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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

主要矛盾还是市场发育不充分，党委、政府

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还不规范——宏观调

控还不科学、微观服务还不到位。但我们

坚信，只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

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坚

持统筹兼顾，把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优

势更好地结合起来，把整个社会资源与经

济资源更有效率地整合起来，最终必然能

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成熟来自经

济社会发展的丰富实践。近年来，各地围

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进行了广泛

探索，这些实践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日前，

记者在新疆石河子市采访时了解到，石河

子市委、市政府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精神，在新疆党委、兵团党委的领导

下，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断加强和改善经

济社会领导方式，科学把握发展大势，高

标准定位区域发展，加快推进经济要素聚

集和优化整合，加强协调、配合和服务，带

领全师（市）人民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积

极 推 进 经 济 社 会 更 好 更 快 的 跨 越 式 发

展。他们的探索展现出开阔的理论视野、

宝贵的进取精神、系统的科学思维和良好

的工作作风，这种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

和基本规律相印证。

石河子之变

探索更好更快发展的历史与现实

天下兴亡，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事物变化的酝酿可能持久长远，然而历史

更替的时间节点却总是短暂的。

从人类文明的演进来看，自在自为的

经济结构可以达成一定的稳定态，但是这

种稳定必然被另一种更加开放、更具效率、

发展更快的经济结构所打破。农业文明通

过其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组织使人类社会长

期相对稳定地保持在农业社会，但是过于

稳定的结构不仅抵抗外来事物，同时也严

重阻碍社会内部分工的发展和自我革新，

所以当工业文明通过技术革命带来生产要

素以更高效率更快速度聚集时，创新、变

化、快速增长的经济模式迅速代替了农业

文明的平稳、僵化、自然性增长模式。同

样，开放的市场经济之所以取代封闭的自

然经济，正在于它提供了更广范围、更宽领

域、更深层次的经济要素优化配置，因而带

来更高经济效率。

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自

在自为的市场经济最终也必将被更加全

面优化的市场经济所突破，即在包括市场

组织在内的更广范围内更加科学合理地

聚集、整合各种经济社会资源的发展道路

最终将超越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并

以其更加优化的增长超越市场的自然性

增长。

兵团农八师、石河子市的历史和现实

变迁可以作为一个探讨的样本。

农八师、石河子市地处天山北麓中段，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面积 7762 平方公

