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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西部地区高质量

发展的态势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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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新时代以来西部地区借着 “一带一路” 的东风迎来了大发

展， 经济增速在各大区域中一直保持领先态势。 本文根据 “五

大发展理念” 基本内涵， 首先分析西部地区进入新时代以来经

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成就和突出短板， 其次从创新、 协调、 绿

色、 开放、 共享 ５ 个部分构建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分

析过去 ５ 年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基于 “五大发展理念” 的发展情

况， 最后为西部地区谋求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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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要 “坚持新发展理念”， 并将其作为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加以强调。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

导， 是发展思路、 发展方向、 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

年， 是我国进入新时代的五年， 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的变革，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 在过去的五年， 西部地区借

着 “一带一路” 的东风迎来了大发展， 经济增速在各大区域中一直保持领先

的态势。 所以站在新时代的始点， 有必要对过去五年西部地区的发展态势和成

绩进行总结和梳理， 也有必要对西部地区过去五年贯彻五大发展理念， 谋求高

质量发展进行研判和反思。 鉴于此， 本章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视角对进入新时

代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态势、 成就、 经验进行总结， 以明晰未来西部地区

谋求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路径。

一　进入新时代以来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要成就和突出短板

　 　 高质量的发展就是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的发展， 根据五大发展理念的维

度， 在此我们从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和共享五个方面来进行梳理和总结。

（一）五年间西部地区的创新发展

高技术产业规模扩张明显， 但研发强度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创新能力

整体水平西南好于西北， 但西北地区追赶明显。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余年来， 西部地区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 国家政策

发展迅速， 但近些年受资源等方面的约束也越来越大， 所以在转变增长方式和

谋求可持续发展上做了一系列有意义的努力。 近五年， 西部地区在创新驱动、

创新发展模式等方面取得不错的成绩。

第一，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规模扩张的态势明显， 特

色的高新技术产业群初具规模。 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西部地区整体高技术产业主营

业务收入占规模以上企业比重不断呈现攀升的趋势， 整体来说各省份高新技术

产业正呈现明显扩张的态势 （见图 １）。 同时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群已初步

形成， 并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与开发能力， 在航天， 核技术， 太阳能技术， 通信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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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数字化、 程控化、 智能化技术， 医药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等方面居

于国内领先地位。 特别是大数据和云计算等相关产业在贵州形成了优势， 贵州

成立全球第一家大数据交易所等， 都说明西部地区在创新能力提升方面不断发

挥自己的后发优势， 正在推进追赶超越、 跨越发展。

图 ２　 ２０１４ 年国家高新区 （按地区） 创新资源集聚的加权增长率对比情况

资料来源： 《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评估报告 ２０１５》。

第二， 西部地区研发投入有限， 研发强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２０１６ 年全

国平均 Ｒ＆Ｄ 强度为 ２ １１％ ， 西部地区近五年虽然 Ｒ＆Ｄ 经费投入增长明显，

但整体来看 Ｒ＆Ｄ 强度主要集中在 １％ 以下， 不仅远低于东部地区的水平， 也

与全国整体平均水平有差距 （见图 ３）。 虽然西部地区诸如重庆、 成都、 西安

均提出了 “建设西部创新中心”， 但西部地区在研发投入方面结构不合理的问

题是通病。 一方面， 西部地区研发投入过分集中于大型企业， 创新型中小企业

占主导的局面没有形成， 从而辐射带动和溢出效应有限； 另一方面， 西部地区

产学研结合的机制还有待完善， 科研活动与产业发展需求结合还不够紧密， 有

效的技术转移机制尚未形成。 同时在西部地区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资金占比中，

政府资金低于全国水平， 财政科技投入聚集度不够。

第三， 在西部地区内部， 西南整体创新能力水平好于西北地区， 但西北地

区追赶西南的速度加快①。 从 ２０１６ 年西南和西北地区平均值来看， 西南地区

４００

① 西南地区包括重庆、 四川、 广西、 云南、 贵州和西藏， 西北地区包括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和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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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１６ 年全国及各省份 Ｒ＆Ｄ 强度对比情况

创新产出每万人专利申请量要远远高于西北地区。 同时西南地区的高技术产业

主营业务收入占比是西北地区的 ２ 倍， 由此可见， 西南地区整体来看创新能

力、 高技术产业的成熟程度要好于西北地区。 但可喜的是近五年， 西北地区在

每万人高等教育学校数、 Ｒ＆Ｄ 活动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重、 高技术产业主营

业务收入占规模以上企业比重方面的平均增长率要高于西南地区， 特别是高新

技术产业方面西北地区追赶态势十分迅速， 可见西部地区内部的创新水平和能

力呈现收敛的态势 （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西南和西北地区创新能力情况对比

地区 类别

Ｒ＆Ｄ 占

ＧＤＰ
比重（％ ）

每万人

专利

申请量（件）

每万人

高等教育

学校数（个）

Ｒ＆Ｄ 活动企业

占企业

总数的比重（％）

高技术产业主营

业务收入占规模

以上企业比重（％ ）

西南

西北

２０１２ 年平均 ０ ５１１６ ５ ０１９４ ０ ０１５９ ８ ８０４６ ８ ２５１０
２０１６ 年平均 ０ ５９６８ １０ ５４３９ ０ ０１７３ １４ ２３３３ １０ ６４４５
五年平均增长率（％） ３ ９ ２０ ４ ２ ２ １２ ８ ６ ６
２０１２ 年平均 ０ ５６４４ ４ ０７００ ０ ０１９６ ８ ２７８４ ２ ３１２２
２０１６ 年平均 ０ ６３８０ ８ ４６４９ ０ ０２１７ １４ ６６８２ ４ ５９７２
五年平均增长率（％） ３ １ ２０ １ ２ ６ １５ ４ １８ ７

　 　

（二）五年间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服务业发展迅速， 但区域间经济差距不断拉大， 协调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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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整体水平西北好于西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竞争力的关

键举措”。 随着 “一带一路” 政策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助力， 西部地区凭借

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独具特色的人文风光， 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产业结构得到

