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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许 弋

( 四川大学 政治学院
,

四川 成都 61 00 64

【摘 要】 文章在对西部农村产业结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
,

并作纵 向和横 向两方面 比较的基

础上
,

指 出了对其调整的必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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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优化的农村产业结构
,

是农村经济健康发

展的重要基础
。

改革开放 2 0多年来
,

我国西部农村经

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

但仍存在着农 民收人增

长缓慢
,

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严重问题
,

出现这些情

况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产业结构不适应农村发展阶

段性变化的要求
。

要促进西部农村经济的快速和可

持续发展
,

调整产业结构是必须采取的一条十分重

要的措施
。

1 西部农村产业结构的现状

1
.

1 西部农村的三次产业结构现状

据国家统计局和各省市区统计局发布的 200 3年

度统计公报
,

200 3年国内生产总值
,

全国和西部地区

各为 1 16 6 94 亿元和228 69 .9 8亿元
,

西部地区占全国

的比例为 1 9
.

6 0%
。

第一
、

二
、

三次产业的结构
:

全国 西部地区 西部占全国的比例

第一产业 1 7 2 4 7 44 3 1
.

69 2 5
.

7 0%

第二产业 6 1 7 7 8 9 7 9 6
.

7 8 15
.

8 6%

第三产业 3 7 6 6 9 864 1
.

5 1 2 2
.

94 %

根据上面的资料
,

我们可以计算出三次产业的

结构比例
:

全国 14
.

7 8 : 5 2
.

9 4 : 3 2
.

2 8

西部地区 19
.

3 8 : 4 2
.

8 4 : 3 7
.

7 8

西部地区各省市区的三次产业结构见表 1
。

表 1 西部地区各省市区三次产业结构 (2 00 3年 )

地 区 国内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
、

二
、

三产业 比例

内蒙古

广 西

重 庆

四 川

贵 州

云 南

西 藏

陕 西

甘 肃

青 海

宁 夏

新 疆

209 2
.

86

2 7 33
.

2 1

22 5 0
.

1 1

54 56
.

30

134 4
.

3 1

24 5 8
.

8

184 5 9

23 98
.

58

13 0 1 06

3 90
.

1 6

385
.

00

18 75
.

00

4 2 1
.

86

6 28
.

18

3 4 3
.

07

1 12 8
.

6

2 94
.

53

4 98
.

9 5

40
.

97

3 2 0
.

03

240

4 7
.

00

55
.

5

4 13
.

00

94 7
.

89

l0() 5
.

92

97 5
.

9 5

2 266
.

1

5 7 1
.

9 1

106 7
.

7 6

48
.

1 1

1 133
.

56

6() 7
.

62

1 84 26

1 9 1 7

7 9 6
.

0 0

72 3
.

11

1099
.

11

9 3 1
.

09

2 06 1
.

6

4 7 7
.

87

89 2
.

09

95
.

5 1

9科
.

99

4 53
.

4 4

158
.

9

1 37
.

8

6 66
.

0 0

20
.

2
:
4 5

.

3 :
34

.

5

23
.

0
:
3 6

.

8 :
40

.

2

巧
.

2
: 4 3

.

4 : 4 1
.

4

2 0
.

7
: 4 1

.

5
:
37

.

8

2 1
.

9 : 4 2 5
:
35

.

6

2 0
一

3
:
4 3

.

4 :
36

.

3

2 2
.

2 : 2 6
.

1 :
5 1

.

7

13
.

3 :
47

.

3 : 3 9
.

4

1 8
.

4 : 4 6
.

7 : 3 4 9

1 2
.

1 : 4 7
.

2 : 4 0
.

7

1 4
.

4 : 4 9 8
;
35 8

2 2
.

0 3
: 4 2

.

