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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我省将改造提升

６５万亩制种基地

　　据悉，“十四五”期间，我省将立足现有制种
产业优势，抢抓国家把甘肃列为全国三大种业

基地的机遇，加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新

品种选育培育，围绕打造国家级种业基地目标，

配套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优先建设一批规模

化机械化标准化的玉米、马铃薯、瓜果花卉、道

地药材良种繁育基地和现代种业产业园。我省

将在“十四五”期间改造提升玉米制种基地３０
万亩、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２０万亩、绿色标准
化瓜菜花卉制种基地１５万亩，推进种业产业化
现代化进程，实现由种业大省向种业强省转变。

我省将扎实做好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

源普查和第三次畜禽种质资源调查，摸清全省

种质资源现状，系统谋划开展农作物和畜禽种

质资源收集、鉴定、保种和开发利用，进一步加

强种质资源保存库和创新利用中心建设，加大

畜禽种质资源保种场等种业基础性公益性投入

力度，加快种畜禽场、种公畜站建设，提升畜禽

良种推广保障能力。

我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基本建立

　　“十三五”期间，我省加快转变国土开发利
用方式，加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提升国土空间

治理能力，基本建立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目前，我省国土空间规划和专项规划已初

步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有序推进城镇

开发边界试划，提出“系统保护、核心引领、全面

开放、城乡协调”的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战略，形

成了省级国土空间规划框架性初步成果。１４个
市州７８个县（市区）启动本级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工作，今年９月底前将形成全省四级三类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同时，我省已开展省级自然

资源“十四五”生态保护和自然资源利用、矿产

资源、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地质灾害防治、基础

测绘、科技创新发展等６个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在此基础上，我省将进一步落实主体功能区战

略，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科学统筹生态、农业、

城镇等功能空间。加快推进乡镇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优化县域城乡发展空间布局，促进产业融

合发展；科学配套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把乡镇

建成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

我省将实施现代丝路寒旱农业

优势特色产业三年倍增行动

　　据悉，我省决定实施现代丝路寒旱农业优
势特色产业三年倍增行动。我省将在三年内坚

持“建基地、强龙头、延链条、聚集群”，促进优势

特色产业向适宜区集中，建成一批产业大县、加

工强县和产业强镇，打造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加

快形成“一乡一品”“一县一业”“一县多园”“连

乡成片”“跨县成带”“集群成链”的现代农业优

势特色产业发展新格局；建立良种繁育、技术支

撑、标准化规模化种养、仓储加工保鲜冷链物

流、产销对接、品牌营销、金融保险支持的全产

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循环链，建成相对完备

的现代丝路寒旱农业产业体系，实现优势特色

产业效益倍增。根据行动计划目标，到 ２０２３
年，全省重点优势特色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由

３２３９．６亿元增长到５４５２亿元，增长６８．３％。

去年我省规上工业同比

增速居全国第４位

　　据悉，２０２０年我省规模以上工业同比增长
６．５％，较上年同期提高１．３个百分点，增速居
全国第４位，西北五省第２位。

去年１至１２月，我省１４个市州规上工业全
部实现正增长，１２个市州增速超年初预期目标，
９个市州增速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全省工业先
行指标趋势持续向好，工业用电量累计１０２６．１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６．７２％。铁路货物发送量
（兰州铁路局甘肃境内）４５１６．８万吨，同比增长
６．６４％。１至１１月，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实现营
业收入６４９４．２亿元，同比增长９．４％，产成品库
存２８４．７亿元，同比增长２．２％，规上工业效益
整体呈好转态势。

（张雅丽／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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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甘肃省固定资产投资形势
分析及对策建议

杨永　张帆　靳娟

　　２０２０年，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

省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定恢复、持续向好的

发展态势下，投资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取得了比较亮眼的成绩，

呈现出逐月逐季回升向好的态势。２０２１年，面

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甘肃省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要求，投资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

要动力。加快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新基建等重

点领域投资，确保投资平稳发展。

一、固定资产投资概况

（一）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向好

２０２０年投资受疫情影响，一度出现负增长，

随着疫情防控取得明显成效后，一批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陆续开工，积压的投资需求释放，延迟

的投资项目集中开工，对稳定投资增长形成有

效支撑。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总体呈现稳中向上

增长态势，１～２月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降

１１５％，自５月份由负转正以来逐月加快，全年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７８％。其中，制造业投资增

速前高后低，基础设施、畜牧业等领域投资增势

较好，分别增长１２２％和１２倍。重大项目支

撑明显，亿元及以上重大项目完成投资增长

２１９％，拉动全省投资增长１０２个百分点。投

资先行指标持续向好，５０００万元以上项目投资

到位资金和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分别增长

２０２％和 ９５％。全年建设项目投资 ３７７１８９

亿元，增长５２％，占固定资产投资的４７１％；房

地产开发投资 ４２３１３８亿元，增长 ４９％，

占５２８％。

（二）三大领域投资继续改善

２０２０年，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成为后疫

情时期稳定投资引擎的主动力。房地产投资恢

复最快，基建投资略逊，制造业恢复相对缓慢。

全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２６％，降

幅比１～１０月扩大０１个百分点。从市（州）投

资情况来看，兰州市、金昌市、白银市、平凉市、

酒泉市５个市（州）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同比

增长之势。全年制造业投资增长５０％，高技术

制造业投资比上年增长３３２％。医疗仪器设备

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医药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

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行业投

资快速增长。全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持续较快

增长。

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２０２０年，基础设

施投资比上年增长１２２％。其中，信息传输业

投资增长１６０％，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

增长８６％，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４５％，道路运

输业投资增长１８％。新增贷款主要投向了交

通运输、农林水利等重点建设项目，为稳投资、

稳增长发挥了基础支撑作用。

（三）重大项目建设实施顺利

２０２０年，围绕确保实现全年投资目标，每季

度开展重大项目集中调度，对进展缓慢的续建

项目和未开工的计划新开工项目“点对点”逐个

协调推进，实施了“三个清单”，并在原有省列重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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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项目领导包抓的基础上，推进“百个重大项目

党政领导包抓推进工作机制”等“四百机制”，在

省级领导和市（州）主要领导包抓项目带动下，

重大项目进展明显加快。全省实施亿元及以上

重大项目１５７３个，比去年同期多１２４个，其中新

开工省列重大项目５６个，较年计划增加６个，

１５８个省列重大项目累计完成投资１７５４亿元，

较２０１９年增长 ３７２亿元，增幅 ２７％。交通方

面，银川至西安铁路建成通车。中川机场三期

扩建、西宁经合作至成都铁路开工建设，中卫至

兰州铁路、兰州至张掖三四线、中川至武威段等

项目加快推进；建成景泰至中川机场、柳园至敦

煌高速公路，平凉至天水、甜水堡至永和高速公

路加快建设。全年完成交通基础设施投资１１１６

亿元。农林水利方面，仅中央预算内投资就安

排３４５６亿元，重点推进甘肃中部生态移民扶

贫开发供水、引洮供水二期、古浪生态移民暨扶

贫开发黄花滩调蓄供水等农林水利项目实施。

社会事业方面，省妇女儿童医疗综合体、甘肃简

牍博物馆、七里河体育场等重大项目加快建设。

能源方面，吐鲁矿区总体规划获国家批复；酒湖

直流工程配套１００万千瓦风电、５０万千瓦光伏

发电项目加快建设；核桃峪、红沙岗二号井、赤

城３个煤矿已进入联合试运转阶段。

（四）落实好对冲政策措施稳投资

２０２０年，为应对疫情对投资工作的影响，省

发展改革委先后报请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

大力支持省级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的若干措施》

《关于切实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民营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进一步深化投

资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措施》《关于“强化要素

跟着项目走”保障机制持续做好稳投资工作的

意见》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对冲措施。这些政

策措施的实施，对推动全省投资恢复性增长提

供了坚强的政策保障。２０２０年我省共争取中央

预算内投资１８０８亿元，较２０１９年增加２０７亿

元，增加幅度为历年之最。２０２０年我省争取新

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６１４亿元，撬动了数千亿

元的社会投资。组织开展政银企对接暨百名行

长联千家企业推进行动，与在甘金融机构建立

常态化对接机制，组织２０家银行同２０８户企业

签约金额２４３０亿元。投资到位资金比上年增

长２０２％，资金充裕为投资逐步回升提供了重

要保障。２０２０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

９５％，增速比上年加快１０８个百分点，新开工

项目计划总投资的较快增长将为 ２０２１年投资

增长带来较好支撑。这些资金的拨付使用，有

力保障了一批重点领域项目的顺利实施。

（五）市场投资意愿进一步增强

２０２０年，甘肃省新增意向投资增速呈现逐

月稳定高速上升的态势。新增意向投资项目投

资总额为 ３４７５０５９亿元，同比增长 １０９６２％，

新增意向投资项目数为 ２７３０８项，同比增长

８５５４％。基础设施业、制造业、房地产业三大

行业新增意向投资额为１４５２１８２亿元，占新增

意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的４１７９％。全省新增

投资总额中三大板块占比情况为：制造业占比

７９７％，房地产业占比 １２１０％，基础设施业占

比２１７２％。与２０１９年相比，受疫情影响，中央

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促投资的政策，加大专项

债投放力度，加强基础设施补短板，基础设施业

占比提高了 １０８８百分点；在明确的“房住不

炒”基调面前，房地产“三条红线”和银行贷款收

紧的情况下，房地产申报项目投资额下降明显，

占比下降了５７６个百分点，但整体仍保持较高

位运行。全省新增意向投资额中新基建投资额

为１３１９５７亿元，近年来基建投资处于低位。

新增意向投资项目数、投资额同比变化情况。

二、存在主要问题和困难

一是项目开工不足。从国家发展改革委通

报看，２０２０年初下达中央预算资金的项目，由于

一些地方拆迁安置、建设用地、规划手续等环节

工作迟缓滞后，年底都未能开工建设，形成了沉

淀资金。二是前期工作深度不足。一些项目可

行性研究和论证不充分，规划选址、环境影响、

资金筹措、建设条件等研究不深入，致使投资计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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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下达后项目无法实施。三是服务环境质量不

足。一些项目长期圈而不建、土地闲置，没有产

生应有效益；有的主管部门对项目建设跟踪督

促不经常、动态管理不到位，“四重四轻”现象依

然存在，未批先建、验收迟缓、用途改变等问题

不容忽视。四是沟通衔接不足。从项目申报情

况看，对各专项申报要求掌握不深不细，直接导

致各地储备的项目，部分不符合申报条件，直接

影响全省争取中央投资的规模。五是项目调度

时效性不足。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调度信息更

新不及时。

三、２０２１年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形势的判断

（一）投资环境分析

从国际来看，２０２１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

杂严峻，经济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经济的恢复

性增长存在不确定性。今年一季度全球经济很

难实现正增长，能控制住疫情、不让经济继续下

滑就已经很难得了。另外，去年以来全球货币

放水、负利率等，都会带来一些冲击。从国内来

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决定了战略转型和战略

替换将是２０２１年经济运行的核心主题，我国经

济将保持复苏态势，疫情反复还有一些不确定

性，可能会对其他地区产生一些影响。根据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精神，宏观政策

仍保持稳定与连续性。财政政策逐步退出非常

规刺激政策，同时强调要“提质增效”“更可持

续”“保持适度的支出强度”。货币政策要“灵

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货币供应量 Ｍ２、社会

融资规模同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处理好恢复经

济与防风险的关系。从全省看，进入新发展阶

段，我省面临的机遇多年少有、十分难得。坚持

“资金、要素跟着项目走”原则，继续落实好专项

债券按相应比例用作重大项目资本金政策，并

优先支持符合条件的在建项目和工程；中央预

算内投资更加突出集中力量办大事、难事、急

事，优先保障在建项目，坚决避免形成“半拉子”

工程；盘活存量资产，回收筹集的资金用于新的

补短板项目建设，形成“资金—资产（资本）—资

金”的良性循环。

（二）投资形势分析

２０２１年，全省经济在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

进一步好转，“六稳”“六保”纾困政策效应持续

释放的前提下，有望延续当前恢复性增长态势。

生产总值增速预计将达到７％左右，投资作为主

要引擎，增长速度有望达到８％左右，三大投资

领域增速升降互见，制造业投资有望接棒成为

新的发力点。

基础设施业投资托底的边际效应减弱，投

资增速难上新台阶，但仍将保持中高速度增长。

２０２１年，基建投资将呈现两个新的变化：第一个

变化，新基建已成为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并重点

支持：５Ｇ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物流、物联

网等。第二个变化，“公共卫生医疗基础设施”

“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等将成为基建投资

的新支撑。根据２０２０年基础设施新增意向项

目投资额增长了１４５倍，特别是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占比７０６２％，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占比２７８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储备充足，将有力地支撑基建投资快

速增长，以基建项目落地周期 １年左右判断，

２０２１年基建投资增速有望继续保持１０％以上。

制造业投资增幅将出现向好势头。随着中

央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货币政策

传导机制，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融资环境将

大幅改善；同时，２０２１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

自主可控能力”分别排在了今年重点任务的前

两位，也表明了制造业在２０２１年的重要地位，

高技术产业获得的投资要远高于传统制造业。

２０２０年制造业新增意向投资项目数是２１９６项，

同比增长３９４２％，新增意向投资总额２７６８５８

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２１４％，高技术产业新增意向

投资增长快速；２０２１甘肃将积极对接“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拓展和增强产业链，十大生态产业

带动性工程加快实施，制造业将迎来快速发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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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势头。

房地产业投资增速小幅回落。２０２０年，商

品房销售额累计同比增速在扩大，但单月同比

增速已经拐头向下，新开工累计同比增速也出

现拐头迹象，竣工面积累计同比降幅收窄显著

趋缓；“房住不炒”基调明确，以及地产企业融资

管理“三条红线”不放松，都决定了房地产投资

增速难再突破，同时，“因城施策”调控灵活，因

此不至于对地产投资产生断崖式下滑影响，进

而不会对增长造成过多的负面冲击。以房地产

项目落地周期３个月左右判断，２０２１年全省房

地产投资增幅可能小幅回落。

四、保持甘肃省固定资产投资健康发展的

对策建议

２０２１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将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积极构

建“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在新的形势下，统

筹推进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固定资产投资对

全省经济稳增长的作用将更加突出，要坚持远

近结合，抓好全年重点工作的推进落实，积极营

造各类投资项目建设的良好氛围，确保全省固

定资产投资继续稳步增长。

（一）聚焦重大项目带动投资质量效益双

提升

要积极对接国家投资方向，把握投资政策

指向，千方百计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实施和落

地工作，实施项目动态调整，补齐甘肃省经济社

会发展短板，实现经济运行量的合理增长和质

的稳步提升。

１做好２０２１年专项债券项目工作。继续

落实好上年国家和省系列政策措施中稳投资的

相关举措，充分发挥中央政府投资逆周期调节

功能，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用好中央预算

内投资，围绕２０２１年国家投资方向，坚持“资金

跟着项目走”的原则，积极申报国家水网骨干工

程、水安全保障工程、保障性安居工程配套设

施、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教育强国推进工

程、民族区域协调发展等２８个中央预算内投资

专项，围绕中央投资重点，加强与产业政策、“十

四五”规划对接，继续抓紧谋划和申报一批既带

动当前投资增长、又利于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

根据项目合理工期和年度资金需求提出 ２０２１

专项债券额度，同时注重防范专项债出现风险，

避免申报债券超出年度建设需求，导致资金闲

置，确保专项债券用途和规模合规。

２全面落实“三个清单”。继续把“三个清

单”作为今年促投资的总抓手，进一步靠实省、

市、县及项目单位包抓领导责任，按月调度、按

季考核，分级抓好落实，实时掌握项目进展、投

资完成等情况，及时化解项目建设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尽快编制完成２０２１

年省列重大项目、重点投资项目、重大前期项目

等三个清单，将为全省投资稳定增长提供可持

续的动力。

３充分利用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

台，完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机制，开通审批绿色

通道，采取“不见面审批”等多种形式简化审批

程序，优化工作流程，推动重大项目尽早获批。

发挥重大项目动态调整机制作用，及时调整补

充重大项目库，不断提高重大项目储备的制度

化、常态化、信息化水平，形成项目储备和滚动

接续机制。加大协调服务力度，竭尽全力推动

重大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重点产业项目、疫

情防治和公共卫生等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开工复

工复投。发挥好政府投资支撑作用、重点项目

投资对冲作用，确保重大项目支撑经济平稳

增长。

（二）聚焦重点产业投资夯实高质量发展

基础

１加大新经济投资力度。疫情过后健康消

费和网络消费将成为主流形态，精准把握人们

消费和卫生习惯变化，深入研究市场需求变化

对供给侧投资的影响，统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和需求侧管理，优化调整供给投资结构，以

调高、调优、调绿、调强为导向，加大卫生防护装

备、生物健康以及民生健康领域的投资力度，进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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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支持智能无人服务、智能生产领域发展，加

快推进“互联网＋服务业”和“互联网 ＋生产”，

谋划实施一批示范项目，全力培育新经济。

２推进制造业投资“三化”改造。巩固改

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引导金融机构对先进制

造业投资政策倾斜，持续开展“千企技改升级”

行动，推动石化、有色、建材、装备制造等传统优

势产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提升重点行业绿

色改造力度；加大重点企业开展节能循环和清

洁生产改造工作，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品、工

艺、技术和装备，提升能源利用率。大力发展镍

钴、炭素、新型建材，共同打造锂电新能源、炭素

新材料等优势产业集群。增强先进技术装备研

制能力，加大创新研发投资，围绕关键基础材

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领域，组织

重点领域质量攻关，突破关键共性环节，推动由

“甘肃制造”向“甘肃创造”的转变。

３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等新业态。依托我省

已经布局建成的大数据中心以及相关设备基

础，抢抓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机遇，加快５Ｇ网络

布局、提升数字产业化水平，着力实施“东数西

算”工程和甘肃“上云用数赋智”行动，争取

２０２１年在“５Ｇ＋”“人工智能 ＋”产业方面取得

新突破。重点围绕新基建、数字经济，招引或布

局一批相关硬件制造企业、软件技术开发企业、

大数据应用企业，不断强化数字经济发展基础，

加快推进智能制造、智慧能源、智慧农业、智慧

城市等，着力打造千亿级数字智能产业链。

（三）聚焦“两新一重”扩大有效投资

１加大交通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力争建

成平凉至天水、通渭至定西、张掖至肃南等高速

公路，５个县（市）通高速公路，建成国省干线及旅

游公路。启动“环兰”骨干通道、省际出口路及河

西走廊、兰西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重点区

域路网完善工程。抓好中卫至兰州、兰张三四线

兰武段、西宁至成都甘肃段、兰州至合作、中川机

场环线、天水至陇南等铁路续建项目，力争开工

建设中卫经平凉至庆阳铁路。加快推进中川机

场三期扩建工程，实施嘉峪关机场改扩建项目，

争取临夏机场开工建设，积极推进平凉机场前期

工作。谋划打造我省南向水上通道。

２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实施一批骨干

水网、民生水利、水生态保护和防洪抗旱减灾工

程。加快推进引洮二期配套城乡供水、中部生

态移民扶贫开发供水等重点工程建设。力争白

龙江引水、引哈济党等工程前期工作取得实质

进展。积极做好陇南国家油橄榄基地供水、引

大入秦延伸增效、黄河干流防洪二期等工程前

期工作。

３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投资。落实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持续加大生态建

设和环境保护力度，重点实施引调水工程和水

源地建设项目，解决我省总体缺水、区域和时空

水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加快推进骨干水

网、民生水利、水生态保护和防洪减灾体系建

设，加快引洮二期骨干、古浪县生态移民暨扶贫

开发黄花滩调蓄供水工程建设；力争白龙江引

水工程前期，引哈济党工程前期工作取得实质

性进展；加大黄土高原塬面保护、小流域综合治

理力度；开工建设靖远县刘川灌区、凉州区永昌

灌区等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

４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统筹实施路、水、

电、气、通信、物流等基础设施，打造乡村建设示

范村５００个。有序开展农村燃气建设工作。实

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完善乡村

垃圾收运体系，因地制宜建设乡村垃圾无害化

处理设施，改建新建农村户用卫生厕所５０万座

以上。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５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榆中、敦煌

国家新型城镇化示范县城建设。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加强老旧小区改造，加快停车场建设，完

善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系统，推进城市污水处理

设施提标改造。强化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完

善住房保障体系，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加

快补齐租赁住房短板。继续落实“房住不炒”定

位，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 （下转第１８页）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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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融入新发展格局的

实践探索与对策研究

　马　卫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加快构建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甘肃如何融入新发展格局，如何

