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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背景下， 产业高质量发展成为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方

向。 本文从西部地区产业增长的数量、 质量及其协调度的研

究视角出发， 建立测度产业数量增长、 质量发展及其协调度

的指标体系， 对西部地区产业的数量增长、 质量发展及其协

调度进行测度， 指出产业发展质量波动大、 提升程度有限，
是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重要问题， 同时也是制约西部地区产

业数量、 质量协调发展的关键原因。 因此， 实现产业高质量

发展就成为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方向。 接着， 对提升西部地

区产业发展质量的因素、 路径， 以及西部地区深入推进 “一

带一路” 的方向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西部地区　 产业发展质量　 产业发展协调度

一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 作为经济发展重要内容之一的产业发展， 在产业数量快速增长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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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更加注重提升产业发展质量， 推动产业数量增长、 质量发展协调推进， 对

于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市场需求条件和国内外竞争环境的改

变， 中国产业发展阶段已经进入质量提升的新阶段。 因此， 从质量发展的视角

研究中国及区域产业发展就成为当前十分重要的问题。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质量关系着中国整体产业发展质量的提升， 关系着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的实现， 关系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深入推进， 因而具有十分

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过去的发展中， 西部地区产业数量增长、 质量发展及其之

间的协调程度、 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进入新时代之后， 影响西部地区产业发展

质量的因素有哪些？ 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质量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路径才能以较

快的速度提高？

本文试图通过对于新时代背景下， 西部地区产业数量增长、 质量发展及其

协调度的研究， 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解析。 本文的结构安排： 第二部分为相关

文献综述； 第三部分是对西部地区产业数量增长、 质量发展及其协调度的测

度； 第四部分是研究提升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 第五部分是研究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质量提升的对策， 及 “丝绸之路经济带” 深入推进的方向

与路径。

二　文献回顾

对产业发展质量研究的文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产业发展质量的

内涵的研究， 二是对产业发展质量中具体问题的研究。

在产业发展质量内涵的研究中， 陈佳美 （２０１５） 认为产业发展在包含产

业增长的数量的同时， 更加注重和强调产业增长的质量①。 产业增长数量与产

业发展质量是产业增长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共同构成了产业增长的全部内

容， 是增长的两种属性， 不是两种增长。 任保平、 张蓓 （２０１６） 指出， 应当

从定量与定性两个角度判断产业增长， 即应当在关注产业增长数量的同时注重

产业发展的质量， 理想的产业增长状态应该是在数量增长和质量发展相互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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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佳美： 《中国产业增长质量的提升研究》， 西北大学，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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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保持一致的状态下发展演进①。

对产业发展质量中具体问题的研究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

第一， 对产业增长效率的研究。 研究产业增长效率的文献主要从两个方面

进行。 一是研究影响产业效率的因素。 赵自芳， 史晋川 （２００６）② 从要素市场

扭曲， 朱顺林 （２００６）③、 余东华 （２００８）④ 从区际分割和地区行政垄断， 吴

利华和申振佳 （２０１３）⑤， 赖永剑和伍海军 （２０１３）⑥ 从企业的进入与退出和

要素重置等分别研究了影响产业效率的因素。 二是建立效率评价模型， 对产业

增长效率水平进行实证研究。 这其中以 ＤＥＡ 方法 （赵自芳、 史晋川， ２００６⑦；

王家庭、 张容， ２００９⑧； 王维国、 马越越， ２０１２⑨） 和 ＳＦＡ 方法 （何维达、 张

远德， ２００８； 马跃如等， ２０１２） 为主， 其研究结果均表明消除产业的效率

损失对产业增长的重要性。

第二， 对于产业结构的研究。 郭克莎 （１９９９） 的实证研究表明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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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 干春晖、 郑若谷等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①② 在测度产

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基础之上， 分析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

影响， 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当前中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高于产

