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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生态建设等各项事业取得快速发展。但

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与全国平均相比差距仍较大，公共服务领域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以

丽江市为例，分析了丽江过去３０ａ的经济包括旅游业的发展状况，比较了其小康社会和现代化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结果表明，纵向上丽江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横向对比全国其他地区和城市，在经济尤其在社会发

展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少数民族问题尤为突出。最后结 合 丽 江 的 区 域 和 旅 游 发 展 实 际，讨 论 了 今 后 国 家 西 部 开 发

政策的倾斜和定位，指出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制定少数民 族 社 会 文 化 发 展 战 略 以 及 支 持 西 部 偏 远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的

经济区规划和建设是这一定位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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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地区是指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
新疆、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西藏等１２个省

区 市。国 土 面 积 达 ６８６．７ 万 ｋｍ２，占 全 国 的

７１．５％；２００８年 末 总 人 口３６　５２２．４万 人，占 全 国 的

２７．９％。１９９９年 中 央 政 府 提 出 的“西 部 大 开 发 战

略”，是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加强民族团结、保障边疆

安全和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的重要举措［１］。随着宏观环境和西部开发的阶段性

变化，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生态建设等

各项事业取得快速发展，但西部地区依然面临许多

突出问题，如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与全国

平均相比差距仍较大，公共服务领域不足等。本文

首先在纵向上 对 丽 江 过 去３０ａ的 经 济 尤 其 是 旅 游

业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深入探讨旅游业对

区域产业结构变化的推动作用；在横向上重点以人

类发展指数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指标对丽江

市进行了国内和区域内的发展比较。然后围绕这个

“极化区”在旅游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及民族政策等

方面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对丽江未来发展的基本道

路提出讨论，同时对未来中国西部开发政策的定位

提出建议。

１　研究区概况

丽江市（９９°２３′Ｅ～１０１°３１′Ｅ，２５°５９′Ｎ～２７°５６′
Ｎ）位于云南 省 西 北 部，金 沙 江 中 游，青 藏 高 原 与 云

贵高原的接合部，北接迪庆州，南邻大理州、楚雄州，
西接怒江州，东邻四川省攀枝花市与凉山州。丽江

属低纬度的内陆高原山区，全市土地总面积２０　６００
ｋｍ２，海拔２　０００ｍ以上的山区占９２．３％；多年平均

降雨量１　０００ｍｍ左右，年均气温１２～２０℃；旅游资

源、生物资源和水能资源优势突出，开发潜力巨大。
丽江市下辖 古 城、玉 龙、永 胜、华 坪 与 宁 蒗 等１

区４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山地农区，农业人口比

重大，少 数 民 族 众 多。２００７年 末 户 籍 人 口１１８．０２
万人，其 中 农 业 人 口 占５０．８％，少 数 民 族 人 口 占

５８．７％，以纳西、彝、傈傈等少数民族为主。
丽江由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 景 观，１９９７

和２００３年先后进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旅游

业蓬勃发展，也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虽然这一发

展与中国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的政策紧密相关，
但 是无论与发达地区还是与西部地区相比，丽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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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小康的进程中还处于极其落后的地位，长

时间处于“极化区”的另一个极端。

２　旅游业与区域产业结构变化

２．１　丽江市经济发展和旅游业的发展

丽江在过去３０ａ经历了经济跨越式的发展（图

１）。丽 江１９７８年 ＧＤＰ为１．６６亿 元，２００７年 时

ＧＤＰ已 达１６．２１亿 元（１９７８年 价），增 长 了 近１０
倍［２］，且 总 体 上 呈 加 速 发 展 趋 势，从 图１可 以 看 出

２００２年以后的各年的增长率都保持在１０％以上；人
均ＧＤＰ的发展趋势与ＧＤＰ基本一致。

图１　１９７８～２００７年丽江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发展

Ｆｉｇ．１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ＤＰ　ｉｎ　Ｌｉｊｉａｎｇ　１９７８～２００７

　　丽江旅游业发展开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

１９９４年，丽江市 提 出 了“旅 游 带 动 发 展”战 略，加 强

机场、公路、玉龙雪山景区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丽江

旅游发展奠定了较好硬件基础。１９９６年，丽江抓住

“２．３”大地震灾后重建的机遇，进一步加大旅游基础

设施建设力度，加大产业结构调整。１９９７年丽江古

城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申遗效应使游客大幅增

加，旅游业快速发展成为丽江的支柱产业。图２所

示，２００９年 到 丽 江 旅 游 的 海 内 外 游 客 达７５８万 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８８．６６亿元，远 远 高 于１９９０年 的

