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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与周边地区市场的矛盾与协调

改革以来， 我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出现两大特点： 一 是市场作用增强 ， 传统的物资资
金指令性调拨计划逐步为自由的市场交换所替代；二是各地产业决策开始以市场为导向， 单
纯的就资源开发资源的时代已经结束。 区域间经济关系的这种变化， 一 方面为我国整个经济
体制的加快转换提供了基础， 另一方面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区际矛盾加剧。 处在这种大环境背
景下 ， 长江三角洲与周边地区之间的经济摩擦与失调的本质或主要方面是市场问题， 相互之
间的协调发展也必须以市场的有序和谐为首要条件。

省市间经济发展中的协调首先是市场的协调，反之， 地区间的经济矛盾最终是市场的冲
突。 前些年我国频繁出现的地区封锁、 物资争抢、 贸易大战， 以生动的事实提供了逻辑判断
的例证。

一、 现实与矛盾

长江三角洲与周边地区从历史、 地理和生产力布局来看都具有紧密的相互关系， 在经济
上形成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 同样要依托于长江
沿岸尤其是中游内陆地区。 上海等地不仅要从这些地区取得原材料、能源， 更需要这里的广
袤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撑点。 多年来两地相互交换的物资内容是， 内陆以输出初级产品为
主， 下游地区输出大晕日用工业品。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 ， 这种市场联系模式可以维持存
在下去。 而且在经济发展水平的较低阶段， 由于内地加工业基础薄弱， 市场交换的这种格局
也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近年在改革开放和市场进程中， 内陆地区不愿再接受上述交换模式中的这种双向价值
流失， 集中财力物力争上加工业项目， 提高加工深度。 可是由于在传统日用工业品上， 内地
无力与上海等地竞争 ， 就不顾客观条件在新兴产业如家电等领域扩大进入。 区际市场和交换
出现新的态势。

1. 长江三角洲与外围地区虽然交换的基本格局仍然如旧 ， 但原有的交换内容有所变
化， 各自都在不同领域排斥对方商品， 甚至不惜摒弃自身优势， 巩固当地市场占有率。

改革使地方具有较大的自主决策权， 各地除了争上加工业、 力图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外 ，

还尽量巩固原有市场份额、扩大自有市场占有比例。 长江三角洲与内地商品交换中出现新的
动向。 一 个显著特征是 ， 原来内地以初级产品输出为主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如资源相对丰
富的安徽80年代已没有多少原材料可以调出， 该省从1989年起煤炭由调出变为净调入'1988
年生铁、焦炭、硫酸均只是产略大千需。 究其原园是省内加工业上得快， 对初级产品需求迅速
扩大。 另从长江三角洲方面来看， 也在通过多种途径扩大农副产品、初级产品供给， 力求提

高自给率。 如上海利用莱篮子工程，到80年代末当地生产的家禽、鲜蛋自给率达到9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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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另还在建设大型养猪肛江、 浙西省通过乡愤企业的以上补农· f,［农产店价格被扭曲，
从而在实物相价格曲个,./imi仗内地仗厂如尤法进入这心如1f场。在上业'II，忖补上，则是通过对
外购买或是引进设备自行生产解决 9 其理由足， 内地衙求扩大， 供给，大 ，习保陈， 供求的紧缺
使价格上升过速等。

2. 长江三佑洲对外围地区低档日用工业品巾场古有外卡往保持积大的份彻， 而新兴高竹
消费品市场却相对进入不足。 由此形成传统日用工业品供给与要素和优势的分布上的铅位。

摒付关部门iJ占］查资料， 安敝付600多种H用工业品需要调入，80年代本沿海地区产品在
该省的占宥术已内80年代初的40％增加到60％以上， 其中纺织品高达30-·-SO%， 在外地产品1

中90％是来自于长江三角洲地区。
与枕形成鲜叽反芹的是， 屯冰箱、I,1行车、 手长等市场十的地方商品1 心（i年却又很价j。

如1990年安徽省电视机生产员大于销售豐1. 4倍， 当年该省家用电冰箱产大千盂2.7倍。 即使
老=大件产品自给率也高于普通日用百货商品。1990年安儆手表产大千销，自行车、缝纫机的
市场自给率分别达到91. 8％和81. 5%。 现在除录音机、 录像机、 摩托乍等少数产品外， 其它
新老大件产品的地方产品满足程度都已相当高了。

长江三角洲与周边省区域市场出现的这种情况， 虽然说明改革开放中内地加工业技术水
平有了较大提高， 但与地区优势是相悖的。 这种市场导向对实现生产耍素的合理配置是负作
用而 it 正效益。

