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凉山经济发展在“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

高速增长，但进入“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逐年

下滑。进入“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之后，凉山

经济发展仍面临很大的困难。凉山经济为什么由高

速增长转为下滑，关键的原因在哪里，对此我们应该

认真地加以分析研究，理清脉络，以便在此基础上探

索新的应对之策，从而促进凉山经济的稳定增长。

1 凉山州“十一五”时期经济高速发展及其原
因分析

1.1凉山州“十一五”时期经济高速发展

根据《凉山彝族自治州统计年鉴》统计（数据

源）“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凉山地区生产总

值成为四川省增速最快的地区，出现 2位数的高速

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15.5%，“十一五”最后一年的

2010年GDP增速达到17.5%（图1）。

“十一五”期间，凉山地区人均 GDP 由 2006 年

的 8 200元提高到 2010年的 17 564元，年均增速为

14.7%（图2）。

“十一五”期间，凉山州 3 次产业结构比重由

2006年的 28.4:39.9:31.7调整到 2010年的 21.9:47.3:

30.8，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不断增

加（图3），但第一产业仍占较大比重。同期，四川省

三大产业比重由“十一五”初的 18.4:43.4:38.2 调整

到了“十一五”末的 14.4:50.5:35.1，而全国则由期初

的11.1: 48.0:40.9调整到期末的10.1:46.8: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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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断

增加，从“十一五”开局之年的 185亿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660.51 亿元，年均增速为 37%，增速最高的

2009年达到57.9%（图4）。

1.2 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分析

凉山经济发展历来谈不上出口导向，拉动经济的

三驾马车中主要靠投资和消费，而投资又是关键。

1）从投资方面来看，进入新世纪10多a来，中国

经济发展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出于对能源、资源的

迫切需要，催生凉山经济进入了一个投资发展的快

速增长期。以能源投资为例，2000年夏季，我国一

些省市开始出现缺电现象；2001年夏季缺电现象进

一步扩大；2002年全国开始大面积停电，共有河北

南部、内蒙西部、山西、上海、浙江、江苏、河南、四

川、重庆、广东、贵州、宁夏等 12个省、市、区出现拉

闸限电现象；2003年全国已有一半省份缺电；2004

年缺电省份扩大到 24个，就连号称“中国水电第一

大省”的四川省也开始买电救急。能源的紧缺为凉

山水电资源的开发带来了历史性机遇。

矿产资源的开发也是如此，凉山州已发现的矿

种有103种，产地1 860余处（含伴生380处）。四川

省的富铁矿、稀土矿相对集中分布于凉山州，特别

是稀土储量、产量均占全国第二。钒钛磁铁矿（包

括钒、钛）、铜矿、铅锌矿等在四川省乃至西部和全

国均占有重要地位。国家从 1999年开始实施西部

大开发战略，其原因是上世纪末我国开始逐步进入

到重化工业阶段，对矿产资源的需求越来越突出，

催生了凉山矿产资源的大开发，也由此催生了凉山

“十一五”期间年均37%的投资增速。

2）从消费方面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

入与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居民消费结构转换和消费需

求扩张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特别是

进入21世纪以来，居民消费需求对国民经济发展的

影响不断增大。凉山与全国一样，进入新世纪以后，

汽车和住房消费大大拉动了凉山经济的发展。

2 凉山州“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逐步放缓

2.1 GDP增速放缓

进入“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凉山的经

济增速逐年下滑：2011 年 GDP 增速为 15.2%、2012

年为 13.8%、2013年为 10.2%、2014年为 8.5%，每年

以平均大约2个百分点的速度下滑（图5）。

进入2015年以来，形势更加严峻。全年地区生

产总值仅增长 2.8%，出现断崖式下滑，这之中关键

是工业增速大幅下挫，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

降4.6%。

2.2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缓

过去凉山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但

这一轮凉山经济下行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投资乏

力。2015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比 2014年仅增长了

图1 凉山州“十一五”期间GDP增速

图2 凉山州“十一五”期间人均GDP及增速

图4 凉山州“十一五”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增速

图3 凉山州“十一五”期间三大产业比重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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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06年以来凉山州GDP增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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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从图 6可以看出，凉山近几年的固定资产投

