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民族研究 2008年第 2期(总第 57期)

N W Ethno NationalStudies 2008 No 2( T otalN o 57)

新疆社会经济的区域发展差距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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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发现, 新疆在现代化进程中, 一方面总体社会经济发展很

快; 另一方面区域发展的差距也在逐步扩大, 特别是新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发

展更是相对落后于新疆其他地区。新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带来了许多潜在性问

题, 这些重大问题都直接影响着新疆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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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祖国西部边陲, 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 周

边与八个国家接壤, 是我国边界线最长、比邻国家最多的省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一个多民族、多文

化的少数民族地区, 2000 年普查中全疆人口 1846 万, 共有 55 个民族。2006 年末, 全疆人口为 2050 万,

城镇人口为 777 77万, 乡村人口为 1272 23 万, 分别占总人口的 37 94%和 62 06%。新疆世居民族有

13 个, 人口总数为 2038 万, 占总人口的 99 42%。人口最多的是维吾尔族和汉族, 分别为 941 万和 812

万, 分别占全疆总人口的 45 90%和 39 61%。

长期以来, 由于新疆的特殊地理位置,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而复杂的因素, 新疆的稳定与发展问

题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以及国家层面上的广泛关注。为了西部边疆地区的发展, 为了缩小东西部地区发

展差距, 20 世纪末党中央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为加快这一目标的实现, 特别是为了加快



少数民族地区新疆的发展, 2007年 10 月, 国务院又下发了第 32 号文件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新疆经
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 , 为新疆新一轮的社会经济战略发展明确了方向。

发展, 可持续发展, 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 在全球化趋势及其影响日益彰显的今天, 无论是传统

意义上的 ∀ 中心# 区域, 还是 ∀ 边缘# ∀ 边疆# 地带, 都共同面临着如何以最小代价过渡到可持续发展

之路的问题, 都面临共同发展、和谐相处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 新疆社会经济新一轮的发展战略不

仅是加快西部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 追赶发达东部地区的发展战略, 更是实现边疆各民族共同富裕、

共同繁荣的伟大战略。实现这些宏伟的目标 , 我们需要深入了解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的区情, 需要多层

次、多视角地直面和研究新疆社会经济发展中已经存在和可能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谋求

新疆的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之道。

二、新疆社会经济发展与差距

1 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2006 年, 新疆生产总值 3045 亿元, 比改革开放初期的 1978 年增长 15 5 倍, 年均增长 9 92% , 人

均生产总值也由 1978 年的 313元增加到 15, 000 元。2000 年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 新疆经济增长速度明

显加快, 地区生产总值年环比增长率均超过 8% , 2003 年以后更是超过了 10% , 新疆经济步入了新一轮

的快速增长期。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下, 新疆的经济结构也按照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发生变化。20 世

纪 90年代以后, 新疆工业化步伐明显加快, 工业已经取代农业, 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 三

次产业构成已由过去长期的 ∀一、二、三# 格局, 转变成为 ∀ 二、三、一# 格局。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 三产就业人员结构已由 1978 年的 72∃ 14∃ 14 转变为 2006 年的 51∃ 14∃ 35。新疆的现代工

业从无到有, 目前已形成了以石油开采、石油化工为主导, 包括钢铁、有色金属、煤炭、建材、纺织、

食品、电力、化工等门类比较齐全的具有特色的现代工业体系。

表 1 新疆历年生产总值和人均 GDP (单位:亿元, % ,元/人)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2006

生产总值 53 112 274 825 1364 1485 1598 1887 3045

年增长率 7 2 16 9 11 7 9 1 8 7 8 6 8 2 11 2 11 0

人均 GDP 410 820 1713 4701 7372 7945 8457 9828 15, 000

年增长率 5 0 15 9 6 8 7 4 6 2 7 0 6 5 10 5 8 7

资料来源:  新疆统计年鉴 2007! ,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

随着新疆经济的快速

发展和综合实力增强, 新

疆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都

有显著的提高。从表 2 可

看到, 改革开放以来, 城

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

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78年, 农村居民家庭人

均纯收入仅 119元, 1980年恩格尔系数 (食品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 高达 60 8% , 处于贫困阶段;

2006年,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已达 2737元, 恩格尔系数下降到 40%以下, 摆脱了贫困。城镇

表 2 新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结构(单位:元, %)

农村居民家庭
人均纯收入

城镇居民家庭
人均可支配收入

绝对数 指数 绝对数 指数

农村家庭
居民恩格
尔系数

城镇家庭
居民恩格
尔系数

1978 119 100 319 100

1980 201 168 9 427 133 9 60 8 57 3

1990 684 574 8 1314 411 8 53 7 47 8

2000 1618 1359 3 5645 1589 4 50 36 4

2006 2737 2300 0 8871 2679 0 39 9 35 5

资料来源: 同表 1。

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结构变

化更大。1978 年, 城镇居民家

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19 元,

1980 年恩格 尔系数也 高达

57 3% ; 2006 年, 人均可支配

收入已上升到 8871 元, 恩格尔

系数降到了 35 5%。按联合国

粮农组织的标准, 新疆城镇居

民生活水平已达到富裕水平,

而农村居民也步入了小康社会。

从社会发展的维度考察, 新疆的教育、医疗、卫生自改革开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 都有长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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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新疆现已形成了比较完整 (包括少数民族教育) 的教育体系。2006年, 全疆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了 99% , 小学毕业生升学率为 100% , 初中、高中升学率也在提高。人口文盲率大幅下降, 由 1990 年人

