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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路径转型研究

———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考察与分析

严 红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制定了经济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高度依赖国家投资和政策扶持，大力

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这种高度依赖外力进行资源开发的外生增长之路尽管使西部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明显

改善，地区生产总值大大提高，但西部民族地区依然落后，与汉族地区的绝对差距仍在拉大，创新能力低下、生
态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必须对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路径进行转型，通过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人力资本体

系、创新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促进西部民族地区逐步走上内生增长之路，才能使西部民族地区彻底摆脱贫穷落

后面貌，实现可持续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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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民族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宁夏、新疆、西
藏 5 个省级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三个少数民族较

多的省份，总面积 565． 28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19518． 35
万人，分别占西部地区的 82． 34%、52． 57% 和全国的

58． 88%、14． 20% ; 其中少数民族人口 7273． 94 万人，占

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65． 34%①。改革开放以

来，西部民族地区制定了特殊的发展战略，试图缩

小与汉族地区②的发展差距，但由于过分注重外生

增长而忽视了内生增长能力的培育，经过多年的发

展，尽管西部民族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有了显著增

长，基础设施有了明显改善，但西部民族地区依然

落后，与汉族地区的绝对差距仍在拉大。因此，总

结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实践并根据当前形势提出

新的发展路径，对西部民族地区彻底摆脱贫穷落后

面貌、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西部民族地区以往的特殊发展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制定了经济增长优

先的发展战略，高度依赖政府投资和政策扶持，大力发

展资源密集型产业，呈现出典型的外生增长型特征。
( 一) 基本战略目标是经济增长优先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地区为了尽快缩小与

汉族地区的发展差距，采取了传统的追赶型发展模

式，以追求 GDP 增长为主要目标，实行“增长优先”
的发展战略③。“九五”时期，西部各民族省区都将
“缩小经济发展差距、基本解决处于贫困状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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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温饱问题、多数群众达到小康水平”作为经济发

展的主要目标①。“十五”时期，西部各民族省区把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 8% 以上”“国内生

产总值比 2000 年再翻一番以上”等经济增长指标

作为发展的首要目标。“十一五”时期，西部各民族

省区纷纷把“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生产总值年均增

长 9%左右”等作为经济发展主要目标。“十二五”
时期，西部各民族省区都将“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增强经济综合实力”“提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平

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 10%以上”等作为经济发展的

优先目标。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此方针指导

下，西部各民族省区纷纷制定了各自的“十三五”规

划，相对调低了经济发展速度，均把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作为建设重点，但仍然高度重视资源密集型产

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政府管理和发展经济

的重点仍然停留在吸引重大项目投资和地区财政

收入增长的数量上，而对文化和制度环境的培育和

制度创新重视不够。总之，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

地区主要实施的是经济增长优先战略，重视经济指

标增长，忽视制度创新和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建设等

有利于内生增长之因素的培育。
( 二) 主要发展途径是依赖资源开发

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主要途径是依赖资

源开发。2014 年西部民族地区采掘工业和原材料

工业占工业销售总值的比重高达 65． 49%，分别高

于汉族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 29． 06 和 23． 22 个百分

点，呈现出明显的资源依赖性( 见表 1) 。其中青海

采掘和原材料工业的比重高达 83． 58%，高于汉族

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 47． 15 和 41． 31 个百分点。新

疆、宁夏、内蒙古的采掘和原材料工业的比重也在

70%以上。从工业产品加工业占工业销售总值的比

重看，西部民族地区普遍较低，比汉族地区和全国

平均水平分别低 28． 10 和 23． 68 个百分点，除了广

西和贵州以外，其他地区工业产品加工业比重均低

于 10%，这表明西部民族地区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

的产业链较短，工业品以初级产品为主，工业生产

的相对效益较低。西部民族地区农产品加工业占

工业销售总值的比重为 22． 53%，高于汉族地区和

全国平均水平 1． 59 和 2． 56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

西部民族地区的采掘业、原材料工业、农产品加工

业的比重均高于汉族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而工业

产品加工业的比重却低于汉族地区和全国平均水

平; 其采掘业、原材料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对资源的

依赖性较高，属于典型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呈现出

典型的资源型工业结构特征。

表 1 2014 年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业结构 ( 单位: 亿元，% )