资在下滑，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下降。

从投资结构来看，在总投资中占比很高的水电

投资，由于在建的大项目趋近尾声而新建的大项目

开工不足，从而导致投资一路下滑；矿产投资受国

际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和国内产能过剩的双重影响，

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跌；基础设施主要由凉山各级

政府主导，但政府支出受困于财政收入下降和地方

债务压力加大，在国家对地方债务设限、融资成本

高企、银行惜贷等因素的影响下，政府的投资受到

很大的制约；新增项目中，有带动性的项目不多，招

商引资项目库中符合最新产业政策的不多。

2.3 财政收入增长放缓

由于企业亏损面的扩大，政府财政收入状况也

在变差。凉山2015年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完成107.1

亿元，同比下降4.7%（图7）。

2.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效益全面下滑

在“十二五”时期，中国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逐

步接近尾声，国际大宗商品中有色金属、铁矿石、钢

铁、煤炭等价格在往下走。凉山的主要工业产品粗

钢、生铁、水泥、铜、铅锌、贵金属等市场前景不看好,

由此造成主要工业企业产值下降，盈利水平下滑，

企业的亏损面扩大。

2.5 消费市场较为稳定

2014年，凉山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28.15

亿元，同比增长12.8%。2015年，凉山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497.2亿元，同比增长 11.0%。可见，消

费市场较为平稳，消费对经济的稳定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

3 经济放缓的原因分析

3.1需求方面的原因

中国经济有可能已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的

尾声[1]，这一阶段将对凉山经济发展产生非常大的

影响。从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都有一个

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发展的阶段，在进入重化工业

发展阶段后，对资源、能源的需求大幅提升，然而一

旦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的后期，对资源的消耗将

不断下降。从这一宏观视角出发来分析当前的中

国经济，中国在进入新世纪后进入了重化工业发展

阶段，形成了对资源、能源的巨大需求。但是自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发展逐步进入

了停滞期，同时，近年来汽车市场的火爆场面逐渐

冷却，由此拉动的重化工业发展逐步进入尾声，对

资源需求的下降成了必然。凉山工业的大幅下降

就是在这样的宏观大背景下产生的。

比如作为上游产业的钢铁行业，现在产能严重

过剩，全行业亏损，钢铁生产已经到极限规模。宝

钢股份总经理戴志浩指出，2015年以及之后的 1～

2 a将是中国钢铁行业最为低迷的时期，钢铁行业的

前景不容乐观。2015年前 11个月中国钢铁行业整

体亏损额达500多亿元。

又比如电力行业，拐点以后用电量也大幅

回落。全国 1 a 新增 1 亿装机规模，2015 年突破

14亿kW，现在已到了极限规模，在建的规模电厂将

陆续投产。但在需求侧，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却屡创

新低，2015年增速低于1%，创下1978年以来的最低

水平。

再比如汽车行业，根据国际经验，拐点以后汽

车保有量增速将大幅回落。我国汽车产量 2015年

为2 450.33万辆，全球第一，在建的规模还很大。但

消费开始慢慢趋于低增长。从钢铁、电力、汽车3大

行业分析看，我国制造业大规模扩张阶段结束了，

大宗商品的价格全线大幅下挫，这就对凉山以资源

型为主的产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凉山州相

关部门在 2015年 5月对全州 63户停产半停产企业

的摸底调查中发现，有43户企业是由于市场需求原

因导致的停产半停产，占比达68.25%。

就凉山各县市自身来看，房地产也面临一个转

折。从全州房地产投资来看，2006—2013年8 a间经

历了快速增长的“十一五”时期后，到“十二五”时期投

图6 2006年以来凉山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增速

图7 2006年以来凉山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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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增速逐年放缓，并呈现负增长的趋势（图8）。

