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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研究

张  伟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青海对外开放取得显著成效, 但同国内其他一些地区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

距。本文就 /十二五0时期乃至其后更长时期青海扩大对外开放进行了战略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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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 社会分工已经突破了国家、地区、民族界限, 国际经济联系已经

由流通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只有抓住这种国际发展机遇,扩大对外开放,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

次的对外开放格局,才能增强国际与国内的市场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青海对外开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青海对外开放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对外贸易方式及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转变和

优化,商品出口潜力逐渐显现,市场多元化稳步推进。但是, 同国内其他地区相比仍然还存在着一些

问题,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 )对外开放现状

对外贸易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特别是 1995年以后,青海加快了对外

贸易体制改革步伐,对外贸易有了长足发展。从 2000年 ) 2008年, 全省进出口总额增长了 313倍,
年均增长 2011%。其中, 进口总额增长了 417倍,年均增长 6516% ;出口总额增长了 217倍,年均增
长 1719%。从外商直接投资情况看,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2000年 40个, 2005年 29个, 2008年 22个;

2000年 ) 2008年,全省合同利用外资额从 15312万美元增加到 3089816万美元,增长了 1倍多,年均

增长 911%; 实际利用外资额从 5309万美元增加到 22000万美元, 增长了 312倍,年均增长 1914%。
青海积极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争取国际多边、双边无偿援助, 促进了全省经济发展。 /十五0

期间累计争取无偿援助项目 150个, 受援金额达 406718万美元。 2006年 ) 2007年青海省争取无偿

援助项目 60个,受援金额达 968187万美元。援助渠道广泛, 先后接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欧盟、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英国等国际组织、友好国家及民间组织和个人的无偿援助。

受援项目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农林牧业开发、扶贫救灾、文教卫生、能源与环保、水利交通、人才培训、

小额信贷、妇女儿童参与发展等领域;受援地区覆盖全省大部分县乡。

向省外开放是扩大对外开放领域的重要方面。近年来,青海以招商引资方式促进横向经济联合,

对国内开放有了长足发展,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已经实施的合作项目和引进的资金中,

有 80%左右来自山东、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几年来, 青海利用省外资金

的数额年平均增长速度居西北五省区前列。

(二 )对外开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对外贸易方面。一是对外贸易产品结构不尽合理, 规模难以扩大。虽然从纵向比较来看, 全
省对外贸易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就出口产品而言, 高耗能产品及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的初级产品

比重很大。从横向比较来看,对外贸易总值不到全国的 0101% ,进出口规模居西部地区中位且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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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最小。二是国际市场相对狭窄,开拓能力不足。虽然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取得重大突破,但其主

要的贸易伙伴仍然集中在亚洲。2008年,青海对日本、韩国、土耳其以及中国香港的出口总额占全省

出口总额的 5918%。三是边境口岸少,基础设施条件差。青海只有一个出口海关、一个航空口岸, 交
通闭塞,运输条件差。四是产品科技含量低,外贸企业竞争力弱。具有高原特色的农畜产品如牛羊

肉、牛羊绒、羊肠衣、蚕豆等出口以原料型初级产品为主,产品科技含量低。外贸企业总体实力不强。

2008年底,全省有进出口资格的企业 565家,而全年进出口超千万美元的企业只有 11家。

21利用外资方面。一是争取国外贷款项目储备不足,前期工作欠缺,项目深度不够,影响了招商
引资成效。二是招商形式单一,过多依附于大型招商会,缺乏专业招商、行业招商和对口招商等形式。

三是外商投资规模小、质量低。主要外商投资企业集中在高耗能和餐饮娱乐业等行业, 投资者多数是

港澳台中小投资者,投资规模小,技术含量低,抗风险能力差。

31横向经济联合方面。一是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投资软硬环境需进一步大力改善, 特别是 /重

引进、轻服务0的现象急需改变。二是行业垄断仍然制约着招商引资的发展,招商引资的激励机制仍
不完善。三是对走出去开拓市场、参与竞争信心不足,步伐缓慢。四是经济实力薄弱,产业层次较低、

结构类同,难以形成分工协作的实力和合力。五是缺乏特殊的区域经济发展优惠政策, 在东西部发展

差距持续拉大的情况下,较难吸引东部资金、技术、人才。

二、青海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条件环境分析

(一 )优势资源条件分析

青海具有丰富的各类优势资源。一是青海柴达木盆地经过多年的勘探和开发研究, 已具备加快

开发的条件,是理想的盐化工基地。二是石油、天然气资源已探明储量 2亿多吨和 1500亿立方米,而

且柴达木盆地油气资源前景广阔。三是青海水能资源居西北各省区第一位。黄河在青海境内可建设

6座大型水电站和 7座中型水电站,是中国水能资源的 /富矿0带。四是青海有丰富的农牧业优势产

品资源,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青海大多数优势资源开发前景广阔, 尤其是新能源和丰富的旅游资

