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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开发交通基建当先，一带一路减缓贸

易增速下降——西部大开发指导意见点

评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3 月 19 日下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涉及多个领域，其中西部大开发列为首项内容。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

见》。会议指出，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要围绕抓重点、补短板、

强弱项等方面，我们可以从 8 月 30 日发改委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文件

的大致内容。 

 

“西部大开发”是中央政府于 2000 年初提出的战略。自从“西部大开

发”战略提出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长期高于全国整体增速，目

前西部十二省的 GDP 总和已达到全国的 20%左右。回顾从 2000 年“西

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开始，中央政府及各部委发布的关于支持西部大

开发的各项政策，可以看出基建投资、环保、对外开放等方面一直是

政策强调的重点。 

 

在去年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普遍走低，西部地

区增速更弱于全国，去年 10 月份开始投资增速触底反弹，西部地区反

弹也更明显。可以预计，在新一轮政策刺激下，今年西部地区的基础

设施建设投资、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将保持高于平均水平的增速。对

外开放方面，“一带一路”会促进家电、机械等出口产品，航空运输也

将获益较大。西部大开放将自贸区建设放在重要位臵上，将对相应地

区的经济发展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我们认为在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政

策的加力下，西部地区林业、环保相关行业均会得到较大力度的扶持。

从投资的角度看，吸引民间投资是未来政策的扶持方向。 

 

总结来看，在当前经济下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

重新把西部大开发摆在重要的位臵，并着重强调了基建、对外开放和

吸引民间投资等内容。其意义在于，一是可以托底中国经济增速并吸

纳就业；二是增加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双边贸易，减轻对外贸易增

速的下行压力；三是有助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我们认为西部

大开发将主要利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家电、机械等与“一带一

路”地区贸易额占比较大的行业，自贸区相关建设板块以及林业、环

保等领域。同时，预计国家还将释放较多政策红利以吸引民间资本投

向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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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召开，西部大开发位列首项内容 

 

3 月 19 日下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会议涉及多个领域，其中西部大开发列为首项内容。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

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 

 

会议指出，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要围绕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更加注

重抓好大保护，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到重要位臵，坚持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要更加注重抓好大开放，发挥共建“一带一路”的

引领带动作用，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

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要更加注重推动高质量发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2018 年 8 月 30 日，发改委称正牵头研究起草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

指导意见，即为此次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目

前完整文件尚未公示，我们可以从 8 月 30 日发改委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文件的大

致内容。 

 

2. 基建、对外开放和环保一直是政策重点 

 

“西部大开发”是中央政府于 2000 年初提出的战略。2000 年 1 月，国务院成立了

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后，国务院西部开发办

于 2000 年 3 月正式开始运作。西部大开发的范围包括 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加

上湖北省恩施、湖南省湘西、吉林省延边州），分别为：四川省、陕西省、甘肃省、

青海省、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

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自从“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长期高于全国整体增速，

目前西部十二省的 GDP 总和已达到全国的 20%左右。西部地区的工业增加值和固

定资产投资增速在多数情况下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回顾从 2000 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开始，中央政府及各部委发布的关于支持

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可以看出基建投资、环保、对外开放等方面一直是政策强

调的重点。去年上半年，受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下滑的影响，西部上半年经济

增速也出现了下降，经济下行的压力比较大。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重新强调“西

部大开发”战略，并由发改委起草《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

意见》，将西部地区补短板、强弱项作为重要内容，在完成各区域协调发展的同时，

也对全国经济的增速起到托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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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西部地区 GDP 占比逐渐上升至 20%左右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图 2：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高   图 3：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同比较高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表 1：西部大开发相关政策 

时间 文件 主要内容 

2000.10.26  
《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

策措施的通知》 

确定了增加资金投入、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对内开放、吸引人

才和发展科技教育的政策方向。 

2000.12.11 
《“十五”期间西北地区工业结构调整指

导意见》 

提出了“十五”期间积极发展西部优势产业、建设 5 大资源基地等

发展目标和重点。 

2000.8.11 
《关于加强西部大开发科技工作的若

干意见》 

进一步发挥科学技术在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统

筹安排西部大开发中的科技工作。 

2001.12.20 《西部地区水利发展规划纲要》 

规划新增供水能力 120亿立方米以上，发展节水灌溉面积 3000万亩，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5 万平方公里，规划新增水电装机容量 1000 万