主动出击，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中找准自身的

位置；找寻发展的路径，找到相宜的抓手，带着

这些问题，近日，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联系

省直有关部门和省内部分重点企业，就畅通国

内国际“双循环”有关情况开展了专题调研，据

此进一步分析研判，以期为各级党政领导提供

决策参考。

一、甘肃融入新发展格局的主要着力点

（一）着力于科技赋能“生产”环节；有利于

提高供给质量，提升供给效率。生产是国民经

济循环的基础，也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前提条

件。创新技术运用可以从多方面改善生产环节

的供给能力。如从研发环节看，人工智能等数

字技术的运用，可以降低研发成本，提高研发效

率，加速科学研究与科技成果的转化进程，可以

加快新产品上市的速度。从生产现场看，依托

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技

术，可以实现对设备、生产线以及整个工厂全方

位的智能管控和无缝对接，可以最大限度地优

化生产工艺，提高运行效率。从质量控制看，人

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可以提升质量检验的精

度和效能，确保精准对接产品需求，着力生产高

质量的产品。

（二）着力于科技赋能“分配”环节，有利于

稳定就业岗位，增加劳动者收入。分配是经济

循环的第二个环节，包括生产、流通、消费等各

环节的分配。畅通国内大循环，在分配环节，重

点强调的是完善政府、企业、个人的收入分配体

系，特别是强调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当前

甘肃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居民收入较

低，难以支撑起消费升级的新需求。科技赋能

分配环节，可以从多方面稳定就业，增加劳动者

收入。如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技术的运用，

可以提高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企业

经营水平，从而稳住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提升创

新能力，可以改善盈利状况，扩大劳动者收入增

长的空间；运用科技手段，可带动产业链上下游

中小企业连接配套，不断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

如５Ｇ、新基建以及数字化转型对从业人员提出

更高要求，就此可以创造一批高收入的就业岗

位，进而提升分配环节的层级。

（三）着力于科技赋能“流通”环节，有利于

畅通销售渠道，实现供需联通。流通是连接生

产与消费的桥梁。过去，在信息化技术运用不

足的年代，存在较多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许多

好产品无法打开销路，消费者也无法买到质优

价廉的商品。畅通流通的关键是产销之间信息

与数据的顺畅流动，如电子商务的发展及其模

式的不断创新为企业提供了成本低、覆盖广、效

率高的流通渠道，可以帮助生产者快速建立线

上销售渠道；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可帮

助企业优化供应链；区块链技术可以帮助企业

建立产品追溯机制，提升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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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在线销售可以直接对接消费者，可以大幅

度降低流通成本；直播带货、线上展销等模式不

断创新，可以帮助企业展示商品，提升品牌

价值。

（四）着力于科技赋能“消费”环节，有利于

接应消费需求，实现供需平衡。消费是经济循

环的根本目的，也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支

撑。消费环节的堵点主要是消费者多元化、多

层次的需求没有合适“定制”的供给加以匹配，

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得不到充分及时

的回应。企业信息化、数字化、物联网技术赋能

消费，可以避免企业因信息获得不充分而形成

同质化竞争，可以使“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念

真正落实落地。如企业通过对用户购买、挑选、

使用产品等全过程数据的收集和分析，精准判

断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和最新需求，可以以较低

的成本、更快的时间为消费者提供急需的商品；

可以实时连接企业和用户，更好地为消费者提

供服务。

二、辩证研判甘肃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基础

条件

从历史层面看，改革开放前，我国主要以计

划经济为主。甘肃按照国家国防建设和经济建

设的布局和要求锐意进取，不断攻坚克难，为我

国的国防军工、“两弹一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全国各地特别是沿海

地区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甘肃国有经

济占比高达８０％以上的经济体市场化改革的任

务非常艰巨，出现了“船大难掉头”的诸多改革

难题。今年疫情期间，甘肃按照党中央的决策

部署，坚持疫情阻击战和经济保卫战两手抓、两

手硬，取得积极成效。今年前三季度，甘肃地区

生产总值累计同比增速等多项经济指标在全国

排名靠前，其中，规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

为６３％。居全国第２位；国有企业规上工业增

加值累计同比增长１３６％，远高于规上工业增

加值累计同比增速６３％。经过前几年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洗礼后的中央

和地方国有企业在这次疫情中表现出韧性强、

抗风险能力强的显著优势，国有企业“船大难掉

头”的市场化改革制约因素变为抵御疫情不利

影响、体现举国体制优势的积极因素。甘肃重

点国有企业具有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条件，

就此可以延伸产业链，带动其他中小微企业共

同发展。

从外贸层面看，甘肃是一个经济外向度相

对较低的省份，２０１９年，全省进出口总额相当于

地区生产总值的４４％，全年进出口总额占全国

的０２％，出口仅占０１％。在今年的疫情阻击

战中，甘肃这一对国外市场依赖度不高的经济

体，受别国疫情的影响相对较小，就此经受住了

严峻考验。今年前十个月，甘肃外贸进出口实

现正增长，国有企业进出口保持两位数增长。

１０月当月，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出口、进口同比

分别增长５１倍、１１倍。兰州新区出口商品主

要是编程控制器、闪速存储器、液晶显示板等电

子产品；进口商品主要是电容器、电器装置零件

等产品，出口商品和进口商品的附加值都有所

提升，结构有所优化，产业基础高级化正在逐步

形成。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前三季度，甘肃实现

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３１５亿元，同比增长５２５

倍。兰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为甘肃第二

张跨境电商“名片”，其公共服务平台目前已入

驻企业１０３家，已先后引进深圳远洋公司和“拼

多多”头部卖家欧速开展 Ｂ２Ｂ出口和 Ｂ２Ｃ进口

业务，同时有３４家企业上线阿里巴巴国际站开

展跨境电商业务。目前甘肃正在打造跨境电商

天水综合试验区，拟走出一条具有甘肃特色的

跨境电商发展之路。２０１９年，甘肃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５５％，

超过一半，发展势头积极向好。运用辩证逻辑

分析判断，甘肃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低，但在构

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没有更多的羁绊，

不适宜的、难舍难弃的外贸低端产业相对较少。

这些基础条件有利于甘肃重构国际合作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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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高起点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从扶贫层面看，党中央在决战脱贫攻坚之

年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有着重要而又特殊的

战略意义。畅通国内大循环可为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与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提供助力保障，一是

在构建国内大循环的过程中，一批订单少、困难

大的企业可以找到适配的产业链，得以存活下

来。这些中小微企业能够吸纳农村外出务工人

员，可为已脱贫的人口提供相适宜的就业岗位，

找到相对稳定并可持续的收入来源。与此同

时，一批新企业会适时涌现，随之而来的一批就

业岗位将会安置更多的已脱贫人口。二是国内

大循环和高水平的双循环将对工业原材料端产

生新的更多的需求，在产业链价值链初始端的

农村和农民将承接需求并得到收益。辩证分析

可知，畅通国内大循环，完善经济产业链和供应

链，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可为巩固脱贫成果打

下坚实基础，而贫困地区人口脱贫，收入水平提

高，又为扩大内需、提升消费能力创造有利条

件。脱贫摘帽与构建新发展格局二者是相互促

进、相得益彰的正向反馈关系。从科技层面看，

“十三五”期间，甘肃省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科技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第二梯队，科技创新水

平居于全国第２３位、西部第５位。预计今年年

底，高新技术企业突破１２００家，比十二五末翻

两番。甘肃在科技创新布局上，已形成以兰白

科技创新试验区和兰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

核心、以酒泉嘉峪关等４个创新产业集群为支

撑、以科技创新示范区建设为重点的发展格局。

今年以来，甘肃创新引领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

前三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同比分别增长１０２％、１８３％电子工业同比增

长３１７％，远高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速６３％。辩证来看，甘肃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但科技实力并不落后，主要科技产业与科技产

业中的重点行业增长速度实现“双高”，发展潜

力正在释放，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的能力逐

步增强。当前，甘肃一些实力科技企业所拥有

的关键技术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处于“第一方

阵”，如甘肃华天电子集团的封装测试技术已达

到世界先进水平。以上各种科技实力叠加，为

甘肃融入新发展格局创造了基础条件。

三、甘肃融入新发展格局的主要短板

（一）产业结构亟待调整。甘肃是我国重要

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

气、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等矿产资源。长期以

来，甘肃将“初级”原材料供给省外，省外进一步

加工后，经过多个环节，制成品进入甘肃消费市

场。甘肃终端消费品主要依赖省外供给，在一

定程度上加大了经济运行的成本，降低了经济

运行效率。甘肃初级化的产业结构，难以成就

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如今年疫情期

间，甘肃较快地控制住了疫情蔓延，前三季度，

多项生产环节经济指标居全国前列，经济运行

的上游明显好于下游，显现出产业上下游之间

连接断档与终端消费支撑能力明显不足的问

题。从某个角度讲，甘肃初级化的产业结构所

形成的产业基础不利于高效融入双循环。

（二）收入消费亟待提高。甘肃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较低，收入绝对数在全国排名靠后。

今年前三季度，甘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绝对值居全国第２９位，人均消费支出居全国第

１８位，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为０７６。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居全国第３０位，人均消费

支出居全国第２９位，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为１１。

从消费倾向（也称平均消费倾向）数据看，今年

前三季度，甘肃城镇居民挣的钱７６％用于消费，

农村居民挣的钱１００％用于消费，还略显不足。

一方面，农民收入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商品价

格不断上涨，就此弱化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

２０１５年迄今，甘肃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倾

向在上述数值上下小幅波动，趋于平稳。由于

收入较低，致使居民消费底气不足、能力不足、

意愿不足，考虑远期养老、医疗、教育以及住房

等大额支出，居民更是不敢消费。这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甘肃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让农民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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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起来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旦收入提

高了，农村居民的潜在消费意愿会得以释放，扩

大内需就有了新的抓手。

（三）品牌研发亟待加速。在国家新发展格

局战略的引领下，“微笑曲线”的左右两端将成

为国内外企业竞争的关键环节。“微笑曲线”用

来反映企业的盈利水平，曲线左端为研发和设

计，中端为组装和制造，右端为品牌和服务。当

今的市场竞争，主要是技术研发和品牌营销的

竞争，做好左右两端，能够较好较快地提高产品

附加值。中间环节的组装制造因竞争激烈，产

品附加值相对较低。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

多项调查显示，甘肃企业的研发能力特别是产

品品牌打造能力有待提高，如特色农产品、中医

药产品、文化旅游产品、工业制成品、劳务服务

等产品延伸增值能力有限，支撑发展的品牌产

品相对较少。如甘肃发展对外贸易，融入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省内适合走向国际陆海贸易

新通道以及搭乘中欧班列的“拳头产品”较少，

这成为现阶段甘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大难

题。今年疫情期间，中欧班列密集运送医疗物

资，有效弥补了适宜于“走出去”的产品短缺的

遗憾。

（四）国企混改亟待适配。甘肃国有企业混

合所有制改造正在有序推进。调研资料显示，

甘肃大部分国有企业处于产业链的上游，大部

分民营企业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国企和民企

各有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渠道，企业与企业之

间缺乏协作配套的基础，这成为混改最大的难

题。如今年疫情期间，天水华天电子集团（民营

企业）发展势头较好，如何使省内优质企业强强

联合以促进产业链供应链高效运转；如何顺利

推进全省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造，就此省

发改委、省工信委等部门多次调研，与华天电子

集团协商合作事宜，但调研结果显示，因产业基

础不同、产品用途不同，企业之间难以形成适配

的关联协作产业链。如民营企业华天电子集团

需要的铜，国有企业金川公司和白银公司主要

是粗加工，其生产线难以产出与华天匹配的精

细精密铜。再如华天电子集团所需要的树脂，

国有企业兰石集团、兰化公司也难以适配。华

天集团所需的包装材料，有严格的抗压、防静电

的要求，同样难以找到适配的生产企业，目前主

要是自行加工生产。

（五）对外开放亟待加强。甘肃实际利用外

资总量有限，对大项目的依赖较为明显，如２０１６

年甘肃实际利用外资为１１５８８万美元，２０１７年

降为４３５６万美元，下降幅度较大，这主要源于

２０１６年酒泉风电外资项目完成以后，省内再没

有可续接的较大的外资项目。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

年、２０２０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依然为４位

数，很难再回到５位数的水平。另外，甘肃进口

产品大多为工业基础原材料，如镍、铜、钴等初

级原材料，这些都是本土企业生产经营的刚性

需求。出口产品主要是电子产品和特色农产

品。出口产品总额小于进口产品总额，呈现出

一定额度的贸易逆差，这不利于正向推动高质

量的经济增长，也不利于高质量融入“双循环”。

（六）产品内销亟待顺畅。今年以来，因国

外疫情持续，产品出口不畅，就此省内部分企业

尝试用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来对接国内大市场，

但面临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１不敢转，因惧怕过度竞争损利。在问及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企业能否适应？”时，有的企业坦言，国内同

类产品的产能短期内是基本确定的，若转为内

销，势必会增大国内供应量，会使国内竞争加

剧，如今年以来出口钢材转为内销后，价格上涨

的优势明显减弱，利润有所下降。有的企业产

品转内销，订单量变小，难以批量生产以形成规

模效益，就此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２不宜转，因市场准入渠道不畅。企业反

映国内外市场产品功能定位、质检标准都有差

异，产品转内销涉及的各类资质认证、许可审批

的办理流程比较繁琐，如某企业具有国外的资

质认证，转内销需要国家的３Ｃ认证，每款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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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需要支付几万元的相关费用，提交申请、检

测、发证等还需要一定的等待时间，就此加大了

企业运行成本和时间成本。

３不易转，因资金投入额度太大。为了适

应国内市场客户的需求，企业往往需要投入大

量的资金，以便于开展生产线更新换代或技术

改造，有的企业难以承受也没有能力承受相关

的大额度费用。

４不好转，因回款较难客户较少。有的产

品转内销后，缺乏分销渠道，回款较慢。如海林

中科出口转内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货款回收

难度很大”，因国内企业对合同履行的强制约束

力有限。另外，因品牌宣传不到位，产品缺乏知

名度，难以找到合适的客户资源，在国内缺乏竞

争优势。

５不便转，因产品对接需求较难。有的企

业主体产能是生产国外“定制产品”，主要服务

于国外某个产品、某个生产线、某个产业链。因

生产模式和产品属性制约，转向国内几乎没有

合适的与之相匹配的需求，有些存在升级换代

的“代差”。如有些对美国出口的高端产品，售

价高于国内同类产品几倍，国内没有与之匹配

的需求，但在国外有较大的市场。有的出口到

相对落后的国家的“代差”产品，市场前景看好，

但该产品转内销，其产能已成国内淘汰的落后

产能。

此外，在最近的几项调研中，各地均反映发

展数字经济、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缺乏高

科技专业人才。人才引进难、留住难已成为甘

肃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难以回避

的制约因素。

四、甘肃融入新发展格局的相关建议

（一）强化政策衔接降低运行成本。甘肃融

入新发展格局，重点要加大各类要素的精准投

入，要在政策供给、人才留用、高科技人才引进、

资金投入、土地项目等要素投入方面予以高起

点规划，要与甘肃“十四五规划”“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一带一路”建设等已

有的各项政策措施衔接配套，防止出现因政策

供给不衔接而影响行政运行效率，进而影响企

业运行效率。

（二）培育“领头羊”重构产业链。在国内

大市场，甘肃“跟跑”或“并跑”的企业较多，行

业“领头羊”较少。近几年，甘肃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步伐日益加快，部分产业基础较好的企业

已发展成为具有“领跑”能力的实力型企业。

建议甘肃在国有企业混改和市场化改革的创

新发展中，着力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使其

与国内大循环有效衔接。可以有针对性地扶

持几个高质量的、具有领跑能力的产业链“链

主”，构建几个循环高效且成本较低的产业链

或供应链，如可以在省内外建立“新能源充电

桩”或“新能源电池”产业链，金川公司有做

“链主”的实力。通过强链条、补链条、扩链条，

实现低成本、高效率融入双循环的预期设想，

以此提高经济运行质量，有序增加就业岗位，

不断增强投资引力。

（三）推动对外开放实现互利共赢。实施

“走出去”与“引进来”双向推动战略，下大力

气提高甘肃实际利用外资水平，提高净出口总

额（出口一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升甘

肃进出口总值在全国的占有份额，力争在优化

进出口结构的基础上实现更高水平的进出口

相对平衡，改变近几年对外贸易呈现持续性逆

差（进口大于出口）的局面。应进一步做强跨

境电商，着力推介这张名片，营造以科技创新

赋能外向型经济的外贸发展新格局。积极推

进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共赢，抓住国内重构

重塑产业链、供应链与消费链的有利时机，利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以及数字经

济等科技手段，找准目标国家消费群体的喜好

偏好，提升产业链与之匹配的实效，精准对接

目标国家的消费市场，加快形成国际竞争与合

作新优势。

（四）抓好产业扶贫对接国内循环。产业扶

贫是脱贫及脱贫后防止返贫的重要抓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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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正值甘肃决战脱贫攻坚、决

胜全面小康的关键节点，将产业扶贫融入国内

大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题中应有之意。

应发挥好双循环的助推作用，解决好特色农产

品和手工艺品“卖难”、销售渠道单一、资金回流

较慢等问题，力促产业扶贫所帮扶的农产品进

入供需良性循环，提升农民收入持续增加的动

力，就此提高农民群体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

产业扶贫融入国内大循环，应与城镇居民的多

样化需求精准对接，确保产品有销路、有市场、

有前景。

（五）抓关键技术创新赋能内循环。构建新

发展格局，需要破解并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

甘肃各级各部门及各科研主体要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四个面向”的基本要求，顺应新的

形势和新的市场环境，不断转变观念，坚持产学

研相结合，下决心提升“微笑曲线”左端即技术

研发的上扬度，通过技术攻关，整体提升“微笑

曲线”的上行度，不断向科学技术的广度和深度

进军。在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

一轮科技革命中，力争取得多项技术突破，真正

找到在变局中开新局的有力抓手，找到科技引

领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六）力推产品增值赋能供需匹配。甘肃

２６００多万人口，每个人都有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不同群体、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将成为消费升

级的重要着力点。甘肃的企业要强力推进“微

笑曲线”右端即品牌和服务的创新升级，特色农

产品、消费品、文化旅游产品都要延伸产业链，

提高产品附加值，强力推进品牌建设，拿出有影

响力、叫得响的各种品牌产品。抓住国家着眼

于提升中低收入群体实际收入与消费能力的时

代机遇，助力打造多家适配甘肃中低收入群体

的“拼多多”，在“双循环”的助力下，切实提高

甘肃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对未来预期

的安全感。

（七）畅通出口转内销统筹内外贸。有关部

门要为出口转内销的企业搭建政策平台，给予

政策扶持。

１关注技术引入。有关方面不仅要关注国

内市场能给外贸企业带来什么机会，还要关注

外贸企业能够给国内市场带来什么机会，应将

外贸出口产品的“技术”引入国内、省内，以此畅

通国内外适用“技术”链条。

２关注文旅贸易。出口转内销不仅仅是货

物贸易转内销，服务贸易也同样存在出口转内

销的情况，如国际旅游服务贸易转内销等。建

议省内各大旅行社着力提升服务贸易便利化水

平，加大后疫情时期国际旅游转国内旅游的促

销力度，争取让更多的国内外游客畅游甘肃、欣

赏甘肃、宣传甘肃，力推甘肃文化旅游产业高质

量发展。

３关注发展安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

关系，外贸企业要有底线思维，提升风险防控能

力。要有应对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战略眼光，即

使疫情后出口产品销路较好，也要关注和畅通

国内市场，外销好时可在国内市场拼单，外销风

险骤增时，可将国内市场作为自身的落脚点。

４关注错位发展。出口转内销企业可对接

电商平台，有关部门或行业协会可组织开展转

内销专题活动，提高产品出口转内销的资质认

证、质量检验、品牌宣传、销售渠道、金融服务等

方面的便利化水平。内销和外销企业都是中国

企业，外贸企业要与内贸企业错位发展，避免过

度竞争、两败俱伤。要使外贸企业留得青山，还

能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浪潮中赢得未来。

　　（摘自《甘肃工作》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张雅丽／摘编　井虹／校）

作者简介：马卫，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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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甘肃省入境旅游

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史晓寰　伏广彬　任　奕

　　一、引言

甘肃拥有独特的地质地貌，是华夏文明的

重要发祥地，也是中西文明交流融合结出最绚

丽的经济文化果实的地方，拥有丰富的文化积

淀和旅游资源。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甘肃省

旅游业发展势态良好，国内游客人数连续几年

稳步增加，给甘肃省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贡

献。同时，入境旅游近几年也有一定的发展，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入境旅游人数突破１０万人次，旅

游外汇收入２７４０万美元，与２０１７年相比，分别

增长２７％和３１４％。但总体上甘肃省入境旅游

人数基数小，且发展不稳定，与甘肃省丰富的旅

游资源和重要地理地位不成正比，还有很大的

提升空间。因此，加强对甘肃省入境旅游的研

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有关学者对入境旅游作出了大量研

究，但研究甘肃省入境旅游篇幅有限，特别是在

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相关研究相对

较少。

针对入境旅游的客源市场研究，国外学者

ＭｙｒｉａｍＪａｎｓｅｎ－Ｖｅｒｂｅｋｅ（１９９５）通过建立旅游者

集中指数、出游指数、比率指数和地理集中指数

等指标体系来研究地区旅游客源国和目的地的

地理特征。ＷｏｌｆｅＲＩ（２００８）在对旅游客源市场

空间结构进行分析的时候提出了旅游引力预测

模型。国内学者南宇等（２０１１）运用旅游客源市

场评价指标体系，从时间、空间、消费结构等方

面，对西北五省区入境旅游客源市场开发进行

了探讨。董文珍等（２０１３）运用地理集中指数、

亲景度、竞争态等指标对甘肃省入境旅游客源

市场进行分析，探索了甘肃入境旅游客源市场

的时空分布规律及整体特征，指出甘肃省入境

市场地理集中指数较小，客源市场比较分散，主

要入境旅游客源市场亲景度差异显著，年度变

化较大且竞争态呈现上下波动态势。高雪琴等

（２０１９）通过对甘肃省入境旅游流流量与流质演

化的特征研究，认为甘肃省整体上旅游流质量

欠佳，流质指数趋于下降。

针对入境旅游受地域差异影响的研究，国

外学者Ｋｓｅｎｉｊａ（２０１２）研究认为，一个国家偏远

地区的旅游资源利用率是远远不够的，偏远地

区的旅游竞争力远远弱于内部地区，研究进一

步提出了偏远地区提升旅游竞争力的相关建

议。Ｊｏｒｇｅ等（２０１５）采用向量自回归的方法，分

析了地区旅游业的影响因素，并且论证了旅游

业在减小地区经济差距、促进区域融合中的起

到了重要作用。国内学者郭晓东等（２０１５）分析

了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间甘肃省入境旅游发展的时空

演变 特 征、空 间 格 局 及 影 响 因 素，提 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甘肃入境旅游由以往以“酒