4 5
: 35

,

52

资料来源
: 国 家统计局和各省市区统计局发表的 200 3年统计公报

,

其中东中西部的 数据是笔者 自己计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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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进程显示
,

在这个进程 中
,

劳

动力会逐渐地依次从第一产业 向第二产业
、

然后再

向第三产业转移 ;同时
,

在国民生产总值 中
,

第一产

业创造的增加值所占的比重会逐渐降低
,

而第二
、

三

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所 占的比重会逐渐升高
,

最终
,

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按从大到小

的次序排列
,

会形成三
、

二
、

一 的格局
。

例如
,

美国
、

英

国
、

法国
、

意大利
、

日本等国的三次产业结构
,

在上个

世纪初就已经形成三
、

二
、

一的格局
。

表 1的数据显

示
,

西部地区 12 个省市区中
,

200 3年的三次产业结构

已实现三
、

二
、

一格局的有广西
、

西藏两个 自治区
,

而

重庆
、

四川等其他 10 个省市区都是二
、

三
、

一的结构
。

这就说明
,

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还没有

完成
,

还有待于进一步优化
。

不仅是重庆
、

四川等还

是二
、

三
、

一结构的省市区 如此
,

就是 已经实现三
、

二
、

一结构的广西和西藏也是如此
。

因为
,

广西的三

次产业结构是 23 .0
:

36
.

8 : 4 .0 2
,

说明不仅第二产业还

不够发达
,

第一产业的比重还太大 (全国第一位 )
,

就

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也还很不够
。

至于西藏
,

虽然第三

产业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 了50 %
,

但是第二产业的

比重太小 (在全国各省市区中是倒数第一位 )
,

第一

产业的比重太大 (在全国仅略低于广西 )
。

所以
,

虽然

这 两个 自治区三次产业已实现了三
、

二
、

一 的结构
,

但是并不能说明其产业 结构 已经实现 了优化的 目

标
,

更不能说明已经实现 了工业化
。

1
.

2 西部农村的农业内部结构现状

表 2显示 了 2 001 年西部地区各省市 区农业内部

各产业的结构
。

表2 200 1年西部各省市区农林牧渔总产值 亿元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农 业 林 业 牧 业 渔 业

内蒙古

广 西

重 庆

四 川

贵 州

云 南

5 55
.

9 30 7
.

6 2 6
.

1

87 2
.

9 4 3 9
.

9 39 4

6
.

0

10 1
.

2

43 1
.

2 1 1
.

2 1 5
.

2

1 4 66
.

8 76 9
.

9 5 0
.

9 4 1
.

0

4 1 8
.

6 2 79
.

9

7 0 3
.

5 4 3 1
.

3 4 7
.

2 1 4
.

4

西 藏

陕 西

甘 肃

青 海

宁 夏

新 疆

西部地区总计

52
.

8 2 7
.

6

4 7 8
.

8 3 3 7
.

4 2 3
.

6

3科
.

6 25 4
.

0

, .且,.里

.0.26 3
.

3 2 8
.

9

85
.

3 4 9
.

4

4 9 6
.

8 3 4 8
.

8

5 97 0 50 35 2 5
.

1 0 2 38
.

80

2 1 6
.

2

29 2
.

3

154
.

4

6 05
.

0

1 1 8
.

5

2 1 0
.

6

2 3
.

9

11 4
.

1

8 0
.

9

3 2
.

5

3 0
.

3

1 34
.

0

20 12
.

70 1 93
.

90

资料来源
: 《中国统计年鉴 ( 2 0 0 2 )》

表中的数据告诉我们
,

在 20 01 年
,

西部地区农林

牧渔总产值为 5 9 7 .0 5亿元
,

其中
: 农业为 3 5 2 5

.

10亿

元
,

占59
.

04 % ;林业为 2 38
,

80 亿元
,

占4
.

00 % ; 畜牧业

为2 0 1 2
.

7 0亿元
,

占3 3
.

7 1% ; 渔业 为 19 3
.

9 0亿元
,

占

3
.

