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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部作为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 虽然近几年来在全国经济下行

的压力下取得了较为快速的增长， 但深入分析发现， 西部地区

仍是以投资驱动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 这种粗放的经济发展方

式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要求。 在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为主要发展目的， 以创新为主要发展动力的新时代， 西部地区

应抓住以互联网、 物联网等技术创新为驱动的新经济大发展所

带来的历史机遇， 改变各级地方政府观念、 加大互联网基础设

施建设、 加速培养并吸引相关人才， 利用 “互联网 ＋ 农业”

“互联网 ＋旅游业”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改变过去以资源消耗

和以投资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进而促使劳动者更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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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来， 以更好地实现共享发展。

关键词：　 西部地区　 共享发展　 互联网　 物联网　 创新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召开的党的第十八届五中全会上， 为了破解当今经济发展的

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

并对这五大发展理念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在会议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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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称 《建议》） 中指出： “共享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

果由人民共享， 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 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

得感， 增强发展动力， 增进人民团结， 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① 共享发

展理念的实质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进而实现共同富裕②。

一　共享发展的基本特征及内涵分析

（一）共享发展的内涵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享经济的内涵，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１） 共享主体

的全民性。 经济发展是手段， 共享是目的， 而共享的主体是人民。 左鹏指出，

发展成果主体应是全社会成员， 其是发展成果的创造者， 且应该突出劳动人民

的主体地位③。 邱耕田则指出， 共享发展的主体不仅仅包括当代人， 而且应该

延续到后代， 共享的范围应超越时空的限制④。 苗瑞丹则指出， 共享成果应侧

重于全体人民中的弱势群体， 这是共享发展中的重要问题⑤。 （２） 共享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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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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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
习近平：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

讲话》，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
左鹏： 《共享发展的理论蕴涵和实践指向》，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邱耕田： 《人民主体视域下的共享发展》， 《学习时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９ 日。
苗瑞丹： 《西方公正理论对我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问题的启示》， 《理论导刊》 ２０１２ 年第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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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性。 即共享包括国家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等各方面的发展成

果， 从而保障人民各方面的合法权益。 即共享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

应该有更广泛的内涵。 如王永友等指出， 共享不仅仅包括在物质层面上实现共

同富裕的经济共享， 还应包括文化共享①。 吴忠民则指出应该从社会福利、 社

会救济等方面划分共享成果， 应满足每个社会成员基本的生存条件②。 任俊华

指出共享还应包括生态共享和社会共享， 即达成人与人之间、 人与自然之间的

共享关系③。 因为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民从原有解决温饱的问

题逐渐转向了要实现人自我发展的需要， 共享的内容也就更加地全面。

（３） 共享成果的差异性。 共享发展中强调的公平正义并不等同于平均共享，

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不同的， 且每个人能力及客观因素的影

响， 无差别的劳动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 共享应是有差异的。 再者， 目前我

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财富积累的程度远没有达到可以均等共享成

果的阶段。 共享发展理念并不是要消除差距， 人人平均， 而应该是得到与他们

所做贡献相一致的收入， 实现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同步发展④。 共享

发展不仅需要政府能够提供机会平等的社会， 也需要人民提高自身的能力水平，

以获得更多的成果。 即共享发展并不是平均共享， 而是在公平的环境下根据自身

的能力获得差异性的共享， 进而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 共享发展成果。 （４） 共

享过程的参与性。 人人参与、 人人尽力是人人共享的前提， 即人民作为社会财富

的创造者， 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财富创造、 生产力提高的过程中， 而不是

被施舍、 被照顾。 也只有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主动性， 积极参与到经济社会建设

中， 不断累积物质财富， 这样才能实现发展成果上的人人共享。 左鹏、 曹爱军指

出， 实现全体人民都能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前提是以参与为起点的， 只有激

发全体人民充分参与建设的激情和能力， 在有一定物质基础的积累上， 才能分享

发展成果， 但同时也要注意防止人民不能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现象⑤。

１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王永友、 史君： 《 “文化共享” 理念的理论演进与实践逻辑》， 《南京社会科学》 ２０１６ 年第１ 期。
吴忠民： 《论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２００２ 年第 ６ 期。
任俊华： 《五大建设视域中的共享发展》， 《学习时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
王淑芹： 《正确理解五大发展理念的内涵和要求》，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左鹏： 《共享发展的理论蕴涵和实践指向》，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曹爱军：
《包容性发展： 战略要义与政策路径》，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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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享发展所涵盖的范畴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是一个抽象的、

玄奥的概念， 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 止步于思想环节， 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

展的各个环节。”① 即共享发展应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 包括生产、

分配、 交换和消费， 而不仅仅局限于分配和消费环节。 事实上， 共享发展， 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 归结起来就是两个层面： 一是将 “蛋糕” 努力做大；

二是分好 “蛋糕”。 将蛋糕做大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和提高创新能力， 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 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分好 “蛋糕” 是要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

感， 以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是从共享和发展角度看的。 同

时， 如果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去理解的话， 既包括了宏观社会领域， 也包括了微

观的企业层面。 正如 《建议》 中第七部分所指出的， 共享发展的具体领域包

括了教育、 收入差距、 医疗健康及社会保障、 解决贫困问题等， 这是宏观层面

的问题。 与此同时， 《建议》 中明确提到 “建立和谐劳动关系” “完善最低工

资增长机制” 等， 这是微观层面的。 可见， 共享发展是贯穿于整个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逻辑主线， 是宏观与微观的统一。

在此， 需要说明的是， 如上所述， 共享发展包括的内涵丰富， 但鉴于本书

其他章节会详细分析生产发展、 社会保障及贫困等共享发展的相关问题， 本章

仅就分配层面的共享发展问题做一深入讨论， 即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探讨西部地

区在新时代共享发展的问题。

二　新时代西部地区共享发展的基础及必要性分析

（一）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为共享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

改革开放初期，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整体安排， 根据区域划分为 “东部、 中部、

西部” 三大经济带， 借于地域的优势， 东部沿海地区首先获得了开放的政策支持，

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而西部地区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 处于内陆地区， 对

