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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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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多年来&西部地区经济增速较高&产业优势明显&有力支撑了区域协调发展( 但随着全国经济增长阶

段的转换'新常态的出现和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十三五+时期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将面临着严峻挑战( 因此&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要向效率驱动战略转变&以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的提高来增强区域产业自主发展能

力的提升&逐步实现西部地区产业增速'效率'结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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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成效

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加大

了对该地区产业的扶持力度+ 在国家政策的引导

下)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壮大)产业结构调整

取得新进展)产业竞争力不断提高)承接产业转移层

次明显提升+ $"%"'$"%! 年)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占

全国比重由 $54#%e提高到 $&4<&e,第二产业占全

国比重由 %(4<!e上升到 $"4!!e,第三产业增加值

占全国比重由 %&4"e上升到 %(4""e+

!

$一%特色产业有了新提升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西部地区能源资源加工

利用&装备制造&特色农牧业等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不

断加快+ 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点%第一)特色农业得到

大力发展+ $"%"'$"%! 年)西部地区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占全国比重由 $<4#&e提高到 $54<,e+ 以黄

土高原苹果)新疆棉花和水果)桂滇甘蔗&烟草&药材

等为代表的特色农业产业带初步形成)新疆优质棉

花生产基地建设成效显著+ 第二)能源产业投资规

模和产能进一步发展)能源工业投资力度进一步加

大+ $"%"'$"%! 年)年均增速达到 %&e)高于经济

增速+ 煤电气生产能力大幅提高)其中)发电量占全

国比重由 $,4"e提高到 !#4%e,天然气生产量占全

国比重一直保持在 ("e以上,焦炭产量占全国比重

由 $"%" 年的 $<4!e提高到 $"%! 年的 !%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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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装备制造业得到快速发展+

"四川省&重庆市&陕

西省&贵州省和云南省等省市的航空&卫星&轨道交

通&机床等装备制造业集聚程度以及产值规模进一

步提高+ $"%"'$"%% 年)西部地区装备制造业占全

国比重由 (4"e提高到 ,4"e)在四大区域中的总量

和占比仅次于东部地区+

!第四)旅游业得到积极发

展+ 西部地区接待国际游客由 $"%" 年的 %!4%# 百

万人次提高到 $"%! 年的 %#4(% 百万人次+ 西部地

区国际旅游收入在全国占比由 %"e提高到 %<e+

!

$二%产业结构有了新变化

-十二五.以来)西部地区深入实施了以市场为

导向的优势资源转化战略)积极地优化调整产业结

构)努力推动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

业的发展)在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年)西部地区三大产业增加值的构成比例

由 %!4%<p#,4,,p!54(5调整到 %$4#5p#,4#,p!(4"<+

!

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均有所下降)而第

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则稳步提高+ 其中)第一产业和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下降 "45( 和 "4<" 个百分

点)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则上升了 %4%( 个百分点)

如表 % 所示+

表 @'$"%",$"%! 年四大区域三大产业增加值构成 e

地区 $"%" 年 $"%$ 年 $"%! 年

东部 &T5!p#<T(%p#5T<5 &T!!p##T5%p#(T"5 &T$<p#!T&&p#(T,(

西部 %!T%<p#,T,,p!5T(5 %$T<(p<"T%#p!&T$( %$T#5p#,T#,p!(T"<

东北 %%T%&p<$T%"p!5T&! %%T,&p<"T$!p!&T(" %$T<&p#(T(&p!(T<!

中部 %$T#&p<$T#(p!<T"! %%T<<p<$T,&p!<T#( %%T$(p<$T$,p!5T#!

$三%产业转移有了新进展

为推进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优势资源转化战

略)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分别发布了逐步落

实差别化的产业政策+ 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按照

市场导向&优势互补&生态环保&集中布局的原则)西

部各省!区&市"根据各地实际制订了承接国内外产

业转移的方案+ 西部地区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

转移承接速度加快)产业结构得到不断优化)承接东

部产业转移呈现出规模显著扩大&层次明显提升&方

式不断创新的态势+

3%4

$"",'$"%! 年)重庆市实际

利用内资由 &!!4% 亿元提高到5 ""&4$亿元)四川省

由# "5!4&亿元提高到约( &""亿元+ 西部承接的产

业开始由以纺织&服装为主的低层次劳动密集型产

业向以机械&电子信息为主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

集型产业转变+ $"%! 年) 重庆市制造业引资

% &#$4,#亿元)占全市比重的 $,4"e+

#同时)西部

承接产业转移的方式也从自发&零星&分散&小规模

的承接转变为产业链式&产业集群式&园区共建式的

承接+ 比如)规划建成了广西桂东&贵州大数据&宁

夏沿黄等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二'西部地区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西部地区仍然存在内生

动力不足&产业层次较低&产业竞争力不强等问题)

