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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战

略构想和我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为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缩小日

益扩大的东西地区之间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而作出的一

项重大战略决策。实施八年来，取得了重要进展。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

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得到切实加强。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特色经济和优

势产业不断壮大。社会事业明显改善，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东西合作成

效显著，改革开放走向深入。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干部群众

对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增强。实践充分证明，实施西

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当前，西部大开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即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

生态环境保护建设阶段迈向加大力度发展特色优势产业阶段。回顾中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使我们对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

认识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楚。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开创西部大开发

新局面，就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增强可

持续发展能力，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在大力发

展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促进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不断推进思想解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

求，用新思路、新体制、新机制推进发展；必须依靠西部地区广大干部群

众的主体地位，大力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充分发挥自身的积

极性、创造性。

令人称赞的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综合研究所十分关注中国

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他们和西安交通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共同进

行的有关西部发展的研究，从一开始就紧紧围绕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

循环发展等重要问题展开，是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其合作项目《中国



西部开发与可持续发展———开发与环境保护兼顾》专著一书中文版出版

发行了，值得庆贺。这本书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内容丰富。它涵盖了

生态保护、资源保护与开发、城市（镇）化建设、农村发展、人才教育与培

养等问题，从理论和实践、宏观和微观、正面和反面等不同层次、不同角

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地研究。二是揭示问题比较深刻。

可贵之处在于，充分肯定西部大开发政策带来变样的同时，用相当大的

精力和篇幅研究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并提出了针对性较

强的对策和建议。这对我们更加全面、客观、理性地认识问题是有帮助

的。三是值得借鉴的观点不少。怎样创造性地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和不

同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确保收到好的效果，本书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的结论和观点很有借鉴意义。我相信，这本书一定能够带给读者许

多有益的启示。

中日合作研究的这一成果编辑的日文版专著已于２００６年在日本出

版发行，引起社会和有关部门的关注。双方合作进行的这项研究，对于

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两国之间的合作与发展，是有积极

意义的。西川润、宇野和夫、大岛一二、简子晏、向虎等几位日本朋友为

了研究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不辞辛苦、不畏艰难，几次深入到中国西部

省区的农村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中肯建议。特别应当

指出的是，他们提出的若干政策性建议，对于日本政府的对华援助更多

地转向中国西部地区是有影响的。我谨向他们表示感谢和敬意！

　 　 中 共 陕 西 省 委 原 书 记

西安交通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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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时，往往频发环境污染与生态
破坏事件，不利于人口、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西部区域作为中国经
济发展和生态调节的主功能区，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任务稳步推进的同
时，也面临着沉重的环境生态压力问题。一方面，西部区域是全国主要
的森林蓄积地，有着连片大面积分布的草原，以及全国一半以上的自然
保护区、珍稀濒危动物繁殖场、珍稀植物引种栽培场等；另一方面，西部
区域土地的荒漠化和沙化现象、水土流失现象十分严重，土地荒漠化和
沙化土地面积占全国９０％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８０％以上，其中陕
北黄土高原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可见，西部大开发必
须贯彻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同时兼顾区域经济和生态环
境两个方面。

当前，中国政府将环境保护摆在十分突出的战略位置，确立了建设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奋斗目标，要求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既
要把握西部区域经济的发展契机，又要在发展中维护人与自然环境的和
谐。简言之，必须处理好两重生态关系，即：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需要在本
代人内部，以及本代人与后代人之间进行生态利益分配或生态责任担当
（代间关系）；我们作为生态系统中平等的一员，需要维护生态系统的完
整性，关注和维系生物的多样性和生命的自然过程（种间关系）。那么，
在西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能源和资源产业，以及促进多元经济繁
荣的背后，我们的人类活动是否正确履行了对以上生态关系的保护和调
节任务？在西部大开发带动的城市化、工业化和资源开发的浪潮中，应
该怎样使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特别是在生态环境脆弱的黄土高原
地区，如何使重视环境的环保型建设成为可能？这些问题至关重要，但
是迄今为止，还比较少见针对相关问题的系统调查和研究。

为了研究和回答以上问题，２００２年在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基
金的资助下，西安交通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与日本早稻田大学共



