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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资 源型城市的转型 已经成为中央政府协调地 区发展的严峻课题。资源型城市转型的 目的是实现资源型

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要达到此 目标 ,需 要进行产业结构 的调整 ,关 键是在资源枯竭前建立能够替代资源产

业的潜导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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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提出了
“
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

调整与改革 ,支 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展接续产

业等
”
的战略部署 ,这 为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提供了难得

的历史机遇 ,资 源型城市转型的已经成为中央政府协调地区

发展的严峻课题。西部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关键是将单一的

资源经济转化为资源与非资源产业并举的多元型经济结构 ,

实现西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要达到此目标 ,需要进行

西部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 ,关键是在资源枯竭前建立

替代资源产业的潜导产业。

一 西部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

要改变西部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单一化的不合理状况 ,

必须进行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将单一的资源经济

转化为资源与非资源产业并举的多元型经济结构。西部资

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 ,既是西部资源型城市经济长期发展

的战略任务 ,也是解决西部资源型城市经济生活中突出矛盾

的当务之急 ,只有搞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 ,才 能保证

西部资源型城市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地发展。

根据主导产业理论 ,城 市 的产业系统可分解为主导产

业 、支柱产业 、关联产业、基础产业以及存在于后三类产业 中

的
“
潜导产业

”
。

西部资源型城市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 ,就是酉部资源型

城市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质上是正确地

选择资源型城市的主导产业 ,合 理确定其发展规模和速度 ;

以主导产业为核心 ,协 调主导产业与非主导产业 的关 系 ;把

握西部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 的动态变化 ,积 极挟植潜导产

业 ,促进西部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适时和顺利地转换 ,便 西

部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走向协调化与高级化。

从宏观方面分析 ,就 产业结构调整 自身 的范围而言 ,主

要应做到以下三点。一是选 准并优先重点发展 主导产业。

主导产业一经确定 ,就要在投入和政策上保证它得到优先重

点发展 ,强 化其聚集与扩散两大功能 ,增 强其带动经济发展

的辐射力。二是协调好主导产业与非主导产业之间的关系。

关联产业在发展上应当与主导产业尽可能配套 ,在 建设时序

上要尽可能同主导产业相衔接 ,在建设规模上要尽可能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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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产业相适应 ,关 联产业 的类型应随主导产业 的变化而变

