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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编制经济社会发展蓝皮书，是近年来国内地方社会科学研究
机构推进科研工作与本地实际相结合、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践
服务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学术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良性互动的
有效手段。

兰州市社会科学院一贯重视开展应用对策研究，在兰州经济
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多项成果。在新形势
下，选准地方社科机构的主攻方向，进一步提高社会科学研究的系
统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更加有效地为全市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服务，为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建言献策，为解决群众关心的现
实问题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是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为此，我们
知难而进，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近年来，我们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市
委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按照社会科学
“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方针，明
确了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为学科建设的中心任务。为此，在有
关领导和部门的支持下，在省内相关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的帮助
下，我们举全院之力，下决心启动了兰州经济社会发展蓝皮书的编
制工作。这项工作的开展，使我们找到了社科研究与兰州经济社会
发展实践的最佳结合点，进一步明确了当前和今后研究工作的基
本内容和思路，它将作为一项具有导向性的任务，伴随兰州市社会
科学院未来的发展成长。

第一次编写蓝皮书，我们期望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和较高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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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通过深入分析研究，集思广益，确定了蓝皮书的指导思想、主要
内容、基本方法和编写体例，力争在各方面达到较高的水平。

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在选择研究选题、制定调研方案、开展分析研究、形成
基本观点的整个过程中，都牢牢把握以人为本的原则和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都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区域性现代
化中心城市、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兰州”的战略思想和
规划思路，潜心开展研究，努力为兰州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全市工
作的大局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和对策。

在研究内容上，一是突出重点。即突出兰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大实践问题，如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工业强市、新农村建设、环境
建设、文化建设。这些重大领域的重大问题，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内
容。二是扩大覆盖面。当今兰州的实际工作量大面宽、纷繁复杂，大
量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探索。为此我们把研究的触角尽量延
伸到实践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不拘一格，只要是实际工作中需
要的，我们都尽力去研究。三是积极关注社会建设和民生问题。社
会建设实践尤其是各类民生问题，是城市发展中最复杂、最现实的
问题，是以往研究中较为薄弱的领域，也是当代地方社科研究中最
重要的领域之一，我们把理论研究关注的目光放在群众最关心最
现实的社会问题上，如群众的心理感受，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
障问题，社会救助，困难群众的生存状况，等等，以使我们的研究更
加切合“以人为本”的理念，更加符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
众”的原则，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实际应用价值。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一是基础理论
和研究成果检索。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之前，先对基础理论和国内外
最新研究动态、相关工作成果、实践经验进行比较全面的检索，掌
握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历程和最新进展，以使我们的研究能够尽量
站在学术理论的前沿。二是现状分析评价与预测、对策的结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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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实问题作出系统分析、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对未来一个时期的
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并提出相应的工作思路、对策和建议，使研究
成果既脚踏实地，又具有前瞻性、导向性，达到“咨政育人、服务社
会”的目的。三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在提高定性分析科
学性的基础上，我们特别重视定量分析，尽量采用精确、权威的数
据和事实来分析现实问题，注意采用经济学、社会学定量研究的科
学方法，配合以图示、表格，增强研究的直观性和准确性。四是理论
研究和实地调研相结合。在系统掌握基础理论、学术和工作动态的
基础上，我们深入到兰州市的实际工作部门和人民群众中，开展了
大量的实地调研，在有关社会问题的调研中积极采用了问卷、个案
走访等田野调查方法。通过调研收集和积累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
资料，使我们的研究得以真正建立在深厚的实践土壤之上。