同时还面临着要素成本优势弱化&资源环境代价较

高等方面的挑战+

$一%内生动力不足'产业发展缺乏后劲

西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煤&电&重化工等能源和

资源型产业)经济增长动力主要依赖于固定资产投

资+ 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西部地区在全国所

占比重由 $"%" 年的 $$4(e增加到 $"%! 年的

$#4%e)所占比重除低于东部外)历年均高于中部地

区和东北地区+ $"%%'$"%$ 年)在西部地区各类别

项目数占项目总数的比重中)能源产业&资源加工

业&承接产业转移分别占项目总数的 !(4!%e&

%<4&%e&%#4#5e+

!从投资来源看)西部地区主导

产业发展和投资主要是以大型央企和国家投资为

主)地方民营经济发展较为滞后+ 自主创新和研发

投入较低)$"%%'$"%! 年)西部地区 6î 经费全国

占比年均仅增加 "4$5e)西部地区 6î 人员全时

当量年均仅增加 "4!#e+

!

$二%增长层次不高'产业发展链条较短

从产业发展层次来看)能源与资源产业依然是

西部地区经济的主要支撑和增长点)现代服务业和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主

要是以外部嵌入或植入为主)市场化进程和开放程

度较低)与制造业发展相关的服务业规模小&水平

低&结构不合理)物流&会展&研发设计等现代服务业

发育不足)占服务业的比重仅为 !"e左右)制约了

其他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的转型升级+ 高技术产业

发展落后于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资产&主营业务收

入&内部研发经费支出等几类代表性指标中)西部地

区均不到东部地区的 $"e+ 能源与资源等主导产

业发展中以原煤&原油&盐湖简单开采加工以及煤电

一体化发展为主)产业链条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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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模贡献较小'产业发展竞争不强

-十二五.以来)受金融危机与宏观刺激性政策

影响)全国产能过剩现状加剧)西部地区企业投入产

出效率不断下降)产业竞争力显著降低+ $"%"'

$"%! 年)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

由 %!45!e下降到 %$4$5e)下降了 %4!&e,全国和

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仅分别下

降 "45(e和 "4,#e+ 同期)西部地区工业成本费用

利润率由 %%4#&e下降到 &4#%e)下降 #4"5e,全国

和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仅分别

下降 %4&%e和 %4<&e+

!西部地区工业成本费用利

润率下降幅度也远远大于全国和东部地区+ 经对

比)西部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

率&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下降幅度均大于全国和东

部地区+

$四%要素成本增加'产业发展优势弱化

尽管西部地区存在一定的成本优势)但这种优

势也在逐渐丧失+ 特别是随着西部地区发展水平的

提高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

将进一步提高+ $"%%'$"%! 年)西部地区工资水平

一直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但低于东部地区,工资水

平增速也快于中部和东北地区+ 从土地价格水平来

看)$"%"'$"%! 年)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地价水平

差异较大)西部地区除工业用地价格外)综合用地&

商业用地和居住用地价格均高于中部地区)其中商

业用地价格增速高于中部地区+ 此外)西部地区距

离东部中心市场较远)交通网络连接性较低)收费公

路在公路总里程中的占比过高)现代物流业发展相

对滞后)相对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物流费用较高且

物流效率较低+

$五%有效资源缺乏'产业发展能耗较高

西部地区长期形成了以高耗能工业行业为主的

工业发展格局)使能源消费总量和污染物排放增长

量较大+ $"%! 年)西部地区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

为 %4$& 吨标准煤)高于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是东

部地区的 %4(% 倍+ 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万元工

业增加值能耗下降幅度最小)分别为 +"4#(e&

+%4$,e)远远低于其他三大区域下降幅度+

!特别

是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电耗)西部地区大幅上升)而其

他三大区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

年)西部地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全国占比一直高

于其他区域且呈逐渐上升态势)工业废水中化学需

氧量排放量全国占比低于东部地区但高于中部和东

北地区)工业废水中氨氮排放量全国占比低于东部

和中部地区)而且占比同样出现大幅下降+

三'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路径分析

-十三五.时期)国家将步入经济增长-新常态.

阶段)增长速度&动力和结构将发生较大改变)西部

地区应重点围绕提升传统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发展

现代特色优势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积极承接产业转

移等重点举措来推动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一%以提高内生发展动力为主线'提升传统特

色优势产业

进一步深化优势资源转换)用高新技术和先进

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延伸产业链&增加产

品附加值为重点)完善配套产业)提高资源产品精深

加工水平+

3$4一是要优化传统农牧加工业+ 利用西

部地区丰富的特色农牧资源优势)以发展有机&绿

色&无公害农产品为导向)大力发展农牧业及农副产

品加工业)进一步提高西部特色农业产异化发展水

平)细化西部地区特色农业的区域布局+ 二是要加

快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按照能源绿色&

低碳发展的战略方向)依据区域水资源分布特点

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严格煤矿环保和安全准入

标准)推广充填&保水等绿色开采技术)积极推进

煤炭分级分质梯级利用+ 三是要以矿产资源开发

基地建设带动规模化发展+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鼓励关联产业&上下游企业联合&兼并重组)加大

