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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20年专题】

继往开来的西部大开发
——中国经济发展的旷世之举

金 碚

摘 要：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是巨大型国家应对经济发展区域协调难题的重大战略举措，所要解决的区域协调问题

实质上是关系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包容性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的重大核心问题之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政策

的中心思想体现了要实现国家强盛和民生改善的双赢：“又好又快”。大开发与保生态的密切关系既是难处所在，

也是创新所期。“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互补性和统一性，在西部大开发20年历程中得到很好体现，也是世纪

之交中国经济发展实现增长模式转换的标志性现象之一。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带一路”是中国

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大设想，在此国际经济大背景下，扩大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

点之一。西部大开发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从沿海开放时代转向内陆及全方位开放的时代，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向

全球化方向推进的划时代标志之一。进入疫情后的新时期，西部大开发战略将更加负有提高中国经济的安全质量

和畅通效率的重大使命，建设高质量安全的经济和高水平畅通的大西部，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的战略关键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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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确定西部大开发战略，迄今已20年。2000
年 1 月，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

2000年 3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国务

院西部开发办开始正式运作。20年来，中央和国务

院及有关部门制定和下达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做出

了许多重要决定和规划部署，领导和促进西部大开

发规划战略步步推进，成效卓著。从“十五”到“十

三五”，历时四个五年规划。当前正在为进入“十四

五”规划蓄势待发，继往开来。从世界历史看，在一

个 3亿多人口的地区，实行如此大规模和持续数十

年的经济开发战略，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壮

举。同美国历史上的西部大开发相比：始于18世纪

末，终于20世纪初的美国西进运动是美国东部居民

向西部地区迁移和开发的过程，涉及的人口规模远

不及今天中国的西部大开发。而且，美国当年的西

进运动基本上是由自由市场经济机制推动，历时一

两百年才形成一个伟大“叙事”。而中国今天的西

部大开发则是一个更加具有国家战略意志，即“把

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用以提高西部

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巩固国防”作为明确

政策目标的国家战略，有计划按步骤推进，将在数

十年内取得显著成效。也就是说，中国的西部大开

发是一个更具自觉性的巨大规模经济的开发过

程。2000年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明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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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西部大开发主要抓四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做

好总体规划；二是制定政策措施；三是加快基础设

施建设；四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20年来，

西部大开发沿着这一基本思路，努力作为，不断推

进。2020年 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提出《关

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

见》①，这一重要文件的印发实施，标志着西部大开

发进入继往开来的新阶段。

一、巨大型国家经济发展的难题：区域协调

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国家”是作为经济体

单位而定义的，通常称为“国民经济”或宏观经济

体。世界经济就被设想为由许多“国民经济”体所

构成的经济活动空间。在这样的范式框架中，“国

家”之间的差异性被尽可能地抽象掉，因而每一个

国家都被想象为一个宏观经济体，而所谓宏观经

济，则是由无数“微观经济主体”（个人和企业）所组

成的。因此，当人们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和经

济发展时，“国民经济”被视为一个整体性的“总

体”，这个总体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了自由行动的

空间，而其空间边界就是国界。假定在整个国家中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即微观经济主体之间以交换方

