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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部的资源赋存并不丰富。 对全国经济发展有巨大意义的关键性资源并不多，由资源特性
和经济发展的趋势决定了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资源的依赖降低，对于西部长期以资源开发为重点
的发展模式所造成的多种疾患，以及目前国内外资源环境形势，提出西部注重开发技术、知识资
源，培育特色产业，大力发展旅游业和建立国家资源安全战略的西部开发资源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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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过去20余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西部地区曾经面临过多次有利的发展机会，从80

年代初确立的“以能源交通为战略重点”，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大三峡水利工程、黄河中
上游水利综合开发，陇海线延伸的“新亚欧大陆桥”铁路线开通，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
话发表，中国改革开放第3次浪潮，以及国家“扶贫攻坚战”等等，西部20多年多次面临重要的
战略发展机遇却未能促进西部的普遍崛起；近40年来，特别是“大三线建设”，国家把众多重点
建设项目放在了西部，奠定了西部在能源、原材料以及航空、航天、核工业等领域的基础，却没
能建立起西部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许多矿业城市已面临“矿竭城衰”的窘境；建国50多年来，
西部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快速增长，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却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
价，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目前我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为262．2×104km2，其中114．8×104km2
分布于干旱地区，55．5×104km2分布于半干旱地区〔1〕，表征的地区分布以及其动力类型绝大
部分位于西部地区。 不仅如此，西部城市的环境污染也呈上升趋势，1999年全国十大污染城
市，西部城市占据4席，令人不得不为西部的生态环境状况担忧。审视西部发展的历史轨迹，造
成目前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源观的错误，影响到资源战略的决策偏差，以致到目前国
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仍有西部“资源丰富”的认识，这将影响到西部开发资源战略的实施，
加重西部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负担。 本文就资源的涵义及其发展，西部资源的开发战略，发表
个人的见解，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2 资源的概念、特性及其发展
2．1 “资源”的元概念

“资源”的概念源于经济学。 从西方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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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对“资源”的理解均作为创造财富的自然条件和物质基础，土地是自然资源的代名词，
资源就是指自然资源。我国对“资源”的认识亦为自然资源，对象是自然资源〔2，3〕，主要指矿物资
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和生物资源5个方面。

2．2 资源的特性

自然资源的质、量、时、空基本属性，相对有限性和绝对性，层次性和整体性，可塑性和多宜
性的认识〔3〕，无论在理论探讨，还是在指导生产实践活动，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应该指出，这一
时期国内对“资源”特性的认识侧重于其物质存在，即实体性，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在实际工作
中往往违背资源科学的客观规律，观念的偏差，造成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随着持续发展观念的引入，鉴于国内“资源无价，原料低价，产品高价”的落后观念导致的
资源无偿占有，掠夺性开发和浪费资源，造成资源损毁和生态环境破坏的现实。 国内学者提出
了自然资源具有价值，包括其物质性的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4，5〕，并且提出建立资源产业，将资
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对于自然资源合理、有效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国民
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西部大开发的资源战略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3 资源概念的发展

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产生了微电子与信息、生物工程、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开发
等高科技、知识密集型产业，随着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知识的商品化，促使经济
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世界经济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类赖以生存、
发展的自然资源贡献率大为降低，而对于知识的创造、传输和应用的贡献率大为提高，知识经
济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知识的储备、技术水平、创新能力以及信息量的占有等。 在农业经济时代
和工业经济时代那种“资源”即自然资源的观念已被超越，知识经济时代的资源概念，不仅包括
各种自然资源，还应当包含人类的知识资源、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信息资源等〔6〕。

