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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陕、甘、宁、青、新五省（区），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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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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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真的是整个国家发展的负担吗?对于这个问题，任何一个了解西北、了解中国经济史的人都可以坚
决而明确地做出回答：绝对不是。
远的不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了服从“全国一盘棋
”的大局，西北地区默默地奉献了很多很多。
近年来，陆续出现的一些研究成果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西北区域经济的支持，就没有东部经济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经济的今天。
    时至今日，在举国上下齐奔小康、共建和谐的新形势下，西北地区仍然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
除了励精图治，通过自身的壮大显性地直接促进国家整体发展之外，它还一如既往地通过许多隐性的
方式间接地推动这一进程。
举其要者，大致有三：    一是资源。
过去，一方面通过直接的产出，另一方面通过间接的价格“剪刀差”，西北地区为东部乃至全国的经
济增长提供了有力的资源保障。
现在和将来，无论资源产业本身能否有益于西北，从大局出发，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西北地区依然
要充当国家重要的基础资源基地和能源基地的角色。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离开了稳定的基础资源和能源供给，一切增长均将是“镜花水月”
。
    二是生态。
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但这需要付出成本，而这个成本又会对经济长期增长造成约束。
因此，生态环境属于公共物品，其成本理应由全社会承担。
众所周知，西部是中国生态的“命门”，西部生态要是出了问题，将会直接导致国家很大部分区域的
生态环境恶化，经济的持续发展将会难以为继。
但在当前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仍然只停留在学术讨论的情况下，维持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巨额成本将长期
主要由西北区域自己承担。
    三是稳定。
如果说资源保障和生态保持对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还可以估量的话，那么西北地区保持社会稳定的价值
就根本无法以数字来衡量了。
作为国家的西北边陲，本地区有着太多的复杂性：漫长的边境线、大量的少数民族、严重的贫困、严
酷的自然环境⋯⋯在这种情况下，西北稳定，金银不换！
毋须多言，这也需要支付很多的成本。
    其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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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精心打造了《西北区域经济发展蓝皮书》。
本书分别对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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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分析第一节 自然地理条件一、地形和地貌特征青海境内的山脉，呈
西部高峻并向东逐步倾斜降低的态势，东西向和南北向两组山脉构成了青海地貌的骨架。
地形可分为祁连山、柴达木盆地和青南高原三区。
祁连山位于该省东北部，北于东邻河西走廊，南靠柴达木盆地，由一系列北西西——南东东平行走向
的褶皱——断块山脉与谷地组成。
东西长达1200千米，南北宽约250-400千米，面积11万平方千米，西端及北缘伸人甘肃境内。
一般海拔在4000米以上，景观垂直分异显著，格状水系发达，5000米以上山峰很多，西面地势高，平
行岭谷紧密相间。
4500米以上的山峰和山谷常年覆盖着积雪和冰川，现代冰川广泛发育。
从北向南有黑河等6个谷地，谷宽20-30千米。
除南部有沙漠、戈壁外，多为4200米以下的坡地。
牧草生长良好，是重要的天然牧场。
东段平行岭谷少，山势较低，海拔4000米左右，仅冷龙岭有冰川分布。
谷地海拔2500米左右，主要有青海湖盆地、共和盆地、西宁盆地和大通河谷地、湟水谷地、黄河谷地
。
谷地周围的山脉高度多在4000米左右，除少数山头常年积雪外，大都有牧草生长，河谷两岸均有较宽
的阶地，气候湿暖，土壤肥沃，为本省农垦较早地区。
柴达木盆地位于青海西北部，周围有阿尔金山、祁连山、昆仑山环绕，东西长约850千米，南北宽
约300千米，面积25万平方千米，是我国第三大内陆盆地。
盆地海拔在2600-3100米之间，是青藏高原陷落最深的地区，系典型的封闭高原盆地。
青南高原是柴达木盆地、青海南山及贵德巴音山以南的广大地区，面积3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
的一半。
主要由昆仑山脉及支脉可可西里山、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等组成，海拔多在5000米以上，山脉间
的高原也多在4000米以上，是本省最高的地区。
常年积雪的山峰很多，冰川广泛发育。
高原西部和南部同藏北高原、西北高原连成一片，高原面积相当完整。
青海省是青藏高原的主要组成部分，和整个高原一样，地貌特征受地质构造的控制，与整个青藏高原
形成的历史过程和机制息息相关。
省内大的地貌单元自北向南有：阿尔金山一祁连山地、柴达木一共和盆地、昆仑山地、巴颜喀拉山地
和江河源高原、唐古拉山地等（见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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