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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商贸推动西部她区

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无论从增长率或实绩看，都远远超过改革开放前，但由

千东部更快发展和其他因素制约，使东、西部发展差距又拉开了。在探讨东西部关系时，一个重

要的战略思路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即现代大商贸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和推动因素。

一、大商贸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根据对 90 年代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历史性机遇的综合分析，我们认为采取大商贸推动战

略．发展现代大商贸｀是西部地区的重要任务。

首先，大商贸战略是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现代经济是建立在发达、开放、统

一市场基础上的，只有使各种生产要素在各地合理流动，才能满足各地经济发展的需要。

有关资料表明霉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客观上存在着两个
＂

梯度
”

：就经济技术水平的

多数经济效益指标而论，基本上是从东向西呈阶梯形下降；就空间的广度和多种能矿资源的丰

度而论，则是从西向东呈梯形下降，

!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自然资源

1地资源人均拥有狱指数 100 33 82 246 
-------

矿产资椋人均拥有址指数 100 83 96. 3 137.4 
＿＿卜

北源贺躲人均拥有拉指数 lOU 17. 9 1 7 7. （1 5 128. 4 

自然资惊人均拥有址综合指数 100 36. 6 11 l. 82 163. 12

二、经济技术水'F

人均礼会总产值指数 100 135. 9� 82.42 64.08 

人均国民收入指数 100 133. 28 88.36 71. 04

人均工衣业产值指数 100 136.83 81. 90 62.46 

人均工业产伯指数 100 144.27 76. 85 56.80 

表中可以看出｀两个逆向
＂

梯度
“

反映了我国经济技术能蜇分布同自然资源的地理分布的

不协调，也表明了各地带之间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面对这种客观格局，各地区、各部门自成

体系，限制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实践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因为
“

大而全
”

,“小而全
＂

的建设造

成了大址的低水平重复设计、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人、财、物浪费惊人。 唯 一 正确的做法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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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沿海与内地以及内地不同地域之间的合理分工和交换，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使生产要素在

西部、中部和东部畅通。从这个意义说｀西部地区的振兴和繁荣，真正的动力是各种生产要素的

流通和交换。

其次，大商贸战略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途径 城市化水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

果，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较低、主要表现在：城市数量

少，城市规模体系中现代化大城市的比例小和非衣业人口比例低。

大、中、小城市比例(%)
l 

I 非农业人门

城市数（个） 所占比重（％） 大城市 中城市 小城市 ！ 所占比重(%)
I I 

东部地区 288 46 0. 23 0. 47 1 50. 5 

中部地区 I 201 36 0. 21 o. 53 1 34. 5 

西部地区 133 18 o. 10 I 
0. 33 I 14. 9 

全 国 622 100 0. 20 0.46 I 20. 2 

如上表所示，东部地区占全国土地面积仅14%，西部地区占土地面积56%，可东部有城市

比西部地区高1倍多，东部大城市比西部多近4倍，西部城市化水平比东部低11. 8个百分点。

我们知道， 一个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大、中、小城市组成的网络为依托。 在这样的网络中，大

城市是关键的网结。它一方面吸收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能址和经济信号，并按照网络反弹和传

递给其他地区；另 一 方面，它又向自己四周辐射经济能量，并把四周 的物资货币、劳动力等吸

引过来，使自已获得足够的生产要素，以带动一 方经济发展。 当代世界上经济发达地区都有这

样的网络，如以纽约为核心的美国东北城市网络，以东京为核心的日本城市网络，以米兰－都

灵 一热那亚的三角城市为核心的意大利北部城市网络等等。

我国西部地区现阶段还不可能形成国阮级特大型城市网络，也无法形成类似以上海为核

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网络，但也应以大城市为核心因地制宜地形成自己的城市网络n 根据国内

外大城市网络的比较研究，大城市网络具有相关的几个基本特征：除具有一个主要的交通轴、

具有一定批的居民、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积累以外，大多数居民从生产领域转向服务领域、交

易领域和信息领域。 在这些城市中，大商贸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当前，加快西部发展，缩小西部和东部的差距，已成了我国基本国策。 但开发西部的思路，

以往只限千政策倾斜和加强投资，忽视了市场建设和 商贸中心的培育。 结果，资源得不到有效

的开发，产业结构未能得到有效的调整，强大的、有特色的经济优势 一直未能形成。 最近，重庆

市被列为我国又 一 个直辖市，这是开发西部地区极其重要的举措。重庆一成都城市网络的形成

和发展，必将推动西南区域市场和西部大区域市场的运转，加速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

最后，大商贸战略是充分发挥经济中心多功能作用的基本要素。 经济中心包括贸易中心、

金融中心、信息中心等，实际上是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交汇点，是各种生产要素的集

散地。衡址经济中心功能的最重要标志就是对上述生产要素的集散度。 实行大商贸战略书E动

，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广泛融合、交流，是塑造经济中心功能，加速接轨式、辐射式的经

济发展格局的电要措施 n

大商贸或略IU是对历史经验反思总结的必然结果 国内一些经济中心原来就是以商贸中

心定位的，正是儿惜独特的区位条件、产业资本和贸易功能，得到迅速发展 在 40 多年高度集

权的中央计划体制下仅把构造工业基地作为历史使命员艺的是
＂

弃商从工＂的道路，原有 的商贸
• 32 • 



功能日趋衰退。 其结果是经济中心功症还廿削弱．电纯、封闭的加工业跟不上世界经济发展大

潮流｀产品 在国内外市场占有率也急剧下降 这些教训值得，总结和记取。

二、大商贸中心的基本格局

建设现代商贸中心必须走大商贸的新路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在商品生产上有更大

规模的分工和合作，在流通上有更大范围的周转和交换，在消费上有匣广陆的国际、国内市场、

只有如此才能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在 这种背景下．大商贸格局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就商贸活动的地域来看，要打破本市、本省、西部、国内和国际五个市场的人为分割、