里，耕地 296 万亩。下辖 14 个团场，两个

河系管理处，1300 余家工交建商企业。现

有人口 64 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占 5.5%。石

河子市行政区域面积 460 平方公里，建成

区面积 35 平方公里，下辖 1 镇、1 乡、5 个街

道办事处，人口 33 万人，是享誉全国的军

垦名城。

1949 年 9 月 25 日，新疆和平解放。次

年，解放军二十二兵团驻扎石河子，铸剑为

犁，建农场，修工厂，且屯垦，且戍边。50 多

年来，石河子人发扬艰苦创业、自力更生的

南泥湾精神，使昔日人迹罕至的荒原变成

了沃野平畴。于是，塞上有了一颗璀璨明

珠，边陲多了一座军垦新城。

石河子南有草原，可供游牧；北有沙

漠，可供探险。且水土光热资源丰富，是新

疆最早引进并种植棉花的地方，所产棉花

以“银力”为品牌畅销国内外。目前，农业

机械化程度达 85%以上，节水灌溉大面积

推广，采棉机率先在国内运用，国家级农业

高新技术园区建设初具规模。同时，通过

大力发展畜牧业和果蔬园艺业，培育出了

优质“美利奴”细毛羊，引进繁殖了大量荷

斯坦奶牛，建设了多处绿色蔬菜基地和优

质葡萄基地。

西部大开发以来，石河子作为天山北

坡经济带的腹心城市，通过着力营造良好

投资环境，实施优势资源转换，调整优化产

业结构，使工业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

争能力不断增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龙头”带动作用日益凸显；天业节水、天业

股份、天富股份、天宏股份等上市公司的实

力不断提高；化工、电力、造纸、纺织、食品

五大支柱产业格局业已形成，并将加快重

化工业的发展步伐。

近年来，石河子城市功能逐步完善，

交通运输便捷，邮电通信发达，商贸流通

活跃，旅游信息等新产业兴起，尤其生态

环 境 保 护 成 就 斐 然，城 市 绿 化 覆 盖 率 已

达 40%以上。

作为驰誉中外的绿城、诗城，石河子市

创建之初，便以科教兴石、人才强石为方

略，涌现了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守仁在

内的一大批科技工作者。现有兵团农垦科

学院等 18 所科研机构，石河子大学等 10 余

所大中专院校，有在校本科生 2 万多人。

如今，石河子市不仅有北湖、驼铃梦坡等优

美的自然风光；有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周

总理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而且还

有《军垦第一犁》、艾青诗歌馆等独具军垦

特色的象征性雕塑和文化场馆。

石河子市与新中国同龄，与新时代同

步，是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倍加关怀的地

方，周恩来、朱德、陈毅、邓小平、江泽民、胡

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亲临视察。作

为新疆自治区和兵团对外开放的重要窗

口，石河子先后荣膺联合国改善人类居住

环境良好范例奖、首届中国人居环境奖、全

国卫生城市、园林城市、双拥模范城市、精

神文明建设先进城市、投资诚信安全区等

称号，并成为新疆唯一的“红色旅游区”。

石河子之变的结果和表征是：近几年

来，石河子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快速增强，经

济结构明显优化，生产要素加速积聚，发展

空 间 急 剧 扩 张 。 2005 年 至 2009 年，农 八

师、石河子市生产总值由 74.9 亿元增加到

143.23 亿元，人均生产总值由 13222 元增加

到 25110 元，接近翻一番，三大产业结构由

31.4：32.5：36.1 调整到 26.3：38：35.7；累计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96 亿元，是“十五”期

间的 2 倍，年均增长 25.2%；石河子市全口

径财政收入由 8.1 亿元增加到 19.8 亿元、地

方财政收入由 4.5 亿元增加到 12 亿元，年

均增长 27.4%。2009 年，农八师、石河子市

经济发展速度达到 16.3%，是“十五”以来增

幅最大的一年；石河子市全口径财政收入

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均达到 19.3%。

企业成长加速，市场主体日益壮大。

现在农八师工业企业达到 423 家。2006 年

至 2009 年，农八师、石河子市招商引资累

积到位资金达到 126.2 亿元，是“十五”期间

的 1.6 倍，2009 年达到 41.7 亿元，引进项目

个数和投资总额是“ 十五”以来最多的一

年。2006 年至 2009 年，经济技术开发区招

商引资累积到位资金 114.5 亿元，是“十五”

期间的 1.8 倍，生产总值由 2005 年的 20.5 亿

元 增 加 到 2009 年 的 60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30.7%，其中工业增加值由 14 亿元增加到

42 亿元，年均增长 31.6%；税收由 2.1 亿元增

加到 8.9 亿元，年均增长 43.4%。

农八师政委、石河子市委书记宋志国

表示，目前石河子已摆脱长期缓慢的发展

状态，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客观上已具备

在新的起点上谋求更好更快发展的综合

条件。

石河子之势

跨越式发展的空间和走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自身的

调节主要通过供求和价格的波动来解决市

场的微观平衡，属于事后调节，因而具有自

发性和滞后性。市场主要反映现有的生产

结构和需求结构，不能有效反映经济社会

发展的长远目标和结构，因而在宏观经济

领域具有一定盲目性。

要达成有利于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最

佳结构，有赖于经济社会建设的领导者对

于区域发展大势进行科学分析、准确把握、

充分利用和有效协调，在多大范围、多宽领

域、多深层次准确把握发展大势决定了区

域经济发展的未来空间和走势。国家如

此，地区发展亦如此。

但是，农八师党委对于当前石河子地

区发展态势的分析和把握却具有相当宏阔

的视野，同时在结合本地发展实际方面的

思考也展现出客观全面的科学思维。所谓

大势，不外天时、地利、人和。

（下转24版）

■ 本报记者 陈耷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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