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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方 华

中 a 径济的区域化构造众其栈式

长期以来，在我国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注重于部门经济发展问题的
研究，而对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由市场经济运行内在生成的经济区域化的发展问题涉及较少。
尤其是90年代以来，全国改革开放的症点正迅猛地从沿海向沿江、沿边地区推进，呈现出三
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全方位。 表现在全国东西南北中的全面开放，大大增加了我国对外开放的
区域．同时，由沿海主要针对港、澳、台的开放，转变为直接面对世界各国的开放，扩大了对外开
放面． 二是高起点。 一方面开放的斌点不再仅仅是工业领域，而是扩展到第三产业的各领域，
另一方面，以劳动密集产品为主的出口导向，正逐步向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相结合的方向发
展。三是强辐射．特别是沿江、沿海地区的开放，将在我国北、中、南部形成连贯东西的开放带，
对全国的经济发展起耆重要的作用．勿庸置疑，随者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重视并加强对经济的区域化研究具有深远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一、经济区域化理论的重新认识

经济的区域化既不是传统体制下的地域生产综合体，也不是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简单
区位模式，更不是政府行为下的行政性区域经济。它是随者市场经济运行而召然发展生成的 ，
是一定区域范围内各经济利益体相互联系、互相依存而形成的一种区域性诸多经济关系的总
和。 经济的区域化形成，一方面反映了区域内各成员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生产总过
程中的自然凝聚，从而形成一个在区域内较完整和相对统一的经济体，另 一方面它反映了区域
内一系列经济群体，从最初的以经济利益差别为基础的联系，逐步发展升华到在经济、社会诸

多领域的 一体化发展．
从广义角度分析，经济的区域化有两个层次的特点：其 一是从世界经济发展布局出发，建

立在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经济合作基础上的对资渊利用的＂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 “行为而
引起国与国之间的区域性集团或合作体。例如，较典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欧共体、环太平洋合
作区等．在这 一层次上的经济区域化，它在效率转移、利用比较（相对）优势、收支平衡等方面为
区域内各成员国带来了效益，促进了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其二，在一个国家内部（以我国为
例）跨行政区域、跨省、市界限，在利益均沾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纽带，以诸多经济体凝聚而成最
基本的经济关系为圆心，在某一地区或某一中心城市的周边地区形成 一 种向心力或凝聚力，从
而形成具有一定稳定性和较强辐射性的经济区域。 例如，我国的沿海、沿边和内陆腹地，在发
展 沿海的地理技术优势、沿边的边贸优势和内陆资源及基础产业优势的基础上，利用中心城市
的辐射力，带动周边地区建立一 系列经济发展小区，在各小区发挥其经济优势，并寻找更大的
发展领域的进程中，自然形成了跨区域的经济协作和联合，如环渤海经济区、长江流域经济区，
华南经济区等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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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区域化构造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中，在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下的纵向传导、纵向控制下，经济的区
域化被看作为国民经济总体布局中的一个政治要素来加以考虑和设置． 中央政府对各行政区
域采取集人、财、物为一体统一调控，区域性利益集团缺乏独立的表现方式和争取独立利益的
冲动，区域内部产业结构配置以及区域间的利益协调、产业分工格局，一般均在计划内解决，由
中央政府一手包办，地方政府 成为国民经济计划执行中的一个环节和派出机构．这种以纵向为
主体的控制方式，在推进国家工业化、实现大规模资本积累、建立较完善的工业体系的道路上，
实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的目标．然而，它对经济的区域化而言，则明显 地表现出运行
主体的 “虚置”和外化现象。经济的区域联系在受中央单一化的行政性控制下，几乎不存在区
域在利益驱动下的自由联合和自由流动．