２９２

①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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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易交流较少， 加之政策对于中东部的倾斜，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一直落后于

中东部地区。 为了平衡经济的发展， 国家于 ２０００ 年提出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 经

过十几年的发展， 虽说与中东部的差距仍然较大， 但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支持下，

西部各省份及地区经济取得快速的发展。 加之， ２０１３ 年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

西部地区作为 “一带一路” 的重要沿线地区，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 使占国土面

积三分之二的西部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 伴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 对外贸易力

度也逐年增强。 在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下行的压力下， 西部地区却借助自身的优势，

取得较为快速的发展。 如表 １ 所示， ２０１７ 年西部地区经济在全国 ３１ 个省份 （港澳、

台地区除外） 中， ＧＤＰ 增长速度前四的全是西部的省份： 贵州、 西藏、 云南、 重

庆， 其增速分别为 １０ ２％、 １０％、 ９ ５％、 ９ ３％， 位于前十的还包括四川和陕西，

分别为 ８ １％和 ８％， 而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６ ９％的还有广西和青海， 即在西部地区

的 １２ 个省份中有 ８ 个超过了全国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 实际上， 西部地区近些年

经济增长的速度都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如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 年， 西部、 中部、 东部地

区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 ９ ２％、 ８ ７％、 ８ ２％， 东北地区为 ５ ３％， 可见， 在四大区

域板块中， 西部经济在近些年一直是独占鳌头的。

表 １　 ２０１７ 年全国各省份 ＧＤＰ 增速

排名 地区 ＧＤＰ 增速（％ ） 排名 地区 ＧＤＰ 增速（％ ）

１ 贵州 １０ ２ １７ 山东 ７ ４
２ 西藏 １０ ０ １８ 广西 ７ ３
３ 云南 ９ ５ １９ 青海 ７ ３
４ 重庆 ９ ３ ２０ 江苏 ７ ２
５ 江西 ８ ９ ２１ 山西 ７ ０
６ 安徽 ８ ５ ２２ 海南 ７ ０
７ 福建 ８ １ ２３ 上海 ６ ９
８ 四川 ８ １ ２４ 河北 ６ ７
９ 陕西 ８ ０ ２５ 北京 ６ ７
１０ 湖南 ８ ０ ２６ 黑龙江 ６ ４
１１ 湖北 ７ ８ ２７ 吉林 ５ ３
１２ 河南 ７ ８ ２８ 辽宁 ４ ２
１３ 浙江 ７ ８ ２９ 内蒙古 ４ ０
１４ 宁夏 ７ ８ ３０ 甘肃 ３ ６
１５ 新疆 ７ ６ ３１ 天津 ３ ６
１６ 广东 ７ ５

　 　 数据来源： 根据各省份 ２０１７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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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下， 西部地区经济的总量也较之前有了明显的提高。 如

表 ２ 所示， 西部地区在全国各省份中 ＧＤＰ 总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各省份的

位次也前进了不少， 其中， 四川、 陕西、 广西、 重庆及云南分别位于第 ６、

１５、 １７、 １８、 ２０ 名。

表 ２　 ２０１７ 年全国 ＧＤＰ 总量及排名

单位： 亿元

排名 地区 ＧＤＰ 总量 排名 地区 ＧＤＰ 总量

１ 广东 ８９８７９ ２３ １７ 广西 ２０３９６ ２５

２ 江苏 ８５９００ ９４ １８ 重庆 １９５００ ２７

３ 山东 ７２６７８ １８ １９ 天津 １８５９５ ３８

４ 浙江 ５１７６８ ２６ ２０ 云南 １６５３１ ３４

５ 河南 ４４９８８ １６ ２１ 黑龙江 １６１９９ ８８

６ 四川 ３６９８０ ２２ ２２ 内蒙古 １６１０３ １７

７ 湖北 ３６５２２ ９５ ２３ 吉林 １５２８８ ９４

８ 河北 ３５９６４ ００ ２４ 山西 １４９７３ ５１

９ 湖南 ３４５９０ ５６ ２５ 贵州 １３５４０ ８３

１０ 福建 ３２２９８ ２８ ２６ 新疆 １０９２０ ０９

１１ 上海 ３０１３３ ８６ ２７ 甘肃 ７６７７ ００

１２ 北京 ２８０００ ３５ ２８ 海南 ４４６２ ５４

１３ 安徽 ２７５１８ ６７ ２９ 宁夏 ３４５３ ９３

１４ 辽宁 ２３９４２ ００ ３０ 青海 ２６４２ ８０

１５ 陕西 ２１８９８ ８１ ３１ 西藏 １３１０ ６３

１６ 江西 ２０８１８ ５０

　 　 数据来源： ２０１７ 年全国各省份经济总量 ＧＤＰ 排名一览表，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ｒｃｊｃｎ ｃｏｍ ／ ｎ ／ ２５９３２０＿
ａｌｌ ｈｔｍｌ。

（二）西部经济共享发展中的问题及必要性分析

1 居民部门并未完全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西部地区经

济取得快速发展的前提下， 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得到了普遍提高， 进而收入的排

名也有所改善 （见表 ３）。 但同时也要注意到， 由于西部地区原有基础薄弱，

大多数的西部省份的居民收入水平仍然较低， 在全国中的位次大多处于较后位

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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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如新疆、 广西、 青海、 云南、 贵州、 甘肃、 西藏 ７ 个省份在 ２０１７ 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中是连续居于最后几位的， 即西部地区的居民并未充分分享到经济

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成果。

表 ３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情况

排名 地区
２０１７ 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元）
２０１６ 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元）
名义增长率