化。尤其是基础产业 ,是 资源型城市生产、生活和社会正常

运行的基本条件 ,应 当积极创造条件 ,争 取在资源型城市 内

部达到平衡 ,以 形成对资源型城市主导产业和关联产业的强 。

有力支持。三是积极挟植潜导产业 ,促进西部资源型城市产

业结构的合理转换占西部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 ,是 一

个动态的概念 ,任何在某一时段确实是合理的产业结构 ,随

着时间的推移 ,因 为城市内外条件的变化 ,都 会 由合理变为

不合理 ,那 时就需要重新调整产业结构。为了使西部资源型

城市产业结构能尽快由不合理转为合理 ,需要正确选择并积

极挟植潜导产业 ,以 便在原来的主导产业因不合时宜而被淘

汰掉以后 ,能够及时地接替上去 ,形成新的主导产业 ,建立起

新的合理的城市产业结构。西部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 由合

理到不合理 ,再到合理转换的顺利实现 ,与 积极挟植潜导产

业是分不开的。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 ,西部资源型城市产

业结构的合理转换 ,是 由重工业 向轻工业 ,由
“
二 、一 、三

”
次

产业向
“
三 、二 、一

”
次产业 ,由 资源、劳动 、资本密集型产业

为主导向智力 、知识 、技术密集型为主导转变 ,在 同一产业内

部由粗加工、浅加工向精加工、深加工转化 ,由 附加价值小的

产业向附加价值大的产业转化 ,即 西部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

通过不断转换 ,逐 步趋向高级化。因此需要采取一系列强有

力的政策措施 ,如 正确选择和培育城市潜导产业 、加强宏观

政策调整等 ,推 动产业结构的调整 ,使 之趋于合理化 ,以 实现

西部资源型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 西郜资源型城市潜导产业的选择和培育

(一 )潜导产业的概念与分类

潜导产业是指
“
目前尚不是很重要 ,作用还不够很大 ,但

发展潜力较大或者代表将来产业发展方向、前景较好 ,可 以

在较短的时间内上升为主导地位的产业
”
[1](299页 )。 潜

导产业应具有附加值高、技术水平先进 (潜 在的市场扩张能

力强、对其他产业具有牵动作用的特征。潜导产业作为在今

后能上升为具有较高增长率和产业关联度的主导产业 ,在 未

来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支柱性的作用。潜导产业上升为

主导产业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将来具体表现为三个

方面 :一是前瞻影响 ,即 对吸收其产品的产业的影响 ;二是回

顾影响 ,即对向其提供生产资料的产业的影响 ;三是旁侧影

响 ,即对地方经济和城市的影响。潜导产业就是通过这三种

影响 ,将 自身的产业优势辐射到区域其他产业 ,增 加区域经

济活动的容量 ,带 动、促进城市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
潜导产

业是当前主导产业的接替者 ,扶 持培植潜导产业 ,能 够保证

地区主导产业正常地新陈代谢 ,使地区产业系统增长的活力

连绵不断 ,是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一个带有战略性的环节
”

[1](303页 )。

(二 )西部资源型城市潜导产业的选择和培育

l,影响西部资源型城市潜导产业选择与培育的因素分

析

基于以上分析 ,目 前西部资源型城市潜导产业选择与培

育不能不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西部资源型城市经济呈现出

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就西部资源型城市经济而言 ,现代产

业和大型企业集中于大中城市 ,而广大的乡村仍然是生产效

率极其低下的传统产业。现代部门与传统部 门的分布格局

导致西部资源型城市经济 出现了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和城

乡差距。这说明我国主导产业链需要沟通传统产业和现代

产业。二是西部资源型城市地区除了极少数发达地区以外 ,

交通 、通讯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仍然相当落后。欠发达资源

型城市的基础设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便 产业成长环境恶

劣。三是西部资源型城市地区工业化整体水平落后于发达

地区。从整体上看我国发达地区已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西

部资源型城市除了极少数地 区以外仍然处 于工业化初期。

正因为西部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决 定了西部资

源型城市的潜导产业的选择与培育必须因地制宜 ,关 注潜导

产业空间上的层次性 、时间上的继起性问题。

2,西 部资源型城市选择与培育潜导产业的对策措施

面对影响西部资源型城市潜导产业选择与培育的工系

列新因素 ,要推动西部资源型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

必须加快西部资源型城市潜导产业的选择与培育。

西部各资源型城市要依据比较优势和企业优势 ,积极培

育有特色的潜导产业。所谓特色产业是指其产 品更能满足

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实 现了相当规模 的产业化生产经营 ,具

有相对优势的市场占有率和不可替代市场地位的综合性 、交

叉性 、融合性 、边缘性 的产业群体。发展特色潜导产业 的实

质 ,是使西部各资源型城市潜导产业在城市经济分工和满足

市场需求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 ,西部各资源型城

市应抛弃 自成体系、大而全的产业选择思路 ,以 市场需求为

导向 ,从优势中找特色 ,借特色求发展 ,坚持
“
有所为 ,有所不

为
”

,“ 不求其全 、但求其特 ,不 求其多、但求其佳
”
的原则 ,选

择和培育 自身的特色潜导产业 ,使西部各资源型城市潜导产

业真正具有市场竞争优势。

(l)西 部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潜导产业

的选择与培育

从 目前西部资源型城市经济的实际情况看 ,城 市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应将潜导产业选择的重点放在高新技术

产业 、现代农业 ,以 及金融、保险、贸易等新兴服务业上 ,其 方

向是跟踪世界先进技术 ,提 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进 一步发

展外向型经济 ,同 时 ,把 一般加工业 向其他地 区逐步转移。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工业化水平较高 ,人 力资源密

集 、科技实力雄厚 ,基 础设施完善 ,因 此 ,应 该 以高新技术产

业作为主导产业加以培育。一方面 ,高新技术产业的产业关

联度 ,尤其是前向产业关联度较强 ,例如 ,信 息技术和现代生

物技术等高新技术在传统的农业 、工业 (机 械 、冶金 、化工和

纺织 )和 金融商贸等服务业中广泛应用 ,对 于加速传统产业

的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都有十分积极作用。另—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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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需求收入弹性和价格收人弹性大的特征。