之所以如此，它与我国建国后经济上客观存在的双重经济布局密切相关，即沿海经济的相
对发达与内地经济的相对落后．双重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济活动和人口在沿海地区的高
度集中． 1952年沿海地区的工业产量（包括手工业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8%,8个城市（北
京、天津、上海、沈阳、鞍山、旅大、佛山和本溪）的总产值占沿海地区总产值的55%．。如果不计
手工业产量，则沿海地区工业产量所占的比重还要高，占总产量的75％左右户钢、生铁等14

项主要工业产品，沿海地区的产量都占到全国总产量 的60％以上．
由于工业活动和人口的相对集中，针对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合理布局“，考虑到一旦发生战

争时，沿海工业被毁将会带来的恶果，同时广袤的内地有丰富的资渊等因素，在计划新的工业
布局时，工业项目转移、内地的“三线建设工程”成了中央政府的计划任务．1953~1957年期间
准备耆手建设的694个重大工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要建设在内地户待发展的新工业中
心包括西北、华北、华中的兰州、太原、西安、洛阳，西南和华南的省份则放在次要地位． 这种资
渥和经济技术的逆向梯度分 布，形成了中西部资渥行业（农产品与采掘、能潦及原材料工
业） 一一 东部加工制造业的垂直地域分工布局。中央政府将中西部资涩省区大量的原材料、农
副产品等资渊，按照国家规定的较低的计划价格，调拨给东部加工省区，同时将东部加工省区
价格相对较高的工业品调拨到中西部资潦省区．这种“ 以西养东＂的非经济产品调拨，严重损害
了中西部省区的利益．为了维持中西部省区的资渊开发，中央政府不得不向中西部省区投入大
量的财政补贴。 另 一方面，国家为了保持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必须实现东部财政收入的稳步增
长．因此，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对东部财政上缴额逐年递增实行硬约束。在国家指令性计划控
制下，以国家财政为中介形成了特殊的＂抽东补西”的利益调节补偿机制．

显然，“内地建设“、“三线建设“战略的实现，既无法形成一个经济运行的重心机制，又牺牲
了沿海经济发展的优势，事倍功半。实际上，它是照搬了前苏联的“地域生产综合体“模式。显
而易见的是，“内地建设“和 “三线建设“布局，由千受到基础设施配套、设点过于分散、交通不便
等因素的影响，使内外生产和经济协作难以实现．

－ 三、始于80年代的经济区域化发展背景

经济区域合作与发展是生产力社会化和地区分工协作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

1980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动经济联合暂行规定》，井提出了“扬长避短、发展优势、保护
竞争、促进联合”的方针．1981年秋，华北地区首先召开了经济技术 协作会议．会后，国务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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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会议的几个问题的批复》文件中指出：“地区间开展经济技术协
作，有利千经济调整，有利于挖掘潜力，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方向是对的，应该给予支持． ＂《中
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把经济的区域合作和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结合起来，具
体指出了“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逐步形成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为依托，不同规模
的，开放式、网络型的经济区 ”．事实上，自80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打破条块分割、政企
分开等方面，巳经为经济的横向联系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
的发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地位，为进一步推进经济的区域合作与发展奠定了基
础� 1992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在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一文中，又再一 次提出了建设和发展经济区域协作的斌要意义。
上述文件内容对推动经济区域化建设提供了蜇要的政策依据和社会政治背景．

从地区经济增长的格局看，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依然存在。1978�1991年，沿海
地区国 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2%，其中老工业区（京、津、辽、沪四省市）为6.2%，新兴工业区
（除老工业区以外的沿海其他地区）为 10.7%，内地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 长8. 4%，其中中部
地区为8.3%，西部地区为8.83/o，中、 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分别比沿海新兴工业区低22.4%
和 17.8%。再从地区间差距的变动格局看，1978年到1991年，沿海与内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相对差距由37. 9％扩大到42. 1%，同期东部与中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对差距由33.
2％扩大到39.4%，东部与西部的差距由45. 5％扩大到46.3%. � 

