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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早在 20 世纪 20年代,就已开始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视。

美国曾经也是区域经济不平衡的国家,二战以后美国为了缩小地区经济的差异,逐步实施了一系

列具有全国影响的区域经济政策,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本文通过对美国区域经济状况、联邦政府

政策实施的分析,认真研究美国在解决缩小落后地区经济差距, 协调地区经济发展关系的做法、思

路 ,并试图通过总结其特点, 对我国目前进行的西部开发提供可借鉴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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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问

题,也是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美国是

当代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曾经也是一个地

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从18世纪美国建国到

20 世纪 30年代,美国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东北部

地区,而西南部和山区诸州则是明显落后的农业区。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美国的商品市场和资本

市场一度步入沉闷的境地,影响了美国经济的整体

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面对这种情况,美国历届政

府高度重视对落后地区的调控, 积极采取一系列开

发与再开发的措施,取得明显的成效, 1940年以来,

美国的区域经济和政治发生了显著变化, 各大区的

经济发展形成了相对均衡的局面。分析研究美国的

区域均衡经济政策,探讨区域开发的经验教训, 对我

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发落后地区,特别是西部地

区,启动西部经济使之驶入快车道,均衡区域利益分

配和资源流动格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美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性

美国的经济区域由北部、西部、南部三大区构

成。内战之后,美国区域关系中的显著变化是东北部

“核心地区”的加强。其原因主要是战争和重建时期,

由共和党控制的联邦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北部

工业家的政策。如,在 S·蔡斯任财政部长期间,发

行了大约 26亿美元的国家公债和面值约 4. 5亿美

元的绿背纸币,为使公债受欢迎还提供高达 5至7. 3

厘的利息率。1861年政府规定停止用硬币支付,从

而使全国流通建立在纸币的基础上,同时又规定可

用绿背纸币兑换联邦 6厘金的公债,由此造成绿背

纸币大幅度贬值,至 1864 年 1元纸币只值 0. 64金

元。此外,国家又重新调整关税率,使平均关税率从

内战初的 18. 8%提高到内战末的 47% [ 1] ( P. 239)。同

时, 在 1866至 1868年间三次豁免以煤矿、生铁、棉

花及制成品为对象的战时国产税, 这一增一免,使被

保护的工业品差不多都涨价 20%, 东北部工业家因

此大获其利,加上大量购买国家公债的资本家拥有

充足资金投资于工厂,东北部工业进入大发展时期,

成为全国工业化程度最高地区。直到 20世纪 30年

代,北部仍然是经济最发达,工业体系最完备,商业、

交通、金融、保险、邮电功能齐全,发展速度最快的地

区。南部,是指美国北纬 37度以南的南部地区,其范

围大致是内战时期参加南方叛乱诸州的地域并向西

南部的部分延伸。建国初期, 南部是比较发达的地

区, 但由于黑奴制度的束缚,其发展速度缓慢, 只有

一些分散的工业中心,未形成北部那样相互交错的

协作体系,主要提供农林矿原料、半成品及劳动密集

型产品。由于南部自然条件相对较差,阿巴拉契亚山

地成为全国最贫瘠的地区。直到 20世纪初, 这一带

仍是落后的农业区,成为美国地区差距中的一个突

出问题,制约美国经济的发展。富兰克林·罗斯福总

统在 1938 年给全国紧急委员会的一封信中指出:

“正是由于南部地区的状况,整个国家的经济处于一

种不平衡状态, 我确信,南部现在的问题是全国最大

的经济问题。”西部,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很不确定

的概念, 它最初是指从阿巴拉契亚山到密西西比河

之间的地带,后来由于美国领土的扩张才逐步扩大

其范围,以致包括到太平洋沿岸的整个地域, 同时也

就有了“旧西部”、“新西部”和“远西部”之称。[ 1] ( P . 17)