（泉）、甘（南）”为核心的空间格局，逐渐演变为

以“酒（泉）、兰（州）”为核心的空间新格局。冯

雯等（２０２０）研究认为甘肃、宁夏等受限于地理

位置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普通境外游

客的观光体验，影响境外旅游竞争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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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在以下几点补充和丰富了前人的

研究：（１）采用的数据是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间，期间

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新的数据更能说明

目前甘肃省入境旅游的发展状况；（２）研究范围

更加广泛，从时间、空间、地域差异、入境旅游流

构成、入境消费结构等多个层面研究，更具有科

学性；（３）通过表格、图形来说明研究内容，研究

过程更加直观、易懂。

三、甘肃省入境旅游发展现状

（一）甘肃省入境旅游总体发展情况

近年来，甘肃省旅游业快速发展，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甘肃省国内旅游游客逐年增加，２０１１

年国内旅游人数是５８２６４８万人次，实现国内

旅游收入３３２５７亿元，２０１８年国内旅游人数

已超过３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２０５８２５

亿元，短短 ７年时间，旅游总人次和旅游收入

均增长了近 ６倍。而入境旅游发展却比较缓

慢，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入境旅游人数均在９～１０万

人次之间，２０１４年出现大幅度下降，之后几年

又呈现平稳增加趋势，总体来说，较前几年还

是有所下降。入境旅游给甘肃省带来的经济

效益与国内旅游贡献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

２０１４年之后入境旅游收入基本是国内旅游收

入的千分之一。从人均消费上来看，入境游客

的人均消费能力明显高于国内游客人均消费，

入境游客人均消费基本保持在 １２００～１８００

元，国内游客人均消费还不足７００元。从旅游

人数增长率角度分析，国内旅游人数增长率比

较稳定，近几年均保持在２０％ ～３０％，受到国

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低迷等的影响，入境旅

游人数增长率极不稳定，特别是 ２０１４年较前

几年下降幅度达到５０％左右，但２０１４年以后

又有平稳回升的趋势，恰好在 ２０１３年 ９月和

１０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

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

高度关注，可见“一带一路”倡议给甘肃省国际

旅游事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甘肃省入境

旅游人数中港澳台同胞占比较大，基本保持在

４０％ ～５０％之间，是甘肃省入境旅游的主要群

体，可以成为甘肃省境外旅游开发时重点针对

的方向。

（二）甘肃省入境旅游各地区发展情况

甘肃地缘辽阔，地区差异大，入境旅游的

发展存在着不均衡的现象。根据地域差异和

入境旅游发展情况，可以把甘肃省旅游区域划

分为四个旅游圈：以敦煌为中心的酒泉、张掖、

武威、金昌、嘉峪关为“敦煌文化旅游圈”；以兰

州为中心的兰州、定西、白银为“黄河风情线旅

游圈”；以甘南为中心的甘南州、临夏州为“民

族风情旅游圈”；以天水为中心的天水、庆阳、

平凉、陇南为“华夏祖脉旅游圈”。由数据可以

看出，甘肃省入境旅游主要集中在“敦煌文化

旅游圈”和“黄河风情线旅游圈”，这两个地区

入境旅游对甘肃省入境旅游的贡献在９０％左

右，尤其是“民族风情旅游圈”的入境旅游呈现

逐年增长的趋势，但“华夏祖脉旅游圈”对甘肃

省入境旅游贡献很小，特别是 ２０１８年，仅占

１％左右。

兰州作为省会城市，是甘肃省交通枢纽中

心，大多境外游客都会选择兰州作为甘肃旅游

的中转站，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兰州

集散中心的作用发挥的越发明显，以兰州为中

心的“黄河风情线旅游圈”发展趋势良好，入境

旅游人数增长较快，与“敦煌文化旅游圈”的入

境旅游人数差距越来越小，改变了以往一家独

大的局面。“敦煌文化旅游圈”一直都是甘肃

省入境旅游的主要贡献区域，入境旅游人数远

远高于其他旅游圈，是甘肃省入境旅游当之无

愧的“龙头老大”，但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后，增长速度却有所放缓，这说明“敦煌文化

旅游圈”旅游资源还没有被充分挖掘，没能充

分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甘南州是藏族群众

的聚居地，具有明显的少数名族文化，旅游资

源丰富，异彩纷呈，拥有被誉为美丽神奇、纯净

圣洁、世人仰慕的人间仙境———香巴拉、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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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桑科草原、被誉为“世界藏学府”的拉卜楞

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以甘南为中心的

“民族风情旅游圈”入境旅游发展势头迅猛，

２０１６年入境游客是１６７７人次，２０１８年入境游

客达到１１０５３人次，是２０１６年入境游客的６倍

多，受到甘南州近邻效应的影响，临夏州入境

旅游近年来发展速度也有明显加快。“华夏祖

脉旅游圈”作为甘肃省入境旅游的第四大旅游

商圈，拥有甘肃省独具特色的重要文化品牌之

一的天水市伏羲文化节、道教圣地崆峒山，还

有全球华人及港澳台同胞寻根祭祖的公祭伏

羲大典，拥有众多的自然文化资源，理应为甘

肃入境旅游作出应有的贡献，但是入境旅游发

展很慢，２０１１年以来，在甘肃省入境旅游人数

比例中一直处在较低水平。

总体上说，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甘肃省

入境旅游发展势头有所回升，但是发展仍然缓

慢，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发展不稳定，且

在不同地域间发展差异较大。

四、“一带一路”倡议下甘肃省入境旅游发

展的 ＳＷＯＴ分析

（一）甘肃省入境旅游发展的优势

１自然文化资源丰富独特，备受境外游客

认可

甘肃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位于“丝

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

要门户和次区域合作战略基地，拥有众多的自

然文化资源，有敦煌莫高窟、嘉峪关长城、炳灵

寺石窟、玉门关、锁阳城、麦积山石窟和悬泉置

遗址等７处世界文化遗产，７０００多处古文化遗

址，３３７座各类石窟寺，３６００余公里遗存长城，

近４３万件全省馆藏文物，还有入围“中国最美

六处奇异地貌”之一的张掖丹霞地貌，拥有会

宁县红军长征会师旧址、甘南州迭部腊子口战

役遗址、陇南市宕昌县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

馆、俄界会议旧址和茨日那毛主席旧居、陕甘

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等众多红色旅游景区，全

省共有 Ａ级红色旅游景区８处，形成了 １０条

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甘

肃省重要的地理位置更加凸显，丰富独特的旅

游资源备受国际认可，《孤独星球》公布“２０１７

亚洲最佳旅行目的地榜单”，甘肃省荣登榜首，

《纽约时报》发布的“２０１８全球必去的５２个目

的地”榜单中甘肃省位列第１７位，此为中国唯

一入选省份。

２打造国际旅游特色，旅游产业发展态势

良好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为迎合境外游客

旅游需求，甘肃省整合旅游资源，创新发展模

式，不断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产业，旅游

产业得到迅速发展。２０１７年，甘肃省实施大景

区建设、全域旅游示范、旅游业态创新、全产业

链打造工作，推出了文化研学之旅、温泉养生

之旅、河西走廊摄影之旅等 ２４条冬春旅游线

路，打造了欢乐冰雪游、特色民俗游、边塞观演

游等１０大冬春旅游系列产品，打造“传奇丝

路·壮美河西”、“九曲黄河·奇峡秀水”和

“华夏祖脉·养生福地”三大旅游目的地品牌，

区域旅游整体吸引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构建立体精准营销体系，着力

打造“交响丝路、如意甘肃”旅游主题形象品

牌，不断打造旅游业发展核心竞争力。２０１９

年，甘肃省将着力实施“大敦煌文化旅游圈”和

“河西走廊国家遗产线路”两个具有区域带动

性的重大文旅融合工程。

３积极搭建对外交流平台，助推入境旅游

发展

甘肃省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

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搭建对外交流

合作平台，国际地位与日俱增。甘肃省旅游产

业可以通过众多的对外交流平台推向全世界，

比如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经过多年

持续性打造，已经成为甘肃省对外交流的重要

开放平台，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稳步提升，成

为甘肃乃至中国旅游的一张国际性名片。丝

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是“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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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重要载体，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人文交

流合作的战略平台，是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

家开展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天水伏羲

文化旅游节是中国“最具发展潜力十大节庆”

活动之一，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和甘肃华夏

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是全球华人及港澳台同

胞寻根问祖的圣地。

（二）甘肃省入境旅游发展的劣势

１抵御国际风险的能力不够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促进了沿线

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但是也带来了政治、安全、

经济等方面的风险。国际形势依然还很严峻，

而甘肃省入境旅游对国际环境的依存度很高，

在抵御国际环境影响的能力上还明显存在不

足，容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低迷的

影响，入境旅游发展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２地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甘肃省入境旅游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走

廊仍然一枝独秀，占甘肃省入境旅游的绝大部

分份额，但是没有很好的发挥出对周边地区的

辐射作用，对周边地区旅游的发展带动较差；

以兰州和甘南为中心的中部地区近年来有所

起色，但是没有形成明显的区域优势；以天水

为中心的陇东南地区入境旅游发展微乎其微，

对该地区的特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不足，没有

形成区域特征。这种地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将直接影响甘肃省入境旅游的整体发展与

布局。

３国际旅游专线发展缓慢

数据分析可见，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中民航

占比较大，在长途交通外汇收入中占比达６０％

以上，而铁路和汽车占比不足４０％，境外游客

一般都会选择航空来甘肃旅游，又由于甘肃缺

少大型国际机场，国际飞行线路较少，且费用

一般较高，直接影响了甘肃入境旅游的发展，

表明了游客在公路铁路上选择较少，交通不够

便利，相应的外汇收入也较少。另外，甘肃省

的旅游资源分布比较分散，连接各大景区的铁

路不发达，站点有限，有些景点间还没有铁路

相通，且公路路况较差，难以大规模的发送旅

客，很多境外游客只能选择旅行团或是自驾

游，这给境外游客的选择较少，不方便出行

规划。

４旅游业态发展仍然不足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境外游客的消费大

多都花费在交通、住宿、餐饮等几方面，属于基

本旅游消费支出，而其占比却在消费总支出的

５０％以上，而花费在非基本旅游项目如游览、

娱乐、商品销售等上面的消费支出却很少，占

比不足３０％。入境游客在交通方面平均消费

支出较大，在游览娱乐方面的人均支出偏少，

从商品销售支出可以看出，入境游客有一定的

购买愿望，但是并不强烈，从住宿餐饮平均消

费支出方面可以看出，入境游客对星级宾馆的

消费喜好较低，在甘肃停留时间较短。

以上数据分析说明甘肃省旅游产业结构

单一，旅游资源开发不足，文化旅游资源缺乏

深层次的整合开发，大多数的景区还处于传统

的自然发展状态，旅游产品仍旧是单一游览观

光的初级开发状态，没有形成规模化、有特色

的旅游文化产业，也没有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

的文化旅游产品，只是依靠初始状态的旅游地

历史文化内涵来吸引境外游客，缺乏对国际化

市场的旅游发展战略，导致甘肃旅游存在可容

纳游客较少、游客游玩时间相应较短、平均花

费较少的问题，阻碍了甘肃旅游品牌的打造，

也限制了游客大规模地进入，不利于甘肃入境

旅游产业的发展。

５旅游管理和国际性宣传推介不足

甘肃省旅游资源实行多头管理，有 ３５处

省级以上景区资源隶属省直部门，莫高窟、麦

积山石窟等 ７个文物类景区由省文物部门管

理，兴隆山等 ２３个自然类资源由林业部门管

理，有５个景区分属水利、农垦部门管理，麦积

山景区由文物和林业两个省级部门管理，各个

景区之间不能统筹规划资源，难以整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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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偏低，地区间差异较

大，旅游市场营销时并没有把网络充分利用到

宣传拓展旅游市场之中，没能形成知名国际化

的旅游品牌。甘肃旅游整体的信息平台建设

不够完善，全省电子地图、卫星导航设备程度

低，旅游资源共享、旅游市场信息发布、旅游交

通状况和网上售票、住宿预约等旅游信息方面

还不能完全满足游客的需求。旅游企业运营

仍旧是主要为传统方式，缺少现代化的技术，

在对外推广和市场营销上比较滞后、力度不

够，在国际上的旅游推介不足，虽然几年来逐

渐重视海外的宣传，但是宣传力度还有待进一

步提高，没有充分利用敦煌这一世界性的名片

提高甘肃省整体的对外知名度。

（三）甘肃省入境旅游发展机遇

１历史机遇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甘肃省作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地段，其重要作用在国

际上不断提高，旅游资源备受国际媒体关注，

２０１７年，甘肃省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热度明

显提高，被国际权威旅游指南《孤独星球》评选

为亚洲十大最佳旅游地第一名，在 ２０１８年全

球著名媒体《纽约时报》发布的“２０１８全球必

去的５２个目的地”榜单中甘肃位列第 １７位，

为中国唯一入选的省份。“一带一路”倡议提

高了甘肃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为甘肃旅游强省

建设带来重大历史机遇。

２市场机遇

２０１６年起，甘肃文旅开始实行海外推广战

略，以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主流媒体为首，建立起英文、日

语、韩语、俄语、阿拉伯语和繁体中文六种语言

页面，打开国际旅游市场，为甘肃海外推广奠定

了基础。甘肃旅游局先后参加国家旅游局组织

的２０１６印度“中国旅游年”开幕式、“美丽中

国—２０１６内地旅游（港澳）嘉年华”、赴澳新“美

丽中国—天下黄河”、赴印尼、马、新“美丽中

国—古老长城”、第１１届海峡两岸台北旅展等

系列旅游推广活动，牵头组织丝绸之路旅游推

广联盟成员单位赴德、法、英开展“丝绸之路推

广活动”，自组团赴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俄罗

斯、捷克、匈牙利举办甘肃旅游宣传推广活动。

２０１９年春节期间，甘肃以民俗文化和智慧旅游

等为特色主题，积极布局国际前沿媒体，进行线

上广告投放和集中曝光，通过路透社、ＢＢＣ、Ｔｉｍｅ

和ＣＮＮ等媒体重点投放到欧美、港澳台、马来西

亚和新加坡等市场，并将与路透社合作试水，在

其官网搭建甘肃Ｍｉｎｉ－ｓｉｔｅ英文网页，向全球关

注者介绍甘肃形象、旅游路线、美食和国际旅游

节四个板块的内容。

３政策机遇

２０１０年５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进一

步推进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

甘肃省的全方位发展给出了一些优惠政策，其

中就有要加大对甘肃省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

投资补助。甘肃省政府一直将旅游业的发展放

在核心地位，２０１３年，甘肃省委省政府制定了

《甘肃省贯彻落实中央“一带一路”大战略总体

方案》，明确提出了要加快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

甘肃黄金段的战略定位。２０１７年，甘肃省共建

设旅游项目１１６２个，总投资３９４７０２亿元，并积

极争取到国家旅游局旅游发展基金补助，省旅

游发展专项资金向市州安排 ３８８０万元旅游基

础设施项目补助。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委省政府出台

《关于加快建设旅游强省的意见》，并提出要推

动甘肃旅游业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不断加

快旅游强省建设。

（四）甘肃省入境旅游面临的挑战

１入境旅游客源被周边省份分流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甘肃省入境旅游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入境旅游客源仍然很

少，甘肃省旅游资源与西部其他省份旅游资源

相似，特别是与陕西和宁夏两省旅游资源同质

化严重、相似性过高、区分度较低，导致入境旅

游游客在一定程度上被周边省区分流，另外相

较于陕西，甘肃省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薄

弱，地理位置偏远，也是客源被分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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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生态环境面临失衡危险

甘肃省地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

高原三大交汇地带，自然环境基础差，环境保护

和治理投入不足，由于过度开发，导致近年来大

气和水体污染、植被破坏、耕地缩减，直接导致

沙尘暴、泥石流、山体滑坡、草原退化、失常气候

增多等生态气象灾害频发，比如祁连山局部生

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舟曲特大泥石流等。另

外，随着甘肃省旅游的发展，也给生态环境带来

了新的压力，在一些景区内垃圾成堆、人为破坏

严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入境游客的观光体验。

五、甘肃省入境旅游发展对策建议

甘肃省作为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

节点省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旅游资源富集

度位居全国第五，将再次担起经济、文化和旅游

事业的外交发展旗帜，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

重要文化载体，应该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

主动创新发展模式，拓宽境外旅游市场，促进入

境旅游的快速发展。

（一）打造国际旅游圈，形成具有甘肃特色

的国际旅游品牌

甘肃省要抢抓“一带一路”倡议重大机遇，

整合省内优势旅游资源，盘活旅游产业，打造特

色国际旅游线路和品牌，形成“西北地区飞跃发

展、中部地区协调发展、东南地区跟进发展”的

全新局面，“以点带线连面”协调发展，以促进全

省入境旅游的快速协调发展。以敦煌为中心，

加快“大敦煌文化旅游圈”和“河西走廊国家遗

产线路”等重大文旅融合工程建设。建设以兰

州为核心的“黄河风情线旅游圈”，纳入兰州新

区、白银、定西等地的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旅游

圈旅游业态，做强做大境外旅游品牌，增强竞争

力与吸引力。以少数民族文化为特点，充分发

挥自然景观优势，以甘南州为中心，携手临夏州

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风情旅游圈”。发挥

陇东南旅游联盟作用，整合区域内文化旅游资

源，以寻根祭祖为主线，共同打造“华夏祖脉旅

游圈”，以弥补陇东南地区的入境旅游短板。

（二）通过吸引在国内的留学生，开发甘肃

境外旅游客源

２０１８年在中国留学的留学生达到５０万人

左右，预计今后将以１０％的速度增加，这是一个

很大的来甘肃旅游的境外市场，甘肃省应充分

利用这一群体的蝴蝶效应，出台政策支持，提高

服务能力，对在华留学生开展相应的旅游促销

活动，吸引留学生来甘肃旅游，让他们亲身感受

甘肃的自然文化资源，运用他们对甘肃的口碑

向其国内其他人作“义务宣传员”，引发良好的

市场效应，扩大甘肃在国际旅游市场的竞争力

与知名度。

（三）提升交通运输能力，打造境外旅游

专线

发展旅游业要与推动交通运输融合发展，

受甘肃省东西地域狭长的制约，应大力发展空

运能力，合理规划建设兰州国际航空港，充分发

挥西北旅客集散中心的作用，积极开辟兰州至

日韩、港澳台，中西亚等国际和地区航线，切实

为境外游客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还应大力发

展高铁建设，改善高速公路路况，在各高铁站、

火车站、景点间开通旅游专线、旅游直通车等客

运业务，全力构建公路、铁路、航空和水运全方

位立体交通网络，改善各景点间交通状况，使境

外游客在甘肃省内旅游更加便捷，各景区之间

往来更方便，节约旅游时间成本，提高交通的快

捷性。

（四）通过吸引外商投资，推动旅游设施标

准国际化

甘肃省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缺少大型重工

企业支撑经济，文化旅游业已发展成为甘肃省

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发展旅游业对于甘肃省

来说，既留住了青山绿水，又能助推精准扶贫

力度，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甘肃省旅游设施

相对落后，制约了入境旅游的发展，应积极引

进外商投资旅游产业，在投资主体、旅游产品、

旅游服务、旅游接待设施、客源结构等方面加

大国际化步伐，积极构建国际化的旅游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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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标识、旅游咨询服务、旅游紧急救援系统

等，不仅能够吸收外资，推动旅游设施标准国

际化，还可以学习到国外先进的旅游管理模式

和理念。

（五）借助对外推介平台，抢占境外旅游市

场份额

甘肃省应该面向不同的境外市场打造几款

具有甘肃文化特色的宣传片、微电影等，借助众

多省内对外推介平台、国际会议等，依托境外知

名旅游企业设立旅游营销推广中心，通过网站、

直播平台、影视剧、真人秀和媒体通讯社等传播

平台，大力宣传甘肃省文化旅游圈的建设，分享

甘肃省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独特的地形地貌

风景资源，吸引境外游客关注和参与甘肃省文

化旅游。甘肃省夏季气候凉爽宜人，是游览避

暑的好地方，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条件，建设国

际避暑度假旅游区，在境外游客比较关注的旅

游信息排名网站上发布甘肃旅游信息，通过在

夏季举办各类国际性节会展会时在避暑度假旅

游区设立分会场，让境外游客充分感受甘肃夏

季的舒适温度，还可以在各大国际机场、高铁站

等人口密集的地方打出如“冬去海南旅居、夏来

甘肃避暑”的标语，让更多的境外游客了解甘

肃、走向甘肃、向往甘肃。

　　（摘自《兰州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张雅丽／摘编　井虹／校）

作者简介：史晓寰，兰州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

（上接第５页）稳健康发展。统筹灾后重建和生

态搬迁，加快陇南等地暴洪灾害住房重建和避

让搬迁。推进县城补短板强弱项，大力提升公

共设施服务能力。

（四）聚焦投融资体制改革，全面促进民间

投资健康发展

１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坚持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稳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混

