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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西部地区的优区位—产业协调发展
．

西方古典区位理论着重研究的是如何为工衣业部门的发展确定优区位，它是为部 门布局优化

拓荒的，一般来说最优区位都在发达地区，并拥有先进的产业部门。显然，古典区位论涉及面是

狭窄的，但它却道出先进产业的重要性。由古典区位论 －—-成本决定论发展到利润决定论的区

位论，表明人们在判别区位因素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它巳从单一成本扩展到考虑供求因素，而

供求本身又包含着复杂的因素，成本最低只构成了区位因素的一部分。 而现代区位论（可称之

为行为区位论）不单一是以成本最低和利润最大确定优区位，往往取决千区位决策者的思想行
为和价值观念。 无论如何，它们都要以先进产业为基础。

区位论是生产布局的基础之 一，但由于区位论往往着眼千企业利益，具微观性，因此，它与

区域经济要研究的区域最优产业，有时是一致的，有时是矛盾的。

区域经济本身包括区位，如果我们把区位论进行放大，放大到区域或国家，那么，就有区域

最优区位和国家最优区位，其产业的发展仍然是核心，不过就是要从区域或国家的角度来考虑
产业优化和发展问题。

区域产业优化和发展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必须考虑到与区域发展的协调，这是区域经济发

展中的基本问题。 例如解放初期，全国70％以上现代工业偏集在从辽宁到广东狭长的沿海地

带，内地和边远地区的现代工业基本上是空白。为了改变旧中国区域性不平衡和结构性不平衡

的矛盾，中央以直接行政手段集中进行了投资驱动，西部民族地区大规模移入了现代工业。 现
代工业的移入，对西部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繁荣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应该说，西部民族地区大工业的移入可谓区域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是，所移入的大工业在

相当程度上与西部民族地区自身的社会需求与客观条件相脱离，从而形成了西部民族地区的

二元结构。从结果看，并没有使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也没有同区域经济形成协调发展的局面。具
体表现为大工业与地方工业的分离、大工业与农牧业的分离及现代城市与落后农村的分离。

区位的概念是多层次的，是发展的。
实际上，在落后国家和地区，在其工业化水平较低，并拥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的条件下，随着

产业结构向合理化的发展进程的推进，｀｀区位”的概念是存在的，其实质是各区域经济发展条件

的不同组合特征的集中表现，比如资源开发区位、农业区位、贸易区位、高科技区位等。 随着工

业化的推进，区位的概念逐渐扩大并综合化，使得现代经济由区位向非区位经济转化。

从区域角度考察区位的话，区位是产业结构的区域基础。区域资源、环境特征、产业状况和
市场环境组合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区位，即优区位。 优区位代表着具有明显优势产业的区
域。

不仅如此，优区位的形成、转化及演变还依赖于生产要素及其联系形式的变化而发生的，

• 西部民族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甘肃、宁夏、新疆、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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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决定了优区域的演化机制，在这种机制作用下将形成区域经济产业化，而
区域经济产业化过程又与区域城市化发展相一致，产业的发展又以城市为依托，城市以产业为
基础，在一个区域内形成以产业环链为中心的城市体系，促使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从
而达到区域发展的现代化。

政府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各种政策手段来引导、调节优区位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组

织，推动或限制区域经济的发展规模、方向、水平，以达到与国民经济总体发展协调的目的。

如上我们可称之为优区位一产业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理论，以此为指导的区域发展战略

可称之为优区位产业协调发展战略。
由千区位的实质是 各区域经济发展条件的不同组合特征的集中表现，它决定了优区位—

产业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理论的实质就是以资源转换为特征来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

从构成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来看，组织现代化生产，形成现实的生产力，一般要人才、技

术、资金和资源在同一 空间上有机组合，缺一不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生产力是由劳动者、劳动

对象和劳动手段所构成的一样，在以上四种资源中，人才代表现代生产力的中坚，技术和资金

主要代表着现代的劳动手段，自然资源构成最基本的劳动对象。各种资濒依据综合比较优势被

组合在一定的区域内并形成现实生产力即产业，这就是优区位中的产业结构。

考察现代社会化的大生产，我们会发现，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组织生产的起点，往往很少同

时充分具备以上四种资源。较为普遍的是，拥有其中一种或某几种资源，利用自已拥有的资涩

优势，吸引其它资源进行生产的空间组合，从而形成现实的生产力。这种以一种或某几种资源
吸引其它资源在一定区域或在国家内进行组合形成现实生产力即形成产业的发展，称为资源