９．８万 人 次 和０．１亿 元。表１为２００９年 丽 江 市 与

云南省的 旅 游 业 发 展 水 平 比 较。通 过 比 较 可 以 发

现：不论是国外游客还是国内游客，单位游客为丽江

市所带来的 旅 游 业 收 入 都 比 云 南 省 的 平 均 水 平 要

高。这也说明了丽江市旅游业已形成较高的品牌价

值，在旅游大省云南占有突出地位，已具备在一定区

域内旅游业发展的凝聚力和极化优势。

　　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过去３０ａ丽江的三产产

值及结构变化突出体现了丽江作为一个西部边远地

区文化历史古城的发展特点。从图２看，在１９９６年

之前，旅游收入很低；对比图３从各产业比重看，第

一产业在１９９６年之前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但比重总

表１　２００９年丽江市与云南省旅游业发展水平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Ｌｉｊ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Ｙｕｎｎａｎ

接待人数
与收入

国外游客
（万人次）

外汇收入
（亿美元）

单位人次
外汇收入
（美元／人次）

国内游客
（万人次）

国内收入
（亿元）

单位人次
收入

（元／人次）
旅游总人数
（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
（万人次）

单位人次
收入

（元／人次）

丽江市 ５２．６　 １．７　 ３２３．２　 ７０５．６　 ７６．９９　 １　０９１．１　 ７５８．２　 ８８．６６　 １　１６９．３

云南省 ５７７．８　 １１．７２　 ２０２．８　 １２　０００　 ７３０．６６　 ６０８．９　 １２　５７７．８　 ８１０．７３　 ６４４．６

丽江／云南 ９．１０％ １４．５０％ １５９．３４％ ５．８３％ １０．５４％ １７９．２０％ ６．０３％ １１％ １８１．４１％

注：丽江市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９年丽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云南省数据来源于《云南省２００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图２　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丽江旅游业的发展

Ｆｉｇ．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　Ｌｉｊｉａｎｇ　１９９０～２００９

体上缓慢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相差不大，
但第三产业比重始终高于第二产业。１９９８年之后，
产业结构格局发生了明显转变，表现为第三产业开

始加速增长，其产值明显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图３　１９７８～２００９年丽江３次产业比重变化

Ｆｉｇ．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Ｌｉｊｉａｎｇ　１９７８～２００９

到２００４年第三 产 业 几 乎 占 到 增 加 值 的５０％，农 业

和工业各约占２５％不相上下。在２００４年后第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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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增长放缓的态势，工业发展则非常迅速，发展至

２００９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１８．８∶３７．６∶４３．６（而同

期云南省的三 产 结 构 为１７．３∶４１．８∶４０．９），保 持 着

“三二一”格局，第三产业依然占据优势地位，但与工

业所占比重差距减少，相差６个百分点。

２００９年丽江市旅游总收入８８．６６亿元，以旅游

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为５１．１７亿元，比上年

增长１３．２％，对全市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达４６．８％，
拉动ＧＤＰ增长６．１个百分点［３］。从旅 游 对 经 济 增

长的贡献率和拉动ＧＤＰ增长的作用看，丽江市的旅

游已经成为支柱产业，对丽江产业结构改变的推动

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也可以看出，２００４年以来丽江

工业有迅速发展的势头，丽江市也提出以７个工业

园区和１个旅游经济开发区共同推进产业发展的思

路，包括发展清洁能源基地、生物资源开发基地、国

际精品旅游胜地“三个基地”建设的目标。

２．２　丽江旅游和城市化发展的环境容量

旅游业的发展同时带动了交通运输、邮电通讯、
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的空前兴盛，消化了大量农村