数据显示，西昌市的商品房均价在 2006 年 10

月时为 2 100多元/m2，在“十一五”期间价格升至最

高点后出现了小幅下降，目前均价在7 000元左右，

大量的商品房库存有待消化。许多县的房地产开

发更是出现饱和状态。

3.2 供给侧要素方面的原因

凉山经济的下滑同全国一样主要是需求方面

的原因，但是从供给方面来看对凉山经济的发展也

有一定的影响。

从资金的供给来看，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

许多中小企业难以从银行融资，便从社会上融资，

利息极高，企业难以承受。

从供电方面来看，不少企业反映电价过高，加

大了企业的成本，在市场本身十分疲软的情况下，

电价过高对企业更是雪上加霜。

凉山州相关部门在 2015年 5月对全州 63户停

产半停产的企业进行了摸底调查，结果表明其停产

半停产的原因有 4 类：一是市场价格低迷，产品滞

销；二是资金困难，缺乏流动资金；三是电价过高；

四是环保原因。其中有24户企业是由于资金困难，

缺乏流动资金原因导致的停产半停产，占比达

38%。电价过高导致的停产半停产企业达13户，占

比达20.6%。因环保原因导致的停产半停产企业19

户，占比达30%（表1）。

许多企业停产半停产是多重原因导致，因此存

在重复统计。

3.3 供给侧产业结构方面的原因

凉山345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几乎全部是资源

型企业，凉山在全省排得上号的优势行业则全部为

资源性行业，这是多年来“立足资源”发展的成就，

同时也是经济新常态下迈不开腿的包袱。凉山主

要工业产品大多为初级产品，产业链短，新技术应

用程度不高，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不足，多年来依

靠人（人才和一般劳动力）、财（资金）、物（自然资源

和土地）的大规模投入，在“天时、地利、人和”条件

下，发展非常迅猛。但是在2008年以后特别是我国

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资源型产业发展面临异常严峻

的形势。

由于退出机制不健全，“僵尸企业”僵而不死，

产业和企业转型升级双双迟缓。一方面，由于资源

性产业是资金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建设周期

长，以大中型企业为主要组成部分，退出壁垒高，同

时从业人员众多，知识水平低，知识结构单一，退出

资源型产业后向其他产业转移的难度较大。

3.4 其它原因

当前经济增速回落，还受到世界经济复苏总体

缓慢，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更重要的一个

原因是经济增长进入结构转型阶段，经济增速必然

下降[2]。从国际经济演变趋势来看，当一个国家经

过较长时间高速增长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增长

速度的自然回落，回落幅度在 30%～40%之间。过

去 30多 a来，我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 9.8%，经过长

期的高速增长经济下滑属规律使然。但从当前凉

山经济走势看，2015年凉山GDP增速为2.8%，2016

年凉山GDP增速为 6%，经济增长的下滑已超出了

正常区间，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增长。

4 稳增长调结构，促进凉山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4.1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

目前房地产出现总体过剩的状况，但从凉山州

州府西昌的情况来看，房地产发展仍有一定的空间，

关键是要调整商品房的供给结构。西昌由于特殊的

气候条件，冬暖夏凉，适合人们特别是老年人生活居

住，由此形成了成都和西昌的“双向购房”，即西昌人

到成都购房，成都人到西昌购房，这种西昌和成都的

“双向购房”在全省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当然，成

都人也到海南岛购房，但海南岛仅适合冬季居住，不

适合夏季居住，相对于冬夏两季均适合居住的西昌

来说，西昌也有自己的优势。因此西昌要瞄准成都、

重庆的消费对象，一是投资开发有较高档次的、针对

图8 2006—2013年凉山州房地产投资额及增长情况

表1 凉山州63户停产半停产企业原因分类

停产半停产原因

市场价格低迷,产品滞销

资金困难,缺乏流动资金

电价过高

环保原因停产

停产半停

产企业数

/户

43

24

13

19

具有双重及以上原因

停产半停产的企业

数/户

36

20

11

9

单重原因停

产半停产的企

业数/户

7

4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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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入群体的别墅性商品房，二是投资开发用于冬