3. 市场上某些要索流向的反均衡运动， 加剧了地区问的回波效应。
改革中， 长江三角洲尤其是上润市外围地区间的生产要素市场开始兴起和沽跃。 在理想

的市场经济下， 要素的流动应由丰裕向稀缺地方流动， 才能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并减
少物资商品贸易的流动堡， 从而使运输等社会成本达到节约。 然而， 由于上湃等地对外开放
的优惠政策， 反而从内地吸引 一 批资金。 到1993年上半年安徽仅工行即流出资金18亿元。 内
地的技术也是向长江三角洲地区流动的。 据调查， 布点在安教的中国科技大学、 合肥工业大
学、 合肥科学分院等较强的科研单位的技术成果转让中，70％以上被江、 浙等地吸收， 本地
利用的很少。 技术商品的转移当然也伴随着人才的流失。 结果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更大。

4. 对外经讶贸易关系上的相互呡擦。
长江三角洲既具有沿海踞江的优势地理位置， 又有较强的涉外经济业务人员和传统老客

户， 加之对外开放时间的先行效应和政策优惠力度较大， 在对外贸易和技术经济合作中占有
较多优势。 目前虽然从内地来看， 对外贸易中的自背出门比例已经很高， 但相互间的矛盾依
然存在 e 一丛吓出口配额上的比例， 上海等地并非是某些出门货源供给者， 但掌握有较多出
口配额。 人为地扩大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参与度，， 如薄菏油出口， 安徽产煜占全国的90％以
上， 们却具有较少的出口配额。 又如安徽茶叶天然品位高， 是出口的必笞拼盘品， 但货源却
被邻省通过非正常渠道吸引去。 货源流失还使税收收不上来， 原有的生产投入也无法得到补
f立 。 安徽每年约有2亿多元出口货源流向沿海地区， 每年仅外贸中转费流入上泡即约有1000
万元之多。 二是在对外引进的资金项目市场上， 一 些本该适宜于内地的投资项目往往被下游
地IK截团。 造成这种悄况并非单一 的区位优势， 与优惠政策不同也有很大关系广 这此都使内
地进军国际市场、扩大外资引进带来诸多困难。

5. 统一的区域市场尚未形成， 交易不规范， 行政干预仍然较强。
实现长江兰角洲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协调， 必须要建立起统一 发达的区域市场， 但现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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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受到原有体制的约束， 相互间存在不少冲突。 ＠市场主体受到行政较多约束。 内地对资
源流出管制较强， 地区封锁殷禁不止。 上海等地企业则以较强的经济实力， 抬高价格进行原
料争抢。 区际贸易大战此伏彼起。 ＠市场竞争条件不平等。 如对外合作上， 上海占有较多优
惠政策条件。 在工业品生产对外扩散中， 上海对郊区和对外圉省有不同的政策。 其基本原则
是优惠郊区， 其次是江苏， 对其它外地合作则表现出排斥性。 同样， 在农副产品生产上，上
海通过给郊区农民以高额补贴， 使内地商品无法与之竞争。

6. 价值流与商品流不对称， 区际利益分配严重倾斜。
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与外围地区的商品交换内容， 仍是以内地输出初级产品为主， 上海

等地以输出工业品为主。 由于价格比例失凋， 造成内地价值的双直损失。 这样一 种交换格
局， 区域市场不可能很好地衔接， 区域市场的和谐目标难以实现。

二、 影响与原因

长江三角洲与外围地区的市场摩擦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是多方面的。
—商品尤其是低价值商品的过多迂回移动， 是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的反映。 它增加了社

会运输量和运费成本。 与国与民与企业均没有好处。
一—要素组合难以优化， 地区优势无从发挥。 现有的市场格局使上海虽然拥有雄厚的人

才、 技术条件， 以及临近国际市场的区位优势， 但目前却大呈生产牙刷、 牙背、 毛巾等低价
值、传统日用工业消费品， 既不能推动产业升级、 在高新产业上先行一步， 又不能在进军国
际市场上做出重大贡献。外围地区的非常轨产业结构跃进， 虽有合理性一面， 但毕竟不是最
佳选择。 这样各自优势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进而延缓了整个区域经济的产业升级。

—市场矛盾对经济体制的转换起到了阻碍于扰作用， 也使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更艰
难。