3 西部地区的资源态势

长期以来关于我国“地大物博”的误导，造成了资源空心化和众多生态环境问题。有识之士
以“人口众多”揭示我国人均资源占有水平低，基本扭转了这一困绕地理学家几十年的地理常
识问题。言之西部“资源丰富”，仅仅是局限于西部地区范围内所赋存的自然资源，是与智力、技
术和信息等资源相比较而言的量化优势。 实际上西部对全国经济发展有巨大意义的关键性资
源并不多，只有西南地区的水能资源，西北地区的煤炭资源、羊毛（绒）和新疆的棉花。如果考虑
西部资源的交通区位、生产条件、劳动力素质、技术水平等带来的成本增高，西部的资源态势并
不乐观。

3．1 水资源贫乏

除西南地区水资源相对较多外，广大西北地区水资源总量为2235×108m3／a，约占全国的
7．9％〔7〕，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和资源丰度均为全国最低。每年因干旱缺水，不仅严重地影响当
地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也极大地影响着生态环境建设，严重地阻碍和制约着当地经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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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发展，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首要生态限制因素。

3．2 矿产资源优势不再

西部地区的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石油等国民经济发展所需关键性资源，并无大的优势
（表1） 〔8〕。 并且由于区位的限制和开采成本的升高，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并不明显。

表1 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矿产资源分布（ ％） 〔8〕

Table1 Distribution of minerals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矿产

东部及

沿海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矿产

东部及

沿海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煤 13．6 78．8 7．6 硫铁矿 29．1 70．4 0．5
石油 79．6 10．7 9．7 磷 8．2 91．2 0．6
天然气 20．7 76．2 3．1 钾盐 2．0 98．0
铁 47．6 48．0 4．2 岩盐 43．9 56．1
锰 11．6 86．1 2．3 硼砂 65．6 1．4 33．0
铜 13．4 61．8 24．8 天然碱 99．2 0．8
铅、锌 25．3 44．8 29．9 水泥灰岩 36．2 53．7 10．1
铝土矿 8．1 91．9 玻璃原料 56．2 26．4 17．4
钨 20．1 78．4 1．5 沸石 100．00
锡 7．9 91．1 1．0 膨润土 93．2 6．8
钼 38．7 56．5 4．8 滑石 60．8 39．1 0．1
汞 0．9 96．5 10．7 重晶石 13．5 36．2 50．3
锑 1．4 87．9 3．3 石膏 25．0 38．2 36．8
金 72．5 24．2 3．3 石棉 3．2 51．5 45．3
镍 5．5 25．5 69．0 金刚石 97．4 2．6

  注：东部及沿海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天津、北京、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内蒙古东4盟、台湾；中
部地区：山西、陕西、湖南、江西、贵州、安徽、广西中部和北部、四川东部和南部、云南中部和东部；西部地区：甘肃、宁夏、西
藏、青海、新疆、川西、滇西、桂西北、内蒙古西部。

3．3 技术资源、智力资源含量低下

以西北5省区为例，除宁夏、新疆外，陕西、甘肃、青海每千人人口科技人员数均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陕西人均政府科技经费支出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它省区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
的63％～85％；万名科技人员专利比准数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5％～91％；科技人员人
均技术市场成交额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60％，反映出西北地区具有一定数量的科
技人力资源，但科技人员的产出效率与全国平均水平差异较大〔9〕。

3．4 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资源的需求降低

表1所列数据可以看出，西部大部分矿产资源所占比重并不高，不仅如此，随着经济全球
化和中国加入WTO，以及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资源的依赖将
越来越小，这是由资源特性和经济发展的趋势决定的。 其一，东部地区通过大力发展高技术产
品，建立对资源、原材料依赖较小的产业，需求降低；其二，东部地区可以凭借便利的对外交通，
直接从国外进口粮食、铁矿石、石油、木材等资源产品，如我国每年从国外进口优质铁矿石
4000多万 t，数量上已经占据国内铁矿石采掘量的1／6；其三，东部地区为减少煤炭运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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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城市能源利用结构，降低城市环境污染，一方面采取改输煤为输电的能源策略，另一方面
大力发展核电，从90年代初秦山、大亚湾核电站建成投入商业运营后，我国还计划建设秦山
二、三期，广东岭澳，江苏连云港和北京房山核电站等项目〔10〕，核电项目不断北移，对中西部地
区煤炭资源的需求将越来越小。

