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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问题探讨

———六盘水市产业发展

文 饶华敏

摘要：党的“十八大”提出“继续

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

地区比较优势”的战略方针。 六盘水

市委提出，六盘水要在未来的经济发

展 中“加 速 发 展 、加 快 转 型 、推 动 跨

越”。 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

遵循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指导原

则，加快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促进

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转

化，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更快地促进六

盘水市经济发展。

关键词：特色优势产业 自我发

展能力 产业集群

一、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指导

原则

“十八大”提出了：“继续实施区

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

较优势”的战略方针。 西部地区实施

西部大开发战略十余年，在国家资金

和政策的有力支持下，基础设施和生

态环境建设稳步推进，投资环境也在

逐步完善，这为西部特色优势产业发

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十余年来，国务

院曾多次在关于优先推进西部大开

发的有关指示中，强调“西部地区要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充分发挥资源优

势，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增强自

我发展能力”。 这就需要我们在发展

特色优势产业中坚持特色优势产业

指导原则。

一是坚持市场导向原则。进一步

完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

源的基础性作用， 以市场为导向，以

资本为纽带，以企业为主体，通过外

引内联，推进强强结合，发展一批有

实力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有效提

高市场竞争力。
二是发挥比较优势原则。从实际

出发，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根据支撑

条件，考虑约束因素，合理确定产业

发展方向，尽量延长产业链，大力发

展有资源、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
三是促进合理布局原则。着力支

持重点地带、重点城市和重点产业加

快发展，依托基础较好的中心城市和

资源富集区， 促进产业集中布局、土

地集约利用， 推进产业集群化发展，

培育增长极。
四是转变增长方式原则。坚持依

靠科技创新，实现科学发展，大力发

展循环经济， 促进资源综合利用，不

断提高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二、加快六盘水市特色优势产业

发展的对策

六盘水市位于贵州省西部,总面

积 9914 平方公里，总人口 310 万。这

座城市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国家“三

线建设” 时期以煤炭采掘工业为基

础，冶金、电力、建材、矿山机械工业

综 合 发 展 的 能 源

型重工业城市。 近

年来，掀起了 “加

速 发 展 、 加 快 转

型、 推动跨越”的

经 济 建 设 高 潮 。

“充分发挥资源优

势，大力发展特色

优势产业，增强自

我 发 展 能 力 ”，成

为 推 动 经 济 发 展

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做 强 做

大现有支柱产业

市 场 始 终 是

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载体， 只有“遵

循市场规律”， 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

产； 并且 “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
扬长避短”。 当前， 六盘水市要支持

境内大中型企业强强联合和境外扩

张， 做大做强煤炭、钢铁、建材、电力

产业，“推进产业集 群化 发 展， 培 育

增长极”。
1、做强做优煤炭产业
一是大力推进煤炭产业规模化、

集约化和集 团 化 发 展， 积 极发 展 煤

炭精深加工。 加快现代化大型煤炭

基地建设， 培 育 大型 煤 炭 企 业 和 企

业集团。 二是发挥国家大型煤炭基

地的优势， 优化发展煤及煤相关产

业；加快现有矿井技改扩能和地方煤

矿的整合， 提高煤炭行业集中度；三

是 进 一 步 提 高 煤 炭 资 源 勘 探 程 度 ，

提高煤炭工业整体水平；支持境内外

有相当实力的大中型企业参与煤炭

资源开发， 使 煤炭 资 源 得 到 合 理 的

开发利用。

2、加快发展电力产业
优化发展火电， 合理发展水电，

积极发展新能源，深入实施“西电东

送”工程和资源就地转化。 优化发展

大型高效环保火电机组，进一步加快

电源项目和配套煤矿建设。 将六盘

水市建成在全国比较有影响力的大

型电源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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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力发展煤化工产业
把发展煤化工作为产业结构调

整 的 战 略 重 点 ，按 照“基 地 化 、规 模

化、多联产、一体化”和发展循环经济

的要求，依托境内大中型企业，积极

引进战略投资者， 应用高新技术，推

动煤炭资源就地转化， 延长产业链、

产品链，增加附加值，最大限度地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按照“煤制烯烃、煤

制乙二醇、煤制气、煤制二甲醚”的发

展路线，统筹推进煤层气、焦炉煤气

和过境天然气的综合开发利用，大力

发展现代煤化工，千方百计延长产业

链和产品链。
（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根据“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