口普查时的 19 52% , 迅速下降至 2000 年的7 72% , 各民族的文化素质明显提高。普通高等教育在改革

开放以来发展迅速, 普通高等院校由 1955 年的 3 所发展到 2006 年的 31 所, 在校生由 1955年的 2125 人

增加到 2006年的 19 93 万人, 每万人口拥有大学生也由 1955 年的 4 人增加到 2004 年 83 09 人。

新疆的医疗卫生条件逐步改善。全疆卫生机构由 1955 年的 376 个发展到 2006 年的 8175 个, 增长

22 倍;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由 6302 人发展到 9 98 万人, 增长 14 8 倍。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每千农业

人口拥有的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乡镇卫生人员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各族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全

疆的婴儿死亡率由 1982 年人口普查时的 121 92 ∋ 下降到了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 27 29∋ ; 全区

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也由 1982 年的 60 岁提高到了 1990 年的 63 岁, 到 2000 年又进一步提高到了 67 岁,

人口健康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2 新疆在全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位序与差距

表 3 全国部分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单位:元/人)

1978 1985 1990 1995 2000 2006

全 国 379 853 1634 4854 7086 16, 084

北 京 1290 2702 4878 13, 085 22, 460 50, 467

天 津 1160 2198 3621 10, 281 17, 993 41, 163

上 海 2498 3855 5910 18, 943 34, 547 57, 695

江 苏 430 1053 2103 7299 11, 773 28, 814

浙 江 331 1063 2122 8074 13, 461 31, 874

福 建 273 737 1763 6787 11, 601 21, 471

山 东 316 887 1815 5758 9555 23, 794

广 东 369 1025 2537 8495 12, 885 28, 332

新 疆 313 820 1799 4764 7377 15, 000

全国/新疆 1 21 1 04 0 91 1 02 0 96 1 07

上海/新疆 7 98 4 70 3 29 3 98 4 68 3 84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2007! ,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年。

新疆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 特

别是与西部其他省份相比, 近年来

经济发展速度较快, 一度快于全国

的平均水平。2000 年新疆人均

GDP曾超过了全国人均 GDP 的水

平, 但 2006 年新疆人均 GDP 为

15, 000 元, 低于全国 16, 084 元的

水平, 位于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的第 14位, 位于西部 12 个省市自

治区的第 2 位。其他社会发展指标

如文盲率、婴儿死亡率等均优于全

国的平均水平。在 2005 年中国科

学院发布的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

报告! 中, 中国科学院建立了一套

全面反映和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可

持续发展现状、能力和潜力的指标

体系。这套指标体系由五个基本支持体系构成, 分别是生存支持系统、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

社会支持系统、智力支持系统。新疆在环境支持系统和智力支持系统方面比较落后。综合而言, 新疆区

域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指数位居全国 31个地区的第 18位。(牛文元, 2005) 可以看出, 无论是纵向比较

还是横向比较, 新疆的社会经济发展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不过, 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 新疆的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

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均 GDP 是新疆的二至五倍, 而新疆的社会发展水平指标如文盲率、人口平均预期寿

命、婴儿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等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 更是明显落后。从现代化的综合指标看, 新

疆的社会经济发展位居全国的中等偏下水平, 新疆仍处在第一次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期 , 仍属于现代化

发展的第三梯队。(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 2006)

三、新疆区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分析

1 人口分布及变迁

新疆幅员辽阔, 地区间不仅自然地理条件不同、生态资源禀赋不同, 而且人口、民族分布、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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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也有很大的不同, 这种现实的考察和了解是我们深入分析和研究新疆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就新疆

整体而言, 诚如我们看到的, 新疆的发展变化比较迅速, 但就全疆 14 个地州市而言, 各地区发展极不

平衡。

从人口分布看, 新疆人口在南北疆分布基本平衡。北疆地区的乌鲁木齐市、伊犁州以及昌吉州等地

人口比重为 46% , 南疆地区的博尔塔拉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以及和田地区等地人口比重为 48% ,

东疆地区的哈密地区和吐鲁番地区人口比重约 6%。从整体上看, 全疆的城镇人口比重并不是很高,

2006 年, 城镇人口比重为 38% , 但各地州城镇人口比重的差异很大。可以看到, 北疆地区的城镇人口

比重明显高于南疆地区, 和田、喀什地区城镇人口比重最低。在全疆各地, 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也有很