同合作，对“中国西部区域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构筑黄土高原生态
建设模式”进行课题立项，并安排３年时间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在中
国西部研究中心理事长、主任张勃兴，副理事长、副主任张斌等领导的指
导和大力支持下，经过中日双方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我们圆满完成
了研究任务。研究前后，主要组织了以下学术活动：

２００１年５月，日本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访问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西部发展研究中心，期间进行了“关于西部大开发中环境保护问题”
的座谈会；同年１０月，蔡艳芝女士受日本早稻田大学邀请，参加在日本
早稻田大学举办的“关于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国际研讨会会议，并发表了
《中国西部黄土高原村镇区域开发与环境保护》的专题学术论文；２００２
年３月，研究项目获得日本文部科学省基金支助；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５年间，
课题组在中国西部先后组织了３次大型的实地调研考察活动，足迹遍及
陕西、甘肃、山西、宁夏的黄土高原及其周边的地区，以及四川、云南、贵
州等地；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我们举办了大型国际研讨会
议，对本课题的所有研究成果进行汇总和讨论。

为了展示这项国际合作研究课题的重要研究成果，２００６年１０月，
课题组日方主持人西川润先生得到日本文部科学省基金的资助，以《中
国西部开发与可持续发展———开发与环境保护兼顾》为题出版了日文版
专著。该著作发行两年来，同行的反应非常好，给予了很高的正面评价。
为达成本项目产生影响西部区域地方政府决策的目标，并得到中国国内
学术界的指导和帮助，值此西部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十年之际，我们采取
中文形式对该研究课题的成果进行了重新编辑和出版。如果本书能使
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西部区域经济和环境现状，并促进中日双方的理解
与交流的话，那么对编者来说将是一个更大的喜悦。

蔡艳芝　西川润（日）　潘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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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中国西部大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总论）
西川润（日）　蔡艳芝

本书获得２００１年度早稻田大学特定课题研究资助，是获得了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
度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科研经费的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综合研究所和西安交通大学
西部大开发研究中心共同研究的研究成果。

本项研究，在中国２００１年起出台西部大开发政策之际，以调查怎样才能使开
发资源和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特别是在生态系统脆弱的黄土高原上，怎样才能进行
重视生态系统的环保型的经济建设为目的进行的。

这里所谓的西部大开发政策是指，对开发落后的西部地区（内陆地区），通过集
中投入资金、资源，从而解决东西差异，同时通过西部的资源开发，为东部工业区提
供原能源，为东部工业区提供新的国内市场，从而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为目的的
一系列政策。

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对象为：新疆、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青海等西北部６
省、自治区以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广西等西南部６省、自治区、直辖市。

在这里，我们先看一下西部的经济概况。上述的１２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占
中国国土总面积的７２％，人口３．７亿，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２９％。可人均ＧＤＰ在

２００３年时却仅为５　５１５元（１人民币＝１５日元，２００６年４月汇率），相当于当时全
国人均ＧＤＰ８　１８４元的６１％（《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５年）。

从家庭消费水平来看，上海为１８　３８２元，北京为１２　４０５元，而陕西省为２　８９３
元，甘肃省为２　４６０元，贵州省为１　９４６元。全国收入最低的贵州省和上海市的差
距，大约是１∶９。还有，同样是在陕西省内，城市为６　６４３元，农村却只有１　６２４
元，还存在着４∶１的差距。在如此悬殊的背景下，每年竟约有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万人
从内地涌向沿海地区打工，出现了迁徙的劳动人流，这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增长，跨国企业的投资和对外出口起了很大的作用。
可是，到２００４年，西部利用外资，仍仅为全国利用外资额的３．６％，徘徊在２０亿美
元上下。由此可知，西部是个被排除在利用外资热之外的地区。

１９７９年，中国宣告向改革开放的政策转变，可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远远落后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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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这２０年，东西部的差距扩大了。
还有，由于西部的乱砍滥伐，水土流失等原因，导致荒漠化面积扩大。而同时，

