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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坡陡、谷深、土地破碎，石漠化嚴重，典型
的喀斯特地貌⋯⋯
這就是貴州，地處中國西部、偏居西南一隅，幾乎

所有先天不足的貧瘠因素似乎都在這裡累積、疊加和
顯現。

觀念對壘質疑聲不絕
在這樣一個全國唯一沒有平原支撐的典型山區內陸

農業省，如果它的決策者們決定走一條典型的工業化
道路，接踵而來的，絕對難免不絕於耳的質疑、猶豫
彷徨的步伐、涇渭分明的觀念對壘——
「典型的山區內陸農業省份搞工業化，簡直是異想

天開⋯⋯」
「老祖宗留下的青山綠水，現在要四處放火、到處

冒煙⋯⋯」
「起點低、基礎差，貴州走新型工業化道路豈不是

畫餅充飢⋯⋯」

贊成者：等不是辦法
質疑和焦點，都直指貴州走工業化

道路就是搞大躍進，一沒有資金投
入，二沒有經驗技術，貴州搞工業化
肯定沒有前途，還會導致生態惡化，
會嚴重的破壞生態環境，反對者們甚
至堅定的認為，貴州應該可以彎道超
車、飛車跨峽谷，跨過工業化這道門
檻，直接進入後工業化階段。
反對者說：你搞工業化，那不是四

處點火，到處冒煙，從上游搞污染，
要金山銀山不要青山綠水，貽害子孫
萬代？
贊成者道：工業化不等於就是搞污

染化，不搞工業化，也有頑童不時在上游撒尿，難道
一泡童子尿就把下游的飲用水也污染了？所以，等不
是辦法，污染不是理由。

山地農業省貴州的工業化突圍，一石激起千層浪，
正如燒火做飯，煙囪沒有通，下面的火燒得再旺也沒
有用。

20年前，筆者聽到這樣一個笑話：

先天貧瘠因素凸顯
烈日炎炎下，在貴州省某石漠化比較嚴重、喀斯特

地貌較為典型的一個山區，一老農頂㠥烈日辛勤勞作
幾個小時後，放下抵擋驕陽的草帽、拿出了旱煙坐㠥
小憩。心滿意足的老農瞇㠥雙眼數㠥自己耕作㠥的六
塊地，心裡正憧憬㠥來年的收成：
一塊地、兩塊地、三塊地、四塊地、五塊地⋯⋯第

六塊地呢？
老農睜大了眼睛揉了又揉，因為無論老農如何數，

他的第六塊地怎麼也找不到了。心急如焚的老農滿頭
大汗的撓頭想了半天，猛然間，老農想起什麼似的拿
起了他放㠥的草帽，原來，老農的第六塊地就在被草
帽遮蓋了的區區方寸之間。
這個叫人聽來欲笑不能的黑色幽默，反映的是山

高、坡陡、谷深、土地破碎，石漠化嚴重，自然生態
惡劣的山區內陸農業省貴州的耕地現狀。

工業化城鎮化滯後
那20年以後的現狀呢？
2000年至2010年，貴州省貧困人口佔全國的比重由

9%提高到15.9%。「十一五」期間，貴州每年新增勞
動力供給50萬人，但每年只能新增就業人數19萬人。
據有關部門測算，「十二五」期間貴州新增勞動力達
287萬人，但從貴州全省發展水平來看，未來五年只
能新增城鎮就業135萬人，城鎮新增就業崗位需求與
供給之比達到2.1：1，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此外，貴
州省目前還有650萬富餘勞動力需要轉移就業，究其
原因，工業化、城鎮化的嚴重滯後，制約了貴州社會
經濟的全面、可持續發展。
可以這樣說，現代化農業生產方式的轉變和生產力

的不斷提高，使貴州農村絕大多數人跨過了溫飽線，
但還沒有越過小康線，農村吃飯穿衣等溫飽問題雖然
基本得到有效解決，可老百姓的荷包還是癟的。就拿
就業和農村勞動力轉移來說，因為工業化、城鎮化的

嚴重滯後，貴州現有需要轉移就業650萬富餘勞動
力，其主動和被動的轉移渠道只有大致兩個：
抱有背井不離鄉觀念的，大多衝㠥省內經濟相對發

達的省會貴陽市和周邊地州市而去，這類人大多數在
當地打零工，也就是貴州人俗話說的當「背兜」，選
擇機會低、種類單一，收入相對較低。
思想觀念稍微解放和具有闖蕩精神的，大多奔珠三