剩余劳动力，大大加快了丽江的城市化步伐。上述

城市本身发展过程中，因旅游资源的富集，人口、经

济的集聚与扩散，旅游供需关系结合所产生的动力

机制是产生旅游城市化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４］，这

使得丽江成为旅游城市化的典型城市。
丽江市的 城 市 化 率（非 农 人 口 占 人 口 比 例）从

１９７８年 的８．６％提 高 到２００７年 的１４．５％，总 体 上

看，城市 化 率 不 高，但 是 较 之１９７８年 增 加 了６８％。
以１９９７年为转折点，１９７８～１９９６年，年均增长率为

１．３％，而从１９９７年 开 始，年 均 增 长 率 为２．７％，由

此可见，１９９７年 之 后，城 市 化 进 程 明 显 加 快。旅 游

业的发展对城市化进程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二者相

关系数为０．９６９（Ｐ＝０．０００），在１％水 平 下 显 著 相

关。到２００７年，旅 游 接 待 总 人 数 为 丽 江 总 人 口 的

４．５倍，因此，丽 江 市 的 实 际 城 市 化 率 要 远 远 超 过

１４．５％。城市化 与 生 态 环 境 存 在 着 交 互 耦 合 的 关

系，按照诺瑟 姆 城 市 阶 段 理 论，当 城 市 化 水 平 逾 过

３０％进入加速发展时期，需要大量的资金，资源及人

口转移为支撑，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是巨大的。
丽江属云南纵向岭谷地区，生态系统自身稳定

性较差，比较脆弱，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

能等方面都会产生较大影响。丽江城市景观演变、
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大，
尤其对区域水环境的影响突出［５］。只有通过生态型

产业体系的建立，促进生态系统脆弱城市区域经济

发展在获得最大化经济效益产出的同时，对资源的

依赖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最小化，才能使区域经济

系统与生态系统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屏

障建设的“双赢”［６］。丽江今后发展面临资源、环境

对区域和产业发展的约束下的主导产业发展问题。
主导产业的选择是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分析的核心，
面向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主导产业的选择必须以

经济社会发展同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

先导，在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允许的范围内，将可持

续发展指标引入区域经济发展和调控程序［７］。

３　丽江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区域发展和规划重视和强调“极化区”发展。已

有研究表明，我国目前已形成了京冀、珠江三角洲和

长江三角洲等极化区。这些区域在发展过程中成为

中国的经济中心和增长极，在国家层面占有重要战

略地位［８］。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实 施，我 国

西部也在逐渐形成区域的极化中心。一旦这些中心

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就能通过因

果 过 程 不 断 积 累 有 利 因 素，进 一 步 加 强 极 化 发

展［９，１０］。丽江是西 部 旅 游 极 化 发 展 中 的 一 个 缩 影，
在过去３０ａ取得了较大发展。但放之于全国大 环

境、大政策和大战略中，去进行横向比较，其所在区

域不仅与东部发达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有很

大的差异，而且在西部地区内也处于较低水平。
人类发展指数（ＨＤＩ）是衡量各国和地区社会经

济发展 程 度 的 一 个 标 准。《２００９／２０１０中 国 人 类 发

展报告》表明，“２００８年中国地区人类发展总体水平

上的差异 非 常 大”［１１］。从 发 展 指 数 看，丽 江 所 在 的

云南省与相邻的西藏、贵州都是中国最欠发达地区。
刘卫东等利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经济

指标体系”，从经济、社会、环境和制度４个指标方面

全面评价了１２个西部省（市）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的程度（表２）［１］。从中可以看出：云南省以５９．６１％
的“小康社会总体实现程度”位于最末位，与指标实

现程度最高的内蒙古相差近１４个百分点。通过仔

细考察这４个方面的分指标发现，云南与其他西部

省区的最大差距表现在“社会指标实现程度”上：云

南省的“社 会 指 标 实 现 程 度”仅 为４９．１９％居 末 位，
与此指标中居第一位的西藏要相差约３６个百分点。
这里的“社会指标”主 要 包 括 基 尼 系 数（Ｇｉｎｉ）、社 会

基本保险覆 盖 率、平 均 受 教 育 年 限、出 生 时 预 期 寿

命、文教体卫增加值比重、犯罪率、日均消费性支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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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５元的人口比重等７项。由此可知，云南省在这些

指标的建设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发展和平衡。

表２　西部地区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差距（％）

Ｔａｂ．２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ａ　Ｗｅｌｌ－ｏｆ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省份
经济指
标实现