2 5%
。

3 西部农村的种植业内部结构现状

西部农村种植业内部结构可 以用农作物播种面

积结构来说明
。

见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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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西部地区各省市区农作物播种面积 (2 00 3年 )单位
:

千公顷

地区 农作物恩播种面积 粮食播种面积 (其中谷物 )粮食面积占总面积的 比例 ( % )

26360620
一 j内、é 00工 j一勺 76

矛 6

内蒙古

广 西

重 庆

四 川

贵 州

云 南

西 藏

陕 西

甘 肃

青 海

宁 夏

新 疆

西部地区

5 752
.

8

6 279
.

0

3 365
.

8

9 384
.

5

4 634
.

2

57 56
.

0

23 3
.

7

4 055
.

8

3 620
.

9

4 66
.

8

1 129
.

5

35 35

4 82 14
.

1

4 05 1 5

3 47 0
.

0

24 69
.

0

6 3 87
.

3

3 02 1
.

3

40 6 8
.

4

185
.

9

3 12 2
.

8

24 99
.

5

248
.

0

80 5
.

3

13 77
.

2

3 17 06
.

2

7 0
.

4 3

70
.

6 8

7 9
.

5 5

7 7
.

0 ()

6 9
.

0 3

53 1 3

7 1
.

30

38
.

96

65
.

7 6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200 4)》第 48 6页

。

其 中百 分比是笔者 自己计算的

从表 3的数据可以知道
,

200 3年西部地区 12 个省

市区农作物播种总面积为4 821 4
.

1千公顷
,

其 中粮食

播种面积 3 17 06 .2 千公顷
,

占总播种面积的 65
.

86 %
。

12 个省市区中
,

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总面积

比例高于这一 比例的有西藏
、

陕西
、

重庆
、

宁夏
、

云

南
、

内蒙古
、

甘肃
、

四川等 8个省市区
,

粮食播种面积

占农作物播种总面积比例低于这一 比例的有新疆
、

青海
、

广西和贵州等4个省区
。

2 西部农村产业结构的比较

2
.

1 西部农村产业结构的纵向比较

从发展的角度来考察
,

西部地区农村的产业结

构还是在逐步向合理化方向改变的
。

西部地区农村

产业结构的历史变化见表4
。

表4 西部各省市区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年份

产业

19 8 0 1 9 90 2 0 00

古西庆川州南藏西肃海夏疆蒙内广重四贵云西陕甘青新宁

西部地区

26
.

4

4 5
.

1

38
.

4

44 .3

4 1 3

4 2
.

6

5 3
.

5

29
.

8

22
`

3

2 8
.

1

26
.

7

40 .4

37
一

9

4 7
.

2

3 1
.

6

44 .6

35
.

3

39
.

8

40
.

3

2 5
.

1

50
.

3

53
.

9

科 .0

4 5
.

6

40 .3

4 1
.

2

2 6
.

5

2 3
.

3

17
.

1

2 0
.

3

18
.

9

17
.

1

2 1
.

3

19
.

7

2 3
.

8

2 7 9

2 7
.

8

1 9
.

3

2 0
.

9

35
.

3

3 9
.

1

3 3
.

4

36
.

1

38
.

5

3 7
.

2

5 0
一

9

2 8
.

2

2 6
.

4

25
.

3

2 6
.

0

3 4
.

5

3 4
.

7

3 2
.

1

2 6
.

4

3 9
.

7

3 5
.

2

3 5
.

7

3 4
.

9

1 2
.

9

4 2
.

0

4 0
.

5

3 8
.

4

3 9
.

1

30
.

5

3 4
.

9

32
.

7

34 5

2 6
.

9

2 8
.

7

2 5
.

8

27
.

8

36
.

2

29
.

8

33
.

1

36
.

3

34
.

9

35
.

0

30
.

5

2 5
.

1

2 6
.

4

17
.

8

2 3
.

6

2 7
.

2

2 2
.

3

30
.

9

1 6
.

8

1 9
.

6

1 4
.