不论是新西部、旧西部还是远西部,大都是荒无人烟

的处女地,都有一个开发的过程。美国对西部地区的

开发, 规模最大, 持续时间最长, 可以追溯到美国独

立之初。特别是 19世纪上半期,美国出现了三次西

部土地拓荒高潮, 被称之为“西进运动”,为独立后的

美国带来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源泉, 促进了美国资本

主义工业化和美国近代农业革命。随着西部土地的

大规模开发, 对其他相关行业和部门的开发也提出

了相应的要求,联邦政府又适时调整和制定了包括

矿山、森林、草原、矿藏的开发,以及铁路、公路、运河

等交通运输的发展政策,推动西部开发向广度和深

度的发展,在内战期间和战后的年代,以中西部为主

体的旧西部已与东北部“核心地区”融为一体,而一

个更加广阔的新西部已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兴起,并

成为此后“西部”这个概念的主体, 也就成为需要再

开发的地区。

二、美国区域经济不平衡的负效应。

区域经济不平衡, 严重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

首先,由于北部经济体系比西部和南部健全,从而造

成了后两个地区的经济自我再生能力低于北方,最

终不得不在资金技术方面依赖北部输血, 而这种输

血又会使经济利益过度向北部转移,从而弱化了美

国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20世纪30年代, 美国经济

增长率一度落后于日本、德国,表面原因像是投资不

足,拓展国内市场容量的速度慢,实质在于落后地区

的经济制约了美国整体有效需求的扩展, 使得投资

收益率低,回收期拉长。当生产社会化进一步加大,

社会分工更加细密时, 南部的落后又加大了区域间

技术交换和物资交换的难度, 使美国经济难以实现

其内在的激励机制。其次,北部工业体系具有超前

性,创造着不断膨胀的高附加值产品,而西部和南部

由于技术、资金和高级人才匮乏,只能向北部提供农

业生活资料和初级工业产品。区域经济的差异, 分别

弱化和强化了南北财团的竞争势力和利益分配条

件,因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斗。然而由于人财物的

制约,南部企业往往是规模不经济,经营粗放而浪费

严重, 在竞争中易被挤垮, 结果减少了就业机会,很

多人被迫降低就业条件。这些现象直接冲击了社会

的稳定,无形中加剧了白人和黑人的种族矛盾, 加大

了南北之间的矛盾。还有,三大区域的财政收入相差

较大, 落后地区利用集中起来的财政资金调节区内

经济的能力较弱, 造成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投

资、社会福利保障等往往更多地依赖联邦政府的转

移支付。所有这些都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不稳定性,

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把南部经济推向了崩

溃的边缘,影响了全国经济的复苏和社会稳定,为了

使美国从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极不平衡的

国家变成一个经济活动遍布全国,人们能较平等地

享受幸福的国家,从罗斯福推行“新政”开始, 美国政

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加快落后地区的经济发

展。

三、美国区域经济均衡政策

1.制定区域开发规划, 建立健全区域开发法律

制度和管理机构。区域开发作为罗斯福新政的一部

分, 国会于 1933年 5月通过《麻梭浅滩与田纳西河

流域开发法》, 并依法成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

负责领导、组织和管理田纳西和密西西比河中下游

一带的水利综合开发和利用,并且作为开发美国 7

块集中连片的贫困落后地区的试点。在试点取得经

验的基础上, 美国政府于 1961年颁布了《地区再开

发》,在全国范围内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的发展, 并

依法成立了地区再开发管理局。1965年, 为实施约

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 美国政府又颁布了《公

共工程和经济开发法》、《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等

一系列法规,成立了阿巴拉契亚区域委员会以及一

些其他的州际开发委员会, 并在地区再开发管理局

的基础上成立了经济开发署, 进一步加强了对困难

地区的经济援助。经济开发署援助落后地区最主要

的方式是兴建公共工程。从 1966～1991年, 经济开

发署通过公共工程和设施建设计划, 对困难地区的

8111个公共设施提供财政援助,援助金额达 43. 28

亿美元。
[ 2] ( P . 151)