千瓦以上 

2002.2.25 《“十五”西部开发总体规划》 
到 21 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贫穷

落后的面貌，显著地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2002.12.26 《关于加快西部地区特色农业发展的 发展特色农业、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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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2002.2.10 《西部地区人才开发十年规划》 提出了西部地区人才开发的目标、主要任务、组织措施和政策措施。 

2004.2.16 《国家西部地区“两基 ”攻坚计划》 实现西部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2004.3.31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

的若干意见》 

强调了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基建、调整产业结构、积极推进重点地

带开发等。 

2006.12.8 《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 

努力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持续稳定提高，

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新突破，重点区域和重点产业的发展

达到新水平，教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新成效，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迈出扎实步伐。 

2010.9.6 
《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

移的指导意见》 

因地制宜承接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促进承接产业集中布局，改善承

接产业转移环境，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完善承接产业转移体

制机制，强化人力资源支撑和就业保障，加强政策支持和引导。 

2010.6.29 
《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

干意见》 

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重点生态区

综合治理，加快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等。 

2011.7.27 
《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

企业所得税问题的公告》 
出台了新一轮为期 10 年的支持西部大开发的税收政策。 

2012.2.20 《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 

区域经济增速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增

铁路营业里程 1.5 万公里，森林覆盖率力争达到 19%左右，单位地

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下降 15%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

30%，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0%以上，城镇化率超过 45%等等。 

2013.10.22 
《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情况的报告》 

一是进一步完善落实西部大开发政策，二是抓紧启动实施一批基础

设施等重大项目，三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四是积极引导产业转移

和扶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五是努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六是

全面提升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 

2016.6.15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

发展的指导意见》 

针对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普及

高中阶段教育，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等方面提出措施 

2016.12.23 《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 

紧紧抓住基础设施和生态环保两大关键，着力破解道路、水资源等

瓶颈制约，特别要围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大局，健全绿色发展

机制，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与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突出持续推进民生改

善。 

2017.4.12 
《2017 年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工作要

点》 

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成效、努力迈入产

业发展新阶段、切实巩固生态建设新成果、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加快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强化组织保障和政策支持等七个

方面提出了 27 项重点工作。 

2018.8.30 
发改委就西部大开发进展情况召开专

题新闻发布会 

营造更具竞争力“软环境”，多元主体投资缓解西部经济下行压力，

交通基础设施仍是重点，强化六方面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

格局。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整理 

 

3. 交通基础设施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任务 

 

在历次西部大开发相关的政策文件中，基建投资都是作为重点内容强调。在 8 月 30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展改革委西部开发司巡视员肖渭明首先强调，交通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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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是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任务，要加快形成以干线（高速）铁路公路为主骨架的交

通网络建设。 

 

从上文图中可以看出，在去年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普遍走低，

西部地区增速更弱于全国，去年 10 月份开始投资增速触底反弹，西部地区反弹也

更明显。今年 1~2 月份西部地区投资增速为 7.6%，再次超过全国的 6.1%的增速。

可以预计，在新一轮政策刺激下，今年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尤其是交通

基础设施将保持高于平均水平的增速。 

 

4. “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助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 

 

4.1. “一带一路”战略对西部地区进出口提振显著 

 

对外开放是西部开发中一以贯之的战略。2015 年“一带一路”提出以来，西部地区

作为陆路上的开放前沿，地位更加重要。肖渭明指出，要支持西部地区有效参与和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完善口岸跨境运输通道、内陆骨干通道等开放基础设施建

设，建设好自由贸易试验区、内陆开放性经济试验区、国家级新区、沿边重点开发

开放试验区、跨境经济合作区这些开放平台。 

 

“一带一路”主要分为两条路径，分别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主要涉及亚洲和欧洲各国，分别为： 