长江三角洲与外围地区的市场矛盾根源， 既有全国 一般性原因， 又有该地区的特殊原
因， 归纳起来， 主要有以下儿个方面：

1. 上海等地不愿丢弃内地传统市场的既得利益， 不敢于开拓国际市场，产业结构高级
化步履缓慢， 仍以生产技术含量低的产品为主， 无法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 新兴产品市场反
而为内地所占领。

2. 国民经济分配机制紊乱， 导致市场对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降低。 一是价格扭曲， 初
级产品与加工制成品之间比价严直不合理， 加之内地在日用百货商品供给上根本无力与
上海、 江、 浙等地竞争， 只有在新兴产业上一试高低。 虽然这种跳跃式的产业结构变革对增
加内地税利收入、促进经济发展有一定好处， 但毕竟不是自身优势。 二是财政包于体制促使
地方争上高税利产业。 机电加工业产值大、 税率高、 财政收入多， 吸引地方投资的偏好。 而
粮食矿产等无税低税的产品即使对国民经济再重要，也难以刺激起内地增加供给的偏好。三是
社会再生产补倓渠道不健全。如上述的溥菏油、茶叶生产，地方投入大压资金，市场紧张时外地
仅以略高于当地的价格抢走，地方投入尤正常渠道收回； 滞销时地方又得承受卖难积压、占用
资金的风险。 投入尤法收回影响到冉生产进行， 就只有在流通中实行强制性封锁堵截， 所
以区域间的市场贸易大战有其深层根源。 四是要素投入补偿数量上的不平衡。 在商品生产
中， 一 定的投入就快有相应数拭收入的补侠， 杏则社会再生产要受到影响，扩大再生产更无
从谈起。 可是在我国许多资沥没打价值或价值低估， 资游投入生产仪仪是作为生产手段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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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不参与分配， 使资溯拥有者在发展经济中不能把它转化为市场优势。 而资沥缺乏者占有

初级产品即无偿取得资源“ 五是体制转换差异使分配倾斜不当。 如沿海地区率先市场化和进

行价格改革， 占有了先行效应， 取得市场优势。 此外， 价格的双轨制， 使内地接受指令性计

划调节的商品不能进入市场， 进行等价交换， 使分配有利于沿海地区。

3. 政策递度导向并未带来产业转换的递度。 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地区间出现 r 政策差

异， 并且是由沿海向内陆形成优惠程度递减的势态。 为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积累经验，

这种政策不平衡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反思起来， 这种政策递度并未使空间上的产业递度形

成。 沿海地区利用政策优惠主要是放在商业外贸和引进外贸上， 对利用优惠政策加快产业升

级尚未得到很好的体现。 政策环境的不同当然不利于统一 市场的发育和兴起， 而且必然引起

一些地方以行政的力量进行对抗， 以取得市场上竞争条件的平等。

4. 区际市场发育滞后， 近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 仍姑以物从向品

交流为主， 地区间虽有要素的流动， 但要素市场尚未建立健全。 区际经济协调的市场作用范

围受到限制。

三、 难点与协调

长江三角洲与周边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密切， 实现相互间市场的协调， 既是目标义是各

地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目前的难点在于： 也在体制转换过程中， 区际市场协调需要地方政

府的推动， 但市场的自由发展本质上又是与行政干预不相容的， 不允许有地方利益的体现。

可是在财政包干和现行价格等体制下， 省市具有较强的利益刚性。 那么如何在市场协调中处

理好地方政府的地位和作用， 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统一和谐自由竞争的市场需要有一个

平等的外部软环境， 但现实中政策优惠的不同 一 时尚难以消除。 这是另 一 个难点。 ＠市场协

调与经济发展协调的 一致与对立。 在经济体制市场化过程中， 经济的协怅必须以市场协调为

基础， 现实中长江三角洲与周边地区经济不大协调根源主要又是在市场方面， 但二者并非是

等同元差别的。 如市场只承认绝对优势， 但经济发展中的产业配置却遵循相对优势原则。 那

么如何既承认市场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 又能发挥各地相对优势， 使该地区均衡协调发展则

是另 一 个难题。

根据上面的分析， 通过市场机制实现长江三角洲与周边地区的协惆发展， 应采取如下一

些对策措施：

1. 进行市场占有关系的结构性调整。 在此基础上，实现产业结构优化。长江三角洲与周

边地区市场协调的内容，要从单一的物质商品交流为主转到资金、 技术、 人才和信息要素流

动为主， 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要素配置的调节功能。 具体来说， 上沔等地对周边地区的市场供

