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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长期依靠不可再生资源开采及加工来支撑地区经济的多数资源型城市也已
经或即将面临资源枯竭的问题，资源型城市转型迫在眉睫。目前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大部分没有考虑与周边城

市的联系，不利于区域经济的科学与和谐发展。本文从国内外资源型城市转型成功案例分析入手，分析总结现

有的转型模式，从而结合我国资源型城市分布情况及自身优势，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问题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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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resources-based cities have been or will be faced with problems of resource depletion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necessitates a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t present,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most resources-based cities does not refer to links to their adjacent cities, unfavorable fo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based on som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cases, summarizes the current transformation

models, analyzes the distnbution and advantages of resources-based cities, and presents some approaches to economicL
transformation for resources-based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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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资源型城市通常是指其经济依靠单一或多种不可再
生资源开采及加工而发展起来的城市。不可再生资源的
勘探开发为该城市的支柱产业，对城市经济的贡献很大。
但是，随着持续多年的开采，不可再生资源逐渐枯竭，
如果没有后续产业的推动，城市经济会随之没落。
    国外一般将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问题称为：衰退
地区经济振兴，或结构性问题地区的经济振兴n]。这
方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针对诸如美国的休
斯敦、日本的九州和德国的鲁尔等地区的经济振兴而
展开，主要是通过对现有资源进行深加工，或退出所
依赖的资源产业达到振兴这些地区经济的目的。
    国内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研究始于20世纪
80年代。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导
致对能源及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的需求急剧增加，致
使资源型城市发展中的一系列深层问题随着国家经济

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体制改革的推进f面逐步暴
露出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可持续发展
战略的提出，国内对资源型城市问题的相关研究越来
越多，问题的核心主要集中在 “我国资源型城市发展
中的问题及成因”和 “实现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途
径和策略”两个方面⋯。许多学者对资源型城市发展
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对资源型城市的可持
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国资源型城市众多，其转型问题不仅仪是资源
型城市自身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资源型城市周边地
区、甚至全省、全国范围内区域产业、经济结构调整
的大问题，事关解决环境污染、促进整个区域经济规
模化协调发展的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
此，将其放在国民经济体系中进行全面考察会有新发
现和新思路。

2  传统经济转型模式
    由于资源的不可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往往都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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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城市经济的转型问题。不同的城市由于处于不同的
产业生命周期和不同的产业竞争力以及资源禀赋约束
状况，其选择的经济转型模式也不尽相同。
2.1  美国休斯敦的转型模式

    在1901年发现得克萨斯油田时，休斯敦只是个
农牧区的小集镇。1929年后随着石油的大规模开发
休斯敦逐渐发展成为一座城市。二战的爆发加快了休
斯敦的石油开发。伴随着石油开采，休斯敦的石油化
工业迅速兴起，城市日益繁荣。到了20世纪60年
代，休斯敦的石油开采业开始整体下滑，但由于邻近
的墨西哥湾的大规模油气资源开发，加上便利的港口
运输条件，休斯敦逐步从石油开采向石油化工等下游
产业延伸，为石化工业服务的机械、钢铁、水泥、电
力、造纸、粮食、交通运输和通讯等各个产业纷纷发
展起来，逐步形成了一个结构合理、高度完善的石油
工业下游产业群‘2]。
    休斯敦以城市优势资源为基础，通过对城市现有的
主导资源进行产业纵向发展，利用技术进步进行产业改
造，扩展原有产业链，增加产品的加工深度，提高资源
的附加价值，使深化后的产业具备较高的科技含量，从
而增强产业竞争力，争取较大的市场竞争优势。而且，
在未来的产业发展中不断加深主导产业产品的加工深度
和广度，实现良性循环，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实现区
域产业的转型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2  日本九州转型模式

    资源禀赋和市场环境的恶化，使日本政府认识到
九州地区的转型必须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换。在
日本政府和九州地方政府的努力下，通过扶助煤炭产
区建设 “新产业城市”和 “技术密集型城市”等系
列措施，吸引三菱重工、东芝、本田等外地企业进入
九州，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将该区域转换成高新
技术产业区，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纠。
    这种完全退出所依赖的资源产业，发展替代产业
的转型模式，主要适用于那些资源开发成本很高、处
于衰竭期的资源型城市。发展的替代产业必须是具备
较高科技含量，能够代表产业发展未来方向，不至于
很快被产业发展及技术革命淘汰的产业。只有这样的
产业，才能够真正具有城市经济主导产业的功能，带
动整个城市产业的发展。发展替代产业一般需要资
金、技术、人才和市场等多方面因素的支持，这些方
面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是难以完成的，还需要国家的政
策倾斜和资金支持。同时，采取 “替代产业转型模
式”的资源型城市需要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部
资金和人才。