在编写体例和结构上，我们借鉴了省内外兄弟社科院编写经
济社会发展蓝皮书的经验，全书按总论篇、经济篇、社会篇、专题篇
四大板块编制。第一板块总论篇共五篇文章，以经济社会年度发展
报告为主体，研究带有综合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第二板块经济
篇，分别为产业结构调整、工业、农业、第三产业和文化产业等主要
经济门类的五篇分析报告。第三板块社会篇，是社会建设各个不同
领域和层次的研究分析报告，包括创新型城市建设、生态环境、文
化、精神文明、社会保障、科技、教育等七篇研究报告。第四板块专
题篇，是专题问题的分析研究，这些选题涉及面广，涵盖各领域，都
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建设方面有代表性或极具探索价值的专题
性课题，如县域经济、装备制造业、都市农业、创意文化产业、信息
化、少数民族经济等，特别是把有关民生问题的专题研究归入这一
板块，包括社会救助、城市低保人群的生存状况、中低收入群体住
房、市民幸福感这几项调研的调研报告。这也是我们追求更贴近实
际、为市民和政府分忧的工作思路的体现。

由于是第一次开展蓝皮书的编写工作，经验不足，加之科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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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为薄弱，科研条件和手段较为欠缺，幼稚之处在所难免，但毕
竟开创了我市社会科学研究的一条新路，我们将沿着这条路，一步
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在第一本兰州经济社会发展蓝皮书付梓之际，我们向所有对
本书编写给予帮助和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表示感谢。特别是对给
我们调研予以帮助和提供资料的市委政法委、市发改委、市经委、
市民委、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民政局、市农委、国家统计局兰州
市调查队、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城关区民政局、东岗西路街道及
东岗西路社区、一只船社区、天水路社区、平凉路社区、农民巷东社
区、农民巷西社区等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对甘肃人民出版社的大
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共兰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兰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

2008年 9月

李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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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9年兰州市主要经济社会
指标增长态势及预测分析

2008 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中期目标的关键年，全市沉着应
对国内、省内历史罕见自然灾害以及能源原材料供应紧张、物价上
涨等内外环境的严峻形势，增强有利因素，化解不利因素，保持了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为 2009 年以至今后兰州市经济社
会继续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兰州市主要经济社会指标运行的历史周期变化

为了对兰州市经济社会主要指标的增长态势变化周期有一个
清晰的认识，对今后的发展有一个科学准确的预测，我们把视角拉
进历史的纵深，对 1978年以来兰州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作简要分析。
（一）兰州市 GDP增长的历史周期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兰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07

年 GDP达到 732.76亿元，是改革之初 1978年的 33.6倍，从图 1-1
中可以看到兰州经济是在波动中发展前进的，GDP 增长呈现阶段
性的成长过程，经济发展经历了三次大的起伏周期。

从 1978年到 1991年是改革开放后经历的第一个发展周期，年
均增长 6.6%，1984年达到最高点，然后增幅不断回落，1991年达到
2.2%的低点。其特点是波动幅度大，增长率变化不平稳。第二个周
期始于 90 年代初期 1992 年，到 1994 年达到最高点，然后逐渐减
速，在 1999年达到最低点，于 2000 年结束。这一周期平均增长速

2008—2009年兰州市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增长态势及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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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达到了 9.6%。其特点为波动幅度相对较小，增长率变化呈现出一
定规律。第三个周期始于 2001年，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表现出
稳定加速的特征，目前仍处于该发展周期，平均增速为 11.42%。特
点为高位增长，持续、快速、平稳。

从周期波动幅度来看，经济波动呈现出逐步减缓的趋势，在
1978—1991 年的经济增长周期中，GDP 增长的最大幅度为 17%
（1984 年），而最小值为-3.3%（1981 年），其离差即波动幅度为
20.3%。在第二个周期中，最大波动幅度 12.6%与最小值 8.0%的差
为 4.6，这 8年间增长最大波动仅为 4.6%，相比较第一个周期波动
幅度下降了将近 4倍。这三个周期平均增长率不断加速上升，但标
准差却不断减小，为 5.45、1.48、1.45，说明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加快，
而波动幅度却不断减小，经济发展更趋稳定。

图 1-1 兰州市 GDP增长的历史周期变化图

1978—2007年兰州市 GDP（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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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兰州市 GDP及增长变化历史数据（亿元）

（二）农业及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兰州市农业与农村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农