不断优化， 但是由于西部地区地理发展的局限性， 造成区域间发展差距不断拉

大， 因此仍然需要注重促进西部地区协调发展。

第一，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发展较快， 服务业发展速

度提升显著。 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西部地区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占比有不

断提升的趋势， 整体来说各省份产业结构呈现不断优化态势 （见图 ４）。 西部

地区自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 经济快速增长， 工业实力显著增强， 产业发展整

体环境得到不断改善。 从产业发展的视角看， 西部各省份凭借丰富的自然资

源， 形成以煤炭、 石油、 天然气以及矿产资源开采、 初加工为共同特征的能矿

产业。 同时西部地区拥有独特的自然风光以及人文特色， 不断加大对旅游资源

的开发与利用， 促进地区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旅游收入增

长率显著高于东中部地区， 旅游人次增长率高于东部地区， 略低于中部地区

（见图 ５）。 西部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后发与比较优势逐渐凸显， 旅游业不断带

动西部地区第三产业显著提高。

图 ４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各省份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趋势

第二， 西部地区区域泰尔指数上升态势明显， 地区间经济差距不断扩大。

西部地区发展主要以省会等大型城市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因此西部地区省份大

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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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０１６ 年旅游收入增长率、 旅游人次增长率区域比较

资料来源： 国家旅游部。

多面临区域发展不协调的现状。 而且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

较差， 如平原少、 山地高原多， 土地贫瘠以及交通基础设施较为落后， 造成西

部地区区域经济差距明显高于东中部地区。 “一带一路” 政策带动西部地区投

入不断增加， 西部重点城市交通设施不断改进、 经济发展政策不断优化、 支柱

产业快速成长， 带动重点城市经济快速增长， 却被动扩大了西部地区区域经济

差距 （见图 ６）。

图 ６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各省份区域泰尔指数趋势

第三， 在西部地区内部， 西南地区整体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好于西北地

区， 但西北地区协调性优于西南地区。 从 ２０１６ 年西南与西北地区平均值来看，

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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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远高于西北地区， 然而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却出

现西北优于西南的现象， 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西北地区同样显著优于西南地

区。 ２０１６ 年西南与西北地区区域泰尔指数与城乡收入差距平均值较为接近，

但西北地区区域经济差距增长率远低于西南区域， 区域经济差距在不断缩小；

城乡收入差距增长率西南地区优于西北地区， 城乡收入差距以更快的速度不断

缩小。 整体可见西部地区内部， 西北地区产业协调性优于西南地区， 两个地区

收入差距都有改进态势 （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西南和西北地区协调性情况对比

地区 类别
产业结构

高级化

产业结构

合理化

产业就业

偏离度

区域泰尔

指数

城乡收入

差距

西南

西北

２０１２ 年平均 ０ ９８３２ ０ ６５５１ ３３ ０１ ０ １４９２ ３ ４２０８

２０１６ 年平均 １ １４４４ ０ ６６２３ ３５ ０２ ０ ２０７３ ２ ８９３７

五年平均增长率（％ ） ３ ９０ ０ ４８ １ ８９ ８ ６２ － ４

２０１２ 年平均 ０ ７２１４ ０ ４１５８ １５ ２８ ０ １８２７ ３ ２８８８

２０１６ 年平均 １ ０５１ ０ ３８１８ １７ ４７ ０ ２０８４ ２ ９９２１

五年平均增长率（％ ） ７ ３３ － １ ５４ ３ ４６ ３ ４４ － ２ ２９

　 　

（三）五年间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

西部地区 ＰＭ２ ５ 浓度明显改善， 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其中陕西、 新疆

空气质量恶化， 绿色环境水平西南好于西北， 但西北地区追赶明显。

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提出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建设美丽中国” 并强调 “推进绿色发展”， 需要在

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效率不断提高的同时， 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

度， 形成绿色发展和生活方式。 西部大开发实施以来， 国家把加强环境保护作

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内容， 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 着力降低西部地区经济

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代价， 在促进西部地区资源优化利用的同时， 改善西部

地区环境水平， 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第一，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 ＰＭ２ ５ 浓度有明显改善趋势， 优于全国平

均水平。 ２０１３ 年 ＰＭ２ ５ 数据公布以来， 西部地区各省份 ＰＭ２ ５ 浓度均有明显

优化， 然而 ２０１６ 年大部分省份出现排放量反弹现象 （见图 ７）。 西部地区深居

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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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内陆， 具有面积广大、 人口稀少、 矿产资源丰富等发展特点， 同时面

临荒漠广布、 风沙较多、 生态脆弱等环境问题。 然而随着国家对环境质量的关

注， 以及民众环保意识的增强， 西部各省份环境质量有显著提升，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西部地区 ＰＭ２ ５ 浓度均值低于其他地区 （见图 ８）。

图 ７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各省份 ＰＭ２ ５ 浓度趋势

图 ８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ＰＭ２ ５ 浓度均值地区对比

第二， 陕西、 新疆空气质量有恶化趋势， ＰＭ２ ５ 浓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人民网指出 ２０１６ 年中国公布的空气质量最差十大城市， 西安与乌鲁木齐就位列

其中， 同时 ２０１７ 年全国人大会环境保护部部长指出 ２０１６ 年环境质量全国范围总

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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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向好， 然而陕西优良天数不增反减， ＰＭ２ ５ 浓度不降反升。 西安位于渭河盆地

中心地区， 北有黄土高原， 南有秦岭， 地形以及风向的作用共同造成西安成为雾

霾重灾区； 新疆地区盆地与高山环抱， 以及不断缩小的植被覆盖率， 造成风沙的

不断聚集， 造成新疆多个城市成为重度污染地区。 陕西与新疆城市发展均以煤炭

供电、 供暖为主， 不仅能源消耗量巨大， 更是为城市环境污染带来巨大负担。 面

对空气质量的不断恶化， 西安采用 “减煤、 控车、 抑尘、 治源、 禁燃、 增绿”