地区
农产品加工业 采掘工业 原材料工业 工业产品加工业 其他

销售总值 比重 销售总值 比重 销售总值 比重 销售总值 比重 销售总值 比重

内蒙古 3406． 80 17． 50 5410． 37 27． 79 8804． 15 45． 22 1505． 85 7． 73 342． 67 1． 76
广西 4680． 07 24． 10 782． 21 4． 03 8290． 11 42． 69 5080． 32 26． 16 586． 46 3． 02
西藏 28． 09 25． 70 25． 04 22． 91 41． 57 38． 04 0． 00 0． 00 14． 59 13． 35
宁夏 547． 91 15． 35 493． 48 13． 82 2290． 65 64． 16 200． 9 5． 63 37． 13 1． 04
新疆 996． 96 11． 16 1859． 52 20． 82 5458． 64 61． 12 573． 74 6． 42 42． 87 0． 48
云南 2623． 21 26． 24 782． 13 7． 82 5546． 5 55． 49 657． 74 6． 58 386． 86 3． 87
贵州 1673． 82 18． 59 1825． 2 20． 27 4201． 51 46． 65 952． 32 10． 57 353． 03 3． 92
青海 194． 44 7． 86 413． 45 16． 72 1653． 59 66． 86 112． 78 4． 56 98． 93 4． 00

西部民族

地区( a)
20572． 43 22． 53 11591． 4 12． 69 48222． 18 52． 80 9083． 65 9． 95 1853． 87 2． 03

汉族

地区( b)
195317． 51 20． 93 47150． 22 5． 05 292789． 34 31． 38 354959． 07 38． 04 42924． 47 4． 60

全国( c) 216228． 68 19． 96 58788． 29 5． 43 399090． 73 36． 84 364235． 89 33． 63 44843． 96 4． 14
a － b － 174745． 08 1． 59 － 35558． 82 7． 64 － 244567． 16 21． 42 － 345875． 42 － 28． 10 － 41070． 60 － 2． 57
a － c － 195656． 25 2． 56 － 47196． 89 7． 26 － 350868． 55 15． 96 － 355152． 24 － 23． 68 － 42990． 10 － 2． 11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2015 下册) 相关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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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主要发展动力是依靠投资拉动

在国家纵向转移支付政策的大力支持下，西部

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主要动力是依靠投资拉动。
由表 2 可知，2015 年西部各民族省区的投资率大多

在 80%以上，表明多数民族省区的地区生产总值有

80%以上是通过投资拉动实现的。其中青海的投资

率高达 130． 1%，位居全国第一，西藏、宁夏、新疆、
贵州的投资率分别为 126． 2%、117． 7%、112． 9%、
101． 7%，分别居全国第二、第三、第五和第八位。而

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西藏、青海、宁夏位居全国倒

数前三位，新疆、贵州、云南也在全国倒数十位以

内。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看，云南、贵州、西藏、
广西位居全国倒数前五位。由此可见，尽管西部民

族地区的投资率在全国排在前列，但依靠大量投资

并没有真正改变西部民族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在全国的位次，西部民族地区在全国的

经济版图中仍然是最落后的地区。

表 2 西部民族地区投资率及地区生产总值情况

( 2015)

投资率 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比值

( % )

全国

排序

数量

( 亿元)

全国

排序

数量

( 元)

全国

排序

青海 130． 1 1 2417． 1 30 41076 17
西 藏 126． 2 2 1026． 4 31 31682 28
宁 夏 117． 7 3 2911． 8 29 43597 15
新 疆 112． 9 5 9324． 8 26 39516 21
贵 州 101． 7 8 10502． 6 25 29757 29
云 南 96． 0 12 13619． 2 23 28722 30
广 西 93． 2 14 16803． 1 17 35036 26

内蒙古 75． 9 22 17831． 5 16 71012 6

注: 投资率是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相关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6》相关数据计算。

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看，2015 年西部

民族地区国家预算资金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10． 6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汉族地区5． 33和 6． 08 个

百分点。与此相反，2015 年西部民族地区利用外资和

自筹资金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仅为 0．
12%和 63． 74%，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汉族地区; 利

用外资和自筹资金总额分别仅为汉族地区的 3． 16%和

12． 40%。西部民族地区的投资资金中国家预算资金

比重高，而利用外资和自筹资金比重较低，表明国家对

西部民族地区的投资资金支持并没有真正提高西部

民族地区利用外资和自筹资金的能力，也没有真正

增强西部民族地区的内生增长能力，西部民族地区

自我发展能力仍然低下。
( 四) 基本制度保障是各种政策扶持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加速西部民族地区发展，