式发生联系，进行生产分工，从而决定资源配置，那

么世界各国的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逻辑，就

会大同小异：经济发展的机理似乎也具有基本共

性，例如积累率（储蓄率）的提高、资本主义精神的

产生、工业化现象的发生、科技进步和创新等。

随着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国家或国民经

济中，引入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区位和空间因素，形

成“空间经济”理论。在空间经济的思维框架下，关

于国家或国民经济的研究就“可以拓展到大区域相

互联系的研究”“这样就可以构建几个大区域，每个

大区域最初彼此孤立，且经历着用同样一套一般原

理来解释的不同类型的发展过程”。进而设想在不

同的区域中，“相对现有技术，其中一个区域可能拥

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而极度缺乏农业资源；而另一

个区域则可能相反。现在，运输技术的进步使商品

流动的地理阻碍充分减小，区域间的往来变得可

行。这样，每个大区域的地理专业化格局将发生变

化”。按照这样的理论思维，在一个国家中，不同区

域的经济开发就成为历史过程，一些区域先发展起

来，然后同其他区域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形成经

济发展新的地理格局。不过，如美国经济学家保

罗·克鲁格曼所说，“由于空间经济学本身的某些特

征，使得它从本质上就成为主流经济学家掌握的那

种建模技术无法处理的领域”。区域性的经济开

发，在不同国家即国民经济发展历史中，表现为非

常不同的过程，需要不同的理论逻辑来刻画。

中国是一个巨大型国家，国土面积广阔且地理

条件极为复杂，人口总数世界第一，有56个民族，自

然空间和经济空间具有高度的不均衡性和异质性，

中国的国民经济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同

日而语。进入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时期，中国经济

的非均衡性必然表现为极大的区域间不平衡。由

于工业化过程即使是在中型国家也不可能表现为

区域间同步发展，在巨大型国家就更加表现为各地

区（区域）先后发展，甚至是一些地区（区域）较快发

展，而另一些地区（区域）长期落后的现象。以工业

化推动的现代经济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域观经济过

程，而不是主流经济学所设想的“微观—宏观”经济

过程。在经济发展特别是巨大型国家的经济发展

过程中，所谓“宏观经济”即加总总量关系的实际意

义是很有限的，按原子世界设想的“微观经济”即同

质个量关系的实际意义也受到很大约束，因为差异

显著的“域观经济”现象普遍存在，“宏观经济体”的

内部差异非常大，“微观经济主体”所处条件和行为

差异也非常大，所以不仅在理论描述和分析上不能

将巨大型国家的经济发展视为抽象的“微观—宏

观”结构，而且在经济发展的现实运行和制度及政

策安排上也必须体现域观经济关系，特别是将区域

性战略和政策安排作为重要考量和行动策略。

按照以上思维方式观察和分析，中国的西部大

开发，就是在东部地区率先改革开放，并形成向西

推进的客观现实态势之下，作为进入21世纪新时期

的国家重大战略举措而确定的经济发展政策，是巨

大型国家应对经济发展的区域协调难题的重大战

略举措。被纳入西部大开发的国土面积为685万平

方千米，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71%。总人口 3亿多

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27%，GDP 总量约占全国

GDP总量的15%。截至2018年，西部地区的经济总

量从 2009年的 1.58万亿元，增长到 2018年的 18.4
万亿元，增长 11.6倍。按行政区划来看，西部大开

发的范围包含12个省（区、市）：四川、陕西、甘肃、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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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云南、贵州、重庆、广西、内蒙古、宁夏、新疆、西

藏、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可见，中国经济的所谓“西

部地区”的含义并非中国国土中的一片较小的偏远

边缘地区，它尽管包含了一些边疆省区，经济发展

水平相对落后，但其更重要的地位特征则是广阔的

内陆腹地，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国家“核心地带”

的意义。因此，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特别是中西

部地区能否协调发展，直接决定了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总体水平和未来前景。从这一意义上说，西部

