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要建设重要的资源能源战略
基 地 ，任 重 而 道 远 。首 先 ，要 建 立 稳 定
可靠的国家西部能源战略储备基地和
能 源 通 道 ，建 设 格 尔 木 ― 哈 密 油 气 管
道 ，形 成 西 接 中 亚 、西 亚 、南 亚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油 气 能 源 资 源 安 全 大 通 道 ；加
快 油 气 勘 探 开 发 力 度 ，建 成 千 万 吨 级
油 气 生 产 基 地 ；构 建 石 化 产 业 链 和 区

域性石化基地；打造电力丝绸之路，建
设新疆至青海海西、海南至华中、华南
特 高 压 直 流 输 电 通 道 ；加 速 青 海 太 阳
能、风能发展，建设国家太阳能发电基
地；强化能源资源保障，坚持水光火并
举、电源电网同步，总体实现国家电网
全覆盖。

青海经济还应继续紧紧围绕“循
环 ” 和 “ 特 色 ” 这 两 大 主 题 做 文 章 。
青海盐湖化工、装备制造、有色金属
等 传 统 产 业 改 造 升 级 力 度 在 继 续 加
大，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正在崛起。特色优势产业方面，食
品饮料、特色纺织、生物制品等轻工
业 发 展 前 景 看 好 。 促 进 虫 草 、 玉 石 、
藏 毯 、 唐 卡 等 独 特 资 源 和 产 品 高 端
化 、 基 地 化 发 展 的 一 系 列 政 策 措 施 ，
也正在制定完善。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中亚各国

在寻找交通、邮电、纺织、食品、制
药、化工、农产品加工、消费品生产、
机械制造等行业的投资。特别是他们急
需在农业、沙漠治理、太阳能、环境保
护等方面进行合作，青海省恰恰在这些
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当地正在梳理自己
的相对优势，寻找合作基础。

提升对外贸易便利化水平，是深化
改革、扩大开放，积极参与国内外产业
分工的重要之举，将推动青海成为西部
地区重要的特色产业转移承载区。具体
措施包括：

一是争取设立综合保税区。设立青
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专项基金，加快
跨境电子商务建设和跨境电子商务检验
检疫信息化建设，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二是积极发展现代物流业。规划建
设西宁、海东、海西 3 大物流园区，完
善公铁航物流设施，融入丝绸之路经济

带现代物流体系。
三是加速轻工业生产加工基地建

设，着力打造高原名优特绿色产品的
集散地，加快建设面向国际市场的民
族产品加工基地；建设一批面向中亚
地区的藏毯、穆斯林民族服饰、清真
绿色食品以及新能源、新材料、藏文
化等省级出口基地；在丝绸之路沿线
国家设立“青海精品之窗”和青海特
色产品展示中心；不断建立和完善国
际营销网络，开拓中亚、南亚和中巴
经济走廊所涉及的新兴市场，推进国
际市场多元化。

四是借助展会平台，大力开拓新兴
国际市场。借助青洽会、环湖赛、藏毯
展、清食展等重要文化商贸体育活动平
台，吸引丝绸之路沿线客商走进青海。

（采访组成员：李洪波 王晓雄 马

玉宏 祝惠春 刘 亮 石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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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历史，古丝绸之路途经青海，形
成赫赫有名的“青海道”，又称南丝绸之
路。“青海道”分 3 路，北路出西宁向西北
行，渡大通河，越祁连山，进入甘肃；中路
出西宁经青海湖北岸，沿柴达木盆地北缘
至大柴旦，北上经当金口至敦煌；南路自
西宁过日月山，沿青海湖南岸、柴达木盆
地南缘，经都兰、格尔木，西出阿尔金山至
新疆若羌。中路和南路均横穿青海省全
境，出省境后经河西走廊与新疆的丝绸之
路合并。汉武帝时，张骞第一次通西域，
就取道柴达木盆地返回。“青海道”是丝绸
之路最繁荣的干道之一。

打开今天的地图，可见青海省境内的
公路、铁路网正是沿着古丝绸之路的印记

展开，青海是丝绸之路在我国西部的通道
和连接东西南北的枢纽。从地缘上看，青
海南连川藏、西接新疆、东跨甘肃而接中
原，具有向西开放的重要节点和“东联西
出、西来东去”中转区的区位优势。

把青海放到全国大局看，能为中国奉
献什么？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的青
海，具有无可替代的中国生态安全屏障的
战略地位。