大不同, 总体上讲, 北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低于南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超过 50%的地区是

吐鲁番、伊犁州直属县 (市)、阿勒泰、阿克苏、喀什、克孜勒苏、和田等地。其中, 喀什、克孜勒苏、

和田等三地的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超过了 90%。

从人口变迁的角度看, 2006 年, 人口自然增长率最低的三个地区分别是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和

石河子市, 均在 5 ∋ 以下。其中, 石河子市人口已呈负增长, 自然增长率为- 0 53 ∋ ; 人口自然增长率

比较高的地区是伊犁州直属县 (市)、克孜勒苏州和和田地区, 均超过 10∋ 。各个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自

然增长率均快于本地的整体水平, 快于当地汉族人口的水平。由于各地人口转变的进程不同, 人口结构

系数也有很大的不同, 如人口总抚养比全疆最低的地区分别是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石河子市; 而最高

的分别是克孜勒苏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 三地区的人口总抚养比均超过 60% , 高出全疆平均水平近

二十个百分点。这种高抚养比主要是少年儿童抚养比较高所致, 南疆地区的克孜勒苏州、喀什地区、和

田地区等地的人口少年儿童抚养比都超过了 55% , 如此高的少年儿童抚养比与持续较高的生育水平有

关。

2 社会经济发展差距

从经济发展的维度考察, 地区间的不平衡也极其明显。2006年, 全疆人均 GDP 为 15, 000 元, 人均

GDP最高的三个地区分别是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和巴音郭楞州, 分别为 28, 261 元、96, 006 元和

33, 689元, 后两地均为新疆的石油工业基地; 而最低的则是克孜勒苏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 分别为

4051 元、3497 元和 3005 元。人均 GDP 最大差值即最高的克拉玛依市 96, 006 元与最低的和田地区 3005

元差值为 93, 001元, 最高竟然是最低的 32 倍, 差距如此巨大。这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 都没有现代

工业支持, 如从产业构成上看, 喀什、和田第一产业产值即农业产值比重超过了 40% , 是全疆平均水平

17%的两倍多。这些地区工业化程度都较低, 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三地分别是 17 4%、18 5%和 17 4% ,

居全疆最低水平。

从社会发展的维度考察, 地区发展中的差异性也十分显著。教育文化方面, 教学水平、师资力量、

教育普及率等在城市地区如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等地都有极大的优势, 而最差的是南疆

地区的三地州即克孜勒苏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医疗卫生方面, 差距也很大。每万人口的医生数乌

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分别是 51、41 和 37 人, 而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均不足

15 人。婴儿死亡率, 前三者均不到 10∋ , 而后三者均超过 40 ∋ 。

3 现代化差距

在新疆区域现代化进程中, 南疆地区的克孜勒苏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不仅发展的起点甚低, 基

础较弱, 而且发展速度相对较慢, 所以已被远远地抛在了现代化的后面。姑且以人均 GDP为发展的指

标, 如果以全疆人均 GDP 为 100作参照 , 那么上述三地在 1990 年时, 人均 GDP的相对水平分别是 46、

54、96, 到 2006 年, 三地的人均 GDP 分别进一步下降为 27、23 和 20。显然, 在区域现代化进程中,

区域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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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新疆各地州市人均生产总值(单位:元)

地区指标/年份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6

全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乌鲁木齐市 259 248 220 242 232 209 188

克拉玛依市 1283 1094 762 558 634 576 640

石河子市 132 130 108 121 112 106 136

吐鲁番地区 124 116 104 96 156 148 168

哈密地区 139 128 129 108 97 93 96

昌吉州 99 103 103 103 107 103 118

伊犁州直 98 84 85 75 64 52 54

塔城地区 102 100 100 93 90 94 86

阿勒泰地区 124 101 90 81 77 72 95

博尔塔拉州 121 111 105 108 93 74 91

巴音郭楞州 111 97 93 112 147 175 225

阿克苏地区 181 160 135 80 47 73 56

克孜勒苏州 68 70 60 46 27 25 27

喀什地区 62 64 58 54 46 30 23

和田地区 192 171 160 96 41 24 20

资料来源: 新疆统计年鉴 2007!等,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年。

各地人均 GDP 的绝对差距和

相对差距的变化, 同样反映了区内

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在扩大。1985

年, 新疆最富裕的克拉玛依市的人

均 GDP 为 6245 元, 最贫穷的喀什

地区的人均 GDP 仅为 479 元, 二者

相差 5766元; 20 年后的 2006 年, 最

富裕的仍然是克拉玛依市, 其人均

GDP为 96, 006 元, 最贫穷的变成

了和田地区, 其人均 GDP 仅为

3005 元, 两者相差 93, 001 元, 前

者是后者的 32 倍, 人均 GDP 的绝

对差距大大增加。从相对差异即相

对变差系数变化上看, 自 1978 年

改革开放以来到 1990 年初期, 新

疆各地之间的相对差异程度在缩

小, 相对差异从 1978 年的 1 46 减

小到 1990 年的 0 96。但随着市场

经济的深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

施, 这种趋同性在减弱, 而呈现出

差异扩大趋势。这种变化趋势与全
表 5 新疆各地州市人均 GDP差距(单位:元)