6

1 7 5

2 1
.

1

2 2
.

3

3 9
.

9

3 6 4

4 1
.

3

4 2 4

3 8
.

8

4 3
.

0

2 3
.

2

科 1

科 7

4 3
.

0

4 5
.

2

4 3
.

0

4 1
.

5

3 5 1

37
.

2

40 9

34
.

0

3 4
.

0

34 7

45 9

39
.

1

3 5 6

42 4

3 7
.

3

35
.

9

3 6
.

3

资料来源
: 《

“
九五

”
四 川农村经济概 览 ( 19 95 一 20 00 ) 》第冈 4一64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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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的数据可以看出
,

从 1980 年到20 0 0年的

二十年间
,

西部地区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 比重
,

19 8 0年为 3 7
.

9
:
4 1

.

2
:
2 0

.

9
,

1 9 9 0年为 34
.

7 :

3 4
.

9 : 3 0
.

5 ; 2 0X() 年为2 2
.

3 : 4 1
.

5
:
3 6

.

3
。

其变化的总趋

势是逐渐趋于合理
。

第一产业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重
,

1980 年为 37
.

9%
,

19 9 0年下降到 34 .7 %
,

200 0年再

下降到22
.

3%
。

二十年 中下降了 15
.

6个百分点
。

第二

产业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

1 980 年为 41
.

2%
,

1990

年下降为 34 .9 %
,

到2〕 X )年又上升到41
.

5%
。

在这二

十年中经历 了先下降而后又有所上升的变化
。

2 000

年 比 1 98 0年上升了 .0 3个百分点
。

第三产业占国内生

产 总 值 的 比重
,

19 80 年 为 2 .0 9%
,

199 0 年 上 升 到

30
.

5%
,

2以X)年进一步上升到 36
.

3%
。

二十年中上升

了 15 .4 个百分点
。

西部地 区三次产业结构之所以 出

现这种变化趋势
,

是因为
,

一方面
,

西部地 区 以前的

工业十分落后
,

而在这十年 中由于推进工业化的进

程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

所以
,

第二产业的比重有所上

升
。

另一方面
,

过去
,

西部地区 的交通
、

邮电通讯
、

金

融保险
、

房地产等产业非常落后
,

在这二十年中这些

行业有了快速的发展
,

因而拉动了整个第三产业的

增长 ;再加上批发零售贸易业
、

餐饮娱乐等传统商业

等在这二十年中的遍地开花
,

所以
,

西部地区的第三

产业在这二十年中有了较大比例的增长
。

从世界各

国的情况来看
,

这种变化是符合大多数国家三次产

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的
。

但是
,

也要看到
,

西部地区各省市区的发展是不

平衡的
。

从第一产业的变化看
,

到 200 0年
,

其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重
,

低 于或等于西部地 区平均水平

( 2 2
.

3% ) 的 有青 海 ( 14
.

6% )
、

陕 西 ( 16
.

8% )
、

宁夏

( 17
.

5% )
、

重庆 ( 1 7
.

8% )
、

甘 肃 ( 1 9
.

6% )
、

新疆

( 2 1
.

2% )
、

云南 ( 2 2
.

3% )等 7个 省 (市
、

区 )
,

而 西藏

( 30
.

9% )
、

贵州 ( 2 7
.

2% )
、

广西 ( 2 6
.

4% )
、

内蒙古

( 2 5
.

1% )
、

四 ) 11( 2 3
.

6% )等 5个省 ( 区 )还高于西部地

区平均水平
。

第三产业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

有西

藏 (4 5
.

9% )
、

青 海 ( 4 2
.

4% )
、

重 庆 ( 4 0
.

9% )
、

陕 西

( 3 9
.

1% )
、

宁夏 ( 3 7
.

3% )
、

广西 ( 37
.

2% )等 6个省 (市
、

区 )高于西部地 区平 均水平 ( 36 3 % )
,

另外 的 四川

( 34
.