此外,经济开发署还提供各种技术和

社会信息服务, 进行人力资源培训,帮助困难地区进

行结构调整。这些援助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

一定的促进作用。以阿巴拉契亚为例, 1965年该地

区人均收入仅相当于美国平均水平的 78% ,到 1991

年这一比例已提高到83%。克林顿总统于 1993年 8

月签署了《联邦受援区和受援社区法案》,这是美国

第一个比较系统解决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的法案。

《法案》规定,拨款 25亿美元, 无偿用于税收优惠, 10

亿美元无偿用于城市和农村社区的各项援助。到

1994年底, 分别由联邦政府住房和城市发展署批准

6个受援地区和 65个城市受援社区,农业部批准 3

个农村受援地区和30个城市受援社区。援助项目包

括创造就业机会、兴建公共设施、人力资源培训、住

房、环境保护和公共安全等方面。援助计划采取综合

措施,目标在于为受援地区创造经济机会,培育自我

发展能力,从而使受援地区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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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依赖联邦和州政府的援助。此法虽然实施时间

不长,但也取得初步成效。如密西西比州受援地区的

失业率就从 1995年 8月的 10%下降到1996年8月

的 6. 7%。

2. 提供财政援助,加大落后地区的资金投入。

一是军事拨款偏重于南部,刺激了南部新兴工业发

展。在整个二战期间,美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

军工厂,军事工业急剧扩张, 联邦国防预算开支庞

大。美国政府适时地把发展军事工业同促进落后地

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有计划地在阳光地带进行大

型军事、国防、宇航方面的投资和研究,同时通过贷

款方式,吸引大批相关工业企业迁入南部和西南部。

这一时期,美国联邦政府把总额达 740亿美元的军

事拨款的60%倾注到南部地区。这一方面带动了阳

光地带沿海城市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使西南部内

陆地区毗邻空军基地和飞机制造厂的城市迅速发展

起来,并且在军事基地直接形成了许多新城市。二战

结束后,这些军事工厂被联邦政府以极其低廉的价

格出售给资本家, 转为民用生产,极大地促进了该地

区城市经济结构的根本改变, 使制造业得到长足发

展,成为当地龙头企业,为这一地区的经济起飞奠定

了基础。到20世纪 60年代,美国国防部的巨额军事

订货仍继续南移。据统计, 东北部的 14个州所获得

的军事订货在全美军事订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由

1952年的 60%降为 1972 年的 37. 5% ,而南部和西

部各州获得的军事订货所占比例由 32%上升为

50. 1%。70年代末,美国国防年度预算为 2000亿美

元,其中大部分为阳光地带城市所得。在 1976年,仅

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两州就占该年度全国军事订

货合同总额的 26. 2%。1971年,南部阳光地带 15个

州的军事工业就业人数达 74万多,占全军事工业就

业总人数的 40%; 东北部 14个州军事工业就业人

数则为 67 万多, 占全国军事工业就业总人数的

37%。此外,全美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和设施有 142个

设置在南部和西部, 而东北部只有 58个。[ 2] ( P. 148)战

后的短时间内, 这一带迅速发展了原子能、电子、通

信设备、生物制药等高科技产业,其中尤以航空航天

工业和电子工业最为突出。70年代以来,新兴工业

已遍布南部各州,甚至于原来工业基础十分簿弱的