（％ ）
实际增长率

（％ ）
１ 上海 ５８９８７ ９６ ５４３０５ ００ ８ ６２ ６ ９２
２ 北京 ５７２２９ ８３ ５２５３０ ００ ８ ９５ ７ ２５
３ 浙江 ４２０４５ ６９ ３８５２９ ００ ９ １３ ７ ４３
４ 天津 ３７０２２ ３３ ３４０７４ ００ ８ ６５ ６ ９５
５ 江苏 ３５０２４ ０９ ３２０７０ ００ ９ ２１ ７ ５１
６ 广东 ３３００３ ２９ ３０２９６ ００ ８ ９４ ７ ２４
７ 福建 ３００４７ ７５ ２７６０８ ００ ８ ８４ ７ １４
８ 辽宁 ２７８３５ ４４ ２６０４０ ００ ６ ８９ ５ １９
９ 山东 ２６９２９ ９４ ２４６８５ ００ ９ ０９ ７ ３９
１０ 内蒙古 ２６２１２ ２３ ２４１２７ ００ ８ ６４ ６ ９４
１１ 重庆 ２４１５２ ９９ ２２０３４ ００ ９ ６２ ７ ９２
１２ 湖北 ２３７５７ １７ ２１７８７ ００ ９ ０４ ７ ３４
１３ 湖南 ２３１０２ ７１ ２１１１５ ００ ９ ４１ ７ ７１
１４ 海南 ２２５５３ ２４ ２０６５３ ００ ９ ２０ ７ ５０
１５ 江西 ２２０３１ ４５ ２０１１０ ００ ９ ５５ ７ ８５
１６ 安徽 ２１８６３ ３０ １９９９８ ００ ９ ３３ ７ ６３
１７ 河北 ２１４８４ １３ １９７２５ ００ ８ ９２ ７ ２２
１８ 吉林 ２１３６８ ３２ １９９６７ ００ ７ ０２ ５ ３２
１９ 黑龙江 ２１２０５ ７９ １９８３８ ００ ６ ８９ ５ １９

２０ 陕西 ２０６３５ ２１ １８８７４ ００ ９ ３３ ７ ６３

２１ 四川 ２０５７９ ８２ １８８０８ ００ ９ ４２ ７ ７２

２２ 宁夏 ２０５６１ ６６ １８８３２ ００ ９ １８ ７ ４８

２３ 山西 ２０４２０ ０１ １９０４９ ００ ７ ２０ ５ ５０

２４ 河南 ２０１７０ ０３ １８４４３ ００ ９ ３６ ７ ６６

２５ 新疆 １９９７５ １０ １８３５５ ００ ８ ８３ ７ １３

２６ 广西 １９９０４ ７６ １８３０５ ００ ８ ７４ ７ ０４

２７ 青海 １９００１ ０２ １７３０２ ００ ９ ８２ ８ １２

２８ 云南 １８３４８ ３４ １７３０２ ００ ９ ８２ ８ １２

２９ 贵州 １６７０３ ６５ １５１２１ ００ １０ ４７ ８ ７７

３０ 甘肃 １６０１１ ００ １４６７０ ００ ９ １４ ７ ４４

３１ 西藏 １５４５７ ３０ １３６３９ ００ １３ ３３ １１ ６３

　 　 数据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２０１７ 年全国及各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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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２０１７ 年西部地区各省份 ＧＤＰ 总量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处于不同的

位置， 且差距较大， 如四川、 陕西、 广西、 云南在 ２０１７ 年其 ＧＤＰ 总量分别位

于全国的第 ６、 １５、 １７、 ２０ 位， 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却分别居于第 ２１、 ２０、 ２６、

２８ 位， 较大的位次差距说明了在这些省份的人民并未很好地分享到快速经济

发展带来的成果 （见表 ４）。

表 ４　 ２０１７ 年西部各省份及地区 ＧＤＰ 总量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中的位次

地区 ＧＤＰ 总量的位次
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位次
地区 ＧＤＰ 总量的位次

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位次

四川 ６ ２１

陕西 １５ ２０

广西 １７ ２６

重庆 １８ １１

云南 ２０ ２８

内蒙古 ２２ １０

贵州 ２５ ２９

新疆 ２６ ２５

甘肃 ２７ ３０

宁夏 ２９ ２２

青海 ３０ ２７

西藏 ３１ ３１

　 　 数据来源： 根据各省份 ２０１７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2 西部城乡收入差距较大

西部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长

速度一直较为缓慢， 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堪忧。 一直以来， 城乡收入比都

是处于较高的水平， 其大多年份城乡收入比均在 ３ ０ 以上， 高于当时的全

国平均水平。 其中，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９ 年期间西部地区城乡收入比一直在 ３ ５ 以

上， 最高年份达到 ３ ７６， 之后虽有所下降， 但也一直保持在高位。 从 ２０１７

年全国及各省份城乡收入比来看， 全国的平均城乡收入比为 ２ ７１， 而西部

１２ 个省份中有 ９ 个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且连续位于全国城乡收入比的

前 ９ （见表 ５）。 可见， 虽然近些年来西部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全国的排名快