0% )
、

贵州 ( 3 4
.

0% )
、

云南 ( 34
.

7% )
、

内蒙古

( 3 5
.

1% )
、

甘肃 ( 3 5
.

6% )
、

新疆 ( 3 5
.

9% )等 6个省 ( 区 )

都还低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
。

.2 2 西部农村产业结构的横 向比较

与全国的比较
。

200 3年的三次产业结构
,

全 国为

14
.

7 8
:
5 2

.

94
:
3 2

.

2 8
,

西部地区为 19
.

3 8
:
4 2

.

8 4
:
3 7

.

7 8
。

就第一产业增加值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来

看
,

2 0 0 3年西部地区总体水平 比全国水平 高出 .4 6个

百分点
。

从西部地区各省市区来看
,

低于全国水平的

有青海 ( 12
.

1 )
、

陕西 ( 1 3
.

3 )
、

宁夏 ( 14
.

4 )
,

其他 9个省

市区都高于全国水平
。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

西部

地区总体水平比全国水平低 or
.

1个百分点
。

而且
,

12

个省市区都低于全国水平 ( 5 .2 9 4 )
。

其中比重最高的

宁夏也只有49
.

8
,

比全国水平还低 3
.

14 个百分点 ; 比

重最低的西藏只有 2 6
.

1
,

比全国水平低了 2 6
.

84 个百

分点
。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

西部

地区总体水平比全国水平高5
.

5个百分点
,

而且 12 个

省市区全都高 于全国水平 (犯
.

38 )
,

其中
,

比重最 高

的是西藏
,

为 51
.

7
,

比全国水平高出 1.9 32 ; 比重最低

的是 内蒙古
,

为3 .4 5
,

比全国水平高出 2
.

12 个百分点
。

与东部发达地区的比较
: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
,

200 3

年东部地区为 .9 28
,

西部地区为 1.9 38
,

西部地区 比东

部地区高出 or
.

1个百分点
。

就各省市区来看
,

东部地

区最低 的是上海
,

为 1
.

4 9
,

西部地区最低 的是青海
,

为 12
.

1
,

后者比前者高出 or .6 1个百分点 ;东部地区最

高的是海南
,

为 3.6 82
,

西部地区最高的是广西
,

为

23
.

0
,

后者比前者低 3
.

82 个百分点
。

这说明
,

第一产业

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

东部地区各省市区

的差距 比西部地区各省市区的差距要大
。

第 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

2 00 3

年东部地区为 5 .0 94
,

西部地区为42
.

84
,

西部地区比

东部地 区低 8
.

1个百分点
。

就各省市区来看
,

东部地

区最高的是江苏
,

为54 .5
,

西部地区最高的是宁夏
,

为 4 9
.

8
,

后者 比前者低 .4 7个百分点 ;东部地区最低的

是海南
,

为24 .5 9
,

西部地区最低 的是西藏
,

为 26
.

1
,

后

者比前者高 1
.

51 个百分点
。

西部地区各省市区的差

距还是没有东部地区大
。

再看第三产业增加值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

200 3年东部地 区为 39 .7 9
,

西部地区为 37
.

78
,

西部地

区比东部地 区低 .2 01 个百分点
。

就各省市区来看
,

东

部地 区最高的是北京
,

为61
.

4
,

西部地区最高的是西

藏
,

为 51
.

7
,

后者 比前者低 9
`

7个百分点 ; 东部地 区最

低 的是河北
,

为 3 3 2
,

西部地 区最低的是 内蒙古
,

为

34
.

5
,

后者比前者高 1
,

3个百分点
。

同样是东部地区各

省市区的差距大于西部地区各省市区的差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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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整西部农村产业结构的必要性

以上的分析说明
,

西部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虽然

在过去二十年来有了很大的改善
,

但是还远远没有

达到优化的要求
。

继续对西部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进

行调整还是十分必要的
,

因为这是
:

3
.