六大政策， 乌鲁木齐 “煤改气” 助其成为全国首个气化城市， 这些举措不仅实

现了对自然资源的节约， 也促使这些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得到不断改善。

第三， 在西部地区内部， 西南地区整体绿色环境水平好于西北地区， 但西

北地区追赶西南的速度加快。 从 ２０１６ 年西南和西北地区平均值来看， 西南地

区 ＰＭ２ ５、 空气质量指数要远低于西北地区， 空气质量西南地区明显优于西北

地区。 同时生活垃圾处理率西北地区 ２０１６ 年才达到西南地区 ２０１２ 年均值， 由

此可见整个西南地区绿色环境水平显著高于西北地区。 但随着西北地区 “煤

改气” 等一系列环境保护政策的不断实施， 绿化覆盖率、 生活垃圾处理率的

平均增长率高于西南地区， 尤其是生活垃圾处理率追赶态势十分迅速， 可见西

部地区内部的绿色环境水平呈现不断改善的趋势 （见表 ３）。

表 ３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西南和西北地区绿色环境水平情况对比

地区 类别 ＰＭ２ ５
空气质量

指数

废水排放

占比（％ ）
绿化

覆盖率（％ ）
生活垃圾

处理率（％ ）

西南

西北

２０１２ 年平均 ８７ ５ １１８ １７ １２ ８８ ３７ ２７ ９０ ０７

２０１６ 年平均 ５５ １７ ８２ １７ ９ ８ ３７ ５８ ９６ ０８

五年平均增长率（％ ） － ９ ７４ － ８ ２８ － ６ ５８ ０ ４５ １ ６３

２０１２ 年平均 ７８ ３ １１９ ３ １１ ２ ３５ ５７ ７６ ６５

２０１６ 年平均 ６９ ５ １０１ １７ ９ １ ３６ ９２ ９１ ３５

五年平均增长率（％ ） － ３ ０９ － ５ ０５ － ５ ０４ ０ ９５ ４ ５２

　 　

（四）五年间西部地区的开放发展

西部地区各省市及自治区对外开放度大幅提高， 部分省市及自治区对外开

放度稍有起伏， 稳中有升， 步入良性稳定的发展轨道。 但西部地区仍有较多省

市及自治区 ＦＤＩ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且各省份之间差异明显， 对外开放度整

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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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发展程度相同， 西北地区发展势头迅猛。

在 “一带一路” 倡议构想提出以后，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区域对外

开放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新的挑战， 特别是西部地区作为我国开放战略实施重点，

通过加快互联互通、 国际物流大通道特别是在西安建设我国内陆最大的物流集散

地， 扩大内陆开放， 积极走向国际市场， 参与经济全球化， 主动适应新常态。

第一，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各省份对外开放度大幅提高， 部分省市及自

治区对外开放度稍有起伏， 稳中有升， 步入良性稳定的发展轨道。 整体来看， 从

２０１２ 年起五年间， 重庆、 四川、 陕西对外开放程度大幅提高， 其余省市及自治

区的 ＦＤＩ 稍有起伏， 并未呈现出固定的增长或下降的趋势 （见图 ９）， 但除个别

省份和年份， 各地 ＦＤＩ 均在一定范围内规律波动， 发展稳定。 西部地区多数省份

如西藏、 新疆、 内蒙古等地皆处于我国边境线， 与周边各国接壤， 经济开放限制

低， 力度大， 地理位置优越， 为涉外人员提供了往来的便利条件， 综合开放水平

较高。 加之国家为区域协调发展和边疆繁荣稳定， 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使西

部地区对外开放度步入良性稳定的发展轨道。

第二， 西部地区仍有较多省市及自治区 ＦＤＩ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且各省

份之间差异明显。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 ＦＤＩ 最高的是四川， ９４１ ９３ 亿美元， 最低

的是西藏， ２２ ５９ 亿美元 （见图 １０）。 西部地区各省份面积、 地理位置、 享受

国家政策差异过大， 造成 ＦＤＩ 差距过大。 ２０１６ 年全国平均 ＦＤＩ 为 ３９９ ２３ 亿

元①， 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均与国家平均水平相差较大， 仍有提升空间。

第三， 从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度整体而言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发展程度相

同， 但西北地区发展势头较之西南地区更为迅猛。 整体 ＦＤＩ 平均增速相比较而

言， 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 １２ 个省份全部实现了正向增长， 就外贸总额占 ＧＤＰ 比

重平均增速而言， 西部地区除广西、 陕西、 宁夏外均为负向增长。 西南地区如重

庆是我国长江经济带重点城市之一， 它吸引周边外贸货物到长江水运出口， 有利

于降低西部内陆物流成本； 西北地区如陕西建立了西部地区首个文化产业保税园

区， 填补了西部地区在国际文化贸易方面的空白， ＦＤＩ 平均增速高于重庆、 四

川， 外贸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平均增速实现正向增长 （见表 ４）。 故西南地区与西

北地区发展态势相差不大， 西北地区发展势头较之西南地区更为迅猛。

１１０

① 数据来源： 《２０１６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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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各省份 ＦＤＩ 与全国平均 ＦＤＩ

表 ４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对外开放能力对比

西南地区 重庆 四川 广西 云南 贵州 西藏

ＦＤＩ 平均增速 ０ １３１７ ０ １０１２ ０ ０８８５ ０ ０９９８ ０ ３２６１ ０ １８８８
外贸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平均增速 － ０ ０６６８ － ０ １１８３ ０ ０３５５ － ０ ０９８６ － ０ １６１７ － ０ ３８９３

西北地区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内蒙古

ＦＤＩ 平均增速 ０ １５８５ ０ ０１９１ ０ ２７７２ ０ ２９４８ ０ ０９７８ ０ １２３３
外贸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平均增速 ０ １０８１ － ０ １１９０ －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２０４ － ０ １４０８ － ０ ０２４５

　 　

（五）五年间西部地区的共享发展

西部地区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逐年降低且幅度明显， 精准扶贫及东西部互

惠式扶贫效果显著， 千人病床数逐年增加， 西部地区医疗水平大规模提升。

我国进入改革的深水区，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进入跨越阶段， 但在经济总量

不断扩大、 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 区域经济失衡问题逐渐凸显， 西部地区

贫困现象普遍存在， 医疗卫生条件十分艰苦。 我国实行精准扶贫， 政府勒令改

善西部地区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 使近五年来西部地区面貌一新。

第一， 西部地区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逐年降低且幅度明显， 扶贫效果显

著。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各省份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逐年降低 （见图 １１）， 我国贫困