从发展趋势看，80 、90年代，沿海地区相继出现的环渤海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和珠
江三角洲经济区使沿海地区经济迅猛地增长，因此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里，我国经济发展在
区域间的增长格局仍将呈现不平衡的状况．为了缩小区域间的差距，逐步改变经济的不平衡状
况，需要扩大经济的横向协作与联系，通过经济中心区域强劲的内在扩张力、吸引力和辐射力，
粘聚起经济的区域群体，从而走上共同繁荣的道路。

四、经济区域化的模式选择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条件下 ，通过市场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巳成为人们的共
识． 在发展经济的区域化进程中，行政手段巳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因此，构造和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区域化，只能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遵循“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联
合发展，共同繁荣＂的原则．

综观80年代我国经济区域发展的基本形式，可以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种：L衣工商 一体化
区域发展模式。2．经济中心城市辐射下的市管县区域化模式。 3．原材料生产基地与加工基地
的横向经济区域联合模式．4．企业集团化模式．上述几种模式，在经济的区域化发展进程中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们在扩大经济的区域化范围、引导和扶植相对菩后区域的经济发展
等方面的作用明显不足。

对千经济的区域化模式的选择，关键在千其在经济区域内能否实现生产力的优化布局、能
否使区域整体经济得以发展、 能否在带动落后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上起重要作用等等．下面我们
对三个主要经济区域化模式作一分析。

环渤海经济区域一体化是由辽宁、河北、山东三省和北京、天津市，包括了所属的17个沿
渤海湾的地区和城市组成一个经济区域。地域面积5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量5. 4%．区
域内的产业群体相对集中在能渊、 原材料和钢铁业等方面．其石油年产量占全国 总产量的
43%，原煤产量占全国年产量的 17%，原棉产量占全国年产量的24%，钢铁产量占全国年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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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45%.�另外，区域内主要几个城市在5年内经济增长速度之快，也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从
区域的发展特点上看，它是以工业化为聚集点，通过工业的高速增长形成一些周边地区和城市
经济迅速发展．而各个城市的发展，又带动了其周边地区的发展。这种建立在以经济或以相关
产业类聚的产业中心城市，并由这些中心城市组成的经济协作和联系体，正是环渤海经济区域
化的最主要的特征．它也是我国经济区域化发展中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目标模式之一．

华南经济区域主要有广东、福建、海南3省组成。区域面积3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的
3.5%． 由于国家政策的倾斜，区域的地缘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尤其是广
东、福建两省 工业总产值提前实现了翻两番．华南经济区域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 一，是80年
代开始规划笫建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和广州、湛江、福州的对外贸易和产业优惠
政策，并由 这些城市辐射周边地区，成了吸引资金、物资和人才的聚集中心，进而影响和带动了
整个经济区域的发展，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对外开放政策下的招商引资．以广东｀福建两省为例，
在1979年到1990年期间，共吸收外资230亿美元，占全国吸收外资金额的57%. 1990年在两
地注册的三资企业数达22591户，占全国总量的77.8%．再以广东为例，199 1年外贸出口总额
150. 37亿美元，占全国外贸出口额的12.23%．应考察华南经济区，我们发现它有两个很显著
的特征： 一是“南货北伐＂的贸易营销系统的巨大功能使其区域在物资流通，进而带动生产加工
的发展上取得了高速增长，二是制度创新的示范效应．如在产业转移、资金融合、技术扩散、信
息传播等方面，表现出的灵活性和创新，对其区域经济的合理发展乃至千对其他地区的经济发
展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归纳起来说，华南经济区域最成功之处在千利用其特殊的地域优势，
以贸易促生产，招商引资，“借鸡生蛋 ”，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高起点、高效率、高效益的区域产
业格局。显然，这种经济的区域发展模式也将是我国经济区域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可选模式．

最后，我们再考察一下长江流域经济区域化发展模式。长江流域经济区从狭义的范围看，
主要包括沪、宁、杭所处的长江下浒三角洲平原，从 广义的范围看，则包括江苏北部、浙江南部
以及长江中游的安徽、江西、湖北、湖南4省和长江上游的四川省．由千考虑到经济联系的紧密
程度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一般以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沪、宁、杭经济区域化作为主要研究对
象。

