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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城市转型的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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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矿业城市是依托不可再生资源开发而发展起来的城市，矿业产业是矿业城市的主导或支柱产业。由

于矿业产业自身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矿业城市转型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矿业城市的

产业转型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本文通过对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欧盟、苏联等国矿业城市产业转型的研究，提出

了我国矿业城市产业转型可资借鉴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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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业城市的产生、发展、繁荣、衰败，有其自身的规律。严格

说，矿业城市是矿业产业支撑的，因而矿业城市的发展轨迹一般

与矿业产业的发展同步，这是国内外矿业城市发展道路的一个

共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矿业城市都曾面临过资源枯竭

而带来的产业转型问题，尽管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转型模式，

但不外乎政府、市场、以及非制度因素三种力量或单独起作用，

或互相组合所促成的转型模式。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选择转

型的时机与模式不同，转型的效果不一。

    据中国矿业城市资源库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矿业

城市(镇)426座，①矿业城镇人口31084万人。②根据矿产开发
程度和发展阶段，我国426座矿业城市中，有82个处于成长期

(发展期)，占矿业城市总数的19.2%;鼎盛期的(成熟期)290

个，占总数的68.1%;处在下降期(转型期)的54个，占总数的

12.7%。由此可见，我国矿业城市之多。因此，研究矿业城市转
型，分析研究国外矿业城市转型的模式和经验，寻找我国矿业城

市转型的最佳路径具有借鉴意义。

    一、国外矿业城市转型模式评介

    (一)典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国的转型模式

    美、加、澳矿业城市转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国都是

资源富国。无论是资源的种类、绝对含量，还是人均资源占有

量，都居世界前列。美、加、澳三国的矿业企业绝大多数是私人

企业，政府主要通过财政和金融手段对经济进行控制，很少直接

千预企业经营。因此在处理矿业城市产业转型的问题上，主要

由企业自主决定何时进入，何时退出，如何退出。

    (二旧本、欧盟资源产业转型模式

    日本是矿产资源贫乏的国家。国土面积狭小，这决定了日

本对矿业城市的重视。日本的矿业产业主要是煤炭产业。1961
一1991年，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九次煤炭政策，通过采取分阶

段逐步减少国内煤炭产量，支持产煤地域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大

型项目建立，发展替代产业等措施，寻求煤炭产区经济结构多元

化，实现产煤地域的振兴。③
    (三)欧盟矿业城市转型模式

    欧盟国家矿业城市转型过程中，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联邦

及当地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负贵产业转型，制定了一系列的措

施，并投人重资支持产业转型。诸如用高技术改造矿业产业，发

展新兴的替代产业，通过职业培训和个人创业等方式帮助下岗

人员再就业等。以德国鲁尔区为例，联邦和州政府对矿区实施

一项三年期的特殊政策，一是通过德国联邦协调银行提供九亿

马克的低息贷款，二是每创造一个就业岗位，就给企业5万马

克;三是工人转岗培训费完全由政府支付。
    (四)苏联和委内瑞拉矿业城市的停滞和衰败

    前苏联巴库作为城市也是随着石油的开采而迅速发展起来

的。巴库油田的开发始于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50年代以

后，随着石油储量的枯竭，产量迅速下降，依赖石油的石油加工

业也开始萎缩，巴库处于维持缓慢增长的停滞状态。

    委内瑞拉的波力瓦尔油田，座落在马拉开波湖东岸，发现于

1917年，由拉克尼立、巴查克罗、蒂亚湖阿纳、卡尔马斯等若干

大油田组成。1976年顶峰时，石油产量高达14925吨，此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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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急速下降，1986年跌至6082吨，玻利瓦尔油田除了开采石油

外，其它产业没有形成。油田区基本上没有发育为城市，只是形

成了一些为矿区服务的地方型商业中心，最大的一个市镇是卡

尔马斯。

    综上所述，美、加、澳三国可以概括为市场选择为主导的转

型模式;日本、欧盟是政府主导型的转型模式;前苏联、委内瑞拉

应该是自由放任的转型模式。
    无论是政府主导型转型模式还是市场主导型转型模式，矿

业产业转型的途径无非是两大类:一类是围绕着矿业产业，做其

产业链的后侧和旁侧延伸。比如以煤矿为主要矿业产业可以发

展以煤为中心的炼焦、煤化工等产业，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提

高产品的附加值。发展以煤为原料或燃料的旁侧产业，如:火力

发电、金属冶炼等。另一类是撇开矿业产业，从城市整体发展目

标出发，利用矿业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后，投资兴办新的企业，这

类企业看好的是发展前景和市场潜力，与资源没多大联系。这

两类转型的途径应该说各有合理的地方，但由于运用的方式和

阶段不同产生效果各异。对矿业城市转型模式的深人研究，必

将对我国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矿业城市转型有很多启示。

    二、对我国矿业城市转型的启示
    矿业城市的兴起取决于资源的开发，矿业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取决于从单纯矿业城市向综合性城市的转型。其实，矿业产