亚利桑那州也很快地发展起航空、电子计算机和半

导体工业。随着阳光地带的经济发展,就业机会的增

加,吸引了大批人口的迁入。仅在70年代, 北部都市

区就业人数增长率为 12. 4%, 南部则达到 40%。这

一时期,迁入南部地区的人口达 550万。到 80年代

后期, 仅佛罗里达州平均每天就有 1000 多人迁入,

其人口增长率比全国人口高出 2倍。所有这些,都极

大地推动了该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二是财政补贴

农业,通过价格支持带动了农业的巨大发展。二战前

后,南部地区是落后的农业地区,农业在南部经济中

所占的分量很重。因此,美国 1933年颁布“农业调整

法”, 南部大部分地区从中获得实惠。该法规定,农业

补贴的主要获得者为玉米、小麦、烟草、稻米、花生等

6种“基本商品”的种植者。南部除了玉米、小麦外,

几乎垄断了其他 4种作物的生产,因而在获得联邦

农业补贴方面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同时,该法还规

定, 每个农场获取联邦补贴的多少取决于农场规模

的大小,农场规模越大,获取的补贴越多。南部当时

地广人稀, 农场规模比全国一般农场大 4倍多。这

样,阳光地带的农场又成了联邦补贴的最大收益者。

据统计,从 1933年“农业调整法”颁布起,到 70年代

初期,联邦政府仅在价格方面的补贴就多达 1000亿

美元左右, [ 2] (P . 150)其中绝大部分落在了南部和西部

的大农场主手中。财政对落后地区发展农业的支持,

还包括联邦的农业抵押贷款。联邦政府对西南部落

后地区农业发展的上述财政支持,不仅加速了该地

区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步伐,而且也促进了不合

理的农业生产结构调整, 使这一地区成为全美国重

要的农牧商品供应基地。三是政府出资兴办公共设

施,改善落后地区投资环境。兴办水利设施是公共设

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河水泛滥,水土流失严重,是制

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联邦政府把兴办水利

作为经济兴起的关键,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罗

斯福“新政”时期,对田纳西河流域开展了综合治理,

在长达 50 多年的治理过程中, 先后投入的资金达

40多亿美元。到了 80年代,田纳西河流域已是河网

密布、群山碧绿、良田万倾、工厂林立的经济高度发

达地区。到 1983年全流域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0倍,

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17倍, 1990年居民收入达 14803

美元,已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成为美国欠发达地区摆

脱贫困的一个成功范例。二战结束后,联邦政府又陆

续兴建了科罗拉多水系工程、阿肯色河的麦米伦克

尔水利工程,汤比格比水力工程等。在联邦政府直接

出资兴办公共设施的同时, 还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

吸引私人资本到西部和南部进行投资。联邦政府在

制定地区经济发展规划时指出:“公共投资的目的,

在于吸引私人对特定地区经济发展进行投资, 以便

创造持久的劳动就业机会”。为此, 联邦政府规定, 对

落后地区开办的私人公司, 政府通过经济开发署等

机构向它们提供长期低息或无息贷款, 对固定资本

提供的贷款可达该项资本总额的 65% ,对流动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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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供 100%的直接贷款。对落后地区投资提供贷