青海湖是青海的一张重要名片。青
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和咸水湖，水面
面积 4372.94 平方公里。青海湖流域包
括 40 多条河流，土地总面积近３万平方
公里，集中了全省 80%的人口和 50%的
GDP。青海湖对青海乃至西北地区都发
挥着重要的生态调节作用。假如没有青
海湖，青海将成为远程传输最主要的沙尘
源，沙尘暴将越过青海湖，直接攻袭西宁、
兰州、银川，甚至西安。新丝路是一条绿
色发展之路，青海以自己独有的生态优

势，正在做出贡献。
青海是多民族地区，除汉族外，还有

藏族、回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等 43 个
少数民族，总人口 577.79 万，少数民族人
口 270 多万，占总人口的 47%，民族自治
区域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98%。新中国建
立后，青海树起一面民族团结、社会和谐
的光辉旗帜。青海西北临新疆，西南接西
藏，长期稳定和谐的社会局面，使青海成
为稳藏固疆的战略通道。

多民族聚集赋予了青海又一独特优
势，那就是与中亚国家和阿拉伯世界具有
天然的人脉情缘和文化纽带。青海充分
发挥这一优势，一方面扶持发展特色民族
产业，一方面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
扩大与西域各国的商贸往来，为古老丝绸
之路增添浓重的时代色彩。

青海有着独特的优势，也存在明显制
约因素。

青海虽然人口总量不大，但脆弱的生

态系统使人口承载能力已趋极限，经济发
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青海
人均耕地不足 1.5 亩，耕地综合产出率是
全国平均水平的 46%。

从资源总量上来讲，青海位居全国前
列，但由于高寒缺氧，开发成本高，远离终
端消费，运输成本也高。青海缺乏前沿高
端技术，难以延伸产业链。特别是由于我
国没有健全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资
源优势不能转换为经济优势，存在“富庶的
贫困”现象。

近 10 多年来，青海城乡居民收入与
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还在
不断拉大。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由 2000年的全国第二十四位降至第
三十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 2000 年的
全国第二十五位降至第三十位。

如何充分运用好青海的区位优势和
资源优势，更好地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是青海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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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三江源、可可西里等独特的
旅游资源，为加强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提
供了重要的支撑。青海可深入挖掘丝绸之
路旅游的内涵，将它与唐蕃古道、茶马古
道有机融合，利用高原自然生态、民俗风
情、文化遗址、遗迹及古建筑等历史文化
资源，重点开发观光、科考、探险等主题
旅游项目。

民族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应
进一步发挥，推动丝绸之路民族风情、寻

根问祖、高原探险等特色旅游业发展。要
充分发挥青海回族、撒拉族善于经商、信
仰伊斯兰教的文化特点，加强与中亚国家
的人文交往。

文化、旅游、商贸融合发展，使青海的
经济社会发展充满希望。以旅游为例，过去
的一年呈井喷式增长，总收入增长 28.1%，
省外游客首次突破 1000 万人次。以文化
搭台，青海正迎来更多商机，青洽会、环青
海湖自行车赛、藏毯国际展览会、清真食品
展等重大活动，扩大了青海省在国际上的
知名度。而专业化、国际化水平的明显提
升，也增强了青海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有专家建议，青海全省未来可打造为
世界生态公园，以现代特色农业和跨境旅
游业协同发展，形成贸易、投资、制造、流
通、旅游全方位协同带动的综合经济发展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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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体系，我们对青海才能

有全面的认识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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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高原旅

游名省

展现高原文化魅力

青海省经济近年来健康稳定发展，
2013 年，地区生产总值 2101.05 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10.8%，增
速在全国各省（市、区）中列第九位。财政
支出和社会融资均过千亿元。固定资产
投资也突破 2000 亿元，对发展的支撑
能力明显增强。

辩证地看待青海经济，可以得出一
小一大的结论。小，是说青海省经济总
量不大。2013 年，青海省 GDP 只占全
国 的 0.36% ，财 政 收 入 占 全 国 的
0.28%。但是，评价青海仅仅看这些数
字是不够的。青海在生态方面为国家做
出的贡献，无法用简单的 GDP 数据来衡
量。青海作为三江源头，又是国家重要
的绿色屏障，全省大部分地区是禁止开
发区和限制开发区，生态环境保护压力
大，产业承载能力有限。这种独特的省
情，决定了青海经济体量不大，但它创造
的社会综合价值却是无比巨大的。只有
走出单纯以 GDP 论英雄的评价体系，我
们对青海的发展状况才能有全面的认识
和判断。

