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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开发·

青海产业发展及其空间结构优化"

张志斌#，李 泉!

（#D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兰州 E*--E-；!D兰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兰州 E*----）

摘 要 面对西部大开发持续推进的宏观背景，青海必须从产业发展和空间结构优化角度，采取非均衡的

区域发展战略，在生态理念主导下，通过促进制度创新、培育特色产业和完善城镇体系推动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该文还分别按西宁城市经济区、东部综合经济区、环湖农业经济区等.个经济区阐述了空间结

构优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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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西北师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资助

青海作为我国的“江河源”和“生态源”，在国家生态安全战略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地

处欧亚大陆中心的青藏高原，青海省除东南角湟水谷地承海洋性气候余泽外，其余均为干燥寒冷的高原大

陆性气候，荒漠、沼泽、冰川广布，难以利用的土地面积大，适宜经济发展和人类居住的地方并不多。这

既是青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也是构筑省域产业体系的基本出发点。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日益向广

度和深度推进，青海应审时度势，从区域实际出发，确定产业发展方向，制定切实可行方案，促进区域优

势的充分发挥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特殊的地理环境使青海省域内形成差异明显的几大板块：东部湟水流域是最主要的农业区

和城镇相对密集区，西部柴达木盆地是主要的资源开发区，南部则为具有全国意义的畜牧业经济区。在此

基础上，该文结合青海省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特点，遵循非均衡发展战略和“发挥优势、突出

特色、合理分工、联动发展”的原则，将青海划分为五大经济区域，并指出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及空间结

构优化的对策。

一、产业发展总体思路

（一）转变观念，促进制度创新

青海深居内陆，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因此，必须进一步转变观念，充分认识经济全球化和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历史机遇，增强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创新意识、竞争意识和人才意识，清除“等靠要”的思想障

碍。同时，依照中央的宏观决策，制定切合实际和突出区域特色的产业发展政策。主要包括：产业组织政

策，如项目的法人立项、论证、投资和建设制度；产业扶持政策，如对青海的电力、石油天然气、盐化工

等主导产业，加大制度供给上的扶持力度，优先安排国家和全省重点工程及配套项目、农牧业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以及与外省的联合建设项目等；产业科技政策方面，加快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各项政策措

施，促进产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同时，弱化地区和部门利益，打破生产要素流动的地区和部门壁

垒，促进企业集群的形成。

（二）突出重点，发展特色产业

青海产业发展层次低、结构不合理、市场竞争力弱等问题已对区域发展构成“瓶颈”约束，围绕特色

产业培植经济增长既是产业结构演进的内在要求，也是整个经济运行趋向协调的必然选择。为此：（#）构

建生态导向型农业体系，即根据高原地区气候条件的区域差异，结合水土资源结构，种植业要逐步压缩质

次价低的农作物种植面积，重点发展市场前景广阔的豆类、薯类、油菜、反季节蔬菜、中藏药和花卉生

产，建立相对集中的加工经营基地；畜牧业要稳定牛、减少马、提高羊的比例，不断调整畜群结构［!］；

同时，按照产业化要求，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肉、绒、骨等产品的加工增值能力。（!）建立多元

化集约型的能源产业体系，即石油、天然气和水能开发要与高耗能产业发展规划紧密结合起来，重点支持

 



国家在青海的重大项目建设；开发煤炭资源，推广太阳能、风能等新型能源。（!）深度开发旅游资源，形

成特色大旅游体系。在旅游资源开发中，要以全新的理念，精心组织编制全省旅游发展规划。在线路设

计、景点布局、旅游产品开发、宣传营销和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等各个环节都要突出青海的地域特色，展现

其旅游资源的无穷魅力；在提高观光型旅游质量的基础上，深度开发有文化价值和经济效益的专题旅游与

特种旅游。

（三）强化中心，完善城镇体系

城镇的发展和城镇体系的完善与产业的发展和产业体系的完善相互促进，实现青海区域发展，促进空

间经济结构优化必须重视城镇体系的完善，通过实施城镇化战略，形成城镇体系带动下的产业发展机制。

（"）省会城市西宁，要充分利用其内陆开放城市的优势，依托海东地区经济基础较好，城镇体系已初具规

模的优势，进一步完善交通网络，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突出科技教育、金

融商贸和旅游服务功能。（#）西部中心城市格尔木，要以国家资源开发为契机，发挥其西部交通枢纽到西

藏的区位优势，在继续支持有色金属、盐化工、油气化工、建材等支柱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商贸、房地

产开发、旅游、信息网络等新兴产业，使其成为青海新兴的工业基地。（!）海西州政府驻地德令哈市，要

进一步提高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发展水平，增强城市服务功能，扩大城市规模；在周边条件较好的地

区，积极发展绿洲高效农业，推动商品粮基地和绒山羊基地的建设，与格尔木市构成带动柴达木地区社会

经济发展的双“引擎”。（$）海南、黄南、玉树、果洛等传统牧区，要以各州、县政府驻地为发展重点，

并通过鼓励牧民定居，依靠行政建制促进不同类型城镇的发育和成长。

二、空间结构优化对策

（一）西宁城市经济区

包括西宁市及所辖的湟源、湟中、大通!县。西宁作为省会城市是青海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科

技中心和交通枢纽，目前，这一经济区需不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依靠科技优势，积

极创造条件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充分发挥其在青海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时，加强与周边