洪水、黄河断流（河流干涸，无法形成水流的现象）、沙尘暴干旱等生态系统的异
常、环境的恶化也在逐步加深。

由于面对着收入差距的扩大，环境、生态系统恶化的加深，政府才出台了西部
大开发政策。其主要内容如下所示。

第一，基础设施建设。是指高速公路网、公路、机场、铁路、发电站等设施。西
部的道路、运输状况在近几年内得到了显著改善。不少地方，以前要花上整整一天
的时间才能到达，现在开车只要数小时。西部的机场无论哪个都焕然一新。而且，
铁路也得到很大改善，连接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的青藏铁路（延长线）也于２０００年
开始建设了。

第二，资源开发。资源开发也是西部大开发要下大力气的部分。为了支持东
部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繁荣，把从西部那里开发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和
其他天然资源输送到东部，正像“西气东输”等标语写的一样（“西气东输”把西部的
天然气向东输送，“南水北调”使南方的水为北方所用。具体来说，把长江的水通过
长江全段的３个地方转移到黄河。通过注入渤海湾的黄河，使北方的用水状况得
到改善）。

第三，建设、发展被称为小城镇的人口为数万人的中小城市。这主要与市场经
济发展有关。顾名思义，以培养家畜、食品、服装布料等的市场为核心，使小城镇得
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这在成为地域经济发展直接原因的同时，也吸收了部分从西
部农村涌向沿海大城市的劳动力，缓解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压力。可是，正如本
书后面所讲到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些内陆小城镇及其产业基础的城镇企业，被
与跨国企业合作的沿海地区大企业压制而陷入困境的情况不在少数。

第四，保护生态系统工程。中国在１９９８年发生了导致１００万人以上受灾的长
江洪灾，基于对此灾害的深刻反省，政府得出了三大河流上游山地的过度开垦是水
土流失、洪水频发的原因。在此认识基础上，政府推出了坡度在２５°以上的坡地，
停止耕作，把田地变回原来的森林或草地的宏伟的保护生态系统工程，被称为“退
耕还林”，“退耕还草”。通过植树、种草，防止水土流失，预防洪水。并与“封山禁
牧”政策配套，即，人不可以进出山林，家畜会啃食树芽及草根，也被禁止出入山林。

第五，在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方面，特别在大学的现代化，计算机等尖端设
备的配置上，付出了很大努力。

在本项目中，调查了以这些政策为支柱的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状况及其成
果，以及目前产生的问题等。参与本项研究的有：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综合研究所
的５位学者（西川润、宇野和夫、大岛一二、向虎、关良基），西安交通大学西部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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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研究中心的５位学者（潘季，张锋，曹钢，李耀忠，蔡艳芝），还有林燕萍（宁夏社会
科学院副院长），汪丽（云南省环境保护局成员）。

一、项目中的新发现

在第一章“中国西部大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总论）”中，阐述了本书的价值及总
体的内容。同时根据对陕西省米脂县等地的实地调研，建议日本的对华ＯＤＡ（特
别是对华贷款）不要和既定的一样在２００８年停止，而应根据在内陆地区可能的发
展方向，协助并充分将其用于自发型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保护环境等由当地人
民参加的活动方面。

首先，第二章、第三章阐述了西部经济的总体特征，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中，被视
为重点的资源开发，以及关于此的实态报告和公害问题。

第二章《中国西部经济的特征和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张锋），调查了西部１０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特征，对西部经济落后原因进行了分析。在仔细分析过
西部历史条件，调查了在那里开发政策的实施的现状之后指出，这里的生态环境脆
弱，所以在沙漠化，干旱逐步加深的这一地域，实施环保的开发政策成为必然。因
此本章也成为了全书的概论。

第三章《中国西部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治理———以陕西资源开发为典型引出
的思考》（曹钢），考证了作为西部大开发政策支柱之一的被重视的如“西气东输”等
政策实际的执行情况，通过对公开发表的新闻报道的分析，把资源开发再三导致的
大范围的环境污染的真实情况呈现在我们面前。

第四章、第五章把城市的环境问题作为对象加以研究。探讨了在西部大开发
期间，大城市以及中小城市，产生了什么样的环境问题，发生了什么样的公害问题，
可以有什么样的政策加以应对。

