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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一带一路”改变“陕西现象”
——访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张宝通

陕西是资源大省，但却是经济小省、收入穷省，被称为“陕西现象”。相对于陕西，浙江是资源小省，但却是经济大
省、收入富省。要改变“陕西现象”，就得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县域经济、中小微企业，补齐短板。

《中国企业报》：2018 年 9 月 8

日，首届“西安企业家节”开幕，以

后每年的 9 月 8 日为西安企业家

节。西商的节日、企业家的春天带

给您什么样的感受？

张宝通：要改变“陕西现象”，
就是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支持中
小微企业的发展。历史上，西安不
但对陕西，对世界都曾起过引领作
用。所以，我们通过举办西商大
会，就是把我们当年汉唐盛世，国
际化、市场化的状态找回来。

有了“西商节”，能支持民营中
小企业发展，关键在于企业家，他
是带头人。所以我们举办企业家
节就是把我们企业界先锋组织起
来，来支持他们去创业、去发展，支
持他们来引领我们整个民营经济
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引领我们
整个西安、陕西和西部地区的发
展。企业家的活力，意义很大。支
持民企发展，丝毫不会动摇，这样
才能真正实现市场化改革。我们
真正的企业家实际上在民营经济
中，在中小微企业中。通过举办企
业家节引领我们民营企业发展，来
弥补陕西的短板。

在纪念联合国“中小微企业
日”之际，西安在发展民营经济、区
县经济、中小微企业上要走在全省
的前列。要保持这两年追赶超越
的发展势头，继续改善营商环境，
提高行政效能，当好金牌“店小
二”，支持民营经济、区县经济、中
小微企业的发展，改变城市的经济
结构，增强城市的活力。要对中小
微企业特别关照，只有中小微企业
跨越式发展才能让国有企业、央企
配套，军民融合。陕西是国家军民
融合重点示范区，这两年营商环境
大大改善了，办事都是只跑一次。
所以，对西部来说，对西安来说，通
过开放市场化、通过开放来增强活
力、通过开放来追赶超越，高速发
展。

《中国企业报》：2018年11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经济

座谈会上指出，在我国经济发展

进程中，要不断为发展民营经济

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帮助民营

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变压力

为动力，让民营经济的创新源泉

充分涌流，让民营经济创新活力

充分迸发。您如何理解民营经济

发展与城市活力之间的关系？

张宝通：陕西是资源大省，但
却是经济小省，收入穷省，被称为

“陕西现象”。而浙江是资源小
省，但却是经济大省，收入富省，
也叫“浙江现象”。这里的关键是
浙江民营经济发达，民营企业实
力雄厚，民营经济实际是浙江经
济的主体，市场观念强，经济活力
足。

改革开放以来，以浙江为代
表，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发展，压也
压不住。当时的产业是以纽扣、
领带、打火机、服装、鞋帽、圆珠笔

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小商
品创造了大市场。

现在，马云又搭建了阿里巴
巴电商平台，但淘宝上卖的还是
浙江中小微企业生产的各种小商
品。商品更丰富了，质量更好了，
而且有快递送货上门，使浙江成
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省。浙
江当初是农村包围城市，小城镇
推动大城市，县域经济很发达，经
济活力很强，实际是民营经济为
主体。

而陕西1949年前是自然经
济，农耕文化根基很深，1949年
后一直是国家投资建设重点，计
划经济影响很深，没有经历过沿
海的市场经济进程。陕西经济是
国有经济为主导，国有企业特别
是央企、军工企业数量较多，民营
经济、县域经济薄弱，中小微企业
数量相对较少，经济活力不足。
要改变“陕西现象”，就必须大力
发展民营经济，改变陕西的经济

结构，对民营企业给予特别的支
持，壮大民营经济的实力，补上民
营经济的短板。

因此，陕西应当将民营经济
的发展作为新时代的重大战略。
只有民营经济发展了，经济才有

活力，才能为国有企业提供配套，
形成活跃的产业生态链，促进国
有企业改革发展。因此，陕西追
赶超越要在民营经济发展上追赶
超越，未来陕西的民营企业是很
有发展前景的。

《中国企业报》：陕西是“一带

一路”的核心区，西安是亚欧合作

交流的国际化大都市，“一带一

路”倡议为陕西和西安带来哪些

发展红利？

张宝通：改革开放前三十余

年，靠着沿海开放，让中国由一个
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进入新时代，中国要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得
靠开放，就是“一带一路”。

陕西是“一带一路”的核心

区，西安是亚欧合作交流的国际
化大都市，“一带一路”是陕西和
西安最大的发展机遇。当年张骞
通西域，把当时的先进制造业产
品丝绸、茶叶、瓷器、漆器、铁器运
到西域各国，换回来胡椒、胡桃、
胡豆、胡萝卜、胡马等农牧产品，
产业互补，形成了繁荣的丝绸之
路。今天，陕西和西安的高新技
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先进制
造业实力雄厚，而大西北、中亚、
西亚等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主
要是能源原材料和农牧产品，产
业互补，也会形成一个繁荣的丝
绸之路经济带。

《中国企业报》：陕西目前的

产业结构是否能够适应“一带一

路”的需要？

张宝通：陕西地处大西北，在
向西开放最大的综合口岸霍尔果
斯，我们很少看到陕西和西安的
产品，看到的大量是浙江和义乌
的商品。因此，陕西应当调整产

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面向大西北，
面向丝绸之路经济带生产。

2008 年发生了全球金融危
机，到目前世界经济都未完全复
苏。我们的外贸订单少了，外贸
增速下降了，再靠出口带动经济
增长动力显然不足了。特别是随
着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发展
方式转变，不再可能出现当年的

“深圳速度”、“浦东速度”。
在这种背景下西部地区迎来

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期。习近平总
书记在陕西发表的讲话中一个关
键词叫做“追赶超越”，就是高速
发展。陕西将“追赶超越”作为发
展的总目标，但是我们一直在以
低于全国速度的水平在发展，所
以，西安要明确高速发展的战略
方针。

“一带一路”作为习近平总书
记给西安发展的尚方宝剑，我们
应该好好使用，用它来实现我们
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到陕西考察调研时强调，要抓住“一带一路”历史机遇，找准“一带一路”中的战略定位，引领新常态，实

现追赶超越。

陕西省第十三次党代会要把陕西打造成“一带一路”核心区，西安市委十三届四中全会要把西安建设成亚欧合作交

流的国际化大都市。

“一带一路”将给陕西带来怎样的历史机遇？作为陕西省第一个发展战略主要执笔人和陕西西部大开发思路课题主

持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张宝通日前接受了《中国企业报》记者的专访。

企业家活力意义重大

改变“陕西现象”要靠民营经济

“一带一路”是陕西的最大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