中国制定了纵向补贴和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1980
年中国对西部民族地区实行的是财政收入全部留

用、支大于收的差额由中央财政补贴的特殊财政政

策。1985 年中国对西部民族地区继续保留“三项照

顾”政策①，同时按照中央财政核定的定额补助数

额，继续实行每年递增 10% 的补助金额，在此基础

上仍然收大于支的部分，实行定额补助。除了每年

根据基数递增 10%的补助金额以外，国家还拨出各

种专项资金支持西部民族地区发展。1996 年中央

政府制定了《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决定从中央财

政的增加部分中，拨出 20 亿元对民族自治区和辖有

民族自治州的省进行财政补助。2002 年国家财政

部和民委在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中安排 3300 万元用

于支持 22 个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②，“十一五”期间

中央安 排 专 项 扶 持 人 口 较 少 民 族 发 展 的 资 金 达

25． 50亿元，“十二五”期间扶持人口较少民族扩大

至 28 个，专项扶持资金增加到 51． 75 亿元。另外，

国家对西部民族地区实施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 从

1992 年开始，中央减免民族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方向

调节税; 从 1994 年开始，国家对边销茶企业免征增

值税，对边销茶企业的原料企业按 10% 的税率减征

农业特产税; 从 1994 年开始; 国家规定对少数民族

地区新办的企业 3 年内免征所得税。除此之外，国

家对西部民族地区还制定了一系列金融优惠政策。
1992 年国家对民族地区设立了基本农田建设专项

贴息贷款和水利工程项目专项贴息贷款; 同年中国

农业银行制定了少数民族地区乡镇企业贴息贷款

的暂行管理办法，每年新增 1 亿元的专项贷款用于

扶持民族地区的乡镇企业。1993 年国务院制定了

专门的文件，要求人民银行对西部民族地区的专项

贷款每年应适当增加，重点用于支持西部民族地区

发展乡镇企业。同时，为了支持民族贸易和民族手

工业发展，国家专门制定了流动资金贷款优惠利率

政策和技术改造贷款贴息政策。

24

①

②

20 世纪 60 年代国家决定给少数民族地区三项照顾: ( 1) 财政预算支出，另加 5%的机动资金; ( 2) 预备费设置比例高于一

般地区; ( 3) 每年安排一笔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用于解决一些特殊开支。
魏后凯、成艾华、张冬梅:《中央扶持民族地区发展政策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1 期。



2017 年第 4 期

二、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效果分析

以经济增长为主要发展目标、政府投资和资源

开发为主要发展方式、政策扶持为主要制度保障的

外生增长之路尽管使西部民族地区的生产总值显

著提高、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但西部民族地区依然

落后，与汉族地区的绝对差距仍在拉大，城乡居民

收入之比仍然较高，自主创新能力仍然较弱，环境

污染日益严重。
( 一) 生产总值显著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政策和资金的大力支持

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飞速发展，地区生产总值

显著增 加。1978 年 西 部 民 族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仅 为

275． 8 亿元，相当于全国和汉族地区的 7． 61% 和

8． 28% ; 2015 年增至 74436． 4 亿元，相当于全国和

汉族地区的 10． 86% 和 12． 18%，增长了 269． 9 倍，

比汉族地区和全国平均多增长 86． 5 倍和 80． 7 倍。从

1978 年到 2015 年，西部民族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6． 33%，比汉族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高 1． 2 和 1． 1 个

百分点。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看，从 1978 年到

2015 年西部民族地区由 210 元增至 38137 元，增长

了 180． 6 倍，比汉族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多增长 51
倍和 49 倍，由全国平均水平的 55． 41% 增至 76．
47%，由汉族地区的 52． 11% 增至 73． 05%，与汉族

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的相对差距有所缩小。
( 二) 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西部民族地区