业由于受资源储t的制约，不可能无限制的持续发展，但因资源

而兴的城市，却可以经过适时调整产业结构，使城市沿着良性发

展的轨道，实现可持续发展。

    借鉴国外经验，我们发现，矿业城市转型是分阶段性的。因

此，我们在研究矿业城市转型问题时首先要对矿业产业发展的

规律有清楚的认识。

    (一)矿业产业的发展周期的认识及转型阶段的选择

  ，美国地质学家胡贝特将矿业生命周期分成四个阶段:预备

期、成长期、成熟期、转型期。研究矿业城市转型，必须将发展周

期与转型联系起来，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转型方法。在

第一阶段，城市建立之初，矿业产业作为城市的支撑是毫无疑义

的。当城市随着矿业产业的发展而建立起来以后，矿业产业基

本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矿业城市应该在完善以矿业为核

心的产业链基础上，发展多元产业。最终，脱离矿业产业，真正

实现产业的多元化。这样，就会渐变成综合性城市，实现可持续

发展。应该说这是矿业城市发展的最佳路径，但遗憾的是我们

前面谈到的转型典型国家的模式都不是这样一种路径。这是因

为:国外的转型虽然在21世纪初开始，但都处在工业化阶段。

一般的工业化都会经历高污染高消耗的阶段。

    重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阶段。重工

业化必然要增加对矿产资源及各种能源的需求，从而大大加大

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严格的讲，我们现在所谈的矿业城市转

型应该是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正因为资源枯竭型城市错过

了转型的最佳时机，因而转型面临的困难比较大，付出的代价也

比较高昂。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就更为

步履维艰。

    (二)发展中国家矿业城市转型的困境

    发展中国家矿业城市转型面临着比发达国家矿业城市转型

更为严峻的挑战。首先，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为了实现

赶超，往往着力发展重工业，因此对资源的消耗更快，浪费更严
重。其次，发达国家在当年推进工业化和重工业化时，欠发达的

国家处于农业社会，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掠夺欠发达地区的资源

来实现工业化。现在发达国家进行工业结构调整和转换的一个

重要方面就是将高污染、高消耗的行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所

以，发展中国家矿业城市转型比发达国家面临的困难更多。

    (三)我国资源枯蝎型城市转型的几个错位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面对这样几个错位:(1)发展与转型

期，经济体制错位。我国矿业枯竭城市，大多兴建或发展于计划

经济体制时期，而转型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时期，前者政

府决定资源配置，依赖于政府的指令性计划，后者主要通过市场

来配置资源，遵循的是效益的原则;(2)发展阶段与转型时期选

择错位。矿业城市转型的最佳时期应该是发展和繁荣期，即第

二、第三阶段，而我国矿业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多在第四阶段即资

源枯竭阶段即矿业产业萎缩倒闭阶段，这无疑增加了转型的难

度;(3)转型与卖方市场错位。转型正逢买方市场，市场产品过

剩，这加大了产业转型的难度;(4)目前我国处于矿产枯竭的城

市数量多，与有序转型错位。

    因此，我国矿业城市转型不可避免的面临以下缺口:一是资

金缺口、二是技术缺口，三是人才缺口。这三大缺口决定转型的

成败。致使矿业城市转型进人两难境地:追求高起点，跟上世界

发展步伐，缺乏相应的转型基础，大批下岗人员的就业问题无法

解决。结构性失业还会有加剧的趋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

又面临着低附加值，低效率的产业结构，使城市经济的发展没有

后劲。靠政府解决，政府目前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因此，我国

矿业城市的转型必须走政府、城市、企业(个人)三个层面互动共

谋的发展模式。

    三、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模式选择原则

    (一)阶段性原则

    由于我国矿业城市的特点，目前迫切需要转型的矿业城市，

多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财政困难，人才医乏，民众观念落

后，下岗职工数额巨大。以辽宁省阜新市为例:2002年末，地区

总人口193万人，占全省的4.7%。国内生产总值85亿元，占全

省的1，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400元，仅为全省的33.8%，比

我国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还低。财政一般预算收人4.9亿元，

占全省的1，2%。城市下岗和失业人口达巧.6万人，处于低保

线以下的城市居民达17.8万人。①因此，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的
流程设计上，应该是分阶段进行的。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第一阶段应该是以生存、稳定为目标。

在选择产业替代时首先考虑的应该是解决职工充分就业，实现

温饱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矿业城市转型有一个稳定的社

会环境。为第二阶段的真正转型作准备。阜新作为全国资源型

城市转型的唯一试点市，它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目前阜新

的转型模式笔者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得出这样的结论:阜新第

一阶段的转型是工农互动，通过实现农业产业化，逐步向现代农

业过渡的转型模式。如引进上海大江集团、河(下转第133页)