区域，特别是甘肃省会城市兰州的经济联系和产业整合。今后在产业发展上应突出以下重点：（"）工业强

市，即依托省内资源优势，重点发展生态理念主导下的冶金、化学、建材等工业，同时改组、改造轻纺和

机械工业；不断提高资源深加工程度和产品质量水平，把西宁建成全省乃至青藏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

地和资源转换枢纽。（#）科教兴市，即加大科技投入力度，采取灵活的政策措施，积极引进外地的人才和

技术，推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蓬勃发展，提高科技贡献水平。（!）商贸活市，即继续发展生产资料市场，

完善技术、人才和劳动力市场，组建金融、保险、信息市场；增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促进新兴服务行业

和外资企业发展。（$）农业稳市，即重视城郊现代农业建设，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搞好“菜篮子”

工程，不断满足城市居民基本生活需要。

（二）东部综合经济区

包括海东地区全部%县、黄南州的同仁、尖扎#县以及海南州的贵德县和海北州的门源县。该经济区

不仅是青海生产和生活条件最好的地区，人口稠密，城镇较多，而且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工

农业发展基础较好，与西宁城市经济区和以兰州为中心的甘肃中部经济区联系密切，商贸活跃，信息灵

活，已成为外资在青海投资的热点。目前依托资源开发已建立起冶炼、建材、食品酿造、畜产品加工和轻

纺等五大工业体系，初步形成了湟水和黄河两条基本平行的产业经济带。从发展态势分析，这一地区是青

海今后集中力量进行建设的重点区域。今后在产业发展上，要突出以下重点：（"）以水电开发为龙头，技

术改进为突破口，大力发展节水、环保型耗能工业；利用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积极发展各类乡镇企业。

（#）利用较好的光热资源优势，做好全省商品粮、“菜蓝子”以及农副土特产品的基地建设。（!）搞好

“西繁东育”工程，大力发展舍饲农业，加快农村脱贫致富步伐。（$）在工业发展的同时，结合“退耕还

林”工程、湟水流域治理工程的实施，增加造林面积，治理水土流失，美化生态环境，使本区逐步实现由

农业大区向农业强区和工业大区的转变。

（三）海西工矿经济区

包括海西州的乌兰县、都兰县、德令哈市、格尔木市（不含唐古拉山乡）$县（市）和芒崖 、冷湖、

大柴旦!行委。享有“聚宝盆”盛誉的柴达木盆地是青海资源开发的主要地区，近年来随着盐湖、石油天

然气、有色金属及非金属矿产等资源开发步伐的加快，海西工矿经济区在青海的地位显著提高。同时，伴

随资源的大规模开发，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农牧业发展也呈现出良好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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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成为青海又一重要的农牧业生产基地。今后产业发展的重点：（!）突出格尔木作为我国西部边疆地区

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的独特地位，积极发展盐化工、石油天然气化工等产业的精细化和高级化，延伸产业

链条，增强竞争能力，将格尔木建成我国最大的以钾肥为主的盐化工生产基地；在继续壮大昆仑经济开发

区整体实力的基础上，创办格尔木资源开发特区。（"）加快德令哈、大柴旦等地盐化工、建材工业、煤炭

工业和黄金采选业的发展，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做好青海湖开发的前期工作。（#）以德令哈为中

心，大力发展绿洲农业，加快粮食和副食品基地的建设，为工矿城镇的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后勤支持。

（$）注重水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和利用，减少环境污染，遏制沙漠化范围的扩大，改善生态环境。

（四）环湖农牧经济区

包括环青海湖的海南州共和、同德、贵南、兴海$县，海北州祁连、刚察、海晏#县和海西州的天峻

县。这一经济区农业和畜牧业发展基础较好。特别是近年来加强了油料、畜产品基地的建设，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同时，依托矿产资源优势，兴建了一批资源开发型企业。另外，依托青海湖、龙羊峡发展起来的

旅游产业，已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今后产业发展的重点：（!）围绕青海湖王牌景点，进一步整

合周边旅游资源，发展高原特色的生态旅游业［#］。（"）大力发展舍饲畜牧业，加强油料基地建设，积极

探索农牧结合、高效协调的产业发展之路，不断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农牧民的经济收入。（#）重视生

态建设，努力发展节水型产业，有效减缓青海湖湖面的持续下降，维护生态平衡。特别是要谨慎发展本区

内已有的工业企业，通过认真调研，制定可行方案，合理开发地方优势资源［$］。

（五）青南牧业经济区

包括玉树、果洛两州全部!"县和黄南州的泽库、河南两县以及海西州格尔木管辖的唐古拉山乡。这

一经济区自然条件艰苦，基础设施落后，产业结构单一，是青海经济发展最为缓慢的地区。其区域发展特

征表现为：一是产业结构以畜牧业为主体，基础脆弱，容易受自然灾害影响。二是以畜产品加工为主的加

工工业出现恢复性增长，亏损企业开始减少。三是地方中小资源开发有较大起色。今后产业发展的重点：

（!）以牧为主，草业先行，积极开展小块农牧业综合区开发，加大扶贫力度，鼓励多种经营，实现由“输

血”到“造血”的功能转变。（"）突出畜产品初级加工和综合利用，着重发展屠宰、冷藏加工、洗毛和绒

毛分梳、制革、奶制品等优势产业。（#）加快优势资源开发，配套发展建材工业和建筑业；积极发展小水

电、小煤窑，重视太阳能和风能的综合利用。（$）结合退牧还草，制定永久性禁牧区域，杜绝乱垦滥伐、

采集药材等竭泽而渔的行为。同时，重视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和草原“四配套”建设，努力改善

县城的工作与生活条件，稳定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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