款的私人金融机构给予高达 90%的信贷保险。

3. 充分利用当地的有利条件, 恰当选择开发重

点。美国在西部、南部的开发中,不同时期采取不同

的选择, 19世纪开始就奠定了区域经济的特色。最

早是西北部的大湖平原, 由于日照充足、雨量适当、

土壤肥沃,适合农作物生长, 经过多年的耕种,成为

美国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的主要产区,从而把整个大

湖平原地区变成了著名的“小麦王国”。在西南部的

海湾平原地区,奴隶制尚存时就建立了棉花种植园,

使这一地区逐渐成为美国的“棉花王国”。此外, 南部

地区还种植烟草、水稻、亚麻等作物。在远西部落基

山脉以西、太平洋沿岸地区,由于金银等贵重金属矿

分布较广,采矿业自然而然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行

业,并且得到迅速发展, 使美国在 1898年以来一直

保持世界最大产金国的地位。在密西西比河以西、落

基山脉以东的西部大草原地区, 发展羊牛业和农业

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因此,农场主纷纷进入大

草原,成为美国大农业的重要基地。此后随着这一地

区矿产资源的发现,石油工业、采矿业以及与此相关

的加工工业和食品工业又相继兴起,成功地带动这

一地区经济发展。阿巴拉契亚地区是美国东西结合

部交汇区,在美国开发西部的过程中,这一地区得到

初步开发,但在二战以后仍然是美国最贫困地区。60

年代初期,该地区约有 1/ 3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

下,而且失业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总统经济顾问

委员会关于开发此地区的报告中指出:阿巴拉契亚

山区有丰富的矿藏、水利、木材资源和秀丽的风景,

建议联邦政府拨款帮助该地区开发矿藏, 扩大加工

业,发展旅游业。当时的全国紧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

中也强调:该地区众多的劳动力和极为丰富的自然

资源,以及广阔的尚未开发的土地和良好的气候,应

当加以利用。经过再开发的 30年的努力, 阿巴拉契

亚山地区的开发计划取得了明显成效。1969～1991

年,该地区各县收入增长约比相同条件的其他县快

48%, 人口增长快 5% ,人均收入增长快 17% ,缩小

了该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4. 制定优惠政策, 引导人力资源合理流动。同美

国西部开发以优惠的土地政策等吸引大批移民的迁

入一样,在西南部开发中, 也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

促进北部人口向西、南移动。具体做法: ( 1)给迁移户

发放迁移补贴费; ( 2)制定落后地区的住宅建筑法,

给迁移户补贴住房费; ( 3)为迁移户提供就业培训

费; ( 4)为迁移户提供就业机会或信息( 5)通过税收

和信贷的优惠, 鼓励资本家在南部地区投资; ( 6)加

大落后地区的教育投资。自 6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

了人口南移的高潮, 大批科学家、工程师、专业技术

人员和熟练工人从北向南迁移,寻找新的就业机会。

70年代, 由北向南迁移的劳动力达 500 万人左右。

从全国各地区的变化看, 在 1940～1993年, 人口的

区域重心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西部人口的比重由

10. 8%跃至 21. 7% ,南部由 31%增至 35% ,东北部

和中西部呈下降态势, 分别减少了 7. 3%和

6. 7%。
[ 3] ( P. 15 , 22)

人口的合理流动,不仅满足了西部、

南部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需求,而且扩大了消费市

场,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区域经济,特别是新兴产业的

发展。

5.以科技推动生产力。在西部大平原这个美国

最重要的大农业基地的开发中,农业机械化和科学

化以及科学种田方法的推广是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

的最主要手段。但西部经济发展到今天的高度,主要

依靠的的是工业, 而工业的发展又与科学技术的推

动息息相关。在战后美国西部经济的发展中, 可以说

是高度地体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特点。

30年代发端于斯坦福大学及其周围地区的科技研

究与开发活动,与 60年代美国掀起的高技术革命,

使得加州圣何塞市的圣克拉拉县变成了世界闻名的

硅谷。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又带动金融服务行业、房地

产业、建筑业及零售业的繁荣,使二战前的农业城市

圣何塞变成一个名列美国大城市第 11 位的高技术

工业城市。在高技术产业的带动下,整个加州的经济

从 60年代进入腾飞阶段, 到 1994年时仅加州一州

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 8757亿美元, 在美国 50州中

约居第一位(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中居第六位) [ 4]。硅

谷高科技园区对工业创新和科研成果的孵化作用为

美国西部乃至整个美国的经济发展做了生动的示

范。此后,美国各地相继建立了十几个类似的园区。

波士顿利用拥有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高校的优

势,在市郊开发了 128号公路科学园区,建立了东部

计算机工业中心。美国南部地区在二战以后迅速崛

起,成为“阳光地带”。东部、西部实行再开发战略, 完

成了美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美国由一

个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一跃而成为地区经济协调

发展的世界上一流的工业强国。

从以上的措施中可以看出,美国区域经济开发

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每一次开发都建基于新的、

更高的起点之上。东北部优势地位的确立主要借助

于欧洲当时较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中西部兴

盛则是以东北部工业化的延续为前提; 加州后来居

上,优先发展高科技产业与服务业。这表明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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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平衡现象,而这种不平衡

又为逐级递进、重点开发提供可能。半个多世纪以

来,美国的区域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就。美国政府经过

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

些成功经验对于我们如何开发中西部地区, 缩小区

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

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是一种可以称为“梯度开发战

略”的整体经济发展战略, 试图按照东部、中部和西

部的次序依此推进。到目前为止,这一战略取得了相

当成功。然而,在东部大规模开发并取得突出成就的

同时,西部地区与东部的差距日益扩大,区域经济发

展严重失衡, 在这种情况下, 西部开发显得尤为重

要。中国和美国都是幅员辽阔的大国,各自的东西部

之间均有着明显的区域差异。从这点来讲, 美国西部

开发经验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1. 立法先行,把西部纳入依法治国轨道。随着

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 以法律手段来协调

区域经济关系显得越来越必要了。过去我国关于区

域经济的法律和法规几乎是一片空白,这使得区域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和非连续性。