交通、通信、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西

部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1978 年西

部民族地区仅有铁路营业里程、内河航运里程、公

路里程 10560 公里、8816 公里和 195008 公里，到

2015 年分别增至 33244 公里、16472 公里、1081225
公里，分别比 1978 年增长了 2． 14 倍、0． 87 倍 和

4． 54倍; 高速公路更是从无到有，到 2015 年已达到

26981 公里; 每百平方公里分别有铁路、内河航运、
公路、高速公路里程 0． 59 公里、0． 29 公里、19． 13 公

里、0． 48 公里。同时，西部民族地区航空运输事业

也得到了很大发展，8 个干线机场和 26 个支线机场

实施了大规模改扩建，新建了 37 个支线机场。从

2001 年到 2015 年，西部民族地区的邮路总长度由

541498 公里增至 1259018 公里，增长了 1． 32 倍; 移

动电话交换机容量由 2197 万户增至 31479 万户，增

长了 13． 32 倍; 光缆线路长度由 98591 公里增至

3584656 公里，增长了 35． 36 倍。另外，自进行西部

大开发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基础

设施工程项目，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和大型水利枢

纽等一批重点工程的相继建设，不仅改善了西部民

族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也有利于发挥西部民族地

区的资源优势，为东部地区进一步快速发展提供能

源和动力支撑。
( 三) 城乡收入差距较大

西部民族地区 GDP 和人均 GDP 增长幅度较

大，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汉族地区，但西

部民族地区居民收入增长与 GDP 的增长并不同步。
从 1978—2015 年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增长 69． 87 倍，而全国平均增长 84． 24 倍，西部民

族地区明显比全国增长得慢。1978 年西部民族地

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125． 61 元，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 7． 99 元，1999 年和 2015 年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 1041． 26 元和 2644． 91 元，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

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

平的绝对差距逐渐拉大。1978 年至 2015 年西部民

族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虽然增长了65． 40
倍，但比全国平均水平少增长 25． 44 倍。1978 年西

部民族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07． 68 元，

比全国平均水平多 64． 28 元，1999 年和 2015 年分

别比全国平均水平少 2036． 08 元和 4532． 23 元，表

明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也在逐渐拉大。
1978 年西部民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3． 25，1999
年增长为 3． 27，2015 年下降为 3． 04，表明西部大开

发之前西部民族地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逐渐

增大，近年来有缩小的趋势。1978 年和 2015 年全

国城乡收入比分别为 2． 57 和 2． 73，在此期间西部

民族地区城乡收入比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四) 创新能力仍然较低

区域创新能力依赖于科技活动人员和科技活

动经费等区域创新投入，表现为专利申请受理量和

授权量等。从 2000 年到 2014 年，西部民族地区研

发人员由 4． 11 万人 /年增至 18． 33 万人 /年，增长了

3． 46 倍，研发经费由 25． 46 亿元增至 465． 13 亿元，

增长了 17． 27 倍。西部民族地区科技活动投入的增

加带来了产出的增加，从 2000 年到 2014 年西部民

族地区专利申请受理量由 7227 件增至 89991 件，增

长了 11． 45 倍，专 利 申 请 授 权 量 由 4967 件 增 至

39353 件，增长了 6． 92 倍。从 2000 年到 2014 年，西

部民族地区研发人员和研发经费分别比汉族地区

多增长 0． 34 倍和 3． 89 倍，但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

权量分别比汉族地区少增长 3． 52 倍和 5． 07 倍。从

2000 年到 2014 年西部民族地区研发人员占汉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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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研发人员的比重保持不变，均为 5%，研发经费由

3%增至 4%，但西部民族地区专利申请受理量和授

权量占汉族地区的比重分别由 5% 和 6% 下降为

4%和 3%。由此可见，从 2000 年到 2014 年西部民

族地区科技投入增长较快，但科技产出增长较慢，

表明西部民族地区的科技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创新

能力仍然低下。
( 五) 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民族地区生产总值快速

增加的同时，环境污染程度也日益加剧。从 2005 年

到 2015 年，西部民族地区的“三废”排放量中，只有

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递减，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

废物产生量分别增长了 1． 90 倍和 2． 56 倍。2005 －
2015 年期间，尽管西部民族地区废气污染物排放量

总体趋于递减，但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却表现出

递增的趋势。从 2005 年到 2015 年尽管西部民族地

区大多数城市空气质量达到或好于二级以上天数

占全年比重在全国的排序是上升的，但从空气质量

达到或好于二级以上天数占全年比重的具体数值

来看，均低于 2005 年的相应数值( 见表 3 ) ，近年来

西部民族地区的空气质量有下滑的趋势，经济增长

带来的环境污染压力日益增大。

表 3 西部民族地区主要城市空气质量变化情况

( 2005 － 2015)