问题在西部特别是 “老少边穷” 地区集中， 主要分布在连片的地区， 国家号

召县级政府精准扶贫、 长期扶贫， 使得西部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得到了有效解

决， 贫困发生率逐年降低， 西部地区共享程度逐年升高。

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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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西部地区近五年来千人病床数逐年增加， 医疗卫生水平大幅度提升。

西部地区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每千人病床数逐年增加 （见图 １２）， 我国西部地区的社

会经济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相对滞后， 医疗卫生方面更是面临着巨大的挑

战。 自从新农合实施以来， 西部各地的医疗卫生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

图 １２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各省份千人病床数趋势

但对比 ２０１６ 年西部各省份之间千人病床数的情况表现： 新疆最高， 为

６ ５４， 西藏自治区最低， 为 ４ ３７ （见图 １３）， 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医疗水平差

异。 我国仍需做出努力， 实现西部地区医疗卫生的资源共享。

图 １３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各省份千人病床数

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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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进入新时代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质量的评价与比较

（一）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构成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 为解决新常态面临的一系列发展难题提供思想指导与

发展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 “坚持新发展理念”， 并将其作为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基本方略之一加以强调。 五大发展理念， 是我们总结过

去， 破解发展难题， 增强发展动力， 厚植发展优势的治本之策， 也是我们高质

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和必由之路。

国内关于新发展理念指数编制的文献不多， 易昌良 （２０１６）① 在标杆分析

法的基础上， 编制形成以五大理念核心内容为评价体系的发展指数报告； 上海

社会科学院 （２０１６）② 发布了 ２０１５ 年国家和省级区域五大发展理念综合指数

及创新发展指数、 协调发展指数、 绿色发展指数、 开放发展指数和共享发展指

数。 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课题组

（２０１７）③， 从五大发展理念的视角构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并进行指数测算， 旨在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进行比较与评估。 周志鹏 （２０１６）④

通过构造山东省五大发展理念的评价指标， 对山东省各城市的综合发展情况进

行了测评。 但此类文献均是单纯构建 “五大发展理念” 的评价维度和指标，

对五大发展理念和高质量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甚少涉及。

在已有文献基础上， 后续研究均认识到 “五大发展理念” 为评价经济

６１０

①

②

③

④

易昌良： 《２０１５ 中国发展指数报告———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新理念、 新发展》， 经济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第 １２３ 页。
上海社会科学院， 发布五大理念发展指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ｈ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２１ ／ ｃ＿
１３５９２３０５５ ｈｔｍ，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２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课题组： 《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京津

冀协同发展指数研究》， 《区域经济评论》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周志鹏： 《山东省 “五大发展理念” 评价研究》， 《中国经贸导刊》 ２０１６ 年第 ７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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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质量提供了发展方向和分析框架。 范金、 姜卫民、 刘瑞翔 （２０１６）① 从

“五大发展理念” 视角， 比较了增加值率 （ ＶＡＲ）、 全要素生产率 （ ＴＦＰ）

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效果。 而蔡之兵 （２０１７）②、 杨新洪 （２０１７）③ 则以 “五

大发展理念” 作为经济发展质量的理论维度来测度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

在此， 蔡之兵 （ ２０１７ ） 每个维度下指标较少衡量有局限性， 而杨新洪

（２０１７） 只是针对深圳一个市来进行测度， 指标局限性和分析问题的区域性

都比较突出。

鉴于此， 本章在对经济发展质量长期研究的基础上， 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构

造评价和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较为全面、 客观和可获得的综合指标体系， 对西

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评价。 在此我们经济发展质量内涵五个维度。 一是创

新维度。 主要通过创新投入、 创新产出、 创新主体的能力以及创新绩效等方面

来衡量地区创新能力。 二是协调维度。 主要考察衡量地区产业结构合理、 区域

平衡发展和城乡发展协调等方面。 三是绿色维度。 测度地区绿色发展和环境友

好的水平。 四是开放维度。 考察地区开放程度， 特别是度量地区发展开放型经

济、 解决发展内外联动的能力。 五是共享维度。 衡量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 社

会保障水平以及解决贫困问题的能力， 目的是度量发展成果是否更公平惠及全

体人民。 根据五大发展理念构造的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和共享的五大维

度， 并在五大维度下选取 ２３ 个基础指标来测度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 具

体经济发展质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５ 所示。④

（二）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价

1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时序层面的特征

在总指数方面， 近五年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呈现稳步提升的态势，

７１０

①

②

③

④

范金、 姜卫民、 刘瑞翔： 《全要素生产率、 增加值率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效果比较———基于

“五大发展理念” 视角》， 《桂海论丛》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蔡之兵： 《五大发展理念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框架研究———以中国 ３１ 省市为例》，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杨新洪： 《 “五大发展理念” 统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以深圳市为例》， 《调研世界》 ２０１７
年第 ７ 期。
本文所有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西部各地区统计年鉴或统

计公报、 中经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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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经济发展质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方面

指标
分项指标 基础指标 计量单位

指标属性

正指标 逆指标 适度指标

创新

创新投入

创新产出

创新主体

创新绩效

Ｒ＆Ｄ 占 ＧＤＰ 比重 ％ √

每万人专利申请量 件 √

每万人高等教育学校数 个 √

Ｒ＆Ｄ 活动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

重
％ √

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规模

以上企业的比重
％ √

协调

产业协调

产业就业协调

区域协调

城乡协调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①① — √

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②② — √

产业就业偏离度③③ — √

区域泰尔指数④④ — √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⑤⑤ — √

８１０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考干春晖等（２０１１）提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衡量方法，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

比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度量。
参考干春晖等（２０１１）提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衡量方法，对泰尔指数进行重新定义，计算公式

如下： ＴＬ ＝ ∑
ｎ

ｉ ＝ １

Ｙｉ

Ｙ( )ｌｎ Ｙｉ

Ｌｉ
／ Ｙ

Ｌ( )，其中 Ｙ 表示产值，Ｌ 表示就业，ｉ 表示产业，ｎ 表示产业部

门数，如果经济处于均衡状态下，ＴＬ ＝ ０，当 ＴＬ 不为 ０，表明产业结构偏离了均衡状态，产业结

构不合理。
为了准确反映产业的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之间的不对称状况，运用结构偏离度指标（某产业

