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昌吉州率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分析

预测与对策研究

昌吉州党委九届八次全会提出昌吉州要在全疆实现“率先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2011 年昌吉州第十次党代会和 2012 年昌

吉州第十四次人代会做出了具体的战略部署。如何贯彻落实好十八大

精神，如何对昌吉州在全疆“率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现

状、及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对昌吉州“率先实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进程进行预测，并据此作出具体的路径选择，实现政策、

措施的程序化和规范化，探索建立并完善“率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长效机制，是当前昌吉州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昌吉州在全疆率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有利条件分

析

（一）昌吉州具有在全疆率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雄厚

经济基础

两年来，昌吉州坚持“求新、求效、求变”和“高起点、高水平、

高效益”，跨越式发展成果初步显现，2013 年有四个县市综合经济实

力位居新疆前十强，昌吉市和阜康市跻身“中国西部百强县市”行列。

到十二五末昌吉州将形成一个产值超千亿元、五个产值超百亿元的产

业集群；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000 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突破

100 亿元，固定资产总投入达到 3000 亿元的发展目标。国民经济的

跨越式发展，夯实了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物质基础。

（二）昌吉州具有在全疆率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特殊

区位优势

昌吉州距乌鲁木齐市中心 35km，距乌鲁木齐国际机场 18km；第

二座亚欧大陆桥、乌准铁路、北疆铁路、吐乌大、乌奎高速公路、G312、

G216 国道和亚欧光缆都穿州而过，是东联内地、西出中亚及欧洲的

黄金通道，区位优势十分突出。特殊的地缘优势使昌吉州尽享发达地

区的人才、管理、物流等服务的“辐射”，成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不可或缺的带动因素。

（三）昌吉州具有在全疆率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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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优势

昌吉州是新疆人口相对集中、劳动力素质较高的地区。特别是随

着科教兴州和人才强州战略的实施，各类人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

力不断提高。昌吉州规划到 2015 年和 2020 年，全州人才资源总量分

别达到16万和20万，主要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比例分别达到13.8%

和 17.9%，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例达到 23%和 28%，人力资源

投资占 GDP 比例达到 13%和 15%，人才贡献率达到 33%和 35%。人才资

源是未来昌吉州的发展之基、竞争之本，转型之要，成为锻造率先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新引擎”。

（四）昌吉州具有在全疆率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现代

文化引领优势

昌吉州立足丰厚的文化资源禀赋，深入研究和挖掘历史文化、民

族文化、着力推进文化创新，注重文化和经济、社会的共促共荣。全

州各地进一步加快重点文化设施建设，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

略，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一批重点项目和玛纳斯碧玉文化产

业园、木垒哈萨克民族刺绣文化产业园、阜康天池文化产业园启动建

设。文化在自治州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引领、承载、促进提

升作用日益凸显，正在成为率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动力

源”。

二、昌吉州率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分析及预测

昌吉州率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测量与预测指标由经

济发展指标、生活水平指标、社会发展指标、社会结构指标、生态环

境指标等五大类指标构成，同时，根据昌吉州的实际进程，选择每项

指标的具体要素进行测量，依据测量的结果对昌吉州率先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进程进行预测分析。（昌吉州提出到 2015 年要在全疆率

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因此只分析评价到 2015 年各个指标

的实现程度）

（一）经济发展指标的分析与预测

1、测量与分析要素之一：昌吉州人均 GDP 的增长

笔者是在昌吉州人均 GDP 历年增长率基础上预测昌吉州人均 GDP

增长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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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昌吉州历年 GDP
①

年份 1985 1988 1991 1994 2000 2005 2010

人均 GDP（元） 572 809 2007 2359 7850 15169 28520

依据昌吉州的历年人均 GDP 增速进行测算（见表 1），2010 年—

2015 年，昌吉州人均 GDP 年均增长可达 11%，到 2015 年，昌吉州人

均 GDP 可达 48057 元，远高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值（≥31400）；

而按照自治区统计局的预测，到 2015 年全疆人均 GDP 达到 22991 元，

距离目标值尚有 8489 元的差距。在人均 GDP 指标方面，昌吉州是有

条件率先实现的。

2、测量与分析要素之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依据昌吉州的历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进行测算（见表

2），2010 年—2015 年，昌吉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可

达 8.5%，到 2015 年，昌吉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达 18832 元，