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保持区域政策的严肃性和

一贯性,需根据国情和区情,颁布关于区域经济的法

律和法规。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都拥有区域发展

的法律体系。英国于 1934年、法国于 1955年、美国

于 1961年都先后公布了各自的第一部有关地区发

展的法律和法规。我国要在法律上确定西部大开发

的地位,明确开发的方针, 要通过有关法规, 明确界

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责范围,确保中央政府

宏观调控职能的有效行使和地方政府积极主动性的

充分发挥,而且为保障国家对西部优惠政策的出台

和顺利实施, 更需要有关法律作出统一的规范和解

释,这样才能使西部开发“有法可依”, 不再是“雾里

看花”。

2. 设立全国性的区域经济领导机构,统一领导

和协调西部地区的发展工作。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

问题, 是一个涉及领域广、工作难度大的系统工程,

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和政府的多个部门。有的国

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设置专门的机构,如战后的日

本,为加速北海道的发展, 在总理府专门设立了“北

海道开发厅”; 60年代,美国为了加强对落后地区的

开发,国家成立了专门的开发署,对田纳西流域的开

发,设立了跨地区的开发管理委员会;我国在加快东

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时,国务院成立了“特区办”对

东部起了很强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今天在解决“后

富”问题时,应当考虑加强组织机构建设。我国目前

还没有专门负责西部开发的机构,主要还是靠各部

门归口管理,这种管理有利有弊。弊端主要是:一、由

于中央政府各部门不单单是面向西部, 而是面向全

国, 东部、西部、中部都往一个口子挤,在这种情况

下,西部就很难排上队。二、西部反映出来的问题往

往带有综合性的比较多, 需要几个部门通力合作才

能解决, 但按照现行的运行机制, 不容易形成合力,

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所以,设立国家级有权威的区域

经济领导机构专门负责西部地区的发展工作, 很有

必要。

3. 加大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变西部地区

的投资环境。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地区

经济腾飞的基本条件。从经济发展环境来讲, 一个地

区的市场经济是否繁荣, 首先要看其市场的流通规

模和流通速度,只要做到物畅其流, 内外沟通, 市场

才能活跃,外部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才能流向西部地

区。因此,建设现代化的交通、通信网络是西部地区

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基础。而目前,西部地区恰恰在这

一方面有全局性的落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是影

响西部欠发达地区投资环境, 制约经济与社会发展

的重要因素。我国藏族聚集地区(包括西藏、青海、川

西、甘南及黔西北地区)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神奇

迷人的旅游资源举世无双, 不少国内外投资者都对

开发这块宝地产生浓厚兴趣, 但由于基础设施落后,

使自然资源开发受到限制。因此,强化西部地区交

通、通信和服务等基础建设已刻不容缓。

4　注重环保,走可持续开发之路。可持续发展

已经成为全球共识,我们的西部开发要注意吸取美

国“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美国开发西部之初, 由

于是在一种自发的状态下进行,造成了自然环境的

破坏。150年的拓殖特别是内战后过度的森林砍伐,

使田纳西流域地区的植被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仅

1850～1860年间就有 3000万英亩森林被开辟为农

地。人为的灾害和自然灾害使田纳西流域内七个州

的人均收入到 20世纪 30年代初还不足全国平均数

的一半,成千上万的家庭年收入不到 100美元。在西

部大平原的开发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1865年内

战结束时, 在大平原漫游的野牛约有 1500 万

头。[ 5] ( P . 41)但随着联合太平洋铁路的修建,野牛遭到

大量捕杀,“每年杀死野牛 300 万头”, 到 1903年锐

减到 34头了。
[ 6]
1934年引发了毁灭性的黑风暴, 摧

毁了中西部大平原上 20多个州的庄稼。特别进入

60年代,工业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美国国会通过了

《清洁空气法》( 1963)等数十个有关控制污染的法

律, 建立了环境质量委员会和联邦环保局。事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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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环保问题不仅是提高生活质量问题,也是经济能

够持续发展的问题。美国西部开发中的那种“先开

发, 再环保”的老路在我国西部的开发中不应再重

复,靠破坏环境来发展经济的做法必须摒弃。在我国

西部开发中, 应该走开发与环保并进之路,看起来,

这是一条花费较多的路,但从长远来看,它更是一条

高起点,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之路。

从世界范围来看,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一个普遍

问题,缩小地区差距需要漫长的过程。即便是美国这

样的发达国家,经过 60多年的努力才取得今天的成

就,但还不能说它完全解决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各自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

济基础相差很大, 缩小地区差距更需要长期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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