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足资源优势，充分认识凉山民营经济发展的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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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要实现凉山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发展民营经济为突破口。在充分认识民营经济

发展的战略地位的基础上，立足凉山资源优势，促进优势资源向资本转移，是加快凉山民营经济乃至整个国

民经济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凉山’ 资源’ 民营经济’ 发展’ 战略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0)%%* 1%&-%%*"-%&

民营经济的发展是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推

进的最好例证和缩影。改革开放以来，凉山民营经

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到 )%%" 年底，全州私营企

业达 &)"2 户、投资者 #)2)2 人、雇员 $#)/& 人、注册

资金 2&+ ) 亿元；个体工商户 "#2.% 户、从业人员

#%#$") 人、注册资金 #+ 2 亿元；全州民营经济实现

增加值 #"%+ *# 亿元，在四川省 )# 市州排序第 / 位，

同比增长 #/+ 23 ，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22+ $3 ，向

占据全州经济 “半壁江山”的目标靠近，对全州 456
增长的贡献率为 $*+ $3 ，拉动经济增长 .+ & 个百分

点。要实现区域内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

发展民营经济为突破口。在充分认识民营经济发展

的战略地位的基础上，立足凉山资源优势，促进优势

资源向资本转移，是加快凉山民营经济乃至整个国

民经济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

# 民营经济在凉山社会经济发展中的

战略地位

#+ # 发展民营经济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加快凉山

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凉山工业基础比较薄弱，资金不足、技术落后，

在过去又主要以国有、集体企业为主体。尽管经济

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国有、集体企业做文章，

但当前面临的诸多经济问题和一些突出的社会问

题，很大程度上仍源于国有企业。加之历史原因，凉

山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较大、产业定位不具优势，大都

处于劳动密集型和原料主导型的较低层次，这在很

大程度上对经济增长形成制约，尤其是效率优先的

社会整体战略选择必然导致国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

济增长的主导作用大大削弱。

发展民营经济很适应当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

平，能够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激活各种生产要

素、优化资源配置，使潜在的生产力迅速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尤其是民营经济经营机制灵活、经营模式多

样、市场反应灵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国有经济

的诸多不足，从而为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发挥

重要作用。同时，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还能使凉山

经济逐渐摆脱对国有经济的依赖，最终实现凉山地

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协调发展。

#+ ) 发展民营经济是增加社会就业，加快凉山农村

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种原因，需要社会提供越

来越多的就业岗位，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突出表现

在：第一、由于利益的驱动，劳动力在地区之间流动

越来越频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小城市劳动力

向大城市转移越来越多。实践证明：简单地把劳动力

从农村输入城市、从小城市输入大城市的做法，不仅

增加城市负担，而且短时期内也不可能提供足够的

就业岗位，而农村蕴含着广阔的就业市场，农村发展

民营经济极具潜力。第二、随着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

力的急剧增加，加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和

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农业所需劳动力相对减少，农

村富余劳动力不断涌现。第三、国营企业减员增效和

收稿日期：)%%* 7 %$ 7 ##
作者简介：董洪清（#/"2 7 ），男，副教授，主要从事管理学、区域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教学与研究。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89:;<=> 9? @ABC=<D E9>>FDF·G=H:;=> IBAF<BF JKAHA9<
L9>+ )#! G%+&
IFM+ ，)%%*



