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伀区域径济仿铺仗展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千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设〉（以下简称“建议” )，明确了今后 15 年我国的奋斗目标、指导方针、战略重
点和战略部署等一系列大政方针，鲜明地描绘了迈向新时期的宏伟蓝图，是跨世纪的伟大纲
领，对千实现建立繁荣昌盛、人民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理想，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和

深远意义。
（建议〉指出：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

大方针之一，应予以高度重视，认真贯彻执行。 本文就此问题谈一点认识。

众所周知 ，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实力较为雄厚，工业、衣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均较发达，商
品经济繁荣，科技文化较昌盛，各类人才荼萃，人口与城镇密集，生产经营也较集约化。 但是，
各类资渥相对较为贫乏，包括矿产、土地和其北部广大地区的淡水资源等，成为制约该地区发
展的重要因素。 而中西部地区，情况则几乎相反，占全国国土总面积 80％左右的辽阔地域，国
民生产总值(GDP) 却不到 30%，然而，自然资源的丰富多祥，又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良
好的物质基础。

基千对这一现状的正确认识，解放初期，党和政府就提出与贯彻正确处理好沿海与内地建
设关系的战略思想。 1956 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首先提出处理好” 沿海工业
与内地工业的关系”原则，并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

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 ”。
经过近 40 年的开发建设，内地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已提高到 40 ％左右，为日后

进一步调整与改善生产力布局打下了重要物质基础。 这表明，解放后 一 直强调在利用与发展
沿海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内地工业的总方向是正确的。 其实， 60 年代进行的＂三线 ” 建设也

是当时国内外形势下加强内地建设，实行生产力均衡布局，经济建设战略转移的一个重大部
署，但是，由千当时条件所限，对经济地区的划分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认识还不那么明
确和系统。

1985 年 9 月，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千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
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我国经济分布客观上存在着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 并且在发展
上呈现出逐步由东向西推进的客观趋势＂，进而明确地点明，在“ 七五期间，以至更长 一些时间
内，经济建设的总体布局上， 正确处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在三个经济地带的关系，把东部地
区的发展和中 、西部地区的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它们能够相互支持、互相促进，使全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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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人民共同富裕，这应当成为地区经济布局的基本指导思想
”

。

最近，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 一致通过的（建议〉．把
“

引导地区经济健康发展，促进全国经济

布局合理
”

再次明确地提出来，为此，并将采取 一 系列重大举措。 江泽民同志在全会上所作的

报告中，更坚定地表示：“应当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 一 条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
”

,“解决地区发展

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 一项战略任务。“非常清楚，地区经济协调

发展，合理全国生产力布局是我党的 一 贯思想与方针。

改革开放 17 年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无论东部和中'

西部，全国范围内经济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东部地区由千有较好的历史和经济基础，

有利的地理环境．以及国家政策上的一些支持，发展比中西部地区更快 一些。 目前，东部地区

与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是拉大了。 据有关调查，1980-1994 年 15 年间，我国东、

中、西部国民生产总值，年递增速度分别为 19.88% 、16.2 ％和 15.78%，以致到 1993 年，东、

中、西部的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已扩大为 2.25:1.77: l，东部地区高出西部地区 1.25 倍， 1994 年

差距还有所拉大。

可以看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拉大是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形成的，是发展中的 差距，

前进中的差距，并不可怕，况且，我国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地区差异仅比西方一些经济发达

国家稍大 一些。 例如美国，尽管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差异比我国小得多，但在 1870

-1920年美国经济待续发展的 50 年中，各州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也是呈上升趋势，最高与最

低之比也达到 3.3:1，此后 50 年，经济增长变慢，地区差异缩小，1970 年始降为l. 54: 1。 而我

国人均收入地区差异，首先则表现在城乡之间．其次才是地区之间。

当然，这个问题是必须引起重视的。 事实上，它已经受到全党和全社会的关注。 因为，处

理与解决好这个问题的作用与意义是多方面的。 首先，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本

原则与本质特征是实现共同富裕，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一样，是我国统一大家庭中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 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使其步入
“

快车道
”

，就可早日脱贫致富，加速共同富

裕目标的实现。 其次，我们在实施由东向西逐步推进的
＂

差别发展战略
”

的同时，先发展起来的

地区，发挥优势，积极带动较后进地区，实现共同发展，此应是这一发展战略本身的重要内涵，

是
＂

题中之义
”

。 再次，“发展
”

和
“

带动
”

，从来总是相互的，中西部地区，整体上虽然较为落后一

点，但其有资源丰富、地域广大等优势，东部地区的发展和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

科学地协调好，可以起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联动促进，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更快更好地发展与