结构偏离度 ＝ 该产业 ＧＤＰ 占比 ／ 该产业就业占比）来说明某产业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

程度，将所有产业结构偏离度加总就得到该省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程度，结构偏离

度的绝对值越小，结构越均衡，反之，结构越不均衡。

运用泰尔指数测度区域间经济差距，公式为 ＴＬ ＝ ∑
２

ｉ ＝ １

Ｙｉ

Ｙ( )ｌｎ Ｙｉ

Ｙｉ
／
Ｌｉ

Ｌ( )，其中 Ｙ 表示产值，Ｌ

表示人口数，ｉ 表示城市，由于各个省份市辖过多且不同，因此我们选取各个省份 ＧＤＰ 最高与

最低的两个城市数据进行测度，对于西部各个省份：四川省选取成都市与巴中市，陕西省选取

西安市与商洛市，甘肃省选取兰州市与定西市，宁夏选取银川市与固原市，青海省选取格尔木

市与玛多县，新疆选取乌鲁木齐市与克拉玛依市，广西省选取南宁市与河池市，云南省选取昆

明市与临沧市，贵州省选取贵阳市与铜仁市，内蒙古选取包头市与乌兰察布市，重庆市选取江

津区与城口县，西藏选取桑珠孜区与札达县。
运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测度城乡收入差距，公式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 ＝ 城镇居民可

支配收入 ／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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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方面

指标
分项指标 基础指标 计量单位

指标属性

正指标 逆指标 适度指标

绿色

大气治理

水源治理

生态建设

生活环境

ＰＭ２ ５ 微克 ／ 立方米 √

空气质量指数①（ＡＱＩ）① — √

废水排放量占 ＧＤＰ 比重 ％ √

绿化覆盖率 ％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开放

资本开放

贸易开放

区域开放

ＦＤＩ②② 亿美元 √

ＦＤＩ 增长速度 ％ √

外贸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③③ ％ √

境外游客数量占比 ％ √

共享

收入水平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医疗卫生 千人病床数 张 √

公共服务 人均公共财政支出 万元 √

精准扶贫 贫困发生率④④ ％ √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增长明显， ２０１６ 年相比 ２０１５ 年略有回落， 但整体来看， 过去五

年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明显改善 （见图 １４）。

在五个分项指数方面， 五年来西部地区的创新指数和共享指数呈现持续上

升的态势， 可以说西部地区在高技术产业发展方面以及精准扶贫方面成绩卓

著。 在协调指数中， 过去五年变化有限， 在 ４ ５ ～ ４ ８ 的区间略有波动， 整体

变化不大， 这再次印证了上文的分析： 西部地区在协调方面， 虽然在产业结构

协调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区域内的经济协调性降低制约了协调指数的改

善。 在绿色指数方面，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 ２０１６ 年相比 ２０１５

年略有下降， 随着西部地区日益重视环境问题， 西部地区过去五年环境整体状

况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但幅度十分有限。 在开放方面， 随着 “一带一路” 倡

９１０

①

②

③

④

ＰＭ２ ５ 空气质量指数数据来自中国空气质量在线监测分析平台，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ｑｉｓｔｕｄｙ ｃｎ ／ ，省
份排名数据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开始公布，为了可比每年选取同期 １２ 月份数据进行测度，２０１２ 年

用 ２０１３ 年数据替代。
本文采用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测度 ＦＤＩ 总量。
本文采用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地区 ＧＤＰ 比重进行测度。
数据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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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趋势

议的推进， 向西开放使得西部地区成为受益最大的区域。 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西部

地区开放指数持续上涨， 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主席分别提出建设 “新丝绸之路经济

带” 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合作倡议， ２０１５ 年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的发布， 使得 ２０１５ 年西部地区成

为 “一带一路” 政策的丰收年， 青海、 宁夏在该年 ＦＤＩ 出现大幅提升， 整体带

动了开放指数的明显提升。 但 ２０１６ 年相比 ２０１５ 年， 忽然激增的态势在改变， 进

入正常发展状态， 带来开放指数略有下降， 但整体来看， 西部地区在 “一带一

路” 的东风下过去五年在对外开放方面取了不俗的成绩 （见图 １５）。

图 １５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各分项指数趋势

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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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地区差异的特征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总指数： 渝蒙陕三省领跑， 稳定格局基本形成。 表

６ 是过去五年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其中重庆、 内蒙古和陕西在五年

内均排在前三位， 说明在西部地区这三个省的经济发展质量处于领跑态势。 相

对应地， 甘肃、 贵州、 西藏和青海在西部地区内部发展质量处于相对落后的地

位， 位于中游的省份分别为四川、 宁夏、 云南、 新疆、 广西 （见表 ６）。 过去

五年个别省份之间略有升降， 但西部地区在发展质量方面的格局已经形成， 三

层次梯队式特征明显。

表 ６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各年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及排序

年份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地区 总指数 排名 总指数 排名 总指数 排名 总指数 排名 总指数 排名

重 庆 １６ ５０２２ １ １５ ５０３３ １ １４ ８１７０ １ １６ １２９２ １ １６ ３７００ １

四 川 １０ ９６６６ ６ １０ ２０８２ ７ ９ ９７８７ ６ １０ ８２９４ ４ １１ ８９０３ ４

广 西 ９ ６９３７ ９ ９ ３９０３ １０ ９ １４６６ １０ １０ １２３０ ８ １０ １５５３ ８

云 南 １０ ７２８７ ７ １０ １９５７ ８ ９ ４０５０ ９ １０ ３１９８ ７ １０ ８６７７ ６

贵 州 ８ ２１３３ １２ ７ ９８１９ １２ ６ ６４９２ １２ ７ ４６１７ １２ ８ ８９７７ １１

西 藏 １２ ６２４１ ４ １１ ７１９２ ５ １０ ８２３９ ５ １０ ３７３９ ６ ９ ３９９２ １０

陕 西 １２ ８５０３ ３ １２ １３５０ ３ １３ ０１０６ ３ １１ ２４３６ ３ １２ ２４９１ ３

甘 肃 ８ ８５７１ １１ ８ ９１６２ １１ ６ ７２７３ １１ ８ ００３１ １１ ８ ２２５４ １２

宁 夏 １１ ５５４２ ５ １１ ８００４ ４ １１ ２７６３ ４ １０ ７０４２ ５ １１ ２３５０ ５

青 海 ９ ４６７９ １０ ９ ６０７８ ９ ９ ４１１２ ８ １０ ０１３５ ９ ９ ６８８１ ９

新 疆 １０ ５２８３ ８ １０ ６９２２ ６ ９ ６１７１ ７ ９ ７２５０ １０ １０ ４４１０ ７

内蒙古 １２ ９２８１ ２ １２ ８７８９ ２ １３ ４８１５ ２ １２ ４２８２ ２ １３ ６３４７ ２

　 　