据统计,zO01年 ,全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工业产值比⒛00年增

长⒛。5%,全国高技术产业的总产值已从 19%年 的四 I3亿

元增长到 zO01年 的 17Og3亿元 ,年均增长 zs。 9%;全 年高新

技术产品出口交货值从 19%年 的 11犭 亿元增长到 zO01年

的辊眨 亿元 ,年均增长 zs%;销售收八从 1995年的 3917亿

元增长到 ⒛01年 的 12015亿元 ,年 均增长 zO,5%;税 利从

1995年的 326亿元增长到 zO01年 的 11Os亿 元 ,年 均增长

zz。 6%[2]。 以上事实有力地证明了高新技术产业符合潜

导产业 (今天的潜导产业将是明天的主导产业 )选 择的基准

条件 ,因 此 ,西部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还要

进一步加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力度 ,带动西部地区经济结

构的高级化。

(2)西 部资源型城市经济欠发达地区潜导产业的选择

与培育

对于西部资源型城市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应将潜导产业

选择的重点放在技术密集型的高加工度产业、高新技术产业

上 ,主要选择轻工业为潜导产业。选择以轻工业作为潜导产

业加以培育具备以下条件 :从 资本角度考虑 ,以 能够节省资

本的轻工业作为潜导产业更为现实 ,因 为轻工业作为潜导产

业 ,不需要以重工业作为潜导产业那样多的资本。其次是轻

工业见效快 ,培 育周期短。轻工业不仅投资少 ,而且投资周

期短 ,回 收速度怏 ,收益相对较高 ,见效迅速。西部资源型城

市经济欠发达地区 ,以 轻工业作为潜导产业可以迅速地积累

资本 ,增加西部资源型城市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竞争力。再次

是轻工业的技术层次更多。一般而言 ,重工业的发展都要求

有较高的技术水平 ,而 轻工业有高、中、低档的技术层次 ,其

技术层次多于重工业。资源型城市经济欠发达地区尽管局

部地区科技实力雄厚 ,人 力资源丰富 ,但 总体而言其人才总

量不足 ,结构不合理 ,技 术创新能力弱 ,因 此 ,选 择技术层次

较多的轻工业作为潜导产业转换的起点 ,更具有技术上的可

能性。从主导产业选择与培育的四个基准看 ,由 于以上原

因 ,说 明西部资源型城市经济欠发达地区 ,以 轻工业作为潜

导产业具有动态比较优势 :许多轻工业产品具有需求收人弹

性大的特征 ,即使有些轻工业产品从整个国际需求来看 ,其

需求具有相对稳定性 ,但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把其中

一部分轻工业作为
“
夕阳产业

”
转移出区外 ,这 就使得西部

资源型城市经济欠发达地区 ,以 这部分轻工业作为潜导产业

具有较大的社会需求补充供给弹性 ;由 于许多轻工业产品是

最终产品 ,其后向关联度大 ,加 之许多轻工业产晶是以农产

品和资源型产品作为原材料 ,这样以轻工业作为西部资源型

城市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潜导产业予以选择和培育 ,既 可发挥

西部资源型城市经济欠发达地区固有的自然资源优势 ,又 可

延长区内产业链 ,这说明西部资源型城市经济欠发达地区 ,

以轻工业作为潜导产业具有产业关联度大的特征。另外 ,通

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重点在于用高新技术产业改造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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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业已有的技术 ,可 以迅速提高轻工业的劳动生产率 ,促

进西部资源型城市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主导产业的优化。

(3)西 部资源型城市经济落后地区潜导产业 的选择与

培育

西部资源型城市经济落后地区应充分利用资源优势 ,在

发展和改进农业 、能源和原材料工业的同时 ,适 时发展一些

具有 比较优势和特色的产业如旅游业等 ,以 及在相对发达的

城市市区 ,发展一些高新技术产业 ,不 断拓展新的产业发展

空间。

西部资源型城市经济落后地区原以重工业作为主导产

业 ,在 新的历史时期 ,西部资源型城市经济落后的地区 ,以 资

源输出型产业作为主导产业面临着挑战。因为我国巳加八

WT0,在 国内经济加速融人世界经济的过程中 ,有 国际资源

市场和产品可供选择 ,加 之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 ,

在一定程度上资源的依赖性减弱等等。过去 ,我 们通常所讲

的地区资源优势是相对于国内供求而言的 ,我 国的工业地区

结构已发生变化 ,“ 八五
”
以来 ,我 国的钢铁 、有色金属冶炼 、

电力 、石油加工 、化学原料及化纤等重化工业 出现向经济发

达地区集中的趋势 ,因 此 ,经 济发达地区是我 国资源型产品

需求量大的主要地区 ,但 经济发达地区是开放型经济 ,为 了

自身利益最大化 ,其 经济运作方式是利用 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 、两种资源 ,其 资源的输人不仅仅是依赖 国内资源型城市