给要从物质商品占领转向技术、 信息、 资金方面的供给。 只有这样上海等地才能尽快退出内

地低价值技术含量的日用工业品市场， 加快自身产业转换， 更好地开拓高新技术领域和国际

市场， 以带动整个地区的产业升级。 也唯有这祥浦东开发才能取得内陆腹地的积极支持， 浦

东开发的中华牌才能叫得响。

2. 重塑分配机制， 实行等价交换， 平等竞争。 市场矛盾归根是体现在利益上， 市场协

调必须遵循平等竞争等价交换的原则。 而价格的扭曲势必会造成资源的垄断与抢夺， 竞争不

平等流通则要受阻；投入与补偿不对称， 结果必然带来行政的强行干预。 市场经济中的分配
机制重朔首先是价格义系的押顺，， 区际市场中的西种上下游价格关系必须得到纠庄 n 即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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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中， 上游的原材料、 能源、 农副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低寸价值的悄况不能冉维持卜
去， 要逐步使其得到产业平均利润率。 今后价格应由市场供求关系而不是计划强制决定。 在
消费品流通中上游产品则要加以适当控制， 以防止改革中社会总物价水平的过高上涨和轮番
涨价， 只有这样区际间的合理分工、产业优化和优势互补才会实现。

趴坚持合理分工、 市场互补、 发挥区域整体优势的原则。 如在农业上实行资源置换，
分地区分阶段推动产业升级。农业生产受区位影响大，产业升级的约束性较强。长江三角洲地
区国内外市场容量大、 层次高， 生产水平处于领先地位， 可首先进行产业高级化， 多生产以
城市、 国际市场消费为主的精细产品、 创汇农产品等， 对价值低的大宗农产品市场宜让位于
内地生产， 以形成地区间的资源替换， 这种格局虽然对内地的农业升级似乎滞后些， 但却扩
大了农副产品的市场需求， 由此足可弥补升级滞朊的损失。 否则， 相互间的过多竞争， 反而
延缓了整个区域的农业结构高级化进程。 而市场需求的拉动和利益补偿双重作用将会促进内

． 地大宗农产品生产发展， 使低价值产品也会带来大收益。 实现这一 目标的关键是， 长江三角
洲地区不要再搞违反经济规律的微观补农和不计成本不讲效益地提高农副产品自给率， 而应
通过向内地建立基地、 培植市场来保障供给。

4. 坚持共同培育市场、严格规范交易行为的原则。 目前各地都在重视市场的硬件方面
的基础性建设， 这是必要的。 然而更要重视市场的软件方面建设， 明确法律制度， 规范交易
手续， 维持正常买卖秩序， 杜绝违约、 地下非市场等不当行为。 合同要得到保护和执行， 交
易要公开， 规章制度要法律条文化， 以增强透明度， 减少行政干预。 力求做到市场经营者、
调控者都要实现权责利的统一 ， 既享受利益也要承担风险。

5． 对外贸易尽快地由配额制走向代理制， 提高透明度， 同时促使外销产品提供者增加
压力和动力， 迫使其对降低成本、扩大生产产生积极性。

6. 坚持以企业为市场协词主体的原则。 各地都要积极创造条件， 加强企业间的联合。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 市场的竞争即是企业间的竞争， 但竞争并不排斥相互间的合作。 长江三
角洲与周边地区， 可以名牌产品、 高新技术产品组建一 些跨地区跨部门的集团与公司， 以形
成规模经济， 并实现按产品加工阶段的分工， 以此来降低成本， 并对内消除不必要的低水平
过度竞争。 对目前政府对企业参与市场、 对外合作上的过多干预情况必须改变。

兀坚持公平与效率一致的市场无差别原则。 今后建立长江三角洲与周边地区的统一市
场，政策优惠仍然是存在和必要的。 但政策优惠对象并不是由区域决定， 而是体现在国家对
市场调控的意图， 如反映在产业政策、 供求调节等方面。 进入市场的主体则不应是有差别
的。 只有坚持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 才能提高经济效率。

8． 加快体制转换， 实现市场运行和管理上的高层次协调。 目前内地经济体制在市场化
中的滞后情况应尽快得到解决， 以便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尽快实现体制上的接轨。 此外， 区域
经济市场化不等于抛弃政府的管理，但这种协调不是市场的直接行政干预， 更不是各地可以
随心所欲， 为此长江三角洲与周边地区进行政府间的高层次磋商是必要的。 所谓高层次， 一

是指由省市间的政府进行规划协调， 二是政策法规上的协调， 以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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