城市

2005 2015

空气质量达

到或好于二

级以上的天

数占全年比重

全
国
排
序

空气质量达

到或好于二

级以上的天

数占全年比重

全
国
排
序

2005
到 2015
变化趋

势

呼和浩特 85． 48 14 75． 62 11 +

南 宁 96． 99 4 88． 77 5 －

贵 阳 93． 97 6 93． 13 4 +

昆 明 99． 45 2 95． 89 1 +

拉 萨 98． 08 3 85． 75 6 －

西 宁 83． 84 15 80． 82 9 +

银 川 88． 49 11 70． 96 12 －

乌鲁木齐 70． 14 27 59． 73 23 +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6》和《中国统计年鉴 2016》
相关数据计算。注: 表中“－”表示下降，“+”表示上升。

三、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民族地区过分依赖政府扶

持和过分强调对自然资源的开发，虽然改善了基础

设施和投资环境，促进了地区生产总值快速增长，

但这种外生增长方式并没有带来西部民族地区的

全面发展，西部民族地区依然落后，与汉族地区的

绝对差距仍在拉大，而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社会冲

突等一系列问题却不断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就

在于西部民族地区长期过分依赖外援而导致内生

增长能力的缺失。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一带一路”建设顺利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

施的背景下，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路径必须转型，

必须把重点放在对产业发展、人力资本、科技研发

等投入上，通过构建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产业体

系、人力资本体系、创新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着力

培育西部民族地区的内生增长能力，以外生增长推

动西部民族地区逐步走上内生增长之路，这是西部

民族地区彻底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实现可持续良性

发展的根本切入点和突破口。
( 一) 构建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产业体系

引导西部民族地区实现内生增长，关键是推进

西部民族地区实现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与知识积

累是正相关的，知识积累率越高，技术进步越容易

实现。不管是原始创新推动的技术进步，还是消化

吸收再创新引起的技术进步，都依托于一定的产业

发展，蕴含在一定的产业体系中，因此现代产业体

系是西部民族地区实现内生增长的重要载体。构

建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产业体系就是要形成由现

代农业、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组成的产业结构体系。现代农业发展为西部民

族地区其他产业发展提供农业剩余，现代制造业为

西部民族地区其他产业发展提供先进装备，现代服

务业为西部民族地区其他产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战略性新兴产业为西部民族地区在新一轮全球竞

争中赢得先机。西部民族地区农牧业资源优势明

显，应大力发展畜牧业和林业，适当降低种植业比

重，加快发展肉牛、肉羊以及骆驼、鸵鸟、山鸡、肉兔

等特种经济动物; 在条件适宜的区域大力发展花

椒、核桃等经济林，增加油料、糖类、棉花、蔬菜、花

卉等作物的播种面积，推进饲料作物种植; 建立农

业股份合作社或农业股份公司等增强农业从业者

的组织化程度，以先进适用技术支撑现代农业发

展①。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重点是加快引进或研

发先进技术，改造提升油气化工、煤化工、盐湖化

工、黑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冶炼、机械装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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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畜产品加工等传统产业; 结合主体功能区定位，

既兼顾生态环境保护又着力产业转型升级; 积极发

展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产业链下游产业; 在

“一带一路”战略引领下深度整合内外资源，积极制

定产业规划，寻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上下游

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西部民族地区具有

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高端装

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源

优势和产业基础，应该围绕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拟

定发展路线图和产业化方案，在研发投入、税收优

惠、金融扶持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加快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步伐。根据西部民族地区服务业发展

现状和产业升级需要，西部民族地区应重点发展金

融服务业、规范发展中介服务业、加速发展现代物

流业、着力提升旅游业、合理发展文化产业，因地制

宜推进西部民族地区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
( 二) 培育西部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本体系

西部民族地区实现内生增长的前提是人力资

本的培育和积累。教育是人力资本体系形成的基

本途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有助于专业性人力资

本的形成，基础教育和扫盲教育有助于一般性人力

资本的形成。根据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本的现状

和实现内生增长的需要，构建以高等教育为先导、
以职业教育为主体、以基础教育为基础、以扫盲教

育为辅助的教育体系，是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本体

系形成的重要保障。高等教育是提高西部民族地

区公民素质和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源动力，是培育

创新型人才的主阵地，应调整西部民族地区高等院

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加大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力

度、加强对高校的政策支持力度，充分发挥高等教

育在人才培养中的先导作用，形成更多西部民族地

区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体系。职业教育是为西部民

族地区培育各行各业实用型人才的主渠道，应高度

重视职业教育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意义，高

标准、高起点编制职业教育规划，根据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调整专业学科设置，同时加大中央政府对西