速上升， 但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状况的改善还是很缓慢的， 经济快速发展的

成果更多地由城镇居民分享， 对于最广大的农村居民来说， 获得的经济成

果较少。

６９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新时代西部地区共享发展

表 ５　 ２０１７ 年全国及各省份城乡收入比

排名 地区 城镇 农村 收入比

１ 甘肃 ２７７６３ ４０ ８０７６ ０６ ３ ４４

２ 贵州 ２９０７９ ８４ ８８６９ １０ ３ ２８

３ 云南 ３０９９５ ８８ ９８６２ １７ ３ １４

４ 青海 ２９１６８ ８６ ９４６２ ３０ ３ ０８

５ 陕西 ３０８１０ ２６ １０２６４ ５１ ３ ００

６ 西藏 ３０６７１ １３ １０２６４ ５１ ２ ９７

７ 内蒙古 ３５６７０ ０２ １２５８４ ２９ ２ ８３

８ 新疆 ３０７７４ ８０ １１０４５ ３０ ２ ７９

９ 宁夏 ２９４７２ ２８ １０７３７ ８９ ２ ７４

１０ 全国 ３６３９６ ９４ １３４３２ ００ ２ ７１

１１ 山西 ２９１３１ ８１ １０７８７ ５１ ２ ７０

１２ 广西 ３０５０２ ０７ １１３２５ ４６ ２ ６９

１３ 湖南 ３３９４７ ９４ １２９３５ ７８ ２ ６２

１４ 广东 ４０９７５ １４ １５７７９ ７４ ２ ６０

１５ 北京 ６２４０６ ３４ ２４２４０ ４９ ２ ５７

１６ 重庆 ３２１９３ ２３ １２６３７ ９１ ２ ５５

１７ 辽宁 ３４９９３ ３９ １３７４６ ８ ２ ５５

１８ 四川 ３０７２６ ８７ １２２２６ ９２ ２ ５１

１９ 安徽 ３１６４０ ３２ １２７５８ ２２ ２ ４８

２０ 山东 ３６７８９ ３５ １５１１７ ５４ ２ ４３

２１ 海南 ３０８１７ ３７ １２９０１ ７６ ２ ３９

２２ 福建 ３９００１ ３６ １６３３４ ７９ ２ ３９

２３ 河北 ３０５４７ ７６ １２８８０ ９４ ２ ３７

２４ 江西 ３１１９８ ０６ １３２４１ ８２ ２ ３６

２５ 河南 ２９５５７ ８６ １２７１９ １８ ２ ３２

２６ 湖北 ３１８８９ ４２ １３８１２ ０９ ２ ３１

２７ 江苏 ４３６２１ ７５ １９１５８ ０３ ２ ２８

２８ 上海 ６２５９５ ７４ ２７８２５ ０４ ２ ２５

２９ 吉林 ２８３１８ ７５ １２９５０ ４４ ２ １９

３０ 黑龙江 ２７４４５ ９９ １２６６４ ８２ ２ １７

３１ 浙江 ５１２６０ ７３ ２４９５５ ７７ ２ ０５

３２ 天津 ４０２７７ ５４ ２１７５３ ６８ １ ８５

　 　 数据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２０１７ 年全国及各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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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部地区仍是以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为主，收入分配更多向政府部门

倾斜

近年来，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较快， 很多省份名列前茅， 但是深入

分析西部经济增长的因素， 发现西部经济发展的方式仍是投资驱动型。 由表

６ 可知， ２０１６ 年绝大多数地区的投资率过高， 其中青海、 宁夏、 西藏、 云

南、 新疆五个省份投资率位居全国前 ５， 青海、 宁夏、 西藏的投资率超过

１００％ ， 在西部 １２ 个省份中除重庆和四川外， 其余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６５％ ）。 再进一步分析内部投资结构， 发现西部地区绝大多数投资率畸高，

主要是由于政策拉动是在以 “铁公机” 为代表的基建投资， 以市场驱动的民

间投资疲软， 而以政府政策驱动的投资是难以为继的， 且常常伴随着投资效

率低下的问题。

表 ６　 ２０１６ 年全国各省份投资率排名

排名 地区 投资率（％ ） 排名 地区 投资率（％ ）

１ 青海 １３８ ６ １７ 河北 ５８ １
２ 宁夏 １２０ ８ １８ 福建 ５７ ７
３ 西藏 １０１ １９ 湖北 ５７ ５
４ 云南 ９４ ２０ 重庆 ５３ ８
５ 新疆 ８９ ８ ２１ 湖南 ５３
６ 河南 ７３ ２２ 安徽 ５１ ２
７ 山西 ７２ ５ ２３ 山东 ５０ ９
８ 内蒙古 ６９ ６ ２４ 江西 ５０ ３
９ 贵州 ６９ ６ ２５ 四川 ４９ １
１０ 吉林 ６８ ７ ２６ 浙江 ４５ ３
１１ 甘肃 ６７ ７ ２７ 辽宁 ４３ ５
１２ 广西 ６７ ５ ２８ 广东 ４２ ９
１３ 陕西 ６６ ５ ２９ 江苏 ４２ ８
１４ 海南 ６３ ６ ３０ 上海 ４０ ２
１５ 黑龙江 ６０ ８ ３１ 北京 ３９ ２
１６ 天津 ５９ ２

　 　 数据来源：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整理而得。

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 特别是以政府驱动投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

不仅是经济结构的畸形化， 同时也会带来居民部门收入偏低的情况。 现有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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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 以高投资为主的经济格局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而这种资本偏向

型发展模式， 直接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致使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

比例不断降低。 众所周知， 我国长期以来经济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 在很大

程度上是以高投资和高出口为继的， 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有意压低工资标

准， 同时为了在国际贸易中以价格优势增加出口， 导致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一

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这也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相关， 在发展的初级阶

段， 资本偏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必然会带来劳动力要素被资本要素替代的现象，

劳动力要素的收入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呈现下降的趋势。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

结构的调整， 会逐渐改变劳动力要素收入偏低的现象， 因为当经济进入较高水

平时， 以服务业和制造业为偏向的经济结构会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 这与

我国过去长期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完全相吻合， 在西部地区尤为明

显。 在建国初期， 便确定了西部地区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 而重工业是

资本偏向型的， 对于就业的带动并不显著， 从而使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水平和

生活状况一直落后于全国， 人民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非常有限。 在我国经济

发展进入新时代后， 西部地区的各项经济政策应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与时俱进

调整相关的产业政策， 改变以投资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 借助以互联网、 物联

网、 大数据等新的高科技手段， 促进西部经济结构的转型， 大力发展新兴行

业、 新兴农业、 新兴服务业等。 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发展， 会改善就业状况， 进

而改善西部地区居民的收入状况。

三　新时代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契机

（一）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了新时代， 我国经济发展

也进入了新时代。 经济由过去以追求速度为主的发展方式， 转向了追求质量的发

展， 经济发展的动力也从传统的以要素驱动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以创新驱动的经济

发展方式。 新时代，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 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１） 从高

速发展转为高质量发展。 众所周知，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 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增

长， 但同时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现象， 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 以投资驱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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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导致投资效率愈来愈低的同时， 在资本偏向的发展中， 经济

快速发展的成果并未由居民部门获得， 而是更多地流向了政府及企业部门。 这种

状况在西部尤为明显， 居高不下的投资率虽然刺激西部地区经济取得了较为快速

的增长， 但同时也带来了重复投资、 投资效率低下、 经济结构畸形的现象。 新时

代， 对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挑战， 也带来了机遇。 （２） 经济结构战略性

调整。 经济的发展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这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问