年份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6

人均 GDP最大值 4016 4487 6245 10, 040 30, 223 42, 498 96, 006

人均 GDP最小值 195 263 479 827 1263 1747 3005

平均值 646 759 1263 2367 6256 9112 15, 000

级差(最大- 最小) 3821 4224 5766 9213 28, 960 40, 751 93, 001

相对差(最大/最小) 21 17 13 12 24 24 32

相对差异系数 1 46 1 38 1 12 0 96 1 13 1 10 1 11

国地区之间的发展模式有相似

之处, 只是比全国地区之间的

差距更明显, 有过之而无不

及。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一方

面全疆社会整体在迅速发展 ,

另一方面疆内地区间的结构性

差异却在急剧地扩大。这是我

们研究和解决新疆诸多发展问题必须直面的现实。

四、新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发展的内部差距

1 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状况

2006 年年末, 新疆总人口为 2050万人, 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 1238 万人, 占全疆总人口的 60 25%。

2006 年, 新疆世居的 13 个民族人口总数为 2038 万, 占全疆总人口的 99 42%。人口 10 万以上的民族是

维吾尔、汉、哈萨克、回、柯尔克孜和蒙古族, 其中, 人口超过百万的是维吾尔、汉和哈萨克族, 人口

分别为 941 万、812 万和 143万, 分别占全疆总人口的 45 90%、39 61%和 6 98%。

总体而言, 新疆各主要少数民族相对汉族, 其人口自然增长都比较快。从 1980 年到 2004 年, 除蒙

古族以外, 维吾尔、哈萨克、回和柯尔克孜族的人口平均增长率均超过 1 8%。自 20 世纪 90 年代新疆

少数民族切实实行计划生育以来, 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其中, 锡伯族人口增长

率下降最快, 2000 年至 2004 年, 人口平均增长率仅为 0 18% , 其次是柯尔克孜族。维吾尔族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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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也有明显的下降, 但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 维吾尔族还仍然保持较快的增长。与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

呈下降趋势不同, 新疆汉族人口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增长率有回升的势头, 这主要是人口迁移所

致, 而这又与党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

由于新疆少数民族人口正处在人口转变之中, 一方面人口数量还将继续增长, 另一方面人口结构也

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从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到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 少数民族人口年龄结构都

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主要表现在少年儿童人口比例大幅下降, 这与生育水平下降有直接关系。少数民族

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趋向成年型, 人口抚养比也大大地下降。不过, 尽管各少数民族的人口抚养比都

在下降, 但仍高于全疆的平均水平, 其中, 维吾尔、柯尔克孜、哈萨克族的人口抚养比最高, 都超过了

50%。

2 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及其内部差距

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地区, 人口呈绿洲分布, 一些民族居住相对分散, 如汉族、回族 , 一些民族居住

相对聚中, 如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等。考察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不妨考察少数民族聚

居相对集中的地区。2006 年, 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超过 55%的地区是吐鲁番地区、伊犁州直属县市、阿

勒泰地区、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等七地。这些地区除克孜勒苏州有相对集中

的柯尔克孜族以外, 其他地区少数民族均以维吾尔族为主体。从宏观经济增长数据分析来看, 上述少数

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发展, 很不平衡。从 1995年到 2006年 11年间, 上述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速

度差距很大, 很不平衡。维吾尔族占 70%的吐鲁番地区, 其人均 GDP 水平始终高于全疆水平, 是这些

少数民族地区中最富裕的; 而另两个维吾尔族聚居地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则正好相反 , 处于经济发展

的最低水平上。从经济增长速度上看, 阿勒泰地区、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地区等地都是经济增长较快的

地区, 增长速度高于全疆的平均水平, 而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伊犁州直等地经济增长速度则较慢。从

动态的角度分析, 2000 年以后, 整个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地的经济增长率都明显加快, 特别是吐鲁番地

区、阿勒泰地区和克孜勒苏州等地, 喀什地区、和田地区虽然相对较慢, 但较之前五年也明显加快。

表 6 新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变化(单位:元)

地区指标

/年份
1995 2000 2006

1995~ 2006

年均增长率

1995~ 2000

年均增长率

2000~ 2006

年均增长率

全疆 4764 7377 15, 000 10 99 9 14 12 55

吐鲁番地区 7410 10, 912 25, 252 11 79 8 05 15 01

伊犁州直 3051 3834 8083 9 26 4 67 13 23

阿勒泰地区 3690 5345 14, 288 13 10 7 69 17 81

阿克苏地区 2225 5368 8471 12 92 19 26 7 90

克孜勒苏州 1263 1810 4051 11 18 7 46 14 37

喀什地区 2175 2206 3497 4 41 0 28 7 98

和田地区 1951 1747 3005 4 00 - 2 18 9 46

资料来源:  新疆 50年! ,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  新疆统计年鉴 2007! , 中国统计出