夏两季御寒避暑的小户型商品房。总之，要千方百

计稳住房地产投资。

4.2 大力发展服务业

发展服务业有利于扩大内需和促进就业。加

快发展服务业，不仅能更好地扩大消费需求，满足

生产和生活需要，而且能有效扩大就业。有资料显

示，中国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只占劳动力总量的

34%，相比之下，马来西亚占到 60%，美国则占

81%。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通过发展

服务业来增加就业人数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凉山州作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旅游

资源极其丰富，凉山州现有 10个风景名胜区，代表

性景区景点 160多个，其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2个

（泸沽湖风景名胜区和邛海—螺髻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风景名胜区 2个（马湖和彝海），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1个（美姑大风顶自然保护区），省级自然保护

区 1个（冕宁冶勒自然保护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2

座（西昌和会理）；还有“彝海结盟”、西昌地震碑林等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1处。除了这些重要景区景点之

外，凉山州还有许多风景秀丽的高山峡谷、雪山冰川、

江河瀑布、原始森林、瀑布温泉、奇特洞穴等自然旅游

资源以及古朴神秘的民族风情，底蕴深厚的历史古

迹，享誉世界的卫星发射基地，风格独特的彝族历史

博物馆等人文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好以上资源对凉山

州旅游经济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凉山要挖

掘独特旅游资源，并对凉山旅游资源进行重新定位和

包装，整合旅游产业链，做大旅游产业圈，促进包括旅

游业在内的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4.3稳住基建投资

对于投资长期占据经济增长“三驾马车”重要

地位的中国而言，基建投资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

特别是在如今房地产投资增幅不断下降，制造业投

资短期难有突破的背景下，稳住基建投资无疑是避

免经济断崖式下跌，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目标的关

键支柱。

“十一五”期间，凉山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

增速为37%；“十二五”时期最后一年的2015年全年

固定资产投资比2014年仅增长了2.6%；“十三五”时

期开局之年的2016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比2015年

仅增长了3.6%。造成以上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

投资大幅下滑，因此必须由政府担负起基本建设投

资的重任，从而促使固定资产投资向好的方向转化。

中国地域辽阔，特别是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相对落后，这方面凉山更显突出，因此凉山州要抓

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利用好国家给予的各种扶持，

由政府来主导基础设施建设，让基础设施建设再上

一个台阶，必将对凉山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

作用。

4.4把改革作为稳增长的持续动力

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是经济发展

的活力之源。当前，面对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

诸多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才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解放生产

力，为稳增长、调结构注入新的动力[3]。（1）要坚定不

移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完善国有企业治理

结构，理顺国有资本流动机制，提升国有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同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提升民营经