大开发并非一般的区域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全国发

展总体态势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它所要解决的区

域协调问题，并非一般意义的经济发展利益分配问

题，而实质上是关系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包容

性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的重大核心问题之一。

二、国家强盛和民生改善的双赢：又好又快

如前所述，作为一个巨大型国家，中国必须通

过西部大开发，实现国家强大和民生改善的发展目

标，才能完成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万里长征”。巨大

型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不可能仅仅依据主流经济

学的“微观—宏观”逻辑而顺畅实现，而必须实行强

有力的“大开发”政策，以国家规划和政策支持方式

进行强力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问

题，特别是要尽力尽快消除落后地区的低收入陷阱

和极度贫穷现象。

从政治上说，西部大开发是实现邓小平同志提

出的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

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

是关于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战略构想的重大举措，

也是党中央对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做出巨大贡献

的西部地区人民的一个政治承诺。正是肩负这样

的历史重托，在世纪之交，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实

施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大战略决

策。可以说，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而言，西部

大开发是一个沉甸甸的历史使命。

2000年1月，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召

开西部地区开发会议，研究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基

本思路和战略任务，部署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工

作。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

计划的建议》中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

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

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

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

2001年 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

计划纲要》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再次进行了具体

部署。2006年12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

则通过《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目标是努力

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持

续稳定提高，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新突

破，重点区域和重点产业的发展达到新水平，教育、

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新成效，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迈出扎实步伐。

2006年12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

通过《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在此后的“十二

五”“十三五”规划中都列入了西部大开发的重大部

署和建设项目。2019年8月15日，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明确到

2025年将基本建成西部陆海新通道。2020年5月，

中共中央再次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

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

西部大开发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极为

重要的战略意义，是中国人民的一项前赴后继的伟

大事业。正因为这样，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政策的中

心思想体现了要实现国家强盛和民生改善的双赢，

其通俗的政策语言表达就是：“又好又快”。必须

“好”字优先，在“好”的前提下实现“快”的计划。这

充分体现了西部大开发的坚韧性和扎实性，不做表

面文章，不搞突飞猛进，而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

实，注重长效，对历史有担当。因此，基础设施建设

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西部大开发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一定成就

的基础上开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因为东部地区先行

积累了一定的实力，因而在西部大开发启动时就有

条件以较大的投入，适当超前安排基础设施建设。

以公路建设为重点，加强铁路、机场、天然气管道干

线建设；加快电网、通信和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

设；在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上，特别坚持把水资源的

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放在突出位置。总之，西部大

开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首先着力抓好一大

批重大骨干工程，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18



2001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青

藏铁路全线开工。同时，“西电东送”全面启动，“西

气东输”开始实施。按照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深入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公路水路交通运输发展规划

纲要》（2011—2020年），要建设“八纵八横”骨架公

路。迄今为止已有一系列重点工程相继竣工，包

括：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北煤南运、西油

南输、西电东送、西棉东调、南菜北运等。值得一提

的是，由于西部地区面积广阔、地形复杂，人口相对

稀少分散，所以航空运输及建设支线机场，具有特

殊重要性，建设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以成都双流机

场、昆明巫家坝机场、西安咸阳机场、兰州中川机场

和乌鲁木齐机场为中心的支线航空网络，形成一个

以主要枢纽机场为中心的轮幅式支线航空运输网

络，是西部地区交通运输系统的一个重要特点。

基础设施落后曾经是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重要障碍。20年来，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成

就也集中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进展上。而

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突出成绩也是国家强盛

的突出表现。从这一意义上说，西部大开发的确是

一个国家强盛工程，可以为整个中华大地成为繁荣

国度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如同夯实和构建摩

天大楼的地基和构架筋骨。

西部大开发的“又好又快”也体现为它也是一

个伟大的民生工程。西部地区农民人口占比较大，

西部大开发的民生意义体现为改善农民生产生活

条件，采取加快发展现代特色农业、振兴牧业经济、

提高林业发展水平、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实施“六到

农家”建设幸福新家园工程等因地制宜方式，显著

提高了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在西部大开发中，

一手抓关系西部全局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工程，

一手抓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种能使各族人民不

断得到实惠的项目。基本实现油路到县、送电到

乡、广播电视到村，积极推进县际公路、农村饮水、

农村能源、生态移民等工程，完成“两基”攻坚计划、

加强公共卫生设施建设，使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

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20年，西部地区人民将

实现全面脱贫，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

社会。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 20年被称为自新中国

成立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最快、发展质量最好、

综合实力提高最为显著、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

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

三、大开发与保生态的权衡：金山银山

不枉绿水青山

西部地区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但西部

地区生态环境又十分脆弱。25度以上陡坡耕地面

积占全国的70%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的80%
以上，每年新增荒漠化面积占全国的90%以上。因