业结构高级化； 王智勇 （２０１３）③ 的实证研究证明了产业结构变迁和产业效率

的提高是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同时也是形成和加剧地区经济差距

的重要原因。

第三， 对于产业增长的持续性和环境代价的研究。 对资源环境代价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能源消费与经济产出的关系； 二是经济增长、 能源

消费与环境污染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三是通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ＥＫＣ）

研究环境污染与经济产出。 张晓 （１９９９）④ 最早使用计量实证了中国 ＫＥＣ 的

存在性， 并指出经济与环境之间的 ＫＥＣ 呈现较弱的倒 Ｕ 型关系； 张丽峰

（２００５）⑤ 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实证结果表明三次产业的能源消费弹性不

同， ＧＤＰ 是能源消费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蔡昉等 （２００８）⑥ 通过 ＫＥＣ 考察中

国经济内在节能减排要求， 指出环境压力的日益增大迫切需要增长方式的转

变； 林伯强、 蒋竺均 （２００９）⑦ 验证了 ＫＥＣ 的倒 Ｕ 型， 并预测 ２０４０ 年将达到

拐点； 但杨万平、 袁晓玲 （２００９）⑧ 的研究却认为 ＫＥＣ 呈正 Ｕ 型。 同时对于

区域环境与经济的 ＫＥＣ 研究表明东部和中部呈倒 Ｕ 型 （许广月、 宋德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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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①）， 西部地区呈正 Ｕ 型 （李飞、 庄宇， ２０１２②）。

目前已有文献对于产业发展质量的含义以及具体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 但

是对于中国区域产业发展质量整体研究， 及其与数量增长的协调度等问题的研

究还具有较为广阔的空间。 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对西部地区的上述

问题展开相关研究。

三　西部地区产业数量增长、质量发展

　　及其协调度的测度

　 　 本部分运用西部地区 １２ 省份③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６ 年数据④， 对西部地区产业数

量增长、 质量发展及其协调度进行测度分析。

（一）西部地区产业数量增长测度

本文运用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表示三次产业的增长数量， 借鉴盛丹、 王永

进 （２０１１）⑤ 的方法， 将原始数据通过 ＳＰＳＳ２２ 的 “Ｚ 标准化方法” 进行标准

化处理， 然后借鉴陈佳美 （２０１５）⑥ 构造产业发展质量指数和钞小静、 任保平

（２０１１）⑦ 构造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方法，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权重构造产

业增长数量指数， 对西部地区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６ 年产业数量增长进行测度。 指标和

测算结果分别见表 １ 和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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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产业增长数量评价指标体系

方面指数 评价指标 指标属性

第一产业的增长数量 第一产业增加值 正

第二产业的增长数量 第二产业增加值 正

第三产业的增长数量 第三产业增加值 正

　 　