创新指数： 直辖市重庆处于绝对领跑地位， 西北地区陕西实力较强， 宁夏

在创新发展方面成绩突出。 近五年重庆以绝对优势在创新指数排序中排在第 １

位。 重庆通过建设西部创新中心， 在创新驱动 “三大支撑” ———技术、 资本

和创新生态上做文章， 从而在创新层面领跑整个西部地区。 西北地区陕西省排

在首位， 整个西部地区第 ２ 位， 该省依托省内不同层级的高新区， 发展高新技

术产业， 促进创新创业生态的形成， 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使得高新区成为创新

驱动发展的重要力量， 领跑西北地区的创新发展。 另外西北地区宁夏在创新方面

也可圈可点， 特别是以创新做优特色产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见表 ７）。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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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创新指数的排序

地区 ２０１２ 年排名 ２０１３ 年排名 ２０１４ 年排名 ２０１５ 年排名 ２０１６ 年排名

重 庆 １ １ １ １ １

四 川 ５ ５ ４ ５ ４

广 西 ７ ７ ７ ７ ８

云 南 ８ ９ ８ ６ ６

贵 州 ９ １１ １０ ９ ７

西 藏 ４ ６ ６ １２ １２

陕 西 ２ ２ ２ ２ ２

甘 肃 ６ ４ ５ ４ ５

宁 夏 ３ ３ ３ ３ ３

青 海 １２ １２ ９ １１ １０

新 疆 １１ １０ １２ １０ １１

内蒙古 １０ ８ １１ ８ ９

　 　

协调指数： 新疆和宁夏在解决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中成绩卓著， 川陕在协调

发展中问题重重。 西部地区在协调发展方面， 新疆和宁夏在过去五年排在前两

位， 其中特别是新疆近两年在产业高级化程度方面位于西部地区的前列 （见

表 ８）， 宁夏则在产业协调层面的三个指标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产业结构合

理化指数、 产业就业偏离度都表现较好， 说明新疆和宁夏在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

问题上近些年卓有成效。 相对来说， 陕西和四川这两个西部地区发达的省份， 在

协调发展方面处于末位， 最关键在于这两省份在自己省份内部区域之间的发展不

平衡问题十分严重， 两省省会城市成都和西安一家独大， 对区域内的辐射带动作

用有限， 省内城市之间、 不同区域之间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格局还没形成。

表 ８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协调指数的排序

地区 ２０１２ 年排名 ２０１３ 年排名 ２０１４ 年排名 ２０１５ 年排名 ２０１６ 年排名

重 庆 ３ ４ ４ ３ ２

四 川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１ １１

广 西 ６ ６ ６ ７ ６

云 南 ８ ８ ９ ９ ７

贵 州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２ １２

西 藏 １０ ５ ５ ４ ９

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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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２０１２ 年排名 ２０１３ 年排名 ２０１４ 年排名 ２０１５ 年排名 ２０１６ 年排名

陕 西 ７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甘 肃 ９ ９ ８ ６ ５

宁 夏 １ １ ２ ２ ３

青 海 ５ ７ ７ ８ ８

新 疆 ２ ２ １ １ １

内蒙古 ４ ３ ３ ５ ４

　 　

绿色指数： 西部相对发达的省份川渝陕在环境方面均有短板， 内蒙古在践

行绿色方面成绩卓著。 内蒙古和西藏在绿色指数方面近五年排在前列， 特别是

内蒙古在过去的五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狠抓生态工程落实， 打造青

山常在、 绿水长流、 蓝天永驻的美好自治区， 取得了较好成绩。 相对应的西部

较发达的地区重庆、 四川和陕西绿色发展都不甚理想， 重庆在整个西部地区处

于中游位置， 而四川和陕西五年基本排在西部地区的倒数位置， 生态环境问题

在这些省份短板特质明显 （见表 ９）。

表 ９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绿色指数的排序

地区 ２０１２ 年排名 ２０１３ 年排名 ２０１４ 年排名 ２０１５ 年排名 ２０１６ 年排名

重 庆 ４ ４ ６ ５ ６

四 川 １１ １１ ９ ７ ９

广 西 １２ １２ ７ ３ ５

云 南 ３ ３ ４ ６ ２

贵 州 ６ ６ １０ ４ ３

西 藏 ２ ２ ２ １ ４

陕 西 ９ ９ ３ １０ １０

甘 肃 １０ ８ １２ １１ １２

宁 夏 ８ ７ ８ ９ ８

青 海 ５ ５ ５ ８ ７

新 疆 ７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１

内蒙古 １ １ １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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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指数： 川渝稳居西部地区最前列， 西北地区个别省份开放发展依然滞

后。 在开放发展方面， 重庆和四川在过去五年基本位于整个西部地区的前两

位， 川渝两省市在依托 “一带一路” 倡议， 稳步推进企业、 产业、 市场、 人

才 “四个国际化”， 大力发展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同时在探索深化内陆开放

方面提供了宝贵的 “川渝经验”， 领跑整个西部地区的开放。 相比起来， 西北

地区的甘肃、 宁夏和青海在开放发展方面位于整个西部地区的后位， 仍存在着

开放型经济发展起步晚、 起点低等共同特征 （见表 １０）， 在对外贸易、 利用外

资和对外投资等方面相对比较落后， 未来这些省份如何利用 “一带一路” 机

遇， 发展开放型经济仍是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表 １０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开放指数的排序

