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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苏地区对口援疆政策实施情况探讨 

孙家瑜 

（石河子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0） 

【摘要】对口援疆政策开展已有几年，本文介绍了浙江对口支援阿克苏地区的基本情况，对比了支援前后阿克

苏发生的一些变化，对当前对口援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总结，认为对口支援存在着适应性不够、带

动性有限的问题，并对以后的支援工作提出了自己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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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 实现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2010 年“对口援疆”工程正式实施，东部各省市从人才、

技术、管理、资金等方面援助新疆，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帮助新疆各族群众解决就业、教育、住房等基本问题，支持新疆相

关特色产业的发展，提高新疆自身的“造血”功能。本文以受援方阿克苏地区为例, 对阿克苏地区受援前和受援后的现状进行

对比，对“对口援疆”的政策进行总结和反思。 

一、浙江对口支援阿克苏地区的具体实施情况 

2010 年 3 月 30 日，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根据会议精神，确定浙江 9 市县对口阿克苏地区八县一市，

在具体操作上，对口支援主要包括资金、人才、项目的支持。 

（一）资金项目支援情况 

2010 年 8 月，在浙江—阿克苏经贸洽谈会上，省物产集团、洁丽雅公司、中行浙江省分行等分别与阿克苏方面达成合作

项目 17个，合同总金额 171. 4 亿元。2013 年阿克苏地区共安排援疆项目 300项，资金 42. 33 亿元，资金继续推进以安居

富民、定居兴牧、教育、医疗、文化、就业等为重点的援疆项目建设。2014 年 7 月，浙江省发改委批复了浙江省援疆指挥部

上报的对口援疆 2014 年度第二批项目实施计划，实施项目共 86 项，计划总投资 5 亿元，通过项目实施带动地区直接投资 42. 

77 亿元。 

（二）技术人才支援情况 

为解决新疆科技人才短缺问题，从 2012 年起，按照《自治区对口援疆省市青年科技英才培养计划实施方案》安排，依托

对口援疆渠道，采取学习深造、导师带培、课题研究、项目合作、联合攻关等多种方式，从阿克苏地区新型工业化、农牧业现

代化和新型城镇化领域的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科学研究、科技开发、成果转化、技术推广等急需培养的在职人员中，每年选派 40 

人赴浙江各援疆省市及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进行 6个月至 1 年的培养。落实培养经费约 1000 万元，其中浙江各援疆省市承担

约 825 万元，自治区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承担约 275 万元。 

（三）公共设施支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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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浙江省对口阿克苏地区，累计投入公共设施援疆资金 50. 56 亿元，实施各类援建项目 403 个。19. 5 亿元投建

了城乡群众温暖舒适的住房，共援建安居富民房 14 万套、乡村教师医生周转房 2000 套、人才公寓 1150 套、干部公租房 2040 

套，完成棚户区改造 2500 户，极大地改善了各族群众的住房条件；13. 5 亿元投向了教育、卫生、文化、科技、民政等社会事

业；8 亿元用于扶持发展富民产业，先后实施了设施农业示范基地、核桃提质增效、肉羊产业提升、中小企业创业园、旅游集

散中心等产业类援建项目；5. 5 亿元用在了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另有 1. 5 多亿元用于援助教学、医疗、环保、消防、就

业培训等设备器材，有效解决了各单位专业设备紧缺、办公条件落后的问题。 

（四）教育支援情况 

2011 年 7 月，共青团浙江省委副书记、党组副书记周艳带领各市团委书记及部分青联委员赴阿克苏地区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农一师，对接并落实青少年事业对口援助事宜。5 年来，向对口支援地区捐赠希望工程爱心助学资金 420 万元。温州市全

额援建的温拜新星“双语”幼儿园竣工，工程概算投资 1278 万元。浙江省人民教育基金会荣盛基金向阿克苏地区捐赠 2000 万

元，定向支持阿克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和资助贫困学生。 

根据对口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双语”培训工作需要，2010 年～2014 年共六批“双语”培训支教教师共选派 200 名。其

中杭州、温州、湖州、绍兴、金华、衢州、台州、舟山 8 个市选派 126 名教师至阿克苏教学点，宁波、嘉兴、丽水 3 个市选

派 90 名教师至库车教学点。与当地学校老师交流合作，引进优秀教学资源，为阿克苏地区培养人才做出贡献。 

二、对口援疆前后阿克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本文选取了阿克苏地区的 GDP,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失业率等对阿克苏地区在对口援疆政策实施前后

的经济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从下图可以看出阿克苏地区的 GDP 增长速度较快，整体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对口支援后 GDP 增长率最高达到 30%，但

随后几年增长速度逐渐下降。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对口支援应该说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2011 年增速达到 48. 42%，2012 年则高达 42. 20%，固