源。青海的新能源资源主要有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水能。青海是中国太阳能资源最丰

富的地区之一,境内 80%以上的地面太阳能总辐射量大于 630KJ/ cm
2
,按全国太阳能区划标准划分为

一类区;其余不到 20%的地面太阳能总辐射量在 502K J/cm
2
~ 630K J/cm

2
,属二类地区; 年可用风能贮

量达 250KWH /m
2
;生物质能资源主要有农作物秸秆、畜粪、薪柴、泥炭,年资源总量为 36816万吨。

青海具有丰富的自然、民俗、佛教、历史主题的旅游资源。青海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

部分,昆仑山、唐古拉山、祁连山等著名山脉纵横于青海南北。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等的发源地,

自然景观可开发利用之处颇多,如青海湖、三江源、可可西里、孟达天池、坎布拉、金银滩大草原、阿尼

玛卿和年保玉则雪山等。这些自然旅游资源大都保留了未经雕饰的原始风貌,景观独特,充满着新奇

感、神秘感、粗犷感和原始感。人文旅游资源方面,我国最奇特的藏传佛教景区 ) ) ) 莱巴沟、六大喇嘛

寺之一 ) ) ) 塔尔寺就在青海。除藏传佛教外,青海还有伊斯兰教的知名大寺 ) ) ) 西宁市东关清真大

寺。此外,青海还是道教传说中的重要方面,西王母的瑶池即坐落在青海;昆仑文化在华夏文化中占

有重要地位,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图腾;原始墓葬群柳湾墓地、青铜器时期当地土著文化代表的诺

木洪文化遗址、丝绸之路遗址、唐代早期的都兰热水吐蕃大型墓葬群、文成公主庙等旅游资源均可作

为青海拓展旅游对外开放的重要基点。

(二 )产业结构及产品结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青海产业结构及产品结构有较大变化, 1980年 ) 2008年,青海的一二三产业结构

由 2811B4410B2719变化为 1110B5510B3410。全省产业总体呈第一产业比重降低,第二产业、第三产
业比重上升的态势。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二、三产业是主体,特别是第二产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

拉动力,从而推动了工业化进程。

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使产品结构逐年优化和丰富, 具有地域特征的产品快速发展。农牧业初步

形成了以油菜、马铃薯、蚕豆、青稞、蔬菜、花卉为主的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和以牛肉、羊肉、牛奶、绵羊

毛、牦牛绒、山羊绒为主的特色畜产品生产基地。青海对外贸易中具地域特色的产品有藏毯、肠衣、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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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绒、民族服饰用品等。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强竞争力的地方产品已显示出良好的出口创汇态势。

(三 )对外开放的国内环境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坚持实行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扩

大和发展同各国的经济、贸易、技术交流与合作。国家出台了多项有关对外开放的鼓励性政策,包括

引进国外资金、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人才的鼓励性政策。尤其是国家持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 实行鼓励外商到中西部投资的政策措施,为青海各产业的对外开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总体而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和水平呈现分区域梯次推进趋势。新一轮开放条件下,我国对外开

放整体上呈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沿海到内陆的梯次推进趋势。在东部、南部沿海地区形成若干

外资密集、内外结合、带动力强的新经济增长带, 并逐步向北部、西部内陆地区辐射、扩散和转移。其

中, 珠江三角和长江三角区域向高科技化、高加工度化发展,而西部地区外商投资的领域将不断扩展,

拓宽外商投资的渠道,放宽利用外资的条件,鼓励外商投资于矿产资源开发等, 并将不断扩大对周边

国家的开放。

(四 )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分析

一是世界各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加快。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下,发达

国家竞相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从传统制造业转向新兴产业, 从以制造

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发展中国家则积极进行适应性调整,迎接发达国家的产业与技术转移。

这种变化为欠发达地区带来历史性机遇。二是世界金融危机过后将产生新一轮经济增长期。从世界

经济发展的历史看,每一次经济危机过后,必将出现一次新的经济增长期。在世界经济都处于衰退的

时候,资源型产品的价格会相对稳定,进口产品的成本也会有所回落。随着西部投资环境的改善和产

业配套能力的提高,产业将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青海作为资源富集区, 又有国家产业政策支持, 完

全有可能抓住世界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找到新的增长点。三是全球传统制造业生产过剩,国家之间竞

争激烈。新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应用,使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 导致全球传统制造业生产的过剩,

使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贸易条件更为恶化,利益进一步流失。从青海出口产品主要是资