地区 ２０１２ 年排名 ２０１３ 年排名 ２０１４ 年排名 ２０１５ 年排名 ２０１６ 年排名

重 庆 ２ １ １ １ １

四 川 ３ ２ ２ ２ ２

广 西 ８ ９ ７ ８ ６

云 南 ７ ６ ８ ５ ７

贵 州 １１ ８ １０ １２ ８

西 藏 １ ３ ９ １１ ９

陕 西 ４ ５ ５ ６ ５

甘 肃 ９ １２ １２ １０ １１

宁 夏 １２ １１ ６ ９ １２

青 海 １０ １０ １１ ４ １０

新 疆 ５ ４ ３ ７ ４

内蒙古 ６ ７ ４ ３ ３

　 　

共享指数： 蒙渝川位列前三态势稳定， 落后省份在共享发展方面仍有空

间。 过去五年内蒙古、 重庆和四川在共享发展中分别列西部地区的前三位，

三省区领跑西部的格局已经形成。 相对比较贫困的省份， 甘肃、 贵州和西藏

在共享发展方面的弱势地位比较清晰， 特别是这些地区贫困人口占比较大以

及相关设施建设较为落后， 都使得这些省区在共享发展方面问题重重， 所以

这些省份探索如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仍有广阔的空间

（见表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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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共享指数的排序

地区 ２０１２ 年排名 ２０１３ 年排名 ２０１４ 年排名 ２０１５ 年排名 ２０１６ 年排名

重 庆 ２ ２ ２ ２ ２
四 川 ３ ３ ３ ３ ３
广 西 ９ ８ ８ １１ １１
云 南 ８ ９ ９ ９ ９
贵 州 １１ １１ １０ １０ １０
西 藏 １０ １０ １１ ８ ８
陕 西 ５ ７ ６ ６ ６
甘 肃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宁 夏 ４ ５ ７ ７ ７
青 海 ７ ６ ４ ４ ５
新 疆 ６ ４ ５ ５ ４
内蒙古 １ １ １ １ １

　 　

三　进入新时代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质量与数量的对比分析

　 　 根据 ２０１２ 年与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各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经济发展质量的指

数排名， 以及西部各省份的人均 ＧＤＰ 作为经济发展数量指标的排名结果， 列

出 ２０１２ 年与 ２０１６ 年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与数量的排序及其差异。

从表 １２ 可以看出， 在 ２０１２ 年西部地区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与数量排序对

比中， 经济发展质量排序显著高出经济发展数量排序的省份为云南与西藏， 这

两个位于西南地区的省份虽然经济发展数量不高， 但是经济发展质量均较好；

经济发展质量显著低于经济发展数量排序的省份为青海与新疆， 这两个位于西

北地区的省份经济发展数量表现较优， 然而经济发展质量却表现较差； 其余各

省份质量与数量差异不大， 但两者排序均靠前的省份为重庆、 内蒙古、 陕西、

宁夏， 而排序均靠后的省份为四川、 广西、 甘肃、 贵州。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与经济发展数量排序对比中， 经济

发展质量排序显著高出经济发展数量排序的省份变为云南与四川， 这两个省份

虽然经济发展数量不高， 但是经济发展质量均较好且相较于 ２０１２ 年均有所提

升； 经济发展质量显著低于经济发展数量排序的省份依旧为青海， 该省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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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数量表现较优， 然而经济发展质量却表现较差； 其余各省份质量与数量差

异不大， 但两者排序均靠前的省份为重庆、 内蒙古、 陕西、 宁夏， 而排序均靠

后的省份为新疆、 广西、 西藏、 贵州、 甘肃。

表 １２　 ２０１２ 年与 ２０１６ 年西部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与数量的排序比较

地区

（２０１２ 年）
经济发展

质量排名

经济发展

数量排名

发展数量与

质量之差

地区

（２０１６ 年）
经济发展

质量排名

经济发展

数量排名

发展数量与

质量之差

重 庆 １ ２ １ 重 庆 １ ２ １
四 川 ６ ７ １ 四 川 ４ ７ ３
广 西 ９ ８ － １ 广 西 ８ ８ ０
云 南 ７ １０ ３ 云 南 ６ １１ ５
贵 州 １２ １２ ０ 贵 州 １１ １０ － １
西 藏 ４ ９ ５ 西 藏 １０ ９ － １
陕 西 ３ ３ ０ 陕 西 ３ ３ ０
甘 肃 １１ １１ ０ 甘 肃 １２ １２ ０
宁 夏 ５ ４ － １ 宁 夏 ５ ４ － １
青 海 １０ ６ － ４ 青 海 ９ ５ － ４
新 疆 ８ ５ － ３ 新 疆 ７ ６ － １
内蒙古 ２ １ － １ 内蒙古 ２ １ － １

　 　

综合五年经济发展质量与经济发展数量的对比结果， 可见经济发展质量指

数可以更为充分地表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西部各个省份中重庆、 内蒙古、 陕

西、 宁夏经济发展质量与数量均位于前列， 各方面指数表现优异。 云南凭借绿

色发展维度的显著优势提高自身经济发展质量， 但在其他维度方面差强人意，

造成经济发展质量无法实现对地区经济数量增长的拉动； 四川创新、 开放、 共

享三大发展维度均有高速发展， 不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然而由于绿色、 协调

发展维度的落后， 造成四川经济发展数量并没有出现显著提升。 青海经济发展

数量位列西部地区中段， 受制于创新与开放发展维度， 青海经济发展质量令人

担忧。 西部地区其他省份经济发展质量各维度均较差， 造成经济发展质量与数

量均落后于其他省份。

四　西部地区谋求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政策

我们对过去五年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态势、 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短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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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总结和梳理， 并在此基础上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测度并研判了西部地区的经