转换。

现代资源转换有三种基本模式：第 一种是拥有人才或拥有人才和技术的优势，吸引资金和

自然资源的组合，形成现实生产力，可称之为智力资源转换型。日本近代的经济发展就属千该
类型。第二种是利用拥有的自然资源优势，吸引技术和资金、人才资源，形成现实生产力，可称

之为自然资源转换型。 象中东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就属此类型。第三种是智力资源和自然资
源所在同一生产过程中相互渗透、密切结合，可称之为资源综合转换型。象前苏联、美国即属此

类型。＠

资源转换中生产力要素的有机的结合，必须借助于某种机制（比如计划机制或市场机制）
推进形成，从而使其组合成现实生产力。不仅如此，资源转换还必须以某一区域中优势资源协

调和配套，以及和巳有的产业基础结合成新的产业，方能实现有效的资源转换。资源转换不仅
要注重静态的比较优势，还要注重动态的比较优势，否则会形成僵化的区域分工格局，有碍千

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

由此可见，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具有丰富的内含，是否能形成有机的组合，将决定“它们的

质和批，它们的组合或综合，形成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这个特定的生产力又在它的作用的结

果的产品上表现出自己的效率。这个效率就是经济效益的根本所在。”@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就其转换模式来讲，由千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显然是适用千自然资

源的转换类型。但是，建国若干年来，在封闭的、以静态比较优势为主的资源转换中，西部民族

地区在区域分工格局中始终处于劣势，这种初级自然资源转换是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以垂直

定向划拨流向并以使用价值生产、以宏观纵向的政策操作为前提而形成的。
应该看到，这种操作由政府来塑造人为平等的环境，从而代替市场竞争机制确定 “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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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 ＂，从短期来讲，虽然取得了 一定的效果，但是其实质对“优”、"劣 “双方都会有不利千长远发
展的因素。极为典型的表现为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所形成的输入（国家投资和补贴）一涌出（双
重利润转移，即西部民族地区能源、原材料生产在价格偏低及调入制成品价格偏高情况下所形
成的利润转移）的运行机制。这种机制的存在不仅使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不能从根本上改
变它们相对落后的地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积累着落后和贫困，更为严重的是造成西部民族地
区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被动、呆滞、僵化，造成人的主动性、进取性的退化和丧失，成为经济体
制改革的巨大障碍。 值得指出的是，80 年代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 90 年代以来，这种政策操
作的体制保障和微观基础已逐渐袚打破。就西部民族地区而言，优区位一产业协调发展战略是
其实现工业化的根本途径。 然而，以市场取向为主的自然资猓转换必须是开放的，以动态比较
利益为主的，注重逐步向资源综合转换型发展。

第一，自然资源转换应在优区位中进行。
优区位是具有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的区域，在企业和地区作为主体的区域分工格局中，只

有在区域内进行自然资源转换，才能按照全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国内外市场的变化情况，
发展和引进技术和人才，开发具有市场优势的自然资源。

以往的西部民族地区的开发大都没有注重发挥市场优势，走了 一条资源一技术—市场的
路子，仅以自然资源为本进行开发，结果，不仅造成经济效益低下，而且也不利千自然资源的综
合利用，甚至造成亏损。 因而，由资源一技术一市场转向市场—技术—资涩则是西部民族地区
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二，以动态比较利益为主的自然资源转换，其目的是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并在此基
础上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

在以动态比较利益为主的自然资涩转换中，必须打破过去的以静态比较利益的区域分工
及西部民族地区以低附加价值产业为主的倾向，不能只追求几项产品的单一开发，而要通盘考
虑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带动下，实现科技、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发展，实现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
同步建设。在此基础上对已开发的自然资源进行适度的深加工和综合利用，通过不断提高附加
值从而强化转化层次，向资源综合转换的高层次迈进。

第三，以动态比较利益为主的自然资源转换，必然要求其自然资源转换的开放性。
它不仅要对国内开放，而且也要对国外开放；不仅要对国有企业开放，也要对其它所有制

形式的企业开放。这种开放的基础是广泛地进行商品交换和市场开放，形成以城市网络构成的
市场体系。

开放式自然资源转换作为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期发展方略，必须兼顾全面资源开发与资源
优区位重点开发的协调。 由千西部民族地区肩负着为整个国民经济供应能源、原材料的重任，
特别是在全国统一市场尚未形成之前，要注意资源开发中的资源优势导向和市场优势导向的
协调。资源优势导向侧重千对全国经济的影响，市场优势导向侧重于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影
响。

（本文是复旦大学 1995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西部民族地区投介问题研究》的一部分，
导师为王克忠教授）

注：＠参见潘照东：《开发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见张薰华：《生产力与经济规律》，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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