可以超过 18000 元的目标值。

表 2：昌吉州的历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②

年份 1985 1987 1990 1992 1995 2002 2008 2010

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

入（元）

1281 1598 2139 2611 4499 10861 11472 13589

3、测量与分析要素之三：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

昌吉州是新疆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快速增长的地区，从 2008 年至

2011 年，连续 3 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都在 1400 元以上（见表

3）。

表 3：昌吉州的历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③

年份 1985 1988 1992 2000 2003 2005 2008 2011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元） 429 689 921 3160 4256 5161 6595 10166

②根据昌吉州统计局编著，《昌吉州统计年鉴》（1985 年卷—2011 年卷数据），（昌吉金版印刷

厂印刷）编制而成。

③根据昌吉州统计局编著，《昌吉州统计年鉴》（1985 年卷—2011 年卷数据），（昌吉金版印刷

厂印刷）编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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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昌吉州的历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进行测算（见图

1），到 2015 年，昌吉州的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将达到 17000 元，远远

超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值（≥7200）。

图 1：昌吉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折线示意图

4、测量与分析要素之四：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表 4：昌吉州历年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④

年份 1985 1990 1995 1998 2002 2008 2010

第三产业增

加 值 占 GDP

的比重（%）

24.5 28.09 24.84 26.40 28.97 26.56 28.91

笔者参照昌吉州历年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的增长速度（见表 4）

及昌吉州十二五规划，对昌吉州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进行了测算。经

过测算，到 2015 年昌吉州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每年可稳步增长 1.5

个百分点，达到 36.11%，但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值仍有较大

差距（≥45%）。

5、测量与分析要素之五：R&D 支出占 GDP 的比重

2010 年全州 R&D 总经费支出 10123.1 万元，是 2000 年的 35.1

倍，年平均增长 56.1%。R&D 经费占当年 GDP 的 0.25%，比 2000 年提

④根据昌吉州统计局编著，《昌吉州统计年鉴》（1985 年卷—2011 年卷数据），（昌吉金版印刷

厂印刷）编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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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 0.2 个百分点。按照这一增长速度，到 2015 年，全州 R&D 经费

占GDP的比重将达到0.35%，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值（≥2.5）

仍存在很大的差距。

（二）生活水平类指标的分析与预测

6、测量与分析要素之六：城镇人均住房面积

城镇人均住房面积是指城镇常住人口平均每人所占有的住房居

住面积，是全面小康的一个重要指标，专家普遍把它作为全面小康的

基本指标。

表 5：昌吉州历年城镇人均住房面积
⑤

年份 2000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城镇人均住

房面积（㎡）

24.6 28.28 27.64 28.46 30 33 34.1

昌吉州城镇人均住房面积是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提

高的，10年间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平均每年提高 1平方米。（其间只有

2007 年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出现了显著下降，这是因为米泉市划归乌

鲁木齐，暂时降低了昌吉州的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依据昌吉州过去

10年城镇人均住房面积的增长速度（见图 2）进行测算，到 2015 年

昌吉州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将达到 38平方米，超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值 8 平方米。

图 2：昌吉州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增长折柱图

7、测量与分析要素之七：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⑤由昌吉州建设局 2012 年 8 月 20 日提供的数据编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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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尔系数是食物支出与全部支出之比，昌吉州城镇居民恩格尔

系数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见表 6）。

表 6：昌吉州城镇居民历年恩格尔系数
⑥

年份 200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恩格尔

系 数

（%）

44.6 38.7 33.6 34.5 36.1 32.3 33.1

根据 2000 年—2010 年的恩格尔系数变动值，2010 年—2015 年

昌吉州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的下降速度按每年 0.8 个百分点测算，到

2015 年昌吉州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将达到 29.1% ，距离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目标值（≤25%）仍有较大差距。

（三）社会发展类指标的分析与预测

8、测量与分析要素之八：卫生经费支出比例

卫生经费支出比例是指卫生经费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

例。昌吉州卫生经费支出比例呈 U 型变动趋势（见表 7）。

表 7：昌吉州历年卫生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比例⑦

年份 1995 1998 2001 2005 2007 2008 2010

卫生经费支出

比例（%） 5.42 5.15 5.02 3.81 3.92 4.10 4.42

昌吉州卫生经费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从 1995 年的

5.42%下降到 2005 年的 3.81%，而后又呈缓慢增长趋势，2010 年达到

了 4.42%，5 年增长了 0.61 个百分点，平均年增长 0.12 个百分点。

按照 2005 年至 2010 年卫生经费支出比例的变动值，到 2015 年昌吉

州卫生经费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将达到 5.03%，将越过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值（≥5）。