此，西部大开发绝不能是对生态环境的掠夺和对自

然资源的滥用，而必须充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改

善，充分重视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在西部大

开发中，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

则，建立了生态补偿机制，制定《生态补偿条例》，努

力实现生态补偿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将生态工程

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举措，巩固和发展退耕

还林、退牧还草成果，编制退化草地治理等重点草

原生态保护工程规划，推进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

源治理、石漠化综合治理和防护林体系建设，稳步

推进生态移民，开展了生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针

对西部地区的水资源状况，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

污染防治，严格实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提高饮用

水水质达标率，确保饮用水安全；建立健全工业污

染防控体系，推进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及污染防

治，大力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加强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在自然资源保护利用上，切实加强资源节

约和管理，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严格实行主要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大

力发展循环经济。在防灾减灾方面，坚持防治结

合、以防为主的方针，全面提高综合防灾减灾能力

和灾害风险管理水平。

进行西部大开发是由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和文

化落后，同时也是因为西部地区的地理状况和资源

生态具有独特性，所以西部地区的发展既有紧迫

性，又有长期性。西部大开发既是一项长期艰巨的

历史任务，又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涉及经济、生态和

文化的系统工程。总目标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

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

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努力建成一个山川秀

美、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人民富裕的新

西部。

按照西部大开发总体规划，将50年划分为三个

继往开来的西部大开发——中国经济发展的旷世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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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21 世纪头 10 年是西部大开发奠定基础阶