技术改造力度)提高工艺装备水平和关键材料加

工能力)集约&高效开发利用西部地区有色金属&

稀土&钾盐等区域优势矿产资源+ 四是要大力发

展生态文化旅游业+ 以西部地区的特色旅游资源

为基础)促进文化&生态&休闲&度假旅游业态的融

合发展)推动旅游产业由观光旅游向观光与自然

生态旅游共同发展转变+

$二%以增强技术能力创新为支撑'发展现代特

色优势产业

以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优势资源的深度转化

为核心)充分发挥西安市&成都市&重庆市等中心城

市的科技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航空

航天和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推进西部地区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 一是要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 以

(<((第 !" 卷 第 # 期'''''''''''施文鑫等% 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策略



大型飞机项目为带动)加快大型飞机&新支线飞机&

新型通用飞机的产业化进程)围绕国家特!超"高压

输变电及智能电网&储能电站等工程建设)推进特

!超"高压输变电设备集成化发展+ 二是要提升航

空&航天和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 依托

陕西阎良国家航空产业基地&贵州安顺民用航空产

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四川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

建设)加大技术创新和应用转化力度)加强信息化改

造和应用水平)不断提升飞机装配&航空发动机&飞

机零部件等相关产业发展+ 三是要发展壮大新材料

和生物技术产业+ 充分利用西部地区资源优势和产

业基础)大力发展新材料和生物产业)充分利用西部

地区矿产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稀土&钛及钛合金等稀

有金属&碳纤维&电子级硅材料&新型生物材料产业)

尤其是在生物医药和生物育种两大产业领域)加速

基因治疗药物&新型疫苗和诊断试剂&现代中药等创

新药物和特色生物医学工程产品产业化生物技术创

新和产业开发+

$三%以加强配套服务能力为目的'大力发展现

代服务产业

以提高产业配套能力与产业结构特征为导向)

进一步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努力提高现代服务

业的比重和水平)促进产业发展由生产制造型向生

产服务型转变+ 一要进一步发展壮大各类金融机

构)支持国内外商业银行在西部地区的发展)吸引金

融机构在重庆市&成都市&西安市等重点城市设立区

域总部&职能总部和分支机构)大力发展消费金融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积极稳妥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和融

资担保公司等机构)加快融资租赁服务业发展)进一

步完善县域金融体系+ 二要以降低物流成本和提高

产业配套发展能力为导向)加强物流基础设施网络

建设)推动物流业与其他产业联动融合发展)通过优

化物流园区空间布局)加强现代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交通运输&信息交流和仓储配送等物流平台)整

合物流资源)形成立体式现代化综合物流体系+ 三

要建设开放式电子商务信息平台)鼓励对现有商业

设施&邮政便民服务设施等的整合利用)加强共同配

送末端网点建设)推动社区商业电子商务发展+ 推

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积极培育农产品电子商务)鼓

励网上购销对接等多种交易方式+ 支持面向跨境贸

易的多语种电子商务平台建设&服务创新和应用

推广+

$四%以促进产业升级配套为导向'积极承接有

序转移产业

进一步依托资源优势和各类成本优势)积极加

强区域和国际合作)以促进产业升级为导向)选择性

地承接国外和东部地区产业转移+

3!4一是要合理选

择产业承接方向)优化承接产业转移领域和结构)采

取补链承接&提升承接&延伸承接等多种方式)高起

点&高标准&高环保门槛承接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

农牧产品加工业等)提升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水平+

二是要充分利用西部地区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

低&具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积极承接

纺织&服装&电子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非农

就业规模)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三是按照产业发

展需要)积极承接引进具有尖端技术水平的先进装

备制造业)加大对西部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电子信

息&新材料&生物技术等产业改造提升力度)不断提

高装备制造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能力)促

进西部地区装备制造业的转型与升级+ 四是积极承

接先进加工制造能力)改造钢铁冶金&化工&农牧产

品加工等传统产业)提升加工制造水平和市场竞争

力)不断延伸产业链)完善产业配套+ 发挥广西桂

东&重庆沿江&宁夏银川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带动

作用)继续推进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

同时)鼓励东西部地区共建共管产业园区和产业承

接园区)积极支持中新生态产业园&中德生态产业

园&中欧合作示范园区等产业园区落户西部+

注释!

!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而得+

"

装备制造业包含 & 个二位数产业)分别为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

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

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

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

数据来源%根据#重庆市统计年鉴$!$"%" 年和 $"%# 年"和#四川

省统计年鉴$!$"%" 年和 $"%# 年"数据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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