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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陕、甘、宁、青、新五省（区），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因其在自然、经济、社会、
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内在关联性而成为一个有机的经济区域，其特殊的区位条件、经济结构、外
部环境、发展路径等特性，决定了它是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必须给予高度关注的典型区域。
　　在近三十年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发展中，东部沿海地区可谓风头占尽，其增长速度之快、经济效
率之好、利税贡献之丰、开放程度之高，无一不让人称道、令人企慕，甚至被国内外奉为同类区域发
展的经典之作。
然而，与东部地区相比，地处祖国边陲的西北区域发展则显得大为逊色。
从经济结构看，西北多了些传统，少了些现代；从发展战略看，西北多了些含蓄，少了些张扬；从精
神人气看，西北多了些厚重，少了些轻灵⋯⋯这一切均导致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话语权中，西北多
了些沉默，少了些声音！
这些不同形式沉默的直接后果，便是外界对于西北的缺乏了解。
　　如果仅此而已，也无伤大雅，古人不也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嘛！
但不幸的是，因为这种缺乏了解，至今仍有一部分人通过各种渠道，讹讹相传、陈陈相因，以致在对
西北区域开发与发展的认识上形成了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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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北地区对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贡献还有很多，但仅就这三项而言，已足以使它有理由从国家和东
部获得更多的回报和反哺。
而回报和反哺的基本前提必须是让全社会了解西北。
    有句老话说“会哭的孩子有糖吃”，在默默地承受了太多之后，面对新的形势，西北地区要想有所
作为，就必须摒弃过去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思想，敞开家门，打破沉默，主动展示自己，最大
限度地赢取了解与支持。
    本书分别对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五省（区）的经济发展历程进行了及时追踪，对其经
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客观评价，对其优势和劣势进行了深入剖析，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理性展望。
我们想通过这样的努力，道出西北的实力，讲出西北的伤痛，说出西北的愿望，使人们对西北经济发
展的现状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从而在消除对于西北的误解、促进西北未来发展方面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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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宁夏发展的基础条件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处中国西部的黄河上游，是中国五个少数民
族自治区之一。
黄河从中流过，引黄灌区农业非常发达。
全区气候干旱、降雨稀少，矿产资源和能源丰富。
多民族长期以来交流融合，民族文化特色鲜明。
　　第一节　地理位置及区划　　宁夏回族自治区与陕西、内蒙古、甘肃接壤，下辖银川、石嘴山、
吴忠、固原、中卫五市。
　　一、地理位置　　宁夏回族自治区简称“宁”，位于北纬35°14′—39°23′、东经104°17′
—107°39′之间，东邻陕西省，西部、北部接内蒙古自治区，南部与甘肃省相连，自古以来就是内接
中原、西通西域、北连大漠、各民族南来北往频繁的地区。
　　宁夏疆域轮廓南北长、东西短。
南北相距约456公里（北起石嘴山市头道坎北2公里的黄河江心，南迄泾源县六盘山的中嘴梁），东西
相距约250公里（西起中卫营盘水车站西南10公里的田涝坝，东到盐池县柳树梁北东2公里处），总面
积为6.64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小的省区之一，其中引黄灌区占41％，南部山区占59％。
　　在中国自然区划中，宁夏跨东部季风区域和西北干旱区域，西南靠近青藏高寒区域，大致处在我
国三大自然区域的交汇、过渡地带。
在中国国土开发整治的地域划分上，宁夏位于中部重点开发区的西缘和西部待开发区的东缘，是以山
西为中心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和黄河上游水能矿产开发区的组成部分，北部和中部系“三北”防护林建
设工程的重点地段，南部属于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区和“三西”地区的范围。
　　二、行政区划　　宁夏回族自治区现辖银川、石嘴山、吴忠、固原、中卫5个地级市，下设青铜
峡市、灵武市两个县级市和永宁县、贺兰县、平罗县、盐池县、同心县、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
彭阳县、中宁县、海原县n个县以及兴庆区、西夏区、金凤区、大武口区、惠农区、利通区、红寺堡
开发区和原州区8个县级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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