版社, 2007。

从现代化发展的

各项指标看, 上述少

数民族聚居地区, 多

数发展指标均在全疆

平均水平之下, 而且

少数民族地区内部也

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从表 7 各项发展指标

可以看到, 上述少数

民族聚居地区特别是

南疆地区的绝大多数

发 展 指 标 如 人 均

GDP、文盲率、婴儿

死亡率等均属于全疆

较差的水平。而新疆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发展极不平衡, 相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异性,

如: 维吾尔族聚居地区的吐鲁番地区, 其各项发展指标不仅高于全疆的平均水平, 而且名列全疆 15 个

地州市前茅; 但是, 其他两个维吾尔族聚居地喀什地区与和田地区处于全疆发展的最末端, 特别是健

康、教育以及生活水平都十分落后。

3 少数民族地区多重贫困现象

在宏观数据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 发展落后的地区是南疆的克孜勒苏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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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新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指标(2006年) (单位:元; % )

地区指标
人均

GDP

自然

增长率

总抚

养比

文盲半

文盲率

婴儿死

亡率

每万人口

医生数

全疆 15, 000 10 94 46 92 7 65 27 29 20 87

吐鲁番地区 25, 252 8 90 45 21 7 16 17 47 22 07

伊犁州直 8083 11 25 46 37 6 80 14 20 20 21

阿勒泰地区 14, 288 9 47 44 49 3 78 23 50 28 92

阿克苏地区 8471 11 58 54 11 7 83 30 20 12 21

克州 4051 10 28 62 88 8 87 40 46 19 33

喀什地区 3497 7 41 65 35 9 54 45 32 10 84

和田地区 3005 11 56 64 10 12 16 45 46 9 85

资料来源:  新疆统计年鉴 2007!、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

这些地区又恰巧是少数民族主要

是维吾尔族聚居的地区。是不是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或者说维吾尔

族聚居的地区就一定是发展落后

的地区呢? 其实上面的分析已经

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在初步的相

关分析中, 我们也发现, 少数民

族人口比重与人均 GDP 并无显

著的相关性, 而文盲率、第一产

业比重、城镇人口比重与地区的

人均 GDP 呈显著的相关关系。

进一步以县资料为分析单位, 选

取分布在南疆东疆且维吾尔族人

口聚居 (维 族人口比重 超过

70% ) 的大县, 我们分析发现, 随着南疆地区石油天然气化工基地的开发和建设, 南疆以库尔勒市和阿

克苏市为中心的新的经济增长极正在形成, 周边县市社会经济发展明显加快。以新疆人口大县, 也是维

吾尔族聚居地的库车县和轮台县为例, 2004 年人均 GDP较之 2000 年均翻了一番, 人均 GDP 增长大大

快于全疆的平均水平。另一个维吾尔族聚居地鄯善县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步入了快速发展期, 2004 年人

均 GDP高达32, 285元, 远远超过全疆的平均水平。但另一方面, 地处南疆深处的人口大县, 也是维吾

尔族聚居地的莎车县和墨玉县, 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 , 人均 GDP 仍徘徊在 2000 元左右, 处于全疆最

贫困的地区。

不过, 虽然少数民族聚居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指标如人均 GDP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但从各类社会

经济发展的指标中, 我们依然可以发现, 少数民族聚居与人口抚养比例、高中升学率、婴儿死亡率以及

城镇化都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在一定的程度上表明,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是人口负担较重、文化教育事

业落后、医疗卫生条件差、农村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实际上我们的研究发现, 新疆不少地区的贫困主

要表现在发展贫困、人口贫困和生态环境贫困方面。发展贫困主要体现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

发展实力以及发展潜力的落后与贫困方面, 人口贫困主要体现在人口的健康、人口的文化素质、思想观

念等的落后与贫困方面, 生态环境贫困主要表现在自然条件相对恶劣, 生态环境脆弱等方面。在新疆少

数民族聚居地区, 上述多种 ∀ 贫困# 重叠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生态环境贫困影响到发展贫困, 发展

贫困影响到人口贫困; 反之亦然。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圈。

由于全疆 55%的维吾尔族人口聚居在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贫困的喀什地区、和田地区, 因此, 全疆维

吾尔族人口社会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较之其他民族也就相对较低。这一点在我们 2005 年所作的全疆六

地调查中也有所反映。从很大程度上讲, 新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加剧, 实际上与民族发展的不平衡

是重合的, 由此新疆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也就加深加重了一层。

五、新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1 国家对新疆发展的支持与区内发展不平衡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央就支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 把各民族共同富裕、协调发展作为

一项基本国策。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 中央以 ∀ 现代化扩散模式# 的方略发展新疆和建设新疆,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 ∀ 西部大开发# 战略更是为新疆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可以说, 对新疆的建设和