角、長江中下游、北（京）上（海）廣（州）而去。
究其原因，這些地方經濟發達，城鎮化水平高，現代
工業齊全，就業機會高、選擇機會多，收入相對較
高。

民眾就業空間狹小
而作為故鄉的貴州，因工業化發展方式粗放，起點

低、基礎差，競爭力弱，規模和總量小、技術含量低
的嚴峻現實，使他們基本沒有可選擇的餘地和很狹小
的就業空間。
農業化管肚子飽，工業化管荷包足，似乎已經成為

一種定律和渴盼。
工業化，已經成為貴州實現跨越式發展繞不過去的

一道坎和必由之路。

■栗戰書
中共貴州省委書記
貴州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聲音：工業化是實現現代化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是

實現三次產業加快提速、協調發展的關鍵；貴

州發展的差距在工業，潛力在工業，希望也在

工業。
解讀：工業是經濟發展的推助器，是城鎮化戰略的核

心載體。從全球經濟發展看，凡是經濟發達國
家，都離不開工業這個載體。栗戰書的聲音找
準了貴州發展過程的「癥結」，同時指明了貴
州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的發展方向。

聲音：堅持以生態文明的理念來引領工業發展；把工
業同生態文明對立起來是認識上的絕對化；新
型工業的發展將會促進生態文明建設；這問
題，那問題，不發展、慢發展是最大的問題；
這風險，那風險，不發展、慢發展是最大的風
險。

解讀：發展就是污染環境，破壞環境，這是落後山區
思想的「絕症」，更是為落後尋找的借口。縱
觀全球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地區的生態環境、
環境保護、人民生活質量哪一樣不是走在前
列？栗戰書的聲音指出了貴州的「絕症」，同
時給各級各界壯了膽，提了氣。

■趙克志
中共貴州省委副書記

貴州省人民政府省長

聲音：貴州工業發展還存在較大差距，主要是速度
慢、總量小、鏈條短、能耗高、附加值低，這
是造成貴州經濟發展與全國乃至西部省區市的
差距不斷擴大的根本原因。

解讀：2009年，貴州省GDP佔全國總量的1.16%，而
工業增加值只佔全國總量的0.93%，工業經濟
總量小，必然導致貴州落後於其他地區。趙克
志的聲音一針見血的指出了貴州在經濟建設中
存在的問題，使貴州各級各界認清了問題。

聲音：貴州省實施工業強省戰略、加快工業經濟發展
的路徑是，立足資源優勢發展特色產業。總體
思路是堅持在增加投資、擴大總量中調整產業
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解讀：貴州是資源大省，在經濟和社會建設中，貴州
的資源優勢沒有變成富民興黔的產業，導致貴
州的各項建設總是墊底，經濟的發展依靠投資
來帶動。趙克志的聲音，為貴州實施工業強省
戰略做好了總體設計，同時又描繪出貴州工業
發展的路徑。 ■編輯、整理：曾廣超

高層聲音及解讀

搭建交流橋樑
助黔開放發展

貴州突圍選走工業化之路

但凡人和事，總需要立一個高度，所謂「榜樣的力
量是無窮的」。

工業對經濟增長貢獻大
先說省內：

據統計：新中國成立60年以來，貴陽的工業固定資
產投資才1,000億元，而未來五年，貴陽的六大產業計
劃投入達5,000億。這是最簡單和明顯不過的說明：
「十二五」期間，貴陽市工業投資相當於過去60年投
資的五倍。
貴州省其他地州市工業化歷程呢？規模可憐得可以

忽略不計！
再說省外：

2002年，內蒙古經濟實力在全國排名24位，到2008
年，其綜合實力超過8個省，年均增長18.4%，增速比
同期全國平均水平10.5%多7.9個百分點。2002年，其
國內生產總值僅佔全國的1.49%，到2008年時就增長
到2.37%。在全國31個省區的排位從第24位前移至全
國第16位、西部第1位。內蒙古的經濟騰飛，主要在
於工業的高速發展。其三次產業結構在2002年時為
21.5：42.1：36.4，到2009年時，為9.6：52.5：38.0。

第二產業所佔比重從42.1%上升到52.5%，提高10.4個
百分點。目前內蒙古的現代工業體系已經基本形成，
為能源、冶金、化工、裝備製造、農畜產品加工和高
技術6大優勢特色產業。
從貴州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實際情況來看，工