2.3 焦作等城市转型模式
    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开始，焦作市围绕建设
现代新型工业城市、山水园林城市和生态人居城市的
目标，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对各种要素进行聚集、重
组和运作，探索出了一条具有焦作特色的转型之路。
焦作市借山水之势，打造焦作旅游品牌，建设旅游强
市，大力发展旅游业，先后投入近35亿元进行了景
区开发和景观道路建设，形成了 “山水新格局”，有

力地推动了城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通过以发展矿山文化旅游业为主导经济，引进发
达地区先进的矿山生态恢复与重建技术，实施大规模
的生态治理工程，营造具有良好生态环境的矿山文化
旅游，是资源型城市进行产业结构转型的另一条新途
径。其转型路径为：根据城市自身的矿山文化背景，
突出发展以地质遗迹和矿山文化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旅
游业，打造矿山文化旅游产业差异品牌，以此来带动
多元产业的发展。用抓商业的经营理念，运作发展矿
山文化和旅游产业，打造矿山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化品
牌市场，拓宽旅游产品领域，形成资源枯竭型城市最
具生命力的主导替代产业 1̈。

2.4  阜新等城市转型模式

    辽宁省阜新市是国务院确定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经
济转型试点城市之一。阜新市政府从发挥自身资源优
势的角度出发，明确提出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将下岗
的产业工人变成种养殖业的现代农民，实现经济转型
和再就业的发展模式。在确立经济转型的方向后，阜
新市政府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先后引进了全国奶
业龙头企业上海光明乳业和内蒙古伊利集团到阜新发
展，极大地推动了当地奶牛养殖业发展，实现了该城
市的顺利转型。
    对于资源型城市选择农业作为接续产业的观点，
学术界还有一定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农业无力支撑
资源型城市经济命脉，“弃工从农”是历史的倒退；
另一部分人认为农业无法吸纳众多的失业工人，资源
型城市发展农业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措施；还有一部
分人认为资源型城市发展农业是否合适取决于城市自
身条件以及选择什么样的农业发展模式。
    我们认为，在众多资源型城市中，有一部分是具
备发展现代农业的现实条件的。具体表现为：
    1)土地资源优势突出。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
资源型城市地区土壤质量优良，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
大，而且资源开采区有大量废弃地，耕地后备资源有
保障，具备了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条件。
    2)资源型城市大量的失业工人作为丰富的廉价
剩余劳动力，可以降低农业生产劳动力成本，这是提
高地区农业产业竞争力的重要砝码。
    3)资源型城市在过去发展中打造的便利的交通
条件是现代农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
    4)国家给予资源型城市的优惠政策将为现代农
业在该地区的开展提供很大的回旋余地。

3 我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启示

    我国许多资源型城市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考虑，
从城市资源分布特点、产业生命周期以及自身优势出
发，选择上述经济转型模式中的一种或多种，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但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些资源型城
市难以将自身经济转型模式与周边城市发展以及外围
经济圈联系在一起，进行整体规划经济转型，制约了
这些城市经济转型的步伐。
    依据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理论，．现代化和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的城市或地区的技术、资金、人才、思想
观念、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等会通过一定媒介如道
路、交通、通信等，向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
城市或地区扩散。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已经
形成了多个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它们都具有较强的
内聚力、辐射力等群体优势，而我国很多资源型城市
就处在这些区域中，或者其产业发展与这些城市经济
发展密切相关。在区域经济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强化
与经济区域的经济联系，参与经济区域的分工，改善
城市软硬环境，是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新思路。