程度

社会指
标实现

程度

环境指
标实现

程度

制度指
标实现

程度

小康社会
总体实现

程度

内蒙古 ６８．８６　 ７１．２７　 ７３．４６　 ８１．８９　 ７３．４５
广西 ５０．７１　 ５８．２２　 ８０．１５　 ６８．３５　 ６４．９５
重庆 ５９．６７　 ５９．０７　 ７７．１４　 ７０．３４　 ６６．８９
四川 ５３．９０　 ６０．５０　 ９０．６８　 ８７．９１　 ７３．３９
贵州 ３８．４６　 ７３．５９　 ６３．８６　 ６６．６８　 ６０．５１
云南 ４４．２４　 ４９．１９　 ７０．８３　 ７５．００　 ５９．６１
西藏 ４７．８８　 ８５．７０　 ４４．７７　 ７７．７８　 ６２．３８
陕西 ５９．１９　 ７１．８３　 ７８．４８　 ７９．１８　 ７２．１４
甘肃 ４６．７９　 ７０．９９　 ６９．５９　 ５２．４７　 ６０．８２
青海 ５８．０７　 ７６．１４　 ５９．４４　 ４５．４２　 ６０．４７
宁夏 ６０．０５　 ７５．１０　 ５２．８５　 ５５．９８　 ６０．８４
新疆 ６０．４０　 ６５．５９　 ６７．３０　 ６２．４１　 ６４．１７

　　丽江市在区域经济横比方面存在着较大差距。
见图４。与云南省２００７年人均ＧＤＰ１０　５００元相比

较，除丽江古城区外，其余４县都没有达到省内平均

水平，其中宁蒗县和永胜县人均更是低于５　０００元。
若与同期中国城市人均ＧＤＰ排名前三的深圳、大庆

和珠海分别 达 到 的 人 均１３６　０７１、８９　９６３和６６　５５０元

相比，差距则更为悬殊。

图４　丽江市及各区县人均ＧＤＰ变化（１９７８～２００７）

Ｆｉｇ．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　Ｌｉｊｉａｎｇ　１９７８～２００７

　　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丽江市主要少数民族的人

口质量、教育水平都面临较为严重的问题。丽江是

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人口总数长期以来超

过总人口的５０％，并呈逐年上升趋势，２００７年达到

５９％；其中人口较多的主要是 彝 族（２０．４０％）、纳 西

族（１８．９３％）、傈 僳 族（９．５６％）、白 族（４．１５％）。据

黄荣清对西部少数民族人口状况（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

口普查数据）的 研 究［１２］，丽 江 市 主 要 少 数 民 族 纳 西

族、彝族和傈僳族都居于婴儿死亡率为５０‰以上的

２０个民族之列；尤其傈僳族婴儿死亡率超过了惊人

的１００‰，民族预 期 寿 命 在６０岁 以 下；傈 僳 族 和 白

族与１０年前相比，婴儿死亡率还在上升。另外，从

教育水 平 看，傈 僳 族 和 彝 族 也 在 成 人 文 盲 率 较 高

（２０％～３５％）的民族之列；在反映男女受教育平等

程度的指标（即每十万人中受过初中教育的各少数

民 族 性 别 比）统 计 中，各 少 数 民 族 平 均 水 平 为

７５．６４％，比 全 国 低４．５２％，大 多 数 民 族 在５５％至

９５％之间，而傈僳族更在５５％之下。也说明云南省

普遍“社会指标实现程度”差的状况往往在严重程度

和广度上更加反映在多个少数民族方面，亟需改观。
在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虽然对西部落后

地区有倾斜和支持政策，但是无论在强度还是层次

上，对云南的支持都较弱。表现之一为重点工程项

目数量少。以国家总投资为６　８２２亿元的２０１０年西

部大开发新开工的２３项重点工程分析，核电、风电、
光伏、水利枢纽以及电网改造等多项能源发展项目

及机场、铁路建设项目在很多省区成为国家重点工

程，但在云南只有大理至丽江公路项目获得国家支

持，而缺乏能源建设项目以及其它产业结构调整方

面的项目支持。
另外，无论是云南，还是与其相邻省区，都 未 在

国家战略上形成经济区，缺乏区域经济发展兴奋点。
国家目前规划的西部重点经济区，包括“广西北部湾

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成渝经济区”、“新疆

天山北坡”以及“呼包银经济区”等，都分布在西部相

对社会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而在云南及其周边的

西藏、贵州、青 海 等 地 还 没 有 经 济 区 的 规 划［１３］。由

此可见国家对云南的支持还应该更加倾斜。

４　未来发展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定位

４．１　丽江未来发展战略和定位

首先，要进一步发扬民族文化特色。丽 江 旅 游

业的发展主要依凭的就是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与优

美天成的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对于丽江而言，民

族文化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其合理保护

和开发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区域发

展的主要驱 动 力［１４］。可 持 续 城 市 就 要 能 够 为 其 居

民提供可持续的福利［１５］。因此，政府和相关部门要

善于针对当地民族文化特色，把有形的文化载体与

内涵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有机融合在一起，形成具

有特殊魅力的旅游吸引物和优势产品，带动民族文

化旅游的发展。这样做不仅能一步增强丽江市旅游

业的活力而且还能够巩固民族文化地位，有效地改

善少数民族社会发展条件，促进丽江市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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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必须注重区域合作发展，无论对于旅游还