表 ２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产业增长数量指数

年份

方面指数

第一产业的

增长数量

第二产业的

增长数量

第三产业的

增长数量

产业增长

数量指数

２００１ － １ １３８１ － １ １０４９ － １ ０５７４ － ３ ２５７７

２００２ － １ １１３５ － １ ０７７３ － １ ００６７ － ３ １５２１

２００３ － １ ０７０１ － １ ０４０９ － ０ ９５２１ － ３ ０２５２

２００４ － ０ ９８４６ － ０ ９７３８ － ０ ８９１１ － ２ ８３０５

２００５ － ０ ７８３９ － ０ ８６６９ － ０ ８０２０ － ２ ５２８５

２００６ － ０ ６７５３ － ０ ７４５１ － ０ ６９７６ － ２ １８１４

２００７ － ０ ５９４９ － ０ ５８４６ － ０ ５７１８ － １ ７３５８

２００８ － ０ ３１３２ － ０ ３８６８ － ０ ４０３０ － １ １７３２

２００９ － ０ ０４９９ － ０ １１１５ － ０ １９１２ － ０ ４１２７

２０１０ ０ ０１１５ ０ ０２２７ － ０ ０１４０ ０ ０３１３

２０１１ ０ ３２６０ ０ ４２３８ ０ ２０５１ １ ０５００

２０１２ ０ ７５９１ ０ ８８９４ ０ ５５４４ ２ ３２７１

２０１３ １ ０８５８ １ １６２４ ０ ８８３６ ３ １９９６

２０１４ １ ２９６１ １ ３５００ １ ３１２８ ４ ００１１

２０１５ １ ５２５３ １ ５０５９ １ ６３３１ ４ ６３１０

２０１６ １ ７１９８ １ ５３７６ １ ９９７８ ５ ０５７１

　 　 注： 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和各省份统计年鉴， 表中数据为作者计算而来。

从表 ２ 和图 １ 中可以看出， 西部地区产业增长数量指数呈现持续上升趋

势， 从 ２００１ 年的 － ３ ２５７７ 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５ ０５７１， 数量指数增长值达 ８ ３１４８。

具体而言， 第一产业增长数量指数从 ２００１ 年的 － １ １３８１ 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１ ７１９８； 第二产业增长数量指数从 ２００１ 年的 － １ １０４９ 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１ ５３７６；

第三产业数量指数从 ２００１ 年的 － １ ０５７４ 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１ ９９７８。 其中， 第三产

６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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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产业增长数量指数

数据来源： 根据表 ２ 绘制所得。

业数量指数的增幅最大， 为 ３ ０５５２， 第一产业次之， 为 ２ ８５７９， 第二产业为

２ ６４２５。 可以看出， 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对于产业数量指数的贡献度最大，

第一产业贡献度次之， 相对而言， 第二产业对西部地区产业增长数量指数贡

献度最小。

（二）西部地区产业质量发展测度

本文借鉴何伟 （２０１３）①； 陈佳美 （２０１５）②； 张诗颖和罗芳 （２０１７）③ 等

的研究方法与成果， 从产业增长效率、 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增长持续性、 产业

增长环境代价 ４ 个维度， 选取与产业发展相关的 ９ 个指标， 构建产业发展质量

评价指标体系。 将原始数据通过 ＳＰＳＳ２２ 的 “Ｚ 标准化方法” 进行标准化处理

后， 使用主成分分析， 通过所得方差贡献率赋权， 确定每一指标的权重， 测算

产业发展质量的综合指数， 对西部地区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６ 年产业发展质量进行考察。

产业发展质量指标的构建和测算结果分别见表 ３ 和表 ４。

７５０

①

②

③

何伟：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综合评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陈佳美： 《中国产业增长质量的提升研究》， 西北大学， ２０１５。
张诗颖、 罗芳：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安徽省城镇居民消费率研究》， 《科技和产业》 ２０１７ 年

第 ９ 期， 第 ８９ ～ ９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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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产业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方面指数 评价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属性

产业增长效率

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

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

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

第 ｎ 产业产值 ／ 第 ｎ 产业就业人数

正

正

正

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高级化指数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 第二产业产

值比重
正

工业化率 非农产业就业人数 ／ 总就业人数 正

产业增长持续性

废水处理率 废水处理量 ／ 工业废水排放量 正

工业固废物综合利用率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 工业

固体废物产生量
正

产业增长环境代价

单位 ＧＤＰ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

量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 ＧＤＰ 逆

单位 ＧＤＰ 工业废水排放量 工业废水排放量 ／ ＧＤＰ 逆

　 　

