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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论文深入分析了思维转变、体制改革、政策

调控、技术创新、投资优化、财政扶持、转型基金设立、人力资源开发、空间布局调整、生态环境保护等山区资源型经

济可持续发展路径。最后的结论为: 思维转变是前提, 技术创新是关键, 政策、体制、财政投资是保障, 人力资源开

发是根本, 空间布局调整、生态环境保护是基础。只有同时处理好上述诸方面的关系, 才能使山区资源型经济及时

转型, 实现山区经济社会环境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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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M ountainous reg ion has an impo rtant strateg ic po sition in Ch inac s susta inab le econom ic g row th and soc ia l

deve lopm ent pro cess. Th is paper thorough ly ana lysis the sustainable deve lopm ent path o fm ountain resources- based economy

such as th ink ing mode changes, institutiona l reform s, po licy contro ,l techno log ica l innovation, investm ent optim iza tion,

financial support, restructuring fund establishm ent, human resource developm ent, space layout adjustm ent, eco log ical and

env ironm enta l pro tec tion. A t last, the conc lusions are as follow s: the prem ise is th ink ing m ode changes; the key is

techno log ica l innovation; the pro tection is policy, mechan ism, financ ia l investment; the fundamental is hum an resources

deve lopm en;t the base is spatial layout ad justment, ecolog ical and env ironmental protection. A t the sam e time, it is v ital to

dealw ith the above- mentioned good coord inated relationsh ip between the aspects so as to prom otem ounta in resources, time ly

restructuring of econom y and achieve hea lth susta inable developm ent of mounta in economy, society, and environm 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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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山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 69. 4% , 对中华民族的繁

衍、生息和光辉灿烂的历史文明, 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在

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山区不仅是平原和城市地区的生态屏障, 同时, 由于其资源

丰富,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然而, 随着一

些地方资源的逐步枯竭 , 山区资源型经济发展受到严峻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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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研究山区资源型经济转型路径具有重要价值。

  一、思维转变路径

过去, 山区习惯用一种封闭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产业转

型, 往往是就产业论产业,缺乏与社会沟通。为此, 山区资源

型经济转型首先要跳出产业 /锁定0模式, 用积极的、开放的

思维方式来审视产业转型,根据山区自身优势和市场演变趋

势, 从更广阔的领域内考虑资源型产业转型与替代产业培

育, 树立起产业转型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

想。[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逐步走向规范 ,不仅在

资源配置方式上, 而且在产权关系和经济结构等方面都相应

地发生深刻变革。这就要求山区资源型经济发展必须及时

转变思维路径, 科学应对资源型产业转型, 谋划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

  二、体制改革路径

伴随着资源型产业转型, 还必须深化改革, 进一步完善

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从我国乃至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宏

观环境出发, 为确保山区资源型产业转型顺利实施 ,需要在

转型中做到四个结合。即, 将产业转型同市场优化配置资源

相结合, 同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重组相结合, 同科技进步和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结合, 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投融资体

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各项配套改革相结合。继而完成产业

转型由量的调整为主转向谋求产业转型实现质的飞跃为主。

转型过程中必须依靠市场机制,使价格信号成为产业转型的

重要杠杆, 产品质量成为产业转型的生命所在。

经济运行体制改革将激活产业发展策略。合理的经济运

行体制包括: ¹ 合理的所有制结构; º有活力的企业; »合理

的企业组织制度; ¼ 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优胜劣汰机制; ½

合理的投融资体制。通过经济体制改革, 将进一步调动资源

型企业转型的积极性,推动山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三、政策调控路径

宏观调控政策是实施山区资源型产业转型的必备条件,

加大产业政策调控力度, 推进产业调整。国家和地区将从全

局角度考虑, 充分利用产业政策和地区政策在某些地区鼓励

或限制某一产业发展, 继而直接影响产业转型模式选择。如

美国将国家宇航中心布点在休斯敦,带动了该地区为宇航业

服务的 1 300多家高技术企业的发展, 涉及电子、仪表、精密

机械等行业, 使城市性质由石油城市发展为综合性城市。日

本在 20世纪 60年代初, 针对九州老工业基地的调整与改

造, 创办了一批现代工业开发区, 推出了一系列财政、金融、

税收、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吸引大批区域外企业迁入九

州开发区发展。由于措施得力, 实施有效, 九州地区成功地

由传统煤炭产区转变为日本新的重要高新技术产业区。

  四、技术创新路径

山区资源型产业改造要有所侧重, 要 /有所为, 有所不

为0。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在税收、信贷、经费投入、人才培养

和引进等方面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大力提高资源型企业的技

术创新能力, 大幅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推动资源型

经济朝着优质、高效方向发展。

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应明晰产权, 激励创新, 构建合

理的公司治理模式。要特别重视企业家的作用。企业家具

有创新精神, 是推动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 他们能够将科学

和发明由潜在的生产力变成现实的生产力, 使企业进入良性

发展周期。此外, 还要进一步完善市场中介服务, 加强高新

技术产业园区建设, 鼓励大学兴建科技园区, 将技术创新与

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结合起来等等, 最终促进山区资源型产

业可持续发展 。[ 2, 3]

