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特色经济一般理解为在一定的区域范围

内，根据本地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生产力水平

所产生的一种结构合理、资源优势突出，经济效益明

显，能持续发展，具有鲜明区域特点的经济发展模

式。凉山州境内资源丰富，西部大开发为发展凉山特

色经济提供了可能，凉山州的特色经济大致可归纳

为特色农业、特色工业及特色旅游业等。

一、凉山州发展特色经济的基本条件

（一）改革开放以来，凉山的经济发展为进一步

发展特色农业、特色工业、特色旅游业创造了基础。

凉山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也是四川人口最多

的自治州，居住着汉、彝、藏、壮等十几个少数民族。

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形态的残存，经济结构的不合

理以及科学文化的差异，长期以来，生产力发展水平

低，经济落后，特色经济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改革开

放后，各项各业的迅速发展，为凉山进一步发展特色

经济奠定了基础。

（二）凉山州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大，为发展特色

经济创造了条件。凉山州境内资源丰富，是四川省级

“攀西资源综合开发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水能、矿

产、旅游等资源，极具开发潜力。近年来，凉山州已初

步形成三大特色经济。

!、特色农业。

凉山具有光热条件好，立体气候明显，物产种类

繁多的农业资源特点，粮、烟、桑、林、果、蔬等优势农

业发展势头强劲，目前全州已建成优质水稻、烤烟生

产、茧桑生产等多个国家级名优农产品基地，各类农

产品绿色基地"##多万亩，产业化龙头企业!##多个，

年实现总产值!$%亿元，带动农户!#多万户。"##&年

凉山州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元，其中特色农业

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以上，已成为凉山州

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

"、形成冶金矿山和水电为两大经济支柱的特色

工业。

凉山矿产资源丰富，综合利用价值高，现已探明

矿种达("种，其中富铁矿、锌矿、锡矿、轻稀土矿储量

居四川省第一位。矿山冶金、工业发展历史悠久，是

川内经济的支柱特色工业。境内蕴藏着非常丰富的

水能资源，可开发量为"(#$&万千瓦，是我国西电东

送的主要基地之一。

&、特色旅游业。

州内旅游资源优势突出，独具特色，既有气势磅

礴的高山，规模庞大的原始森林，又有展示现代高科

技的享誉全世界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既有誉称“川

南胜境”的邛海、泸山，又有神奇的泸沽湖和深幽奇

特的螺髻山等。总之古朴的湖光山色、丰富多彩的民

族风情和村寨风光，与现代化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

映衬出别具一格的古今之差，构成凉山地区独特之

处的旅游资源，极具开发潜力，为凉山发展旅游业创

造了条件。

二、特色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资金短缺的问题尤为突出。

凉山州属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财政自

给率低。对经济投入不足，资金匮乏是制约特色经济

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无法拿出大量资金支持特色

经济的发展，财政对经济的支持十分有限。再加上资

本积累渠道单一，缺乏招商引资、股份联合等多渠道

的资本积累，竞争和激励机制不健全，导致发展特色

经济的资金短缺。

"、基地建设相对落后，自然资源可持续增长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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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不足。

特色经济所依赖的独特资源具有显著的稀缺

性，天然生长周期长，自然复制能力较低，以矿产资

源的开发为例，州内矿产资源品种多，而且储量大，

品位高，分布广，但是由于长期存在着地质勘探工作

薄弱，交通运输不便，缺乏开发资金等条件的限制，

加上科技水平的落后，对其开发和利用还存在相当

大的难度，而且在开发过程中对矿产资源的浪费也

相当严重，对旅游资源缺乏有效保护，局部破坏时有

发生，如对螺髻山风景区内原始森林的盗伐严重，邛

海周围出现无计划建筑的现象等。合理开发利用资

源，加强对州内资源的保护，实现有关行业可持续发

展显得尤为突出。

!、专业技术人才欠缺，市场拓展不力。

特色经济所涉及的电业、矿业旅游业等行业缺

乏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企业经营管理

水平普遍较低，缺乏一些具有现代管理知识和能力

及现代水电力、矿业、旅游业农业等专业的技术人才

和市场营销人才。从目前特色经济所涉及的行业发

展情况看，在科技创新、生产经营结构调整、市场开

发、政策扶持、人才队伍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的困

难，一些优质产品市场定位不准，造成特色不特，精

品不精的尴尬局面。

三、凉山加速发展特色经济的对策

"、加大财政资金的供给，引导信贷资金的投入。

建议政府要大力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对

特色经济的财政支出，确保特色经济筹建项目自有

资金足额到位，为银行配套资金的发放创造条件，尤

其是在生态环境的保持和农业资源的开发前期，经

济效益不明朗，风险大，投入周期长，商业性金融机

构不愿意介入，政府财政优先支持州内综合社会效

益好的项目，先注入资金起主导和主力作用，同时引

导商业性金融机构，落实国债配态贷款和对有市场，

前景好的项目提供信贷支付，人民银行要凭借支农

再贷款为主的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农村信用社继续加

大对特色经济和信贷投入，通过重点扶持，培育典

型，有效引导，全面推进特色经济发展。

#、加强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合理开发和

利用资源，改善投资环境。

基础设施薄弱，对资源的盲目乱采乱挖，交通不

便，可进入性差，是目前制约凉山特色经济发展的瓶

颈。凉山州应尽快改善投资环境，合理开发和利用境

内资源。第一，要加速公路交通运输网络建设，使州

内各县城之间，各城镇之间，各企业之间形成点、线、

面的交通网络。第二，重点地区要加强供电、供水、卫

生、绿化、城镇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住宿、餐饮、游

览、购物、娱乐等配套建设。第三，对于州内矿产、旅

游等资源的开采，应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凉

山州的实际情况，作好资源总预测并运用科学的、系

统工程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综合评估。提出开发的最

优方案，综合地开发利用，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各种资

源，避免资源的浪费和损失。

!、让市场配置资源，通过资金、人才相结合激活

资源。

走对外开放，招商引资之路，让市场配置资源，

通过市场配置，实现优势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把最

好的资源交给优势企业开发，与企业、项目结合盘活

资源，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加快资源优势向资本优

势和经济优势转变。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发人才资

源，解放思想，树立人才资源开展新观念，不失时机

地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创新有利于发挥人才作用的

机制，促进其尽快成长。要尽快建立鼓励优秀人才脱

颖而出，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如技术入

股、成果分红、吸引优秀人才。要重奖在经济建设中

取得突出贡献人才，要为各类人才的发展，创造良好

工作生活条件和发展成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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