表 ４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质量指数

年份
方面指数

产业增长效率 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增长持续性 产业增长环境代价

产业发展

质量指数

２００１ － ０ １７８９ ０ １４３０ ０ １４１１ ０ １９７１ ０ ３０２２

２００２ － ０ １７８０ ０ ６２４４ ０ ０９９１ ０ １６７６ ０ ７１３１

２００３ － ０ １７７３ ０ ６０２１ ０ １８８１ ０ １４０２ ０ ７５３０

２００４ － ０ １７６１ ０ ２３１４ ０ ０５４９ ０ １０４０ ０ ２１４１

２００５ － ０ １７３８ － ０ ２１５２ ０ ０２８４ ０ ０５６８ － ０ ３０３８

２００６ － ０ １７１４ ０ ５５８４ ０ ０２７０ ０ ０３０７ ０ ４４４８

２００７ － ０ １６９３ ０ ０７０８ ０ ００３５ － ０ ０１９２ － ０ １１４３

２００８ － ０ １６５９ － ０ １９２２ － ０ ０３３１ － ０ ４４９３ － ０ ８４０６

２００９ － ０ １６１８ － ０ ５９５６ － ０ ０２８９ － ０ ０４９２ － ０ ８３５５

２０１０ － ０ １５９３ － ０ １４５１ － ０ ０６３９ － ０ ０７６９ － ０ ４４５１

２０１１ － ０ １５４５ － ０ ７０４３ － ０ ０７３８ － ０ １０１５ － １ ０３４１

２０１２ ０ ４６７５ － ０ ６８２１ － ０ ０７０６ ０ ０２１０ － ０ ２６４２

２０１３ ０ ５４７４ － ０ ４６３９ － ０ ０６４９ ０ ００８４ ０ ０２７０

２０１４ ０ ６１７７ － ０ ２８０８ － ０ ０６９３ － ０ ００４６ ０ ２６３０

２０１５ ０ １０９３ － ０ ００７４ － ０ ０７５８ － ０ ０１１９ ０ ０１４１

２０１６ ０ １２４５ １ ０５６５ － ０ ０６１７ － ０ ０１３０ １ １０６３

　 　 注： 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和各省份统计年鉴， 表中数据为作者计算而来。

８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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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质量指数

数据来源： 根据表 ４ 绘制所得。

从表 ４ 和图 ２ 可以看出，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６ 年，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质量呈现三个

显著特征。

一是，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质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２００１ 年以来西部地区

的产业发展质量指数整体上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 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０ ３０２２ 上升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１ １０６３。

二是，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质量的阶段性特征显著。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质量

指数呈现较为明显的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在这个阶

段，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质量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产业发展质量指数从 ２００１ 年

的 ０ ３０２２ 下降到 ２０１１ 年的 － １ ０３４１。 特别是在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１ 年间除了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年有正向的波动外， 均处于一个下降过程。 第二个阶段是从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 在这个阶段，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质量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产业

发展指数从 ２０１１ 年的 － １ ０３４１ 上升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１ １０６３。

三是，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质量各组成部分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 在西部地

区产业发展质量指数中， 产业结构升级对产业增长的质量影响最大， 这主要表

现在产业发展质量指数在不同阶段的变化趋势与产业结构升级方面指数的变动

趋势除了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５ 年这两年略有偏差， 其余年份基本保持一致， 这表明大

多数年份产业发展质量的变动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升级上， 即产业发展质量指数

的提高主要是通过产业机构优化升级的推动。 产业增长效率在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１ 年间

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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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没有太大变化， 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间快速提升。 产业增长的持续性总体呈慢

速下降状态， 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０ １４１１ 降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０ ０６１７， 一直处于零附近波

动， 且波动幅度最小。 产业增长的环境代价处于下降趋势， 对产业发展质量指数

的影响小， 且该指数除了 ２００８ 年有较大波动外， 其余年份波动不大。

（三）西部地区产业数量增长、质量发展协调度测度

目前， 对于产业数量增长、 质量发展的协调度的直接研究尚不充分， 但

是， 魏礼群 （２００９）①， 王薇和任保平 （２０１４）②， 程承坪和陈志 （２０１６）③， 任

保平和张蓓 （２０１６）④， 杨丽丽和李强 （２０１６）⑤ 等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协