9、测量与分析要素之九：每万人医生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要形成比较完善的医疗体系，每万人医生

数就是反映社会医疗水平的一项国际性的通用指标。昌吉州的每万人

⑥根据昌吉州统计局编著，《昌吉州统计年鉴》（1985 年卷—2011 年卷数据），（昌吉金版印刷

厂印刷）编制而成。
⑦根据昌吉州统计局编著，《昌吉州统计年鉴》（1985 年卷—2011 年卷数据），（昌吉金版印刷

厂印刷）编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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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数近年呈巨幅波动而后又缓慢上升的趋势（见表 8），这与昌吉

州的特殊区位条件及乌昌一体化的医疗资源整合有关。

表 8：昌吉州历年每万人医生数⑧

年份 1995 1998 2000 2003 2008 2009 2010

每 万 人 医

生数（人） 66.5 63.5 65.4 65.0 75.1 26.85 27.23

昌吉州 2010 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比 2009 年增长了 0.38 人，从

近两年昌吉州对医护人员的引进及培养情况看，今后 5 年昌吉州每万

人拥有的医生数将有较快的增长。预计每年将增长 0.6 人，到 2015

年将达到 30.23 人（见图 3），基本可以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

标值（≥32）。

图 3：昌吉州每万人拥有医生数增长平滑直线图

10、测量与分析要素之十：教育事业费支出比例

教育事业费支出比例是指教育事业费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

的比例。昌吉州的这一比例总体上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见表 9）。

表 9：昌吉州历年教育事业费支出比例
⑨

年份 1996 1998 2000 2003 2006 2008 2009 2010

教育事

业费支

出比例

（%）

29.70 25.83 24.22 21.06 14.71 20.37 18.37 14.22

昌吉州的教育事业费支出比例从1996年的29.70%下降到了2006

⑧根据昌吉州统计局编著，《昌吉州统计年鉴》（1985 年卷—2011 年卷数据），（昌吉金版印刷

厂印刷）编制而成。
⑨根据昌吉州统计局编著，《昌吉州统计年鉴》（1985 年卷—2011 年卷数据），（昌吉金版印刷

厂印刷）编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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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14.71%，而后有了显著增长，到 2010 年又下降到了 14.22%。今

后昌吉州将坚定不移地大力实施“科教兴昌”战略，教育事业费支出

比例会有一个显著的跨越式增长，到 2015 年可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目标值（≥20）。

（四）社会结构类指标的分析与预测

11、测量与分析要素之十一：城镇登记失业率

昌吉州的就业比较充分，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比较低，长期控制

在 4%以内（见表 10）。

表 10： 昌吉州历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
⑩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9 2010

城 镇 登

记 失 业

率

（%）

3.99 4.00 4.00 3.90 3.70 3.51 3.52 3.50 3.53 3.54

根据昌吉州历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变动幅度进行测算，昌吉州到

2015 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会控制在≤4 之内，可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值（≤6）。

12、测量与分析要素之十二：城镇人口比重

2010 年昌吉州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53.2%，超过了全国与

全新疆的平均值，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走到了前列（见表 11）。

表 11：昌吉州历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⑪

年份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06 2007 2008 2010

城镇人口

占总人口

的比重（%）

30.5 32.3 36.9 37.4 52.7 53.0 53.1 53.3 53.4

依据 1985年—2010年资料进行测算, 昌吉州城镇人口占总人口

⑩根据昌吉州统计局编著，《昌吉州统计年鉴》（1985 年卷—2011 年卷数据），（昌吉金版印刷

厂印刷）编制而成。
⑪根据昌吉州统计局编著，《昌吉州统计年鉴》（1985 年卷—2011 年卷数据），（昌吉金版印

刷厂印刷）编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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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每年平均增长 0.91 个百分点，随着昌吉州“一轴两翼、三个

支点”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加快实施，昌吉州到 2015 年城镇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 57.95%，基本可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目标值（≥60）。

（五）生态环境类指标的分析与预测

13、测量与分析要素之十三：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工业废水是由于工业生产活动而产生的环境污染，对其处理的程