源性、高耗能产品看,欠发达 (落后 )地区的国际竞争环境更为严峻,而且高耗能产品对环境的破坏也

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间接影响这些地区的产品出口。四是先进技术设备转移存在壁垒, 贸易摩

擦加剧。发达国家以威胁国家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为由, 严厉禁止尖端技术的输出,国际跨国公司在

向引进方技术转移时,通过附以苛刻的限制条件来达到利润最大化目标。我国承接的国际产业以劳

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制造业为主,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使我国企业对国外技术依赖性强,并

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冲突。还有一些发达国家设置技术壁垒,减少进口,实行贸

易保护政策。从这个视角看,青海扩大对外开放和贸易也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三、青海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战略思想、依据和原则

(一 )战略思想及内涵

在 /十二五 0乃至更长时期, 以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 按照 /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
度, 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0的要求, 依托青海各类优势资源,依靠科技创新, 营造国际品牌,促进加工

贸易转型升级。把 /引进来 0与 /走出去0更好结合起来,深化对内开放, 扩大对外开放,重点对西开

放, 实施 /南连西进 0的 /走西口 0战略。优化开放结构, 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
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内外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格局。

(二 )战略依据

第一,青海实施 /南连西进0的 /走西口0战略是经济条件改变的客观要求。青藏铁路的全线建成

开通,为青海扩大对外开放实施 /南连西进0的 /走西口 0战略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同南亚各国加强经
济合作、扩大商品贸易和技术、人才交流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此基础上, 新建格尔木至敦煌和格

尔木至库尔勒铁路,贯通丝绸之路南北两线,形成 /新丝路 0, 拓宽亚欧大路桥, 打开青海 /走西口0的

通道,已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西口外的国际市场需求看,随着全球能源危机,石油价格平稳上涨,

中东地区财富聚增,穆斯林产品需求增大。因此,在开辟和扩大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地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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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同时,着力拓宽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土耳其等中东地区以及俄罗斯等欧洲市场,可以进一

步扩大青海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加强国际技术经济合作,培育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文化特色的品

牌产品,赢得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

第二,青海实施 /南连西进0的 /走西口0战略是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从国际形势的近期

看, 由于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消费市场大幅下滑,对外贸易受阻, 国际资本萎缩, 招商引资困

难。从世界金融危机过后的中长期看, 历次经济危机后必然带来新一轮的市场需求,随着世界各国经

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加快, 使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

的范围和规模不断增加,产业转移的技术层次也不断提升,从单纯的某个制造业产品转移扩展到整个

产业链的转移。从国内形势看,国家积极推进东部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欠发达的青海应该抓

住这个国内外发展的历史机遇,乘势而上,积极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 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及

产品结构,促进加工贸易发展,扩大对外开放。

第三,青海实施 /南连西进0的 /走西口0战略符合国际市场的需求。青海具有比较优势的以资源
加工型为主体的出口产品主要有: 铝材、铝合金、高纯硅铁、碳化硅、氯化镁、碳酸锂;农牧特色产品如

藏毯、羊绒、蚕豆、虫草; 以及民族服饰、机电产品等。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力,也已显

现出良好的市场前景。青海应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两个优势,吸引资金、技术

和人才,深度开发各类优势资源,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提升青海特色产品在国际上

的影响力。

第四,西部大开发政策为青海实施 /南连西进0的 /走西口 0战略创造了条件。这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国家采取一系列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增强了发展后劲。二是改善了

基础设施条件,全省公路等级、密度提高,特别是建成了格尔木至拉萨段铁路, 全线开通青藏铁路, 并

且即将建成兰新第二条双线的青海段铁路, 这都为青海 /走西口 0铺平了道路。

(三 )战略原则

11坚持开放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开放与发展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 应该以开放促进发展,
以发展扩大开放。以扩大出口贸易、输出劳务和引进资金、技术、人才以及管理经验等来促进经济发

展, 同时, 也要以发展优势资源开采业 (如天然气、盐湖资源、有色金属开采 )、现代草原畜牧业、生态

环保业 (如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自然保护区建设、生态移民、畜牧业围栏建设 )、特色民族风情

旅游业等来扩大对外开放。

21坚持开放与开发相结合的原则。开放要依托优势资源的深度开发,以开放促进资源开发。实
施全方位、深层次的国内外开放,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及企业管理经验,合理地大规模开发矿产资源、

农牧业资源、高原生物资源、民族风情旅游资源以及人力资源,实现开放、开发与保护的 /三赢 0。
31坚持对内与对外开放相结合的原则。在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实行多方位、深

层次的联合,把对内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内开放的重点是进一步改善和优化投资环境,拓展