地区 ,这 说明资源型城市地区资源优势的作用逐步减弱 ,经

济发达地区的产品和要素供求都 日渐走上了世界市场平台。

在此情况下 ,国 内尤其西部资源型城市地区 ,不 能只以原有

的重工业作为主导产业 ,还 要选择和培育一批新 的潜导产

业。旅游业可以作为西部资源型城市经济落后地区的潜导

产业加以培育。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人们消费结构多

元化 ,消 费层次的不断提高 ,旅 游消费需求不断扩大。据统

计 ,⒛02年 ,我 国旅游业收入 已达到 55“ 亿元 ,比 上年增长

Ⅱ,4%。 其中 ,国 内旅游人数达到 8.78亿 人次 ,旅 游总收人

3878.36亿元 ,比 上年增长 I0,1%,国 际人境旅游者达 叨90。

83万人次 ,比上年增长 1O,%(其 中过夜人境旅游者 36gO.冗

万人次 ,增 长 10。 %%),外 国旅游者达 1343,9万 人次 ,比上

年增长 zO%,旅 游外汇收人达 ⒛3,85亿美元 ,比 上年增长

14.6%,因 此 ,我 国旅 游业 的收人需求 弹性 日渐增大 [3]。

从总体来看 ,一 方面 ,我 国旅游业基础设施 、旅游产品和服务

仍滞后于迅速增长的国内外旅游消费需求 ,其 品质可以通过

技术水准的进一步提高而提高 ,其技术进步空间大。另一方

面 ,旅 游产业是关联度强的产业。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带动旅

游食品、传统工艺品、酒店业等商品和服务发展 ,同 时还可直

接牵动机场、码头 、高速公路 、通讯等基础没施发展 ,因 此 ,旅

游业可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关联效应带动众多相关行业 的发

展 ,其 产业关联度强。旅游产业可以作为我国资源型城市经

济落后地区的潜导产业之一加 以培育。特别是我 国的西部

地区 ,有悠久的历史 ,灿 烂的文化 ,浓 厚的文化底蕴 ,丰 富多



胡碧玉 刘诗白 宋小军 西部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与潜导产业的培育

样的自然资源 ,奇特的民族风情 ,这 些都为西部地区把旅游

业培育成为潜导产业创造了独特条件。西部地区还应该加

大发展旅游业的力度 ,充 分发挥该区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 ,

使旅游业这个无烟工业真正成为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就西部资源型城市经济而言 ,通 过不断的选择和培育潜

导产业 ,使潜导产业在资源型城市整体范围内空间上并存、

时间上继起 ,形成合理的资源型潜导产业格局。

另外 ,国家应加强对资源型城市潜导产业选择的引导和

调控。研究制定潜导产业布局的方案 ,督促各资源型城市在

确定潜导产业时充分论证 ,避免盲 目性和短期性 ,加 强对各

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调整的审批 ,对不符合全国产业布局的

坚决予以禁止。尤其是 旨在使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协调的

宏观产业政策 ,应该对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 、不 同类型的

资源型城市进行分类指导。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要与一定

的区域政策相配合 ,以 保证中央产业政策对地方产业发展方

向的引导。要积极协调好区域之间、省际之间、城市之间的

关系 ,为各资源型城市发展特色产业创造 良好的宏观环境。

综上所述 ,通 过采取选择和培育 区域优势潜导产业 、加

强宏观政策调整等强有力的措施 ,必将推动西部资源型城市

产业结构调整 ,使 之趋于合理化 ,实 现产业结构协调化与高

级化 ,从 而保证西部资源型城市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协调

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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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ransfor1mation of resources cities is a serious issue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coorˉ

dinate local development。  The purpose of the transformation is the realization of sustainablc development

in these cities。 For this purpose the industry structure must be a曲 usted,of which the key is to build po-

tential leading industry to replace the resources industry before the resources become exhau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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