3.1 扬长避短，融入区域经济

    在支撑我国工业快速向前推进的同时，资源型城
市自身的发展也陷入了泥潭，其经济结构普遍存在
“三短”：一是产业结构单一且效益低下；二是所有制
结构单一，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慢；三是人力资源层次
低，人才极度缺乏。但资源型城市在长期的发展过程
中也积累了许多优势：如道路交通便利，土地资源丰
富，人力资源成本低廉。矛盾是对立统一的，优势与
劣势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相互转化。例如资源型城
市的所有制结构单一，便于国家在其经济转型中统筹
经济转型规划，通过改制来支付转型成本。
    资源型城市在转型中应成为区域经济产业转移的
承接者，把自身的发展纳入区域共同发展的轨道，努
力融人所在地区的区域经济，参与区域分工和资源整
合，通过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空间内的重组和流动，
提高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益，促进城市的经济转型。转
型时还应努力营造和保持特色优势，加强与区域经济
的联系，进行优势互补。即利用主导产业与区域经济
优势，延伸产业链；发挥道路交通便利，二t地资源丰
富，资源供给充足，人力资源成本低廉的优势，承接
产业转移，承载区域经济的增量项目；同时还要打造
良好的投资环境。资源型城市大多环境脆弱，在经济
转型中应特别注重发展循环经济。选择项目时，应当
选择环保的或有利于改善环境的项目，杜绝新污染源
项目的引入，从而把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压力减到最
小。要注重对现有环境治理的投入，把对环境治理的
投入，看成是经济发展的投入，把城市经营成为环境
友好型城市，以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资金、项目和
技术来支持经济转型。
    目前，已经有一些资源型城市开始尝试将自身经
济转型融入所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去，如大庆、攀枝
花等。大庆是一座对石油依赖程度达70%以上的资源
型城市，经过40多年的开发建设，初步形成了以石
油、石化为主导的现代工业体系。参与 “哈大齐工业
走廊”建设，是大庆加速其经济转型步伐的主要措
施。作为 “哈大齐工业走廊”高新技术产业带的中间
区域，大庆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哈大齐工业走廊”
的整体思路为大庆的发展指出了方向，使得这座城市
的各个园区建设在利用盐碱地的同时，充分整合了现
有的产业优势，引进了多个很有前景的高新科技项
目，实现了经济转型。

3.2 注重城市特色，打造城市品牌
    不论是处于成长期、鼎盛期还是衰退期的资源型

城市 ，在经济转型中都应注意城市经 营，打造城 市品

牌。城市品牌对一个城市的价值是相 当重要的，一个

城市有 自己的品牌 就会有 吸引力 ，无论是引进项 目、
资金 、技术，还是向发展旅游业的模式转型 ，都有很

大帮助。打造城市品牌 ，就要保持和发展城 市特色。，
有了特色，才有品牌 ，才有利于城市招商引资，促进

城市经济快速发展 。

3.3 统筹规划 ，支付转型成本

    资源型城市转型不仅仅是资源型城市本 身生存发
展的需要 ，也是人类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在 国家

经济 由工业化向现代化快速发展 的过程中，资源型城

市在向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支持与保障之外 ，还承担 了

资源过度开采的后果。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需要全

社会共 同来努力 。针对资源型城市单一的所有制结构

问题 ，国家应将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放在l国民经济

体系中，作为经济发展的增量因素。在 国民经济结构
调整中统筹规划 ，用可持续发展观指导资源型城市的

经济转型 ；出台相关政策并依法利用行政手段 ，鼓励

支持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经济行为 ；通过改革改制支付

必要 的转型成本 ，激励省级地方政府强化 资源型城市

转型力度，努力使资源型城市通过转型成为我国经济

发展 的增量因素。

4 结 论

    通过对上述城市转型模式的分析 ，可以“l纳 出传

统的转型模式 为：1）优势延伸模式 ，即充 分利用现

有资源 ，延伸产业链 ，如休斯 敦等城市的转 型模式 ；

2)优势再造模 式，即完全退 出资源产业 ，选择发展
替代产业 ，如 日本九州地 区的转型模式 ；3）旅游 兴

市模式 ，即全面发展第三产业 ，如焦作等城 市的转型

模式 ；4）弃工从农模式 ，即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如

阜新等城市的转型模式。

    这些模式给我们的启示是 ：资源型城 市后续发展

乏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与外界经济联系不够 紧密。资

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其实就是资源型城市重新融入所在
的经济区域 、参与新 一轮社 会经济 分工 的过 程。，因

此 ，资源型城市应该通过联合周边城市 ，进行优势互

补 ，获得资金 、项 目、技术进行城市转型建 设。在进

行城市转型的同时还应注意打造城市品牌 ，为城 市进

一步 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 。国家应在 国民经济体系

中统筹规划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 ，加强政策激励 ，加
快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步伐 ，从而加快我国国民经济
可持续发展 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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