改质量，发挥混改效能，消除所有制歧视，在要

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

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促进形

成更加便利可靠的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各类产

权，打破制约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

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２全力促进民间投资。改善营商环境上发

力，坚决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加大“精准招商”

力度，大力推广“不来即享”机制和做法，确保惠

企政策一体落实，为民营企业创造公平、透明、法

治的发展环境。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科

教文卫、高新产业等投资领域。进一步放宽市场

准入门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保护民间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民间投资领域健康快速发

展。建立吸引民间投资重点领域项目库和 ＰＰＰ

项目信息监测服务平台，健全向民间资本推介项

目长效机制，研究并推动成立民间投资基金等，

撬动民间资本投入基础设施、民生、扶贫补短板

等重大项目，力促民间投资稳定增长。

３创新投融资机制。依托“甘肃信易贷”

搭建全省融资平台，开创新的投融资模式，将政

府投资和社会融资有机结合，为重大项目建设

提供资金保障。加大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模式（ＰＰＰ），探索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

基金（ＲＥＩＴｓ）盘活存量资产，扩宽社会资本投资

渠道，吸引更专业的市场机构参与运营管理。

　　（摘自《甘肃高质量发展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张雅丽／摘编　沈凯心／校）

作者简介：杨永，甘肃省经济研究院宏观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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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甘肃草产业发展的对策研究

　课题组

　　草产业是技术密集型大产业，兼具经济效

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是现代农业经济发展

的重要方向。甘肃省自２０１２年制定出台《关于

加快全省草产业发展的意见》，启动草业大省和

草业强省建设以来，全省牧草种植规模持续扩

大，生产能力显著提升，打造形成了特色鲜明的

牧草优势产业区和产业带，草产业大省地位初

步形成。为进一步推动甘肃省草产业发展，加

快打造草产业强省，本课题就甘肃省草资源分

布情况、草产业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措

施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具体建议。

一、甘肃草资源分布情况

甘肃位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

原的衔接地带，跨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高

原气候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样的气候条件

孕育了丰富的草地资源，为草品种培育和草种

生产提供了良好基础。全省草资源主要分布

在甘南高原、祁连山地及北部的荒漠、半荒漠

沿线，主要为天然草原、人工草地和草种质资

源三类。

（一）天然草原资源分布情况。全省天然草

原面 积 ２５６７５８万 公 顷，占 国 土 面 积 的

６０２９％，占全国草原面积 ３９３亿公顷的

６５４％，居全国第 ５位。草原面积比重最高的

是酒泉，占５１０６％，其次为甘南和张掖，分别占

１０７２％和１０５４％。酒泉草原面积是其耕地面

积的 ８１６８倍，甘南为 ４１２３倍，张掖为 ９９３

倍。根据我国草原分类系统，全省草原可划分

为１４个草地类，１９个草地亚类，４１个草地组，

８８个草地型。

（二）人工草地资源分布情况。甘肃省是种

草大省，人工种草历史悠久，２０１８年全省人工草

地保留面积２２３５５４万亩，仅次于内蒙古，居全

国第２位。多年生牧草保留面积１７５０８４万亩，

主要以苜蓿、红豆草、披碱草为主，其中苜蓿留

床面积１１２５万亩，居全国第１位。一年生牧草

主要以燕麦、黑麦、箭薚豌豆、饲用玉米、饲用高

粱为主。近年来全省种草规模持续稳定在

３５—４０万公顷，其中在金昌、张掖、酒泉等河西

灌区形成了优质苜蓿和燕麦商品草种植产业

带；在白银、定西、庆阳等黄土高原区形成了以

青贮玉米、苜蓿、燕麦为主的草畜一体化产业

带；在岷县、通渭、安定等定西南部地区形成了

以岷山猫尾草、岷山红三叶、甘肃红豆草为主的

特色牧草种植产业带；在天祝、合作、夏河、玛曲

等高寒牧区形成了以燕麦、黑麦为主的饲草基

地种植产业带。

（三）草种质资源分布情况。甘肃省是草种

质资源大省，牧草种质资源居全国之首，有“草

地资源博物馆”之称。全省种子植物近 ３８６７

种，分属２０３科９９３属，其中牧草种类共有１５４

科７０６属２１２８种。在８８个草原类型中，以经济

价值最为突出的禾本科为建群种组成的草原型

就有３２个，占草原型总数的３６３６％。主要分

布在四个区域，其中河西温带干旱区：指祁连山

北麓，包括武威、张掖、酒泉、白银、金昌和嘉峪

关地区，草种资源以耐寒凉及耐极干旱的荒漠

灌丛植物为主。中东部黄土高原温带半干旱

区：包括庆阳、平凉、定西、白银、兰州等地，草种

资源主要以大针茅、克氏针茅、长芒草、糙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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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冷蒿、沙蒿、百里香等为主。甘南高原高寒

湿润区：以甘南州为主，草种资源有蒿草类、早

熟禾类、羊茅类、针茅类、披碱草类、苔草、雀麦

类等。陇南山地暖温带湿润区：包括陇南、天水

地区，主要以羊草、无芒雀麦、早熟禾、长芒草、

隐子草、歪头菜、地榆为常见类群。

二、甘肃草产业发展现状

（一）牧草种植面积多年稳定。２０１８年全

省人工种草多年生牧草保留面积 １７５０８４万

亩，主要以苜蓿、红豆草、披碱草为主，其中苜蓿

留床面积１１２５万亩。一年生牧草当年新增４８５

万亩，主要以燕麦、黑麦、箭薚豌豆、饲用玉米、

饲用高粱为主，燕麦种植面积９２５万亩。

（二）商品草效益逐步提升。全省商品草种

植结构持续优化，形成了以苜蓿、燕麦、饲用玉

米等为主的商品草生产体系，建成了一批商品

草生产基地，特别是河西灌区苜蓿商品草基地

的苜蓿干草品质总体达到国家１级标准。２０１８

年全省商品草留床面积４１９０６万亩，其中苜蓿

２３０９万亩，占５５１０％；饲用玉米１１７万亩，占

２７９２％；燕麦 ５１７６万亩，占 １２３５％；饲用高

粱１０３５万亩，占 ２４７％。全省苜蓿商品草生

产达到１２９万吨，５０％的草产品销往外省。

（三）市场主体发展迅速。２０１８年全省草

业生产经营企业２７６家（含合作社１４０家）。草

业生产能力３２１５万吨，实际生产量２８８７５万

吨，销售量２２７８万吨。其中生产能力２０万吨

以上企业１家，１０—１５万吨２家，１—５万吨３０

家。产品主要为草捆、草颗粒、草粉和裹包青

贮，分别为２３６２９万吨、１３３５万吨、１６７万吨

和３７４４万吨。

（四）草种业增长较快。２０１８年全省种子

田面积４２０５万亩，种子产量２９３万吨。从区

域看，种子田主要分布在庆阳、白银、定西、酒泉

４市，面积为 ３５３１万亩，占全省总面积的

８３９７％。从品种看，主要有苜蓿、燕麦、黑麦、

披碱草和箭薚豌豆，地方品种有甘肃红豆草、岷

山红三叶和猫尾草等。其中，紫花苜蓿种子田

面积为３０５６万亩，占总面积的７２６８％，种子

产量为０８２万吨；燕麦种子田面积为５３万亩，

占总面积的 １２６０％，种子产量为 １０４万吨。

全省共建成草种业试验示范基地９３个，其中省

级８个、市级１３个、县级７２个，推广示范面积

１０４５万亩。全省草种生产营销企业６０家，其

中生产企业３２家，自有专业种子田３万亩，每年

向国内外市场供种２万吨左右。

三、甘肃草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

挑战

（一）草原退化总体势头尚未得到根本性遏

制。全省大部分为干旱草原，约４８％的天然草

原年降水量在２５０—４００毫米，３７％的在２５０毫

米以下，约４５％的天然草原因受热量不足，牧草

旺长期仅为１—５个月，草原生态非常脆弱，破

坏后自然恢复周期长。尽管经过多年治理，全

省局部治理区草原生态退化趋势减缓，但整体

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性遏制，沙化草原面

积逐渐扩大，水源涵养能力减弱，水土流失加

剧，干旱、沙尘暴、泥石流、鼠虫害等多种自然灾

害频繁发生，严重威胁草原生态系统和畜牧业

可持续发展。

（二）草原保护与建设投入严重不足。近年

来，虽然全省加大了草原治理投入力度，实施了

一批草原保护建设项目，但总体投资水平仍然

较低，在生产加工、畜种改良、防灾保畜、人工草

地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欠账较大。比如，据估

算，甘南州天然草原平均每亩年生产价值约１４０

元，水源涵养价值８６８３元，碳汇价值８５２元，

释氧价值６１２元，年综合价值达２４２元／亩，而

现行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禁牧补助为 ２１６７元／

亩，仅为综合价值的８９５％。

（三）草原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依然突

出。一方面，全省草原生态比较脆弱，容易遭到

破坏，且破坏后治理难度非常大；另一方面，全

省草原地区大多为相对贫困地区，发展任务艰

巨，靠天养畜、超载过牧仍是大部分牧民当前主

要的生产方式和增收渠道，目前全省草原牲畜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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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载率达１０６％，超载过牧导致植物群落结构

中优质牧草下降，狼毒、马先蒿等毒杂草比例上

升，加剧了草原退化。

（四）牧草产业特别是草种产业发展严重滞

后。甘肃省虽是草资源大省，但却是草产业弱

省，草种业发展严重滞后、牧草产品整体质量

差、市场主体小弱散，饲草添加剂生产关键技

术、草业机械制造产业和高端产品缺乏。比如

目前甘肃省绝大部分草种仍属于半野生植物，

人工选育水平低，导致产品产量低。还有牧草

产品整体质量差，８０％以上的苜蓿草产品粗蛋

白含量在１４％—１６％之间，５０％以上的粗蛋白

含量达不到二级标准，特级苜蓿干草几乎没有。

规模以上企业少，年产值百万元以下的占９０％。

同时，牧草种子严重依赖进口，２０１８年全省进口

草种５０３７８吨，是２０１４年进口量的近１０倍。

（五）推动牧草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尚不健

全。草原征占用审批制度、草畜平衡制度、基本

草原保护制度、草原载畜量测定、草原有偿使用

制度、草原使用权流转等制度的落实还不到位，

地方性配套办法尚不健全。草原资源监测、生

物灾害预警与防治、生态修复和利用等装备和

手段落后，建设投入不足。县以下机构改革后

从事草原工作技术人才严重匮乏。

四、甘肃发展草产业的战略意义分析

作为甘肃省优势产业，草产业的健康发展对

建设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实现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黄河流域甘

肃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甘肃草原生态系统在国家西部生态安

全屏障建设中的地位极其重要。草原是甘肃面

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占农田、草原和森林等

三大绿色植被生态系统的６０８％，在生态系统

中居于主体地位，草原生态系统在维持生态有

序健康运行方面的地位和功能具有不可替代

性。目前全省形成了三大草原生态功能区。一

是青藏高原高寒草原水源涵养区。以甘南、祁

连山地为主，是黄河重要支流以及石羊河、黑河

等内陆河的发源地和水源补给地，其中黄河干

流玛曲段年补充地表水量２７１亿立方米，占黄

河甘肃段总补水量的４０％，有黄河蓄水池之称。

二是河西荒漠草原沙尘源屏障区。该区域荒漠

化草原所占的比重较大，是维系河西地区生态

功能的安全防线和阻挡沙尘的绿色屏障，以民

勤县为楔子阻止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会

合，阻挡沙漠隔断河西走廊。三是中东部黄土

高原干旱草原水土流失保持区。黄河流域大量

泥沙来自其一级支流渭河，每年输入黄河泥沙

５８亿多吨（其中３０９亿吨来自泾河），约占黄

河泥沙总量的１／３。而渭河的泥沙主要来自北

岸的甘肃黄土高原地区，以泾河及渭河上游的

天水、平凉、庆阳段最甚。临夏、白银、定西也是

黄河流域内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其

中仅临夏段年土壤侵蚀总量约为３１００万吨。

甘肃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境内草原是保持

水土、维系生态系统稳定的主要植被，保护草原

资源，发展草产业是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维持区

域生态系统平衡、建设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的重要举措。

（二）发展草产业可有效解决畜牧业对饲料

粮的依赖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我国粮食安全压

力。当前，我国日益增长的家畜饲料正在严重威

胁我国粮食安全。据有关部门预计，２０３０年我国

人口将达到峰值１４５亿人，谷物需求将达到７１

亿吨，新增谷物需求中６０％以上是动物饲料需

求。发展草产业，增加饲草供应量，可大幅减少

动物饲料对谷物的依赖和消耗。同时，当前我国

牛羊肉产量只占肉类总产量１５％，而发达国家一

般都在５０％以上。据测算，我国草食家畜肉类的

比重每提高５个百分点，可节约粮食大约１４００万

吨，大约是０３７亿亩耕地的粮食产量。在肉类总

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假如我国牛羊肉产量占肉类

总产量达到５０％，可节约粮食９８００万吨。

实施“稳粮扩草、藏粮于草”战略，大力发展草

地型畜牧业，一方面可降低饲料粮用量、优化粮食

结构；另一方面可恢复草原生态、提高农田质量，逐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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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改善群众膳食结构，有效缓解人畜争粮的矛盾。

（三）发展草产业可极大促进生态环境改善

和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氮肥是全省用量最

大的肥料，从１９８７年起，氮肥以平均每年０９１万

吨的速度增加，３０多年共增加了２６３７万吨，化

学肥料的大量使用导致土壤退化、环境问题突

出。研究表明，牧草产业不仅能够有效拓展粮食

增产空间，还能改良土壤，提高肥力。比如，耕地

实施粮草轮作后，土壤有机质含量可提高２０％左

右，根据中国工程院任继周院士研究团队的研究

显示，实行粮草轮作，可使光能利用率、土地利用

率、水利用率分别提高２８％、３３％和１４％—２９％，

生物产量增加 ３６％，粮食产量可提高 １０％—

１８％。我国现有约１３２８亿亩的中低产田，若逐

步实施草田轮作、间作、套种的措施，以２０１９年我

国粮食作物单产３８１公斤／亩为基准，按每亩增产

１５％计算，至少可增加粮食７５９亿公斤（大约相当

于近２亿亩耕地的产量）。同时，实施粮草轮作，

还可收获大量优质牧草，按每亩生产牧草饲养２

个羊单位，每个羊单位１８公斤肉计算，可增加畜

产品４７８１亿公斤。

大力发展草产业，实行粮草轮作，可以加快

推进改良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农田，防止水土

流失和土地荒漠化，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对提高

粮食产量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四）草产业完全可以打造成为甘肃“独一

味”的特色优势产业。甘肃省草原资源丰富，具

备大面积饲草种植以及天然放牧、大中小型集

约化养殖的绝佳条件，同时牧草产业链条长、附

加值高，市场空间和经济价值巨大。

比如，苜蓿高效利用与精深加工产业，苜蓿

直接用作饲料的利用率只有２０％—３０％，而深

加工后利用率可达６５％—８０％，深加工１万吨

鲜苜蓿，就可生产叶蛋白３００吨、膳食纤维２４０

吨、干草饼２０００吨、苜蓿绿素油０３吨，总价值

近９００万元，是鲜苜蓿市场价值的７倍。澳大利

亚西部生物工程公司还从苜蓿中萃提出了 β胡

萝卜素，市场价格在 ９００—１０００美元／公斤，叶

绿素价格在３００—５００美元／公斤。还有我国牧

草机械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大部分依赖进口，国

产替代的空间和前景巨大。

甘肃省草业科学研究走在全国前列，兰州

大学的草学学科是 Ａ＋类学科，排名全国第一，

学科有２位工程院院士，还有我国草学唯一的

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实力雄厚。应依托甘肃

省科研基础优势，加大对草业机械及草产品深

加工研究方面的投入，争取占领草产业创新高

地，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五、甘肃发展草产业的对策建议

坚持全产业链发展思路，大力实施优质草

种繁育基地建设工程、优质饲草基地建设工程、

草地畜牧业示范基地建设工程、草业良种工程。

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依托不同地域资源禀赋，打造独具特

色的草产业示范区和发展模式。在全省不同生

态类型区建立示范样板，创建粮、草、畜、经多产

业功能互补、相互支撑的综合性生态草食畜牧

业示范区，并探索不同地域草业全产业链发展

模式，推动草地农业生态系统高效、健康、可持

续发展。

一是打造河西干旱区山地绿洲荒漠粮草耦

合生态示范区，探索河西走廊生态化与规模化

草业发展模式。河西走廊地势平坦、土质肥沃、

饮水灌溉条件好，且地处中纬度地带，海拔较

高，热量不足，昼夜温差大，作物生长季节气温

偏高，有利于种植饲草料作物，适宜发展规模

化、集约化饲草种植模式。建议以标准化和科

学化为指导，兼顾生产与生态，充分利用水、光、

热、肥等资源，大规模选种苜蓿、燕麦、青贮玉

米、高丹草等产量和营养价值俱佳的饲草品种，

利用喷灌、滴管、水肥一体化管理措施，降低化

学肥料使用量，改用有机肥料，并采取多品种混

播或搭配种植及物理除杂、生物防病防虫等防

控病虫毒杂草，提高饲草品质，逐步将河西地区

打造成为辐射青海、西藏、新疆等地区的区域性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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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灾保畜饲草供应基地，重点保障以上地区冬

春饲料供应。

图１　河西走廊生态化与规模化草业发展模式

二是打造甘南草原生态旅游示范区，探索

草原生态型草畜牧游综合发展模式。坚持以

草定畜，加强草场利用和管理，逐步提高草原

生态补奖政策禁牧补助和草畜平衡奖励标准，

并采取季节轮牧、草场划区轮牧等方式，严防

超载过牧，减轻草场放牧压力，力促草畜平衡

发展。打造地方绿色有机畜产品品牌，发展高

端畜产品生产。大力发展草原旅游业，通过旅

游带动地方高端畜产品消费和宣传，不断提高

知名度。

图２　甘南草原生态型“草畜牧游”综合发展模式

三是打造黄土高原粮草畜复合生态示范

区，探索山地草畜循环发展模式。甘肃黄土高

原沟壑纵横、山谷众多、地块狭小，不适宜大型

机械化操作，加之雨水稀少，应以饲草种植为

主，推动地域畜牧业发展。在山谷高地、狭小破

碎地块种植放牧型多年生牧草，减少频繁耕作

导致的水土流失。同时，将放牧家畜粪尿自然

归田，增加土壤肥力。河谷低地选种一年生饲

草，制作干草或青贮，用于补饲家畜养殖。还可

利用家庭牧场、联营合作社发展模式，发展饲草

种植、家畜养殖、中小规模畜产品加工等产业，

打造山谷畜产品品牌。

图３　黄土高原山地草畜循环发展模式

（二）以延链、补链、强链为抓手，全力推动

草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将草产业按照全产业链

划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三个方向。一是上游着

眼提升草种育种能力，大力发展草业育种产业。

依托我省草业科学研究优势，重点做好农机与

农艺配套、种子处理、相关基因分子标记、优良

基因发掘应用、基因组成、应用分子技术抗性改

良及生物器功能等方面的研究开发。特别是力

争在苜蓿等主要草种的种子包衣技术和转基因

育种技术领域取得局部突破，提升甘肃省草种

育种技术创新能力。二是中游着眼提高牧草品

质，加快推动草产业技术研发创新。大力发展

高水分苜蓿青贮饲料的调制技术，加快引进研

发高效饲草防腐添加剂（如优良乳酸菌菌种的

筛选、高活性乳酸菌粉剂化生产关键技术和设

备等）。做好牧草机械技术的追踪和创新、牧草

机械关键材料及牧草机械适应性的研究，引进

发展适合不同生产环节的牧草生产设备制造企

业。三是下游着眼牧草高效利用，大力发展牧

草精深加工产业。加快发展针对不同畜禽（反

刍动物、单胃动物、禽类）的牧草栽培及加工利

用技术，特别推动实现苜蓿生产上的茎叶分离，

做到牧草产品的精细分类、精深加工。加快引

进研发牧草中提取蛋白质、膳食纤维、叶绿素、

不饱和脂肪酸、β胡萝卜素等技术，并做好精深

加工产品在饲料业、食品业和医药业中的应用

研究和技术推广。

（三）培育壮大草产业市场主体，引领带动

草产业快速发展。一是把培育壮大龙头企业作

为构建完整产业体系的核心，做大做强本土草

产业企业，引进培育一批草种育种、草产业机械

制造、精深加工等草产业龙头企业。引导发展

以林草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为龙头、专业合作组

织为纽带、林农和种草农户为基础的“企业 ＋合

作组织＋农户”的草产业经营模式，打造现代草

业生产经营主体。二是支持草种培育和精深加

工龙头企业提升产品研发、精深加工技术和装

备能力，助推草产业由初级加工（下转第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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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甘肃省特色农业产业

发展现状和模式

　　王新右在《甘肃农业》２０２１年第２期撰文指
出，甘肃各地在脱贫攻坚进程中因地制宜发展

“牛羊菜果薯药”六大特色农业产业，探索形成

了“庄浪模式”“宕昌模式”“舟曲模式”“环县羊

产业发展模式”“马铃薯全产业链模式”“广河

县种养循环农业模式”等一批产业发展促农增

收的典型模式，带动甘肃农业产业步入了现代

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快车道。文章还对

特色农业发展进行了展望：１．继续做好特色产
业培育，不断完善农业特色产业体系；２．不断完
善利益联结机制，着力增强经营主体带动能力；

３．打造“甘味”品牌，持续加强农产品产销对接；
４．强化风险防范，扎实推进农业保险工作。

关于甘肃省“数字政府”建设

发展的一些思考

　　秦遇龙等在《甘肃高质量发展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１期撰文指出，立足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以建设“数字政府”为突破口，以改革创新

