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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王川盆地是兰州市待开发的最大的土地后备

资源区。《兰州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已将

秦王川盆地建设列为构建兰州都市经济圈的 3 个盆

地之一。将秦王川盆地建设纳入城市体系发展的总

格局中 ,对拓展兰州市发展新空间 ,发挥引大入秦工

程的综合效益和维护兰州区域生态经济安全具有重

要的战略意义。

1 　秦王川盆地的优劣势分析

1 . 1 　秦王川盆地的优势

(1) 地势较为平坦 ,面积大约为 350 km2 ,其中灌

溉地面积有 5. 80 ×104 hm2 ,无霜期在 125～175 d ;

(2) 可利用水资源较丰富 ,国家核定引大入秦工程引

水资源配额为 4. 43 ×108 m3/ a ; (3) 距离兰州市区较

近 ,交通便利 ,紧邻中川国际机场 ; (4) 为兰州市待

开发的最大的后备经济地理单元。

1 . 2 　秦王川盆地在经济开发中的区位劣势

(1) 海拔高度较高 ,一般大约为 1 850～2 300 m ;

(2) 距腾格里沙漠边缘 25 km ,风大沙多 ,是冬春

季节兰州市区偏北风浮尘或沙尘暴的源头地之一 ;

(3) 土壤贫瘠 ,以及由于灌排系统不协调和大水

漫灌导致土壤次生盐渍化、沼泽化趋势较严重 ;

(4) 传统灌溉农业使工程引水能力空耗 ,水资源

开发利用效率有待改进 ,以及缺乏调蓄工程导致多元

化用水结构又难以实现。

2 　秦王川盆地的发展定位

秦王川盆地的开发建设应以“虚拟水”战略为指

导 ,以提高水土资源的利用效益为出发点 ,以区域创

新体系建设为龙头 ,以创新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为核

心 ,将秦王川盆地建成生态型、节水型、科技型、环保

型的区域经济单元。近期把秦王川建成集农林牧副

渔为一体的较为发达的现代化农业区 ;中期建成以农

业高新技术开发和综合实验示范为特色 ,新型加工

业、商贸流通、特色经济为一体、中心城镇和小城镇互

为补充的经济发达区 ;远期建成以中川新区为中心、

辐射联动周围小城镇、联结兰州的现代化卫星城 ,使

其早日成为兰州市乃至甘肃省新的经济增长区域。

3 　“虚拟水”开发战略

“虚拟水”是国外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新概念 ,

“虚拟水”是指生产商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水资源。“虚

拟水”不是真实意义上的水 ,而是以“虚拟”的形式包

含在产品中的“看不见”的水。研究表明 :生产 1 t 小

麦需要耗费1 000 t 的水资源 ,1 t 玉米需要耗费接近

1 200 t 的水资源 ,1 t 稻米需要耗费 2 000 t 的水资源。

生产一个 2 g 重的 32 M 计算机芯片需水 32 kg。在西

北地区 ,按较先进的用水定额 ,1 kg 粮食一般需水资

源 1 000 kg。虚拟水概念的引入目的是提醒人们不

能再无限制地浪费水资源。

虚拟水战略是指缺水国家或地区通过贸易的方

式从富水国家或地区购买水密集型农产品 (尤其是粮

食)来获得水和粮食的安全。虚拟水战略提倡出口高

效益低耗水产品、进口本地没有足够水资源生产的粮

食产品 ,其实质是发挥单位产值耗费水资源量的比较

经济优势 ,将有限实体水用于低耗水高效益产业和生

态环境保护、改善或恢复。程国栋院士认为 ,虚拟水

战略将对国家制定西部开发的相关战略和政策措施 ,

对西北地区水资源安全的保障措施及政策的制定 ,对

西北地区乃至国家新时期生态环境安全和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4 　构筑秦王川盆地科技创新体系

在秦王川盆地的规划与建设中 ,要充分借助市内

外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有关企业的技术、人才、资

金、设备、信息等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 ,以虚拟网络的

形式构建秦王川盆地农业高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基

地建设应以“虚拟水”理论为指导 ,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 ,立足于城郊型集约高效农业高新技术的孵化、示