段，重点是调整结构，搞好基础设施、生态环境、

科技教育等基础建设，建立和完善市场体制，培

育特色产业增长点，使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初步改

善，生态和环境恶化得到初步遏制，经济运行步

入良性循环，增长速度达到全国平均增长水平。

力争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

突破性进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有较大发展，

重点地带开发步伐明显加快，科技教育和卫生、

文化等社会事业明显加强，改革开放出现新局

面，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奠定坚实的基础。从2011年到2030年，是西部

大开发加速发展阶段，目前正处于这一阶段。按照

规划设想，在这一时期，要在前段基础设施改善、结

构战略性调整和制度建设成就的基础上，进入西部

开发的更快发展阶段，巩固提高基础，培育特色产

业，实施经济产业化、市场化、生态化和专业区域布

局的全面升级，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为下一阶

段的大开发进程奠定坚实基础。而从 2031年到

2050年，则是西部大开发现代化阶段，西部大开发

将迈上更高新台阶。

西部大开发的上述三个阶段设想同中国全面

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分期部署直接相关，但与

其他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任务更为艰巨。由于地

理条件和千百年来的频繁战乱、自然灾害以及各种

人为原因，西部地区的自然环境恶劣化、荒漠化现

象加剧，并有逐步向东推移的趋势。这不仅对西部

地区，而且也给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

重的不利影响。因此，遏制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恶

化趋势，并使西部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

是保持全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

关键性重要战略任务。

正是在这一深刻意义上，在将要经历至少半个

世纪的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兼顾短、中、长期目标，

特别是在经济大开发与生态保护的权衡上，常常被

形象地表达为“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关系。

“金山银山”说的是西部地区丰富的待开发资源和

经济增长潜力，“绿水青山”说的是西部地区的自然

生态环境。西部大开发，既要发掘金山银山，或创

造金山银山，也要保护好绿水青山。更深刻的意义

在于，有些方面，“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相互矛

盾，此时，宁要保“绿水青山”也得舍“金山银山”。

而在更多方面，“绿水青山”又是发掘和创造“金山

银山”有利条件，有了“金山银山”，就能更好保护

“绿水青山”，必须创造“金山银山”，才能长期保护

好“绿水青山”。在这方面，“金山银山”与“绿水青

山”就有高度的互补性和统一性。

大开发与保生态的密切关系，是西部大开发与

一般性经济开发相比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显著特

色，这既是难处所在，也是创新所期。只有发挥科

技创新力和发展模式的创新思维，才能实现西部大

开发的伟大事业，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幸

福事业。

美国学者李侃如曾做出判断：“由于改革极大

地增加了中国的财富，它正在产生出人数不断增

长的要求更舒适、更少危险的生活环境的人们。

中国已经达到了这个转折点：日益增长的环境意

识实际上正在带来更多的预防和减轻污染的投

资。”“中国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技术将使它可能采

取有效的方式来应对环境挑战。”从西部大开发 20
年的进程看，李侃如先生的判断是符合中国实际

的。“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互补性和统一性，

在西部大开发 20年历程中得到很好体现，是世纪

之交中国经济发展实现增长模式转换的标志之一。

四、以开放促开发：融入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带一

路”是中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大设想，在

此大背景下，扩大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成为中国对

外开放战略的重点之一。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西部

地区就能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大向西

开放力度，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

西部地区早期的产业大都具有资源性特点，而

资源性产业要在对外循环中才能实现更大的经济

价值，西部产业的发展具有内在的开放要求。西部

地区现已初步形成新疆、陕甘宁、川渝等石油天然

气生产基地，黄河上游、长江上游水电基地，陕北、

蒙西、宁夏和云贵等煤电基地；甘肃和云南的铅锌、

四川钒钛、内蒙古稀土开发利用基地，青海和新疆

钾肥生产基地。四川、内蒙古等地的商品粮，新疆

优质棉，广西、云南、新疆糖料，云南烟草，四川和贵

州的名酒，陕西和新疆的瓜果，内蒙古畜牧产品等

生产加工，在全国进一步发挥出独特优势。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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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等地的航空航天、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产业也

渐成规模。这些产业要在更大的开放条件下，形成

更大范围的分工格局，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发挥产业比较优势。

按照以往的观念，西部地区属于“内陆”，远离

“海外”和“国际”市场。如前所述，尽管在产业分工

上西部地区具有开放和对外贸易的内在要求，但在

地理区位上，基本处于内向封闭的环境中。而“一

带一路”建设的国际化设想和广泛实施推进，极大

改变了西部地区的地理区位特征。因为，在“一带

一路”构想中，向西开放正成为中国经济对外开放

的一个重要方向，西部地区完全可能从“战略后方”

成为开放前沿。例如，为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国家决定部分重点领域的改革举措在西部地区

先行先试，面向北部湾的地区可以成为开放前沿。

为了贯彻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战略构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落实