  五、投资优化路径

山区是一种资源密集的投入产出型产业结构, 是一种低

水平小规模高耗能强污染的增量型产业结构 ,是一种自我服

务的封闭型产业结构, 是一种相对刚性的产业结构。这种产

业结构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效益低下, 综合经济实力下降,

投资主体过于单一, 资源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 结构性环境

污染严重, 污染治理与城市建设欠账过多等后果。因此, 必

须进行调整和优化, 及时吸引外来投资 ,包括国外投资和国

内投资, 这是建立有竞争力的替代产业的有效途径, 外来投

资进入不仅仅是资金, 还将伴随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观念,对

资源型产业转型至关重要。资源型城市一般具有廉价的资

源、充足的动力供应、大量空闲土地和劳动力等优势, 这是吸

引外部投资的重要因素。同样, 软环境的优劣越来越成为吸

引投资的决定性因素, 具体包括廉洁高效的政府、良好的商

业氛围、高素质的市民和文明的社会环境等。对资源型城市

而言, 提高政府服务质量将是改善投资软环境、优化投资路

径的有效措施 ,从而使山区能够依照市场规律有计划地进行

矿产资源开发, 将投资重点逐步转到深加工和外向型产业,

生产重心转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上来, 逐步实现资源型产

业转型和产业结构高级化。

  六、财政扶持路径

以政府财政为杠杆和市场化运作为基础推动山区资源

型产业转型, 培育山区新的经济增长点。日本九州模式是以

财政支持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典范。九州最初是以煤炭产业

为主的地区。 20世纪 60年代初, 日本决定放弃对煤炭行业

代价高昂的保护政策, 在该地区兴办一批现代工业开发区,

吸引大批区域外企业迁入,并按新的产业政策兴办一批新企

业。对开发区内企业安置煤炭工人及其子女就业给予补助,

并视用人比例的高低给予优惠差别政策; 对失业煤炭工人承

担培训费用, 帮助介绍其再就业。这些财政扶持政策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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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使九州地区由传统的煤炭区转换成日本新的重要高新技

术产业区。

  七、转型基金路径

资源型产业转型需要巨额资金,尤其是转型初期的启动

资金更为重要, 应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筹措转型基金。应

从资源开发企业缴纳的资源税和增值税中提取一定比例返还

地方作为资源型产业转型基金的主要来源。制定适当的财政

援助政策和产业扶持政策, 在财政信贷、产业布局、重大工程

项目建设等方面给予优惠, 扶持和帮助资源型城市治理保护

生态环境。提高政府转移支付比例, 在地区财政收入上缴中

央财政的部分中,按一定比例返还地方, 作为资源型产业转型

费用。建立技术改造等专项基金,引导各金融组织参与投资、

提供贷款和资助, 为企业发展提供资金。考虑发行并建立转

型基金,向用户征收 /资源消费附加费0, 设立专款专用制度。

  八、人力资源开发路径

根据资源型城市发展需要, 应该高起点、高标准地开办

培训学校等。一般来讲, 资源型城市的特大型企业都是资

金、技术和智力高度密集的地方, 企业的发展和建设对于人

才和教育有着极高要求。随着资源型经济发展,城市经济结

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也将不断完善和提高。但资源型城

市由于开发历史较短 ,在近期内不可能建成如同大城市那样

完整的教育培训体系, 只能采取重点发展方针, 高标准、高起

点地建设骨干学校, 高标准、严要求地培训师资, 高质量、多

规格地培养人才。一流的企业应该有一流的教育。资源型

城市在教育发展中, 一定要注重发挥企业的办学优势。

  九、空间布局调整路径

增长极理论认为 ,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山区要实

现平衡发展是不可能的, 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 /增

长中心0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 我们在进行山

区产业空间重组时, 必须选择交通便利、生态环境容量大、自

然条件与经济基础较好的重点镇或中心城市优先发展。即,

从交通区位、科技含量、发展潜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

效益等方面对企业进行全面评价,看其能否满足经济全球化

的要求, 产品是否符合产业发展趋势, 是否符合增长极和增

长轴线地区生态环境容量要求。对符合产业导向要求的企

业, 通过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交通道路的建设等宏观措施

引导其向城镇工业园区集中,形成产业簇群, 产生簇群效应,

使产业空间布局逐步趋向合理,推进山区经济社会环境可持

续发展。对不符合产业导向要求的乡镇企业要坚决实施关

停淘汰。

  十、生态环境保护路径

保护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山区

居高临下, 各生态因素呈垂直分布, 生态系统非常脆弱。山

区生态环境一旦受到破坏,不仅影响到山区自身生产条件和

生存环境, 而且还将严重危及到平原和城市地区发展。山区

是平原地区的生态屏障。我们无法设想, 在山区生态环境遭

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会出现全国性的生态环境好转。在做

好平原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同时,要下大力气搞好山区生态

建设, 而山区生态建设必须和山区经济社会建设结合起来进

行。[ 4]

综上所述 ,山区资源型产业转型具有思维转变、体制改

革、政策调控、技术创新、投资优化、财政扶持、产业转型基金

设立、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等诸多路径,其中思维转

变是前提, 科技创新是关键,政策、体制、财政投资是保障,人

力资源开发是根本, 空间布局调整、生态环境保护是基础。

只有同时处理好思维、体制、政策、技术、投资、财政扶持、转

型基金、人力资源、空间布局、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关系, 才

能使其间互促互进, 使山区资源型经济及时转型, 山区特色

优势及时转化为经济优势,最终推动山区经济社会环境健康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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