调性的研究较为深入。 本文借鉴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协调性研究的方法， 对西

部地区产业数量增长、 质量发展协调度进行测度。

参照汪波、 方丽 （２００４）⑥ 等的方法， 设 Ｘ１， Ｘ２， …， Ｘｍ 为描述产业增

长数量的 ｍ 个指标， Ｙ１， Ｙ２， …， Ｙｎ 为描述产业发展质量的 ｎ 个指标。

ｆ（Ｘ） ＝ 
ｍ

ｉ ＝ １
ａｉＸ

＾
ｉ （１）

ｇ（Ｙ） ＝ 
ｎ

ｊ ＝ １
ｂ ｊＹ

＾
ｊ （２）

公式 （１）、 公式 （２） 中， ｆ （Ｘ） 为产业增长数量协调度综合评价函数，

ｇ （Ｙ） 为产业发展质量协调度综合评价函数， ａｉ、 ｂ ｊ 为待定权重， Ｘ＾ ｉ、 Ｙ＾ ｊ 分别

为 Ｘ ｉ、 Ｙ ｊ 标准化后的数据。

０６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魏礼群： 《重在经济增长数量、 质量和效益相统一》， 《求是》 ２００９ 年第 ８ 期， 第 ２２ ～ ２５
页。
王薇、 任保平： 《我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阶段性特征：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４ 年》， 《改革》 ２０１５ 年

第 ８ 期， 第 ４８ ～ ５８ 页。
程承坪、 陈志： 《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耦合分析———基于湖北省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统计数据

的实证研究》， 《宏观质量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第 ５１ ～ ６０ 页。
任保平、 张蓓： 《我国省级地方经济增长中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及其理论解释》， 《社会科

学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第 ５７ ～ ６４ 页。
杨丽丽、 李强： 《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质量测度、 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来自安徽的

例证》，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 第 ６８ ～ ７６ 页。
汪波、 方丽： 《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评价实证分析》，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 第 ５２ ～ 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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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 ｆ （Ｘ） 与 ｇ （Ｙ） 的离差越小， 产业增长的数量和产业发展的质

量协调程度越高。 因此， 构建产业增长数量与产业发展的质量之间的协调系

数， 公式如下：

Ｃ ＝
ｆ（ｘ）∗ｇ（Ｙ）
ｆ（ｘ） ＋ ｇ（Ｙ）

２[ ]
２{ }

ｋ

（３）

公式 （３） 中， Ｃ 为产业增长数量与产业发展的质量之间的协调系数， 且

Ｃ 值越大， 表明产业增长的数量与产业发展的质量越协调； 反之， 则越不协

调。 ｋ 为调节系数， 用以反映在地区社会经济水平一定的条件下， 产业增长数

量与产业发展质量之间的综合效益最大， 即 ｆ （ｘ） 与 ｇ （Ｙ） 之积最大时， 产

业增长数量与产业发展质量之间进行组合协调的数量等级 ｋ≥２。

为全面反映产业增长数量与产业发展质量的协调度， 利用 Ｃ、 ｆ （Ｘ） 和 ｇ

（Ｙ） 构造产业增长数量与质量协调发展度函数：

Ｄ ＝ Ｃ∗Ｔ （４）

Ｔ ＝ αｆ（Ｘ） ＋ βｇ（Ｙ） （５）

公式 （４）、 公式 （５） 中， Ｄ 为协调度， α 和 β 为待定权重； Ｔ∈ （０，

１）， Ｄ∈ （０， １）。

基于上文的协调度函数， 对产业增长的数量和产业发展的质量进行协调度

测算， 结果见表 ５。

表 ５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产业增长数量、 产业发展质量协调度

年份 协调度 年份 协调度

２００１ ０ ９７６２ ２００９ ０ ６４５２

２００２ ０ ９３７４ ２０１０ ０ ５４７６

２００３ ０ ９２６８ ２０１１ ０ ５７１２

２００４ ０ ８９６３ ２０１２ ０ ４８２１

２００５ ０ ８５０６ ２０１３ ０ ４９６４

２００６ ０ ７５１２ ２０１４ ０ ３９０５

２００７ ０ ７５８７ ２０１５ ０ ４１８５

２００８ ０ ６８０３ ２０１６ ０ ３７８１

　 　 数据来源： 作者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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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产业增长数量、 质量协调度