题的关键， 也是解决西部经济发展的关键。 伴随着国家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 我

国经济发展所处的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改变， 经济的发展形态向更高级的、 结构

更合理的发展阶段演化。 特别是西部过去以资源开采、 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

式， 越来越多地受到了环境的约束， 以资源耗竭、 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的低效率

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改变迫在眉睫。 （３） 以创新为根本动力。 “加快建设

创新型国家” 是党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 明确了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 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而创新主要包括创新的体制机制、 创

新的动力及创新的主体。 创新的体制机制则包括生产效率、 投入与产出效率等，

但核心是资源的配置效率。 如何将资源有效率地分配到各个环节， 才会实现效用

最大。 这一点， 在十九大报告中也给予了阐释， 即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 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从创新的动力看， 科技是创新的主要推动力。

在经济的发展史上， 无论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还是以电力为代

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再到以计算机兴起为代表的信息化革命， 科技的不断创新

为经济的增长注入了无限的活力， 每一次大的经济飞跃和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都

是以科技创新为依托的。 当前， 伴随以物联网、 互联网、 区块链为核心的技术的

不断发展， 新的经济结构也逐渐会形成。

（二）新时代互联网等新经济对经济发展及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

里夫金在 《零边际成本社会》 中指出： “纵观历史， 大规模经济转型都出

现在人类发现新能源并建立新通信媒介之时。”① 互联网、 物联网等新的技术

方式 正 在 改 变 着 传 统 的 经 济 模 式， 也 将 带 来 一 种 新 的 经 济 范 式。 如

００３

① 〔美〕 杰里米·里夫金： 《零边际成本社会》， 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 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６，
第 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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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 ”带动电商的快速发展， 线上线下改变了传统的消费方式； Ｐ２Ｐ 平台

拆除了金融行业准入壁垒， 降低了成本， 可以在远低于传统交易成本的情况下

提供各项服务； 在服务行业则更是层出不穷， 如 ａｉｒｂｎｂ （爱彼迎）、 优步和阿

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 这些新兴服务行业的兴起， 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带

来了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 使居民更多地分享到了 “互联网 ＋ ” 这种经济新

形态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成果， 促使我国的收入分配更多地朝着居民部门方向，

逐渐地在改变着过去长期以来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的格局， 有力地促进了我国

收入分配格局向合理的方向完善①。

1 大力发展互联网等新经济，调整西部地区经济结构，促进人民分享经济发

展的成果

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一直存在投资率偏高、 重工业比重过高、 第三产业发

展滞后等问题。 从全国的数据分析看， 互联网等新经济形态能够有效地调整产

业结构， 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如， ２０１７ 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 ２１ ８３ 万

亿元， 同比增长 ２４ ６％ ， 增速较 ２０１６ 年提高了 １０ ２ 个百分点②。 这些新兴的

互联网经济， 如共享类、 文娱类、 网约车类、 社交类、 互联网金融类、 物流

类、 零售类等主要集中于服务行业， 有效地拉动了经济的增长， 特别是随着移

动互联网的发展， 随时随地的互动方式极大地刺激了消费的需求， 同时也激发

了创业的热情， 催生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同时， 在以互联网为主的新技术对传

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中， 企业的生产和商业的运营需要很多环节， 如产品的研

发、 生产制造、 市场调研、 客户服务等， 在这些方面会需要大量的人才， 进而

有效地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同时也催生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劳动要素

在市场的作用下自然会流动到这些收益较高的新型行业， 会促进劳动要素收入

的提升。 西部地区如果能够抓住新的历史机遇， 大力发展新经济， 促使互联

网、 物联网等新经济与原有传统产业的改造， 将有效提高西部地区服务业在经

济中的比重， 并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 提高就业率， 促

使收入分配更多地向居民部门转型。

１０３

①

②

韩海燕、 姚金伟： 《 “互联网 ＋ ” 新经济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ｙｘｔｖｇ ｃｏｍ ／ ｔｏｕｔｉａｏ ／ ５０９５７２７ ／ 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Ａ１３５０Ｑ００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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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时代西部地区应发展以创新为主要驱动的新经济，催生更多的就业岗

位，促进人民收入水平的改善

由于互联网、 物联网等新经济的创新性， 互联网作为典型的技术驱动型

行业， 新兴经济业态的发展会不断刺激产生新兴行业， 且其不断的升级更新

需要大量的研究、 开发人员， 催生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根据 《２０１７ 瀚纳什亚

洲薪酬指南》 报告中的信息显示， 随着新兴行业的不断发展， 分工越来越

细， 对于人才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 仅在信息技术一项中会衍生出 “信息

技术电信开发、 信息技术架构、 信息技术业务” 等多个岗位， 而每一个岗位

会不断细化， 如信息技术开发这一岗位， 又可细分为 “方案与企业架构师、

网络设计师、 语音工程师、 技术架构师” 等。 并且， 由于其所具备的专业

性， 这些岗位的收入水平都较高， 年薪大多在 ２０ 万元以上。 如国内耳熟能

详的互联网公司， 其待遇也远超传统行业。 据有关数据显示， ２０１７ 年， 华

为、 百度、 腾讯、 京东在其招聘中对技术人才的薪酬分别为 ４０ 万 ～ ５０ 万元、

２５ 万 ～ ３０ 万元、 ２０ 万元、 ２０ 万元①， 这远高于其他行业具有相同学历者。

这充分验证了熊彼特的 “创造性毁灭理论”， 即能够适应新技术的个体会获

得更高的收入。 这些对于西部地区来说有很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方面应通过

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新兴行业的企业落地西部， 而这些新兴行业较高的收入水

平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本地居民的收入状况； 另一方面， 技术的外溢效应会

带动当地其他新兴相关产业的发展， 进而激发更多的创新， 催生更多的工作

岗位， 提升本地区的就业率及居民的收入水平， 促进当地居民更好地共享经

济发展的成果。

3 新时代西部地区促进新兴行业，能够有效拓宽居民的收入渠道，有效提高

低收入水平

互联网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不仅直接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