发展, 中央政府给予了全面的一贯的支持, 这些支持表现在政治、财政、基础建设、生态建设、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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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等方方面面, 同时还有各兄弟省市的对口支持。例如, 中央财政补助 2006 年已高达 459 亿元, 是

2000 年的四倍多。∀ 十五# 期间, 中央在新疆的基础建设上投资超过了 800 亿元, ∀ 十一五# 头四年, 已

累计超过了 1000亿元。可以说 , 中央对新疆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 而新疆的快速发展我们也有

目共睹。

在中央各方面的支持下, 新疆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另一方面, 新疆区内的社会经济发展

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且这些差距还有明显扩大的趋势。简单地以人均 GDP 代表各地发展水平, 按如下

分组将新疆 15个地州市归类: 人均 GDP 不到新疆平均水平 75%的为低收入组; 人均 GDP为新疆平均

水平 75% ~ 100%的为中下收入组; 人均 GDP 为新疆平均水平 100% ~ 150%的为中上收入组; 人均

GDP超过新疆平均水平 150%的为高收入组。表 8 归类结果显示, 1990 年全疆位居中等发展水平的地区

比较多, 高低两极的比较少, 1990 年低收入组的为喀什地区和克孜勒苏州, 高收入组的为乌鲁木齐市和

克拉玛依市。2006 年全疆各地人均 GDP 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表现为高低收入两极组的地区增多。2006

年, 伊犁州直属县 (市) 与和田地区加入了低收入组的行列, 而巴音郭楞州和吐鲁番地区加入了高收入

组行列。新疆区内发展的不平衡和差距进一步扩大, 有诸多原因, 既有自然资源、地理环境等条件差异

的原因, 例如, 2006 年经济发展落后, 财政收入最低的几个县如柯坪县、阿合奇县、塔什库尔干县、伊

吾县、墨玉县等都地处边远地区, 远离大中城市, 自然条件差, 资源匮乏, 基础设施落后, 而且人均土

地资源 (耕地) 也较少, 只有一亩左右, 也有资源优势、经济发展基础好、经济要素投入大等因素。如

库尔勒市和鄯善县依托石油资源开发, 促进了第二产业的发展, 这些区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新疆经济

发展变化最快的地区。这么多的复杂因素造成了新疆区内社会经济发展差距的 ∀ 马太效应#。

表 8 新疆各地人均 GDP差距的变化

收入组 2006 1990

低收入组 喀什、和田、克州、伊犁 克州、喀什

中下收入组 阿克苏、博州、塔城、阿勒泰、哈密 吐鲁番、伊犁、塔城、阿勒泰、阿克苏

中上收入组 昌吉州、石河子 哈密、石河子、昌吉、巴州、博州

高收入组 乌市、克市、吐鲁番、巴州 乌市、克市

新疆是西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 新疆的稳定和发展, 新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 离不开党中央

各方面强有力的支持。新疆发展的地区差异扩大问题, 除了上述诸多原因外, 近年来, 不少学者开始反

思中央对于新疆发展影响的制度因素和政策因素。事实上, 中央对新疆不少优惠政策都没有达到预期的

结果, 相反还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差距。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 如政策本身不够完

善, 或政策不适用, 或实施过程中出现偏差等。怎样利用、落实好中央对新疆的各项优惠政策, 怎样处

理好中央与新疆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怎样协调好中央企业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均衡等一系列问题, 都是

新疆新一轮现代化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2 民众社会心理失衡现象

新疆区内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 也是社会正义、社会公平问题, 更是政治

问题。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不仅关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各民族的团结, 更关乎

国家利益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在 2005 年由国家民委组织的新疆南北六地的实地调查和深入访谈中 , 在

与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人士交流和座谈中, 我们发现, 由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和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而引

发的社会不满情绪在新疆基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同地区的人群、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不满情绪,

这些情况应当引起决策部门的足够重视。

一类是边疆边境地区居住人群的不满情绪。新疆是我国边界线最长、比邻国家最多的省区, 周边与

8 个国家接壤, 边界线长达 5400 公里。边疆边境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如伊犁边境哈萨克族、锡伯族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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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的地区, 克孜勒苏州边境柯尔克孜族聚居地区, 帕米尔高原地区的塔吉克族聚居地区 , 多是自然环境

恶劣、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由于是国家边境地区, 所以有着极其重要的国防战略地位。过去

由于历史的原因, 这些地区曾是备战反苏的最前线, 在这些地区, 国家只有战略安全的考虑, 没有发展

的规划。改革开放以后, 虽然周边形势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但国家或者新疆对这些地区发展的支持力

度仍然不大。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并没有追赶上新疆其他地区的发展, 反而差距进一步拉大, 这一

点可以从新疆各地宏观的人均 GDP 的相对变化中得到验证。20 世纪 90年代末的西部大开发也没有给这

些地区带来显著的变化, 相对于新疆其他地区, 反而是发展差距越来越大, 越来越贫困落后。对此, 这

些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边民都表示极为不满。他们认为 , 是他们为祖国守卫着西大门, 是他们为新疆乃