青海经济体量不大，但特色鲜明。
农业方面，高原现代农牧业加快发展。
青海建立起油菜、马铃薯、蚕豆、蔬菜、中
药材、特色水果、牛羊肉、奶牛、毛绒、饲
草料等 10 大特色优势产业基地，集中打
造以航线站点、旅游景点、重要城镇节点

为中心的特色农牧业产业园区，形成向东承接产业转移、
向西扩大外向交流的全新农牧业格局。

工业方面，转型升级持续推进。青海先后设立了以
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为重点的格尔木经济开发区，以发
展高新技术产业为重点的西宁桥头经济开发区和民族经
济改革试验区。3 大工业园区加快向集群化、规模化和
循环型发展。

应该说，柴达木盆地的循环经济，以及以格尔木为中
心的大交通格局的提升，是青海经济的两大亮点。

柴达木盆地是一个“聚宝盆”，已累计发现 86 种矿
产，如此高的富集度十分罕见。为充分利用各种资源，这
里建起国家级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是全国面积最大
的循环经济试验区，目前已形成盐湖化工、油气化工、煤
化工、冶金、新能源、特色生物资源６大循环产业体系。

青海具有交通枢纽的战略地位。抓住丝绸之路经济
带交通建设这一机遇，青海将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构
建承东启西、北联南拓的综合运输通道，扩大运输能力，
形成“一横三纵”综合运输通道布局，完善内部综合交通
网络，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及周边区域交通顺畅连接，充
分发挥青海连接欧亚大陆桥战略通道和沟通我国西北、
西南交通枢纽的作用。

具体说，未来将打通东西横向通道，完善青藏铁路、
国家高速 G6（北京至拉萨）、国道 G109（北京至拉萨）等
贯穿青海全省的横向通道。构建东部纵向通道,主要建
成兰新铁路第二双线；中部纵向通道，主要建成敦煌至格
尔木铁路；西部纵向通道，主要建成格尔木至库尔勒铁
路、德令哈经香日德至久治高速公路。

航空方面，将加快“一主八辅”机场建设，布局丝绸之
路航空驿站。构建以西宁机场为中心、格尔木机场为次
中心，辐射高原、加密省内、通达全国、连接国际的青海机
场航线网络。开通格尔木与新疆、甘肃、西藏相关地区的
航线，使格尔木机场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航空口岸。

现代版“青海道”令人期待。这是一个以西宁、格尔
木为枢纽，由兰青铁路及青藏铁路、京藏高速青海段为骨
架，以航空、管道为辅的多种运输方式组成的现代化立体
交通网络。

筑牢生态屏障，是青海的首要任务。
青海是主要河流水源涵养地。南部

的三江源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独一无二的
大面积湿地生态系统，是北半球最重要
的水源涵养地，每年向下游供水 600 多
亿立方米。北部的祁连山、青海湖对我
国西北地区有重要的生态调节作用。因
此，青海是亚洲气候变化敏感区和启动
区，也是全国乃至东南亚生态安全屏障。

青海按照创建生态文明先行区部署，全
面加强了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制定与实施
了创建全国生态文明先行区行动方案，把生
态文明融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各领
域，做好治山治水大文章。

青海已全面启动三江源国家生态保

护综合试验区建设。投资 75 亿元、历时
８年的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一期工程已
全面完成，治理区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青海扎实推进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启
动祁连山生态保护和综合治理、湟水流域
百万亩造林、沙化土地封禁等工程，加快
青海湖流域及周边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二
期工程、柴达木盆地和东部黄土高原区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前期工作。

湟水河流域污染防治深入推进，水质
达到国控标准，正在由单一污染防治向集
污染治理、生态修复、防洪泄洪和休闲景
观为一体的综合治理转变。

青海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把生态
立省理念推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建立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科学有序划
定生态红线，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损
害赔偿和责任追究制度，严格控制青南、
环湖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强度。

在青海，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不断完
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全面落实，禁牧减
畜任务完成。青海在西部率先开展生态
补偿碳交易，探索了生态补偿的新路径，
同时尝试建立有利于促进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的经济核算体系。

青 海 作 出 了 “ 生 态 立

省”的战略选择。走出一条

资源富集、生态脆弱地区实

现科学发展的新路子，是青

海最重要的发展课题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 中 华 水 塔 ”筑 屏 障
—青海省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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