数据来源： 根据表 ５ 绘制所得。

　 　 从表 ５ 和图 ３ 中可以看出，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产业数量增长、 质量发

展协调度的显著特征是， 呈现持续、 显著下降趋势。 协调度指数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０ ９７６２ 逐年加速下降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０ ３７８１， 下降幅度大。 虽然 ２００１ 年产业增

长数量和产业发展质量的协调度最高， 但产业增长的数量和产业发展质量指数

都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呈现出低水平的协调。

西部地区产业数量增长、 质量发展协调度之所以持续下降， 其主要原因在

于产业增长数量稳步提升， 而在这个过程中产业发展质量波动较大， 提升程度

有限。 故而在维持产业数量增长的同时， 显著快速提升产业发展质量， 是西部

地区未来产业走上产业数量、 质量协调发展道路的关键。

四　提升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产业发展质量波动大， 提升程度有限， 是西部

地区产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也是制约西部地区产业数量、 质量协调发

展的关键原因。 因此， 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就成为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方

向。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基于产业发展质量指数变动， 分析其变动原

因， 试图从多维度分析影响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质量的因素。

２６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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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西部地区产业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

从本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 西部地区产业增长效率持续提升， 但是在

２０１０ 年前增长趋势不显著， 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显著提升， 产业增长效率方面指数

对产业发展质量指数的贡献度越来越大。 故此， 提升产业增长效率就成为西部

地区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 影响西部地区产业增长效率的因素主要

有以下两点。

第一， 市场化水平与政府效率。 作为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 与东部地区相

比， 市场化水平与政府效率是制约西部地区产业增长效率的重要因素。 在市场

化水平方面， 一是在经济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中， 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大， 民

营经济、 外资经济比重小， 发展相对不充分。 二是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发展严

重失衡。 与商品市场的快速发展相比， 西部地区要素市场发展严重滞后， 主要

表现为市场规模小、 市场分割严重、 要素错配突出等。 在政府效率方面， 西部

地区政府参与经济的程度与方式、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 政府自身运行效率

等与东部地区相比均存在差距。 因此， 从上述方面入手， 推动市场化水平与政

府效率提升， 就成为提升西部地区产业增长效率的重要因素。

第二， 创新能力与创新水平。 提高产业生产效率存在两条路径： 一是企业

通过创新改进技术， 进行内部组织与结构改革， 使得产业内原有企业生产率得

到提高； 二是竞争效应所带来的优胜劣汰促使高效率企业进入、 低效率企业退

出， 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 （吴利华、 申振佳， ２０１３①）。 因此， 西部地区提

升产业增长效率从根本上必须依靠创新。 其中， 一是必须从科技研发人员规模

与水平、 科技研发投入力度与方式、 体系化创新组织建设等方面提升西部地区

创新能力； 二是必须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开放式创新模式构建、 知识产权保

护等相关机制入手， 推动西部地区创新能力转化为高层次创新水平。

（二）提升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

本文上述研究表明， 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发展质量指数保持高度一致性，

３６０

① 吴利华、 申振佳： 《产业生产率变化： 企业进入退出、 所有制与政府补贴———以装备制造业

为例》， 《产业经济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第 ３０ ～ ３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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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质量指数具有重大影响。 提升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

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第一， 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自我发展。 目前， 在西部地区产业自我发展能力

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依靠优势资源与要素、 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 是实现西部地

区产业升级的主要路径。 但是， 培养自我发展能力， 并以此为基础， 形成西部地

区基于产业自我发展的产业升级是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的根本目标。 因此， 必须通

过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自我发展的协调推进， 提升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第二， 发挥资源要素优势与培育产业升级新动能。 提升西部地区产业结构