第四章《城市化的现状与问题———以西北地区为中心》（宇野和夫（日）），论证
了小城镇发展政策，即前面展开论述到的，在防止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大城市的同
时，大力发展本地经济，这一点也是地域经济发展的结节点；明确了发展小城镇、城
市化的多种发展模式，同时，分析道，在那里一般环境保护意识落后，所以那里就成
了城市公害的源头。

第五章《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及对策》（李耀中），特别从城市环境工学的观点出
发，论证了在如上所说的城市化的过程中，什么样的公害在西部出现了。仔细调研
了不同领域出现的公害问题的相应的对策。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的发展方
向。提议“城市生态化”。思索不单是在西部，而且是在中国大范围的城市化的过
程中带来的公害问题的对策的时候，这个问题是一个着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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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至第九章根据在陕西省、山西省、贵州省等地的实地考察，解决在农村
的环境问题、农民增收方式问题及西部区域发展战略的选择与调整问题。

第六章，《“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与农村经济的振兴———环境保护与贫困农
村》（大岛一二（日）），从陕西省，山西省农村的比较验证来仔细研究，提出保护环境
的“退耕还林”政策成功的条件是什么，不确定带来预期的效果又该怎么应对，很显
然，无论哪种情况，如果没有当地人的参与，都不可能完全实现环境保护。

第七章《贫困地区的生态建设》（向虎，关良基（日））在这２个地区的实地调查
中，对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农村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劳动力外出打工状况
如何，生态建设状况如何以及苗木的成活率如何等都做了详尽的调查。作为生态
建设条件，仅仅靠上面的政策，实效性很低，必须重视村民的主导权。

第八章《加快农村经济增长方式变革研究———关于陕西农民增收问题的调查
与思考》（曹钢）是把研究农民增收中的一般问题与陕西农民增收的特殊难点结合
起来，抓住本质现象，触及制约陕西农民增收的全局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定位于
探讨能够使大多数膛民实现比较稳定和有较大幅度增收的根本性途径，寻找从整
体、深度、持续推进全省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战略思路。从而通过省内外发展比
较和农村不同类别产业发展分析，在理论与实际结合基础上，提出把加快推进农村
经济增长方式变革，作为解决陕西农民增收问题的重大战略对策。

第九章《西部村镇区域开发：多路径发展战略构想》（蔡艳芝）通过回顾２０００年
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区域发展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对西部区域发展战略的选择
与调整进行讨论。提出西部区域走多路径发展战略的构想：在继续抓好中心城市
建设的同时，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强化村镇区域开发的内源发展战
略。通过村镇区域开发，弥补外向型经济战略不足，减小正在扩张的城乡经济差距
和东西部区域经济差距，增强区域竞争力。

第十章至第十二章，首先根据在陕西省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地区调查，讨论了
教育开发的现状，课题，以及教育普及的条件。并且，通过云南省的案例，调查了如
何使行政力量和居民互相合作，如何防止经济发展了自然环境污染也进一步恶化
了，怎样将此举坚持到环境能良性循环等问题。

第十章《贫困地区发展的方向———以固原市山村为例》（林燕萍），众所周知，宁
夏回族自治区也是一个贫困地区，在其南部固原市的调查中，通过对贫困家庭真实
状况、生产、市场、教育、保健等方面的分析，讨论了作为贫困地区内在发展的动因
是教育的普及，成人教育，以及能为本地区提供工作岗位的有自主权的工程项目。
本章还对项目的可行性作了讨论。

第十一章《西部市场经济计划和教育发展》（蔡艳芝），与西部市场经济迅速发
展不同，发展教育不一定被设为重点，这些地区的升学率、中途退学率，培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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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中高等教育水平等，依然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很远。为了使西部人才为
西部大开发所用，主张教育的开发、教育的普及是不可缺的。论述了教育的开发，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向处于弱势的女性和少数民族方向有所倾斜。