融内外商务活动为一体。

现代大商贸的本质要求是冲破各种地域、行政的束缚，这是因为商品总是流向最能够及时

地、充分地实现其价值的地方。 同时．商品性消费也是自由的。 消费者手持货币能够随时直接

转化成任何商品，购买多少、何时购买、何处购买均由消费者自主决定，任何人不能强求 因而．

商品自由流通具有无限的力址。 在经济发达地区．涉内涉外的界限巳趋淡化，外贸企业经营内

贸、内贸企业从11外贸、外地企业落户本地、本地企业扩展外埠等情况均已成规模·普遍存在。

第二，就商贸活动的内容和方式看．应打破传统的生沽消费品与生产资料、商品与劳务、综

合与专业、生产与销售、本售与批友之间的界限，逐步建立一批融多种贸易主体、贸易方式千一

身，多元化经营的企业集团和综合商社

考察社会产业组织发展史可知．衣业、手工业（工业）及商业经历[
“

合 分 合
”

的发展过

程。在人类社会早期、手工业及岑售买卖（早期商业）附属于衣业、大多是衣与土兼营．或者产与

销相融。这种综合经营是在生产力水平很低条件下京庭内巳于的 随脊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大

工业和独立商汗勃发展，社会分工趋向精细｀衣民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发生了分离．分化成

独立的产业部门、各产业内部分工更加细化， 这种分离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人提高．推动了社

会经济的大进步 到了近代，随着部门间的依赖性和协作性加强，适应这种变化各产业又走向

新基础上的
“

合
”

。 但这种
“

台
”

．是在更高生产力基础上、以现代化纤识形式在社会范围内进行

的联合。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联合的基本特证是商贸产寸l组织在整个变革中发挥工寺化趋势。这 －

主导化的基本祸义是：在流通与生产结合上，坚持以销导产、产销结合j岳步发展产销一体化；

在整个社会产业组织变革中以流通为导向、以市场为中心，

第三．就商贸功能看．商贸内涵和外延均将冲破原有束缚，必将进 一 步深化和发展。

从内涵看、商贸业的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泊有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从单纯从1上流通领

域的买卖活动进入到主导生产的发展．从单纯的组织产品供应上升为推动整个经济的运行。商

业要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要用大商业带动大生产｀用现代化商业带动现代化生产 从外延

看｀商贸业已不再限千媒介物质产品的实现、进入商贸流通的不仅有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而

且还有劳务、科技成果、信息等。 与此相适应．商贸业内部各种新兴产业芼勃兴起 广

三、大商贸中心模式及政策保证

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明确乙后，选择怎样的发展模式，则决定着发展战略目标的具体确

定 纵观围内外商贸发展．可析分成滞后发展模式和超前发展模式，

滞后发展模式｀即在生济发展过程中． ．、二产业禺到优先发展．并达到 一定水平后、再发
， 

. ．, 
..' 

． 



展商贸业，从而形成生产带动商贸的局面。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商贸业的发展基本上属｝．这

个模式。

采用这种模式，可使政府在一 定时期内集中力址发展生产．其缺点是(])商贸业的滞后易

导致生产部门自成服务体系，不利千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2）生产部门的超

前发展的惯性短期内难以抑止｀一旦商贸业发展未能跟上，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的矛盾就会演

化为剧烈的经济冲突。

超前发展模式，即商贸业的发展相对超前千第一、第二产业。至千超前度，则要视具体情况

而定。 目前采用这种模式的有美国、巴西、新加坡及我国的上海、深圳、蛇口等地。 该模式 ． 附

要具备下列条件：（1）经济的开放程度较高，有足够的外来需求；（2）经济发展环境较勾宽牛心旺

盛的货币需求使商贸业有增加供给的引力和动力；（3）本地经济有足够的潜在资源，一、二产业

能在商贸业推动下迅速扩大生产，并在一定时间赶上商贸业的发展步伐，在宏观上达到均衡。

考虑到：（］）商贸业有机构成大大低千工业部门，活劳动投入量较大；（2）社会资源分配越

来越依赖于市场，并通过商品流通来实现；（3）家庭劳动社会化趋势扩大；（4）商贸业的内涵和

外延在不断发展和延伸，其负荷在加重，范围在扩大．地位在提高。我们认为中国西部地区宜选

择后 一种模式。 同时，由于西部地区在经济开放度、经济发展环境等方面明显不如东部地区宽

松｀因而要求在政策上有所突破。

第 一，加速产业绪构调整。 产业洁构调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自觉不自

觉地通过市场调节行为、政策行为、企业行为而形成的分力而实施的 3 痲庆市、成都市．兰州市

西安市、昆明市等区域经济中心 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廿GDP的比重｀在
“

九五
”

期回应超过

50%。

第二，大力加强批发贸易组织建设，增加对大商贸配套设施的投入。 要改变 一些城市俐重

千建设百货大楼、购物中心、宾馆而忽视批发贸易的倾向，集中力量扶持 一 批批发贸易
”

小巨

人
＂

，尤其是枢纽性的大商贸组织、建设一批有影响、集散力强、辐射面宽的批发和交易市场，并

在多层次、多网络的批发体系上下功夫

第三、大力 发展对外贸易｀加强对外开放的力度 3 非沿海城市也可以开展大规模的对外贸

易。 同时，在可控制的条件下，允许外商举办商贸业．并充分利用外商的销售朵道打开国际市

场，逐步建立海外销售网络。

( ．奋洪萱系上海材经大牛研冗员，吴宪和系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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