业经济结构得到调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农民收入逐年
增加。2007年第一产业总值达 26.09亿元，是 1978年 0.74亿元的
35.3倍。但 1978 年的增长率是 9.6%，1999年是 11.9%，2007年是
3.69%，2008 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是 10.26 亿元，增长率是
2.7%。增长率的逐年下降，一方面说明兰州工业化进程在加快，农
业生产所占比重减小，另一方面则说明兰州农业产业发展面临着
新的困难。总体上城乡差距大，且呈继续扩大趋势，“三农”问题仍
是制约兰州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总体看，农业基础条件差，投入不

年份 实际 GDP
（亿元）

指数值 增长率
（%）

年份 实际 GDP
（亿元）

指数值 增长率
（%）

1983 29.49 111.4 11.4 1998 259.51 108.3 8.3

1984 35.4 117 17 1999 275.25 108 8

1985 43.5 113.5 13.5 2000 309.43 108.8 8.8

1986 50.79 112.3 12.3 2001 348.75 110 10

1987 56.11 107.8 7.8 2002 386.78 110.4 10.4

1988 64.3 103.8 3.8 2003 440.08 111.0 11.0

1989 73.69 103.8 3.8 2004 504.65 114.7 14.7

1990 77.89 104.6 4.6 2005 567.04 112.4 12.0

1991 85.23 102.2 2.2 2006 638.47 112.6 12.0

1992 100.57 110.3 10.3 2007 732.76 114.8 12.5

1982 25.82 106.9 6.9 1997 244.02 108.7 8.7

1978 21.8 102.2 2.2 1993 126.96 111.6 11.6

1981 24.01 96.7 -3.3 1996 230.82 109.1 9.1

1979 24.54 109.7 9.7 1994 174.11 112.6 12.6

1980 25.68 100.5 0.5 1995 214.54 109.2 9.2

2008—2009年兰州市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增长态势及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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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经济社会发展蓝皮书·2008—2009

足，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从农业产业化程度看，兰州农业产业化
开始得比较早，但发展较慢，总体上仍是传统的经验性、粗放型生
产方式，精细化、市场化程度低，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弱。从农民增
收情况看，2008年上半年我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1 350元，增长
10.4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87 个百分点，为 1985 以来增幅最高
的一年，但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4.3∶1，全国的平均水平是 3.33∶
1。① 由于缺乏新的增长点，下一步农民增收难度较大。从农村贫困
情况看，省定贫困人口 9.17万人，这主要指的是整村贫困人口，兰
州实际贫困人口是 20.3万人，主要集中在“四片一灌区”，即榆中南
北山、永登西北部、七里河后山四大片及引大灌区移民村，实际占
农村总人口 131万人的 15%。② 这一比例并不低。
（三）第三产业发展的历史变化
兰州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是自 1994年被国家确定为商贸中心

改革试点城市以来近 10 多年的事情，从图 1-2 中就可以看出，
1996年到 2003年第三产业开始了第一个快速发展期，从 2004年
至今正经历着第二个快速发展期。第二个快速发展期，明显要快于
第一个快速发展期，以年均递增 16%的速度实现了快速发展。2007
年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370.59亿元，比上年增长 10.7%，占全市
GDP比重 50.57%。兰州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其增加值占 GDP的
比重逐年提高，到现在已形成了 GDP半壁江山之势。三次产业间结
构发生了由量变到质变的深刻变化，经济发展格局已由“二、三、
一”的顺序，转变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并驾齐驱，并正在进入第
三产业领跑 GDP的“三、二、一”产业发展阶段。

①《兰州晚报》，2008-08-30（A05），《中国青年报》，2008-08-28。
② 兰州市农办：《关于兰州市扶贫开发工作情况汇报》，2008-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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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兰州市第三产业发展历史变化图（亿元）

（四）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历史变化
兰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自 1978年以来以年均 15%的速