为根本动力，建立大数据驱动的政务信息化服

务新模式，推近信息资源整合和深度开发，促进

政务信息共享共用和业务流程协同再造，高标

准谋划建设甘肃省“数字政府”；以规划为引领，

以政府服务能力提升为驱动力，促进甘肃省数

字化治理水平持续提升，构建以数据为核心的

协同社会治理体系；以战略性产业发展为核心，

以“制度创新 ＋技术创新”为推动力，构建城市
大脑与产业大脑双轮驱动模式，实现“一网通办

、一网统管、一网兴业”的目标；通过“数字政府”

带动数字经济与数字社会发展，形成三者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设有机、协调、统筹发展

的“数字甘肃”。在建设过程中需要进行深度调

研、规划先行、完善机制、统筹推进、突出重点、

重视效果。

甘肃省十大生态产业技术情况分析

　　李建伟等在《甘肃科技》２０２１年第 ２期撰

文，对《甘肃省十大生态产业技术引进指南

（２０２０年版）》和《甘肃省十大生态产业省内技
术信息服务指南（２０２０年版）》的技术需求、专
利布局、优势机构等重点内容进行梳理分析，

研究发现，甘肃省十大类生态产业呈现出以下

两个特征：一是从专利申请量和优势机构分布

分析来看，甘肃省文化遗产保护、特种固体润

滑和防护材料等新材料、预防用疫苗关键技

术、有机营养枕、乏燃料后处理、重大文化遗产

数字化、石化通用装备、自动飞行控制系统等８
个技术领域在国内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二

是甘肃省７０％左右的优势团队、平台、优势企
业集中在兰州市，３０％左右分布在其他 １３个
市州。

甘肃省城镇化和区域发展问题

调研建议的报告

　　省政府参事室调研组 在《甘肃参事》２０２０
年第６期撰文指出，我省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
展的主要问题：主动城镇化动力不足，结构性失

衡问题比较突出；整体规划缺乏、结构性矛盾突

出；城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市民化进程缓

慢；产业基础薄弱，城镇化就业支撑不足；省会

城市经济首位度不高，对全省区域发展的引领

带动作用较弱；区城发展的动力、活力和协调性

有待进一步增强。对策建议：１．统筹规划建设
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区；２．着力打造以兰西城
市群兰白都市圈为核心的增长极；３．以外延扩
容推动兰州城市空间能级拓展；４．加快升级河
西走廊生态经济带；５．积极培育陇东陇南新的
经济增长点；６．积极推进县域城镇化建设；７．规
范发展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８．完善新型城
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９．科学有序推
进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发展。

以甘肃为例的区域产业高质量

发展内涵与评价测度

　　朱锦强等在《社科纵横》２０２０第１０期撰文
指出，对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解，评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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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体系的构建以及分析测度有助于更好地推

动区域发展。对类似甘肃这样的欠发达地区，

要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就更要关注区域产业

高质量发展状况。实证发现，２０１２年以来，甘
肃省各市州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

趋势，但各市州间的不平衡、不充分性依然很

大。甘肃省各市州应紧抓新时期国家战略和

政策实施机遇，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发展趋势，注重绿色发展，切实推动区域产

业高质量发展。

关于以农业现代化引领全省

乡村振兴的调研思考

　　包义成在《调查与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期撰文
指出，全省农业现代化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农业

和农村结构性矛盾聚集、现代化的农业资金积

累及配套设施缺乏、现代农业人才和专业化农

民欠缺、省域内农业统筹发展不充分均衡、农民

收入水平低、收入来源单一等方面。全省乡村

振兴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思路定位不够清晰、

基础建设比较薄弱、创新投入与支撑能力欠缺、

城市反哺农村能力有限、参与主体和发展路径

单一等。实现引领发展的现实路径：１．推动“三
产融合”，增强引领发展后劲；２．推进“三生融
合”，提升生态宜居品质；３．实现“三治结合”，增
强乡村治理能力；４．发挥“三个作用”激发发展
内生动力。

财政助推甘肃乡村振兴问题研究

　　王生国在《财会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２期撰文，
总结了甘肃财政在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第一

阶段中好的经验和做法，剖析了扶贫资金管理

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乡村振兴第二阶段政策

建议：１．注重发挥财政宏观调控政策的综合功
效模效应；２．探索建立乡村振兴的中长期财政
规划和预算编制；３．继续强化财政资源整合，充
分发挥资金规模效应；４．扶贫资金要保重点强
基础；５．创新扶持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
作用；６．完善绩效评价机制，切实推动绩效评价
结果应用；７．发挥财政资金奖补激励优势，鼓励
项目受益体参与资金项目管理。

关于我省构建治理相对贫困

长效机制的七条建议

　　省政府参事室调研组在《甘肃参事》２０２１年
第１期撰文，提出了我省构建治理相对贫困长效
机制的七条建议：１．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构建
治理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紧迫性；２．相对贫困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只能是“治理”不能是“解决”；

３．治理相对贫困长效机制，需要统筹兼顾，涵盖农
村与城市相对贫困群体；４．确定治理相对贫困的
政府理念、工作重点与政策目标；５．确定识别相对
贫困的三项基本原则；６．确定我省相对贫困识别
标准；７．治理相对贫困需要构建六大长效机制。

“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段主要节点

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差异分析

　　杨瑚等在《天水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２０年第
４期撰文，选取“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段 １１
个主要节点城市，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

通过构建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

对其可持续发展水平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

现：兰州市为第一等级城市；第二等级的城市

包括金昌、酒泉、天水、张掖、嘉峪关五个市；第

三等级有白银、平凉、武威、庆阳；第四等级仅

包含定西市。根据研究结论进一步探讨每一

等级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差异，并针对每一等

级城市提出相应发展对策，为甘肃省各节点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十四五”将旅游业作为甘肃省

龙头支柱产业的建议

　　兰州大学调研组在《甘肃工作》２０２１年第３
期撰文指出，甘肃旅游目前仍存在景点较分散，

通达性不好；元素欠挖掘，集成性不强；产品较

单一，开发性不足；景区较原始，体验性不佳；服

务僵化，规范性不够等问题。对我省旅游业发

展提出如下建议：１．经验借鉴与甘肃实际相结
合；２．规划建设的点片线面相结合；３．自然本底
与人文要素相结合；４．国家区域地方规划相结
合；５．生产、生活、生态需求相结合；６．功能设计
与旅游休闲相结合。

（张雅丽／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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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

提升调研建议的报告

　省政府参事室调研组

　　根据省政府安排，省政府参事室组织力量

承担了“我省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提升”

课题，调研组在对部分工业主管部门和龙头企

业进行调研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分析研讨，对当

前和今后我省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水平提

升提出十条对策建议。

一、我省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发展现状

“十三五”以来，我省工业产业已全面进入

工业化中期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省委省政府

确立发展“十大生态产业”以来，部分产业的基

础和比较优势不断显现，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

链水平总体上逐步提升，初步进入了良性发展

轨道。

由于直接反映工业产业基础能力的核心

基础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

业技术基础等方面无现成数据，为了能够较为

全面、客观、深入地反映我省主要工业产业基

础能力和产业链发展状况，我们利用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年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可以相对反映产

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的量化分析评价指标体

系，从产业规模、产业结构、经济效益、技术进

步、科技创新等５个方面对我省工业产业的基

础能力进行了分析，从主要产业部门确定、产

业关联性、产业链延展性、产业产品市场需求

和产业集聚等 ５个方面对我省产业链发展状

况进行了分析。

（一）我省工业产业基础能力发展状况

产业生产规模总体上不断提升。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年，我省工业增加值及规上企业平均资产

规模均呈增长态势。其中，工业增加值由

１８０５５５亿元，增加到 １９４８９６亿元，年均增长

３０％（按不变价计算）；规上企业平均资产规模

由５５４８５７１万元增加到６３３７３１９万元，年均增

长４５３％（按现价计算）。

产业结构有所调整，产业优势得到加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按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计算，在

内外资结构中，内资企业占比逐年下降，从

９８１５％下降到９６０３％；从轻重工业结构看，轻

工业比重下降，重工业比重上升。其中，轻工业

占比由１６０６％下降到１１３４％，重工业占比由

８３９４％上升到８６６６％；从规模结构看，大中型

企业占比上升，小型和微型企业占比下降。其

中，大型企业占比由５７９１％提高到６３９６％，中

型企业占比由１４８１％提高到１６１２％，小型和

微型企业占比分别由２５８６％和１４２％下降到

１８６％和１３２％。

在行业结构中，工业总产值占比排前十的

行业 是：有 色 金 属 冶 炼 及 压 延 加 工 业

（２７１３％）、石油加工与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１４７２％）、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１３８５％）、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７２１％）、非金属

矿物制品业（５８２％）、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４４％）、煤炭开采和洗选业（３３４％）、农副食

品加工业（２９％）、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２４８％）、烟草制品业（２４４％）。

经济效益稳步提升。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我省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成本费用利

润率呈增长态势。其中，总资产贡献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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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５％提高到 ８８６％，年均提高 １０７个百分

点；成本费用利润率由 －１０８％提高到３２３％，

年均提高１４４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资产

负债率略有下降，由６５３７％下降到６５％。

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有喜有忧。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年，我省全员劳动生产率、规上工业企业

Ｒ＆Ｄ经费投入强度、专利申请数量均呈上升态

势。其中，全员劳动生产率由２０１５年的１１９０９

万元／人年上升到２０１８年的１２７６７万元／人年；

Ｂ＆Ｄ经费投入强度由２９２％上升到２９７％；专

利申请数量由２２３０件上升到３３４２件。与此同

时，我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经费支出、

技术要素相对密度、Ｂ＆Ｄ人员全时当量、有

Ｒ＆Ｄ活动的企业占规上企业比重、新产品开发

项目数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态势。其中，技术

改造经费支出由５７１８亿元下降到４１８４亿元，

年均下降９９％；技术要素相对密度由２０５％下

降到１６１％；Ｒ＆Ｄ人员全时当量由１２５７８人年

下降到８０２６人年；有 Ｒ＆Ｄ活动企业的占比由

２１４％下降到 １８６％；新产品开发项目数由

１２９１个下降到１２７９个。

（二）产业链发展状况

根据我省支柱工业产业及２０１７年工业总产

出排序，我们确定１６个重点产业部门（分属７大

类产业）作为研究对象。其中，采掘业３个：石油

和天然气开采产品、煤炭采选产品、有色金属矿

采选产品；烟草制品业１个；化学工业４个：石油

和核燃料加工品、基础化学原料、医药制品、合成

材料；建筑材料３个：石膏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

水泥石灰和石膏、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

有色冶金２个：有色金属及其合金、有色金属压延

加工品；黑色冶金２个：钢压延产品、铁及铁合金

产品；装备制造１个：金属制品。

产业关联性和产业链延展性有所提高，但

仍以传统产业为主。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在甘肃各

产业部门中，与上述所列１６个产业部门均有较

强上下游关联的行业部门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１６个产品部门上下游共同关联

的主要行业部门

行业部门名称

上游

主要关联行业

电力与热力生产和供应、批发零售、交通运

输、货币金融和其他金融服务、煤炭采选产

品、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服务、商务服

务、精炼石油和核燃料加工品、专用化学产品

和炸药、火工、焰火产品、基础化学原料

下游

主要关联行业

基础化学原料、房屋建筑、金属制品、钢压延

产品、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品、其他制造产

品、有色金属及其合金、电子元器件、水泥、石

灰和石膏、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电

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土木工程建筑、金

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服务、合成材料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省工业产出较大的产

业部门基本上属于传统产业，其上下游关联性

较强的部门也基本上以传统产业部门为主。但

２０１５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有关发展“十大生态

产业”及延链、补链等政策措施的强力促进下，

产业关联性不断增强。如省公交建集团、铁路

集团、机场集团与酒钢集团在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中对钢铁产品提出的需求及合作，以及省国

资委和公交建集团、机场集团提出的“路衍经

济”，对天水樱桃等特色农产品产地的合作，不

仅对产业内部上下游纵向和产业之间横向的交

流沟通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谋划，而且对我省

产业的延链、补链和强链以及形成产业集群和

分工协同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从产业链延展性来看，上述 １６个产

品部门的需求延展系数在０４７—０６７之间，供

给延展系数在０３８—０９２之间，较２０１５年有所

提升，但根据产业延展性的判别标准，供给与需

求延展性仍然较差。

产品市场需求有所增长。就国际市场需求

而言，我省规模以上工业产品出口交货值占工

业销售产值的比重由２０１５年的１４１％增长到

２０１６年的１７２％，有较为明显的上升。就国内

市场需求而言，我省工业国内总的市场份额由

２０１５年的 ０７８％增长到 ２０１８年的 ０８３％，在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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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排第９位，全国排２７位。在此基础上，我们

依据可得数据，对９个产业２０１８年的市场份额

和排位进行了计算。从结果来看，市场份额较

高，在全国和西部排位靠前的行业有：有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在全

国和西部排位居中的行业有：烟草制品业，其余

６个行业排名靠后。

产业集聚水平变动不大。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我省８大支柱产业所属的１３个主要产业部门

集聚水平的赫芬达尔指数来看，其集聚水平及

排序没有大的变动。２０１８年，在１３个产业部门

中，集聚水平较高的为化学纤维制造业、烟草制

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纺织服

装业，其赫芬达尔指数分别为：１、０５、００６７、

００４６；而医药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

造业、装备制造业、食品加工制造等我省需要发

展的产业其产业集聚水平均较低，其赫芬达尔

指数仅分别为：０００８９、０００８９、０００４３、０００２８。

另外，以区位熵衡量的产业集中度的地区分布

来看，排前７位的市州分别是：嘉峪关、庆阳、金

昌、白银、兰州、酒泉、天水。

二、我省工业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

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工业产业基础能力存在的突出问题

１产业总规模偏小，且呈下降态势。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我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总体

上呈下降趋势。规上企业数量及从业人员数量

也呈下降趋势。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平均水平的

比例由２３６７％下降到１９８％。企业平均资产

规模虽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２１１倍，但企业数

量由２１４８个下降到１９１７个，年均减少７７个；从

业人员数量由６１５０５３人下降到４９７５７０人，年均

减少３９１６１人，仅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１６％、

１９％，在西部地区的排序属中等偏下。

２结构不合理。工业内部，内资企业、重工

业、大中型企业和资源依赖型的传统产业占比

依然较高，装备制造、化工、医药等产业的占比

偏低。２０１８年，从规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占比来

看，内资企业、重工业、大中型企业和传统产业

占 比 分 别 为 ９６０３％、８６６６％、８００８％、

８１３９％，装备制造、化工、医药、食品制造及农

副食品加工等产业的占比分别仅为 ７１７％、

３４１％、１９４％、５４１％。

３经济效益偏仍然低。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虽

然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呈上升态势，但

２０１８年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仅为全国平均

水平的４７２２％，在西部地区排第１１位；企业资

产负债率为全国平均水平的１１５倍，在西部地

区排第３位；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仅为全国平

均水平的１５％，位居西部地区倒数第一。

４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水平低，且呈下降

态势。２０１８年，我省规上工业企业中有 Ｒ＆Ｄ活

动的企业占规上企业比重仅为１８６％，技术改

造投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４０１１％，技术要素

相对密度、Ｒ＆Ｄ人员全时当量分别仅为全国平

均水平的４３％、８％，分别位居西部第９位和第８

位；新产品开发及专利申请数量分别仅为全国

平均水平的７％、１１％，均位居西部第９位。

（二）产业链水平存在的突出问题

１主导产业及产业链基本上属于传统产

业。从支柱工业产业、工业总产出排序、产业结

构和产业集聚水平来看，我省主导产业及上下

游关联产业基本上属于传统产业。

２产业链的延展性均较差，且上下游关联

产业大多在省外。从产业链延展系数来看，除

煤炭采选产品外，其他产业均在 ０４—０９２之

间，延展性属于较差和极差。另外，根据工信厅

提供的全省支柱行业龙头企业和上下游核心配

套企业名录所显示的状况来看，截止到２０２０年

６月，在上游２３５家企业中，省内６６家，占２８％，

省外１６９家，占７２％；在下游２０１家企业中，省

内８０家，占４０％，省外１２１家，占６０％。

３传统产业集聚水平相对较高，而需要发

展的产业集聚水平较低。从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我省

１３个主要产业集聚水平的赫芬达尔指数来看，

指数在０５以上的仅有化学纤维制造业和烟草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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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业，指数在 ００１—００７之间的是石油加

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纺织服装业、橡胶和

塑料制品业及金属冶炼及加工业，而需要发展

的医药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装

备制造业及食品加工制造业的指数仅在

０００３—００１之间。

４部分产品市场份额偏低。２０１８年，我省

工业总体市场份额仅占全国的０８３％，在西部

排第９位，全国第２７位。其中，医药制造业、化

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的市场份额分别仅为

０４７％、０３６％，在全国排第２７位和第３０位，在

西部排位分别为第８位和第１１位。

就总体而言，我省主要工业产业基本上属

于资源依赖型的传统产业，企业在核心部件、关

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产

业基础能力方面较弱。同时，其关联的上下游

产业也基本上属于传统产业，且大多在省外，省

内产业链条短，关联度不高，产业链的延展性较

差，产品市场份额偏低，先进制造业企业数量

少，规模小。

我省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存在上述问题

的主要原因一是早期国家产业布局所形成的以

资源依托为主的重化工产业结构，属于“嵌入

式”的产业，主导产业及企业大多在产业链的上

游，产品大多是初级产品，附加值不高，缺乏配

套及中下游深加工产业和企业，而且这种产业

结构长期以来未能得到有效调整。虽然在“一

五”至“三五”时期，国家在我省布局了一批机械

制造、生物化工及电子与仪器仪表等装备制造

企业，如兰石、兰通、万里、长风、兰飞、长城电

工、星火机床、华天电子等，但由于上述企业大

多为军工企业，其原材料和产品“两头在外”，未

能与本地企业形成产业关联，而且改革开放以

来，上述企业由于订单减少、企业外迁、人才流

失等原因，导致装备制造业整体持续下滑。二

是我省大中型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不仅

负担重，积累少，而且受到体制机制的制约，自

身难以进行持续的技术提升和科技创新投入，

与此同时，作为营商环境落后，地理区位劣势的

省区和附加值偏低的资源型大型企业，难以吸

引社会资本和民营企业。虽然近年来我省在电

子信息、金属加工、化工等产业引进了一批企

业，但大多属于终端应用型企业，而技术研发、

关键设备与零部件等生产性和配套企业在我省

落地较少。三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才难留和

断档也使得整个工业产业及企业无法进行持续

的技术提升和科技创新。

三、我省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提升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

坚战，对我省“十四五”期间产业乃至整个经济

发展而言，既带来了重大机遇，也面临着巨大

挑战。

从机遇看，一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

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甘肃发展的最大

机遇在一带一路”。甘肃作为“一带一路”重要

的通道和节点，不仅拥有“坐中六联”、地处西北

经济核心区具有幅射带动功能的地理优势，以

及拥有发展现代经济的一切客观条件的优势，

而且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已取得了许多方面的

阶段性成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一带一

路”建设的持续推进，必将为我省在国际产业结

构调整中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

平提供广阔的机遇。二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

形成新格局、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以及兰西城市群建设等重大战略决策，从

提升创新发展能力、推动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

加快新能源发展、强化基础设施与物流通道规

划建设、拓展区际互动合作与发展高水平开放

型经济、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以及加强财

政、金融、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予了全方位的政

策措施支持，为我省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

链现代化水平，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了诸多

的机遇。三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经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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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七十年的实践和理论总结，我们党和国家已

经形成了一整套动员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体制与机制，而且这一制度在我国及我省得到