度及水平代表了对环保做出的努力，是反映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

标。2010 年，昌吉州的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超过了全疆平均水平，

但仍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9.2），从总体上成马鞍型缓慢上升态

势（见表 12）。

表 12：昌吉州历年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⑫

年份 2000 2001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工业废

水排放

达标率

（%）

58.2 65.5 45.6 36.1 18.7 62.7 75.6 68.6 67.7 64.78

依据 2000 年—2010 年的资料进行测算，昌吉州工业废水排放达

标率平均每年增长 0.66 个百分点，到 2015 年将达到 68.1%，距离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值（100%）仍有较大的差距。今后应进一步加

大对工业“三废”治理的力度。

14、测量与分析要素之十四：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昌吉州的垃圾填埋场 2004 年才建成使用，开始进行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处理率稳步提高（见表 13）。

表 13：昌吉州历年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⑬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

理率（%） 36.05 38.80 40.91 42.57 42.74 42.74 47.99

根据资料，昌吉州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从 2004 年的 36.05%

提高到了 2010 年的 47.99%，平均每年提高了 1.7 个百分点，依据资

⑫由昌吉州建设局 2012 年 8 月 20 日提供。
⑬由昌吉州建设局 2012 年 8 月 20 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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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测算，到 2015 年将达到 56.49%，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值

（100%）仍有较大的差距。今后应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投入的力

度。

三、昌吉州在全疆率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方式分析

（一）实行体制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统一

1、进一步加大科研经费投入。现阶段昌吉州 R&D 经费支出中政

府资金投入比重还较低，这与依靠科技进步，力争在全疆实现“率先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要大幅度

提高政府科技投入力度，通过各级政府投入的“杠杆效应”逐步提高

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特别是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投入，组

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支撑和带动区域、行业科技跨越式发展，为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后续动力。

2、合理配置 R&D 活动类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是创新能力建

设的根本，经济、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需要大

量的创新，如果没有坚实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创新就失去了知识

源泉。昌吉州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经费占 R＆D 经费的比例偏低，试

验发展所占比重很大，明显更加注重短期效益。要将眼光放得长远一

些，增加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投入力度，鼓励自主创新，进一步强

化对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支持力度，推进大学、科研院所理论成果与

实践的紧密结合，为支撑和推进全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理论和

技术基础，促进昌吉州经济的结构优化升级和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实行发展速度与质量效益的统一

1、实行经济发展与增长的质量相统一。推进昌吉州的“率先发

展”应高度重视昌吉州的经济发展速度，昌吉州已具备了实现高速度

的条件，如果达不到相应的发展速度，将会延误历史机遇。但是高速

度必须是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实现的高速度。

2、实行经济发展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发展速度必须是建立在绿

色 GDP 基础上的，不能以污染环境为代价。发展速度必须是建立在经

济社会效益基础上的，必须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效益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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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行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统一

1、要加快建设区域性商贸物流中心。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积极引导装备制造业向服务环节延伸，围绕大企业集团大力发展信

息、物流、研发、仓储等服务业，构建快进快出的现代化物流体系。

促进城市商业向农村延伸，积极发展新兴服务业，吸引各类生产要素

向昌吉州聚集。

2、要探索与疏通商品流通渠道。要有效地开拓东与西两个市场

的商道，昌吉州各级政府应建立信息源，为企业提供真实、充足、完

整的商业信息。政府要从直接从事商品推销转向信息服务。要鼓励企

业研究与开发新产品，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生产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四）实行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统一

昌吉州属典型干旱地区，生态环境极其脆弱，非常容易失去平衡，

必须加强对绿洲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

展。

1、要抓好节水这个中心环节。昌吉州必须从根本上改造和提高

中低产田和退化草地，切实利用好现有耕地，调整优化种植业的结构，

减少耗水型农作物播种面积，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应调整工业生

产结构和工业布局，应多建一些节水型工业，控制耗水型工业的发展。

要大力加强城市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提高污水净化处理率，积极进

行污水回用，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2、要控制污染，提高环境质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结合生态

环境治理，要以控制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排放为重点，综

合治理工业、生活和交通污染，提高城乡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理能

力，美化环境，提高环境质量。

3、应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昌吉州各地应根据本地实

际情况，成立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领导小组，建

立责任制。要坚决实行生态建设一票否决制，把生态保护和建设纳入

制度化和法制化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