济发展质量。 针对上述分析结果以及发现的问题， 下一步宜采取必要的措施，

以推动西部地区谋求高质量、 实现更高水平的持续发展。

第一， 西部地区要坚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发挥后发优势以创新引领经济

社会发展。 一是西部地区应把创新摆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在产业

创新、 科技创新、 开放创新、 人才强区、 营造创新生态等方面实现突破发展。

聚焦产业创新， 加速提升传统产业、 着力培育新兴产业、 提档发展现代服务业

等举措， 大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引导企业加大投

入、 培育科技型企业、 支持产学研协同创新、 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 增强

企业创新发展能力； 围绕打造生机勃勃的创新生态， 强化东西部合作机制、 构

建多层次 “双创” 载体。 二是西部地区应发挥后发优势， 在推进技术创新方

面谋求发展新思路。 以市场为导向， 在加大技术创新投入的同时， 借鉴和发挥

“贵州经验”， 加快建设具有后发优势的创新型省份和区域。 特别是构建和营

造一个鼓励创新、 崇尚创新、 支持创新的环境以及加大顶层设计， 在落后地区

不断提升技术能力， 实现创新驱动、 技术革新的 “弯道超车”。 三是西部地区

在创新发展中要错位发展， 有序分工。 特别是西部地区的三大中心城市， 重庆

定位为西部创新中心、 成都定位为西部地区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西安定位为

“一带一路” 创新之都， 三大中心城市及城市群应合理分工， 错位发展， 发挥

比较优势， 切莫无序竞争， 内部恶性竞争。

第二， 西部地区要重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促进城乡、 区域和

经济社会等协调发展。 协调发展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西部地区的协调

发展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要培育西部地区产业集群， 以产业结构调整和升

级带动区域协调发展。 西部地区地域广阔， 各地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有较大差

异， 应因地制宜着力打造有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集群。 在不同的区域错落发

展， 有序分工， 并通过龙头城市的扩散效应和关联效应带动周边区域的共同发

展， 从而解决区域内各地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 第二个层

次要坚持 “双轮” 推进， 扭转西部地区严重的城乡分割。 西部地区在发展中

不仅要依托中心城市及重点区域， 同时要注重提升县域经济， 发展现代农业，

城乡 “双轮” 推进。 在农业基础较好区域， 培育优势农业， 加强农业服务体

系建设， 拉长农业产业链， 形成特色农业产业。 在困难偏远地区， 加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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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 “输血” 的同时因地制宜的探索 “造血” 的机制和方式， 形成此类地

区自主的发展模式。 总之多策并举， 反哺农业， 关爱农村， 重塑农村， 促进城

乡一体化的发展。 第三层次西部地区在发展中要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

“一条腿长、 一条腿短” 的矛盾。 西部地区在发展中不宜操之过急， 应循序渐

进， 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 而不是偏废一方， 让社

会 “短板” 成为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 注重经济发展的提质增效、 行稳致远。

第三， 西部地区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促进经济社会与人和谐发展。 众所

周知， 西部地区是我国资源富集区， 同时也是生态环境脆弱区。 西部地区在发

展中突出的生态环境与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未来要坚定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 一是要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并重， 转变长期以来

过度依赖资源开发和高耗能、 高污染的工业化模式， 治理由于资源开发、 环境

保护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导致的突出的环境问题。 二是要实现产业升

级与环境保护的相得益彰。 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主要通过地方政府引导的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与生态工业和新型产业建设， 来推动环境治理、 生态保护和可持

续发展。 在满足国家环境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要求的同时， 也保障了地方

财政收入， 制造了 “绿色 ＧＤＰ”。 三是要加强生态环境制度建设， 建立长效发

展机制。 要改革和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用制度的笼子来约束和规范西部地

区环境保护。 同时建立健全政府、 企业和公众共同参与的长效机制， 需要探索

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现实需求的制度途径， 进而带来环境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促

进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逐步形成西部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局面。

第四， 抓住 “一带一路” 建设的历史机遇， 提升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水

平， 以全面开放获得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 加强 “一带

一路” 建设同西部开发、 东北振兴、 中部崛起、 东部率先发展、 沿边开发开

放的结合， 带动形成全方位开放、 东中西部联动发展的局面。 西部地区正由开

放的末梢变为开放的前沿， 在此： 一是西部地区加大开放力度， 首要问题要抓

住开放前沿的机遇。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打通我国边境通道， 西部地区要发

挥自身资源优势， 特别是运用打通的国际物流大通道， 降低自身物流成本， 发

挥地缘优势， 密切与向西的国家以及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联系， 进而实现

双向互动。 二是以产能合作为重点， 把西部地区特色转化为经济优势， 形成西

部地区开放新格局。 西部地区加强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能合作。 加强

８２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新时代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态势与成就

能源资源深加工技术、 装备与工程服务合作， 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

产业链。 以自由贸易为起点， 连接陕西、 新疆、 青海、 宁夏， 促进大西北跨区

域经济协作， 强化大西北地区与中亚五国的合作与交流， 逐步扩大与中亚各国

多方面的经贸合作领域， 奠定中国 －中亚自由贸易区的重要基础。 三是鼓励西

部企业壮大实力， 实施 “走出去” 战略， 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

投资。 特别是鼓励西部企业与沿线国家主要交通节点城市和港口开展合作， 建

设境外经贸合作区、 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 促进西部地区企业集

群、 行业集群、 产业集群等的良好发展格局， 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获得新的动

力。

第五， 西部地区应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 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的成果。

《西部大开发 “十三五” 规划》 强调西部开发要突出持续推进民生改善。 一是

把精准扶贫和贫困地区开发结合起来， 提高脱贫攻坚成效。 西部地区作为脱贫

攻坚的 “主战场”， 继续采取产业扶持、 转移就业、 易地搬迁、 社保兜底等方

式来推进民生改善。 支持教育、 医疗等资源向西部地区、 民族地区倾斜， 继续

提高重点高校西部招生比例， 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二是西部地区要不断改

善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西部地区互联互通的程度。 西部地区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和独特的区位优势， 应借着 “一带一路” 的东风， 统筹推

进铁路、 公路、 航空、 油气管道、 城市轨道交通等多元化运输手段。 特别是实

施规划确定的 “五横四纵四出境” 综合运输大通道建设， 加快打通 “断头

路”， 提升乡村公路水平， 着力破解道路瓶颈， 增加西部开发的可持续发展的

支撑能力， 同时让更多的人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提升西部地区人民幸福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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