资源综合利用，不断提高产业发展的

质量和效益”的原则。 按照“减量化、

再利用、 资源化”， 抓住国家明确在

六盘水市等资源富集地区开展循环

经济试点机 遇， 把 加 快 发 展循 环 经

济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

手，以循环经济理念布局全市经济发

展的推进方向、 重点领域和重大项

目。 以优化资源利用方式为核心， 以

提 高 资 源 和 废 弃 物 利 用 率 为 目 标 ，
以技术创新和 制度 创 新 为 动 力， 以

煤炭、电力、钢铁、建材、煤化工、高载

能、城市垃圾为重点， 大力推广循环

经济发展模式， 推进资源节约、资源

综合利用和 清 洁 发 展， 逐 步 形 成 低

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节

约型增长方式。
（三）积极鼓励创新

创新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不

竭内在动力，“坚持依靠科技创新，实

现科学发展”。 六盘水政府应加大对

科技、 教育等领域的投入和培植力

度，加强对相关产业科学技术的开发

研究，着力提升区域内的科技创新能

力，发挥研究的知识外溢效应，促进

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

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建立

以企业为主体、政府为主导、产学研

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多元化科技

投入体系和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大

力提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率。 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以解决优势

资源开发和优势产业发展关键技术

为重点， 不断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发

挥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

引领作用。

（四）积极发展现代物流等产业，

推动第三产业发展

把大力发展服务业作为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围绕打造中

心城区现代服务业高地和贵州西部

区域物流服务中心的战略目标，立足

优势，突出特色，增强辐射，不断拓展

服务业领域，优化服务业结构，促进

服务业发展提速、比重提高、结构提

升，提高服务业的市场化、产业化和

社会化水平，努力构筑“旅游避暑休

闲中心、亚高原体育运动中心、贵州

西部区域现代物流中心、金融服务中

心和科教文化服务中心”， 使服务业

成为我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按照 发 展 现 代 物 流 业 要 求， 着

眼于构建大商贸、大物流， 加快物流

基础设施建设， 积 极 规 划 和 启 动 建

设一批大型物流园区。 围绕中心城

区和工业集聚 区， 依托 交 通 枢 纽 和

节点，搭建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完善

面向社会服 务 的 功 能， 尽 快打 造 支

持物流体系发展的各类基础设施平

台。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 坚持以

市 场 为 导 向， 以 企 业 为 主 体， 积 极

引进和培养物 流 人才， 重 点 扶 持 一

批综合性物流企业。 引进和培育一

批大型现代 物 流 企 业， 打 破区 域 和

行业界线， 推进物流的社会化、专业

化、规模化、信息化。

（五）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努力

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要紧紧围绕转变发展方式，加快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统筹城乡区域协

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着力改

善民生，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建设服

务型政府等方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采取更加扎实的措施、实行更加积极

主动的对外开放，正确处理改革发展

稳定的关系，加快建立健全有利于经

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和良好的发

展环境。 把深化改革与促进发展紧

密结合起来，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

的内生动力。

1、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继续推进政企分开、 政资分开、

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切实把政府职能转移到抓好经济调

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上来， 建立健全城乡公共服务体系。

完善政府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

化、民主化，建立健全决策失误追究

制度。 加快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加大

市场硬软件建设力度。 进一步完善

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 加

快推进资源要素市场化进程。 大力

发展资本、土地、技术、劳动力等要素

市场。

2、加快建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长效机制

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

性作用， 清除 制 约 经济 发 展 方 式 转

变的体制障碍， 加 快 建 立 转 变 经 济

发展方式的长效机制。 进一步完善

体制机制， 改 变 和避 免 以 过 度 消 耗

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

式。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大力发展循

环经济， 大力实施科技创新、管理创

新、质量兴市， 形成我市主要依靠科

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模式。 深化

资源性产品价 格 改 革， 促进 资 源 合

理配置。 建立和完善资源有偿使用

制度，使我市的矿产资源、水资源和

森林资源以有价的形态通过市场调

节和政府引导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

和有效的保护。 ■

（饶华敏，1962年生，贵州省仁
怀市人，六盘水市委党校副教授。研
究方向：宏观经济政策、区域经济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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