業是對國民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部門。2010年，佔貴
州省生產總值33%的工業提供的稅金，佔全省財政收
入的70%以上，顯示了工業創造財富、促進發展的主
導作用。

能源礦產豐富顯後發優勢
榜樣的力量真的是無窮的。貴州既不能「夜郎自

大」，更沒必要「妄自菲薄」。
可開發水能資源1,640萬千瓦，煤炭遠景儲量2,419億

噸，水火互濟的電源結構優勢，鋁、磷、銻、錳、
金、重晶石等礦產儲量豐富，能源與礦產資源組合良
好，發展能源、原材料工業以及相關的加工工業具有
得天獨厚的條件⋯⋯
工業化嚴重滯後的現實令貴州尷尬萬分，但貴州豐

富的能源、礦產、生物、旅遊等資源的先天優勢和
「高貴血統」，也「悲壯」地證明其後勁十足、後發優

勢明顯。

貴州不應再當「睡獅」
工業園區建設、循環型生態工業經濟，圍繞特色優

勢產業，大力發展深加工，延長產業鏈，提高產品附
加值⋯⋯山地農業省的貴州工業化，是否不要再當
「睡獅」和「能源輸出省」。

「江南千條水，雲貴萬重山，五百年後看，雲貴賽
江南」。工業化，已經成為貴州實現跨越式發展繞不
過去的一道坎，也是看起來大有希望的必由之路！

■特約撰稿姜洪

本報今起推出《貴州報道》新聞周刊
去年11月26日下午，中共貴州省委書

記、省人大主任栗戰書在會見香港文匯報暨慈善考察訪

問團時，明確表示支持本報關於加大對貴州的宣傳報道

的建議；今年5月2日下午，栗戰書先生在率團到訪本報

時，表示希望建立長效合作機制，加大與本報的交流與

合作。

本報與貴州的互訪與交流，其實僅僅是今日貴州開放

發展宏大敘事下幾處小小的細節。本報欣慰地看到，自

栗戰書、趙克志先生履任貴州以來，借「梯」港澳、借力

登高，已成為貴州開放發展的路徑選擇之一。「我們不

能總是墊底，貴州也要奮力爬高」已成為全省上下共識，

在此共識推動下，貴州上下已經發生了和正在發生㠥諸

多看得見或看不見的深刻變化。客觀地見證、記錄、描

述和傳播這些變化，乃本報職責所繫，亦為本報幸事。

全方位介紹貴州優勢
自今日起，本報推出《貴州報道》新聞周刊；同日，

文匯網《貴州頻道》也開始上線試運行。這是本報與貴

州共同努力的結果，是本報與貴州友誼的結晶。我們希

望藉此第一時間向世界報道貴州開放發展的最新動態，

第一現場全方位、多角度、深層次介紹貴州的優勢和發

展機遇、塑造貴州開放發展新形象，讓世界了解貴州，

讓貴州走向世界。《貴州報道》每周一期，每期一個整

版，逢周四刊出，隨本報全球發行。以後隨㠥新聞信息

量的增加，再適時增加版數或加密刊期。

冀讀者從中發現商機
基於本報不言而喻的國家背景、香港視角和海外優

勢，我們希望用這樣的方式，為貴州的對外宣介、溝通

交流略盡綿薄之力，為貴州開放發展的宏偉進程推波助

瀾。

作為《貴州報道》的創刊號，我們選擇了「工業化路

徑選擇下的貴州突圍」這樣一個主題，從學者的看法、

高層的思考和抉擇、市場主體的生動實踐這樣一些不同

的角度和層面，試圖給本報海內外讀者講述當前貴州新

型工業化進程中的「一小步」。如果海內外有識之士能夠

從中了解貴州當前的所思所想和發展態勢，並能從中發

現商機和合作的可能，那麼，我們的目的就達到了。

代發刊詞

現實之憂：溫飽雖解荷包仍癟

突圍之路：工業創富促進發展 ■水火互濟的資源稟賦，點
燃了貴州立志成為中國南方
重要的能源基地的夢想。

■今年5月初，貴州省委書記、省人大主任栗戰書、省長趙克志拜會
香港特首曾蔭權。

■昔日「偏僻省」，如今「樞紐
地」。貴州快速交通體系正在成型，
牽手「泛珠」對接「東盟」。

2011年7月15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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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綜述篇工業化路徑選擇下的貴 州 突 圍
本㜫內容：貴州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