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资金的投入力度，改善职业教

育办学条件 ①②。基础教育是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

源整体素质提升的基础，是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

高层次教育的前提，应进一步强化基础教育的战略

作用，加强对基础教育的资金支持，吸引或培养更

多高素质的教师，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努力实

现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 同时要制定符合西部民族

地区发展实际的素质教育计划，从基础教育阶段为

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民素质全面提升打下良好基础。
大力开展扫盲教育，是提高西部民族地区人口整体

素质、消除民族地区贫困问题、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的重要途径，是构建西部民族地区教育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应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根据目前文盲主

要集中在贫困地区、偏远山区等地以及以女性居多

的特点，推进课程教材改革，借鉴和配合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等教育形式，创新扫盲教育模式，攻克扫

盲教育难点，培育更多自立型人力资本。
( 三) 培育西部民族地区的创新体系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只有通过产品、
工艺、原材料、市场、组织形式等的创新才能提高生

产效率③，以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才能保证

有更多资本投资于创新，形成更多创新成果，推动

经济沿着内生增长轨迹螺旋上升④。创新的实现依

赖于高校创新体系、科研院所创新体系、企业创新

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高校创新体系是区域内新

知识、新技术、新思想等原始创新成果的提供者和

创新人才的培养者，也是部分创新成果的转化者，

在区域创新体系中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培育西

部民族地区的高校创新体系，就是要加强学科体系

建设，培育研究团队，搭建创新平台，提升高校的基

础创新能力，加速创新成果转化，为西部民族地区

提供源源不断的新知识、新技术和创新型人才⑤。
科研院所是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机构，

分为公益性和营利性两种。公益性科研院所是从

事社会公益研究、提供公共服务、主要不以盈利为

目的、需要政府支持的社会公益型科研机构，应加

快改革管理体制，重塑科研生态，增加经费支持，提

高创新能力⑥。营利性科研院所是从事开发性科研

活动的科研机构，其科技活动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

相关，其科研成果能及时被转化而带来经济效益。
提高营利性科研院所的创新能力，关键是明确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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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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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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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的产权，推动事业制科研院所向企业制转型，

并制定财政、税收、金融、人才等配套政策，激励科

研院所发挥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企业是区域创新

的主体，不仅是创新成果的提供者，也是创新成果

的转化者①，因此企业创新体系建设是西部民族地

区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应营造有利于企业创

新的制度环境，加强企业自主创新的人才队伍建

设，搭建企业自主创新的研发平台，建立官产学研

用联合创新体系，大力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高

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创新主体在一定的空间范围

内集聚、交流、合作形成区域创新网络，推动创新主

体和区域整体创新能力提高的过程，就是区域创新

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②。西部民族地区的南贵

昆、呼包银等地区产业基础较好、科技资源较丰富，

是西部民族地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核心区

域，应引导这些区域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创新

主体加强合作，形成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区域创新体

系，提高西部民族地区的创新能力。
( 四) 构建西部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体系

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有利于人才、资本、技术

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提

高社会生产效率。构建西部民族地区的交通、通

讯、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体系是实现西部民族地

区内生增长的重要支撑条件。交通网络体系建设

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市场，促进民众思想观念改变。

加快西部民族地区交通网络体系建设，应加强省区

之间、城乡之间、国际之间的规划合作，统一规划公

路、铁路、水路、航空、管道等交通设施，加大政府出

资力度，通过 BOT、PPP 等模式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

与建设③。要有选择地优先安排交通线路和交通枢

纽建设项目，进一步提升交通网络建设水平。加快

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是西部民族地区提升人力

资源素质、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数字鸿沟、实现

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前提，应大力推进光纤宽带、无

线宽带、新一代互联网等信息基础网络建设，加速

推进功能性信息服务平台和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培育大数据产业园区，重点支持农村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建设。西部

民族地区电力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不仅对保障中国

电力供应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也对西部民族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西部民族地区电

力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重点是合理规划电站设施，

加快外送电网和配电网建设进程，提高西部民族地

区电力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西部民

族地区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为不均，因此，合理调节

和利用水资源、形成供需平衡的用水结构，是西部

民族地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根本目的。为此，要

加快西部民族地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合理规划和

修建水源工程，完善城镇和农村供水工程，健全农

田灌溉渠系工程，促进水资源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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