同时也改变了个体获得就业的渠道。 互联网带来了点对点的连接方式， 拓宽了

人们的交际面， 极大地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 同样也带来了更多获取就业信息

的渠道。 一项调查研究发现， 人们越来越多地利用网络这一方式搜索工作信

息。 数据显示， 在调查中有 ４０ ２％ 的人有通过网络找工作的经历， 主要的方

２０３

① 《２０１７ 瀚纳什亚洲薪酬指南》， ｌｉｎｋｅｄｉｎ ｃｏｍ ／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ｈａ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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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微信朋友圈 （３０ ６％ ）、 微信群 （２８ ５％ ）、 微信好友 （２６ ７％ ） 和 ＱＱ

（１７ ６％ ）①。 另外， 在传统经济中， 创新或创业由于其沉没成本较高， 以及传

统行业的排他性， 阻碍了大量的小微企业或初始创业者。 但是， 在互联网新经

济中， 共享是互联网发展的一大特征， 越多的用户参与越能促进企业的发展，

即没有了传统经济的排他性， 可以吸引更多人共同参与其中。 这在很大程度上

激发了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热情， 拓宽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来源。 这些新兴

经济形态为不同的群体创造了合适的就业机会， 并以更加自由、 更加多样化的

方式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但目前的问题是， 这些新兴的经济形态大多萌发

于中东部发达地区， 西部地区由于固有的观念较为根深蒂固， 对于新兴经济形

态的敏感度不足， 并没有较好地把握新经济带来的契机。

4 新时代西部地区应促进分享经济的发展，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收入分配结

构

“互联网 ＋ ” 促进了分享经济的快速发展， 而这种分享完全不同于传统意

义上熟人间的分享， 是在陌生人之间交换货物或服务， 这种行为方式能够远离

“中间人” 的操控， 从而重新分配整个价值链中的财富。 因为分享经济催生了

一种新型的社会分工方式， 改变了传统的雇佣模式和就业模式， 人们可以根据

自己的兴趣和技能， 灵活选择工作机会， 如教师利用业余时间做网络课程老

师、 传统手工艺人利用自己所具有的手艺满足人们个性化的需求、 知识付费、

普通的员工利用碎片时间在社交平台做起了微商等， 各种模式层出不穷。 有数

据显示， ２０１７ 年我国参与分享经济大约有 ７ 亿人， 比 ２０１６ 年增长了 １ 亿人，

在城镇新增 １００ 个就业中， 便有约 １０ 个是共享经济所创造的。 共享经济的市

场规模达到 ４ ９２ 万亿元②。 而共享经济的发展也有效改善了一些低收入群体

的收入水平， 以共享汽车为例， ２０１５ 年汽车共享司机的平均收入幅度达到了

８２％ ， 总共带来了约 ４６０ 亿万元的收入， 促使 １５４ 万名司机提高了收入水平，

使其中大部分摆脱了低收入困境③。

综上可见， 在 “互联网 ＋ ” 新经济形态下， 互联网改变了原有的就业方

３０３

①

②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腾讯研究院、 社交网络与赋能课题组： 《社交网络与赋能研

究报告》，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２２４３３５６３０＿ ２７４２９０。
罗兰贝格亚太总部： 《２０１８ 年中国汽车共享出行市场分析预测报告》，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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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拓宽了就业的渠道， 为中、 低收入阶层搭建了更为便利的平台使其参与到

经济的发展中来， 分享经济的成果。 引起一个国家收入差距的原因不在于经济

增长速度， 而在于增长方式。 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如果贫困和低收入人群能

够参与经济增长过程， 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收入差距将会缩小。

“互联网 ＋ ” 促使劳动者更多地参与到经济活动中， 分享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

收入分配的改善。

四　新时代西部地区大力发展新经济，

共享发展的政策建议

在西部地区长期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下， 收入分配更多地偏向资本

要素， 致使劳动要素收入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 即人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是

不充分的。 而互联网、 物联网等新兴的经济体在为经济注入新动力的同时， 可

以有效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从而改变过去西部以投资为主的驱动经济的发

展方式， 提升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例， 进而改善居民的收入状况， 使收入

更多地向居民部门倾斜。 而西部地区如何抓住这一历史的机遇， 充分发展互联

网、 物联网等新兴经济， 在提升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时， 可以有效改善

过去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状况， 使人民更多地共享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一）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要转变观念，以促进新经济发展，提高

居民收入水平

诚如狄更斯所言 “这是最好的时代， 这是最坏的时代”， 面对瞬息万变的

市场环境， 对各级政府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针对新经济中不断出现的新问

题， 要求地方政府能够及时处理各种新的状况， 这便要求政府首先要转变思

想， 由职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并利用新的媒介做到及时收集问题及时

处理。 如以网约车为例， 其在为大众带来出行便捷、 增加网约车司机收入的同

时， 其垄断经营、 运营安全以及供需不稳等问题也备受质疑。 国际上不同国家

出台了不同的应对政策， 美国科罗拉多州政府部门接受并认可网约车服务并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出台相关法律条例， 英国和法国虽然禁止了优步的专车服务， 但

由于市场的需求并没有停止其运行。 再以网络购物安全为例， 英国政府为了更

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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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促进这一新兴的消费方式， 同时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利益， 及时成立 “获

得网络在线安全” 组织， 通过行业自律和政府监管的方式促进其健康发展①。

可见， 面对新兴的经济形态， 世界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地调整着相关的制

度， 出台了不同的政策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在实践中寻找政府与市场

之间新的平衡点。 西部在面对新经济形态时， 有挑战也有机遇， 需要以积极的

态度应对。 首先， 政府需要营造一个自由开放、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建立并

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 “以更大的放， 更好的管， 更优的服” 来激发市场经济

的活力， 维持市场的秩序。 正如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 采取的 “先试验、 再

