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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推升国家顶层设计下产业援疆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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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0 年中共中央首次提出对口援疆工作部署以来，经过 7 年探索，援疆工作成效显著，

新疆经济社会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但在援疆工作中，援疆项目主要由援助方（主要为大型央企、

各省级政府）与新疆本地政府进行协商，新疆本地政府以 GDP 最大化为项目选择基本标准，缺

乏来自国家层面的科学定位新疆产业发展方向，加之各援助方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与协调，导致援

疆产业布局出现了不合理、项目同质化、局部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如得不到尽

快解决，援疆工作的成效将大打折扣，极大制约着新疆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对口援疆工作迈入战略性调整阶段。第一阶段（2010—2014），援疆产业重点集中在能源矿

产和基础设施领域。为充分利用新疆本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弥补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短

板”，这一时期的援疆项目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矿产资源的开采，光伏等新能源的

利用，以及交通、电力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行业投资巨大，对新疆生产总值带动效用十

分显著，GDP增速由 2010年的 29位，上升至 2014年的 5位，连续多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

由于这一时期的援疆产业项目大部分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导致新疆产业过“重”、结构不合理，

对本地就业贡献不大，煤炭等一些能源开采业对本地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比较严重。同时，援疆产

业项目缺乏统一规划，援助方也需要迎合新疆本地政府追求 GDP 的目标，煤炭、煤化工等一些

产业项目在未能得到充分科学论证的情况下就迅速上马，同质化严重，导致目前行业产能过剩，

影响新疆经济发展的健康和可持续。 

    第二阶段（2014 年至今），援疆产业进入战略性调整阶段，由关注经济增长转向更加注重就

业带动。由于前期援疆产业多集中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当地民众缺乏参与感，且带来的环境污染

问题容易引发矛盾，不利于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基于以上原因，对口援疆工作从 2014 年

以后开始进行战略性调整，援疆工作重点由 GDP 导向转向就业优先，更加注重社会效益与生态

环境保护。这一时期援疆产业项目逐渐向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进行布局，对新疆本地就

业产生了一定的带动作用。但长远规划不足的问题导致当地政府参与积极性不高，以及本地缺乏

配套产业，难以形成规模化的产业集群，项目根植性不强，远未达到预期目标。 

    产业援疆需要国家顶层设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发展涉及中国整体边疆安全与民族和谐，

对其他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和示范效应。产业援疆成效显著，老问题没解决，新问

题已出现，进而暴露了当前援疆工作中的不足，顶层设计规划不足是重要原因。为促进产业援疆

工作更好地服务于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我们建议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第一，构建由中央主导、新疆本地政府和援助方参与的工作小组。从目前对口援疆工作来看，

新疆本地政府与援疆各省份是主要参与主体，由于援疆各省份之间的交流机制之间存在一定的竞

争关系，新疆本地政府急于引进项目而对项目全盘接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援疆的产业项目同质

化、短期化等问题，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第三方来协调各方利益、进行统一部署。建议由中央

相关部门发起，建立统筹中央、新疆本地政府和援助方三方资源的工作小组，共同制定援疆工作

计划，对援疆产业项目选择、空间布局等进行统一部署。 

    第二，从中央对新疆总体发展要求出发，对援疆产业项目进行国家层级的科学定位。社会稳

定和长治久安是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援疆产业项目应服从这一大局要求。援疆产业项目

一方面应以吸纳本地就业为主要目标，更加注重社会效益；另一方面产业布局应以缩小新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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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差异为主要任务，促进新疆各地区协调发展。 

    第三，结合国家“一带一路”总体发展战略，制定援疆产业未来发展方向。新疆地处丝绸之

路经济带重要交通枢纽，区位优势明显，为新疆实现跨越式发展带来重大发展机遇，必须牢牢把

握。结合国家“一带一路”总体发展战略，准确定位新疆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促进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积极参与区域分工与国际经贸合作，不仅契合国家战略目标，也是实现新疆大发展的重要抓

手，可谓一举两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