了不断成功的运用，不仅是我省加快经济社会

发展的有效方式，而且也为提升产业基础能力

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获得诸多机遇的同时，我省提升产业基

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也面临巨大的挑

战。从国际形势来看，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仍

然低迷，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深度调整，逆全球化

和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中美争端不断扩大

和升级，以及今年新冠疫情的肆虐，不仅严重阻

碍着全球经济的复苏，而且也对中国经济以及

我省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

整产生了诸多的不利影响。

从国内形势看，改革开放４０年来，虽然我

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了全球第二，产业基础

不断壮大，产业链不断健全，并初步融入了全球

产业循环体系。但从全球产业发展水平和分工

格局来看，我国的产业基础和产业链仍处在中

低级阶段，许多关键技术和生产设备我们还不

掌握甚至制造不出来，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和结

构调整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水平不高。

目前石油、化工、能源、电力、冶金、装备制

造、中医药等传统产业仍然是我省支柱产业。

虽然这些产业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和相对比较优

势，而且近两年来在省委省政府有关发展“十大

生态产业”的政策措施的强力促进下，上述产业

有较快的发展，但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

在国内总体上仍处于中低级阶段。

四、提升我省工业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

水平的对策建议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关于“强龙

头、补链条、聚集群，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培

育新兴产业，推动创新要素汇聚，激发实体经济

活力，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产业格局”的指示精

神，中央关于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

化的攻坚战的重点和主要任务要求，以及我省

工业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存在的突出问题，

从“十四五”乃至更长期的宏观视角和谋划考

虑，我省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提升的总

体思路应该是：充分利用制度优势和国家战略

及重大决策机遇，“抓两头、补短板、调结构、强

基础、聚集群、建体系”。所谓“抓两头、补短板、

调结构”，一头是要抓住并依托我省具有基础和

相对优势的产业；另一头是要大力引进和培育

对我省产业体系发展具有支撑和推动作用的先

进制造业，弥补产业结构的短板，使我省产业体

系结构更加完善，符合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趋

势。具体可从如下方面着手：

（一）优选和确定重点产业和企业，构造现

代产业体系，为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

现代化攻坚战奠定坚实的基础。依托我省具有

比较优势和雄厚基础的产业，首先确定优先和

重点发展的产业。其次，确定各产业细分行业

的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并依托龙头企业和骨

干企业确定本产业或产业链（集群）及上下游关

联企业。根据我省目前的８大支柱工业产业及

所确定的“十大生态产业”和“十大产业链（集

群）”，应优先和重点发展石油化工产业（链）、冶

金产业（链）、机械装备制造产业（链）、电子信息

产业（链）、生物制药（链）、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产

业（链）、军民融合产业（链）等七大产业（链）以

及上述各产业（链）的龙头和骨干企业。

（二）加大力度引进重点产业的企业，补短

板、调结构。针对我省产业结构、产业规模及产

业链（集群）的“短板”，依托我省具有优势的上

游基础产业和龙头企业，加大加快引进和培育

先进制造业企业。一是依托我省现有的电子信

息骨干企业，重点引进和培育总部、研发和生产

均在我省注册落地的，以提升我省产业基础能

力为主的工业软件、关键电子元器件、电子级晶

体硅材料、先进处理器研发和生产，能够吸引和

带动上下游关联企业在我省集聚的电子信息类

企业。特别是在上述方面具有人才优势和技术

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如深圳萃英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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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智华机器人科技公司等企业。这些公司虽

然目前尚属于高技术中小公司，但其在技术研

发和高端人才方面具有优势，能够吸引和带动

一批上下游关联企业在我省集聚。二是加快和

加大力度引进和培育若干市场占有率高，具有

品牌效应的农业生产与加工龙头企业，以此整

合各类农业合作组织，提升他们的运行有效性。

三是加快引进和培育一批有自主创新能力和品

牌效应的中药与生物制品骨干企业，将资源优

势转化为技术创新和生产优势，尽快补上我省

产业结构的短板，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产业结构。

（三）进一步凝练和明确各产业（链）及龙

头骨干企业的发展方向。各优先和重点发展的

产业（链）及龙头骨干企业应针对我省工业基础

能力提升需求和外部市场需求，确定自身的发

展方向。石油化工产业（链）和冶金产业（链）

重点加大各类化工新材料和各类冶金新材料的

技术与新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机械装备制造产

业（链）和军民融合产业（链）应依托石油化工

产业（链）和冶金产业（链），重点展开石化装

备、新能源装备、高档数控机床、智能电工电器、

自控仪器装备、现代农机装备、自动化工程设

备、航空航天装备、新型真空设备及轨道交通装

备，尤其是工业母机和基础重大装备等方面的

技术研发和新产品制造；电子信息产业（链）应

重点展开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电子级晶体硅

材料、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方面的新技术与

新产品的研发和生产；生物制药（链）和特色农

产品深加工产业（链）应充分发挥我省光热和生

物资源优势。一是重点开展中医药与生物制品

新品种的技术研发和生产；二是重点展开“牛羊

菜果薯药”等特色农产品的品质、品种及深加工

等方面的技术研发和新产品生产。

所谓“强基础、聚集群、建体系”。一是要加

大对优先发展产业的龙头及骨干企业基础能力

的建设；二是要依托优势产业和各类平台，扩规

模、聚集群，通过延链补链形成更具竞争力的现

代产业体系。具体可从如下方面着手：

（四）强龙头，提升产业及龙头骨干企业的

“四基”。一是对标国家确定的关于产业基础能

力的“四基”内涵，通过加大龙头及骨干企业在

生产设备、生产工艺、生产流程等方面信息化、

智能化的更新和技术改造力度，有效提升企业

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二是通过柔性人才引

进、共建技术中心、控股参股等多种方式，加强

龙头骨干企业及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与国内外

高校、科研院所及各类投资基金的全面、深度合

作，加大产业发展重点领域的共性技术、关键技

术及新产品的共同研发，形成基础产品和技术

长效攻关机制，并在此基础上申报和建设有色

冶金新材料、稀土新材料、化工新材料、生物与

中医药新产品、优质特色农产品及深加工等国

家级产业创新中心和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共性技

术平台。

（五）积极申请国家重大项目落地，促进产

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的提升。一是进一步

加强对国家各类发展战略、发展规划、重大项目

计划的分析与研究，寻找机遇，制定行动计划，

积极主动与国家相关部委进行联系与沟通，努

力争取相关重大项目落地；二是紧盯国家战略

导向，培育有基础，对我省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

有重要支撑作用的项目，并积极向国家申请，使

之成为国家重点或重大项目；三是争取将拟发

展的重点产业纳入国家相关产业发展规划；四

是以落地的国家重大项目为核心，积极培育和

引进相关配套企业，促进产业链的形成。

（六）放大比较优势，扩规模、聚集群。一是

依托我省长期积淀所形成的具有优势的产业和

龙头企业。如以兰州石化、庆阳石化等为代表

的石化产业，以金川公司、白银公司、方大碳素、

兰铝等为代表的有色冶金产业，以兰石重工、长

城电工、星火机床、兰州电机等为代表的装备制

造产业，以金川公司、兰州石化、甘肃稀土、西脉

合金等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以兰州生物制品

研究所、中牧兰州兽研所、兰州佛慈、奇正藏药、

扶正药业等为代表的中药及生物制药产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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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华天、长风、北科维拓等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

业，以中航企业、万里、兰飞、中国航天院５１０所

等为代表的航空航天及军民融合产业，放大优

势，引进和培育在我省落地进行生产的加工制

造企业，力争形成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二是

充分借鉴其他国家级新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的成功经验，以兰州新区和各类高新技术园区

为依托，通过强化战略引导、政策支持和差异化

发展，吸引相关产业的龙头企业和配套企业向

各类园区集中，促进产业集聚。三是在所确定

的优势特色产业中，大力引进和培育中小企业，

并推进龙头骨干企业与中小企业在原材料供

应、生产、销售、技术开发及相关服务方面建立

协作与配套关系，构造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

企业专业化分工、产业化协作的产业组织体系，

形成产业内企业集聚发展，产业间集群协同发

展的良好格局。

（七）加强信息平台建设，打通产业供应链

的堵点。一是依托“一带一路”信息港建设，以

各产业链为侧重点，尽快建立省内企业产品和

服务供需信息平台，加强产业内部上下游纵向

和产业之间横向的供需信息交流与沟通。如铁

路、公路、航空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企业与钢

铁、涂料行业企业之间，物流运输企业与各产业

生产企业之间的需求与服务信息沟通和共享。

形成延链、补链和强链，有效提高产业关联度和

协同分工水平。二是加快引进和培育物流贸易

类企业，特别是引进在国内有实力有知名度的

大型物流贸易类企业或其在我省设立分中心。

使其对我省产业发展和集聚形成支持的同时，

促进“双循环”运行的效率，打通产业内部及产

业之间供应链的堵点。

为有效推进我省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

平提升，应从如下方面加强保障和支持：

（八）加强组织保障，强化责任落实。针对

所确定的优先和重点发展的产业或产业链（集

群），以各相关主管厅局（委）负责人为组长，主

管处室及龙头和骨干企业主管副总为组员，成

立专项工作小组，负责从整个产业或产业链（集

群）到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确定其核心基础零

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

基础等“四基”提升的具体内容、标准及推进计

划和措施。

（九）整合各类基金，加大资本支持。打好

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资本支持

是关键。在这一方面应借鉴重庆两江新区的成

功经验，一是将现有的与工业产业发展有关的

基金进行整合，集中有限的资金作为提升产业

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的资本支撑；二是创新

基金投入的体制机制，形成政府种子基金、市场

化的风投基金和产业基金三级投资模式，由政

府种子基金领投，风投基金跟投，产业基金在回

购政府基金和风投基金股份基础上再投资的模

式。其中，政府基金要由专业化团队管理和运

作，政府与专业化团队之间签订目标绩效契约

并建立容错机制，充分发挥专业团队的专业性，

提高基金运作的有效性。

（十）加大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努力营造

良好环境。在提升我省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

水平中，一是要对现有的相关政策和措施进行

全面梳理，依照“负面清单”，消除一切不利于招

商引资和企业发展的规定和政策，凡是国家不

明令禁止的，我省应“先行先试”，尽最大努力做

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二是破除本位主义和

管人、管企业的观念，创新思路和模式，以前瞻

性的眼光和复合型思维看待产业及企业的发

展，从中发现机会与亮点；三是根据我省企业基

础差、企业对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

认识不足，积极性不高，不知道如何有效应用等

实际状况，制定符合实际的计划和措施，使产业

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的提升真正落到实处。

　　（摘自《甘肃参事》２０２０第６期

张雅丽／摘编　武新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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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资源优势　努力打造中医药强省

———基于税收调查数据看甘肃省中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甘肃省税务学会课题组

　　２０１８年６月，甘肃省人民政府印发《甘肃省

中医中药产业发展专项行动计划》，发展目标中

指出，要将中医药产业打造成甘肃省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精准脱贫的主导产业和促进绿色发

展的重要动力。本文以２０１９年度２５０户税收调

查数据为样本，分析甘肃省中医药产业发展的

现状，从中发现其发展的阻碍因素并提出相应

的对策建议，推动甘肃省中医药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

一、甘肃省中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全省已有６个中药材大规模交易市场，以

陇西、岷县等为龙头的规模化交易市场已具雏

形。同时，为促进中药材电子商务的发展，全省

建立了７５个县级电商服务中心，乡村服务点分

别覆盖了７０％的乡和５０％的贫困村，有１００余

家企业进行中药材的线上批发零售，中药材年

交易量超过了１５０万吨。已拥有１４３家中药行

业的龙头企业，１３７家中药饮片企业。

（一）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中医药制造行业

收入规模及发展走势相对稳定

税收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１５年以来，全省中医

药产业迎来发展黄金期，中医药企业营业收入

增长平稳。营业收入由２０１５年的４４４亿元增

长至２０１９的７８７亿元，５年来，累计实现营业

收入３５６２亿元，年均增速为８８％。

从收入规模看，中药材种植、中药饮片加工

环节营业收入占比相对较低，中药批发和零售、

中成药生产环节营业收入占比相对较高，合计

占比高达５９％。其中：中药材种植收入规模最

小，５年间，累计完成营业收入１７２亿元，仅占

中医药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４８％；中药批发和

零售收入规模最大，５年间，累计完成营业收入

１２９亿元，占中医药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

３６２％；中药饮片加工、中成药生产中医药制造

企业，营业收入稳定上升，经营规模逐年扩大，５

年间，分别累计完成营业收入１０１７亿元、１０８３

亿元，分别占中医药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

２８６％、３０４％。

从发展速度上看，因近年中药材市场价格

整体疲软，中药材种植行业营业收入逐年呈递

减态势，年均下降０９％。因中医药销售市场的

规范整顿，中药批发和零售行业营业收入经

２０１６年增长高峰期后，连续三年下滑，２０１７年

同比下降 ３０７％，２０１８年较 ２０１６年下降

５１３％，２０１９年较 ２０１６年下降 ４１８％。５年

来，增速最快的是中成药生产，年均增速为

８５３％；中药饮片加工呈小幅增长，年均增速

为４３％。

（二）税收质量稳步提升，中医药制造企业

税收贡献比较突出

５年来，全省中医药产业合计实现税收收入

１８２亿元，年均增速为７４％，中医药产业税收

收入的整体走势呈“Ｗ”字形。即在２０１４年税

收收入出现３８亿元高点后，随着宏观经济进

入调整期，２０１５年中医药产业税收收入出现下

滑，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连续三年呈恢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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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态势，且增速保持平稳。随着２０１９年大规

模减税降政策的实施，２０１９年中医药产业在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６７％的情况下，实现税收３８

亿元，同比下降７７％。从２０２０年前半年中医

药产业走势来看又呈缓慢增长态势。

从中医药细分行业看，５年来，中医药制造

行业累计实现税收收入１５２亿元，占整个中医

药产业调查税收收入总额的８３６％，其中，中药

饮片加工行业实现税收４９亿元，占整个中医

药产业调查税收收入总额的２７％，年均增速为

０５％；中成药生产行业实现税收 １０３７亿元，

占整个中医药产业调查税收收入总额的

５６６％，年均增速为３２％。中药批发和零售实

现税收２８亿元，仅占整个中医药产业调查税

收收入总额的１５２％，年均增速为２４％。中药

材种植实观税收０２７亿元，仅占整个中医药产

业调查税收收入总额的１２％，年均下降１个百

分点。

（三）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占据主导地位，国

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快速增长

从销售收入规模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不

论是销售收入还是税收收入占比均在 ５０％以

上，占据主导地位，税收集中度较高，体量占比

较大销售收入由 ２０１５年的 ３５７亿元增长至

２０１９的５２１亿元，累计实现销售收入２２２３亿

元，占中医药产业销售收入总额的６２％。税收

收入由２０１５年的１７亿元增长至２０１９的２１

亿元，累计实现税收收入９８亿元，占中医药产

业税收收入总额的５３９％。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业销售收入和税收收入体量较小，分别占中医

药产 业 销 售 收 入 和 税 收 总 额 的 １８５％

和３１９％。

从发展速度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销售

收入及税收收入增长最快，销售收入由２０１５年

的３９亿元增长至２０１９的１４２亿元，累计实现

销售收入６６３亿元，年均增速高达２４３６％；税

收收入由 ２０１５年的 ０４亿元增长至 ２０１９的

１１亿元，累计实现税收收入５８亿元，年均增

速高达７１４％。其他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收入年

均仅增长３５％，税收年均增幅仅为１１％。

（四）中医药产业发展迅速，部分地区中医

药逐渐向支柱产业转变

从发展速度看，近５年，全省中医药产业呈

快速发展态势，全省１４个地州市中，一半以上

的市州销售收入和税收收入年均增速在１０％以

上。其中，庆阳、酒泉、武威、陇南销售收入年均

增速分别为 １８００％、３１２１％、３９３％、３６１％，

２０１９年税收收入分别是２０１５年的１７２倍、５３

倍、６２倍、１２９倍，增长速度位列全省前列。

近５年，定西、兰州、天水、庆阳和陇南５地

市，中医药产业累计销售收入占全省中医药产

业销售收入总额的比重超过５％。其中：定西中

医药产业销售收入由２０１５年的２２７亿元增长

至２０１９的 ３０９亿元，５年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１４１２亿元，占全省中医药产业销售收入总额的

３９４％，年均增速为２５％；兰州中医药行业销

售收入由 ２０１５年的 １２１亿元增长至 ２０１９的

２２７亿元，５年累计实现销售收入１１９５亿元，

占全省中医药行业销售收入总额的３３４％，年

均增速为１１４％。定西、兰州、武威、陇南和庆

阳５地市，中医药产业累计税收收入占全省中

医药产业税收收入总额的比重超过５％。其中：

定西中医药产业５年累计实现税收收入６７％

亿元；占全省中医药产业税收收入总额的

２６９％。年均增速为０２％；兰州累计实现各项

税收收入５８％亿元，占全省中医药产业税收收

入总额的３２１％，年均增速为２５％。

（五）降本增效进一步发力，对社会发展的

贡献度不断提升

近年来，全省中医药产业效益持续好转，这

既受益于全省经济快速复苏，也受惠于国家一系

列促进中医药产业发展政策红利，更是全省下大

力促进中医药产业和事业融合发展、高质量发展

的结果。２０１９年全省中医药产业营业成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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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１亿元，较 ２０１５年增长 ５４３％，年均增长

４７％，但每百元营业收入的成本由 ２０１５年的

８４７元下降到 ２０１９年的 ７３８元，年均下降

０４％，较２０１８年下降３１元，较２０１７年下降５６

元，较２０１６年下降１０２元。同时，２０１９年全省中

医药行业实现利润总额５３亿元，是２０１５年的

２３倍，年均增长２５９％，每百元营业收入利润总

额由２０１５年的５２元增加到２０１９年的６７元，

年均增长１７％，较２０１８年增加１７元，较２０１７

年增加０３元，较２０１６年增加１２元。

调查企业 ２０１９年共吸纳就业人数 １０４１１

人，较２０１５年净增３４２３人，年均增长３９％。５

年间，中医药企业向社会及政府缴纳的各种行

政事业性基金、社会保障金由２０１５年的０１６亿

元增加到２０１９年的１１７亿元，５年来，累计缴

纳３０２亿元，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度进一步

提升。

二、中医药产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一）品牌质量不高，品牌效应有待提升

２０１９年参与调查的２５０户中医药企业中，

营业收入超过５０００万元的企业仅有３３户，仅占

全省被调查中医药企业总数的１３２％。营业收

入超亿元的企业仅有２０户，仅占全省被调查中

医药企业总数的８％，细分行业看，营业收入超

过亿元的２０户企业中，中成药生产企业９户、中

药饮片加工企业４户，有７户为中药批发。营

业收入超十亿元的企业仅陇西一方制药有限公

司１户，大型中医药企业数量较少，且与《甘肃

省“十三五”中医药发展规划》的奋斗目标还有

较大差距。

同时，中医药制造业税收仅占全国该行业

税收的０２５％，规模位居全国第２５位，其中中

药饮片加工行业税收规模位居全国第１１位，中

成药生产行业税收规模位居全国第２５位，税收

规模与中药材产量严重不相匹配，中医药税收

贡献较弱，充分说明甘肃中药材大部分为直接

销售，生产链较短、深加工不足、增加值不高，陇

药品牌还没有打开。

（二）现代化程度不高，研发投入有待加大

近年来，全省中医药产业用于研究新产品、

新技术、新工艺发生的费用及外购研发和技术

服务费用明显增多，购进设备及生产经营用固

定资产的力度明显加大，但投入体量较少。其

中，研究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发生的费用由

２０１５年的０１３亿元增加到 ２０１９年的 ０５１亿

元，５年来，累计费用 １６９亿元，年均增长

２１５４％；外购研发和技术服务费用支出由２０１５

年的０１２亿元增加到 ２０１９年的 ０３１亿元，５

年来，累计费用１２亿元，年均增长３５５％。

（三）外向型发展不足，私营经济仍待提速

从中医药产业出口业务来看，近５年，中医

药产业的出口仅仅限于出口货物，出口劳务和

出口服务基本为零。从出口货物销售额看，近５

年，中医药产业出口销售额基本保持稳定，平均

销售额不足３０００万元，占中医药产业同期销售

额的比重仅为０４％。２０１９年与２０１５年相比，

中医药产业中私营企业销售收入体量基本保持

稳定，销售收入和税收年均保持小幅增长。销

售收入由 ２０１５年的 ８３亿元增长至 ２０１９的

１２８亿元，累计实现销售收入６９７亿元，占全

省中医药产业销售收入总额的１９４％，年均增

长４５％，税收收入由２０１５年的０２亿元增长

至２０１９的０７亿元，累计实现税收收入２６亿

元，占全省中医药产业税收收入总额的１４２％。

与国有企业及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相比，私营企

业发展质量仍待提高。

三、中医药产业发展对策建议

（一）夯实中医药产业脱贫短板，拓宽增收

渠道

产业脱贫是甘肃内生发展活力和动力的“助

推器”，是脱贫攻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近年来，甘肃省坚持把中医药产业扶贫作为脱贫

攻坚的核心任务来抓，不断丰富中医药产业发展

的外延和内涵，充分释放产业带贫益贫效益。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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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５０００多户中医药种植企业多分布在贫困县、

贫困村，且多以合作社形式存在，普遍存在种植

分散、销售渠道不畅、市场价格不稳定等短板问

题。为带动贫困人口持续增收、巩固脱贫成果，

提升中医药产业扶贫成效，在中医药产业发展

上，必需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积极借力，在抓好

中医药产业链深加工、提高增加值的基础上，把

稳定市场、保证销售畅通作为带动脱贫、巩固脱

贫的主要手段。坚持省内与省外、线下与线上、

传统与现代、政府保底与市场营销、合作社加农

户的中药材产业发展模式，力争在中医药产业发

展、巩固扶贫上实现双赢。

（二）提升中医药产业品牌质量，增强品牌

效应

甘肃产业特色鲜明，是国家中医药产业发

展综合试验区核心区，特别是定西市正在全力

打造“中国药都”，三大主栽品种当归、党参、黄

芪种植面积分别占全国的 ６０％、２０％和 ４０％。

但是因现代化起步晚，通过国标注册并被全国

认可的产品少，缺少好的中药材产品叫得响的

品牌，本地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势不明显，更谈

不上品牌的效应。因此，全省必需要依托中药

资源优势，充分利用“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

览会”平台，借国内医药领域会展企业在我省举

办全国性中医药产业博览会的机遇，加强与医

药企业和终端医疗市场对接合作。特别是要加

强横向的联合和学习，与同类中医药特色产业、

同等中医药经济规模的省市进行对比分析，详

细掌握不同品种的市场占有率、深加工能力、品

牌效应等，取长补短、对标赶超、相互借鉴，促进

我省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展品牌效应，力

争品牌、税收、经济齐提升。

（三）坚持走绿色生态发展之路，推动产业

升级

中药制造和饮片加工是甘肃医药特色产

业，但因科研投入较低，产品科研成果少，发展

总停滞于传统或半现代程度。所以，加大对中

医药产业科技投入，形成合理的产、学、研、政协

调合作机制，重视科技成果转化率是推动中医

药产业发展的根本。同时要大力提升环境保

护、生态治理，构建合理的中医药产业绿色发展

奖罚制度，加大对企业的环境监督。积极鼓励

依托全省中药材种植、加工制造、仓储物流和商

贸流通产业链优势，推动互联网 ＋市场营销，发

展电子商务现代流通新业态，打造国家级中药

材行业电子商务平台、线上线下协同的中药材

电子交易中心和标准化仓储物流配送中心。出

台专项政策和配套资金，鼓励企业加大设备投

入，加快技术研发，加速产业升级，通过地方扶

持帮助企业主动向优惠政策的条件靠拢，促使

产业升级换代，做好做大中医药制造、中药饮片

加工等现代中医药制造业。

（四）借机“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加速外向

经济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我省在继

续深化中医药产业同东部省份合作交流的基础

上，更要放眼全球，既要“向东看”，也要“向西

看”，畅通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

施网络，加快发展中医药产业外向型经济，提高

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要

紧紧抓住甘肃中医药配方对全国乃至全球新冠

疫情防控中的特殊贡献这一机遇，大力推广我

省中医药产业走出去。同时，引导和鼓励私营

企业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加速向产业集群化发

展，加快中医药产业战略性重组步伐，通过联

合、兼并、参股、控股等多种形式，培育壮大辐射

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集团。

　　（摘自《调查与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２期

张雅丽／摘编　沈凯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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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农村土地管理与改革的难点

