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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ch- resource regions are resource-based industries as the leading region, and resource-based in-
dustries are the pillar industries, economic activities highly dependent. Rich- resource regions should be 
signed by the other regional economic, accelerate the upgrade of the level of opening up and development ef-
forts to resource advantages into industrial advantages, promote the economy to achieve leapfrog develop-
ment. Western rich-resource regions of Guangxi and Beibu Gulf Economic Zone belong to Guangxi, this pa-
per selected represented meaningfu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ive areas, from western rich-resource regions of 
Guangxi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rev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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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资源富集区是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的地区，资源型产业属于支柱产业，经济活动的资源的依
赖性很强。资源富集区应借签其它区域经济，加快提升开放开发水平，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
势，推动经济实现跨越发展。桂西资源富集区和北部湾经济区同处广西，区域特色明显，文章选出有
代表意义的五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从中得到桂西资源富集区加快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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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

意见》明确提出，要增强桂西资源富集区自我发展能力。

广西“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把桂西资源富集区发

展摆在实现跨越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位置，成为国家重

要战略资源接续区和资源深加工基地。加快桂西资源富

集区开发建设，延伸产业链，促进特色产业集群发展，

增强发展活力和经济实力，对于加快老少边山穷地区发

展，进而实现广西区域协调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2 桂西资源富集区与北部湾经济区区域经济

比较 

桂西资源富集区是指地处广西桂西地区的河池、百

色、崇左三市所管辖的区域，是广西“两区一带”的重

要组成部分。区域内矿产、水能、旅游等资源富集，广

西最大“南菜北运”基地、全国最重要的甘蔗和蔗糖产

区、亚热带名优水果以及桑蚕生产基地都分布于此。桂

西资源富集区地处云贵高原余脉，山区面积大，土地面

积 87061 平方公里，2010 年末常住人口 883.03 万人。 

北部湾经济区由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四市所

辖行政区域组成，也是广西“两区一带”的重要组成部

分。区域地处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的

结合部，是我国西部大开发地区唯一的沿海区域，也是

我国与东盟国家既有海上通道、又有陆地接壤的区域，

区位优势明显，战略地位突出。北部湾经济区（4 市）

土地面积 42514 平方公里，2010 末常住人口 1214.75 万

人。 

2.1 经济总量比较 

2607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978-1-61896-007-8 © 2012 SciRes.



 
 

 

 

 

 

2010 年，桂西资源富集区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好

的增长势头，实现生产总值 1435.10 亿元，比上年增

长 25.9%,北部湾经济区生产总值 3042.75 亿元，比上

年增长 22.1%。从总量看，北部湾经济区比桂西资源

富集区多 1607.65 亿元，两区域经济总量相差大。从

增幅看，桂西资源富集区高于北部湾经济区 3.8 个百

分点，经济发展的差距在进一步缩小。这说明，2008

年北部湾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经济发展迅猛，

成为广西区域经济发展的排头兵，桂西资源富集区抓

住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良好机遇，以对外开放作

为突破口，找准了属于自己的发展路径。 

2.2 经济结构比较 

2010 年，桂西资源富集区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58.02 亿元，增长 22.3%；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180.33

亿元，增长 36.1%；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56.75 亿元，

增长 14.9%。第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为 3.2：6.8：4.4。

北部湾经济区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67.88 亿元，增长

15.3%；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285.88 亿元，增长 31.3%；

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196.00 亿元，增长 17.2%。第一、

二、三次产业结构为 5.1：12.0：13.3。桂西资源富集

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都低于北部湾经济区，作为

经济欠发达区域可以理解。但是作为资源富集区来说，

第二次产业低于北部湾经济区 5 个百分点，说明对资

源的利用还处在生简单加工阶段，资源的深加工、产

业链的长度、资源产品附加值未充分挖掘。经济理论

和经济现实告诉我们，桂西资源富集区的出路在于资

源工业化。 

2.3 固定资产投资比较 

2010 年，桂西资源富集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310.50 亿元，增长 28.5%，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 1078.27 亿元，较上年增长 26.3%；房地产开发投