《国务院关于加快沿边地区开发开放的若干意见》，

促进沿边地区对外开放工作。按照依托重点经济

区推进对外开放的部署，着力打造成都、西安、重

庆、南宁等西部开放型经济高地，这些以往被称为

“内陆”的地区或城市，就走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

积极培育沿边省区中心城市连接边境口岸、通往周

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走廊。再如，着力支持重点开

发开放试验区建设，进一步深化东西部地区产业合

作，研究建设产业合作交流平台。以举行西博会、

西洽会等形式，将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融为一体，

成为西部地区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前哨平台。

可见，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与

对内对外开放密切相关联，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如

同西部大开发和西部地区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战略

两翼。过去，由于地理和区位等原因，导致交通困

难、经济封闭的西部地区长期处于落后处境，而西

部大开发的实质就是要彻底改变这一状况，使西部

地区成为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的广阔经济腹地。

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经济结构升级正

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中国经济发展从少数交通便利

的沿海“增长极”向越来越广泛的地区扩散，形成越

来越多的经济“增长极”。西部大开发的过程就是

西部地区经济全方位融入全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不

断形成新经济“增长极”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

西部地区越来越广泛的对内对外开放。中国西部

地区幅员辽阔，其大开放和大开发将给中国经济以

至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西部大开发不

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世界都是一个“世纪工程”，既

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因

此，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一方面表现为大力推进

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充分发挥西部地区市场潜力

大、自然资源丰富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

也表现为全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在更

广阔的空间展开，为东部地区发展提供市场和能

源、原材料和结构调整条件，为经济全球化的新格

局注入新因素、新活力。直接表现为西部大开发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获得的历史

机遇和广阔空间。这一历史大趋势直接体现在

2020年 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

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中，即“确

保到 2020年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营商环境、开放环

境、创新环境明显改善，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到 2035年，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生活水

平与东部地区大体相当，努力实现不同类型地区互

补发展、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民族边疆地区繁

荣安全稳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推进

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中，进一步明

确了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加大西部开放力

度；提出了西部地区积极参与和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强化开放大通道建设、积极实施中新（重庆）战

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构建内陆多层次开放平

台、加快沿边地区开放发展、拓展区际互动合作等

重大举措和具体要求②。总之，西部大开发意味着，

中国经济发展从沿海开放时代，转向内陆及全方位

开放的时代。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向全球化方向

推进的划时代标志之一。

五、疫后西部大开发更显经济发展之战略取向

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整个世界正在发生极

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新冠肺炎疫情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疫情后的世界将非常不同于疫情

之前的世界，各国的治理方式和政策取向可能发生

重大调整。美国学者米歇尔·渥克认为“遭受灾难

重创之后，人们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即避免反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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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无动于衷。是否能够战胜挑战完全取决于领

导人和机构如何看待危机和安全问题，同时取决于

他们是否愿意在明知自己可能得不到任何好处的

情况下，还会赌上财政资金去做正确的事情”。

在应对灾难和危机上，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具

有独特的优势和国家控制能力，在这次新冠肺炎疫

情中，这一制度特色得以充分体现。尽管中国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的举措被公认为非常有效，但其他国

家却难以模仿。疫情之后，中国也会如米歇尔·渥

克所说的，还会赌上财政资金去做正确的事情。中

国经济的战略取向将更加注重“安全畅通”。即新

冠肺炎疫情之后，中国将以打造最安全和最具畅通

性的经济秩序，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要求，并推动

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在这一时代大背景和制度

特色之下，西部大开发也将更加体现出中国经济安

全畅通的战略取向，这不仅是因为西部地区在国家

战略和生态屏障意义上本身就具有特殊的安全地

位，西部大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本身就是一个“畅通

工程”；进入疫情后的新时期，西部大开发战略将更

加负有提高中国经济的安全质量和畅通效率的重

大使命，建设高质量安全和高水平畅通的大西部，

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的战略关键之一。

注释

①新华社北京 2020年 5月 17日电。②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布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

见》，第八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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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ying Forward the Past of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An Unprecedented Mov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Jin Bei
Abstract: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measure for a huge country to deal with the regional coordination
proble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gional coordination problem to be solved is not a general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ests, but in essence is one of the major core issues related to the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as well as national security. The central idea of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olicy embodies the
win-win situation of national prosperity and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good and fast”.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rge-scale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is not only the difficulty, but also the period of innovation. The complementarity
and unity of“Gold Mountain and silver mountain”and“green water and green mountain”have been well reflected in the 20-year
course of western development. It is also one of the symbolic phenomena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the inexorable trend of Chinas development.“The belt and the road”is
a major assumption of Chinas further integration in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anding the opening up of the western reg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points of Chinas opening up strategy.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means tha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shifted from the era of coastal opening to the era
of inland and all-round opening up, and it is also one of the epoch-making sign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direction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new period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epidemic, the strategy of developing the western region will
be more responsible for improving the safety,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Chinas economy.
Key Words: The Western Development;“The Belt, The Road”Developmen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Livelihood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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