至内地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如今, 国家富裕了, 他们却依旧贫困, 他们有着强烈的被抛弃和被遗忘感。

在新疆广大的边疆地区, 边疆少数民族一方面肩负着神圣的护卫边防线的历史使命, 另一方面, 他们在

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承受着巨大的发展贫困。这种强烈的反差不利于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不

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另一类主要是发展落后地区群众的不满情绪, 主要存在于南疆地区少数民族中。

在西部大开发中, 新疆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发展的成果是否为新疆当地的民众所享受, 这是一个

问题。从以上的宏观数据我们已经看到, 新疆地区发展以及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在

和新疆各阶层人士调查交流中, 我们发现, 在少数民族当然主要是维吾尔族人群中, 存在着普遍的不满

情绪, 他们认为, 西部大开发, 中央从新疆获取的资源 (如油气资源) 要比中央给予新疆的援助多, 他

们有一种 ∀ 被剥夺# 感。常常听到他们说, 如今我们自己守着石油天然气却用不起, 送到千里迢迢的内

地, 他们那里的石油天然气比我们这里还便宜! 底层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由于没有充分享受到发展的成

果而产生不满情绪。如上分析, 由于新疆南疆地区是新疆发展的落后地区, 所以这种情绪很容易在南疆

的维吾尔族人群中产生共鸣。

在新疆社会科学院近期组织的一项新疆问题调查中 , 调查结果显示, 新疆维吾尔族对于新疆的资源

开发评价呈消极态度。事实上, 由于新疆民族之间发展差距增大 , 所以新疆少数民族不满情绪很容易被

敌对势力所利用, 这极大地影响了新疆的稳定和发展。(陈延琪, 2005)

3 发展与开发中的生态资源、文化资源问题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自身现代化实践来看, 经济发展与环境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纵观世界各国

的工业化历程, 不难发现, 无论是发达的先进国家, 还是发展中的后进国家, 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经

济开发和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环境问题, 环境破坏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工业化而发生的。西方学者对发展

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许多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 环境恶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倒 U 型曲线关系, 即在

经济起飞初期, 环境会伴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恶化, 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 环境恶化会得到遏止并伴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好转。发展与环境之间的这种关系, 得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验

证。

在新疆的现代化进程中, 资源环境以及生态问题同样十分突出。新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环境也在

恶化。新疆经济发展不仅能耗高、效率低, 而且环境污染也比较严重。如新疆的能耗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 5 倍, 而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也在大气污染严重的城市中榜上有名。同时, 新疆环境污染还呈现出向

农村地区扩散的迹象。我们在 2005 年南北疆的深入调查中也发现, 水资源问题 (如哈密五堡乡、和田

墨玉县)、旅游集团开发市场引起的耕地草场占用问题 (如乌鲁木齐水西沟)、国家企业矿产开发引发的

生态破坏及环境污染问题等 (如阿勒泰汗得尕特蒙古民族乡、伊犁州察布查尔县爱新舍里镇) 都是发展

中出现的不同类型的资源环境问题。 (新疆调查课题组, 2005) 从自然地理和生态学上讲, 新疆属于干

旱区和半干旱区。干旱区的特点是气候干燥, 植被稀少, 水资源短缺, 荒漠广布, 因此 , 干旱区的生态

环境极其脆弱, 很容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而遭到破坏和发生退化, 且发生退化后很难逆转。新疆大多

数生态环境脆弱地区, 也是新疆的贫困地区, 如和田地区、克孜勒苏州等。新疆的开发和建设不可避免

地会给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影响。目前, 我国内地尤其东部是较发达地区, 新疆是欠发达地区, 两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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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发展水平上。在新疆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 新疆由于缺少资金、技术、人才, 需要吸

引东部的这些优势资源。在这个过程中, 东部地区的高污染的技术和产业也不可避免地会向经济欠发达

的新疆地区转移。

在新疆的开发与发展中, 我们看到不同利益集团在竞争新疆的各种资源, 这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新

疆问题的复杂性。在新疆自然、文化资源开发中, 处理好各种复杂的关系, 特别是考虑当地少数民族的

切身利益、民族文化和宗教感情等, 对于新疆的稳定和发展都具有特别的意义。

4 民族交往、民族关系与新疆稳定和发展

新疆民族问题, 一方面是民族自身发展问题, 也即少数民族特别是维吾尔族的发展问题, 另一方面

也是民族关系问题。2006 年年末, 新疆总人口为 2050 万人, 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 1238 万人, 占全疆总

人口的 60 25%。新疆世居的 13 个民族人口总数为 2038 万, 占总人口的 99 42%。人口最多的是维吾尔

族和汉族, 分别为 941 万和 812 万, 分别占全疆总人口的 45 90% 和 39 61% , 两个民族合计是

85 51%。所以, 在新疆谈到民族关系, 实际主要是维汉之间的关系, 其次是 ∀ 大民族# 和 ∀ 小民族#

之间以及 ∀ 小民族# 之间的关系。

新疆维汉关系直接影响到新疆的稳定和发展, 因此, 维汉关系也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在新疆,