江苏、上海、浙江构成的经济区域面积为2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数的2%。区域内
既有丰富的粮、棉、麻、丝等经济作物的生产基地，又有以上海为主的工业设施较完备的生产加
工基地，并且拥有海、陆、空得天独厚的交通运输优势。整个区域在技术、资金、原材料等方面的
横向密切联系的基础上，呈现出居于全国领先的经济增长率。江苏省和浙江省从80年代中期

至90年代的经济发展的增长率已经远远超过了上海市。因而，这一区域的整体经济实力巳跨
上了一个较高的台阶 J

作为我国经济建设发展战略、改革开放的重点推进到长江流域，作为长江流域经济区域开
发开放龙头的浦东，巳显示出将成为带动整个经济区域发展的重要地位。据统计，1992年，浦
东新区国民生产总值达91.46亿元，比1991年增长21.2%，高出上海全市平均增幅6.4个百
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达22. 02亿元，比1991年增长20.3%，高出上海全市平均增幅8.3个
百分点，工业销售产值达到300.65亿元，增长25. 3%，比上海全市平均增幅高出4.7个百分
点。作为长江流域经济腾飞的“龙头”，它对区域内各省市，尤其是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在贸易、资
金、交通、信息和技术等领域的集聚和扩散效应巳日益显著。截至1992年底，仅浦东新区内的
内联企业就达1410家，比开发前增长26倍，总投资额达93亿元。 内联企业的飞速发展，刺激
了上海与内陆地区之间的资金流动，加速了上海向内陆地区的产业转移和技术信息扩散，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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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及广大内陆腹地的经济发展．
长江流域经济区域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伴植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而进行

的，因而这一区域内的合作与联系的起点较为合理且层次较高． 它是以产业的优化重组、完善
的市场体系、内联外引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来推进整个经济区域的发展．这种经济区域化发展
模式，定将对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合作与发展，乃至于对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产生巨大的
影响．

、

注 1

＠孙敬之著，《东北地区经济地理》，北京科学出版杜．1995年版，第31页．

@《计划经济》,1957年第8期．

妇富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液后凯，《开发研究》，1994年第3期．

＠《中国渤海区域经济开发和合作指南），1991年，中信出版社．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1993年．经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编．

（上接第34页）进行它们之间的关系界定和权责划分，才能使基金机构运营有章可循，基金使
用有条不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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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住房基金职能的有效发挥，离不开健全的基金管理机构和完善的基金管理制度． 前
者是必不可少的硬件，后者是不可或缺的软件． 目前，我国在管理住房基金方面仍处于局部试
点阶段，经验还很少，有待千继续探索和完善，从而找出真正适合国情、民情且具有活力和效率
的管理办法。

（上接第38页）经济发展不平衡，其中东亚和东南亚不仅在政治、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对美国
尤为重要，占美国出口的1/3。 巳经成立的、拥有18个成员国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占世界人
口的1/3，年产值14万亿美元，为世界产值之半，即使除开美国，其产值亦超过欧洲联盟． 美国
力求保持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并使之成为美国领导和影响下的繁荣、安全和自由地区，实现
“新太平洋共同体”。1994年底在印尼茂物举行的亚太地区第二次首脑会议上，发表了本地区
下世纪初实现贸易自由化的茂物宣言，中国也作了相应承诺． 中美经济关系虽然排除政治璋
碍，有较大进展，但是某些政治问题如台湾问题仍然是影响两国关系的暗礁．本世纪末，我们将
看到香港回归中国，台湾与大陆关系可能进一步改善，经济更加紧密化． 中国经济实力日益壮
大，只要不出现重大政治摩擦，中美经济必将实现更大的合作，美国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在资
金、技术上将起更大作用．中美经济关系的稳定和巩固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建交后将近20年的
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和区域化发展上，中美双方都可以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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