第十二章《中国云南高原湖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汪丽），介绍了云南省开发
的同时，怎样防止湖泊污染。近年来，洱海、滇池等高原湖沼污染严重。通过行政
力量、当地人、ＮＧＯ等的努力，污染源得到控制，防止了间接污染，生物多样性也得
以恢复，也有湿地复苏，候鸟返回这样环境进入良性循环的的例子。此外，在云南
省，减少贫困、女性参与同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也不少。由此可
知，居民参与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以上是本研究对涉及城市、农村、教育、资源开发、环境等各方面研究成果的总
结。同时，本研究将以陕西省黄土高原的贫困县为对象，对贫困县的自立、自强的
可持续发展，国际援助可以提供什么帮助做了调查。其次，依据日本对华ＯＤＡ的
现状，在对华ＯＤＡ叫停的今天，日本还能做什么，本研究对此做了一个总结。

二、国际合作方面的课题和忠告

（一）日本对华ＯＤＡ

长期以来，中国同印尼一样都是日本ＯＤＡ的最大接收国，是有以下几点原因
的。中国是亚洲国家中少数几个放弃战争赔偿权的国家之一，从这一点上来讲，对
中国的ＯＤＡ援助，有其相应的对价性；并且，邦交正常化以来，“一衣带水”邻国经
济的发展，对日本来说，也是促进“东亚的繁荣稳定”（外务省《对华经济合作》主页
的语句），是日本期盼的事情；而且，对中国贷款规模很大，从日元周转角度来看，是
非常有利可图的，是一件好事。日本对华提供的ＯＤＡ到２００４年，总额已达到３
兆５千亿日元（与日本近年的ＧＤＰ相当），其中的９成都是贷款。

日本对华ＯＤＡ有以下几点特征：①对沿海大城市的ＯＤＡ具有压倒性优势。

②逐步向港口、公路、机场、给排水系统、电力系统等基础设施倾斜。这主要是基于
中方的要求。因为惯例是在每年的ＯＤＡ项目协议中，通常是中方将事先准备好
的优先顺序表交由日方认可即行。中国是典型的实施“要求主义”ＯＤＡ的代表。
日本ＯＤＡ，特别是对沿海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因此也为日资企业的
在华投资铺平了道路。

可是近年来，日本国内在对华ＯＤＡ问题上，批判声越来越高，要重新审度对
华ＯＤＡ。其表现在２０００年７月，外务省计划召开一次“关于２１世纪对华经济合
作办法的恳谈会”，此次恳谈会以同年１２月提出的“提议”为基础，在２００１年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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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华经济合作基本计划”（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ｇａｉｋｏ／ＯＤＡ／ａｎ－
ｋｅｎ／ｇａｉｙｏｕ／ＯＤＡ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ｓｉａ／ｃｈｉｎａ／ｉｎｄｅｘ＿０１．ｈｔｍｌ）。

恳谈会提议，要重新审度对华ＯＤＡ的理由主要有以下３点。①处于经济萧
条时期日本本身的经济及财政吃紧。②中国已崛起成为了大国。③民间投资增
大，ＯＤＡ起的作用和中国的希望也有所改变。因此，提议指出了“把对华的援助由
原来的以沿海地区为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转向更重视环境保护、提高内陆人民的
生活水平、人才培养、建立制度、技术转让以及促进中日相互理解的而投资的‘留学
生，进修生’等方面”；实际上，在第二年的《基本计划》中表明了要向这个方向转移
的新的援助方针。日本对华ＯＤＡ大幅减少，并公布从２００８年起取消占ＯＤＡ９成
以上的贷款的部分。

仔细想来，日本对华ＯＤＡ的减少是由于小泉内阁时，日中关系的恶化而导致
的。也可以说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在外交方面的反映吧。还可以理解为在经济
全球化的今天，面对不断恶化的环境，社会等软件方面，即使对中国，比起基础设施
来，日本ＯＤＡ也必然会向这些软件方面转移。