定资产规模不断提高，但从增长率方面和 GDP 一样有逐年下降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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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可支配收入来看，无论是农村地区还是城镇居民，阿克苏地区在对口支援以后都保持了一个较高的增长率，阿克苏地区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2010 年以后基本保持了 25%的增长率，城镇居民增长率保持在 20%左右，比对口支援之前明确提高，也

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就业情况来看，自 2010 年开展对口支援之后，阿克苏地区失业率一直在下降，从将近 4%逐年下降至 2%，并保持在这

样一个较低的水平。 

通过上述一些数据，明显可以看出阿克苏地区的社会经济在受援之后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GDP、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收

入都保持了较高增长，失业率不断下降。虽然不能全部归因于对口支援的政策，但是对口支援肯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阿克苏地区对口援疆实施中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一）受环境影响，部分对口援疆项目推进受限 

阿克苏地区地处新疆塔里木盆地腹地，毗邻塔克拉玛干沙漠，自然环境较为恶劣，这样的投资环境其实比较恶劣，在对口

支援的项目选择上受到了很多制约，一些水利工程、高科技项目经过研究之后其实并不适用，很难把浙江的优势产业与项目与

阿克苏本地资源有效结合，真正适合对口支援的项目太少。这导致有一些项目虽然有了意向但是真正落地面临比较多的困难。 

（二）引进企业有门槛，吸收当地劳动力极为乏力 

一般而言，制造基地所需的普通劳动力要实现本土化，即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但是，在阿克苏地区，农村大部分劳

动力缺乏现代化劳动者的基本素质，在短时间内要完成学习培训、技术推广、培育熟练的生产技术人才有难度，要招收到大量

的、符合现代化企业的劳动力，难度相当大。其次，特殊的民族文化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宗教气息浓厚，在进行项目推

进的同时要兼顾民族文化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冲突，部分企业无法在当地吸收大量劳动力，而转向劳动力市场丰富的内地。 

（三）民生项目难以带动当地经济长期发展 

对口援疆的目标是提高新疆自身的造血能力，也就是让新疆最终能够不用再进行对口支援，实现自我发展，让新疆彻底走

上脱贫致富的道路。但是，观察对口支援的相关项目可以发现，基础设施、公共产品项目比较多，能够短时间内改善民生、提

高福利水平。但是真正符合实际的，能够长期造福本地的产业、技术支持还远远不够，难以带动阿克苏地区的自主创新和产业

集聚，也没有成功的融入现代经济的产业链条当中，从长期来看，实现自我发展的目标依然任重道远。 

（四）缺少完善的考核机制 

对口援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但目前我国的对口支援的考核机制还不健全。对口支援的援疆干部流动性比较大，大多两三

年一换，存在个别援疆干部积极性不高的现象。虽然各地都设置了援疆办，但实际作用有限。没有一个专门的考核机制，各省

对各地州的援疆干部绩效、支援资金落实和成效如何都没有得到评估，出现了哪些问题没有得到总结。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对

口支援成了公益项目，能做多少，做到什么程度都是看支援方的积极程度，没有政策约束。 

四、改善阿克苏地区对口援疆效果的政策建议 

（一）真正联系本地实际，形成合作共赢的对口援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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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是简单的对口支援几个项目，这样的政策效果自然是有限的，要想使对口支援能够持续发展，必须深入研究阿克

苏地区的资源优势，研究怎样把本地资源与援助方的人才、技术、资金有效地结合起来，既要给本地带来发展，又要通过项目

为投资方创造价值，实现双赢，建立支援方和受援方长期、有效的合作关系，以支援促合作、以合作促发展，形成对口援疆的

长效机制。这样经过几年的扶持，使阿克苏的经济走上良性发展之路，真正实现自我“造血”，走上经济长效稳步发展之路。 

（二）处理好自我发展和援助支持的关系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地方经济、改善地方面貌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承认发展的主体依然是自己，

不能仅仅是等支援、靠支援，不去深入研究实际寻找自我发展的出路，贫困地区就难以获得自力更生的能力。包括少数民族群

众也是一样，要通过不断的引导与交流，使他们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改变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

落后观念，让少数民族成为发展的主力。 

（三）建立完善对口援疆考核评估机制 

要想对口援疆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必须对对口支援的效果进行监督与评价，做的好的和做的不好的一个样显然不利于对口援

疆的长期开展，要成立专门的机构，督促各地援疆项目落实，总结援疆工作中的经验与问题。要根据援疆干部的专业特长和工

作能力，做到合理分工、人尽其才，提高援疆干部的积极性，要对援疆干部进行绩效考核，增强责任心和使命感。同时也要对

一些面子工程、皮包项目、圈地项目进行清理整顿，改善对口支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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