济综合实力。（2）要坚持“开放兴州”战略理念不动

摇，始终把招商选资、招大引强作为经济工作的生

命线，大力推进开放合作。坚持把凉山放在经济全

球化的大趋势中去谋划，充分利用凉山州烟草、花

卉等优势，加强多方位的合作；同时，坚持把区域合

作作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平台，推进资源共

享、产业共建、市场共育。加强同成都、攀枝花、宜

宾等周边城市的合作。大力承接产业转移，使凉山

形成门类众多、上下游衔接的产业链。（3）要着力解

决企业融资难问题，各金融机构要对有市场、有效

益、有信誉的中小企业给予重点支持，围绕中小企

业生产经营和资金需求状况，改善信贷管理机制，

积极争取信贷权限，创新金融产品，简化贷款手续，

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信贷服务，帮助企业拓宽融

资渠道，有效降低企业负担。（4）政府要抓好对困难

企业的“扶危解困”工作，重点在帮扶那些产品有销

路、有自主品牌、有技术革新能力的暂时困难企业；

对企业的主动“去产能、去库存”行为要给予理解和

支持，不能用行政命令强迫他们复工；对停产企业，

“停产不停服务”；对破产企业，做好企业职工安置

工作，维护社会稳定；进一步优化企业办事的政务

环境，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政府环境。

4.5 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凉山经济健康发展

凉山作为典型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必须紧紧

抓住未来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采取超常举

措，保持城镇化率快于全国、全省的增长速度，着力

提高城镇化质量，努力走出一条经济文化繁荣、公

共服务健全、生态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的民族

地区新型城镇化道路。要以县城为支撑，建设相互

协调发展的城镇组群，加强城镇之间的分工协作，

统筹区域内资源开发、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交通、通讯、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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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竞争力。增强对外开放度，减少城镇间交流时

间和成本。改善居住、教育、文化、卫生和环境等民

生条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居民受教

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积极推进城镇主要设

施指标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完善新型城镇化发展

的软硬环境，增强凉山城镇发展质量和竞争力。城

镇化率的稳步提高，既带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

时随着农村转移人口融入城市、享受市民权利,也将

带动消费需求的大幅增长。

4.6 不断调整产业结构

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经济结构

不断调整优化的过程。目前我国、我省经济结构很

不合理，第一产业比重大，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严重不合理，制造业比重偏高，

轻工业产能严重过剩；第三产业占比偏低，内部结

构不合理。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早已调整到位，

第三产业比重不断增大。如美、英、日三国，1980年

三次产业结构分别为 2.5∶33.4∶64.1，2.2∶42.6∶

55.2，3.7∶41.9∶54.4，到 2005 年已调整为 1.3∶

22∶76.7，1∶26.2∶72.8，1.7∶30.2∶68.1。从以上

三国这种产业的演变过程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所占比重不断减小，第三产业不断增加，2005年时

第三产业占比已达 70%左右，目前已达 80%左

右。而我国、我省三次产业结构优化的程度还不

如上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所以调结构的任务相当

艰巨。

经济发展过程就是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是不

断优化和升级的过程，因为居民需求在不断升级，

科学技术在不断进步[4]。在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的情况下如何做好凉山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未来跨

越式发展打下结构优化的基础是十分重要的。凉

山要在产业发展上重新占领一些制高点，这关系到

凉山经济未来发展的大局。

目前我国经济正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

快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凉山要加快形成有竞争力

的经济结构。2016年凉山三大产业的结构为 20.0:

48.7:31.3，服务业明显偏低，因此要注重向成都分取

一些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进入凉山。凉山人

口向成都流动的最大动因在于一是希望享受好的

教育，二是希望享受好的医疗，因此凉山必须在发

展服务业上下大力气，解决好这些问题，努力将安

宁河谷地区打造成成渝经济圈边缘上的“后花园”，

形成同成渝经济圈的良性互动。从区域分工的角

度来看，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条件也是具备的，

因此，我们必须顺势而为。

4.7 大力实施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的提出标志扶贫攻坚工程到了一个

新的阶段，对凉山剩余的5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而言

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精准扶贫政策如能顺利

实施，不仅会激发最贫困部分人口的消费热情，还

会通过凉山广大农村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

项目实施助推凉山经济的稳定发展。

5 结语

凉山经济的下滑有着我国宏观经济的大背景，

其中既有需求方面的原因，也有供给方面的原因，

因此对问题的解决要综合施策。从需求侧要稳定

房地产投资和增强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

通过精准扶贫增强贫困人口的消费能力；从供给侧

要狠抓改革，同时把产业结构的调整放在重要位

置，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以

促进凉山经济平稳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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