是工业发展。区域旅游合作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市

场共享、信息共享和利益共享，同时还可以增强整个

区域的凝聚力和极化效应。借国务院利用发展旅游

业调整产业结构转向低碳经济，把大香格里拉列为

旅游发展的１２条重点黄金旅游路线之一的政策机

会，丽江一定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参

与和组织区域旅游合作。如图５所示，丽江在大香

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域内已具有独特的资源品牌和一

定的区位优势。从目前已建成的空中通道及陆地通

道，丽江出发前往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各个景

点均较快 捷 方 便。但 相 对 于 国 内 外 其 他 著 名 旅 游

区，作为旅游业生命线的交通系统通达性仍然不足。
所以丽江仍需进一步强化在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

交通区位建设，争取区域联合建设丽江－藏东南，丽

江－川西，丽江－川 中 旅 游 环 线，打 造 无 障 碍 旅 游 区，
从而使区域 旅 游 能 够 充 分 联 动，向 更 协 调、更 有 效

率、更具有竞争力的方向发展。

图５　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ｈａｎｇｒｉ－Ｌａ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４．２　未来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定位和倾斜建议

“由于政策和制度上的不平等，而造成的义务教

育、基本医疗、就业和基本社会保障等基本权利和机

会 的 不 平 等，比 经 济 发 展 的 不 平 衡 后 果 更 为 严

重”［１１］。１９９９以来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其 目 的

就是要加速西部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共同

富裕。从西部偏远省份以及多民族地区的丽江发展

来看，在西部大开发的这１０ａ，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虽有很大突破，但与东部发达地区，包括与西部省区

内较发达地区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增大，尤其

表现在其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从保持全国社会稳

定、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全的迫切要求，从缩小差距、
共同富裕的目的和原则，以及从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的战略内容出发，在未来发展阶段西部大开发政策

应该对云南尤其是类似于丽江这样的多民族偏远地

区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倾斜或定位：
（１）以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加大对基础设施建

设、医疗服务、社 会 保 险 以 及 科 技 教 育 等 方 面 的 扶

持。类似的 西 部 地 区 如 果 依 靠 自 身 力 量 和 资 源 条

件，是无法在短时期内达到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水

准，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经济、社会以及环

境指标的。财政转移支付是促进各区域公共服务水

平的均等化、平衡各区域财政能力的有效手段。加

大力度即一方面增加各财政转移支付的总量，另一

方面增加对于最低标准区域的转移支付比重。
（２）西部大开发战略应纳入对少数民族地区更

加深入和更加长远的规划发展战略。倾斜政策意味

着针对偏远地区少数民族，要改善其生活条件、医疗

卫生条件、男女平等及教育水平等条件，提高其人口

素质；要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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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了解少数民族和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汉族

干部人才，并在这些方面制定长远规划和发展战略。
（３）发展生 态 产 业，优 先 考 虑 西 部 偏 远 地 区 对

地区经济有 可 能 产 生 较 大 影 响 的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项

目。无论在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经济区对于

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都是非常明显和重要的。对

于建立经济区一方面要降低门槛，另一方面要对建

立经济区的各种软硬件条件有倾斜地给予支持和扶

植。在西部偏远省区建立以维护生态环境及产业结

构调整为主的经济区，对全国ＧＤＰ的贡献率也许会

不如发达地区高，但是它对西部开发的战略意义重

大，并且在越贫穷的地方意义越大。
因此，某种意义上讲，丽江世界自然及文化遗产

的保护和发扬光大需要财政转移支付加强对区域基

础设施建设的支持；需要长远的少数民族人才发展

战略和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性开发战略以保持丽江特

色文化的鲜活和真实；需要以旅游为支柱产业带动

第三产业，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参与和

引领区域旅游合作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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