规范的” 方式并取得了成功。 确定的制度框架激励了创新行为， 促使改革的

成果得到持续化的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如今， 面对 “互联网 ＋ ” 瞬息

万变的市场环境， 市场的监管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这就更需要强有力的制度以

保障企业的健康发展。 而不同的地方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不断进行调整，

西部地区为了抓住新经济的历史机遇， 应该采取 “给风筝放线” 的监管模式，

避免相关政策过窄、 过细的现象， 在宽松的制度环境中不断测试其能飞多高，

可有效刺激新兴经济形态的发展，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 面对新时代新

经济的快速发展， 各种新的经济业态层出不穷， 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应根据当地

的实际情况， 完善地方的各项制度， 细化各项法律条例， 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新

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来促进新经济的发展。

（二）新时代西部地区应加大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提高互

联网普及率，以促进居民更好地参与经济的发展并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互联网的普及和广泛应用影响了知识储备和传播

的本质， 改变着知识传播的途径。 互联网的使用者可以通过便捷的途径获取有

用的信息资源， 也可以通过 “互联网 ＋ 教育” 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 从而进

一步提升西部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 进而获得较高的收入水平。 然而， 据第

４１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 截止到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底我国

５０３

① 郁建兴、 朱心怡： 《 “互联网 ＋ ” 时代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及其履行》， 《中国行政管理》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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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普及率为 ５５ ８％①， 即我国有近一半的人不能利用互联网带来的益处，

从这个角度讲， “数字鸿沟” 加剧了知识资源配置的不平衡， 即互联网的使用

者与非使用者的差距。 因为一方面， 能够使用互联网的劳动者会在新经济形态

下有效改善生活状态和收入水平， 但还有一部分人， 因不会使用互联网从而带

来新的不平等， 应加大对这部分人的培训使其分享新经济发展的成果， 尽量缩

小新的不平等。 而要消除这一差距， 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 如加快互联网

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 在城市建立免费的社区网络， 使低收入阶层也能免费使

用互联网， 在人口密度低的边远地区接入互联网， 开放电信市场， 以市场化和

政府支持相结合的方式提高互联网的普及率， 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由于互联网使

用所带来的收入差距。 另一方面， 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快速普及， 各种社交网络

也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及工作方式， 如国外的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Ｙｏｕｔｕｂｅ 等， 国内

的微信、 知乎、 新浪微博等。 人们以虚拟的身份进入了不同的社交网络进行交

流、 也可分享不同的信息资源， 而现在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由于每一个所接受教

育的不同， 工作性质的不同， 以及收入水平的不同， 逐渐被分为不同的群体，

而不同的群体所交流的信息也是不同的， 一般具有良好教育的人在社交网络中

可以获得有用的信息和资源， 拓宽了交往的水平。 经济学家格兰维特已证实了

“弱关系” 在找工作中的巨大作用， 弱关系对一个人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而收入水平较低者和教育水平较低者， 由于受到自身知

识的限制， 由于认知的限制， 在社交网络中仅仅停留在娱乐层面， 并未通过网

络改变获取新的知识和技能。 政府需要通过进入社区辅导收入阶层较低者引导

其加强 “互联网 ＋教育” 以提升其技能， 改善其收入状况。

因此对于西部地区而言， 首先是要加快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步伐， 以提高互

联网的普及率， 使更多的人能够通过互联网参与经济的发展。 其次是大力开展

数字扫盲工作， 地方政府应根据当地的情况建立相应的项目， 解决贫困人群难

以支付网络费用问题， 并通过社会组织机构进行社区数字扫盲计划， 促使更多

的低收入家庭能够通过使用互联网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 提高其获得工作的能

力和收入水平， 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６０３

① ＣＮＮＩＣ 发布第 ４１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ｃ ｇｏｖ ｃｎ ／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３１ ／ ｃ＿ １１２２３４６１３８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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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时代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应加速培养并吸引“互联网 + ”

等新兴产业所需的人才

西部地区在发展过程中， 一直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人才的缺乏， 这一方面是

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 另一个方面是缺乏能够吸引人才的制度因素， 如收入待

遇过低等问题。 新时代， 要改变原有西部地区以投资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 人

才特别是掌握新技术的人才尤为关键。 在以创新为主要推动力的新时代， 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新技术的应用与开发， 则更需要强有力人才的支撑。 而如今

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 面对新兴的行业以及不断细化的分工， 人才的短缺成

为新经济发展的掣肘。 《２０１７ 瀚纳什亚洲薪酬指南》 中显示： 对于 “你认为技

能短缺会影响到你公司的有效运作吗？”， 有 ９６％ 的被访者认为是会影响公司

发展的。 可见， 新兴技术人才的短缺问题是中国以及整个亚洲共同面临的问

题①。 而西部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离不开互联网对传统制造业、 传统服务业的

改造与融合， 在这一过程中也会产生大量人才的需求， 加之原本就面临的对高

级技术人才的短缺问题更加地凸显， 这必然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而经济保持

高质量且较高速的发展是共享发展的前提， 只有在保证一定经济发展速度的前

提下， 才有可能实现共享的发展。

可见， 西部在实现共享发展中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 培养并吸引大量

能够适应新技术要求的人才。 对于此第一， 西部地方政府应积极获取信息， 前

瞻性地指导当地高校及职业院校培养新经济所需的人才。 如互联网、 物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 跨境物流等应用层面的人才， 同时也要加强对基础开发领

域人才的储备工作， 为在基础开发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储备人才。 第二， 西部

地方政府应鼓励并加强企业与高校、 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 如鼓励企业针对科

研院所和高校建立系统的长期合作关系， 如对企业和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实习生

开展 “访问学者” 项目， 引导并鼓励企业优化企业环境， 增进其融入感和归

属感， 以吸引人才留在本地工作。 第三， 西部地区应建立更加开放的平台、 更

加优惠的政策吸引国内外优秀的人才到西部发展， 并制定新兴领域的相关政策

为创业者和从业者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 各级政府和企业应走出去， 加大对西

７０３

① 《２０１７ 瀚纳什亚洲薪酬指南》， ｌｉｎｋｅｄｉｎ ｃｏｍ ／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ｈａ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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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宣传力度， 创造更加优惠的政策和高额的薪酬吸引海内外优秀的人才到西

