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3 
 

政策红利助推新疆发展 

研发部 郭文渊 

近日，备受“三农”行业关注的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这是 21 世纪以

来第 14 个关注“三农”的一号文件。从文件具体内容看，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和开创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将是

2017 年“三农”发展的主旋律。 

新疆是我国最大的优质商品棉生产基地，在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的支持下，

大力发展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成果卓著，2017 年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

现代化农业建设将继续推动新疆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新疆农业发展注入新

能量。 

同时，2016 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

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新疆作为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及“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核心区，国家战略层面的政策无疑将有效推动其基础设施建设，政

策红利转化为发展红利。 

一、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助推新疆农业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

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即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于近日公布。文件包括六个

部分：1.优化产品产业结构，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2.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增

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3.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4.强化

科技创新驱动，引领现代农业加快发展；5.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夯实农村共享发

展基础；6.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激活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 

新疆是农业大省，棉花加工业是其支柱产业之一。新疆是我国最大的优质棉

生产基地，2013-2015 年，新疆棉花产量分别为 351.75 万吨、367.70 万吨和 350.30

万吨，分别占国内总产量的 55.84%、59.68%和 62.50%。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

为新疆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很多政策支持，带动当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成

果卓著，如建成了阿勒泰地区加那尕什水库、乌鲁木齐大西沟水库、呼图壁县石

门水电站等重大水利工程。根据新疆水利厅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新疆水

利投资达 737 亿元，共建成各类大中型水库 517 座，总库容达到 162.85 亿立方

米，水电站 300 余座，极大缓解了新疆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工程性缺水严重的

问题，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大幅提升。 

2016 年，新疆预计实现棉花总产量 420 万吨，农产品加工总产值 187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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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增长 8.5%，自治区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507 家，新增 142

家，其中国家级 33 家，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在持续的政策支持下，新疆的农业

发展水平将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将继续提升，农田和水利基础设施逐步完

善，根据 2017 年新疆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水利建设投资规模将近 360 亿元。 

二、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推动新疆发展与开放 

新疆近年来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经济增速位于全国领先水平，“十二五”期间

经济增速曾达 12%。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的提出，对新疆经济的发展助力颇

大。 

“十三五”时期，西部地区进入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西部大开

发“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培育绿色发展引领区，重点发展新疆的天山南北麓地区和

河西走廊地区；加快建设河西走廊、天山北坡谷地荒漠绿洲防沙固沙林，重点对

天山北坡、吐哈盆地、河西走廊等地区实施地下水保护和超采漏斗区综合治理；

着力建设霍尔果斯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和喀什经济开发区；深入推进沿边地区开

发开放，推动新疆面向中亚开放，深化与周边国家毗邻地区合作。新疆开发作为

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快速上升，2016 年，新疆

预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9984 亿元，约为 2010 年的 2.8 倍。 

从 2016 年下半年开始，“一带一路”建设全面提速，逐渐步入快车道。新疆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区位优势明显。包括渝新欧、蓉欧、西

新欧在内的多条国际铁路干线均由新疆阿拉山口出境，伴随着中国和中亚、东欧

国家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新疆的区位优势和辐射效应进一步得以凸显。新疆自

治区政府早在 2013 年 9 月就明确提出将新疆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也

是最早提出“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地方政府之一。得益于政策支持，新疆大力

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交通，进行水利、电网改造等重大项目建设。截至 2016

年 10 月末，已落地 PPP 项目 246 个，涉及投资总额 1709 亿元。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新疆的对外开放水平亦不断提升。2016 年

10 月数据显示，新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达 103.8 亿美元，占全疆外

贸总额的 75.2%；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 1.1 亿美元，实际利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 1.36 亿美元；新疆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巴基

斯坦进出口分别增长 4.9%、15.5%、50.4%和 15.8%。截至 2016 年 10 月末，新

疆与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经贸交往，有 15个国家和地区来新疆投资兴业，

特变电工、新疆广汇、中兴能源等 9 家企业在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乌兹别克

斯坦、印度等国家建设产能合作重点项目 14 个。 

三、政策刺激基建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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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作为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及“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核心区，国

家战略层面的政策无疑将有效推动其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有望实现较高增速，经

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将不断提升，政策红利转为发展红利。据 2017 年新疆政府工

作报告显示，新疆计划在 2017 年实现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元，预计增长 50%。

其中公路建设投资 2000 亿元、铁路建设投资 347 亿元、机场建设投资 143.5 亿

元、网络信息化建设投资 100 亿元以上、水利建设投资 360 亿元、“电化新疆”

建设投资 1810 亿元以上。 

为解决大规模基建投资所需资金，新疆将加快投融资平台建设，积极搭建交

通、水利、教育、卫生等重点建设领域投融资平台，以多种方式注入优良资产，

增强投融资能力。另外，PPP 模式亦将在新疆得到大力推行，充分利用各类投资

基金，发挥政府资金的杠杆和引导作用，放大财政资金效应。在政策及政府层面

的大力支持下，2017 年，新疆的投融资规模将明显增加。 

根据公开资料，截至 2015 年末，新疆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 2633.5 亿

元，同比下降 0.95%；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为 1051.0 亿元，同比下降 2.00%；可

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为 191.4 亿元，同比下降 13.59%。与全国其他省级单

位相比，新疆的债务规模较小。从负债率来看，2015 年末，新疆负有偿还责任

债务的负债率为 28.24%，负债水平较低，地方债务风险较小。在大规模投资计

划下，预期新疆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将增加，但在国家层面政策的大力支持下，

地方债务风险不会明显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