1 改变西部农村基础设施落后面貌的需要

多年来
,

我国西部地 区农村基础设施一直十分

落后
。

西部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71
.

5%
,

但是直到

200 1年 年 底
,

铁路 营 运 里 程 只 相 当 于全 国 的

36 .9 3%
,

公路总里程 只相 当于全 国的 41
.

16%
,

其中

等级路只相当于全国的36 .7 8%
,

高速路只相当于全

国的2 3 2 4%
。

东部的山东省
、

河北省
、

广东省的高速

公路分别是 2 0 77 公里
、

1563 公里和巧oo 公里
。

而西北

地区 5个省区的高速公路共计才 1253 公里
,

其中甘肃

省只有高速公路 13 公里
,

青海省只有2 6公里
。

再从农

业基本生产条件来看
,

耕地面积西部地区占全国的

38 12%
,

但是有效灌溉面积只相当于全国的 28 石%
,

化肥施用量只相 当于全 国的2 .4 9 2%
,

农村用电量 只

相 当于全国的 11
.

47 %
。

以西部地区同东部地 区比

较
:

有效灌溉面积 占耕地面积的 比例东部地 区为

58
.

82 %
,

西部地 区只有 31
.

16 % ; 西部地 区耕地 总面

积是东部地区耕地总面积的 1
.

52 倍
,

但是化肥施用

量西部地区只相当于东部地区 的6 .6 41 % ;农村用电

量西部地区只相当于东部地区的 1 5
.

34 %
。

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情况
,

造成西部地区农村

的广大居 民生活不便
,

生产难以发展
,

投资效率很

低
,

要对外吸引投资就更是难上加难
。

这种状况的形

成
,

当然有历史的原因
,

但是
,

同多年来我们 的投资

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

许多年来
,

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

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投 向了城市
,

投人农村的可以说

是微乎其微
,

而投人西部地区的就更是少得可怜
。

据

统计
,

中央预算内投资总额中
,

投人西部地区的资金

占全 国总额的 比重
,

19 9 3年
、

19 9 4年
、

19 9 5年
、

19 9 6

年
、

19 9 7年分别为 2 0
.

8 2%
、

2 0
.

2 8%
、

2 3
.

4 3%
、
1 8

.

7 1%
、

21
.

33 %
。

再从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区域分布来看
,

西部地区所 占的比重在
“

三五
”

期 间达到最高
,

为

35 %
,

但从
“

四五
”

期间开始下降
, “

六五
”

和
“

七五
”

期

间都只有 17 %
, “

八五
”

期间更下降到 巧%
。

因此
,

我

们认为
,

必须大力调整投资结构
,

增加对西部地 区的

投人
,

提高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例
;增

加对农业的投人
,

提高农林牧渔业投资占各行业投

资总额的比例

.3 2 增加西部地区农 民收入的需要

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在 19 80 年时为 191
.

33

元
,

19 9 0年为6 8 6
.

3 1元
,

2朋幻年为 2 2 5 3元
。

2 0以〕年是

19 80 年的 n
.

78 倍
。

东部地区的上海市
,

农村居 民人

均纯收人 1 9 8 0年为 3 9 7
.

3 5元
,

到 2 0 X[ )年增加为5 5 9 6

元
,

20( 刃年是 19 8 0年的 14 .0 8倍
。

西部地区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人的最高水平
,

1 980 年是新疆
,

为 198
.

01

元
,

2(X刃年是内蒙古
,

为2 038 元
。

新疆自治区的农民

人 均纯 收人到 2 0( 刃年增加到 161 8元
,

是 1980 年 的

8
.

17 倍 ; 内蒙古 自治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 19 80 年

为 1 8 1
.

3 2元
,

2《XX )年是 19 8 0年的 1 1
.

2 4倍
。

19 8 0年
,

西

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的最高水平同全国平均

水平相 比
,

西部地区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1
.