升级一方面要继续发挥西部地区现有的资源要素优势， 推动现有产业持续发

展； 另一方面， 必须依靠培育产业升级的新动能， 在要素升级、 产业创新、 产

业融合、 扩大开放中实现西部地区产业持续升级。

（三）提升西部地区产业增长持续性和环境代价的影响因素

本文上述研究表明， 西部产业增长持续性和环境代价未能显著提升， 因

此， 需要进一步研究影响产业增长持续性和环境代价的影响因素， 从而提升西

部地区产业发展质量。 影响西部地区产业增长持续性和环境代价的因素主要包

括以下两点。

第一， 有效的环境保护与治理体系。 西部地区涵盖众多生态脆弱区， 同

时，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状况对全国生态环境具有重大影响。 因此， 西部地区必

须建立包括资源、 环境市场化价格形成， 生态环境合理税收， 排放权许可市

场， 政府有效监管等在内的有效的环境保护与治理体系。

第二， 资源型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型。 西部地区长期依靠资源优势， 发展资

源型经济。 在这一经济方式的背景下， 一方面应当大力提升资源经济效率， 降

低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 另一方面， 最根本的是走出一条结合西部地区实际情

况， 具有西部地区特点的从资源型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型的道路， 从根本上实现

西部地区经济的绿色转型。

五　新时代背景下提升西部地区

　　产业发展质量的路径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也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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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发展转变， 这是新时代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根本方

向。 新时代提升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质量的路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在产业结构升级中提升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质量。 西部地区应当转变

发展方式， 选择主导产业， 实现价值链从低端向高端转移， 促进产业从中低端

迈向中高端，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一是大力推进西部地区第二产业高质量

快速发展。 本文上述研究表明， 第二产业发展相对不足是制约西部地区产业数

量增长的主要因素。 因此， 为推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必须大力推进西部

地区第二产业的快速高质量发展。 要转变传统产业的发展方式， 推动产业融

合发展， 促进 “互联网 ＋ ” 与 “人工智能 ＋ ” 技术与传统行业的融合。 二是

大力推动西部地区第三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 大力发展现代金融、 现代

信息产业、 现代商贸物流产业等新型服务业； 另一方面， 将现代信息技术、

新型业态与西部地区特色文化资源、 旅游资源等相结合， 推动发展西部特色

的现代文化、 旅游等产业。 三是推动西部地区第一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方

面， 大力运用新兴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 另一大力推动农业产业链延伸， 提

升农产品附加值； 同时， 运用新型信息技术、 商业业态推动农业与新型产业

融合发展。

第二， 在创新驱动中提升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质量。 创新驱动不仅有利于提

高产业增长的效率， 优化产业结构， 还能降低能源和环境成本， 提高产业竞争

力。 因此， 加快技术创新和创新体制改革， 形成创新驱动型增长路径， 对于西

部地区产业发展质量的提高意义重大。 西部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从主

要依靠要素的密集投入、 规模的粗放扩张、 单一强调增长速度转变为通过技术

进步提升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 从而提升产业发展质量。

第三， 在绿色发展中提升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质量。 实现绿色发展对于提升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绿色发展有助于西部地区产业在快速发

展的同时， 从根本上克服阶段性的重化工业产能、 产出严重过剩、 资源能源依

存度不断提高和环境负荷沉重等问题。

第四， 在深入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的建设中提升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质

量。 提升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质量必须依靠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特别是在深入

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的建设中， 推动西部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深入推

进 “一带一路” 倡议的建设中， 西部地区应当按照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方

５６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西部蓝皮书

向， 不仅重视 “一带一路” 推动贸易增长， 及其导致的产业数量增长与经济

增长效应， 更应该重视通过深入推进 “一带一路” 带动西部地区产业高质量

发展。 必须在深入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的建设中， 推动西部地区在全球价

值链分工体系中从低技术、 低附加值的环节向中高技术和中高附加值环节提

升， 从 “微笑曲线” 底部向 “微笑曲线” 两端提升， 实现迈向全球价值链中

高端， 及其在此基础上的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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