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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9月11日，正值国庆前夕，新疆已平息“7·5”事件，正进一步促进维稳工作。
我应刘以雷同志的邀请，作为“新形势下兵团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研究”课题组的顾问，从北京飞抵
乌鲁木齐，从机场直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所在地五家渠市，参加该课题座谈会。
在这个特殊时期到这里座谈该课题，心中有一种“使命感”的情怀。
现在以雷同志又嘱我为课题最终成果写序，我是欣然应允，而且是带着感情因素来写的。
　　1996年夏，我陪同中央某领导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暨兵团考察，应兵团的邀请，留下来对兵团的
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进行了一次系统的调研，向中央上报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研报告》，受到中
央的重视。
中央代表约我谈话，要求我对兵团进行更深入系统的调研，我受命又组织团队再次调研，向中央上报
了包括历史上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治理等一系列报告。
后来，兵团收到中央关于兵团的17号文件后，连夜传达，欢欣鼓舞。
时任兵团政委对我表示“衷心感谢”，我说“要感谢的是中央，我是受命完成任务”。
而自那项调研之后，我与兵团结下了不解之缘和不解之情，多次到过兵团。
2002年11月在乌鲁木齐，曾给以雷写赠诗稿《再访兵团》：“再访兵团情愈深，瑶池琼浆更醇珍。
塞外喜逢新旧友，当年调研似昨晨。
屯兵千日功千日，富民安疆建弘勋。
且举金樽酬谢意，共祝边陲处处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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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从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
出发，于1954年批准成立。
兵团是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承担着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对促进新疆经济发展、增强民族团结
、巩固西北边防、维护祖国统一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形势下新疆兵团经济改革发展大思路》一书，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推进和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进程中，是在乌鲁木齐发生“7·5”事件，反分裂斗争日趋复杂和严峻，增强民族团结、巩
固西北边防、维护祖国统一的任务日益繁重的背景下，是在兵团自身迫切要求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
久安的形势下成书的。
    该书比较系统地分析了新形势下兵团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剖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产生的原因
，明确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了在新形势下以解放思想为前提，以建立完善兵团经济管理
新体制为重点，深化团场管理体制、国有企业、投融资体制“三大改革”，增强兵团经济发展的活力
和动力，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三化”进程。
对兵团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屯垦戍边新形式，实现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管理体制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更好地发挥建设大军、中流砥柱、铜墙铁壁“三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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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以雷，1975年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经济学研究生毕业。
长期从事经济及政策研究和经济体制改革工作，近年主要从事策划并实施对国有企业改制、资产重组
、企业并购等资本运作工作。
曾任兵团党委政研室、兵团体改委副主任，兵团上市公司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兵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现任兵团党委、兵团副秘书长。
论著有《西部开发与搞活国有经济》、《中国农垦经济学》、《新疆发展外向型经济问题研究》、《
农垦经济改革新论》、《企业改革设计》、《刘以雷文集》（四卷）等10余部。
其中，《中国农垦经济学》填补了我国经济学研究的一项空白，并获得了我国图书最高奖——第七届
“中国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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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新形势下兵团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研究    兵团经过55年的开发建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的快速发
展，拥有了良  好的发展基础。
同时，兵团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发  展中的制约因素更加明显。
    在新形势下，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建立和完善与市场经济要求相  适应的兵团新经济体制迫
在眉睫。
    必须推进以深化团场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深化投  融资体制改革的“三大改
革”，才能增强兵团经济发展活力和动力。
    以“三大改革”，推进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三化”进程，  增强兵团经济实力，才
能实现兵团的跨越式发展。
兵团农业产业化水平研究    农业是兵团经济的基础和优势产业，农场是兵团履行屯垦戍边历史使命的  
战略基础，广大农场职工是维护新疆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促进民族团结  的中坚力量。
    兵团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产生，是兵团制度变迁和产业分工的必然结果，也  是工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必然产物。
    要在市场机制和政策调控的综合作用下，推动兵团农业建立农工贸紧密联  系、产加销融为一体的多