①摘自阜新市2003经济社会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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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带产业群等，但它们通过出口的方式、技术引进的方式来解决

自组织所需要的开放条件，只是“涨落”的随机条件可能来自历

史、人文或地缘等其他因素。

    众所周知，产业集群的盛衰直接影响到地区经济的竞争力，

外资企业对产业集群的盛衰会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我们可以

获得以下启示:

    1.各级地方政府要重视外资在地区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

增强地区经济的开放度，树立政府竭诚为外资企业服务的意识。

    2.要以产业集群的理念吸引外资，努力营造良好的商业生
态环境，以特定产业上下游关系链形成牢固的企业网络体系，形

成地区在全国乃至世界产业分工的特色。

    3.优化地区的投资环境，立足于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避免短

期行为，避免出现资本的大量迁移。

    4.加强相邻地区的城市合作。因为产业集群的地理位里并

以行政区划来分布，它遵循自身发展的规律，并对相邻地区进行

外部渗透，因此，我们要在更大地区范围和规模上吸引和留住外

资企业，增强所在区域的产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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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23页)南双汇集团、

在农村，第二车间放在城市。

带动农民致富。

比牛哥等。将第一车间(养殖)放

在解决安里矿山下岗职工的同时，

    第二阶段转型的目标是发展和繁荣。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

流程:找准转型突破口确定推动转型的支点;发展适合本地区的

产业模式;建立动态的转型系统;确立转型的评价指标体系;最

终完成城市的转型。

    (二)可操作、务实的原则

    切实贯彻国务院的指示精神，矿业城市转型应以解决就业

为核心。因此，在选择本地区发展模式时，一定要务实，具有可

操作性。采用一新带三新的方式，观念新带动体制新、机制新、

技术新。三新促转型。大力发展培育本地区的中小草根企业。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以民营经济增量激活国有经济存量。在选

择模式上，不求最好，只求最适用。因此，各地区转型应本着宜

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突破体制、机制的限制。

    (三)起步扎实.目标高远

    我国矿业城市的转型，起步应扎实，目标要高远。开始以生

存稳定为目标，最终将实现发展和繁荣。因此，在起步阶段，就

要考虑走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子，注重污染的改造和控制

关注产业的升级。注意第一与第二阶段转型目标的衔接。

    (四)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并存

    产业结构升级过程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市场机制可以

完成优胜劣汰，可以实现产业结构的自我选择。产业结构的不

断升级与淘汰构成了产业结构发展的动态序列，然而，市场机制

只能完成对一般加工产业结构升级、淘汰的任务，对资源性产业

却难以做出充分的产业结构调整。其一，表现在设备专业化程

度高，劳动力的技能单一，不仅产业整体转换成本大，而且企业

中要素的专业转换成本也高。使其难以按市场需求顺利升级;

其二，存在着市场提供的产业结构升级的缺口，如前述资金、技

术、人才、政策缺口，而某些缺口是矿业城市本身所不能解决、补

足的。其三，市场无法在短期内对这样的产业做出选择，因为资

源间的替代是受技术进步影响的长期过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

市场对这样企业的需求带有刚性。市场对矿业产业转型失效还

表现在要素迁移成本过高等等。这些产业的空间转移，市场都

将面临巨大的无效性。

    (二)政府对市场机制的校正

    市场机制可以在矿业产业内部发挥作用，保持行业内部的

竞争和优胜劣汰，与此同时也在强化着行业分工特点，形成了产

业封闭和地区封闭现象，使市场机制在促进其产业转换时不能

发挥作用。从理论上讲，政府是城补产业转型缺口的关键因素。

矿业产业转型会在市场的引导下，自发地形成其产业升级的缺

口，越是资源产业集中的地区，这种缺口越严重。因此，无法从

市场之内寻找填补缺口的因素，只能从市场之外获得，政府是替

代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央、地区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战略调整和

政策调整实现资金使用集中、方向目标明确，局部上消除矿业产

业转型的资金瓶颈。可以为吸收新技术、培育新产业创造人才

环境、科研环境和部分市场需求环垅，还可以提供一定的财政政

策支持，对产业转型加以扶持;政府可以组织力量进行产业嫁

接、招商引资、组建跨行业的企业集团、树立地区整体形象等。

中央政府还可以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支付、提供外援货贷担保、

有意识地向矿业地区进行产业投人倾斜等措施，直接或间接的

填补转型缺口。

    从实践看，凡是能够成功实现转型的地区，都是地区政府自

身努力和中央政府大力支持的结果。法国的洛林地区、德国的

鲁尔区可以称得上产业转型成功的地区。而那些政府没有及时

明确产业转型战略的地区和那些选择了其它方式，或过分相信

市场机制的地区，或过多依赖于外援的地区，都在产业转型过程

中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本地区政府的努力，中央政府

的外部支持，是矿业城市产业转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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