与问题研究

———基于甘肃省庆阳市的调查

滕海峰　李含琳　李　桢　王永明　李　楠　郑彦宏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加快土地流转、推动

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党中央和国务院

从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等方

面提出了相应的改革要求和政策体系。其中，

较为突出的是进行了以“所有权、承包权、经营

权”为核心的“三权分置”改革（以下简称“新土

改”）。近年来，甘肃积极响应和推动这项综合

改革的实施，丰富了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

权、土地经营权的有效实现形式，创新了农村土

地的经营理念、经营方式与经营模式，一定程度

上推动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但是，在农村

土地管理与改革的过程中，也存在土地流转方

式单一、经营主体与服务主体培育质量有待提

高等长期以来要解决但又难以很好解决的现实

问题。在对全省农村土地经营现状综合分析的

基础上，重点以庆阳市为样本区域，注重运用调

查研究方法，具体分析农村土地管理与改革的

经验做法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

策建议，希望为其他地区农村土地资源高效配

置与合理利用提供参考。

二、文献梳理与问题提出

（一）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关于实施农村土地管理和改革

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这些问题：一是农

地制度影响经济绩效的途径，主要有地权稳定

性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以及社会保障效应等；二

是土地征收、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户宅

基地等建设用地改革应走市场化之路；三是农

地“三权分置”的相关政策转化为可操作的法律

实现机制，应以坚持农地集体所有权为前提，以

稳定农地既有法权关系为基础，以农地权利财

产化为指向；四是“新土改”要与农村微观经济

基础重建同步推进，才能发挥政策红利；五是

“新土改”的实施引起了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创

新；六是实践表明，在农民集体层次，土地集体

所有制凸显更为优越的制度优势；七是“三权分

置”旨在解决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与农村土地

效率利用之间的矛盾。

（二）现实背景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背景

下，农村土地流转、多元利用、规模使用、现代经营

等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在大部分农村，普遍

存在农户土地流转“流出”需求，但能够“流入”土

地，并进行现代适度规模经营的主体较少，两者之

间仍然存在现实的结构性矛盾；二是２０１９年中央

一号文件、２０２０年中央一号文件，从坚持和完善农

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家庭农场、农

民合作社培育的重要意义、政策体系及发展路径。

这些旨在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培育

工作的系列政策，其政策效应初步显现，但农村龙

头企业、种养大户、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数量

与规模都还有待进一步发展提升；三是在农村市场

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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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２０１９１１）、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党的文件、国家制度、法

律体系的完善与实施，将会更加引起农村土地管理

与改革新的变化，亟需对其中存在的难点与问题给

予及时的关注。

（三）研究述评与问题提出

总体而言，国家从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的

角度出台了相关政策，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科学

配置和高效利用，学术界众多学者从经济学等

多个学科、不同视角对此展开研究，在学理分

析、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还存

在一些需要突破和改进的地方：一是在研究对

象上，需要从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转向土地使

用效率的提升；二是在研究思路上，不仅要研究

“新土改”过程中“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

么”，更注重对“谁来干、效率如何提升、成果如

何分配”的问题。

（四）样本选择与调查方法

样本区域选择。本调查之所以选择庆阳市

作为样本区域，重点分析农村土地管理与改革

中存在的难点与问题。原因有五。一是庆阳农

耕文明历史悠久，素有“陇东粮仓”之美誉，现代

农业产品享誉国内外。三是庆阳地貌类型多种

多样，山、川、塬兼有，沟、峁、梁相间，土地使用

类型区域差异显著。四是庆阳市部分地区也是

我国贫困人口发生率比较高的地区之一，通过

实施产业扶贫和搬迁扶贫等举措，在盘活土地、

现代经营、发展产业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

五是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与土地流转紧密结合，

有效推动了土地流转和现代农业的发展。

调查研究方法。注重全省分析与典型市县

的个案调查相结合。在对全省的情况进行综合

调研与分析的基础上，重点以庆阳市为样本，进

行个案分析，强调对具体问题更加具有操作性

的讨论。

三、甘肃省土地资源条件及“新土改”实践

甘肃位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

三大高原和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寒区、东部季风

区三大自然区域的交汇处，地形复杂，山脉纵横

交错，海拔相差悬殊，高山、草甸、盆地、平川、沙

漠和戈壁兼而有之。

（一）土地资源条件

１土地资源。根据甘肃省第二次全国土地

调查，２０１８年度土地变更等调查，截至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３１日，全省土地总面积为４２５８８９万公顷

（其中含宁夏回族自治区飞地５３２２５３公顷）。

２土地质量。甘肃省耕地质量中等偏下。

根据《２０１９年甘肃省自然资源公报》，全省耕地

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分别为 ５３７６７万公

顷和３９９２４万公顷；全省初步划定永久基本农

田储备区４１２万公顷；平均耕地质量等别１２６

等，比２０１９年提高０１等，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３水土匹配。甘肃是全国水资源缺乏和最

为干旱的省份之一，同时又存在时空分布不均

衡的问题。

表１　甘肃省主要土地类型及其面积构成情况（２０１８年底）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城镇村及

工矿用地

交通运输

用地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其它土地

面积（万公顷） ５３７６７ ２５５２ ６０９５８ １４１７２３ ７９９７ ２７０４ ７４７３ １４８７１５

比重（％） １２６２ ０６ １４３１ ３３２８ １８８ ０６４ １７５ ３４９２

表２　甘肃省三大流域水资源总量、土地面积、人口分别占全省比重（％）

流域 水资源总量 土地面积 人口

黄河流域 ４４ ３２ ６９

长江流域 ３５ ８ １３

内陆河流域 ２１ ６０ １８

８３



　　　　　　　　　　　甘肃省情２０２１·２　 “三农”问题

表３　庆阳市主要土地类型及其面积构成情况（２０１８年底）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城镇村及

工矿用地

交通运输

用地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其它土地

面积（万亩） １０３８７５ ３１６５ １１５１８５ １５３６６ １６０５ ３２５５ １６０５ ９９６

比重（％） ２５５４ ０７８ ２８３２ ３７７８ ３９５ ０８０ ０３９ ２４５

　　（二）“新土改”实践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相关制度安排，甘肃

省委省政府下发和实施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

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实施

意见》（甘办发〔２０１５〕１６号）《关于完善农村土

地承包权所有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实施意见》

（甘办发〔２０１７〕６号）等系列文件和政策举措，

有效推动了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

主体的培育及其主导下的土地流转、规模经营、

效率提升。

截至２０１８年６月底，全省已建立县（市、区）

级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８４个，乡（镇）农村土

地流转服务站 １１８２个、村级农村流转服务点

１４０４２个。初步形成了县（市、区）有服务中心、乡

（镇）有服务站、村有服务点的土地流转服务体

系。在相关制度保障下，全省土地流转面积

１３２０１万亩，流转率达２６９％，其中，流入农户的

５９４万亩、流入合作社的３８５２万亩、流入企业的

１９１７万亩、流入其他主体的１４９２万亩。土地

经营规模经营面积７９３４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

６０％。规模经营主体 ３１２７０个，５０—１００亩的

１６５４７个，１０１—５００亩的１０９７７个，５０１—１０００亩

的２４４５个，１０００亩以上的１３０１个。

四、庆阳市土地资源条件及土地流转现状

庆阳市辖７县１区，总人口２６５万，其中农

业人口２３０万，年均气温 ８８—１０２℃，降雨量

４８０—６６３毫米。被农业农村部列入北方农牧交

错带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区域，是全省优质农

畜产品生产基地，早胜牛、陇东黑山羊、环县羔

羊等大宗优质农畜产品享誉国内外。

（一）土地资源条件及利用现状

根据《２０１９年甘肃省自然资源公报》，庆阳市

总面积４０６７５５万亩。根据庆阳市国土部门详

查，全市耕地１０３８７５万亩，２０１８年实际经营耕地

７０１５７万亩，其中园地 ８０９７万亩，作物种植

６２０６万亩（扣除复种面积），播种面积全省列定

西之后，排第二。从种植情况看，全市农作物播

种面积７４４０３万亩（复种面积１２３４万亩）。从

种植结构看，谷物和其它作物播种面积６７７７１万

亩，蔬菜播种面积４７９４万亩，瓜果作物播种面积

１３６９万亩，中药材播种面积４６９万亩，谷、菜、

瓜、药种植结构之比为９１２∶６４∶１８∶０６。从种

植种类看，粮食作物面积５８４６万亩（复种面积

１２３４万亩），油料播种面积７７２８万亩，烟叶播

种面积 １６１万亩，其它作物青饲料播种面积

１４２１万亩。粮经饲种植比为７８６∶１９５∶１９。

果园面积８０９７万亩，其中苹果园面积６６３５万

亩，苹果面积占园林水果面积８１９％。

（二）土地流转经营

１土地流转规模

基于相关制度设计与政策落实，庆阳市充

分发挥县乡村三级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体系职

能，督促县区建立完善工商资本租赁农地监管

和风险防范机制，统一土地流转合同文本，强化

矛盾纠纷调处，积极推动农村土地有序流转。

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全市８县区、１２０个乡镇、１２６１

个村都建立了土地流转服务体系和矛盾纠纷调

处体系，累计土地流转面积１６９９万亩，流转率

２５４％，培育５０亩以上规模经营主体１５０２个，

规模经营面积５１万亩。

２土地流转方式

庆阳市农村土地流转方式主要有转包、转

让、互换、出租、股份合作等，其中是以出租和转

包为主。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通过出租和

转包这两种形式流转的土地占流转土地总面积

的比重分别为７９４％、７９７％和８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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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流转对象

庆阳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主要流向对象

包括农户、专业合作社、企业及其他经营主体等。

流向农户的土地占流转总面积的比重，从２０１４年

的４６３％下降至２０１９年的３１４％；流向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土地占流转总面积的比重，逐渐提

升，从２０１４年的２８６５％提高到２０１９年的３４％，

流入企业的土地占流转总面积的比重，逐渐提

升，从２０１４年的９１％提高到２０１９年的２２２％。

新型经营主体规模化经营的趋势日渐明显。

五、庆阳市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及土地经营

管理

近年来，庆阳市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

贫困村农民合作社建设和提升工作的通知》《庆

阳市培育发展家庭农场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年）》等相关政策，坚持注重分类指导与规

范运行，高质量推动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培育，重

组农村微观经济基础，为科学配置和高效使用

农村土地资源奠定了制度基础与发展主体。通

过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

的带动和引领，进一步促进了土地流转、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使得种养殖及农产品加工业成为

了庆阳市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的强有力保障。

（一）新型经营主体类型

１农民专业合作社

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底，庆阳市共创办养殖、种

植、加工、销售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７８２５个，入

社成员有２０２万人，辐射带动非成员农户２０１

万户。特别是在全市５７０个贫困村，创办社２７１６

个合作社，１２３３个“３３１＋”合作社。其中接纳入

股资金的合作社９６３家，参与入股经营的贫困户

有６９万户，２０１９年实现分红６０１０万元。

２家庭农场

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底，全市累计培育发展家

庭农场５４０个，其中：从事种植业的２５７个、从事

养殖业的１５０个、从事种养结合的１３３个。家庭

农场经营耕地总面积 ７５８万亩，５０亩以上的

３３９个。全年家庭农场经营总收入 ３１７２６万

元，收入在１０万元以上的１６８个。家庭农场劳

动力总数３６４４人，其中常年雇工１６０９人。

３龙头企业

近年来，庆阳市按照“县县有大型龙头企业

落户，业业有大型龙头企业引领”的思路，累计

引进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１３５家，参与重

大农业项目建设，一大批项目得到落地实施，带

动了产业发展，夯实了发展基础。引进福建圣

农集团发展肉鸡产业；引进东方希望集团、正大

集团发展生猪产业；引进中盛农牧、庆环制种公

司发展肉羊产业；引进海升集团、融诚集团、居

立公司、正洋公司发展苹果产业。在饲草、肉

牛、中药材等产业方面，也同步实施了一大批农

业产业化建设项目。相继组织实施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４８１万亩。

（二）新型经营主体产业分布

１行业分布

全市７８２５个合作社中，种植业类２５２５个，

占３２６７％；畜牧业类２９１６个，占３７２７％；林业

类 ８６４个，占 １１０４％；服务业类 ４９６个，占

６３４％；其他类 １０２１个，占 １３０５％，涵盖了全

市所有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

２产业分布

全市共有肉羊合作社 ９６８个，养殖规模

８２８９万只；肉牛合作社３５１个，养殖规模４３９万

头；生猪合作社４４０个，养殖规模１４３４万头；肉

鸡合作社２９９个，养殖规模２０７７３万只；苹果合

作社９３１个，面积 １７４４万亩；瓜菜合作社 ２０８

个，面积３２８万亩；中药材合作社５２４个，面积

１７２２万亩；饲草合作社１５３个，面积２０１９万亩。

六、庆阳市进一步推动农村土地管理与改

革中的难点及现实问题

（一）重点难点

根据庆阳各地农村土地流转及使用情况

的调查，由于农业自身相对于工商业而言的低

效益特点，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农民进行农作物

种植的积极性，使得大批量的农村青壮年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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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进城务工，导致了很多农村土地希望被流

转的现象。在很多农村，大多存在土地流转的

结构失衡的问题，即愿意流出土地的农户很

多，但能够流入土地并对土地进行现代规模经

营的主体很少，由此使得很多土地无奈被撂荒

或粗放经营。也就说，决定土地流转与经营效

率的关键，是一个地区的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

数量与质量，但这也是一个地区土地管理与改

革工作进一步提升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主要

原因有：

一是近年农村推行的“新土改”政策体系，

使得现阶段农户享有较为完整的使用权、收益

权和转让权等核心权能和包括入股与抵押融资

在内的他项权能，已经可以满足他们土地合理

使用的基本需求，已基本不存在土地流转、土地

抵押、现代经营的制度性约束。

二是农户由于自身的小规模生产、分散决

策与经营、缺乏监管等特点，使得农户在面对国

际国内农产品广泛流通的大市场过程中，在市

场信息收集与研判、市场价格谈判与决策、规模

化品质化生产、市场开拓与营销等方面，与企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紧凑型、规模型、市场型

等市场主体相比，具有很大的不足与难以弥补

的短板。

三是客观实践表明，我国建设现代农业的

前进方向和必由之路是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

经营，但同时也要看到，小农户家庭经营是我国

农业的基本面。因此要处理好现代农业发展与

小农户的之间的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和近年

中央一号文件反复强调的“推进小农户和现代

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四是从“新土改”政策实施及各地实践来

看，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是推动

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市场主体，也是“推进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根本载体

和现实途经。所以，不论是土地有效配置还是

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工作

至关重要。

（二）现实问题

尽管各地对此很重视，由于人才匮乏等方

面的原因，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工作与政策要求、

农民期盼相比，还有很大的不足。

１合作社带动能力不强。全市贫困村合作

社规范化程度大幅提升，规范化程度达到

７６５３％，但非贫困村规范化程度仍然较低，６９１

个非贫困村还有 ７６５％的合作社运营不够规

范，近４０％的合作社尚未运营。总体而言，绝大

多数合作社在服务内容上还以生产资料供给、

技术培训等低层次服务为主，大多停留在原料

型、初加工型生产阶段，缺少能带动社员开展标

准化生产、“三品一标”认证、统一品牌营销的合

作社。由于缺乏产业项目支撑，合作社自身发

展能力，从而对土地资源的盘活能力与高效使

用能力较弱。

２专业人才匮乏。农民是专业合作社与家

庭农场的主体，普遍存在文化程度偏低，专业知

识较少，政策水平不高，缺乏经营管理和市场营

销经验等问题。合作社与家庭农场中懂技术、

善经营、会管理的综合性人才少；由于农村青壮

年外出务工者较多，合作社缺乏能熟练操作农

机、从事标准化种植养殖的技术工人。同时，随

着合作社与家庭农产的迅速发展，农经、市场监

管等部门难以实现“零距离”和全覆盖的指导服

务，乡镇农经农业服务中心缺乏专业人才，作用

发挥不充分，技术指导服务不到位。

３农经管理工作队伍不健全。目前，县区

农经部门承担着农村土地承包、农村产权制度

改革、农村宅基地管理、新型经营主体培育、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土地纠

纷调处等多项工作，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但县

区农经人员力量严重不足，乡镇农经机构不健

全，除镇原、华池、庆城、西峰农经干部在１０人

以上，其他４县农经干部不足１０人；西峰区、镇

原县、庆城县的乡镇独立设置农经机构，其他５

县与财政所、三农服务中心等机构合并，农经干

部不固定，服务指导难以及时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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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融资渠道不畅。虽然中央和省级财政每

年都安排了一定的扶持资金，但投资总量偏少，

加之市、县财力不足，扶持资金难以落实，在基

础设施、贴息贷款、以奖代补、撬动民资中的杠

杆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合作社组织松散，规模偏

小，缺乏可抵押资产，为金融机构评级、授信以

及监督带来较大困难，信誉度不能保证，难以获

得贷款支持；社会资本投资发展合作社的信心

不足，融资困难，制约了合作社的持续发展。

七、深化农村土地管理与改革的对策建议

（一）广泛宣传和深入贯彻农村土地承包

政策

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新修订的《农村土

地承包法》，提高政策知晓度。深入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长久不变

的意见》和市委办、市政府办《关于促进小农户

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实施意见》，继续完

善市、县、乡农村土地承包管理、流转、纠纷调处

体系，加强对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流转取得土

地经营权的监管和风险防范，严格农村土地经

营权管理。

（二）推进农村土地集约化管理，提高农村

土地利用率

一是持续加大农村存量建设用地盘活力

度，深入推进农村土地全域整治，大力倒逼产业

转型升级；二是强化土地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化

“亩产论英雄”改革，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

是根据用途的不同划分土地的类别，各级政府

要制定土地利用规划；四是将更多的科技因素

引入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去，发展绿色无公

害农业，提高耕地的利用率；五是政府也要积极

引导农民，通过土地整理可以增加土地的使用

面积，节约灌溉用水，有利于农机具的使用，改

善土地的生态环境，以利于农村土地的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

（三）持续推进合作社规范运行与质量提升

从盘活和科学配置农村土地资源、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的角度出发，持续推进合作社规范

运行与质量提升势在必行。对新建成的合作

社继续按照“运营规范、运营较规范、运营一

般、未运营、吊销注销”五种类型，因社施策，分

类指导，规范提升，重点对“运营一般”和“未

运营”的合作社提升为“较规范的”，对“运营

较规范的”提升为“运营规范的”，提高规范化

运作水平。

（四）加强合作社入股资金监管

按照“谁安排、谁监管、谁负责”的原则和

“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要求，加强合作社

入股配股资金监管，确保贫困户入股资金安全

和按期分红。指导合作社与入股贫困户综合分

析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社内产品交易量、经营收

益等因素，与社员共同商讨、合理约定保底收益

比例。在脱贫攻坚期内，坚持“保底收益 ＋按股

分红”政策不变；脱贫攻坚完成后，建立“风险共

担、利益均沾”的市场机制。

（五）做实做强村集体经济

村级集体经济属集体所有、村民所有，是党

群中间最好的利益链接点，是提升农村基层党

组织组织力的重要保障，也是引领农民实现共

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

例》明确要求，“村党组织书记应当通过法定程

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推行村“两委”班子成员

交叉任职。”积极发展多种形态的、符合市场经

济规律要求的村集体经济，是高效配置农村土

地资源、发展现代农业、推动产业振兴的重要

途径。

　　（摘自《甘肃理论学刊》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张雅丽／摘编　沈凯心／校）

作者简介：滕海峰，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

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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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国家战略中的定位及着力点探析

梁海燕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８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开辟了全新

视野。

甘肃位于黄河流域上游，具有涵养水源、防

风固沙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要生态功能。黄

河甘肃段长度９１３公里，沿黄流域总面积１４５９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３４３％，多年平均自

产地表水资源量超过黄河流域总水量的１／５，尤

其是甘南高原素有“黄河蓄水池”和“中华水

塔”的美称。２０１９年８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

考察期间，指出“甘肃是黄河流域重要的水源涵

养区和补给区，要首先担负起黄河上游生态修

复、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的重任。”近年来，甘肃

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统领，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全