元化产业形态和产业体系，走出一条以现代物质条件  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
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  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职工发展农
业，不断提  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的现代化农业发展之路。
兵团新型工业化实证分析及发展战略选择    工业化是任何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必由之路，西部大开发等
战略的实施，给  兵团新型工业化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兵团工业已具有一定规模和较完整  的工业体系，为今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兵团工业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是实现兵团党委提出的率先在西北地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的关键。
    兵团经济发展已完成由工业化初期阶段向中期阶段的历史性转变，迎来了  新一轮以重化工业为主导
的发展阶段。
兵团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处理好六大关  系，选择好兵团新型工业化实现途径。
兵团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研究    兵团产业结构调整的沿革是与兵团发展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不同的
历  史发展阶段，兵团产业结构呈现不同的阶段特征，经历了第二产业比重一枝独  秀—第一产业比重
快速上升成为主导—三大产业比例逐步合理三个阶段。
    兵团产业结构调整既有有利优势，也面临巨大挑战。
第一产业比重仍然过  高，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仍是兵团产业结构中的弱项，尤其是第二产业对兵团  
经济的贡献不高。
    选择好兵团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和模式，加快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  务。
加快推进兵团特色城镇化，构筑兵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平台    城镇化是兵团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
    城镇化是兵团经济实现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载体。
    城镇化是兵团履行屯垦戍边使命的堡垒。
    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是实现兵团特色城镇化的重要基础。
兵团农业成本比较效益研究与农业结构调整    农业是弱质产业，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价格由市场供
求决定，农产品价  格波动频繁。
随着农业成本的刚性增长，农民增收空间日益狭小。
    生产成本是制定价格的最低经济界限。
兵团农产品种植结构相对集中，种  植业、园艺业、畜牧业不同结构、不同品种之间成本比较效益差
异明显。
    土地、人力资本、生产规模等的差异决定了兵团各师农业发展的异质性，  必须因地制宜，依据农产
品比较效益有序进行农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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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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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兵团成立后，以屯垦戍边、造福新疆各族人民为己任，按照“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在天山南北
的塔克拉玛干、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和自然环境恶劣的边境沿线，开垦荒地，兴建水利，在茫茫戈
壁荒漠上建成一个个田陌成片、渠系纵横、林带成网、道路畅通的绿洲生态经济网络。
兵团从农副产品加工业起步，发展现代工业，逐步形成以轻工、纺织为主，煤炭、建材、电力、化工
、机械制造等门类较多的工业体系，逐步夯实了兵团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教育、科技、文化、卫生
等各项事业也得到长足发展。
在屯垦戍边中，兵团自觉接受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遵守政府的各项法规和法令，尊重少数
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努力为新疆各族人民办好事、办实事，密切了与各族群众的联系。
作为新疆维护稳定、巩固边防的重要力量，兵团坚持劳武结合，与军队、武警、人民群众共同在边境
地区建立了“军、警（武警）、兵（兵团）、民”四位一体的联防体系，在开发建设新疆、维护新疆
稳定、促进民族团结、打击和抵御境内外分裂势力的破坏渗透活动、保卫祖国边疆的稳定和安全等方
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目前，兵团在新疆的14个地州市、63个县市内，沿两大沙漠周边和2019公里边境沿线，分布14个
师（4个市）、175个团场、2115个农牧业连队，呈“两周一线”且相对集中连片的格局。
总人口已由组建初期的17.5 万人发展到257.3 万人，有3457个工交建商法人企业和一批科教文卫体、金
融、保险等社会事业单位以及健全的公检法司监机构，有6所大学和1所农垦科学院，有13家上市公司
，有1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3家自治区级工业园区和3家兵团级工业园区。
　　55年来，兵团几代人艰苦奋斗、屯垦戍边，形成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
”的兵团精神，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增进民族团结、巩固祖国边防、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历史贡献。
实践证明，在新疆组建和发展兵团，是党和国家治国安邦的一项战略决策，是维护祖国统一、开发建
设边疆的重大举措，凝聚着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远见卓识、执政智慧和治国方略。
兵团这种既屯垦又戍边、既融人新疆社会又高度集中统一、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形式，符合我国
国情和新疆实际，其作用是其他任何组织难以替代的。
兵团人用青春、热血和忠诚铸就了屯垦戍边的伟大事业，在新疆的经济发展史上谱写了辉煌的一页，
在中华民族的屯垦史上树立起一座新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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