范与推广 ,以农业综合经营产业带动二、三产业发展



和小城镇建设。基地主要开展高科技农业产业示范、

生物工程技术孵化、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生态休闲观

光、研发培训交流等方面的工作。

(1) 借鉴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上海、江苏、浙江省

依靠科技人员的兼职智力流动促进乡镇企业快速发

展的“星期日工程师”模式 ,实施借脑工程。基地制定

鼓励企业采取柔性流动方式引进各类“候鸟式”人才

的政策 ,积极为企业牵线搭桥 ,帮助企业从省内外大

专院校、科研单位聘请大量“星期日工程师”和离退休

专业技术人员 ,为企业技术攻关、科技创新、解决技术

难题献计献策。

(2) 采取挂高攀大、借梯登高等方式 ,实施科教

带动。积极与省内外科研单位及大专院校建立科技

合作关系 ,与科研单位在基地外共建虚拟研发机构、

技术中介服务机构 ,在基地内共建试验示范基地 ,帮

助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促进农业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

生产力。

(3) 国家、省市政府农业科技计划和产业发展计

划项目应在基地集成。

(4) 围绕基地重大项目、重点工程的建设 ,在经

济效益好、发展潜力大的企业拿出关键职位 ,面向社

会在更大范围内招贤纳士 ,用政策吸引人才 ,用事业

留住人才。

(5)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引进国外智力。引进

外国专家到企业进行技术指导和科研攻关 ,帮助企业

解决一些重大技术难题。

秦王川盆地示范基地应努力成为农业科研的试

验示范的“后院”,以战略发展的眼光 ,在更大范围更

深层次上进行区域布局 ,合理安排各类生产要素、经

济资源 ,减少重复和浪费。按照“两头在外、中间在

内”的模式 ,把企业的研发、营销中心放到兰州市区 ,

而把生产、加工基地“留守”秦王川地区 ,使该区真正

形成一个结构合理、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接受兰州辐

射和服务兰州的发展格局 ,实现兰州都市经济圈城市

的共同腾飞。

5 　秦王川盆地建设的管理和运行机制
秦王川盆地跨越兰州市永登县、皋兰县 ,包括西

槽、树屏、古山、秦川、上川、中川、西岔、黑山等 6 乡 8

镇 ,也属于甘肃省河西走廊星火产业带建设规划范

畴。应充分发挥省、市、县 3 级政府和各级农业、科

技、水利等有关部门的积极性 ,共建协同创新的网络

型管理体制。按照区域创新理论 ,秦王川盆地的建设

应主要发挥贴近市场的次级政府作用 ,增强组织中要

素的网络化体系 ,整合集成办大事。良好的运行机制

是秦王川盆地发展的关键。

(1) 应充分发挥秦王川高科技农业示范基地的

龙头带动作用 ,为盆地农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农业

增效和农民增收作出贡献。

(2) 应努力营造“政府启动 + 市场驱动 + 企业带

动 + 科技推动 + 农民主动”的新的运行模式。政府要

按照现代农业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抓好盆地基础设

施建设、配套政策 (如土地流转等) 制定、产业方向监

管和组织协调 ,为农业产业化提供制度保证。使农

民、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等各个不同的行为主体在

相互作用、相互激发中采取良好组合和运作方式 ,为

农业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的组装集成、转化应用

和示范推广发挥基地和平台的作用 ,使技术、人才、资

金等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有效结合 ,推动农

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3) 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同时 ,要着力培育龙

头企业。吸引兰州市资本充裕但缺乏投资商机的房

地产商、经销商等参与盆地建设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

使龙头企业成为盆地开发建设投入的主体。财政资

金可以项目资助、补贴、贴息、无息贷款、奖励和参股

等方式用于支持企业发展 ,提高政府投资的投入产出

效益 ,国有土地使用权也可作为企业的股份 ,从而形

成良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开发运行机制。

(4) 按照服务盆地、提高效率、良性发展的原则 ,

组建秦王川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对于盆地的开发

建设实行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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