度实现较快增长。
图 1-3 历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变化图（亿元）

从表中可以看出，1994年至 1998年年均增长达 17.68%，始终
保持了高位增长的态势，进入了第一个快速发展期，特别是 1994
和 1995年分别比上一年增长 27.27%和 25.43%。1999年至 2003年

2008—2009年兰州市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增长态势及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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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五年间，相对进入了一个调整期，以年均 8.85%的速度增长。从
2004 年到 2008 年又进入了第二个快速增长期，年均增长为
14.54%。2007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37.57 亿元，比上
年增长 16.52％，2008 年上半年总额为 191.07 亿元，同比增长
20.33%，是近五年来增长最快的时期。但横向比较增长速度较慢，
2008年上半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增长速度处于全国省会城市的
第 23位和 18位，在西部 10个省会城市中居第 7位和第 8位。
（五）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历史变化
投资一直是拉动我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07 年兰州市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58.61 亿元，比上一年增长 20.26%，是
1978年的 138倍，特别是自 1993年以后我市投资增加速度不断加
快，呈指数级增长态势。200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城乡区域划
分：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46.52亿元，比上一年增长 19.24%；农
村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2.09亿元，比上一年增长 58.98%，这一增长
速度是由于 2006 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才完成了 7.60 亿元，比
2005 年下降了 20.63%相比较而言的，可以看出，农村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慢，是造成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缓慢的原因之一。按隶属关系
划分：中央在兰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86.37 亿元，比上一年增长
了 7.58%，省属在兰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62.29 亿元，比上一年
增长 9.05%；市及市以下企业完成投资 209.95亿元，比上年增长
30.57%，这是在 2006年增长 29.89%的基础上又一高增长。从中可
以看出，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市属企业仍然扮演了重要角色，强力
拉动了经济增长。从下图中就可以看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的历史变化增长曲线与 GDP总量的历史周期变化正相关度极高，
说明兰州市 GDP的增长属于投资增长型经济，今后适度保持社会
固定资产的高位增长，对兰州经济的增长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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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1978—2008 年兰州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历史变化增

长曲线图（亿元）

（六）财政收入的历史变化
兰州市经济增长带来财政收入规模不断扩大。图 1-5中可以

看出：
图 1-5 1978—2008年兰州市一般性财政收入曲线图（亿元）

改革开放初期，地区财政收入仅 4.3亿元左右，到 2006年地区
财政收入已突破 100亿元，达到 106.2亿元，比上年增长 10%。全
市一般预算收入实现 33.14 亿元，比上年增加 4.216 亿元，增幅达

2008—2009年兰州市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增长态势及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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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完成预算的 105.38%；全市财政支出突破 60亿元，达到
62.95亿元，比上一年增加 12.73亿元，增长 25.35%。2007年地区性
财政收入完成 134.1亿元，一般预算收入达到 46.6亿元，分别增长
26.3％和 40.5％；完成财政支出 83.3亿元，增长 31.9％，其中市级支
出 39.5亿元，增长 25.4％。2006年全市财政收入增长高于生产总值
增幅。全市财政收入在 2006年高增长的基础上，2007年继续保持
了较高增长，达 134.06 亿元，增幅达 26.25%，比 2006 年多增长了
16.25%。2007年全市一般预算收入比上年增加 13.41亿元，增幅达
40.45%；全市财政支出在 2006年突破 60亿元大关的基础上，再创
新高达到 83.3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 20.35亿元，增长 31.94%。
（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历史变化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自 1992 年以来以年均 11.5%的速度增长，

特别是 2007年达到 10 271元，首次突破万元大关，是 1994年的 3
倍，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我市人均收入大约每 5-7年就可翻一
番。但与我们近邻的省会城市相比，发展速度还是较慢。

图 1-6 1992—2008年兰州市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历史变化图（元）

（八）全社会劳动就业情况历史分析
从图 1-7可以看出，一是就业结构失衡，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偏

高，二、三产业却相对不足。从构成比例上看，第一产业 28.42%，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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