繁荣。 第四，我国是汉民族与其他50多个兄弟民族共同组成的统一国家，其中，少数民族的大

部分主要遍布千中西部地区，这里又多山区、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尚未过上温饱生活的绝大

部分人，几乎全部居住在这些地区。 所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努力缩小东中西部差距，不只

是发展问题与经济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 最后．中西部地区分别与10多个国家

（地区）接壤，解决好这里的经济发展，还有稳固边疆，发展边贸，睦邻友好等方面的意义。

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一般总是根据先易后难的精神，从经济能力和经济效益等实际出发，

有重点地分期分批、还步推进的。 这几乎是世界各国开发、建设的共同做法 c 例如前苏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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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革命胜利后，花了将近20年时间，首先加强与改造了原来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部分。 二次
世界大战后，重点转移到西伯利亚西部、中亚和远东．60年代才着手开发西伯利亚东部和堪察
加半岛。 又如美国，建国的初期，先开发离欧洲最近，又拥有丰富煤、铁等资源的东北地区，而
后逐步沿着五大湖区以西和沿大西洋岸向南推进，西部太平洋沿岸直到100多年前发现了金
矿，同时修筑了横贯大陆东西的大铁道， 才得到开发，到20世纪30年代才着力开发中、西部。

根据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精神，（建议〉要求从 “ 九五 ”开始，
在保持东部地区发展势头的同时， 加快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n 积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政
策性投资和利用国外优惠贷款的份额，引导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地区。 加强东部地区与中
西部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人才交流和对口支援、逐步加大扶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力度，
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

党和政府在（建议〉中巳经明确作出承诺、“国家要采取有力措施， 支持中西部不发达地区
的开发，支持民族地区 、 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和经济发展”

e 对千东部地区而言，在经济保持高速
发展势头的同时，要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大力支持与积极援助。 这可包括：腾出适董咨金去那
里投资，积极发展产业；将部分原料、燃料消耗较大，而本地区这些资源又较贫乏和一些劳动密
集型的初加工产业转移过去：加强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与人才资源的交流与援助；生产经营管
理经验介绍与传播等方面。 这是事情的一面。 另 一面，同时提出要求：＂中西部地区要积极适
应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强水利、交通、通信建设，充分利用现有的经济
技术基础，发挥咨源优势，大力发展衣林牧业及其加工业．开发能源和矿产资源，积极发展优势
产业与产品，提高加工深席．使资源优势逐步变为经济优势” 。 中西部地区开发、建设重点是：

1加快与完善基础设施达设。 众所周知，它既是“ 基础” 又是“ 先行”

， 是生产、经营活动顺
利开展的前提条件和基本保证．必须抓前抓好 根据中西部地区的地理环堍和经济现状，脊重
搞好长江、黄河、淮河（主要是中上游）的治理改造，额尔齐斯河“ 北水南调 ”等工程和农田水利
建设等，使工、衣、林、牧业与生活所需水资源得以落实；加强规划，加快建设，积极发展交通运
输业，尤其是搞好重要铁路干线的改造、复线与电气化，南昆、南疆等铁路的建设，以及中俄、中
缅、中越等国际航空与公路的建设，逐步形成综合性运输网络；邮电通信事业亦得积极发展。

2．努力发展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 中西部地区的煤炭、石油、水力和风力等能源资源，
菹藏丰富，潜力巨大，大力开发煤炭、石油与水电站建设等是情理之中的＂ 铅、铜、铝、锦、铁、
恪｀云母、采、锌、钾盐、石棉等矿产资源都很丰富，要大力开发提炼，迁步形成强大的原材料及
其初加工业系列，为本地区与全国范围的经济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3大力发展农、林、牧业及其加工业。 中西部地区地域辽阔，幅员栗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
80％左右、土地及可扆荒地、草地和林地都较富足，是我国重要农业地区和主要畜牧业与林业
基地所在，在切实加强衣、林、牧业及其基地的基础上，积极建立与发展以农林牧业优势产品为
主的棉、麻、毛纺织、卷烟、制茶、酒花加工、甜菜制糖、畜牧产品加工和木材及其加工业等轻纺
食品工业，逐步形成规模经济乃至优势产品，为日后发展打好扎实基础。

4积极发展优势产业和产品 r 所谓优势产业与产品，一般均具备丰富的资源基础．相当的
生产纾营规模和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以及广阔的发展前景。 诸如内蒙古桸七工业、江
西、甘肃、青海等省区的有色金属冶炼业、云南的烟草工业、新哑 、 内蒙古等省区的制柄丁Ay/-j
毛纺织业、新疆的啤酒花加工业以及水力发电、石油与煤炭等能源开发建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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