有诸多因素影响着两个民族的关系, 这一点在我们的深入调查和访谈中得到了印证。其一, 资源开发因

素。维汉之间关系的冲突可能源自资源占用和开发的冲突, 如汉族移民与原居住维吾尔族竞争有限的土

地、水源等 (哈密调查) , 外来企业 (汉族为代表) 开发与本地居民 (维吾尔族) 利益不协调如南疆石

油开发。其二, 文化因素。简单地以语言、宗教构成划分人口, 新疆人口由 50%多突厥语系的信仰伊斯

兰教的少数民族人口 (又以维吾尔族占绝对优势) 和 40%多藏汉语系的信仰泛儒教的汉族人口组成。所

以, 在新疆, 文化关系可以说是伊斯兰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关系。由于这两种文化在语言文字、宗教信

仰、生活习俗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两种文化难免产生摩擦, 而这种不和谐之音最终又将表现为维汉关系

的冲突。其三, 社会经济因素。我们已经看到, 新疆区内发展很不平衡, 如南疆与北疆、城市与农村。

由于贫富的地区分布与民族分布如上所分析, 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合的, 如维吾尔族聚居区在发展落后的

南疆地区, 而汉族居住在相对发达的北疆地区, 因此, 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所引起的社会不公和社会不

满最终表现为维吾尔族对汉族的不满。

费孝通教授 20世纪 90 年代初期在研究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时, 发现农牧生产关系矛盾最

终表现为蒙汉民族矛盾。 (费孝通, 1999, p324) 而马戎教授的研究也发现, 边区民族关系背后多重矛

盾重叠, 既有资源再分配的矛盾, 也有文化之间的矛盾, 还有生产方式不同的矛盾。 (马戎, 1995) 上

述的分析表明, 新疆民族关系 (其实是维汉关系) 的背后, 也同样是多种矛盾相互重叠。这表明, 新疆

的民族关系 (维汉关系) 不是简单的民族相处关系, 而是涉及到了新疆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资源

等方面的问题。因此, 在新疆, 解决好民族关系 (维汉关系) 至关重要, 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新疆长期稳

定和可持续发展, 更关系到新疆各民族的和谐相处、共同繁荣。

六、结语

通过对新疆社会经济发展区域性差异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 新疆各地区社会

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以后,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次, 新疆地区之间的发展存在着巨大差距, 这种发展

不平衡、不平等已经相当严重, 高于全国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这种发展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增长方

面, 还表现在社会发展层面上, 表现在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如人口、健康、教育、生活质量等等。再

次, 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不仅表现在地域方面, 如南疆与北疆、城镇与乡村, 还表现在民族方面,

既表现在民族内部, 也表现在民族之间。我们的分析指出, 新疆较发达的地区如吐鲁番地区和较落后地

区如喀什地区、和田地区, 都是新疆主体民族维吾尔族聚居的地区, 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形成了维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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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内部的发展差距; 另一方面, 新疆汉族聚居的地区多是社会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因此, 总体而言,

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又表现为新疆主要民族之间即维汉之间的发展差距。

从各国现代化的经验和理论来看, 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是各个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 这主要

是由于发展与地区现代化启动的初始条件如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不同, 影响因素不同而造成的。发

展不平衡问题不仅是经济增长问题, 还是道德选择判断问题, 更是重要的政治问题。(王绍光、胡鞍钢,

1999) 因此, 新疆地区间、民族间的发展不平衡应当引起高度的重视。面对新疆这种发展不平衡的现

实, 一方面, 我们应当正视这种区域民族发展的差距和不平衡, 应当特别重视这种发展差距继续扩大的

趋势以及由此而可能引发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 另一方面, 我们要有紧迫感, 要积极寻求

解决问题之道。当然, 这些问题的解决, 单凭新疆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的, 需要党中央高度重视这些问

题。事实上, 国务院 2007 年 32 号文件的下发, 再次表明了党中央对于新疆稳定和发展的高度关注。重

要的是今后在实践操作层面上, 怎样把中央给予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各项优惠政策落到实

处, 怎样加快缩小新疆区内之间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 这些都是当前新疆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

大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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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Gap in Socio-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Xinjiang

L i J ianx in
Abstract: During the modernizat ion pro cess, Xinjiang as a w hole has prospered economi

cally ; how ever, regional g ap in socio- econom ic development is g row ing. In part icular ,

the level of socioe- conomic development o f r eg ions inhabited by ethnic gr oups in compact

communities is much low er than that of other regions in Xinjiang . Reg ional g ap has resul

ted in many po tential social pr oblems, w hich have direct inf luences on social s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Key words: Modernizat ion; Regional development ; Ethnic gr oups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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