03 倍
,

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同东部地区的最高水平相比
,

西部地区大约是东部地区的50 %
。

2仪心年
,

西部地区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的最高水平同全国平均水平相

比
,

西部地区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 0%
,

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 ; 同东部地区的最高水平相比
,

西部地区大

约是东部地区的36 %
。

这些数据表明
,

在从 198 0年到

2 0( 刃年的二十年中
,

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

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更是低于东部地区
,

所以同全

国平均水平的差距
、

特别是同东部地区的差距不仅

没有缩小
,

反而是扩大 了
。

为什么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人同全国平均水

平和东部地区的差距会拉大呢 ?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农村经济结构的差异
。

从农民人均纯收人增长的来

源看
,

东部地区除了海南省外
,

其他各省市农民纯收

入中工资性收人占有很大的比重
。

200 1年
,

除海南省

外的东部9个省市
,

农民纯收人中工资性收人所占比

重都在 30 % 以上
,

其中
,

浙江
、

江苏
、

天津
、

广东 4个省

市的比重在4 0% 一
50 %之间

,

而上海和北京两市则分

别为6 5
.

9 2%和 7 .6 5 0叹
。

但是
,

西部地区只有重庆
、

陕

西
、

四川 3个省市农民纯收人中工资性收人所 占比重

超过了 30%
,

分别是 3 5
.

3 3%
、

3 3
.

4 1%
、

3 2
.

8 0%
。

从绝

对数来比较
,

2 00 1年
,

上海市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

人 中工资性收人为 587 .0 87 元
,

西部地区同一指标最

高的是 四川省 为 1 986 .9 9元
,

只相 当于上海市 的

3 3
.

8 4% ; 最低的是西藏 自治区为 14 0 .4 01 元
,

只相当

于上海市的23 .9 1%
。

出现这种差距的原因在于
,

上

海等东部地 区农村的非农产业 比西部地区发达
,

农

民到非农产业从事劳动的机会较多
,

取得的非农收

人也就较多
。

所以
,

必须调整西部地区的投资结构和

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非农产业
,

这样才能使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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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民的收人有较快的增长
。

.3 3 实现西部地区工业化
、

城镇化的需要

所谓城市化
,

是指伴随着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

展
,

出现农村居民向城镇集聚并改变其原有生产
、

生

活方式的过程
。

实现西部地区农村城市化
,

不仅可以

使大量的农村人 口聚居于城市
,

彻底改变农民的生

活方式
,

提高他们享受公共服务的水平
,

有利于实现

城乡一体化 ; 而且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

就业
,

减轻农村土地资源不足 的压力
,

从而有利于农

业生产方式的改变
,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

增加农民收

人 ; 同时
,

实现农村城市化
,

还有利于扩大工业品销

售市场
,

增加对第三产业的需求
,

从而进一步推动整

个经济的发展
。

所以
,

推进西部地区农村的城市化
,

是改变西部地区落后面貌的必由之路
。

目前
,

世界平均城市化率 已经达到47 %
,

已有 80

个国家和地区城市化率达到 5 0% 以上
,

世界中上等

收人国家的城市化率为 66 %
,

下游国家也多在 55 %

以上
。

从我国的情况看
,

到2 00 0年
,

我 国城镇人 口 比

重达到 36 .2 2%
,

已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

但

内部发展很不均衡
。

上海城市化率高达 88 .3 %
,

广

东
、

江浙等东南沿海一带省市均高于4 0%
,

而西部地

区的城市化水平还很低
,

大致在 30 %上下甚至更低
。

到 200 1年
,

全国共计有城市 662 个
,

西部地区共计 161

个
,

占2 .4 32 %
。

其 中
,

总人 口 在 400 万 以上 的城市 8

个
,

西部地区 2个
,

占25 % ; 总人 口在 2 0 0万一4 00 万的

城市 17 个
,

西部地 区 2个
,

占 11
.

7 6% ; 总人 口在 1 00
-

200 万的城市 14 1个
,

西部地区 28 个
,

占 19
.