 

亚洲：阿富汗、阿联酋、阿曼、阿塞拜疆、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巴林、不丹、东

帝汶、菲律宾、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韩国、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卡塔尔、

科威特、老挝、黎巴嫩、蒙古、马尔代夫、马来西亚、缅甸、尼泊尔、日本、沙特

阿拉伯、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泰国、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文

莱、新加坡、叙利亚、亚美尼亚、越南、也门、伊拉克、伊朗、以色列、印度、印

度尼西亚、约旦。 

 

欧洲：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保加利亚、比利时、波黑、波兰、德国、

俄罗斯、法国、荷兰、黑山、捷克、克罗地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摩

尔多瓦、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乌克兰、希腊、匈牙利、意大利。 

 

从进出口数据上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提出之后，随着效果逐渐显现，西部地区

的对外贸易总额出现了较明显的上升。近 5 年中，陕西、贵州、四川等省份对外贸

易额增速提升明显。需要注意的是，新疆近 5 年虽然累计增速为负，但主要是由于

2014 年基数较高所致，近几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发力，其贸易增速上升十

分明显，反映出“一带一路”战略对进出口的推动作用。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大连瀚闻资讯有限公司共同编写的《“一

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 2018》，2017 年新疆表现最为突出，超过广西成为西

部地区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最多的省区，2017 年新疆与“一带一路”国

家进出口总额为 284.2 亿美元，较 2016 年猛增 91.9%，占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

国家进出口总额的 19.8%；广西、四川、重庆和云南的占比也达到 10%以上。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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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家是新疆的主要贸易地区，2017 年新疆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总额占其对外进出口总额的 93.3%。 

 

图 4：“一带一路”对西部地区进出口提振明显   图 5：近 5 年西部各省市对外贸易累计增速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一带一路”的出口产品，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

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附件；二是核反应堆、锅

炉、机器、机械器具及零件。两者合计占西部地区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额的 43.5%。

扩大“一带一路”的对外开放将对家电、机械行业有较大利好。 

 

“一带一路”的进口产品较为多元，主要集中于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

沥青物质；矿物蜡，特殊交易品及未分类商品，矿砂、矿渣及矿灰。占西部地区自

“一带一路”国家进口额的比重为 76.4%。进口产品主要为原材料，有助于降低化

工行业的成本。 

 

“一带一路”进出口贸易的运输方式以水路运输和公路运输为主。其中水路运输

2017 年出口额为 256.0 亿美元，较 2016 年下降 18.4%，占所有运输方式出口额的

37.2%；公路运输 2017 年出口额为 203.2 亿美元，较 2016 年下降 29.6%，占所有运

输方式出口额的 29.5%。航空运输增长迅猛，出口额为 183.7 亿美元，较 2016 年增

长 86.3%，占比增至 26.7%，其中内蒙古、四川航空运输出口增长显着。航空运输

受到“一带一路”政策的益处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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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一带一路线路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4.2. 自贸区有助于促进相应地区的经济发展 

 

自贸区方面，西部地区的自贸区主要有三个，分别为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四川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西部大开放将自贸区建设放在重要位臵上，

将对相应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 

 

4.2.1. 重庆自贸区 

 

重庆自贸区的定位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全面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挥重庆战略支点和连接点重要作用、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

开放力度的要求，努力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互联互通

重要枢纽、西部大开发战略重要支点。目前主要有以下几个片区： 

 

两江片区：着力打造高端产业与高端要素集聚区，重点发展高端装备、电子核心部

件、云计算、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及总部贸易、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展示交易、

仓储分拨、专业服务、融资租赁、研发设计等现代服务业，推进金融业开放创新，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物流、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资源的集聚辐射

能力。 

 

西永片区：着力打造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智能装备等制

造业及保税物流中转分拨等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加工贸易发展模式。 

 

果园港片区：着力打造多式联运物流转运中心，重点发展国际中转、集拼分拨等服

务业，探索先进制造业创新发展。 

 

4.2.2. 四川自贸区 

 

四川自贸区的定位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立足内陆、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35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