招商引资渠道,规范市场秩序,承接沿海内地的产业转移, 联合参与更广领域、更高层次的国际经济合

作和竞争。对外开放的重点是制定有利于国际开放的新的税收政策、贸易政策、货币流通政策等, 为

国际贸易合作和招商引资创造优良的环境。加强与周边国家和现有贸易国的合作,共同构建优势互

补、互惠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国际走廊和国际经济合作带。

41坚持 /引进来0与 /走出去 0相结合的原则。 /引进来0的重点是依托优势资源招商引资,瞄准
国内外跨国公司及大企业集团,实施以大企业带动大产业、大项目推动大产业, 吸引境内外的龙头企

业在青海 /落地生根 0。借助龙头企业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 推进相关产业的纵向延伸和横

向拓展,形成较完整的产业链,进而发展为关联度较高的产业集群。这一方面能进一步提高产业质

量, 另一方面更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为 /走出去0拓宽市场。

四、青海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战略重点和措施

(一 )战略重点

重点一:依靠科技创新, 提高出口产品科技含量。鼓励和支持企业自主创新, 在引进技术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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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做好消化、吸收、再创新工作,解决一些关键性的技术问题,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创新对外投资和合

作方式,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加快培育青海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合作的

龙头企业,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重点二:全面实施 /品牌0战略,努力扩大出口总量。以优势资源为依托, 强化重点出口产品基地

建设,扶持一批前景看好的重点出口产品企业,鼓励和支持外贸企业实行跨行业、跨地区的强强联合,

把企业做大作强,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研制开发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附加值、高市场占

有率的国际品牌产品。树立自己的国际知名品牌,建立国际经营网络,努力扩大出口总量。

重点三: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在产业结构方面,依托各类优势资源,大力

发展特色产业,推动出口贸易产业链向上游研发设计、中游集约发展、下游营销服务延伸。在技术辐

射方面,要以增强自主创新为核心,鼓励和引导出口贸易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通过技术引进等多种形

式, 逐步从产品初级加工向深度加工发展。在区域布局上,要引导加工贸易从分散加工向集约加工转

变, 向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裕和交通便利的西宁、格尔木等地集聚。

重点四:深化对内开放, 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作为一个国家的省区来看, 扩大对其他地区的开放

是拉动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青海要做好管理、体制和机制以及人才、技术等准备, 优化投资

环境,引导企业与内地发展多种形式和全方位的经济技术合作。要依托优势资源,吸引内地的资金、

技术和人才,实行强强联合, 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二 )战略措施

11努力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 改善外商投资软环境。近 10年来, 青海的投资环境特别是硬环

境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从根本上改善软环境还需要做很多细致的工作。一是政府部门及其官员

要进一步树立服务意识,改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二是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的相关政策, 优化政策环

境; 三是继续办好一年一度的 /青洽会0,广交朋友, 多方联合,吸引外资, 打造 /大美青海 0品牌;四是

政府牵头组织有关地区、部门、行业及企业家走出去到沿海内地和国外相关地区考察,主动出击,加强

与国内外有关政府及大企业集团、国际跨国公司的联合。

21积极争取国家项目建设, 进一步改善扩大对外开放的硬环境。争取 /十二五 0期间建成格尔

木 ) 敦煌铁路, /十三五 0期间开工建设格尔木 ) 库尔勒铁路。把丝绸之路南北两线贯通, 形成 /新丝

路0, 拓宽亚欧大路桥,为青海实施 /走西口0战略创造条件。
31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以适应 /三个市场0需求。青海生产的产品,既要适应省内市场的需求, 又

要适应国内市场的需求,还要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其产业结构就要按照这 /三个市场 0不断变化的

需求进行不断的调整,既要依托优势资源, 又要把握市场需求;既要适应市场需求, 还要追求经济效

益, 把经济发展与扩大对外开放有机结合起来。

4、依靠科技创新,促进加工贸易深度发展。一是促进铝加工由初级产品向铝型材精深加工及生

产合金新材料转型;二是促进盐湖资源深度开发,延长产业链,扩大镁、锶、锂等盐化工产品出口;三是

促进机床、量具刃具、石油机械、太阳能新材料、高档铝箔等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出口; 四是促进

藏毯、毛绒织品、穆斯林服饰、牛羊肉、蚕豆等特色产品出口,以推动加工贸易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51积极争取国家给予特殊政策支持。一是国家应在税收上给予优惠政策, 实行出口差别税率,
以强化扩大对外开放的动力;二是呼吁国家尽快出台资源补偿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以遏制资源流失

和生态恶化;三是积极争取国家对青海的铁路、公路等建设项目,提高公路密度和等级,促进对外开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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