86 % ; 总人

口 在 5 0~l oo 万 的城市 2 79 个
,

西 部地 区 47 个
,

占

1 6
.

85 %
; 总人 口在 2 0 ~5 0万的城市 180 个

,

西部地区

5 6个
,

占31
.

11 % ; 总人口 在 20万 以下 的城市 37 个
,

西

部地区 2 6个
,

占7 .0 2 7%
。

见表 5
。

表 5 东中西部城市个数比较 (按城市市辖区总人 口分组 )

4 00 万人以上 2 00 一4 00 万人 口以上 100
一
200 万人 口 以上 5 0一 100 万人 口以上 2 0一5 0万人口 以上 2 0万人口 以上

3711026

527256
27910013247

732840

全 国

东 部

中 部

西 部

l 7

l 1

42

一洲一j
,

1

1

资料来源
: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 20() 2年 ) 》第35 9页的数据 计算

但是
,

城市化并不是简单地通过行政手段把农

村户籍的人 口改变为城市户籍人 口 就可 以实现的
。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产物
,

是农村地域第二产业
、

第三

产业发展的结果
。

因此
,

必须调整西部地 区农村投资

结构和产业结构
,

增大对二
、

三产业的投人
,

加快二
、

三产业的发展步伐
,

从而增强西部地区
一

二
、

三产业对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能力
,

促使农村人 口 向城镇

集中
,

才能推进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
。

.3 4 实现西部地区和全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西部地区既是我国大江大河水源涵养地和流域

的生态屏障区
,

又是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沙漠化
、

石

漠化地区
。

这一地区分布着气候干旱
、

植被稀疏的黄

土高原区
、

北方风沙源的荒漠区
、

云贵高原喀斯特地

区
、

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区
。

最近几十年来
,

西部地区

经济建设与人 口
、

资源
、

环境的矛盾十分突出
。

由于

过去人们对生态平衡的问题认识不足
,

加上劳动生

产率低下
,

所 以把解决生存问题的希望全部寄托在

对大 自然的索取上
,

搞什么开荒种地
、

围海 (湖
、

河 )

造 田 ; 大力砍伐原始森林
,

出卖林木换钱 ;野蛮开采

地下矿产资源
;
无计划

、

无节制地使用水资源 ; 为了

追求眼前的高产量
,

疯狂地施用化肥 和农药
,

等等
。

乱垦 (荒 )
、

乱伐 (林木 )
、

乱挖 (草 )
、

乱采 (矿 )
、

乱放

(牧 )
、

乱灌 (溉 )
,

多年来成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十分

普遍的生产活动
。

正是这种对 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

发利用
,

造成西部地区荒漠化 日益加剧
,

水资源加速

枯竭
,

森林和草地植被锐减
,

水 土流失严重
,

进一步

恶化 了人们 自己的生存条件
。

这不仅使西部地 区的

农业生产条件迅速恶化
,

而且危及长江
、

黄河中下游

地区
,

对全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十分不利的

影响
。

正是由此
,

所以
,

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提出实施

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初
,

就十分明确地指出
, “

加快西

部地 区开发
,

必须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

治理环

境污染
,

综合实施各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程
。 ”

(《 “

十五
”

西部开发总体规划 )))
“

扎实推进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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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境保护
,

实现生态改善和农民增收生态建设和 经济的支柱产业的思路和做法
。

要把投资的重点放

环境保护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任务和切人点
。 ”

( 《国 在西部地区 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来
,

放在农业生产条

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 )
。

件的提高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来
,

放在第二
、

为了推进西部地区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

就 三产业的发展上来
,

从而促进西部地区农村三次产

必须调整西部地区的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
,

坚决抛 业的调整
,

实现生产与经济发展同自然资源和 自然

弃过去那种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
,

坚决改变过去那 环境的协调
,

实现西部地区和全国经济的可持续发

种把疯狂地掠夺 自然资源的产业作为发展西部地区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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