虽然如此，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本身还存在几个问题，诸如中国人均收
入仅１　２００美元（２００５年），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东西差距扩大，环境恶化等问题。
这些问题作为邻国的日本，是不可以视而不见的深刻问题。在经济上的合作已经
结束等看法还为时尚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实行了前面所说的西部大开发政策，或者说正是那种
自上而下的政策使东西差距进一步扩大，加快了内陆地区的人口、资源向大城市流
出，生态系统进一步恶化。从这一点来讲，可以说中日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合作的
重要性更高了。可是，历来重视沿海以基础设施为中心的援助，也将面临一个转折
点。在那种意义上，合作以重新审视对华ＯＤＡ为契机向新方向转移，这样来考虑
的话，是比较妥当的吧。

日本考虑对华合作新方向的时候，必须清楚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

（二）西部的４个发展方向

我们调查了中国内陆地区，特别是调查了黄土高原地区的经济和环境关系后，
发现中国内陆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不单单是经济落后的问题。

观察过西部经济的实际情况后，可看到西部的４个发展方向。这就是：①市场
经济型；②依靠外部援助型；③利用当地资源型（ＮＩＥＯ）；④自发型。

内陆地区的落后不单单是整体落后，而且要知道那里的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
也很复杂。

市场经济型。现在已经出现了走市场经济道路，取得显著发展的地方。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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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甘肃省定西地区，云南省米勒市等地。以前，贫困地区是它们的代名词，现在公
路、铁路状况改善了，引进新品种，前者以土豆为主，后者以烟叶为主，都取得了惊
人的发展。定西地区由于向肯德基等炸鸡连锁店提供薯条用的土豆，而实现了经
济高速增长。在云南省山沟里，烟草大厦（烟草协会的高层建筑）和豪华的酒店拔
地而起，令世人惊叹。这都是用经香港转口贸易出口外国的烟叶收入而建造的。

依靠外部援助型。现在的内陆地区大城市（省会）每个都是高楼林立，取得了
高速发展。高速公路环绕着大城市，对它们的发展人们目瞪口呆。这是因为国家
给西部大开发的拨款主要流向省会城市以及公路，桥梁等基础土木工程和退耕还
林等植林事业，每天都有收入的农民有向大城市转移的需要。总之，可以说这些大
城市是依靠外部的援助发展起来的。大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影响到了近郊农村，形
成了新的地区经济。这一点希望引起注意。

利用当地资源型。西部绝对不是简单的贫穷。西部蕴藏着大量的天然资源。
至今为止，这些资源都没有用在当地的开发利用，而是原封不动地向东部沿海输
出。这和输出的劳动力一样，支撑着东部沿海地区的繁荣。几曾何时（石油危机
前），人们说阿拉伯国家是“睡在宝山上的穷人”，正好可以说现在的中国西部。西
部总算认识到了这个事实。现在，在陕西省北部的榆林市，地下的石油虽然只有一
成被当地使用，虽然数量少，但他们还是在郊区开始建设工业村，榆林市已取得了
显著地发展。还有，陕西省延安市作为“革命老区”，市内石油资源的２５％被在当
地使用，这使延安市发展迅速很有活力。来到这里，就可以感受到这是一种新国际
经济秩序（ＮＩＥＯ）型的发展，即当地资源为当地所用。可以预测，今后，像这样

ＮＩＥＯ型发展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地方经验不足，技术水平又落后，伴
随着资源开采已经出现的公害问题进一步扩大，这种可能性是１００％存在的（第三
章）。

自发型。自发型是像一个村庄一种产品那样，将当地的农产品加工后，使它成
为具有附加值的特产出售给各地，目前，自发型已经推广到西部的各个地方了。但
是，在这里必须要注意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沿
海地区跨国公司的产品时尚而轻便，有很大的优势，而且以很低的价格进入内陆市
场，这样一来，一个村庄一种产品的乡镇企业陆续破产。我们组的调查地中，有一
个叫米脂县的地方，位于陕西省。米脂县生产传统防寒服产品，在与上海生产的防
寒服的竞争过程中，由于上海的防寒衣服轻而且价格便宜，最终被挤跨了，结果在
那里上班的工人们都离开家乡去上海等沿海城市打工了。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有
具备技术，专有技术和市场营销能力，掌握市场信息的头脑和人才。在这一点上，
甘肃、陕西等地，已经出现了掌握先进技术的开发公司，使我不禁想到支持这样的

·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