资完成 125.49 亿元，较上年增长 59.4%；农村投资完

成 187.25 亿元，较上年增长 43.2%。北部湾经济区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2796.72 亿元，增长 40.2%，其中，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568.62 亿元，较上年增长

39.9%；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 570.78 亿元，较上年增

长 52.1%；农村投资完成 206.19 亿元，较上年增长

43.7%。两区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快，都超过了 50%；

农村投资增长基本一样。差别较大的是城镇固定资产

投资，北部湾经济区投资增长比桂西资源富集区高

13.9%，桂西资源富集区国有单位投资比较高。2009

年，河池市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单位实现投资

120.8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9.50%；非国有单位投资

98.18 亿元，下降 9.87%，其中民间投资 88.48 亿元，

下降 10.61%。百色市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单位投

资 277.8 亿元，增长 89.6%；非国有单位投资 192.6 亿

元，增长 35.16%。 

2.4 消费品市场比较 

2010 年，桂西资源富集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306.66 亿元，同比增长 15.5%，其中批发和零售业

法人企业数 147 个，批发和零售业年末从业人数 11238

人。北部湾经济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37.96

亿元，同比增长 18.7%，其中批发和零售业法人企业

数 634 个，批发和零售业年末从业人数 53387 人。在

城乡消费市场上，桂西资源富集区不平衡程度明显于

北部湾经济区，这主要是由于北部湾经济区工业和个

体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所致。 

2.5 外向型经济发展比较 

2010 年，桂西资源富集区外贸进出口总额 473897

万美元，同比增长 28.9%，其中出口 99510 万美元，

同比增长 48.5%。北部湾经济区外贸进出口总额

769309 万美元，同比增长 15.9%，其中出口 415571

万美元，同比增长 31.4%。尽管桂西资源富集区进出

口总额、出口额增长速度高于北部湾经济区，但是其

总量明显低于北部湾经济区。桂西资源富集区外向型

经济还有巨大的潜力。 

3 两区域经济发展比较的启示 

3.1 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建设资源深加工基地 

桂西资源富集区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市场

为导向，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实施优势资源转化战略，

延长产业链，提高资源就地转化率和综合利用率，大

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大建设国家重要战略资源接

续区和资源深加工基地，积极探索资源开发利用的新

路子，努力形成传统优势产业、特色农业和现代服务

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具体来说，河池市要重点建设

成为全国重要的有色金属深加工、水能资源开发和生

态旅游基地，加快发展特色食品、桑蚕、生物质化工

等产业；百色市要重点建设成为铝工业、能源工业、

红色旅游业基地，同时在右江河谷地带发展特色农业

及农产品深加工业，打造少数民族风情旅游，使其成

为国内旅游目的地；崇左市要重点建设成为区域性特

2608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978-1-61896-007-8 © 2012 SciRes.



 
 

 

 

 

色农业、锰产业、物流基地，打造我国糖都和绿色锰

都，建设中国-东盟重要的物流基地，打造以德天瀑布

为代表的自然、边境旅游和花山岩画为代表的历史遗

迹旅游，成为国内旅游目的地。 

3.2 建设区域经济中心城市 

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作用是

聚集和扩散效应。中心城市凭借其在区位条件、服务

能力、交通运输、信息交换、设施水平、人口规模等

诸多方面的优势，将资源、资金、人才、信息、产业

等各类生产要素经济中心城市集中，产生规模聚集效

益。另外，中心城市通过输出各类生产要素向其他地

区扩散其经济成果，实现城市与周边地区共同发展。

南宁，作为北部湾经济区的中心城市，聚集效应显著。

2010 年，南宁地区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工业总

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财政收入、旅游总收入、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额

等 18 个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比 2005 年翻一番以上。其

中，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800.43 亿元，是 2005 年的 2.49

倍，5 年年均增长超过 15.5%。财政收入达到 300.88

亿元，相当于 2005 年的 3 倍，年均增长 24.59%。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483.02 亿元，是 2005 年的