第 ! 期 ·!!·

党政部门的改革，涌现出大批急需提供就业机会的

待岗人员。第四、农业部门的科技含量不高，导致农

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已是劳动力资源配置

的必然趋势。凉山地区同其它地区一样，富余劳动

力和待岗人员越来越多，就业形势也十分严峻。民

营经济蕴藏着很大的发展潜力、有着广阔的就业空

间。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既活跃了地方经济，也大大

缓解了就业矛盾。

"# $ 发展民营经济是完善商品流通体系，活跃地方

经济的生力军

凉山地区的商贸流通体系受地理环境和交通状

况的影响，不甚畅通健全。在一些距离中心城镇较

远的偏远村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甚至在一定程度

上还保留着“以物易物”的原始产品交换方式。商贸

流通体系的不健全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

需要，严重阻碍了边远山区的社会进步，不利于区域

内社会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

民营经济与市场经济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是市

场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充分体现了改革的市场化

方向。正是有市场化的导向作用，民营经济在完善

凉山地区商贸流通体制、服务山区各族人民、活跃地

方经济等方面表现出了本能的作用。通过民营经济

将商贸流通体系逐渐延伸到边远山区以及各个领

域，不但可以降低整个社会的商贸组织成本，还对统

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

"# % 发展民营经济是加强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共

同繁荣的重要措施

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

民族关系的改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

高。在整个民族大团结方针的指导下，通过少数民

族区域自治及各项政策、措施的倾斜和优惠，强化了

民族工作，使少数民族在社会主义这个大家庭里享

受到各种温暖。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民族地区经

济、社会和文化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状况。要实现

各民族共同繁荣，走练好 “内功”、变 “输血”功能为

“造血”功能的道路，才是最佳选择。随着民营经济

的兴起和发展壮大，培养和成长了一大批少数民族

民营企业家，使他们看到了本民族的希望，增强自

强、自立、开拓、创新的意识，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推

动力，有利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增进民族团结，构

建和谐社会，从而全方位促进社会进步。

& 促进优势资源向优势资本转移是加

快凉山民营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独具特色的凉山农业、水电、矿产、旅游和民族

文化五大资源，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操作

平台。推动自然资源与民族资源向资本的转变将是

三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路径选择，在自然资源的

不断开发与民族资源的不断发掘过程中，立足特色，

打造品牌，以民营经济的发展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

全面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 " 农副产品加工业为发展民营经济提供新的切入

点

凉山农业生产条件优越，特色突出，开发前景巨

大。凉山农业发展应以特色农产品基地建设为基础，

以农业产业化为主攻方向，以标准化建设为重点，大

力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依托豪吉集团、正大集

团、三牧乳业公司、天喜花卉等民营龙头企业和其它

以农产品为原材料的加工企业，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具有较大规模和较强市场竞争能力的绿色产业加工

体系。这不仅可以进一步改善凉山工业产业结构，同

时也为民营企业的做大做强提供广阔的市场前景。

&# & 水电、矿产资源的开发为凉山民营企业的发展

提供了平台

凉山水电、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开发潜力巨大，

是未来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阵地。凉山作为全国西

电东输的重要能源基地之一，瀑布沟、溪洛渡、锦屏

等一大批国家级大型重点项目已经在区域内开工建

设。凉山民营经济发展必须以此为契机，牢固树立水

能资源是凉山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水电经济是凉

山经济发展的第一支柱的理念，着力打造水电产业

集群，建设全国水电产业第一州。为此，民营企业要

切实为国家大型水电开发项目做好各方面的服务工

作，配套生产和提供项目建设所需要的生产、生活资

料，大力发展钢铁、运输等相关产业。同时，继续加快

地方中小河流的水电开发，不断扩大装机容量并加

强水电送出平台、负荷供应平台、全州骨干电网和城

乡电网建设，努力培养壮大凉山水电产业。

凉山矿产资源种类多、储量大、品位高，而且配

套齐全、埋藏较浅、便于开采，综合利用价值高。随着

西部大开发和攀西资源综合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

施，矿产品和冶金产品的比较成本优势和市场竞争

力逐渐体现，民营经济也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要

抓住攀西资源综合开发这一重要发展机遇，加大矿

产资源勘察力度，提高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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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各类矿产资源，增强产业联动性，充分发挥优

势矿产资源和特色工业的集聚效应，把采矿、冶金培

育成实施“工业强州”战略的重要支柱产业。

#$ % 旅游和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为民营经济提供了广

阔的发展空间

凉山地处横断山脉与云贵高原连接处的高原山

区，境内高山峡谷众多、地形地貌独特，自然景观雄

伟奇特、民族文化神秘绚丽，旅游资源异彩纷呈、旅

游业发展潜力巨大。#&&’ 年凉山旅游总收入 #($ &)
亿元，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 **+$ &", ，旅游业增加

值 *% 亿元，在全省 #* 个市、州的排序分别为第 *+
位、第 * 位 、第 *% 位。可见，因四川省第二届冬季旅

游发展大会在西昌召开，#&&’ 年凉山旅游业得到空

前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凉山旅游发展还十分

落后，旅游总收入和增加值的排序滞后于整个经济

的排序。凉山按“十一五”规划，把旅游和民族文化产

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龙头，实施“政府主导型”和“精品

带动型”的发展战略，“唱响山水情、打造精品线”，

打造 “生态凉山、民族凉山、红色凉山”三大品牌，突

出自然生态、民族风情、高科技和红色文化四个特

色，树立 “发展大旅游、开拓大市场、形成大产业”的

大旅游思想，把凉山打造成为观光、会议、休闲、度假

相结合的中国西南最佳旅游地。为此，凉山旅游迎来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必将促进民营企业向高

起点、高标准和高品位的方向发展，同时也为民营经

济领域的扩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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