4 西部地区的资源战略

长期以来国家对西部一直采取资源开发导向战略，支持西部大力发展能源、原材料工业，
西部地区一直充当东部地区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地的角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价格扭
曲形式下，西部地区被迫接受了低价的资源类初级产品和高价的工业产品双重利益损失，造成
西部自然资源过度消耗，矿业城市资本积累水平较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生态环境恶化等严
重后果。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环境出现了新特点、新变化，9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能源、原材
料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市场价格大幅下跌。 随着中国加入WTO，国外的资金、技术、农产品、矿
产品、工业品将大量涌入国内中、东部市场，西部地区能源和原材料本身在国际市场上不具竞
争优势，随着国内外市场融合度越来越高，西部在全国性和区域性市场需求中以及对外开放新
的格局条件下，资源供给优势和价格优势将明显下降。因此，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必
须改变过去“立足资源搞开发”的传统发展思路，调整西部地区的资源发展战略。

4．1 实施知识发展战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未来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主要是知识、科技创新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西部地区应加大
对研究与开发经费的投入，鼓励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加强应用研究，积极推动生产部门与科
研机构的联合，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和科技产业化。 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和灵活的科研体制，
充分发挥本地科研人员的能力，积极引进外地或海外人才，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4．2 立足西部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

在目前国内外市场融合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人无我有”的情形极少存在，西部地区具有
比较优势的资源有西北干旱区的棉花、红花、枸杞、葡萄、哈密瓜、羊毛等；西南地区的花卉、药
用植物、烤烟等产品，在全国仍比较有优势，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建立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一条
龙的大型加工企业，和皮毛深加工企业。

4．3 积极培育地区竞争优势，扶持骨干支柱企业

在一个地区具有优势的企业往往具有技术资源和知识资源的优势，例如四川的长虹集团，
年产值250多亿元，品牌、专利、管理、创新等资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
组建的东方钽业股份公司，也是依靠管理、开发、创新的技术资源和知识资源，跻身于世界3大
钽业生产厂家之一，95％的产品出口，创造了“矿山在贵州，生产在宁夏，产品在国外”的业绩。

4．4 积极发展旅游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旅游资源按属性可分为自然风景旅游资源和人文景观旅游资源，并且大多数旅游资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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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限重复使用的价值。旅游业是当今世界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热点之一，由于其具有投入产出
比高、创汇能力强、产业关联度大、消耗能源少、与环境冲突小，而被誉为“朝阳产业”，西部地区
拥有禀赋极高的旅游资源，如云南多彩的民族风情，迷人的自然风光；陕西丰厚的历史文化遗
迹。积极发展旅游业可以促进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西部脱贫致富，
环境改善，积极发展，民族团结，边疆稳定。

4．5 建立国家资源安全储备

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主流的形势下，中国即将加入WTO，国内能源、原材料生
产能力普遍过剩，市场价格大幅下跌，在这种情况下，西部应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关停那些效益
低下的矿山，并且加大国土资源普查的精度，摸清家底，不管今后国际政治形势如何变化，都具
有充足的资源安全战略储备，保证国家经济安全，满足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持续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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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Strategy Discuss o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

QU Xiang-ning
（ Dep artment of Urban and Env ironmental S cience，N ingx ia University，Yinchuan750021，Chian）

Abstract：T he natural resources distribution of w estern China is not so abounded as peo-
ple has imaged．T 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past tw o decades has demonstrated that the east-
ern can developed well even w ithout the natural resources subsistence of w estern．T he west-
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exalting the importance of resources has ignite a series problem for
the continu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T his paper conclude the past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and emphasize the technology resources and local industry direction，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and try to launch a synthetic development strategy construc-
t ion based on the safety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Key words：T he development of w estern China；Resources conception；Resources strate-
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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