4.08 倍，年均增长 32.52%；5 年累计完成投资 4228

亿元，占改革开放 30 年来累计完成投资的 70%。南宁

的扩散效应体现在带动钦州、北海、防城港三市的快

速发展。桂西资源富集区要加快建设中心城市，通过

中心城市产生聚集和扩散效应，加快发展。百色同崇

左和河池都有接壤，区位优势明显，工业基础都比其

它两市好，应加快把百色建设成为桂西资源富集区的

中心城市。 

3.3 大力发展非公经济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毫不动摇

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

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

格局”，“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

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非公

经济没有壮大，处在低级阶段，对于资源富集的地区，

不但无益于区域经济发展，还对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

与环境的保护构成威胁。非公经济是推动桂西资源富

集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生力军，是吸纳社会就业、

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具体来说，一是以产业联

盟为依托，推动非公企业聚集发展。桂西资源富集区

以资源龙头企业和优势行业为依托，吸纳产业关联的

中小企业，建立桑蚕、铝、锰等产业联盟，搭建产业

集群的技术链、市场链、服务链和供应链，有效促进

企业间的信息共享、配套合作和市场拓展，推动区域

经济发展。二是创新政策协同支撑非公企业快速发展。

围绕资源深加工基地建设从政策上扶持、培植非公经

济。鼓励非公企业发展能资源深加工基地配套制造业

和物流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配套项目建设，形成

规模化的非公经济产业园区。三是拓宽融资渠道，努

力缓解非公企业发展的资金瓶颈。通过设立专项资金、

促进银企合作、引导创业投资、推进企业上市等方式，

实现金融资本与桂西资源富集区的有效对接。 

3.4 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努力实现多区域合作共

赢 

紧紧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的机遇，继

续深入实施开放合作战略，积极参与区域合作。一是

着力做好面向东盟的产业经济带建设。充分发挥“打

开门就是越南、走两步就进东盟”的区位优势，桂西

资源富集区立足资源禀赋，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建成、国家批准建设广西凭祥综合保税区为契机，抓

紧推进“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建设，打造中国糖

都、锰都、铝都，建设中国—东盟重要的产业经济带。

二是实施北部湾经济区带动外围发展战略，加快区域

一体化建设。通过区域发展规划，打破行政区划界限，

以北部湾经济区为发展极，推进桂西资源富集区与北

部湾经济区中心城市南宁的交通网络、电网、输油（气）

管网络、信息网络、物流网络和水利网络等基础设施

一体化建设和网络化发展，实现互联互通，增强中心

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三

是要加快积极融入西江经济带发展。充分发挥红水河

流域资源富集优势和区位优势，将桂西资源富集区建

设成为打造西江经济带和北部湾经济区重要的能源、

原材料基地，稳定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人

力资源输出基地和连接大西南的重要枢纽。四是积极

争取中央和自治区的支持，加快推进中越凭祥－同登、

龙邦－茶岭等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和中越德天瀑布、

友谊关国际旅游合作区建设，谋划建设以百色、河池、

文山、兴义为范围的桂滇黔边经济文化合作区等。通

过构建合作平台，积极参与国内外区域合作，提高区

域整体竞争能力，推动对外开放向更广范围、更大规

模、更高层次迈进，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使桂西资

源富集区成为服务全国、面向东盟的内陆边境国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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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合作区。 

3.5 抓好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 大力发展循

环经济 

坚持保护资源、整合资源、集约开发资源，努力

实现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和环境损失最小化，积极探索

资源消耗少，转化增值高，循环利用好的生产方式，

实现了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和高效转化利用。一是通过

提高企业装备水平,实现对资源高效转化利用，减少资

源浪费。重点推进桂西资源富集区燃煤发电、水泥、

制糖、造纸、化工等行业新技术装备,达到节能减排目

的。二是通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对资源的最大

限度综合利用。积极支持企业形成上下游产品有序链

接循环发展关系,实现产业链条内原料和废弃物“吃干

榨尽”，使之形成：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

—铝深加工——废铝回收利用等循环产业链。三是大

力发展特色种植业，抓好芒果、香蕉、柑橘和番茄等

特色优势水果、蔬菜生产，扩大优质油茶种植规模。

加大引进、大力扶持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

推进农业规模化、产业化、专业化、集约化，建设现

代高效农业循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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