合实力。

其次， 平衡贸易进出口数量和类别的发展， 支持文化产业 “走出去”。 通

过前面分析可以看出， 西部地区总体来说贸易存在失衡， 出口量整体大于进口

量， 反映出西部地区部分省份进口不足且地区涉外并未得到充足发展， 因此西

部地区在拓展出口量、 提升整体贸易出口额的同时， 应当适当提高进口数量，

积极扩大进口， 高水平的开放不仅仅限于对外出口中， 也包括对外进口这一方

向上。 高水平的开放意味着进一步地打开国门， 互通有无， 因此西部地区应当

结合本地区发展需要有选择性地扩大进口， 使本地区进一步地得到充足发展，

同时平衡贸易。 此外， 西部地区出口中均涉及农产品和机电产品， 只有个别省

份出口中涉及了高新科技产品这一类别， 因此， 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地区特色农

业， 推动地区特色农产品 “走出去” 是巩固农业生产基础地位、 推动农业向

更高端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落实绿色

发展和生态发展的必要途径， 因此西部其他省份应借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发展

较好的省份经验，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大力提升高新技术产品水平， 使出口产品

种类多样化。

同时，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结合地方特色传统文化， 充分利用 “互联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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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兴媒介工具带动并扩大地方文化传播的范围， 使文化产业成为地区经济发

展中的支柱性产业。 文化产业发展的崛起， 一方面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另

一方面将其与现代经济、 金融发展相融合， 丰富了文化发展的途径， 有助于提

升文化产业发展的活力。 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推动文化产品 “走出去” 同样

是拓展地区文化， 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文化搭台， 经济随行” 是

在新常态和高质量经济发展背景下做出的具有战略眼光的选择模式。 基于前面

的分析可以看出， 西部各省份在重点文化企业数量和项目出口中存在较大差

距， 因此可以看出重点发展西部地区文化产业薄弱省份的相关产业， 推动其

“走出去” 具有较大潜力， 同时巩固发展当前文化产业做得较好的省份的发展

力量， 为西部其他省份起到一定的借鉴带头作用。 想要推动文化产业大力发展

并在 “十三五” 期间使其成为地区的支柱性产业， 重要的是政府部门的支持

和推介。 政府部门的支持可以从政策倾向到补贴， 首先从其弱小状态慢慢做大

做强， 直到其具有一定的规模实力能够支撑自身发展。 其次， 文化产业的崛起

需要传播的力量。 这方面一是需要政府的推介， 二是媒介的传播， 这对于非本

地人对本地区传统文化的快速了解和地区文化的推广有着高效的意义。

最后， 完善对外交通运输线， 加强对本地区特色发展模式的总结和升级。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

会越开越大”， 在肯定中国对外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止的同时， 也指出了中国开

放的格局、 范围和层次上的提升。 西部地区应当抓住这一新时期背景下改革的

机遇， 加强对外交往和互动联系， 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西部各省份对外交通往

来线路， 完善陆、 空交通系统， 加大拓展对外往来线路。 交通延伸的地方决定

了本地区对外交往的范围， 西部地区要拓宽、 延长开放的范围， 必不可少的就

是应当完善交通的通达性， 对内增加铁路、 航空线路， 对外向西增开中欧班列

以及向北的线路的新修设等， 一方面方便了本地区对外交往途径， 另一方面也

增加了西部省份与国际接触机会， 防止故步自封的情况出现。

由于试点模式只是在个别地区展开， 因此， 对于本地区在特定试点模式下

的总结和同样的试点地区的经验借鉴是有着重要的意义。 试点省份采用相同的

发展模式， 但是基于基础和优势资源不同， 最终的经验成果会有差别， 但是正

是这种差异化的出现使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特色， 相互之间可以取长补短。 同

时， 东中部地区较好的先行经验也是西部各省份拿来对比和借鉴的对象。 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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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口岸的发展还是外贸转型示范基地的推广， 抑或是新兴的自贸区试点的出

现， 本质上都是中国对外贸改革或升级的探索， 是符合中国政府 ２０１８ 年重点

工作中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要求的， 西部地区应当抓住试点机会，

积极探索经济发展新路子， 拓宽外贸发展新模式， 以典型示范推广开来。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时期， 经济发展已不再单纯强调量的堆积， 取

而代之的是质的提高， 同样在对外开放和外贸发展方面也是更加注重开放水平

的升级和外贸质量的提升。 在新时代背景下， 西部地区各省份应当进一步开放

思想， 不断更新观念， 全面激发市场上各类主体活力， 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搭

建连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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