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发展生态产业，黄河

干流水质呈现稳定向好的趋势，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２０２０年，黄河甘肃段四大水系１４条河流

３４个断面水质优良率达 ９７１％。甘南州天然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９６８７％，森林覆盖率达

到２４３８％，黄河流域多年平均自产水资源量达

到１２７８亿立方米。石羊河流域水资源管理、

疏勒河流域水权制度改革走在了全国前列。但

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甘肃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

日益突出，应对变化环境下水资源脆弱性的风

险不断加大。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甘肃要紧抓历史

机遇，找准自身定位，强化上游责任，抓好落实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着

力点，奏响黄河大合唱的“甘肃乐章”。

一、甘肃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国家战略中的定位

（一）甘肃是黄河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

补给区

甘肃省地处我国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原区

和东部季风区三大自然区的交汇部位，是国家

“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中的青藏高原生

态屏障、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和北方防沙

带，生态功能极其重要，是黄河流域重要的水源

涵养区。祁连山被誉为河西走廊“生命线”和

“母亲山”，是黄河流域重要水源产流地。甘南

高原在涵养水源、调节洪峰等方面起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黄河每年在甘肃获得补水约１３７亿

立方米，其中仅玛曲段就获得补水 ８５亿立方

米。渭河、泾河、洮河、大夏河等河流是黄河重

要的补给水源。基于甘肃是黄河流域水源涵养

区和补给区的战略定位，以提升水源涵养能力

为目标，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大

流域治理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力度，是甘肃责

无旁贷的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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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甘肃是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的标杆区

甘肃是严重缺水省份，省内大部分地区常

年干旱少雨，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多年平均降

水量只有２７６９毫米，人均水资源量只有１１５２

立方米，亩均水资源量只有３８９立方米，河川径

流量受降雨量影响变化幅度较大。受全球气候

变化、用水结构等的影响，甘肃黄河流域水资源

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沿黄流域用４４％的水资源

量支撑着全省７０％的人口和经济总量。为破解

这一矛盾，甘肃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建立流域节水评价机制，发展节水产业、技术与

模式，实施全社会节水行动，加快重大跨流域调

水工程建设，建成引洮一期、引洮入潭、古浪黄

花滩生态移民供水等引调水项目，为黄河流域

其他省份提供了示范和经验。

（三）甘肃是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的主区域

甘肃沿黄区域多是生态脆弱区、民族地区、

革命老区和“一带一路”的叠加交织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突出。甘肃不断发展特色产

业，拓展增收渠道，推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向

农村延伸，逐步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状况，持续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打造黄河流域乡村振

兴样板，确保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的宏伟蓝图实现。

（四）甘肃是黄河文化保护弘扬的示范区

甘肃黄河文化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大地湾

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都发源于黄河一

级或二级支流上，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等世

界文化遗产影响深远，红军长征路线成为中国

工农红军革命历史的伟大见证。甘肃是黄河流

域文化保护弘扬的示范区，深入挖掘黄河文化

的当代价值，展现黄河文化魅力，打造黄河文化

带，推动黄河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提升发展内

涵，是甘肃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

（五）甘肃是黄河流域生态经济带建设的实

验区

甘肃是黄河上游经济地带中的老工业基

地，是黄河流域生态经济带建设的实验区，生态

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沿黄区域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十大生态产业建设初见成效，建成了以兰

州、白银、金昌、嘉峪关、天水等城市为主的工业

基地。面对经济发展新挑战，甘肃通过调结构、

转方式，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绿色生态产

业示范区、生态保护性农业示范区等，培育经济

增长的新动能，能为全流域提供模式借鉴。

二、甘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存在的问题

（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形势严峻

一是水污染形势严峻。一些地方水利基础

设施建设滞后，污水收集管网覆盖率低，工程网

络体系不完善，流域、区域间水系连通程度低，

特别是市、县污水处理能力偏弱。农村农业源

的污染愈发突出，船舶开采、运输、旅游观光等

新增移动污染源明显，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相对

较高。二是水源涵养区生态脆弱。黄河上游水

源涵养区域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气温升高导致

冰川退缩，森林质量下降，草地退化严重，个别

河流河段生态环境状况堪忧。三是水资源量供

需矛盾突出。甘肃地处西部内陆干旱地区，水

资源供需矛盾突出，８４个县（市、区）中约有６３

个县存在缺水问题。随着人口和产业进一步向

重要经济区、城市群集聚，水资源区域平衡和跨

区域配置的任务更加艰巨。四是水土保持任务

繁重。甘肃水土流失面积 １０７１万平方公里、

每年流入黄河泥沙达４９２亿吨，破坏区域水土

资源与生态环境。

（二）沿黄流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突出

一是城乡之间的基础设施发展失衡，医疗

卫生、教育资源等公共服务差距明显。一些区

域经济布局与人口分布、资源环境、发展质量不

平衡，城镇化发展起点低、速度慢、产业支撑力

度不够，城市公共服务辐射半径比较短。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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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失衡。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结构

以资源输出型为主，科技投入不足，社会信息化

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仍全面处于全国下游，

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尚未形成。三是科技创

新欠缺。现代产业发展缺乏完整的配套服务支

撑体系，经济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才资源

之间存在不协调现象，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普遍

不高。

（三）黄河文化的传承保护不够

甘肃在黄河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利用方面

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重硬轻软、手段单

一，注重文物古迹物理形态的保护，缺少对黄河

文化时代价值的挖掘、传承和展现，流域内文化

保护传承的碎片化现象存在，未能运用数字化

手段对黄河文化进行传播，黄河文化的开发利

用程度不高，偏重旅游开发层面，缺乏对文化价

值的深度挖掘、文化传承体系的构建，文化影响

力、传播力、感染力均显不足。

（四）法律制度供给不足

目前我国涉及到黄河的法律规范有 ３６４

部，其中关于水利建设、资源环境、计划统筹、

“三农”问题、交通旅游等五个方面占比达

９０７％，多涵盖在西部大开发、区域发展、民族

地区发展等政策中。总体上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高质量发展、公共治理等方面的制度供给较

少，缺乏黄河流域统一立法，一些地区和部门制

定的政策针对性不强，存在相互掣肘的问题。

三、甘肃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国家战略的着力点

（一）坚持生态优先，提升水源涵养能力

以祁连山、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黄土高

原水土流失治理等为重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综合治理、湿地保护修复、沙化土地植被修复

等，做好“水的涵养、土的保持、沙的减少”，切实

发挥上游地区水源涵养生态功能。一是实施国

家公园、湿地保护与修复、森林草原保护、水源

涵养提升、祁连山水源涵养等工程，开展退牧还

草、草原鼠害综合治理，加强对祁连山原生态的

修复保护，增强黄河流域水源涵养能力。二是

推进流域综合治理。健全黄河联防联控和流域

共治机制，对黄河干流河道、两岸堤坝、河道、滩

区进行系统治理，对生态脆弱河流开展治理与

修复。三是加强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水土保持，

通过封山禁牧、轮封轮牧和封育保护等措施促

进自然恢复，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家庭农场

和经济林带，加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采用以

奖代补、志愿服务、公众监督等形式，鼓励和引

导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四是建立健全流域纵向

与横向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的生态补偿机制。

建议国家在甘肃建立黄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专

项资金，专门用于水源涵养、流域生态修复、水

土流失治理等。

（二）发展生态产业，加快培育经济新动能

考虑可利用土地和水资源、生态系统脆弱

性、环境容量、人口集聚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因

素，着力发展生态产业，创新生态文明建设模

式，强化各类要素支撑，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沿黄农业产业带要发展现代农业，做强做优现

代丝路寒旱农业，促进农业与休闲、旅游、文化、

教育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

业，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创新

型企业发展，培育企业家精神，形成以创新为引

领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三）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

战略，应着力推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以

城带乡、以工助农，建设生产发达、生活丰裕、生态

优良的美丽乡村，加快以县城为主体的新型城镇

化建设，培育发展带动作用强的现代中小城镇、

特色小镇，通过扩权赋能、以奖代补等激励措施，

带动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发挥中心城市优势，

市州所在城市应吸引人口和产业的集聚，提高承

载与引领带动能力。推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协调发展，构建以兰西城市群为引领、榆中生态

创新城建设为增长极、甘肃境内各区域节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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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内核的城镇网络格局，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

数字经济、生物、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体系，形成黄

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

（四）讲好黄河故事，传承保护黄河文化

甘肃是黄河文化的集中承载地，落实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要着力挖

掘黄河文化内涵，讲好黄河故事。开展黄河文

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资源普查，加快建设黄河

文化资源数据库，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优秀研

究成果，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

新技术深度融合，实现黄河文化资源的数字化

转化。设立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

行示范区，建设黄河文化主题公园、文化生态公

园等特色公园，打造黄河生态文化旅游带，开发

黄河旅游主题精品线路和特色旅游产品，多角

度、深层次展示黄河地理文化和黄河精神。建

立跨区域共建机制，争取国家和沿黄各省区在

黄河文化交流、文化遗产保护、文化旅游、人才

培养等方面开展合作。

（五）制定专门立法，强化法治保障

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法

治环境。国家层面应抓紧制定《黄河法》，通过立

法明确流域管理机构职责，完善黄河流域空间管

控、环境总体规划、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修复、生

态补偿、流域综合监管等制度。国家立法面临诸

多困难，甘肃应先行先试，开展《甘肃省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条例》《甘肃省黄河工程管理条例》《甘

肃省水资源节约利用条例》等地方立法工作，科

学制定发展规划，明确甘肃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监管体制，健全流域联防联控机制、生态文明

考核机制、环境资源税收制度等，为黄河开发和

保护提供法治支撑。加大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力

度，探索跨区域纠纷解决的联动联调机制，加强

与周边省区在立案、审判、执行等方面的司法合

作，发挥司法的服务保障作用。

　　（摘自《社科纵横》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张雅丽／摘编　井虹／校）

作者简介：梁海燕，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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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２３页）向精深加工转变，构建完整的草

产业链条，创建国家级知名品牌。推动建立草

种子质量标准和草产品等级标准、企业生产标

准等行业生产标准。三是加快推动草产业园区

建设，以做大做强草产业生产、加工、销售主体

为重点，着力打造上下游产业链完整畅通、生产

与服务体系有机衔接的草产业集群。

（四）健全完善草产业发展的政策保障机

制。一是制定甘肃草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

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和利用试验示范方案，加强

对草产业发展的统筹指导。开展草原生态示范

县建设，探索建立草原生态补偿试点，进行生态

补偿试验体制机制和补偿标准研究。二是建立

健全草原执法体系，确保经费落实和人员到位。

依法加强草原征占用管理，坚决整治破坏草原

的违法行为。加强草原生态监测预警体系、防

灾物资保障体系及指挥体系等建设，提高应急

反应能力。强化财政金融支持，利用好现有产

业发展基金，支持草产业规模化发展。三是加

大草产业教学、科研、推广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

设力度，加强草产业科技创新支撑平台和服务

体系建设，组建草原生态保护和草产业技术创

新中心，改善科技创新条件。鼓励企业与科研

院所合作，培养草产业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

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摘自《发展》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张雅丽／摘编　武新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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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全省金融运行总体平稳
　　２０２０年全省金融运行总体平稳，呈现出各
项存贷款平稳增长、贷款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

本明显下降的良好态势。至年末，各项贷款余

额２２１５９亿元，同比增长７．１６％，增速较上年末
提高０．４２个百分点。各项存款实现平稳增长，
至２０２０年末，全省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２０９９３亿元，同比增长６．１９％。

从贷款的投向来看，至 ２０２０年末，全省基
础设施建设领域贷款余额７０８９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２４％；全省第三产业贷款余额１０２００亿元，同
比增长１０．３６％；全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５０８３
亿元，同比增长７．３３％，全省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余额５５８亿元，同比增长６．９５％，扭转了上年度
负增长态势。

我省启动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专项整治

　　我省日前启动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专项整治，着力解决审批事项互为前置条

件、招商引资中政策不统一执行不透明、专项建

设资金“滞留”“截留”等一系列企业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严查不作为、乱作为、吃拿卡

要等影响营商环境和发展环境的突出问题。此

次专项整治重点包括履职尽责不到位、简政放

权不充分、监督管理不规范、服务质量跟不上４
个方面的１６类问题。

我省五年投入困难群众救助

补助金５３４．５亿元

　　我省进一步健全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临时救助等基本生活救助，完善教育、就

业、医疗等专项救助，制定单人户施保、低保渐

退、学生资助等一系列惠民措施，构建起覆盖城

乡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

五年来，我省共投入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

金５３４．５亿元；逐年提高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
标准，城乡低保标准分别达到年人均 ６９２４元、
４４２８元，比“十二五”末分别增长３８％、５５．１％；
城乡特困人员供养标准由单一的基本生活标准

拓展为“基本生活 ＋照料护理”，供养补助标准
分别达到不低于每人每年１０４５２元和７２００元；
累计开展临时救助５９２．２万人次，支出临时救
助资金６５．４９亿元，有效纾解了群众急难性和
临时性困难。

我省出台措施强化土地要素保障

　　我省出台《关于强化土地要素保障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提出，在

国土空间规划批准生效前，对确需开工的重大

建设项目，可由市、县人民政府承诺将项目用地

布局和规模统一纳入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规

划，之后按程序报批建设用地。全面启动土地

征收成片开发工作，建立土地征收公共利益用

地认定机制，缩小土地征收范围，依法依规实施

土地征收。科学配置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改革

年度用地计划管理方式，实行土地利用年度计

划省级统筹、分类保障，省级预留新增建设用地

计划指标可以统筹支持省列重大项目、省级重

大招商引资项目、专项债券项目、预算内投资项

目、生态产业发展项目、兰州新区项目、兰州榆

中生态创新城项目以及“两新一重”项目，提高

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保障精准有效投资用地需

求。鼓励新建项目使用存量建设用地，充分利

用处置批而未供和闲置的土地。

２０２０年我省进出口总值达３７２．８亿元
　　据悉，２０２０年我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
３７２．８亿元，全省外贸进出口基本保持平稳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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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我省主要出口产品为机电产品、农
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以上三类出口产品合

计占全省出口总值的８０％。主要进口产品为金
属矿及矿砂、机电产品和镍钴新材料，合计占全

省进口总值的７５．８％。哈萨克斯坦、蒙古国、欧
盟、东盟为我省前四大贸易伙伴，去年我省对哈

萨克斯坦进出口７１．９亿元，对蒙古国进出口３４
亿元，对欧盟进出口３１．７亿元，对东盟进出口
２８．７亿元。同期，我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进出口１６５．２亿元，占全省外贸总值的４４．３％。

我省新增２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近日我省新增酒泉市肃州区、宁县等２个
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肃州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立足独特的制

种产业资源禀赋，以建设国家优势特色种业示

范区为目标，以“培育蔬菜、花卉为主，杂交玉米

为辅，牧草、草莓为补充”的五大现代种业为发

展方向。目前，产业园种子生产经营企业达到

１４３家，年产各类种子１亿公斤，蔬菜、花卉种子
出口量占到全国蔬菜、花卉种子出口总量的一

半以上，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制种基地和

国家重要的良种繁育基地。

宁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以苹果为主导产

业，以“一核、三带、一基地”为总体功能布局，强

化育苗繁育，建成以高定位、高科技、高效益、苗

木良种化、栽培矮密化、生产机械化、水肥一体

化、产品标准化等为特点的全国最大矮化自根

砧苹果基地１１万亩，初步形成集育苗栽植、分
拣包装、贮藏运输、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

链条。

我省东西部扶贫协作和中央定点

帮扶工作“再升级”

　　根据国家安排，天津、厦门、福州、青岛东部
四市所属３９个区县与我省５８个贫困县开展扶
贫协作，中央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共３６个单
位定点帮扶我省４３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在观念、人才、技术、项目、资金等方面持续

对甘肃开展全方位帮扶。５年来，东部四市在我
省实施协作项目４９００余个，累计引进企业４０５

家，累计兴办产业园８１个，向东部输转建档立
卡劳动力２．５万人次，向其他地区输转就业人
员１２万人次，累计援建扶贫车间１３５１个，吸纳
７万贫困劳动力就近就业。仅在２０２０年消费扶
贫行动，就实现消费扶贫金额１３８．４亿元，中央
单位定点扶贫五年累计投入帮扶资金２５．４亿
元，帮助我省引进项目 １１７０个。今年以来，我
省围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接续推进乡村振

兴，积极对接东部帮扶省市和中央帮扶单位，进

一步完善结对帮扶关系，指导受援县区拟定项

目需求清单，谋划起草甘肃省“十四五”东西部

协作框架协议，持续推动东西部扶贫协作和中

央定点帮扶工作升级。

我省实施文旅康养产业发展倍增计划

　　我省制定了文旅康养产业发展倍增计划。
参照２０１９年全省文化旅游综合收入３０００亿元
的基数，按年平均增长１５％努力，到２０２５年，全
省文化旅游综合收入将达到６０００亿元以上，实
现倍增目标。其中，２０１９年康养产业收入 ３９０
亿元（按照纳入全省文化旅游板块内的康养产

业收入占文化旅游综合收入的１３％计算），按年
平均增长１５％计算，到２０２５年，全省文化旅游
康养综合收入将达到 ７８０亿元以上，实现倍增
目标。

我省水土保持工作持续向好

　　据悉，２０２０年我省持续完善水土保持制度
体系，严控人为水土流失，持续提升水土保持监

测和信息化能力，全省水土流失强度逐步减弱，

“治理补短板”成效初见，水土保持工作持续向

好。２０２０年，我省持续提升水土保持监测和信
息化能力，充分运用遥感、无人机等高新技术，

积极开展人为水土流失遥感监管、黄河流域生

产建设项目专项整治行动，全面落实行业监管

责任。组织完成对镇原、泾川、和政县的省级

２０２０年度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水土保持监管重
点监测，规划评估对示范县通渭、和政县的重点

工程监测工作，开展监测站网运行情况检查，形

成《甘肃省水土保持监测站网布局优化方案》，

向水利部上报国家级水保监测站点优化布局工

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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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我省将改造提升

６５万亩制种基地

　　据悉，“十四五”期间，我省将立足现有制种
产业优势，抢抓国家把甘肃列为全国三大种业

基地的机遇，加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新

品种选育培育，围绕打造国家级种业基地目标，

配套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优先建设一批规模

化机械化标准化的玉米、马铃薯、瓜果花卉、道

地药材良种繁育基地和现代种业产业园。我省

将在“十四五”期间改造提升玉米制种基地３０
万亩、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２０万亩、绿色标准
化瓜菜花卉制种基地１５万亩，推进种业产业化
现代化进程，实现由种业大省向种业强省转变。

我省将扎实做好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

源普查和第三次畜禽种质资源调查，摸清全省

种质资源现状，系统谋划开展农作物和畜禽种

质资源收集、鉴定、保种和开发利用，进一步加

强种质资源保存库和创新利用中心建设，加大

畜禽种质资源保种场等种业基础性公益性投入

力度，加快种畜禽场、种公畜站建设，提升畜禽

良种推广保障能力。

我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基本建立

　　“十三五”期间，我省加快转变国土开发利
用方式，加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提升国土空间

治理能力，基本建立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目前，我省国土空间规划和专项规划已初

步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有序推进城镇

开发边界试划，提出“系统保护、核心引领、全面

开放、城乡协调”的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战略，形

成了省级国土空间规划框架性初步成果。１４个
市州７８个县（市区）启动本级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工作，今年９月底前将形成全省四级三类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同时，我省已开展省级自然

资源“十四五”生态保护和自然资源利用、矿产

资源、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地质灾害防治、基础

测绘、科技创新发展等６个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在此基础上，我省将进一步落实主体功能区战

略，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科学统筹生态、农业、

城镇等功能空间。加快推进乡镇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优化县域城乡发展空间布局，促进产业融

合发展；科学配套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把乡镇

建成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

我省将实施现代丝路寒旱农业

优势特色产业三年倍增行动

　　据悉，我省决定实施现代丝路寒旱农业优
势特色产业三年倍增行动。我省将在三年内坚

持“建基地、强龙头、延链条、聚集群”，促进优势

特色产业向适宜区集中，建成一批产业大县、加

工强县和产业强镇，打造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加

快形成“一乡一品”“一县一业”“一县多园”“连

乡成片”“跨县成带”“集群成链”的现代农业优

势特色产业发展新格局；建立良种繁育、技术支

撑、标准化规模化种养、仓储加工保鲜冷链物

流、产销对接、品牌营销、金融保险支持的全产

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循环链，建成相对完备

的现代丝路寒旱农业产业体系，实现优势特色

产业效益倍增。根据行动计划目标，到 ２０２３
年，全省重点优势特色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由

３２３９．６亿元增长到５４５２亿元，增长６８．３％。

去年我省规上工业同比

增速居全国第４位

　　据悉，２０２０年我省规模以上工业同比增长
６．５％，较上年同期提高１．３个百分点，增速居
全国第４位，西北五省第２位。

去年１至１２月，我省１４个市州规上工业全
部实现正增长，１２个市州增速超年初预期目标，
９个市州增速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全省工业先
行指标趋势持续向好，工业用电量累计１０２６．１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６．７２％。铁路货物发送量
（兰州铁路局甘肃境内）４５１６．８万吨，同比增长
６．６４％。１至１１月，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实现营
业收入６４９４．２亿元，同比增长９．４％，产成品库
存２８４．７亿元，同比增长２．２％，规上工业效益
整体呈好转态势。

（张雅丽／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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