部工作。 第四， 有效依托 “互联网 ＋ 教育”， 建立社会化培训体系。 “互联网

＋教育” 的便利性， 为社会化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便利， 可以有效共享优秀的

师资资源。 西部地区更应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 一方面可以培训当地没有

技能的人提高技能水平， 促使其能够参与到新经济的发展之中； 另一方面， 在

西部经济结构的调整中， 必然会产生由于传统行业中产能过剩冗余出一部分人

才的情况， 而这些人是有一定技能基础的， 加强对这些人的转型培养， 使其成

为复合型的人才， 弥补新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才的短缺问题， 也可更好地解决其

就业的问题， 使这些人积极地投入经济发展过程中， 进而可以有效提高当地居

民的整体水平， 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四）新时代应助推西部地区“互联网 + 农业”的大发展，有效

提升西部农民的收入水平

根据 《２０１７ 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报告》 数据显示，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中国互联城镇普及率为 ７３ ３％ ， 网民约 ５ ５ 亿人， 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为

２６ ７％ ， 网民约 ２ ０１ 亿①。 可见， 农村与城镇居民在互联网的使用上有很大的

差距， 而对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来说， 互联网的普及率则更低。 前文所述， 西

部地区在传统经济的发展中， 存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 “互联网 ＋

农业” 通过物联网、 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作用于农业的生产过程， 可以有

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 西部地区资源丰富， 国

土面积广阔， 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但由于在传统的体制机制和

思维方式下， 农业生产方式粗放， 产业化水平不足， 导致农业生产效益低下。

这也是西部地区农民收入水平一直偏低的主要因素。 而如果能充分发挥互联网

在农业生产要素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 将会有效提升西部地区农业生产的效

率， 进而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 这些在较为发达的一些地区已取得了较大进

展， 有效提高了当地农民的收入水平。

但是西部地区， 农村互联网的使用情况确实明显偏低。 这一方面是源于西

８０３

① 《ＣＮＮＩＣ： ２０１７ 年第 ４０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解读》，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１９９ｉｔ ｃｏｍ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６１９８２７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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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农民的教育程度偏低， 思想观念较为封闭。 另一方面， 也是由于一些地

方政府和相关的企业没有意识到 “互联网 ＋ ” 时代对农业产生的重大影响，

仍然固守于传统的生产模式。 而农业作为典型的弱势产业， 需要政府的强力支

持。 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好统筹规划的各项功能， 从全局性和方向

性的角度， 利用系统思维对全领域进行科学系统的规划， 因地制宜制定区域特

色的发展规划。 同时， 继续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 改善农村的网络基础设施，

通过相关政策的激励， 鼓励相关企业参与到当地农村互联网农业的发展中， 以

带动当地农民积极参与其中。 第三， 农民作为 “互联网 ＋ 农业” 的主要使用

主体， 应采取各种方式鼓励并促使农民融入 “互联网 ＋ 农业”。 如可以通过对

互联网典型致富案例的宣传， 增加农民对互联网的兴趣。 同时， 指导并鼓励有

条件的农民和涉农企业利用网络平台从事农产品的营销工作， 这样会更多地带

动身边的农民融入互联网。 第四， 加大对西部地区教育力度， 并开展有针对性

的培训。 在新经济时代， 对于农民基本的教育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 这便要求

应进一步提升农民的基本文化素质水平， 使其能够适应新技术的发展。 同时，

也要大力开展有针对性的专业培训， 对现有农业专业的技术人员加大培训的力

度， 使其能尽快实现知识的更新， 以适应 “互联网 ＋ 农业” 发展的要求等。

总之， 西部地区农业发展也应借助新经济带来的历史机遇， 应用互联网这一新

的技术手段有效改善生产的效率， 改变原有农民较为保守的观念， 充分利用

“互联网 ＋农业”， 有效提升农业的生产效率， 提高西部地区农民的收入状况，

从而使西部农民在新时代、 新经济的带动下， 提高收入水平， 有效改善原有收

入水平较低状况， 促使农民更好地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五）新时代西部地区应助推“互联网 +旅游业”，实现共享发展

西部地区旅游资源丰富， 其独特的自然风光、 人文历史以及民族文化等具

有很大的潜力， 旅游业可以全面贯彻推行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的五大发展理念， 并可以助推西部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 促进产业升级。 目

前， 西部地区的旅游发展仍是以政府为主导的， 资源分散、 管理粗放， 严重阻

碍了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新时代， 以创新为主要特征的 “互联网 ＋ 旅游”

的模式已受到各个国家及地区的青睐， 西部地区应抓住这一历史机遇， 转变现

有的发展模式， 利用创新 ２ ０ 进行变革， 利用大数据、 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

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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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 “互联网 ＋西部旅游生态圈”， 促进西部地区旅游业健康持续地发展。 首

先， 西部应加快完善相关的网络基础设施及设备， 在此基础上创新行业内外组

织， 用信息技术实现西部旅游资源的数据化， 应用互联网 ＋等技术对传统的西

部旅游产业进行拓展、 优化和延伸。 整合西部各个地区的旅游资源， 建立西部

互联网旅游平台， 实现游客可以随时随地利用景区免费网络， 及时获取天气、

交通、 餐饮、 住宿等信息， 并实现景点全覆盖的多媒体介绍资料， 实现游客与

网络平台的互动， 以全方位实现数字化管理和经营。 其次， 实现旅游业的跨界

融合， 带动西部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 旅游业实际上是一个综合产业， 涉及旅

游、 交通、 餐饮、 住宿、 娱乐等。 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应助推打破原有的行业门

槛和区域限制， 促使产业间互联互通实现融合发展。 可以吸引有实力的金融机

构、 基金组织和风险投资者进入西部旅游产业， 通过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 实

现智能终端与网络平台与游客之间的无缝对接， 以带动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快速

发展。 而通过这种跨界融合的方式能够催生出许多新型互联网旅游模式， 与此

同时， 在提升旅游服务质量的同时， 会衍生出更多的工作岗位， 带动当地居民

创收， 促进共享发展。

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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